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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造后的运行效果分析

改造后的渗滤液处理系统经过 3 个月的试运行，目前

渗滤液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出水水质详见表 4。

表 4 技术改造后渗滤液处理工艺出水水质主要指标

指标
ρ（CODcr）/
(mg·L-1）

ρ（NH3-N）/
(mg·L-1）

ρ（TN）/
(mg·L-1）

pH 值

排放标准 ≤ 100 ≤ 25 ≤ 40 6-9

出水水质 24 0.2 13 7.4

通过表 4 出水水质数据可知，出水水质符合 GB16889—

2008《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表 2 排放标准的要求。

技术改造后出水 CODcr 由原系统的 98mg/L 降低 24mg/L、

NH3-N 由原系统的 4mg/L 降到 0.2mg/L、总氮由原系统的

640mg/L 降到 13mg/L。

5 技改投资及运行成本

此次改造总投资 128.69 万元，改造后总处理成本 

82.42 元 / 吨，运行成本 70.76 元 / 吨，其中第三方检测及在线

维护费用 8.78元 /吨，人工费14.51元 /吨，药剂费23.72元 /吨，

电费 18.30 元 / 吨，维护维修费用 2.2 元 / 吨，水费 0.78 元 / 吨，

其他费用 2.47 元 / 吨。

6 结语

①对原渗滤液处理站的改造要特别注意整体构筑物的

衔接，充分利用原有构筑物和设备。

②此次改造由原来一级 A/O 升级为两级 A/O，在生化

段提高微生物对主要污染物的去除率；将 BW 型反渗透膜

更换为 SW 反渗透膜，提高污染物的截留效果；增加一套树

脂脱氮系统，确保出水水质完全符合 GB16889—2008《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表 2 排放标准的要求。

③此次技术改造只是基于保证现场能够稳定运行的情

况下进行改造，生化系统加药还需人工根据进水水质投加相

应量药剂，没有实现自动化加药，随着渗滤液处理系统的不

断迭代，浓缩液减量化处理、渗滤液处理全量化处理是下一

步工作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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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actual	endurance	of	 regional	
terrestr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concerned.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a	reliable	scheme	can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of	regional	 terrestr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hydro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errestr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in	the	Yellow	River,	hydropower	station,	for	example,	emphatically	affected	
terrestr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master	the	construction	points	of	the	stage,	clear	the	threat	of	the	whole	process	
to	terrestrial	ecological	spac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develop	reliable	measur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ject	
comple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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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水电站建设工程的蓬勃发展，区域陆生生态环境的实际承受力受到关注。为了将水电站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
降至最低，可依照区域陆生生态环境的维护要求构建起可靠方案，促使水电站建设发挥出最大价值，支持区域陆生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论文的分析中，以黄河玛尔挡水电站为例，着重阐述陆生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同时掌握施工阶段的
要点，明确整个过程对陆生生态空间可能构成的威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可靠的措施，满足项目竣工后的环境保护要
求，给后续的综合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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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电站建设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和复杂的工序，在实

际建设的过程中极易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需要采取合理化

的措施，降低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对陆生生态环境构成的威

胁。各方主体应积极的配合，运用科学手段发挥出水电站的

价值，确保效益成果更加显著，提升基本的质量成效 [1]。

2 工程概况

玛尔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与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上，是黄河上游湖口

至尔多河段规划的第九个梯级电站，是规划推荐的近期实施

梯级，2014 年 5 月该项目被列为国家发改委首批 80 个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项目。工程主要开发任务为发

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坝址处控制流域面积 98346km2，

多年平均流量 530m3/s。电站采取堤坝式开发，混凝土面板

堆石坝，最大坝高 211m；水库正常蓄水位 3275m，相应库

容 14.82 亿 m3，死水位 3240m，调节库容 7.06 亿 m3，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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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调节性能；电站总装机容量 23200MW，电站多年平均年

发电量 70.54 亿 kW·h，年利用小时数 3206h。电站建成后

对促进藏区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 水电站建设对区域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电站建设对陆生生态环境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若

未能采取合理化管理方案，将会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打破整

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详细分析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干扰因素，针对陆生生态环境的建设要求制定出可靠的

规划，促使水电站建设发挥出自身价值，保障陆生生态环境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1 对植被的影响
施工阶段，料场地以及施工营地等均能影响到陆生生

态环境，还要考虑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等

情况。由于施工区的植被构成了自然体系，所以在开展施工

活动时极易破坏植被的生存环境，使景观的质量和稳定性大

打折扣。若是存在临时占地，则可以在工程结束后及时恢复

植被，使之恢复到原有的质量水平；若是永久占地，则会产

生毁灭性的影响 [2]。

3.2 对陆生植物的影响
依照调查研究，黄河玛尔挡水电站工程施工期间会影

响诸多陆生植物。若未能采取合理化的保护措施，将会干扰

其正常生长，特别是在水库淹没或施工占地等共同作用下，

极易破坏植物的分布，甚至会让濒危灭绝的植物彻底消失。

此外，陆生植物对生态环境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在应

对一系列威胁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不当，将会直接干扰植物

系统的平衡性，也会给后续生态维持带来不便。需要高度关

注陆生植物受到的严重影响，通过合理化手段让陆生植物保

持稳定，避免在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安全隐患。

3.3 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
施工阶段的临时占地不会对植物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但永久占地可以改变现有的景观体系，出现难以转变的局

面。在水电站建设前后，要明确各个细节可能构成的威胁，

还要考虑区域内景观多样性的标准及要求，从景观丰富度等

多个方面展开分析，了解水电站建设对地区景观异质性的影

响干预措施。

3.4 对陆生动物的影响
在项目施工中，可能会让陆生动物受到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栖息环境明显改变，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因为各个区

域的脊椎动物种群数量降低，任何物种不会受到施工和蓄水

等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项目的结束，生态环境也会恢复到正

常状态，种群能够发生变化。相关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全面细

致的分析，在工作实践环节应高度重视各个要点，根据陆生

动物的特殊性采取合理化手段，让陆生动物系统保持稳定状

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5 对珍稀保护动物的影响
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珍稀保护动物也会因为项目的

运行而受到影响。特别是林麝和马麝具有自我保护和较强

的迁徙能力，当项目施工之后，它们会随着栖息环境的变

化而采取一系列行动。总之，在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维护中，

必须关注水电站建设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通过适当措施

让动植物栖息地拥有可靠的支撑条件，避免影响整个系统的

稳定。

3.6 对景观生态的影响
在电站水库蓄水后，淹没陆地区域将会破坏原有的景

观生态结构，但是依照相应的调查分析，植被并未受到明显

的影响，甚至可以维持在理想状态，抵御外界因素的干扰 [3]。

景观生态的平衡性离不开各种支撑条件发挥出自身价值，因

此需要注重科学的维护与管理，让景观生态保持良好状态。

3.7 对移民安置的影响
工程建设区占地面积 574.17hm2，玛尔挡水电站建设征

地可以采取农业安置以及货币安置等多种手段，使得各方主

体的需求得以满足。在分析村组实际情况的过程中，还能考

虑建设征地影响程度等其他因素。

3.8 对保护区的影响
玛尔挡水电站建成后，水体积及水面面积将增加，局

地气候变化可以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如调节气候与涵养水

源。工程施工与区域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并没有矛盾点，可

以实现相互协调的目标。在开展相应的工作时，应征得相关

部门的同意，以此才能保护生态功能。监测区各生态类型的

生物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监测区各生态类型的生物量

4 陆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4.1 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原则

4.1.1 自然资源损失的补偿原则
因为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会因为项目的施工与运行呈现

出一定程度的损耗，若未能及时的恢复，将会影响到后续的

利用，使其失去自身的市场价值。在自然资源损失补偿原则

的支持下，可以及时的弥补资源部的利用和浪费等问题，让

自然资源损失补偿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