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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China’s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so the number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o meet the demand of regional power 
load. However,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will often cause certain damage to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well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power transmissi.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reduce pollution and damage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ptimize the fea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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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用电量日益增加，因此输变电工程建设数量逐渐增多，满足区域用电负
荷需求。但是在工程建设中往往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要做好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确保设计施工方案的环保性。论文主要对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点进行分析，进而有效提升
输变电工程环评工作水平，减少工程建设运行中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优化输变电工程环保可行性，实现输变电
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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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输变电工程数量越来越多，虽然可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用电负荷需求，但是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

的污染和破坏，如破坏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此外在工

程施工中产生大量的废水、固废等，非常不利于生态环境的

协调发展。因此，要做好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保

障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并提出针对性的环保措施，

保障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发展。

2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特点和要求

输变电工程施工建设内容包含架空输电线路、电缆线

路、变电站等。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需要结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同时遵循行业规范和技术导则，实现输变电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序性、标准化开展。在工程规划

设计环节，要同步开展环节工作，为工程建设提供依据。在

具体的环评工作中，需要对施工阶段、运行阶段两个环节进

行综合性评价和调查分析 [1]。在输变电工程环评工作中，需

要确保国家、地方标准充分渗透到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

并结合工程实际需求，持续性优化标准规范，突出体现其现

势性和实用性。如果输变电工程项目类型、特点差异性较大，

在执行通用标准的同时，也需要结合工程具体情况开展专项

分析，进而制定相对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环评工作中，

还需要对当地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规划等开展详细分析

和研究，保障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与当地经济发展保持契合

性。在环评工作中，要调查项目是否会打扰周边居民正常生

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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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点

3.1 选址、选线、选型分析
在工程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环节，主要针对选址、

选线、选型等工作进行重点调查，然而自然因素、人文因素

会对调查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具体的环境影响评价中，

需要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避免进入相关生态环境敏

感区域，此外，还需要着重分析人员密集地区。在选址、选

线环节中，需要对不同因素全方位考虑，把工程占地面积控

制在最小化，有效降低植被砍伐、弃土弃渣等现象。同时，

在输电线路设计、架设环节中，尽量避让集中林区，避免大

面积林木砍伐。在线路选型环节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明确线路型式、架设高度、杆塔塔型、导线参数、相序布置

等情况；尽量减少新开辟的走廊；优化线路走廊间距。

3.2 电磁环境分析
在输变电工程运行环节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电磁辐

射，对周边环境、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电磁

辐射包含电能量、磁能量两部分。其中，电能量受到时间因

素的影响，呈现工频周期性变化，产生工频电场；磁能量会

形成工频磁场。在开展环评工作时，要强化对电磁环境影响

评价的重视程度，一旦出现电荷移动，就会产生电磁辐射，

危害周边环境安全。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工频电场与工频磁

场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值为 4kV/m、0.1mT。架空输电线路下

的工频电场与工频磁场评价标准限值为 10kV/m、0.1mT，

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结合工

程建设内容、电压等级的差异性，明确不同的评价范围，具

体如表 1 所示。在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着重识别电磁

环境敏感目标，如名称、功能、数量、高度等；同时还需要

调查导线对地高度 [2]。结合以上调查结果，还需要开展以下

调查项目：项目类型、电压等级、设备容量等；调查电磁环

境现状水平等情况；通过类比分析法、模式预测法等方式，

精准预测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程度，详细了解工频电场、

工频磁场可能引起的具体影响，进而制定针对性、详细化的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表 1 输变电建设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3.3 噪声环境分析
在输变电工程施工、运行环节，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噪

声污染，如施工过程中的机械设备运行、人员施工操作等引

起噪声污染，此外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中也会产生一定的

噪音，尤其是变电站本体电气设备、冷却装置在运行环节中，

会形成一定的噪声。在输电线路运行过程中，导线会出现电

晕放电现象，引起空气分子振动，进而形成电晕噪声。在输

变电工程噪声环境影响评价中，要结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精准识别噪声影响区域，并分析对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并结合相关技术规范给出的标准限值，精准分析噪声源，同

时利用理论计算、类比预测等方式，精准预测各类声环境影

响，进而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3.4 生态环境分析
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对施工期、运行期两个

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分析。在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中，要综合性评价工程施工对土地资源的影响评价，详细了

解施工开挖、废弃土石方堆放等对地表的破坏；还需要评价

分析施工人员、机械设备践踏对原有土壤结构的扰动；评价

分析施工操作对植被、植物资源的影响，输变电工程往往需

要永久占用特定区域地面，影响区域植物生长；评价分析施

工对野生生物生境的影响；要综合性评价分析对生态环境敏

感区、景观的影响，尤其是变电站、输电线路、杆塔等的影响。

在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需要结合 HJ 19—2022《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类》的要求，明确具体的评价范围，

制定合理的评价等级，综合性调查生态现状。在工程施工

中往往会引起地面点状扰动，而且塔基施工占地较少，对地

表的破坏不严重，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针对性的评价等

级。此外还需要对选线、选址、施工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详

细分析，并依此为依据提出针对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3.5 三废影响
在工程施工环节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施工废水、生

活污水等，进而污染水体环境；还会引起扬尘扩散，污染大

气环境；施工环节中产生弃渣、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在水

环境影响评价中，要选择合适的评价等级，实现工程施工、

运行的综合性评价，其中常见的评价指标有：水量、处理方

式、排放动向、受纳水体、处理达标情况等；在大气污染环

境影响评价中，要针对性分析施工方案、抑尘措施等，并引

进类比法，对施工引起的大气环境影响开展全方位评价；在

固废环境影响评价中，要精准核算弃渣、建筑垃圾产生量，

还需要核算生活垃圾、产生的废变压器油来源等，并结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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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固废属性进行针对性处理；结合以上环评结果，制定针对

性、可行性的污染防治措施。

4 输变电工程中的环保措施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输变电工程建设规模逐渐拓展，

且建设数量越来越多，为了满足新时期输变电环保需求，需

要结合实际情况，持续性优化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管

理工程施工、运行单位，使其树立良好的环保责任意识，并

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施工过程的持续性优

化和完善，把工程施工、运行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

最小化，贯彻落实绿色、节能、环保理念，促进我国电力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

4.2 优化选址、选型设计
在输变电工程选址选线环节中，需要结合规划环评文

件的要求，且要求选址选线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保持契

合性，尽量避开生态环境敏感区；如果确实需要穿过环境敏

感区，需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线路方案开展唯一性

论证，并制定无害化方案进行处理，把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降低到最小化。此外，还需要结合终期规模对出线走廊规划

进行综合性考量，防止进入环境敏感区；在架空进出线选址

选线环节中，需要综合考虑医疗卫生、科研等功能区域，并

制定综合措施，把电磁环境、噪声影响控制在最小化。针对

相同走廊内的多回输电线路，需要利用同塔多回架设、并行

架设等方式，尽量控制新开辟走廊，并对线路走廊架间距进

行优化和完善，有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输电线路架

设规划设计环节中，要避开 0 类声环境功能区，绕开集中林

区，尽量不砍伐林木 [3]。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线

路型式、杆塔塔型、导线参数等，避免影响电磁环境。如果

线路经过电磁环境敏感目标，要适当增加导线对地高度，或

者避让开敏感目标。如果新建项目需要穿越市中心地区、人

口密集区等，需要利用地下电缆进行铺设，避免引起电磁环

境影响。

4.3 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
以往输变电工程环境建设中，往往一味地关注工程施

工建设，甚至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破坏，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种情况，需

要加大对输变电工程环境保护公众的宣传教育，确保施工单

位、运行单位、周边居民能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树立科学合理的环保理念，严格控制施工、运行环节中可能

存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真正推动输变电工程、生态环境

的协同性发展。

4.4 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
当前，很多公众不理解输变电工程建设、运行中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不能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针对这种

情况，需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对输变电项目环评信息

进行及时公告和公开，确保工作对环保信息进行详细了解，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环保氛围，进一步强化环保效果。

在信息公开环节中，需要对新媒体渠道进行优化应用，全面

推广环保信息，大力宣传环保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还需要

明确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优化顶层设计，为公众参与输变

电环境保护项目提供法律依据，并赋予公众以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明确具体单位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此外，还

需要明确公众违法的惩戒细则，明确处罚力度和方式。此外，

还需要明确公众参与主体，从年龄层次、文化程度、距离项

目远近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对公众进行合理分类，

随机抽取，确保所有类别的公众都享有平等参与计划。要明

确公众参与范围，如直接影响人群、受间接影响的个人与组

织等。此外，还需要完善公众参与的调查内容设计，突出体

现问题的代表性，同时还需要保障答案通俗易懂，避免诱导

性，还需要语言方面的通俗易懂，利用脚注对专业术语进行

解释，确保公众能够读懂。

5 结语

综上所述，输变电项目在建设工程施工、运行中往往

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影响、电磁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等，

非常不利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要积极

开展输变电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做好环境影响识别、

分析和预测、评价工作，并结合环评结果，提出可行性的环

保措施，把生态环境影响控制在最小化，保障输变电工程实

施的生态环保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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