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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

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 年 8 月 28-29 日，内蒙古引绰济辽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组织召开了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

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设计单位中水东北勘

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环境监理

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环境监测单位内

蒙古众元测试技术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五名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引绰济辽

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以下简称验

收组，名单附后）。

会议期间，验收组进行了现场查看，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听

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环境保护工作

执行情况的汇报，环境监理单位关于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的汇

报，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以及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的工作汇报，经讨论、质询，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引绰济辽工程是一项从嫩江支流绰尔河引水到西辽河，向沿

线城市及工业园区供水的大型引水工程，工程由文得根水利枢纽

工程和输水工程组成。文得根水利枢纽坝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



2

安盟扎赉特旗音德尔镇上游90公里处，坐标为121°57′E，46°

54′N，是绰尔河流域的骨干性控制工程。本次蓄水阶段环境保

护验收范围为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

文得根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为 377.00 米，死水位 351 米，

总库容 19.64 亿立方米，调节库容 15.18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

量 36 兆瓦，为多年调节水库。主坝、副坝最大坝高分别为 48.00

米和 19.80 米；主坝坝顶全长 1358.00 米，坝顶高程 381.50 米；

副坝实际坝长 28.80 米，坝顶高程 381.50 米。

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由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引水发电

系统、鱼道等组成。挡水建筑物由沥青混凝土心墙砂砾石主坝和

混凝土副坝组成。泄水建筑物为开敞式溢洪道，布置在右岸岸坡，

由进水渠、控制段及门库段、泄槽段、挑坎段和出水渠段组成。

引水发电系统布置在左岸山体内，由进水口、渐变段、洞身段及

压力钢管组成，采用一洞四机加灌溉生态管的布置方式。鱼道由

进口、出口、观察室及附属设施等组成，布置于枢纽左岸，实际

长度 3082.29 米。

2017 年 3 月，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2017〕29 号文对《引

绰济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

2017 年 11 月，水利部对《引绰济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含

环保设计篇章）进行了批复（水许可决〔2017〕38 号）。

2018 年 9 月，主体工程开工建设；2020 年 10 月 18 日，围

堰截流；2021 年 10 月，大坝建设至正常坝高；计划 202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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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得根水利枢纽下闸蓄水。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

纽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等与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其批复内容基本一致，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较好地执行了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单位对施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采用专用设施或设

备进行处理后回用。通过采用低尘工艺和除尘装置、散料封闭运

输、道路硬化养护、洒水降尘、机械车辆定期检修、施工区域绿

化等措施对施工期大气污染进行防治。通过优化施工布局、运输

车辆限速禁鸣、禁止夜间施工、配备防声用具等措施减少施工噪

声影响。工程设置了弃渣场，对施工产生弃渣进行合规处置。生

活垃圾收集后由内蒙古水馨源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兴安盟分

公司负责收集并清运。工程采取的各项施工污染防治措施效果满

足环评文件要求。

（二）水环境保护措施

（1）工程建设了灌溉兼生态放水管，内径 2.7 米，最大输

水流量为 45 立方米/秒，满足环评批复对下泄生态流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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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在坝址下游 0.35 公里设计了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

统，计划于 2022 年 9 月安装完成，下闸蓄水前具备监测条件。

（3）建设单位委托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了《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库蓄水及运行期生态流量下泄方

案》，方案中下泄生态流量满足环评批复的要求。

（三）生态保护措施

1.水生生态

鱼类增殖站于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21 年 5 月建成投入

运行。2021~2022 年，累计放流鱼类 96.1 万尾。

文得根鱼道设计的 7 个出口基本建设完成。2 号鱼道进口计

划 2022 年 9 月底建设完成，下闸蓄水前具备运行能力；当坝前

水位达到 365.50 米高程时，1 号鱼道具备运行能力。

根据内政办发〔2016〕63 号的要求，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

局编制了《绰尔河鱼类栖息地保护规划》，并以扎农发〔2022〕

16 号文进行了印发；此外，建设单位协同当地渔业部门遴选 97

处地标位置，并设置了永久性宣传保护牌。

叠梁门已建设完成。

2.陆生生态

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工程共移栽珍稀及地方特色树种

18600 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曲柳 1299 株、黄波椤 2720

株，地方特色树种 14581 株，分两期完成，两期珍稀及地方特色

树种移栽成活率分别为 77.7%和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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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布置进行了优化，开展了水土保持防治工作，进行了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四）环境风险防范

建设单位编制了《引绰济辽工程施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进行了备案，开展了相关演练。根据施工期监理资料以

及走访相关部门，工程自开工以来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五）环境管理与生态环境监测

建设单位建立了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环境保护咨询单位、

环境保护监理单位、环境保护监测单位、各施工单位在内的全方

位、分层次、系统化环境保护管理体系，明确环境保护责任，严

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众元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开展了施工期

环境监测工作，监测点位、频次、因子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

委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开展了环境监理，

定期出具环境监理报告，并向兴安盟生态环境局报送。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

1.水生生态

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基本没有改变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底栖生物以及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种类组成；工程建设前后，

鱼类种类数、鱼类区系、优势种类、鱼类分布格局和产卵场分布

均变化不大。截至目前，工程施工对水生生态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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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生生态

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对维管束植物种类组成、多样性和

植被类型的影响较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进行了移栽，工程施工

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影响较小；道路两侧植被恢复措施逐渐实

施；随施工活动逐渐减弱，生境片段化影响将逐渐消减；施工活

动结束后对动物的影响将逐渐消失；工程调查区物种多样性变化

不大。截至目前，工程施工对陆生生态的影响较小。

（二）水环境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个别时间段上游来水 CODcr超标，其余各断

面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标准。工程施工期未向绰尔河排放废污水，对河段水质影响较

小。

（三）大气环境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环境敏感点的大气环境监测指标满足《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四）声环境影响

监测结果表明，环境敏感点的声环境监测指标满足《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限值。

（五）固体废物影响

工程施工弃渣运至弃渣场，生活垃圾由内蒙古水馨源物业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兴安盟分公司负责清运，施工单位设置了危废暂

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截至目前，工程建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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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的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调查结果表明，建设单位建立了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制

度，较好地执行了“三同时”制度，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引

绰济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要求基本落实了蓄水

阶段各项环保措施及工作。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措施

总体有效。

验收组一致认为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具备蓄水阶

段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蓄

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一）当坝前水位达到 365.50 米高程时，文得根鱼道具备

运行条件，并开展鱼道运行效果监测。

（二）下闸蓄水前完成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三）重视中长期增殖放流对象的乌苏里白鲑和黑斑狗鱼驯

养与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强化增殖放流效果跟踪监测和评估。

（四）商请并配合地方政府继续开展鱼类栖息地保护工作。

验收组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