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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资源合理开发，越来越多的煤炭资源和水力资源采用超长距离、大

容量的电力输送；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电力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输变电工程建设导致电

力通道与区域规划发生冲突，特别是与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发生冲突。当输变电工程涉及自然保护

区时，如何在方案研究、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实施等阶段减小生态环境影响成为重点关

注。在预防为主、遵循法规的前提下，结合工作实践从以上几个阶段重点探讨需关注的环境问题，

以期为类似输变电项目的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指导，也为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功能、电

网事业顺利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输变电项目；自然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Ｘ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８２Ｘ（２０１４）Ｓ２０２２０３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国电

网必须建设长距离、大容量的特高压交直流电

网［１４］，至２０１５年将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联网工程。

但跨区域电网需经过的行政区域多、涉及的生态系

统类型复杂，一方面需要确保电网的可行性、安全性

和经济性，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甚至一个工程需

穿越几个自然保护区［５６］。因此，如何协调输变电项

目建设和自然保护区规划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护生

态环境成为电网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输变

电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减小

生态环境影响应该贯穿输变电项目建设整个过程。

１　相关法律法规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的有

效手段之一［７］，划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省级、市级

和县级），按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

区３个功能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规定，未进行功能分区的自然保护区按核心区和缓

冲区的规定管理，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

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

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

地带建设的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内的环境质

量。《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

的通知》（环发（２００２）１６３号），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任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确

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

展的建设活动，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履行

报批手续。《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环办〔２００４〕１０１号）规定，经国家批准的重点

建设项目，因自然条件限制，确需通过或占用自然保

护区的，必须按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

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管理规定》，履行有关功能区调

整的论证、报批程序。《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２０１２］１３１

号）明确，穿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区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申请

环评审批前取得其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书面意

见；《关于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１９９９］１７７号）要求，涉

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要设专章或专题报

告，并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专题论证，涉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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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管理的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审批，必须事先征得国家环保总局的同意；涉及

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管理项目，由省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建

设但对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有影响的

项目，在批复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须经该自然保护

区相应级别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按照上述规定，输变电工程涉及自然保护区时

首先避让核心区和缓冲区，实在无法避让再按程序

调整保护区规划，其次穿越保护区需要按规定履行

相关审批手续，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涉及自然保护区输变电工程的工程流程

２　输变电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时需重

点关注的环境问题

　　输变电项目按时序可以划分为方案研究、工程

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实施等阶段。现针对输变

电工程特点，需要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提出如下

看法。

２．１　方案研究

输变电项目在进行方案研究阶段，应首先通过

国家环境保护部和项目所在省环境保护厅公布的自

然保护区目录落实项目所在区域的自然保护区，再

依据初选站址和路径核实其与保护区的位置关系。

当初选站址和路径靠近自然保护区时，还应到自然

保护区主管部门收集保护区规划图及规划说明，落

实能否避让及穿越自然保护区的必要性等问题，若

必须穿越自然保护区，则穿越区域功能应符合相关

法规要求，建设单位应按相关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２．２　工程设计

当输电线路穿越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时，工程可

研报告必须充分说明无法避让自然保护区的原因和

穿越方案的环境合理性，从穿越长度、占用面积、林

木砍伐、对保护区保护对象影响程度、是否涉及野生

动物的栖息地、与保护区法规的符合性等角度论证

工程方案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选择生态环境影响最

小设计方案［８］；结合所穿越自然保护区特点，选择塔

型、架线方式、塔基及施工方式。如保护区林木较密

集时，选用紧凑型塔型设计缩小走廊；选取高塔架

设、飞艇放线等方式减少对林木的砍伐；采用全方位

高低腿基础，减少土石方的开挖，减少水土流失。在

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落实工

程穿越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专题报告及保护区主管部

门对其批复的要求，还要落实环境影响报告及审批

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

２．３　环境影响评价

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编制工作是在工程可

研报告基础上开展的，当工程设计方案涉及自然保

护区时，需要在核实穿越保护区的必要性、法规符合

性、方案生态影响最小化等内容基础上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关注的重点包括：１）对保护

区结构和功能的影响；２）对保护对象的影响；３）对自

然保护区景观生态体系的影响；４）生态风险影响等。

２．３．１　对保护区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结构一般是指组成自然保护区的各

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区划［９］。穿越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影响主要是项目建设对占地区域生态系统

结构及其稳定性的影响，需要采用景观生态学理论

与计算方法进行评价，明确输变电项目建设对自然

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功能区划的

影响。

２．３．２　对保护区保护对象的影响

当保护区保护对象为野生植物时，需要调查被

保护的野生植物分布、生长特性等情况，核实线路塔

基是否可能涉及珍稀保护植物；若无法避让需要采

取移栽等措施进行保护，同时还应分析输变电项目

建设对珍稀植物的影响程度及可能导致的不良

后果。

当保护区保护对象为珍稀野生动物时，需要调

查落实珍稀野生动物的食源、水源、栖息地、繁殖地、

庇护所、迁徙路线等，详细分析输变电工程施工期和

运营期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２．３．３　对保护区景观生态体系的影响

景观生态体系的影响一般采用景观生态学原理

进行分析，即通过输变电项目建设前后保护区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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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斑块、廊道和景观优势度对比分析，说明项目建

设对景观体系的完整性的影响。

２．３．４　对保护区的生态风险

输变电项目的生态风险主要为火灾风险和外来

物种入侵。施工人员和巡检人员在保护区内用火、

吸烟等容易引起森林火灾，应明确加强监管。植被

恢复选择物种容易引入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因

此，在植被恢复时明确选择本地物种。

２．４　工程实施

涉及自然保护区的输变电项目应根据影响大小

由建设单位落实有关保护、恢复和补偿措施［９］，同时

还应加强施工期和运行期相关管理工作。

２．４．１　施工期

禁止在保护区范围内设置搅拌站、构件预制厂、

材料堆放场等施工营地；施工临时占地尽量选择植

被稀疏地；施工便道尽可能利用已有山间小路，施工

过程中施工便道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

禁止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将外来的动植物带入保

护区；禁止施工废渣下河；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理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

于施工区域的天然植被中，避免对植被的正常生长

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２．４．２　运行期

加强塔基处植被的抚育和管护，制定火灾应急

预案，在线路巡视时避免带入火种，以免引发火灾，

破坏植被；在线路维护和检修中仅对影响安全运行

的树木进行削枝，不进行砍伐；巡视时应禁止带入外

来物种。

３　结　语

综上所述，当输变电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时，首

先应避让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需按规定

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其次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应按

生态影响最小化原则提出方案优化和影响分析，设

计阶段需要严格执行相关环保和自然保护区的批复

要求，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应加强管理，避免对保

护区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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