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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兰新铁路是我国铁路网中的主要干线，由连云港—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山口构成欧

亚大陆桥通道，是我国铁路网中“八横八纵”主要东西干线之一；大青阳车站是兰新线的

四等站，到发线 4 条，货物线 1 条为 5 道，该车站开站后曾办理货运业务，随着铁路改革，

于 2000 年前关闭该站货运业务，货运设施基本全部废弃。该工程将大青阳口站既有 5 道

改造为到发线兼货运线，在车站东段修建牵出线一条，同时配套其他货运、行车设施。货

场运营由中国兰州局集团公司兰州铁路物流中心张掖市物流营业部大青阳口站物流管理，

在装卸区办理商务交接，其通信、信号纳入大青阳口车站统一管理。该项目的实施使铁路

运能运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利于满足本地区特别是工业园区快速增长的多样化货物运输

需要，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于 2014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9 月建设完成，由

于开工建设前未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2015 年 9 月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管理所于委托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编制《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12 月 21 日山丹县环保局下发了《关于兰州铁路局兰

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山环评发〔2015〕70 号），

同意该项目的建设，要求山丹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对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过

程监管，且须在试生产前三个月内办理试生产阶段排污申报手续，在试生产期满前，须向

山丹县环保局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张掖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关于对兰新线大青阳口货场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的

通知》（张环山发〔2023〕12 号），2021 年 2 月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所

组织完成了自主竣工环保验收，但是未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要求全面落实货场

地面硬化、防风抑尘网和半封闭原煤储棚建设，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按照

前期甘肃陇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大青阳口货场环境影响后评价”项目公开招标结

果，确定我公司承担《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

价报告》，接到中标通知后，我公司立即组织环评技术人员对本项目进行调查、踏勘和历

史资料收集，梳理现存环保问题并提出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为项目后续的环保工

程的运行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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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 修订，2015.1.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 修订后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 修订后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2.29 修订，2012.7.1 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9.1 施行）；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1

实施）； 

（7）《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3.1 施行）； 

（8）《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2020.1.1 实施）； 

（9）《甘肃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10）《张掖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 年 6 月 5 日起实施）；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6.5 施行)； 

（12）《铁路安全管理条例》（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10.26 修订后实施）；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6.27 修订，2018.1.1 施行）； 

（15）《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10.26 修订后实施）；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1.1 施行）；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1 日）； 

1.2.2 行政法规、部门章程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部令第 37 号，2015

年 12 月 10 日发布，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3）《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 号文）； 

（4）《关于切实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2013〕104 号）； 

（5）《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

〔2015〕163 号，2015.12.10） 

（6）《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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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2004 年 6 月 4 日起实施； 

（8）《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甘政发〔1997〕12 号）； 

（9）《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 号）（2000.11.26 实施）； 

（10）《甘肃省生态功能区划》（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保护中心、甘肃省环境保护厅，

2004 年 10 月）； 

（11）《甘肃省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4-2020）》（甘政办发〔2015〕36 号），（甘

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7 日）； 

（12）《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7〕84 号，2017.11.14）； 

（13）《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16〕

150 号，2016.10.26）； 

1.2.3 评价技术导则、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22）； 

（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7）《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00-2010）； 

（8）《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 

（9）《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4387-2008）。 

1.2.4 项目相关资料 

（1）《山丹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山环评发〔2015〕70 号）； 

（2）《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兰州煤矿设计

院，2015 年 12 月）； 

（3）《张掖市生态环境局山丹分局关于对兰新线大青阳口货场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的

通知》（张环山发〔2023〕12 号）； 

（4）《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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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2021 年 2 月）。 

1.3 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确定环境影响后评价因子，具体见表 1-1。 

表 1-1 本次评价因子表 

类别 评价因子 

大气环境 SO2、NO2、CO、TSP、PM10 

1.4 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中关于环境空气功能区分类的

规定和《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T 14-1996），本项目建设区环境

空气功能区划为二类区。 

1.5 评价执行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环评阶段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影响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本次环境影响后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标准值详见表 1-2。 

表 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单位:μ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二级浓

度限值 
标准名称 

1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60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二

级标准及修改单 

24 小时平均 150 

1 小时平均 500 

2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24 小时平均 80 

1 小时平均 200 

3 氮氧化物（NOx） 

年平均 50 

24 小时平均 100 

1 小时平均 250 

4 TSP 
年平均 200 

24 小时平均 300 

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10μm） 
年平均 70 

24 小时平均 150 

6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 2.5μm） 
年平均 35 

24 小时平均 75 

7 一氧化碳（CO） 
24 小时平均 4 

1 小时平均 10 

8 臭氧（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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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评阶段与本次环境影响后评价无组织扬尘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无组织扬尘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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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过程回顾 

2.1 环境影响评价 

2015 年建设单位委托兰州煤矿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

站新建货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丹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以《关于兰州

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山环评发

〔2015〕70 号），同意大青阳口站货场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工程为轨道工程、原煤转

运储场；辅助工程为道岔、桥涵、货运办公楼、装般机械库房、装搬库房、地磅房、门房、

空气热源泵房、围墙、防风抑尘网；储运工程为场内道路、原煤转运储场；环保工程主要

是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固废的处理。 

山丹县环境保护局在《关于兰州铁路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山环评发〔2015〕70 号）中提出应加强项目运营期环境管理，认真

落实和完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1）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用于原煤转运场洒水降尘；本项目不产生生产废

水。 

（2）货场地面须进行硬化并采取防渗措施；原煤转运储场设置为半封闭式结构，并

设置防风抑尘网；粉状物料表面覆盖或喷洒固化抑尘剂，大风天气禁止进行装卸作业；装

卸过程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降低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粉尘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粉尘排放标准的要求。 

（3）生产设备排放的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 4 类标准的

要求。 

（4）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2.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根据现场实地踏勘，原煤转运储场靠近北侧铁路线路依次向东延伸修建 6m 高防风抑

尘网，南侧修建 2.1m 高围墙，原煤堆场南北距离 50m，原煤装卸均靠近北侧铁路干线；

原煤装车或卸车后均及时喷洒固化剂，原煤堆表面固化后产生的粉尘很少。本项目现阶段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较验收阶段与原环评对比，环保设施变动如下： 

表 3-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现阶段环保措施 备注（原因） 

1 铁路线路北侧与西①根据《厂内铁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铁路保护条例》铁路线路两侧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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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只建设了防风抑

尘网 

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外侧起向外的距

离为：其他地区的其他铁路为 15m； 

②在铁路两侧安全保护区控制范围内，不修建彩钢房等建筑； 

③现原煤转运储场紧邻铁路，修建半封闭式储场或采用篷布遮盖极易导致铁

路供电系统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不符合铁路安全运行要求。 

2 
配备移动式雾炮车

对原煤堆场进行喷

洒降尘 

原煤转运储场占地面积大，固定式喷洒降尘喷枪实际不能很好起到降尘效果。 

3 
修建了一个单独降

尘用水蓄水池 

现场用水均为外界拉运，为了更好的保证原煤转运储场无组织粉尘降尘用水

供给。 

 

2.3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2.3.1 验收结论 

2021 年 2 月，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所在张掖市山丹县主持召开了

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验收工作组认为：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

场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和试运行期采取了较好的污染防治措施，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得到

有效控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

所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建设项目验收内容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要求，具备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验收合格，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3.2 建议和要求 

（1）健全环保制度，落实环保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的保养、维修应制度化，保证

设备的正常运转。 

（2）强化各污染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3）要加强厂区卫生与安全管理，减少污染和危险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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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兰新线大青阳口站新建货场工程 

建设单位：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所 

项目投资：5300 万元 

建设地点：张掖市山丹县马营乡 

建设内容：不拆除既有车站站房，仅将大青阳口站既有 5 道改造为到发线兼货物线，

在原车站对面新建货场一座。大青阳货场平面布置图见图 3-1。 

 

图 3-1 大青阳货场平面布置图 

3.2 主要工程内容 

主体工程为轨道工程、原煤转运储场；辅助工程为道岔、桥涵、货运办公楼、装搬机

械库房、装搬库房、地磅房、门房、空气热源泵房、围墙、防风抑尘网；储运工程为场内

道路、原煤转运储场；环保工程主要是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固废的处理。具

体内容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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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组成一览表 

项目

组成 
项目名称 项目情况 备注 

主体

工程 

轨道工程 
大青阳车站3道有效长930m，货运5道长1279.6m，5

道西段设安全线1条，长144.4m。 
与验收阶段一致 

货场工程 

货场总占地面积16.4hm2，建设有原煤转运储场及生

产生活区。生产生活区主要建设有货运综合楼、装卸

队宿舍、装卸机械库房、门卫地磅房等，总建筑面积

1340m2。货场设围墙1185m。 

部分场地未硬化 

辅助

工程 

道岔 道岔16组，利旧1组 与验收阶段一致 

桥涵 
K417+485处1-2m 修建箱型涵一坐，涵长9.6m；对

K416+523.8处1-5m 处箱型涵接长，长12.08m。 
与验收阶段一致 

货运办公楼 二层砖混，600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装搬机械库房 砖混平房，176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装卸队综合楼 砖混平房，260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装搬库房 砖混平房，39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地磅房 砖混平房，30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门房 砖混平房，30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旱厕 砖混平房，64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空气热泵房 砖混平房，45m2 与验收阶段一致 

围墙 砖结构，高2.1m、长1185m 与验收阶段一致 

防风抑尘网 高6m、长880 与验收阶段一致 

储运

工程 

场内道路 
货场周边呈环形布设道路一条，道路长1944m，路宽

6m，东、西、南三侧道路宽14m。 
与验收阶段一致 

原煤转运储场 原煤转运储场分布于牵出线两侧，占地面积25380m2 部分场地未硬化 

公用

工程 

给排水 

用水由铁路局水槽车负责组织拉运；生活用水蓄水池

60m3；降尘用水蓄水池210m3；生活污水建设10m3

沉淀池，主要为洗漱用水，沉淀后用于货场洒水降尘；

货场内设置旱厕。 

与验收阶段一致 

采暖通风 冬季供暖采用 CO2空气源热泵 与验收阶段一致 

供电 
依托大青阳口占既有10kV 电力贯通线和10kV 自闭

电力线各一回，既有综合变电台100kVA 一座。 
与验收阶段一致 

通信 车站通信机械室至货运营业室之间敷设光缆一条。 与验收阶段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原煤转运储场西侧、北侧均设置 6m 高防风抑尘网；

东侧、南侧为 2.1m 高围墙，转运原煤主要堆放于北

侧铁路干线一侧，未建设半封闭式储棚、未遮盖篷布。 

较环评中，验收

阶段由于运储场

靠近铁路干线，

按照铁路运行安

全要求，未建设

半封闭式储棚或

遮盖篷布。 

货场内煤炭露天

堆放，堆放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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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围挡高度,

且在煤炭转运装

卸过程中未采取

有效酒水喷淋等

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 

废水 生活污水经沉淀池沉淀后泼洒抑尘 与验收阶段一致 

固废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货运部定期拉运至山丹县环

卫部门指定垃圾集中收集点 
与验收阶段一致 

 

3.3 环境污染来源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运输、装卸和堆放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原煤堆场仅作为原煤

的临时储存，两到三天内全部转运离场，由于煤炭堆放高度超过围挡、未能及时转运和喷

洒降尘措施落实不到位，就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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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4.1 自然环境概况 

4.1.1 地理位置 

山丹县位于甘肃省西部，地处河西走廊中部，东靠永昌县，西邻民乐县，西北与甘州

区接壤，东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相连，南以祁连山冷龙岭与青海省为界，北过龙

首山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相望。南北长 136km，东西宽 89km，总面积 5402.43km2。

全县辖 6 镇（清泉、位奇、霍城、东乐、陈户、大马营镇）2 乡（老军、李桥乡），110

个村民委员会，6 个社区居委会。 

4.1.2 地形地貌 

山丹县地处祁连山与龙首山之间，南北高山对峙，中间低缓开阔，东西连贯呈走廊形。

境内海拔最高点为祁连山冷龙岭，海拔 4444m，最低点为东乐乡西屯沙河，海拔 1549m。

县城所在地海拔 1756m，相对高差 2895m，平均海拔高度 2500m。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部

垂降，中间为槽形的平原地带，主要地貌类型有高山、中山、褶皱断块低山丘陵槽地洪积

冲积平原和戈壁荒漠。南部为祁连山地，分布有天然森林和草甸草原；中西部多呈槽地洪

积冲积平原，灌溉条件好，是农业生产的精华地段；北部为荒漠区，植被稀疏，沙化、退

化严重。山丹县横跨北部的中朝准地台与南部的昆仑祁连褶皱系两大一级构造单元，次级

构造单元又可分为阿拉山台隆和走廊过渡带、祁连褶皱带。境内南部为祁连山褶皱带，北

部为阿拉善地块边缘隆起部分，属前寒武纪。山丹地处祁吕贺山字 形构造体系的西翼，

祁吕弧形挤压带，S 型旋扭体系，河西系与阿拉善弧形构造带彼此交接、包容、归并，构

成错综复杂的构造形态。 

4.1.3 气候气象 

山丹县属大陆高寒半干旱气候，具有日照长、太阳辐射强、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降

水量少而集中、蒸发量大、湿度小、无霜期短、自然灾害较多等特点。根据资料记载，年

平均气温为 5.9℃，累年较差 32.3℃；最低气温出现在一月，平均为零下 11.1℃；最高气

温出现在七月，平均 20.3℃。绝对最低气温零下 33.3℃，绝对最高气温 37.8℃，日较差

气温为 15.7℃，且冬春多风沙。 

历年平均降水量 194mm，6~9 四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75％。历年年平均蒸发

2246mm，一日最大降水量为 49.9mm，一小时最大降水量 32.5mm，10 分钟最大降水量为

13.5mm，暴雨日数 50 天左右。干燥度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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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        5.9℃ 

极端最高气温      37.8℃ 

极端最低气温      -33.3℃ 

全年无霜期        138 天 

最大冻土深度      143cm 

冬季平均风速      2.3m/s 

全年主导风向      ESE 

冬季主导风向      ESE 

冬季大气压力      82.55kPa 

夏季大气压力      81.91kPa 

4.1.4 土壤植被 

山丹县地处西北，气候比较干旱，雨量稀少，植被较差，水土流失较大，属自然生态

环境较脆弱的区域。山丹县土壤类型较多，分为灌耕土、粟钙土、灰钙土、灰漠土、灰棕

漠土、盐土、草甸土、沼泽土和山区土壤。 

山丹地处蒙古高原南部，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在山区垂直分布上，由山麓到山顶，依

此为灌丛草原带、森林草原带、灌丛草甸带、高山草甸带。绿洲外围由于水分不足，多系

荒漠化草原、山地草原、灌丛草甸草原等，植被稀疏，结构简单，呈现出典型的荒漠植被

特征。 

4.2 建设项目周围区域环境敏感目标变化情况 

本次评价与原环评阶段及验收阶段一致，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未发生变化，保护目标为

大青阳口农场住户，位于大青阳口站的西北侧 300m 处。保护评价区内的环境空气质

量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4.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4.3.1 原环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1）监测点位 

本次共布设 2 个监测点位，具体见表 4-1。 

表 4-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点位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 

1# 大青阳口车站西北侧约 800m 大青阳农场 

2# 大青阳口车站东南侧约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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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SO2、NO2、PM10、TSP。 

（2）监测时间和频次 

每次连续监测 7 天，每天各采样点均同步监测，各点的 SO2、NO2 和 PM10日均值每

日至少有 20 个小时平均浓度值或采样时间，TSP 每天应有 24 小时的采样时间；各点的

SO2、NO2 小时值每小时至少有 45min 的采样时间。 

（3）评价标准 

项目所在地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

二级标准。 

（4）监测结果及评价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见表 4-2 及表 4-3。 

表 4-2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日均值） 

监测内容 

采样点、采样日期 

SO2 

（mg/m3） 

NO2 

（mg/m3） 

TSP 

（mg/m3） 

PM10 

（mg/m3） 

大青阳口车

站西北侧约

800m 大青阳

农场 

9.21 0.007 0.016 0.133 0.099 

9.22 0.007 0.017 0.149 0.088 

9.23 0.011 0.018 0.160 0.079 

9.24 0.009 0.015 0.144 0.076 

9.25 0.010 0.017 0.161 0.076 

9.26 0.008 0.017 0.163 0.083 

9.27 0.008 0.018 0.156 0.095 

大青阳口车

站东南侧约

500m 

9.21 0.017 0.020 0.232 0.121 

9.22 0.016 0.021 0.272 0.156 

9.23 0.015 0.021 0.220 0.156 

9.24 0.015 0.019 0.223 0.153 

9.25 0.018 0.021 0.270 0.135 

9.26 0.015 0.021 0.272 0.116 

9.27 0.017 0.022 0.195 0.108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 
0.15 0.08 0.3 0.15 

 

表 4-3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统计一览表（小时均值） 

采样点、监测内容 

采样时间 

大青阳口车站西北侧约 800m 大青阳农场 大青阳口车站东南侧约 500m 

SO2（mg/m3） NO2（mg/m3） SO2（mg/m3） NO2（mg/m3） 

9.21 
2：00 0.007 0.015 0.008 0.018 

8：00 0.010 0.019 0.026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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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0.013 0.024 0.011 0.037 

20：00 0.007 0.013 0.021 0.019 

9.22 

2：00 0.07 0.013 0.009 0.018 

8：00 0.008 0.016 0.023 0.028 

14：00 0.010 0.022 0.013 0.035 

20：00 0.008 0.015 0.022 0.025 

9.23 

2：00 0.011 0.013 0.013 0.018 

8：00 0.012 0.019 0.023 0.024 

14：00 0.011 0.022 0.013 0.031 

20：00 0.008 0.014 0.019 0.019 

9.24 

2：00 0.008 0.013 0.009 0.019 

8：00 0.011 0.017 0.020 0.020 

14：00 0.010 0.020 0.013 0.030 

20：00 0.007 0.011 0.022 0.019 

9.25 

2：00 0.008 0.017 0.009 0.020 

8：00 0.008 0.019 0.026 0.023 

14：00 0.013 0.025 0.014 0.034 

20：00 0.007 0.016 0.021 0.019 

9.26 

2：00 0.008 0.013 0.011 0.017 

8：00 0.010 0.017 0.022 0.024 

14：00 0.012 0.021 0.013 0.035 

20：00 0.007 0.011 0.018 0.019 

9.27 

2：00 0.007 0.014 0.009 0.019 

8：00 0.009 0.019 0.025 0.027 

14：00 0.011 0.024 0.016 0.035 

20：00 0.008 0.015 0.021 0.02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 
0.5 0.2 0.5 0.2 

评价方法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计算模式为：Pi=Ci/C0i 

式中：Pi——单项污染指数； 

Ci——i 污染因子日均浓度监测值，mg/m3； 

C0i——i 污染因子日均浓度标准值，mg/m3； 

由表 4 和表 5 统计结果表明，评价区内各监测点的 SO2、NO2、TSP 均能够满足《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2#大青阳口车站东南侧约 500m 处 PM10

出现超标现象，分析原因：2#监测点位处地表裸露区域较多，风气扬尘等情况造成项目所

在区域 PM10 现状值的超标。 

4.3.2 本次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项目所在区域达标情况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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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优先采用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发布的环境质量公告或环境质量报告中的

数据或结论。 

本项目常规污染物数据引用 2023年甘肃省生态环境公报的数据，张掖市 2023年 SO2、

NO2、PM10、PM2.5 年均浓度分别为 7 μg/m3、19 μg/m3、60 μg/m3、24 μg/m3；CO 24 小时

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为 0.7 mg/m3，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为 144μg/m3；6 项

基本污染物 2023年年均浓度、相应百分位数 24 h平均和 8 h平均质量浓度值统计见表 4-4。 

表 4-4 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达标评价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 

(μg/m3)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浓度 7 60 11.67 达标 

NO2 年平均浓度 19 40 47.50 达标 

PM10 年平均浓度 60 70 85.71 达标 

PM2.5 年平均浓度 24 35 68.57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浓度 700 4000 17.5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第90百分位

浓度 
144 160 90.00 达标 

由上表可知，2023 年张掖市 6 项基本污染物年均浓度均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因此项目所在区域为达标区。 

4.4 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张掖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环境质量公报，区域内的环境空气质量统计结果见下表

4-5 所示。 

表 4-5 环境空气质量公报统计 （单位：µg/m3） 

年份 SO2 NO2 PM10 PM2.5 CO O3 

2016 25 22 90 38 / / 

2017 13 21 81 29 / / 

2018 10 / 66 32 1000 143 

2019 12 20 55 28 900 138 

2020 12 24 56 31 800 132 

2021 9 23 52 25 800 127 

2022 9 20 56 26 800 136 

2023 7 19 60 24 700 144 

根据对比分析，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中 SO2、PM10、PM2.5 和 CO 浓度呈

降低的趋势，NO2 和 O3 浓度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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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5.1 现有环保问题 

本次后评价通过对大青阳货场现场勘察和现有资料收集，排查出现有环保问题如下： 

（1）货场部分地面未硬化。 

（2）货场南侧和东侧未建设防风抑尘网。 

（3）货场内煤炭露天堆放，堆放高度超过围挡高度。 

（4）煤炭转运装卸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洒水喷淋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由于以上环保措施建设和实施不到位，其次近两年货场煤炭转运量剧增，对周边环境

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群众信访投诉煤炭扬尘问题突出。2022 年至今，中央、省、市、

县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收到来自群众对大青阳口货场煤炭扬尘污染的信访投诉达 15 件。 

随后兰州铁路物流中心及时召开环境保护措施补强和整改措施会议，对解决现有环境

问题做出总结，积极筹措资金，结合本项目内容，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具体施工组

织编制及实施。 

  

  

图 5-1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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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保护改进措施 

5.2.1 环保设施补强 

大青阳口货场是兰州局重要的煤炭装车基地，年发送煤炭 40万吨以上，运输收入 3000

万元以上，在兰州局集团公司货运增量行动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进行一下补强措施： 

（1）对货场地面未硬化部分进行硬化处理。 

（2）对大青阳口站货场南侧和东侧环保设施进行补强，货场增设防风抑尘网约

1000m。 

（3）根据《煤炭堆场防风抑尘集成技术的应用》（王丹，2021），防风抑尘网的高度

应为煤场堆垛高度的 1.5 倍，即修建 6m 高的抑尘网，则煤堆高度不得超过 4m，其次应

根据地区风速、腐蚀条件、工程投资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抑尘网材质。严禁使用彩布条

及其他不符合强度要求的材料作为网面材料。当风力四级以上天气情况下，防风抑尘网

的减风率应大于 60%。 

（4）煤炭转运装卸过程中应及时采用移动式雾炮车，对原煤堆场进行喷洒降尘。 

5.2.2 管理与监测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大青阳口站货场应该加强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设立环保监管中心，负责全厂的日常环保工作，由主任、员工等人组成，以满足全

厂环保管理的要求。制定适合自身的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以环保责任制为核心，环

保监督检查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度和污染事故管理制度等。 

其次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相关要求定期实施

监测，运行期监测计划见表 5-1。 

表 5-1 运行期监测计划 

监测类型 监测内容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委托检测 无组织扬尘 TSP 监测 2 次/a，连续 2d 

5.3 补救措施可行性分析 

根据《扬尘源颗粒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堆场扬尘源排放量是装卸、运

输引起的扬尘与堆积存放期间风蚀扬尘的加和，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Y—堆场扬尘源中颗粒物总排放量（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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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堆场装卸扬尘排放系数（kg/t）； 

m—每年物料装卸总次数； 

GYi—第 i 次装卸过程的物料装卸量，t； 

Ew—料堆受到风蚀作用的颗粒物排放系数，kg/m2； 

AY—料堆表面积，m2。 

Eh 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ki—物料的粒度乘数，参考《技术指南》推荐值，TSP 取 0.74； 

u—地面平均风速（m/s），取 3.2m/s； 

M—物料含水率（%），参考《技术指南》推荐值，煤炭取 6.9； 

η—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通过洒水和防风抑尘网措施后扬尘去除

率可达 50%。 

货场火车年装卸量为 50 万 t，每节车皮载重量按照 50t 计，年装卸次数为 10000 次，

经计算货场装卸粉尘排放量约为 53.7t/a。 

Ew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ki—物料的粒度乘数，参考《技术指南》推荐值，TSP 取 1.0； 

n—料堆每年受扰动的次数； 

η—污染控制技术对扬尘的去除效率（%）； 

Pi—第 i 次扰动中观测的最大风速的风蚀潜势，g/m2，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t*—阈值摩擦风速（m/s），取 0.54； 

u*—摩擦风速（m/s），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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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z)—地面风速（m/s），取 7； 

z—地面风速检测高度，m，取 10； 

z0—地面粗糙度，m，郊区取值 0.2。 

通过防风抑尘网措施，96m 防护范围内，扬尘去除率为 80%，每年 365 天。7 天扰动

一次，共约 52 次，料堆表面积按 60000m2 机，经计算堆积存放风蚀扬尘排放约为 4t/a，

所以堆场扬尘源排放总量约为 57.7t/a（1.8 g/s）。 

原煤储存场采用的估算模式 AERSCREEN 面源预测模式，预测污染物地面最大落地

浓度，并分析评价。 

根据现场调查，距离项目区最近的居住区为 300m 处的大青阳口农场住户，位于主导

风向上风向，据估算，300m 处预测结果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

级（0.3mg/m3）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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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影响后评价结论 

通过严格按照上述措施对南侧和东侧建设防风抑尘网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煤碳扬尘

污染问题，改善作业条件；而且也满足张掖市生态环境局对大青阳口货场下达的责令整改

要求。 

本次后评价要求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煤场环境管理，加强煤场入口处等

煤灰的清扫和洒水。同时加强运灰车辆的管理，严禁超载，减少灰渣运输过程的洒落，运

煤车在贮煤场卸车时规范操作，减少扬尘的产生。 

建议进一步推行环境管理体系，更好地做到安全生产、风险防范、污染预防及持续改

进各项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工作，严格按照完善后的监测计划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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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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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后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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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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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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