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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任务由来 

凤堰古梯田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地，是中国移民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是山地农业技术知识体系的集成、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活化石”、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农业生物的“基因库”和独具特色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重要意义的

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在此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联合上海麦塔城市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完成了《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

展规划（2016-2030）》，规划总面积约 47.88km2，其中古梯田核心景区约 11.54km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

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

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应当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为实现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的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消除或

降低因规划造成的环境影响，从规划源头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促进环境与发展的

综合决策，使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展规划在整体上与环境相协

调，把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委托我公司承担该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任务后，评价单位技术人员

开展了现场踏勘、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掌握了充分的资料数据基础上，对有关环

境现状和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编制

了《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展规划（2016-2030）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 

1.2 评价工作重点 

（1）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查清景区所在地环境现状，掌握景区开发的环

境背景，积累环境基础资料：查明景区规划区域内及周边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制约

景区发展的因素，提出解决方案。 

（2）规划方案分析：结合区域发展规划，立足景区及周边用地现状和可能制约

其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景区选址、各功能区结构与布局、发展目标与规模、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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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规划等的合理性，提出相应调整方案。 

（3）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对景区建设发展可能造成的水环境影响、大

气环境影响、声环境影响等进行预测评价，从环境的角度论证景区选址、规模的可行

性，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4）生态环境影响和评价：对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和评价，分析景区建

设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重点保护规划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传统风物等。 

1.3 环境功能区划与环境标准 

1.3.1 区域环境功能区划 

景区及周围地区环境功能区划见表 1.3-1。 

表 1.3-1                   区域环境功能区划 

环境要素 功能区 功能区划 划分依据 

大  气 规划区及周围地区 一类区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地表水 
艾子沟、冷水河、东河、凤

江等，汉江（规划区下游） 
Ⅱ类水体 《陕西省水功能区划（2006 年）》 

地下水 规划区 Ⅲ类区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声环境 

居民住宅区 1 类区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景区服务点及其它区域 2 类区 

对外道路两侧 30±5m 4a 类区 

土壤环境 
茶 园 Ⅰ类区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其它区域 Ⅱ类区 

1.3.2 环境质量标准 

（1）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景区所在地区为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中的一类区，常规大气污染物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陕西省水功能区划（2006 年）》，项目所在地地表水体均执行《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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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景区内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的Ⅲ类标准。 

（4）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居民区执行 l 类标准，行

政办公和商业混合区执行 2 类标准，对外道路两侧 30±5m 区域执行 4a 类标准；夜间

突发噪声最大值不准超过标准值 15dB(A)。 

（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景区土壤环境质量中，茶园土壤执行一级标准，梯田执行二级标准，其余执行三

级标准。 

1.3.3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景区施工期扬尘排放执行《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陕西省）》（DB61/1078-2017）

中表 1 要求。 

景区内饮食业单位废气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景区内加气站总烃参照执行《以色列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小时值 5.0mg/m3。 

景区内相关单位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的

二级标准。 

（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景区各村庄沿河道下游分别建设集中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用水水质标准后，用于附近农田灌溉不外排。对

较为分散且污水管线接入不经济的用户采用旱厕、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等方式。 

（3）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景区内使用固定设备区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I2348-2008）中相应标准，其他区域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的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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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分析 

2.1 规划背景 

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位于汉阴县凤凰山南麓，北范围内涉及堰坪村、茨沟

村、东河村、黄龙村、中银村及双河村，地跨北纬 32°44′32″～33°48′20″，东经

108°22′42″～108°29′22″之间。 

目前景区旅游道路网络基本形成。景区内连接主要景点旅游观光车道、游步道基

本建成。旅游服务设施有待完善。景区内建有停车场 4 个，公厕 2 座，农家乐 25 家、

通讯电力基本保障。已建有观景平台 10 个。 

2.2 规划概述 

规划范围内主要包括茨沟、堰坪、东河、双河、中银、黄龙村 6 村大部分村组，

并涉及群英村小部分村组，总面积约 47.88km2，其中古梯田核心景区约 11.54km2。规

划期限：2016 年-2030 年，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发展阶段。 

规划目标：规划期内，将景区建成知名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西北地区和秦巴

山区首选移民生态休闲度假地，使旅游业成为汉阴县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动力产业。 

规划结构：规划区以自然生态格局为基础，依据不同分区主题功能，形成“一轴、

三心、七片区”的总体旅游规划结构 

2.3 土地利用规划 

景区目前以农林用地为主，其中林地约 53.24%，农田（含农业设施）约 40.55%；

建设用地仅 164.97ha，非建设用地面积为 4622.94ha。 

本次规划总用地规模为 4787.91ha，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68.33ha，非建设用地

面积为 4619.58ha。 

2.4 给水工程规划 

本景区饮用水主要分为常住居民生活用水、游客生活用水。景区建成集中式自来

水厂 6 座，其中保留 1 座、扩建 4 座、新建 1 座；其它供水距离较远、且分布较为分

散的用户，可采用自打井就近取地下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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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排水工程规划 

景区各村庄沿河道下游分别建设集中污水处理站（共 4 座），污水处理达到《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用水水质标准后，用于景区农田灌溉，

不外排。对分散且污水管线接入不经济的用户采用旱厕、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等方

式。 

预测景区平均日总污水量 30 万 m3/a，均为生活污水。 

2.6 燃气工程规划 

气源规划：推广使用液化石油气为主要气源，允许发展利用生物质燃料、清洁电

力资源。 

液化石油气系统规划：建成液化石油气瓶装代售点 4 个。 

燃气汽车加气站：建成汽车加气站 1 座，气源由汉阴县城加气母站通过车载运送。 

2.7 环卫工程规划 

垃圾处理：逐步建立完善的垃圾收运系统，在村庄集聚点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站。 

垃圾处理场：结合漩涡镇统筹设置垃圾处理场处理作为本景区处理任务。 

垃圾收集站：建成小型垃圾收集站 5 座。 

公厕：建成公厕 29 座，在偏远处、供排水困难处的公厕采用环保生态型公厕。 

废物箱：在道路的两侧或路口设置废物箱。 

2.8 综合防灾规划 

2.8.1.1 防洪工程规划 

规划对现有河渠进行综合整治，在靠近山体的建设用地修建截洪沟。在茨沟水库、

先锋水库等集水区营造水源涵养林，加高加固水库坝址，利用现状低洼地新建调节性

蓄水池、塘坝、水窖等蓄水设施，增加雨水调蓄容量。 

2.8.1.2 消防工程规划 

本规划消防任务将以先期自救为主，建立兼职消防站 5 座。规划在居民聚集区内

的道路设置市政消火栓，其布置间距不大于 120m，保护半径不大于 150m。 

2.8.1.3 抗震工程规划 

建成防灾救灾指挥中心，在游客服务中心设立医疗救护中心。建立自备电源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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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统。建成固定避难疏散场所 4 座，结合散点式空地建设紧急避难疏散场所。 

2.8.1.4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地质灾害近期防治按“以防为主”的原则，采取监测和避让为主，工程治理为辅，

长远上采取生物防治措施和合理规划各类工程建设布局等防治措施。 

2.9 道路交通规划 

规划保留原有汉漩公路骨架，对部分危险路段进行修整，对整体道路环境进行整

治。景区一级游览道路保留现状道路基底，对其进行拓宽和路面改造。景区二级游览

道主要在保留现状道路基础的情况下进行道路拓宽和硬化，道路红线宽度 3m。 

规划景区慢行步道宽 1.5-2m，景区慢行步道除少数为方便游客必要性增加的以

外，大部分主要是对原有步道进行美化、生态硬化处理。 

2.10旅游资源保护规划 

景区内文物主要采取原状修整及重点修复两种方式进行保护。 

2.11 规划合理性分析 

2.11.1 选址可行性 

（1）选址的规划相符性 

景区的发展目标、项目规划与《陕西省旅游管理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

条例》、《陕西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安康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管理暂行办

法》、《安康市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规划与政策相符。 

景区现状范围内没有工业企业，在严格落实景区总体规划中提出的“保护现有绿

化植被，严禁私自砍伐树木。加强山地植被保育，凤凰山生态系统保护。禁止在凤堰

古梯田保护区内炸山采石、取土、采砂、爆破等破坏地貌的生产活动。禁止在凤堰古

梯田保护区内进行平整土地等破坏梯田地貌的活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及时对古梯田

进行耕作养护。对生态博物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垃圾采用定点收集、集中清

运的方式进行统一处理，禁止对有机垃圾如秸秆、树叶等进行焚烧。遗址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任何污染性项目。”以及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负面清单的基础上，景区的规划与发展与《陕西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陕西省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是相协调的。总体而言，景区的选址符合规划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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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址的环境可行性 

景区所在区域交通区位条件优越，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

且具有一定旅游景点开发基础，建设条件成熟，其选址有一定的必然性。 

根据现状调查结果，景区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土壤环境质量较好。景区

建成后，区域声环境仍能得到较好的保持；区内所有固废均能得到妥善处置。 

在水环境影响方面，景区的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用水水质标准后，用于农田灌溉，无外排，当地地表

水环境得到改善。 

根据大气环境影响分析，规划实施后，现有煤炭、木柴等燃料结构全部替换为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及电能为主的清洁能源燃料结构，景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得到消减，

区域大气环境得到改善。 

另外由于景区的建设，基础设施及环保设施的建设，对区域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因此，从环境方面考虑，景区的选址是可行的。 

2.11.2 规划用地合理性分析 

景区的规划用地以农林地、水域为主，其中农林业、水域占地面积占景区总面积

的 96.48%以上。景区居住、商业、绿地等用地布局基本合理。 

考虑到景区内部有汉漩公路经过，建议汉漩公路绿化用地适当增加，以减轻交通

干线对景区的影响，保证景区内部环境质量。 

景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符合《汉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的要求。 

2.11.3 规划目标的合理性 

景区的规划目标为“以明清水梯田为核心、以移民客居为亮点、以美丽乡村为支

撑、以艺术创作为点缀，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乡村度假、创意休闲、养生度

假于一体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以及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文化生态展示区。”景区紧扣

“秦巴净土、凤堰梯田”的核心理念，延伸拓展度假产业发展，并深化整合林业、农业、

乡村等资源，强化梯田生态有机产业引导，通过统筹规划布局、产业业态优化、产品

创新策划、度假设施配套、度假环境营造、品牌形象塑造等的逐步推进，树立“秦巴

净土、凤堰梯田”的整体形象，形成旅游产业发展与梯田环境保育互惠互利、协调统

一，及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格局。将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建设成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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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文化体验、乡村度假、创意休闲、养生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度假胜地。 

景区的发展目标符合《安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汉

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陕西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安康市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规划与政策的要求。建议景区将“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以及全国首座开放式移民文化生态展示区”总体目标分阶段实施，从

时间和空间上分解任务，近期内积极完善基础设施与游客服务等基础功能，逐步实现

远期目标。 

2.11.4 景区功能布局的合理性 

景区规划的布局考虑了自然结构的完整性、景观组合的段落性、景观特色的差异

性、游戏组织的合理性、保护管理的方便性等因素，体现了规划的空间分异性和分区

管理的模式，有利于区域资源开发合理有序地开展和旅游特色的形成。总体而言，景

区的功能布局较为合理。 

2.11.5 规模合理性分析 

（1）开发空间规划规模合理性分析 

景区 7 大片区基本涵盖了规划区内所有特色景点和较有开发潜力的旅游产品，同

时适当考虑了地形地貌的适宜性、自然禀赋的可利用性、功能定位的独特性、景点之

间的差异性、空间上的连通性、各类交通和徒步观光的可达性等因素，总体而言，景

区开发空间规划规模较为合理。 

（2）规划游客规模合理性分析 

根据前述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和规划游客规模进行对比分析可知，规划游客

规模仅占其游客容量的 17.2%，能满足生态旅游区高质量、高品位的旅游保障。 

综上，景区开发空间规模及规划游客规模均合理可行。 

3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区域生态红线概况 

根据规划布局，景区距离茨沟水库最近的观光项目为游清堰渠溯溪之旅，游览线

路包括下游清堰渠及水库周边，不符合一级管控区保护要求，需调整浏览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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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茨沟水库饮用水源地划定为禁止开发区。 

3.2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3.2.1 大气环境现状监测 

汉阴县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 3 个监测点处 SO2、NO2 的 1 小时平均浓

度、24 小时平均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3

个监测点处 PM10 的 24 小时平均浓度均轻微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一级标准。从监测时段及天气条件分析，PM10 超标主要在 8 月 9 日、10 日，超标

原因与当地今年天气干旱，长时间无降水，且 8 月 9 日、10 日天气转睛，风速增大，

导致地面风蚀扬尘略高于往常所致。 

3.2.2 地表水环境现状监测 

景区地表水各个监测断面中，1#点位 COD（8 月 3 日）、总氮及 2#、3#、4#点

位中粪大肠杆菌群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的要求，

5#点位中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铁浓度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Ⅱ类标准的要求，其余各监测断面各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Ⅱ类标准的要求。1~4#监测断面超标原因为监测季降雨量减少，河

道流量非常小，水体自净能力降低所致。5#茨沟水库超标原因为库区落叶腐殖质产生

内源污染所致。 

3.2.3 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 

景区 4 个监测点位监测指标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Ⅲ类标准，地下水水质状况良好。 

3.2.4 土壤环境现状监测 

景区 3 个监测点位各监测指标监测除 2#东河村梯田镍含量轻微超标外，其余均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中相关标准。由于景区内无污染型企业、

厂矿开采等，2#东河村梯田镍超标可能与区域土壤酸性较强，地层中天然镍含量较高，

酸性条件下有利于地层中的镍迁移至土壤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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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声环境现状监测 

各个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噪声均达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标准，景区内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3.2.6 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3.2.6.1 生态质量现状 

景区现状占地约为 4787.91ha，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68.33ha，非建设用地面积

为 4619.58ha，土地利用类型（见表 3.1-1）以农、林、水域占地为主，约占总面积的

96.55%。 

生态安全重要单元植被覆盖率较高，坡度较为平缓；生态安全重要单元及生态安

全一般重要性单元的旅游开发项目，基本实现人与自然相互融合，旅游项目设置及空

间布局较为合理，建筑物与周围的山水景观相互交融，开发空间格局布置有序。 

景区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调控供给效益。 

3.2.6.2 生态环境资源现状与评价 

目前，景区内植被长势良好，覆盖率、密度和郁闭度较高，未遭受居民生产生活

活动干扰破坏。 

根据向当地群众走访，景区除金鸡、白冠长尾雉外，未见其它保护动物。 

3.2.6.3 景观结构现状与评价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规划范围内景观生态系统为农业生态系统、

林地生态系统、村落生态系统、河溪湿地生态系统等组成。景观较为和谐，斑块数量

少、面积大，切割较轻，观赏价值较高。 

3.2.6.4 水土流失现状与评价 

由于景区内植被覆盖率较高，因此水土流失率较低，水土保持现状良好。 

3.3 污染源现状调查 

3.3.1 废气污染源 

目前景区废气污染源主要来自居民生活源及车辆尾气，景区内及周边无工矿企业

及其它工业大气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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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废水污染源 

由于景区内现无工业企业，废水污染源主要来自当地居民生活及农业面源污染。 

3.3.3 固体废物污染源 

景区内现有居民约 10612 人，垃圾产生量按 1kg/人·d 计，则共约 10.6t/d。在各村

均设置有垃圾收集箱，定期由专人拉运至漩涡镇集中处置。 

3.4 主要环境问题和制约因素 

3.4.1 主要环境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2）景区内环卫设施落后。 

（3）保护与开发难以同步协调发展，一些地方生态资源受到破坏。 

3.4.2 制约因素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的开发建设，面临建设强度、立项空间、项

目类型、产业业态等几个方面的限制。 

4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景区内环境空气影响因子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过程中带来的扬尘、粉尘、机

械燃油废气及装修废气，规划区建成运营过程中的餐饮油烟、汽车尾气和液化石油气

燃烧废气等。采取一定的措施后，规划区域内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

响较小，可实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景区建设过程中，用地性质未发生改变，原有的农村面源将削减，原沿河就近排

放的生活污水将全部集中处理。 

景区产生的废水仅为生活污水，预测污水产生量约为 30 万 t/a。根据规划，景区

的生活污水收集后经景区自设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展规划（2016-2030）                            环境影响报告书 

12 

（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用水水质标准后，用于景区农田灌溉，无外排。因此

规划实施后景区的水环境质量将有所改善。 

4.3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声环境影响预测，交通噪声对规划区道路中心线两边 40m 范围内的居民有一

定影响。通过在人群聚集点设置明显的减速、限速、禁止鸣笛等标示，减少交通噪声

对公路两侧居民的影响后，区域声环境可满足声环境功能区划。 

4.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规划，景区将实施垃圾分类袋装化，根据垃圾的可否再利用，处理难易程度

等特点，在垃圾中转站由工作人员事先进行分类装袋收集，然后送专门的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 

4.5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现状监测结果表明，景区地下水各监测因子均达标。规划景区内供水由各水厂提

供，水源来自景区内溪水，不开采地下水。景区的建设不会影响区域地下水量、水质、

水位及流场等。但是，为防止风险情况下地下水受到影响，建议长期跟踪观察和监测，

一旦发生地下水污染，立即采取措施。 

4.6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社会影响分析，规划区的建设和发展能够吸引劳动力，同时带动产业的发展，

将对周边城镇的扩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规划区人口的增加会

对规划区的社会公共设施、资源能源等带来一定的压力。规划区的开发建设使区内污

染物得到集中治理，可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节约投资，提高处理效率，大大提高

环境保护的集聚效应。同时，规划区的开发建设，能够提高区域人口素质，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的稳定。 

4.7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区的规划与实施建设，将会造成少量土地利用性的变更，同时对生态系统造

成一定的影响，带来一定的水土流失，改变区域景观格局。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划分景观生态功能区以及注重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保护，规划区开发建设产生的生

态影响是可接受的。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展规划（2016-2030）                            环境影响报告书 

13 

5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与措施 

5.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根据需要采取分片、分期进行；

运输车辆不得超载，土石料装料高度不得高于车厢边缘高度，并进行遮盖；临时堆土

应采取遮盖或播撒草籽等措施；施工主干道路及主要出入口要定时清扫和喷洒水以减

少汽车行驶扰动起来的扬尘。 

营运期——加强规划区旅游车辆的管理，制定项目区管理部门应制定车辆准入条

件；对餐饮油烟拟配套油烟净化器，并保证该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油烟处理达标后

经过排烟管道引至各服务点所在楼房的顶层楼面排放；规划区应推广使用清洁燃料；

加强规划区内道路管理工作，坚持道路定期卫生清扫和洒水等；选择适当树种，在道

路两侧种植绿化带；加强车辆管理、适当控制车流量，同时加强车辆尾气监测；构建

绿色低碳交通系统。 

5.2 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间的施工附属工程以及施工生活区不得设在河流沿岸及水源地周边，施工

废水经沉淀后全部回用，确保施工期废水不排放。 

运营期污水均应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水

质标准后回用于水田农灌，不外排。 

5.3 地下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景区内实施“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进行防渗处理；农林用

地及绿化带尽量减少使用农药及化肥；分散民宅采用防渗化粪池、旱厕，由景区管理

部门组织拉运，避免村民自行拉运随意倾倒。景区管理部门应联合当地环境监测部门

加强对区域地下水污染的监测。 

5.4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景区采取合理规划、区内禁止鸣笛、管理人员引导游客、道路两旁建设绿化带等

措施，能够减缓交通噪声和游客喧闹声对规划区内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5.5 固废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景区固废按“三化”的原则（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对固废分别收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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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酒店、居民区、广场和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等处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

经环卫部门集中收集临时堆置在生活垃圾转运站，最终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5.6 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加强施工期地表水环境保护，加强水生生态和资源保护；加强森林生态保护和建

设，采取土地资源、植被、动物保护错；加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加强对生态红线区

域的管理措施。 

5.7 社会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⑴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征地补偿工作； 

⑵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⑶就业优先，建立长期稳定的收入机制； 

⑷加强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⑸保护区域特有的文化底蕴。 

6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整体来看，景区布置基本合理。为进一步减轻景区建设对周边区域环境的影响并

保证景区自身环境质量，结合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影响预测、生态环境风险分析等因

素，建议景区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1） 在具体项目设计选址阶段，应详细确定区域基本农田边界，尽量避开基本

农田，对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应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要求办理相关占用及

补偿手续。 

（2） 将茨沟水库水坝及其上游流域划为禁止开发区，严禁一切与水源保护及取

水工程无关的设施建设和旅游项目开发。并在进入库区的道路上设置“饮用水源地、

禁止游览”指标牌及其它拦挡设施。 

（3） 凤凰山森林公园内的索道建设应取得凤凰山森林公园及其它相关管理部门

的同意。 

（4） 景区地表水为二类水体，不允许新建排放口，污水均应处理达到《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 1 中水作物水质标准后回用于水田农灌，不外排。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总体发展规划（2016-2030）                            环境影响报告书 

15 

7 环境管理 

7.1 景区环境管理 

7.1.1 健全环境管理机构 

建议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设置专职环境保护岗位，在汉阴县环保局指

导和景区管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履行国家和地方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有

效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落实环境监测任务，环保专业职工人数不得少于 2 人。 

7.1.2 景区环境管理方案 

（1）景区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国家、省、市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

要严格执法，并做好环境规划与景区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匹配工作。 

（2）对入景区项目必须按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每个新建项目的环保设施，根据项目的特点，切实贯彻“三同时”制度。 

（4）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按规定向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登记所拥有的污染物

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污情况。 

（5）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进行对污染物排放收费。 

7.2 跟踪性评价要求 

为及时了解区域环境质量变化和环境影响状况，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根据时间跨度，五年进行一次跟踪性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对本报告中提出的

措施进行检验，检验措施是否已经落实，落实的效果和未落实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

如果在建设过程中开发面积、项目结构、开发规划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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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众参与 

本次规划环境评价公众参与采用媒体信息公示与公众问卷随机调查、专家定向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众参与范围广，公众参与对象能够反映区域人群特点，公众

参与过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 

根据公众参与结果表明，公众基本都对该规划持支持态度，认为能有效合理的开

发利用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时在专家为规划方案的完善提供了有

益处的意见的建议。报告书对于公众意见进行了如实反映和信息反馈。 

9 总结论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位于汉阴县的汉江旅游带上，以展现移民农

耕文化为主题，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汉阴县文化、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景

区的建设能够更好的发挥汉阴县的地理、人文优势，加快和配合安康市旅游业发展战

略、提高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必将为汉阴县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汉阴凤堰古梯田移民生态博物馆景区的发展目标、项目规划符合陕西省、安康市

及汉阴县“十三五”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区域旅游等相关规划与政策的要求。 

在加强与相关规划协调的前提下，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旅游环境资源均能满

足规划需求；在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前提下。景区在按严格落实本报告书中规

划优化调整建议、严格执行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加强生态红线等区域的生态保护、确

保地表水功能不降低、加强耕地保护的前提下，规划方案具有环境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