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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商业用电量的剧增，城

市中心城区电能供需关系紧张。为减小电能损耗，变电站必

须在离负荷中心较近的地方选址，而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十

分缺乏，这又让变电站的选址比较困难。于是，全地下变电站

的建设成为一种趋势。全地下变电站站址正上方地块一般可

以规划为绿化用地或地面停车场[1]，不但可以节约集约用地，

让地面环境与周围更融洽、美观，还可以减小运营期的电磁

环境影响和声环境影响。由于地下变电站主体均位于地下，

一方面增加了施工难度，另一方面加大了施工期和运营期对

地下水环境影响的风险，但在采取科学可行的措施后，可将

风险降到最低。

2 全地下变电站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全地下变电站是指主建筑物建于地下，主变压器和其他

主要电气设备均装设于地下建筑内，地上只建有变电站通风

口和设备、人员出入口等少量建筑，以及有可能布置在地上

的大型主变压器的冷却设备和主控制室等。其施工期土石方

开挖量比较大，造成施工废水产生量较大，从而影响地表水

环境；如果在地下水埋深比较小的地方，同时容易对地下水

环境造成影响。

2.1 施工废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项目施工废水主要为砂石加工系统废水和机械设备冲

洗废水，针对上述废水，本项目主要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淤砂石加工系统废水中悬浮物浓度很高，须进行沉淀处

理，并综合利用。本工程针对砂石加工系统废水中悬浮物颗

粒较大、沉淀速度较快的特点，采用平流式沉砂池和絮凝沉

淀池对废水进行沉淀处理。

于冲洗废水由集水沟汇集自流入平流式沉砂池，池底砂

泥由砂泵送入螺旋式砂水分离器进行机械脱水后堆放，与多

余土方一起运至砂石加工厂综合利用。沉砂池流出的废水自

流入絮凝沉淀池反应沉淀后循环利用。池底泥浆由泵吸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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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机送到泥浆脱水机房脱水后砂石加工系统外运至砂石加

工厂综合利用。砂石加工系统废水中悬浮物经处理后，废水

中的悬浮物去除率可达 90%以上，处理后的冲洗废水尽可能

循环利用或用于场区的洒水降尘，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

2.2 施工期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全地下变电站施工过程中地下水埋深较浅地段可能会

出现地下水浸出，对地下水产生一定影响，须采取一定措施。

淤对于施工车辆和设备，必须严格管理，防止发生漏油

等污染事故，特别是在基础开挖阶段，要防止污染物滞留在

基坑底部。

于施工时，遇地下水采取降排水措施，排除地表水体或

降低地层中的滞水、潜水等地下水的水位，将地下水降至基

底面以下不小于 0.5m，降水措施可采用管井降水措施。抽出

的地下水采用管道收集后进入集水沉淀池处理，尽量回用于

路面洒水降尘，多余部分排入周边地表水体。

盂地下水降水施工期间做好降水井边排水工程，禁止施

工废水经降水井进入地下水，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榆降水工作应持续到池体回填覆土后停止，以防发生上

浮事故。施工完后，应及时作外部防水层，回填覆土。

虞降水工程做到以下措施：第一，抽水前统一测一次各井

静止水位；第二，抽水开始后，在水位未达到设计降水深度以

前，每天观测三次水位；第三，水位达到设计降水深度后，可每

天观测一次水位，水位观测允许误差为依5cm；第四，绘制水位

降深值 S 与时间 t 过程曲线图，来分析水位水量下降趋势，预

测设计降水深度要求所需时间；第五，根据水位、水量观测记

录，查明降水过程中的不正常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及时提出

调整补充措施，取保达到降水深度；第六，抽水设备定期保养，

降水期间不得随意停抽；第七，注意保护井口，防止杂物掉入

井内，经常检查排水沟，防止渗漏；第八，更换水泵时，测量井

深，掌握水泵安装的合理深度，防止埋泵；第九，现场准备备用

电源，当发生停电时，及时更新电源，保持正常降水。

2.3 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

2.3.1 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包括集水沟（土质）、集水井（砌筑）、基坑顶部

截排水沟、沉沙池和密目网临时遮盖等。基坑大开挖时期，场

内地表松散，遇降雨会形成大量泥浆水，需要经过抽水机排

出基坑。已沿基坑坑底设置有集水沟（土质）和集水井（砌

筑），在集水沟两端挖掘集水井，在井内放置潜水泵，集水后

用潜水泵接软管扬程流至场内临时排水沟；在基坑外围周边

设置了临时截水沟，将地表水截入场内明沟内，通过三级沉

淀池沉淀后，进入城市雨水管网；基坑开挖裸露面进行了密

目网临时遮盖[2]。

2.3.2 管理措施

淤加强工程施工管理，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及施工进度计

划进行施工，减少地表裸露时间，加强雨天施工的临时防护

措施；于选择合理施工工序，土石方应及时清运和投入使用，

尽量缩短了土石方的堆放时间；盂当开挖的工作面达到设计

要求时，及时采取永久支护及相关的防护措施；榆建设单位

在施工过程中派专人对各项防护措施及其防护效果进行定

期检查，对出现问题的措施及时整改和补救；虞有破坏地表

的施工时，及时处理渣土和材料，不乱堆乱放，施工区域需隔

离并考虑采取遮盖措施，建成后立即恢复硬化地表。

3 全地下变电站运营期水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变压器油是石油的一种分馏产物，它的主要成分是烷

烃、环烷族饱和烃、芳香族不饱和烃等化合物，俗称方棚油，

浅黄色透明液体，相对密度 0.895。变电站运营期水环境影响

主要来自于主变压器油泄漏进入地下水，从而污染地下水。

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和对策应坚持“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

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3]。

3.1 源头控制措施

淤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于项目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规

范加强环境管理，采取防止和降低主变压器油跑、冒、滴、漏

的措施。正常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巡检及时处理污染物跑、冒、

滴、漏，同时应加强对防渗工程的检查，若发现防渗密封材料

老化或损坏，应及时维修更换。盂主变压器下设有储油坑，站

内设有事故油池，当出现事故时主变压器事故油进入储油坑

后通过钢管引入事故油池。

根据 GB 50229—2019《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

标准》11.3.3 条规定，户内单台总油量为 100kg 以上的电气

设备，应设置挡油设施及将事故油排至安全处的设施，总事

故贮油池的容量挡油设施的容积宜按油量的 20%设计；

11.3.4 条规定，事故油池容量应按其接入的油量最大的一台

设备确定，并设置油水分离装置。 （下转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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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油池在施工时如有地下水，降水工作应持续到池体

回填覆土后停止，以防发生上浮事故。施工完后，应及时作外

部防水层，回填覆土，避免长期曝晒。做好池体周围排水措

施，检查管道防止泄漏，避免地基产生不均匀沉陷而造成裂

缝渗漏。油盆预埋铁件应按设计位置和标高准确埋设和固

定，防止事后打凿损坏池壁。油盆试用前，对池体结构及进出

管道、闸门进行全面检查和试验，防止出现漏油、爆管、水淹

等事故，造成地基下陷，池体破坏。

3.2 分区防治措施

将变电站内生产功能单元所处的位置划分为重点防渗

区、一般防渗区以及简单防渗区三类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域，

其中事故油池、排油管、储油坑为重点防渗区。根据《石化类

项目防渗设计相关要点》，重点防渗区防渗结构应为水泥基

渗透结晶型抗渗混凝土（厚度不宜小于 150mm）+水泥基渗

透结晶型防渗涂层（厚度不宜小于 0.8mm），本项目池体抗渗

混凝土厚度为 150mm、涂层厚度最小为 25mm，结构满足要

求。防渗结构层渗透系数不大于 1伊10-10cm/s，当用黏土作为

防渗层时，其厚度应不小于 6m（防渗系数臆10-7cm/s）。

3.3 收集、运输过程中的防治措施

淤事故废油应在生源处收集，收集容器应完好无损，没

有腐蚀、污染、损毁或其他能导致其使用效能减弱的缺陷。于
事故废油在转运前应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检查核对

品名、数量和标志等，检查转运设备和盛装容器的稳定性、严

密性，确保运输途中不会破裂、倾倒和溢流，转运过程应设专

人看护。

4 结语

在采取上述相应环境影响防治措施后，可大大减小地下

变电站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减小水土流失；在储油坑和事故油

池重点防渗后，地下变电站运营期对地下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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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环境影响评价会受到限制，还需要引进焚烧与物化处置

技术，将其应用到营运期。同时，在建设填埋场时，需要占用

大量土地，这就会对周边植被、自然生物资源带来一定的影

响，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还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工作。

3.6.3 全过程的环境影响评价

在针对危险废物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将收

集、贮存、运输、预处理及具体处置等环节进行融合，由于危

险废物在各个过程中的分类直接影响着危险废物处置工艺、

处置技术，在实际焚烧、填埋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污染物，直接

影响着自然环境。因此，在处置危险废物的过程中，需要做好

防治工作，提高环境影响评价质量。

3.6.4 建立危险废物应急预案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预测建设项目中的危险性进

行深入分析，预测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避免出现

营运期间危险废物中的有毒物质泄漏问题。因此，应建立危

险废物应急预案，提前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减少建设

项目事故的发生。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环境影响评价

是其中的关键，生态环境部门必须予以重视。但是，中国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过于注重理论研究，相

关部门还需要加强对实践工作的重视，充分发挥出环境影响

评价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将理论、实践结合起

来，为经济、生态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姚坡,徐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发展现状及问题对策研究[J].科
技视界,2016(1):237.

[2] 潘宗敏.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风,2012
(4):233.

[3] 卞正富,路云阁.论土地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
2004(2):21-28.

环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