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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修改意见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受自治区水利

厅委托，2025 年 3 月 31日，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在呼和浩特主

持召开了《东营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

会。参加会议的有乌兰察布市水利局、察哈尔右翼前旗水利局，建设

单位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分公司，主

体工程设计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方

案编制单位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

共 12人，会议成立了专家评审组（名单附后）。

与会代表和专家观看了项目区影像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

目前期工作情况介绍，报告书编制单位就方案内容进行了汇报。根据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经过认真讨论与评审，

对报告书提出修改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5年 2月 17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以《关于东营 500 千伏输变

电工程核准的批复》（内能源电力字〔2025〕80号）同意项目建设。

东营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

旗境内。线路全长 33.1公里。项目由变电站工程、输电线路工程两部

分组成。变电站工程涉及新建东营 500千伏变电站和扩建庆云 500 千

伏变电站。东营变电站建设 500千伏和 220千伏配电装置，远期规模

4×1200兆伏安主变，本期新建 2×1200兆伏安主变；规划建设 500千

伏出线 8回，本期出线 2回至庆云变电站；规划 220千伏出线 2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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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线 10回（仅建设间隔内设备）；远期每台主变低压侧按 5组

无功补偿装置考虑，本期主变低压侧安装 6组 60兆乏低压电容器、1

组 60 兆乏低压电抗器，变电站征占地 6.0 公顷。庆云变电站扩建

500kV间隔出线 2回至东营变电站，本期安装 2 台断路器，在围墙内

扩建，扩建区占地 0.25公顷。东营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起点为

东营变电站，终点为庆云变电站，路径长度 33.1公里，为同塔双回路

架空布设，涉及新建铁塔 77基，其中直线塔 55基、耐张塔 22基，线

路转角 21次，曲折系数 1.19。东营变电站由玫瑰营 110千伏变电站引

接 35千伏站外电源 1条，涉及扩建玫瑰营变电站及新建站外电源线路。

玫瑰营变电站扩建 35千伏间隔出线 1回，安装 2台站用变压器、1台

备用变压器，在围墙内扩建，扩建区占地 0.03公顷；站外电源线路从

玫瑰营变电站至东营变电站铁塔架空单回线路 9.6公里，涉及新建铁

塔 40 基。两条输电线路设置施工便道 35.63 公里，设牵张场 10 处、

跨越设施区 160处。三处变电站分别在围墙外设施工生产生活区，新

建东营变电站施工用电就近从玫瑰营 916 高宏店线孔家村分支 23#～

24#之间 T接，线路长 260米；施工用水外购，运营期用水自打井；庆

云和玫瑰营变电站扩建施工用电、用水均为利用既有；输变电施工生

活区租用民房，塔基周边布置施工区，施工用水购买，施工用电采用

小型柴油发电机。工程不涉及拆迁安置。

工程建设征占地总面积 35.06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0.86公顷，临

时占地 24.20 公顷。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 33.80 万立方米，其中挖方

16.90万立方米，填方 16.90万立方米，土石方平衡。工程总投资 61769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9415.2万元。工程计划于 2025年 4月开工，2026

年 10月完工，总工期 1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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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地处阴山山脉的大青山区域，项目区为低山丘陵地貌；属

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4.0摄氏度、大于等于 10摄

氏度积温 2403摄氏度、降水量 369.2毫米、蒸发量 1988.5毫米 、风

速 3.4米/秒，无霜期 112天，最大冻土深度 1.91米。土壤类型为栗钙

土，植被类型为典型草原植被，植被覆盖度 30%左右。土壤侵蚀类型

为中度风水力复合侵蚀。项目所在的察哈尔右翼前旗属阴山东南部自

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属北方土石山区。

二、报告书修改时需补充、完善的内容

（一）综合说明

1、补充依托工程及水土保持情况。

2、简化、完善项目概况。

3、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中补充环境评价、防洪评价等报告的编制及

批复情况；补充地方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牧、林业和草原

等各相关部门批复文件的取得情况；补充涉及重要文物等相关文件。

4、完善自然简况，补充是否涉及生态红线等水土保持敏感区内容；

复核水土流失背景值及容许土壤流失量。

5、完善防治责任范围表。

6、完善工程选线及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结论。

7、完善结论；复核方案特性表相关内容。

（二）项目概况

1、完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

2、补充新建变电站功能分区，明确建设内容，明确站内外占地；

完善竖向布置，明确周边挖填边坡及排水设施布置。

3、按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站外电源线路完善塔型介绍，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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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永久及施工区占地，补充塔基施工布置图；补充输电线路技术指

标表；列表说明涉及山地、丘坡处塔基，以及涉及设置泥浆池的塔基。

4、完善施工组织。补充东营变电站施工供电线路内容；复核施工

道路布置情况。

5、完善进站道路介绍，补充路基挖填及边坡情况。

6、复核占地面积。

7、明确表土剥离的区域及范围，按占地类型复核表土剥离厚度。

8、补充施工便道、跨越设施的土石方情况，完善土石方量表。

9、完善地形地貌，复核气象要素值。

10、完善地理位置图、总体布置图。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1、完善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2、完善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补充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河流、水

源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以及文物等内容评价。

3、按防治分区补充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4、补充处于坡地部位塔基上游截排水及下侧护坡、挡墙评价；补

充石质山丘地塔基基础石方的处置评价。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1、复核预测单元及时段。

2、复核施工期与自然恢复期各因子取值。

（五）水土保持措施

1、完善措施布局及体系框图。

2、完善土地整治及覆土措施设计。

3、复核处于坡地部位塔基上游截排水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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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生石方余方的石质山丘地塔基处，将剩余石方等粒径破碎后

可采取砾石压盖并结合植物措施妥善处置；优选草树种，适当加大播

种量。

5、完善分区措施总体布设图、完善各项措施典型设计图。

（六）水土保持监测

1、补充监测分区，完善内容、方法、频次等。

2、优化监测点位布设。

3、复核水土保持监测仪器、设备。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1、复核费率、基本预备费等，基本预备费按方案新增第一至第四

部分之和的 6%计算。

2、复核各防治区整地费。

3、复核监测费等独立费用。

4、复核施工机械台班费、主要材料价格费、水电费等。

5、复核单价分析表。

6、复核防治目标达到值。

（八）水土保持管理

完善后续设计、监理、监测等内容。

三、评审结论

综上所述，评审组认为本报告书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规

定和要求，评价结论为基本合格，经补充、完善后上报审批。

专家评审组组长：

2025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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