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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为落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下达“十三五”第二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9]37号）文件精神，决定建设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项目。本项目重点扶持无劳动能力、无资源、无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

户，共涉及 90个贫困村、6923户贫困户，计划建设 17个光伏电站（包含 11个

村级电站和 6个联村电站），总规模 30.545MWp。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由 17 个村级（或联村）电

站组成，其中 7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4个电站位于敖汉旗玛尼罕乡，

3个电站位于敖汉旗萨力巴乡，3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 

17 座电站规模：染房村联村电站 1 为 6000kWp、染房村联村电站 2 为

6000kWp、平合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为 435kWp、万发永

村联村电站为 4050kWp、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为 310kWp、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为 2845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为 500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为 405kWp、

双平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为 425kWp、张家营子村联村

电站为 6000kWp、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为

1085kWp、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为 370kWp、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和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 

本项目建设内容共包含开关站 6座、各型变压器 34台、逆变器 366台、光

伏组件串 4392串、光伏组件 96420件。 

经核实，本项目 17个村级（或联村）电站总占地 65.52hm2，全部为永久占

地。其中占用未利用地 60.85hm2，占用建设用地 2.44hm2，占用牧草地 2.23hm2。 

本项目建设期共动用土石方量为 154086m3，其中挖方 77043m3、填方

77043m3，无弃方和借方。 

本项目共动用土石方总量 32040m3，挖方总量 16020m3，填方总量 16020m3，

无弃方和借方。 

17 座电站均位于敖汉旗北部，地貌类型均属于缓坡丘陵，地势十分平坦，

各场地地表坡度均在 0～8°之间。 

项目所在地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点是：四季分明，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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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强烈，日照丰富，气温日差较大。春秋两季干旱多风，夏季短促炎热降雨集

中。根据新惠气象站资料，项目区多年平均气温 7.0℃，极端最高气温 41.9℃，

极端最低气温-28.8℃，≥10℃积温 2975.3℃，年均日照时数 2935.6h，多年平均

降水量 421.3mm，多年平均蒸发量 2354.1mm，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多年平

均风速 4.2m/s，月最大风速 34.5m/s，年平均大风日数 63.0d。最大冻土深度 1.8m，

无霜期 149d。 

木头营子乡的 7个电站、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和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土壤类

型为栗钙土，土质为轻壤；敖润苏莫苏木的 3个电站土壤类型为风沙土，土质为

砂壤。项目区植被类型为半干旱草原植被，林草覆盖率在 30—40%之间。木头营

子乡的 7个电站、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和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水土流失类型为以

水力侵蚀为主的水风复合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原地貌水力侵蚀模数

1500t/km2·a，风力侵蚀模数 100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敖润苏莫

苏木的 3个电站水土流失类型为以风力侵蚀为主的水风复合侵蚀，侵蚀强度为轻

度。原地貌水力侵蚀模数 1200t/km2·a，风力侵蚀模数 1500t/km2·a，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t/km2·a。 

2020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

分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0年 7月 28日~2020年 7月

29日，多次进入项目区现场，对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并依

据现场监测调查成果汇总编制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 

2020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

分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监理单位于 2020年 7月组建监理小组，

并进驻现场，由于委托稍微滞后，监理单位对已完工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现场质

量评定，并依据现场监理内容，编制完成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报告。 

通过对本项目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际勘查，并查阅施工资料、监

理报告、监测报告等，我公司认为，尽管建设单位委托相关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

理监测工作稍显滞后，但是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并实

施了若干水土保持措施，极大减少了建设期的水土流失危害；在施工结束后，建

设单位及时依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相继完

成了表土回覆、撒播种草等；并于 2020年 6月~2020年 7月期间，积极补充和

完善了植物措施建设，并加大了对植被建设的资金投入，撒播草种数量也相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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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案设计的数量有所增加，足见建设单位建设绿色风电的决心和对水土保持的

重视，经过建设单位对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和不断完善，使得本项目的水土

保持体系更加完整，截止目前，风电场防治责任范围内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保存完好，工程措施质量达标，植物措施成活率及盖度均满足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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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项目及项目区概况项目及项目区概况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由 17 个村级（或联村）电

站组成，其中 7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4个电站位于敖汉旗玛尼罕乡，

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萨力巴乡，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各电站位置

坐标详见表 1-1。 

表

表表

表 1-1  各电站位置坐标统计表
各电站位置坐标统计表各电站位置坐标统计表

各电站位置坐标统计表 

序号 电站名称 所在乡镇 
位置坐标 

E N 

1 染房村联村电站 1 木头营子乡 120°20′17" 42°44′43" 

2 染房村联村电站 2 木头营子乡 120°21′08" 42°44′40" 

3 平合村村级电站 木头营子乡 120°20′24" 42°45′20" 

4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木头营子乡 120°25′15" 42°44′24" 

5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 木头营子乡 120°25′16" 42°44′24" 

6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木头营子乡 120°21′15" 42°35′08" 

7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木头营子乡 120°06′01" 42°36′46" 

8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玛尼罕乡 119°58′45" 42°32′07" 

9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玛尼罕乡 119°58′44" 42°32′02" 

10 双平村村级电站 玛尼罕乡 119°56′05" 42°34′52" 

11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玛尼罕乡 120°00′55" 42°25′37" 

12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萨力巴乡 119°46′17" 42°23′04" 

13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萨力巴乡 119°46′13" 42°23′09" 

14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萨力巴乡 119°41′23" 42°31′34" 

15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敖润苏莫苏木 120°08′24" 42°54′36" 

16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敖润苏莫苏木 120°05′06" 42°51′53" 

17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敖润苏莫苏木 119°58′36" 42°55′44" 

各电站周边有公路玉四线、荷哈线、荷前线等多条县道或乡道经过，同时各

电站与外界均有乡村水泥路或砂石路相连，各电站交通条件较为便利。各电站地

理位置详见“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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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技术主要技术主要技术主要技术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17 座电站规模：染房村联村电站 1 为 6000kWp、染房村联村电站 2 为

6000kWp、平合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为 435kWp、万发永

村联村电站为 4050kWp、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为 310kWp、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为 2845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为 500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为 405kWp、

双平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为 425kWp、张家营子村联村

电站为 6000kWp、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为

1085kWp、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为 370kWp、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 和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各类型（规模）电站基本情况详

见表 1-2。 

表

表表

表 1-2  各类型
各类型各类型

各类型（

（（

（规模

规模规模

规模）

））

）情况统计表

情况统计表情况统计表

情况统计表 

序号 
规模

(kWp) 

电站数

量(座) 

实际容

量(kW) 

开关站

数量

(个) 

变压器

类型 

变压器

数量

(台) 

逆变器

数量

(台) 

光伏组件

串数量

(串) 

光伏组

件数量

(件) 

1 310 3 337.92  0 400kW 1 4 48 1056 

2 370 1 403.20  0 400kW 1 5 60 1260 

3 405 1 422.40  0 500kW 1 5 60 1320 

4 425 1 483.84  0 500kW 1 6 72 1512 

5 435 1 483.84  0 500kW 1 6 72 1512 

6 500 4 506.88  0 630kW 1 6 72 1584 

7 1085 1 1098.24  1 1025kW 1 13 156 3432 

8 2845 1 2872.32  1 1000kW 3 34 408 8976 

9 4050 1 4055.04  1 
400kW 1 

48 576 12672 
1025kW 3 

10 6000 3 5998.08  1 1250kW 5 71 852 18744 

合计   17 16661.76 6   34 366 4392 96420 

本项目建设内容共包含开关站 6座、各型变压器 34台、逆变器 366台、光

伏组件串 4392串、光伏组件 96420件。 

1.1.3 项目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19854.2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75.09万元。资金来源全部

为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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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项目组成及布置项目组成及布置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由染房村联村电站 1、染房村联村电站 2、平合村村级电站、万发永

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联村电站、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双平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

电站、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乌兰召村联村电站、敖润苏

莫嘎查村级电站、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和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17个部分

组成。 

1、、、、染染染染房房房房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 1 

染房村联村电站 1占地面积 12.31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506m2，计 0.05hm2，空地区占地为 12.26hm2，装机容量为 600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386m~390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852个光伏组件串、1874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998.08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71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5台单机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511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361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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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光伏支架布置示意图    单位：cm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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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光伏组串布置示意图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71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5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5台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

基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75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尺寸为 14500×4500×4500mm，

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5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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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地埋线缆开挖断面图 

2、、、、染房村联村电站染房村联村电站染房村联村电站染房村联村电站 2 

染房村联村电站 2占地面积 12.31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506m2，计 0.05hm2，空地区占地为 12.26hm2，装机容量为 600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386m~390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852个光伏组件串、1874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998.08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71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5台单机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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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511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361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71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5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5台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

基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75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尺寸为 14500×4500×4500mm，

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5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3、、、、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 

平合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1.21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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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占地为 4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1.20hm2，装机容量为 500kW。光伏

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383m~384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开

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

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对

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8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06.88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43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3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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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度为 35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4、、、、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0.81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物

基础占地为 4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0.80hm2，装机容量为 435kW。光

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382m~383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

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

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

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12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483.84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1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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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43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3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1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1.21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4。 

 

图 1-4  光伏组串布置示意图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6.95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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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度为 32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5、、、、万发万发万发万发永村永村永村永村联村电站联村电站联村电站联村电站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占地面积 8.82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物

基础占地为 370m2，计 0.04hm2，空地区占地为 8.78hm2，装机容量为 405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381m~382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576个光伏组件串、12672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4055.04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48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和 3台单机容量为 1025kW的箱式变

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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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3456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42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48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3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400kW和 3台容量为 1025kW的箱式变压器，箱

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

式变压器占地为 60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基础尺寸为 14500mm×

4500mm，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1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6、、、、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0.75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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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础占地为 3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0.74hm2，装机容量为 31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42m左右，地表坡度基本为 0°，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开

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

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对

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48个光伏组件串、1056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337.92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4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8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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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4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28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7、、、、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占地面积 5.70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283m2，计 0.03hm2，空地区占地为 5.67hm2，装机容量为 2845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99m~501m，地表坡度为 0°~2°，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408个光伏组件串、8976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2872.32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34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3台单机容量为 10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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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6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44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171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34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2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3台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45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基础尺寸为 14500mm×

4500mm，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2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8、、、、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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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占地面积 1.22hm2，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3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1.21hm2，装机容量为 500kW。

光伏场区原始自然地面标高 516m~520m，经场地平整后，在场地南侧形成 1处

高度在 2m左右的填方边坡，场地内部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光伏场区周边地

势总体平缓，汇水较小，同时主体工程在填方边坡上部与平台之间设置了截水土

埂，场地内汇水不易对边坡产生冲刷。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8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06.88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8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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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3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7）特殊说明 

本光伏场区南侧存在 1处长约 200m、高度在 2m左右、坡比约为 1:1.2的

土质填方边坡，在边坡上部与平台之间设有高度约为 30cm的截水土埂。 

9、、、、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占地面积 1.22hm2，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33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1.21hm2，装机容量为 405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515m左右，地表坡度在 0～1°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60个光伏组件串、1320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422.40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5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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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40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17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5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度为 35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2 项目概况 

22 

 

10、、、、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 

双平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1.34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物基

础占地为 3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1.33hm2，装机容量为 500kW。光伏

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530m~534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开

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

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对

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8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06.88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8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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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38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11、、、、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1.17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3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1.16hm2，装机容量为 425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537m~545m，地表坡度在 0～5°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12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483.84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1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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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8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1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1.21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4。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6.95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5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度为 3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7）特殊说明 

本光伏场区内地表主要为强风化的岩石或碎石，缺少表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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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占地面积 11.75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

筑物基础占地为 384m2，计 0.04hm2，空地区占地为 11.71hm2，装机容量为

6000kW。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609m~605m，地表坡度在 0～5°之间，场区为

单面坡地形，坡面相对平整，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

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852个光伏组件串、1874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998.08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71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5台单机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340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39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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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71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5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5台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

基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75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基础尺寸为 14500mm×

4500mm，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8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13、、、、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2.84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36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2.83hm2，装机容量为 50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623m~625m，地表坡度在 0～2°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72个光伏组件串、1584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506.88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6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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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88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20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6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63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35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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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占地面积 2.86hm2，占地类型为未利用地，其中建构筑物

基础占地为 125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2.85hm2，装机容量为 1085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73m~485m，地表坡度在 0～8°之间，场区为单面坡地形，

坡面相对平整，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

件基础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156个光伏组件串、3432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1098.24kWp。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

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器，本场区共配备 13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

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624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44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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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13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125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

基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开关站 

本场区共配备 1台箱式开关站，箱式开关站基础尺寸为 14500mm×

4500mm，箱式开关站采用混凝土基础，开关站占地面积为 65m2。 

（7）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和开关站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

式，地埋集电线路长度为 10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

横断面详见图 1-3。 

15、、、、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0.92hm2，占地类型为牧草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33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0.91hm2，装机容量为 37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18m~419m，地表坡度在 0～1°之间，场区内地势整体平

坦开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

依托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

会对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60个光伏组件串、1260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403.20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1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5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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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240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17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1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1.21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4。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6.95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5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30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2 项目概况 

31 

 

16、、、、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0.66hm2，占地类型为牧草地，其中建构

筑物基础占地为 29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0.65hm2，装机容量为 31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20m左右，地表坡度基本为 0°，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开

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

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对

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48个光伏组件串、1056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337.92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4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19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13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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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4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28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17、、、、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占地面积 0.65hm2，占地类型为牧草地，其中建构筑

物基础占地为 29m2，计 0.01hm2，空地区占地为 0.65hm2，装机容量为 310kW。

光伏场区自然地面标高 469m左右，地表坡度基本为 0°，场区内地势整体平坦开

阔，故不需进行全面场地平整，根据施工需要局部进行平整，光伏组件基础依托

原有地形就地施工。光伏场区总体平缓，局部略有起伏，水力坡度较小，不会对

场地形成冲刷，光伏场区雨水采用自然排水。 

（1）光伏组件的布置 

本场区共建设 48个光伏组件串、1056个光伏组件，实际容量为 337.92kWp。

本工程太阳能电池单块单位容量为 320Wp，单块组件的尺寸为 1650×991×35mm。

每个光伏组串由 22块太阳能电池组件串联而成，每 12个光伏组串配备一台逆变

器，本场区共配备 4个逆变器，结合项目容量及布局，共配备 1台单机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 

（2）光伏支架 

光伏电池组件支架结构由纵向檩条、横向钢架等构成，钢架形式为三角形

可调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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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伏组件支架基础 

本项目结合施工工期考虑，本工程光伏阵列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灌注桩

径 300mm，桩基长度为 1.8m，地下埋深为 1.5m，出地面 0.3m，桩身采用构造

配筋，主筋为 6¢10，配筋率为 0.6%。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每个光伏组

件串需配备 4根灌注桩基础，合计需要 192根灌注桩。灌注桩合计占地 13m2。

光伏基础及支架横断面详见图 1-1。 

根据项目建设地的气候特点、支架的承载力及合理布局要求，本项目每个

光伏组件串由 22 块光伏组件串联而成，每个光伏阵列支架按照 2 串光伏组件串

设计，根据本项目特点，光伏组件采用竖排放置，光伏组件串按照 2 排竖排放

置有利于冬季积雪的滑落，且利于施工，横排放置对于出现阴影遮挡情况，发电

量影响相对于竖向放置小，因此，综合考虑项目特点，支架上光伏组件按竖向布

置，经计算，支架斜面尺寸为 22.22m×3.32m，支架光伏组件串布置具体见图 1-2。 

光伏阵列的设计原则为考虑光伏阵列之间的相互阴影遮挡，同时尽量减少

占地面积，依据主体设计资料，根据当地的经纬度，为便于安装、维护和接线等

工作，取列间距为 0.5m，阵列南北向间距取 7.66m。 

（4）逆变器 

本场区共配备 4台 80kW的逆变器，组串式并网逆变器采用支架式，支架

采用单根灌注桩设计，灌注桩尺寸同支架灌注桩，逆变器灌注桩占地为 1m2。 

（5）箱式变压器 

本场区共配备 1台容量为 400kW的箱式变压器，箱式变压器采用混凝土基

础，每座箱式变压器基础占地为 3000mm×5000mm，箱式变压器占地为 15m2。 

（6）集电线路 

本项目集电线路主要采取挂架式和地埋式两种形式布置。每个光伏组串的

集电线路采取悬空架设的方式，所以不涉及损坏地表。将各个光伏组件的集电线

路依次串联汇合起来后，至箱式变压器的汇合集电线路采用地埋的方式，地埋集

电线路长 220m。电缆沟断面为矩形，宽 1.0m、深 1.0m，开挖横断面详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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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施工组织及工期施工组织及工期施工组织及工期 

为落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下达“十三五”第二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9]37号）文件精神，决定建设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项目。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7个扶贫电站于

2019年8月开工建设，2019年10月竣工并投入试运营，总工期3个月。本项目建设

过程中，由于土方用量较少，未设置取土场，项目部租用当地村民房使用，生产

过程中所用混凝土全部采用商砼。 

1.1.6 土石方情况土石方情况土石方情况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共动用土石方总量32040m3，挖方总量16020m3，填方总量16020m3，

无弃方和借方。工程建设土石方平衡和流向情况见表1-3。 

表表表表1-3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土石方工土石方工土石方工土石方工程量程量程量程量及流向表及流向表及流向表及流向表    单单单单位位位位：：：：万万万万m3（（（（自自自自然方然方然方然方）））） 

序号 分区 土石方总量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1 染房村联村电站 1 4317  2158  2158    

2 染房村联村电站 2 4317  2158  2158    

3 平合村村级电站 818  409  409    

4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758  379  379    

5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 3151  1575  1575    

6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648  324  324    

7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3116  1558  1558    

8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3128 1564 1564   

9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779  390  390    

10 双平村村级电站 849  424  424    

11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689  344  344    

12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4576  2288  2288    

13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789  394  394    

14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2287  1144  1144    

15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679  340  340    

16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629  315  315    

17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509  255  255    

合计  32040 16020 1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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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征占地情况征占地情况征占地情况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总占地 65.52hm2，全部为永久占地。其中占用未利用地 60.85hm2，

占用建设用地 2.44hm2，占用牧草地 2.23hm2。本项目占地情况见表 1-4。 

表表表表 1-4            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本工程征占地面积表征占地面积表征占地面积表征占地面积表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hm2 

序号 所在乡镇/苏木 分区 
占地面积（hm2

） 
占地类型 

总面积 建构筑物基础 空地区 

1 

木头营子乡 

染房村联村电站 1 12.31 0.05 12.26 未利用地 

2 染房村联村电站 2 11.29 0.05 11.24 未利用地 

3 平合村村级电站 1.21 0.01 1.20 未利用地 

4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0.81 0.01 0.8 未利用地 

5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 8.82 0.04 8.78 未利用地 

6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0.75 0.01 0.74 未利用地 

7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5.70 0.03 5.67 未利用地 

8 

玛尼罕乡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1.22 0.01 1.21 建设用地 

9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1.22 0.01 1.21 建设用地 

10 双平村村级电站 1.34 0.01 1.33 未利用地 

11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1.17 0.01 1.16 未利用地 

12 

萨力巴乡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11.75 0.04 11.71 未利用地 

13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2.84 0.01 2.83 未利用地 

14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2.86 0.01 2.85 未利用地 

15 

敖润苏莫苏木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0.92 0.01 0.91 牧草地 

16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0.66 0.01 0.65 牧草地 

17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0.65 0.01 0.64 牧草地 

合计     65.52 0.33 65.19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占地类型为牧草地、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项目建设区内未占用宅基

地和建设用地，为破坏周围村庄现有建筑，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

（迁）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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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区概况区概况区概况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自然条件自然条件自然条件 

（一）地貌类型 

敖汉旗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南部为努鲁尔

虎山北麓，最高海拔在 950m以上，从西南端最高处向北，地势逐渐降低，坡度

也随之变缓。北部地势低且平，海拔在 500～300m 之间，最低处在其东北部，

已接近科尔沁沙地。因此，敖汉旗境内可依地形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为低山

和丘陵，北部为较平缓的台地及沙地。 

17 座电站均位于敖汉旗北部，地貌类型均属于缓坡丘陵，地势十分平坦，

各场地地表坡度均在 0～8°之间。 

（二）气象 

项目所在地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根据新惠气象站（1959~2009

年）气象资料，项目区多年平均气温 7.0℃，极端最高气温 41.9℃，极端最低气

温-28.8℃，≥10℃积温 2975.3℃，年均日照时数 2935.6h，多年平均降水量

421.3mm，多年平均蒸发量 2354.1mm，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北风，多年平均风速

4.2m/s，月最大风速 34.5m/s，年平均大风日数 63.0d。最大冻土深度 1.8m，无霜

期 149d。 

表表表表 1-5  项目区项目区项目区项目区多年气象要素特征值多年气象要素特征值多年气象要素特征值多年气象要素特征值 

项目 数值 

年平均气温(℃) 7.0 

极端最高气温(℃) 41.9 

极端最低气温(℃) -28.8 

≥10℃的积温(℃) 2975.3 

年日照时数（h） 2935.6 

多年平均降水量(mm) 421.3 

年平均蒸发量(mm) 2354.1 

年平均风速(m/s) 4.2 

历年最大风速(m/s) 34.5 

大风日数(d) 63.0 

最大冻土深度(m) 1.8 

无霜期(d)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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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6  项目区项目区项目区项目区各月平均各月平均各月平均各月平均风速风速风速风速（（（（m/s））））和和和和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降水量（（（（mm））））统计表统计表统计表统计表 

月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降水量 1.5 2.2 8.5 17.3 46.4 72.3 121 82 41.3 19.7 6.9 2.2 421.3 

风速 5.4 5.6 5.3 5.1 3.1 2.9 2.8 2.8 3.2 3.1 5.4 5.5 4.2 

（三）地质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所在地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均为 0.05g，地震烈度值均为Ⅵ。 

木头营子乡地址条件木头营子乡地址条件木头营子乡地址条件木头营子乡地址条件：：：：场地岩土地层主要由粉砂构成，情况描述如下：单元

层①（Q4eol）—粉砂，灰褐～灰白色，稍密，稍湿；矿物成分主要为长石、石

英及云母，颗粒形状多呈次圆状，少为次圆粒状，磨圆较好，级配较好。地层强

度低，变形量高。勘探孔均予以揭露，未揭穿，揭露地层厚度为 5.00m。 

玛尼罕乡玛尼罕乡玛尼罕乡玛尼罕乡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场地岩土地层主要由粉土构成，各地层情况描述如下： 

单元层①（Q4al）—粉土，土黄色，稍密，稍湿；韧性及干强度中等，切面粗糙，

无光泽反应，表层虫孔发育，含少量植物根系。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地层厚

度为 3.20～3.40m。单元层②（Q4al）—粉土，土黄色，稍密，稍湿；韧性及干

强度中等，切面粗糙，无光泽反应。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该层场区内均予以

揭露，未揭穿，揭露地层厚度为 1.60～1.80m。 

萨力巴乡萨力巴乡萨力巴乡萨力巴乡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地址条件：：：：场地岩土地层主要由粉土、粉砂构成，各地层情况描述

如下：单元层①（Q4al）—粉土，灰褐色，稍密，稍湿；韧性及干强度中等，切

面粗糙，无光泽反应，表层虫孔发育，含少量植物根系。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

地层厚度为 1.80～4.50m。单元层②（Q4al）—粉砂，黄褐～灰白色，稍密，稍

湿；矿物成分主要为长石、石英及云母，颗粒形状多呈次圆状，少为次圆粒状，

磨圆较好，级配较好。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地层厚度为 0.50～3.20m。单元

层②（Q4al）—粉土，灰褐色，稍密，稍湿；韧性及干强度中等，切面粗糙，无

光泽反应。部分勘探孔均予以揭露，未揭穿，揭露地层厚度为 0.40～0.90m。 

敖润苏莫苏木地址条件敖润苏莫苏木地址条件敖润苏莫苏木地址条件敖润苏莫苏木地址条件：：：：场地岩土地层主要由粉砂和粉质黏土构成，各地层

情况描述如下：单元层①（Q4eol）—粉砂，土黄～灰白色，稍密，稍湿；矿物

成分主要为长石、石英及云母，颗粒形状多呈次圆状，少为次圆粒状，磨圆较好，

级配较好。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地层厚度为 1.10～2.50m。单元层②(Q4dl）

—粉质黏土，棕红色，可塑，稍湿；韧性及干强度中等，切面光滑，光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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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含砾，局部含钙质结核。地层强度低，变形量高。勘探孔均予以揭露，未揭

穿，揭露地层厚度为 2.50～3.90m。 

（四）河流水系 

项目区属西辽河流域教来河水系和老哈河水系。距离项目区最近的较大河流

为孟克河和老哈河。其中木头营子乡的 7个电站和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属于孟克

河流域，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和敖润苏莫苏木的 3个电站属于老哈河流域。项目

区周边水系分布情况详见“赤峰市敖汉旗水系图”。 

孟克河属季节性河流，发源于敖汉旗新地乡，在奈曼旗舍力虎水库汇入教来

河。孟克河全长 157.5km，流域面积 2655.05km2，总落差 622.4m，河道平均比

降 4.8‰，多年平均径流量 0.474亿 m3，多年平均含沙量 114.09kg/m3； 

老哈河属季节性河流，发源地位于河北省平原县光头上北麓，最终在翁牛特

旗大兴乡注入西拉木伦河，河流长度 425km，流域面积为 28162.83km2，总落差

1215m，河道平均比降 1.5‰，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2.7亿 m3，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47.1kg/m3。 

（五）土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包含栗钙土和风沙土。 

木头营子乡的 7个电站、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和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土壤类

型为栗钙土，土质为轻壤，表层土壤厚度一般，养分及水分含量一般，通透性一

般，可蚀性一般。 

敖润苏莫苏木的 3个电站土壤类型为风沙土，土质为砂壤，表层土壤厚度较

薄，养分及水分含量较低，通透性较好，可蚀性较强。 

（六）植被 

项目区植被类型为半干旱草原植被。项目区周边地区生长的乔灌木大部分为

人工林，植物种以杨树、柠条为主，自然生长树种主要为榆树；草本植物以蒿、

碱草、羊草为主。项目区林草覆盖率在 30—4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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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属于西辽河大凌河中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结合《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的规定，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Ⅰ级标准。 

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情况公报》以及《敖汉

旗土壤侵蚀图》，并结合项目区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情况。木头营子

乡的 7个电站、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和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土壤类型为栗钙土，

土质为轻壤；敖润苏莫苏木的 3个电站土壤类型为风沙土，土质为砂壤。项目区

植被类型为半干旱草原植被，林草覆盖率在 30—40%之间。 

确定木头营子乡的 7个电站、玛尼罕乡的 4个电站和萨力巴乡的 3个电站水

土流失类型为以水力侵蚀为主的水风复合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原地貌水力侵

蚀模数 1500t/km2·a，风力侵蚀模数 100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敖

润苏莫苏木的 3个电站水土流失类型为以风力侵蚀为主的水风复合侵蚀，侵蚀强

度为轻度。原地貌水力侵蚀模数 1200t/km2·a，风力侵蚀模数 1500t/km2·a，容许

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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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水水水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方方方方案和设计情况案和设计情况案和设计情况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主体工程设计主体工程设计主体工程设计 

2018年 11月 2日，项目取得敖汉旗国土资源局《关于敖汉旗村级光伏扶贫

项目用地的审查意见》（敖国土资字[2018]177号）； 

2019 年 6 月，内蒙古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赤峰市敖汉旗“十三

五”第二批光伏扶贫村级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9年 6月 11日，项目取得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敖汉旗“十三

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敖发改字[2019]140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 

2019年 9月，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开展《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9年12月20日，取得敖汉旗水利局《关于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敖水字[2019]281号）。 

2.3 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持方案变更持方案变更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不需要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2.4 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持后续持后续持后续持后续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建设单位未进行水土保持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建设单位所实施的水

土保持措施主要依照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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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方案实施情况方案实施情况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通过对现场的实地调查以及查阅收集的相关资料，截止 2019年 10月，本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65.52hm2。建设单位在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严

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通过实际调查，将本项目实际扰

动范围全部计入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项目实际水土保持防

治责任范围无变化。 

表表表表 3-1      实际发生的水土实际发生的水土实际发生的水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流失流失流失防防防防治责任范围表治责任范围表治责任范围表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hm2 

项目区域 方案确定 实际发生 增减量 

染房村联村电站 1 12.31  12.31  0 

染房村联村电站 2 11.29  11.29  0 

平合村村级电站 1.21  1.21  0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0.81  0.81  0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 8.82  8.82  0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0.75  0.75  0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5.70  5.70  0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1.22  1.22  0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1.22  1.22  0 

双平村村级电站 1.34  1.34  0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1.17  1.17  0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11.75  11.75  0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2.84  2.84  0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2.86  2.86  0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0.92  0.92  0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0.66  0.66  0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0.65  0.65  0 

合计 65.52 65.52  

原因分析：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时 17 个村级（或联村）电站均已开工建设，部分

电站已经完成了光伏组件的安装，建设单位施工期间严格限制施工扰动范围，施

工后期布设网围栏围挡，使得施工扰动范围在完工前后并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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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废石场废石场废石场废石场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光伏支架基础全部采用灌注桩，实际建设过程中开挖土

石方量较少，实际开挖剩余少量土石方全部就近堆积在基础周围压实，无多余散

落废石产生，所以无需设置废石场。 

3.3 取土场设取土场设取土场设取土场设置置置置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所用土方全部来自各电站建设区内部开挖土石方，且土

石方平衡，未单独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外业调查，建设单位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主要有：修建截水梗、

绿化覆土及撒播种草。 

3.5 水土保持设水土保持设水土保持设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 

3.5.1 水土水土水土水土保持工程保持工程保持工程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措施完成情况措施完成情况措施完成情况 

（1）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体系如下： 

表表表表 3-2   水水水水保方案设计保方案设计保方案设计保方案设计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措施工程量汇总表措施工程量汇总表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 
面积 

(hm2) 

工程量 

拍实土方(m3) 覆土工程(m3)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防治区 截水梗 0.01 18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覆土工程   3480 

合计  0.01 18 3480 

（2）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外业调查结果和查阅收集的资料，建设单位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为：玛

尼罕村村级电站 2防治区完成截水梗 18m3，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的覆土

4100m3。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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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措措措措施完成施完成施完成施完成情况统计表情况统计表情况统计表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工程类型/区域 防护面积（hm2
） 工程量（m3

）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防治区 截水梗 0.01 18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覆土工程 1.16 4100 

3.5.2 水土水土水土水土保持保持保持保持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措措措措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施完成情况 

（1）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体系如下： 

表表表表 3-4   水保方案设水保方案设水保方案设水保方案设计计计计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量汇总表量汇总表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 
面积 

(hm2) 

工程量 

羊草(kg) 

染房村联村电站 1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26 367.8 

染房村联村电站 2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24 337.2 

平合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0 36.0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80 24.0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8.78 263.4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74 22.2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5.67 170.1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7 35.1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1 36.3 

双平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33 39.9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6 34.8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71 351.3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2.83 84.9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2.85 85.5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91 27.3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65 19.5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64 19.2 

合计 65.15 1954.5 

（2）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根据外业调查结果和查阅收集的资料，建设单位于 2020年 5月~2020年 7

月，对 17个扶贫电站防治分区实施了撒播种草。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见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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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措施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措施 
面积 

(hm2) 

工程量 
实施时间 

羊草(kg) 

染房村联村电站 1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26 370 2020年 5月~7月 

染房村联村电站 2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24 340 2020年 5月~7月 

平合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0 40 2020年 5月~7月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80 25 2020年 5月~7月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8.78 270 2020年 5月~7月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74 25 2020年 5月~7月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5.67 175 2020年 5月~7月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7 38 2020年 5月~7月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防治区 撒播种草 1.21 38 2020年 5月~7月 

双平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33 45 2020年 5月~7月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6 35 2020年 5月~7月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11.71 360 2020年 5月~7月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2.83 88 2020年 5月~7月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2.85 86 2020年 5月~7月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91 28 2020年 5月~7月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65 20 2020年 5月~7月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防治区 撒播种草 0.64 20 2020年 5月~7月 

合计 65.15 2003  

3.6 水土保持投资水土保持投资水土保持投资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完成情完成情完成情况况况况 

3.6.1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62.21万元，其中包含工程措施投资 11.74万

元，植物措施投资 16.48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0.56万元，独立费用 20.58万元（水

土保持工程监理费 3.0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5.00万元），预备费 1.47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1.38万元。 

3.6.2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持实际持实际持实际持实际投资投资投资投资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发生的总投资为 161.7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2.37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6.88万元，独立费用 20.58万元。 

3.6.3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变化情况变化情况变化情况变化情况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总投资相比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减少 0.44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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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增加 0.63万元，植物措施增加 0.40万元，独立费用无变化，基本预备

费减少 1.48万元，具体变化情况详见表 3-6。 

表表表表 3-6  水水水水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投资投资投资投资变化变化变化变化情况情况情况情况表表表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量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1.74 12.37 0.63  

1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0.22 0.22 0.00  

2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11.51 12.15 0.64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6.48 16.88  0.40  

1 染房村联村电站 1 3.1 3.12  0.02  

2 染房村联村电站 2 2.84 2.86  0.02  

3 平合村村级电站 0.3 0.33  0.03  

4 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0.2 0.21  0.01  

5 万发永村联村电站 2.22 2.28  0.06  

6 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 0.19 0.21  0.02  

7 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1.43 1.47  0.04  

8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0.3 0.32  0.02  

9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0.31 0.32  0.01  

10 双平村村级电站 0.34 0.38  0.04  

11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0.29 0.29  0.00  

12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 2.96 3.03  0.07  

13 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 0.72 0.75  0.03  

14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 0.72 0.72  0.00  

15 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 0.23 0.24  0.01  

16 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 0.16 0.16  0.00  

17 海布日嘎嘎查村级电站 0.16 0.17  0.01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0.56 0.56 0.00  

1 其他临时工程 0.56 0.56 0.0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20.58 20.58 0.00  

1 建设管理费 0.58 0.58 0.00  

2 勘测设计费 12 12 0.00  

3 水土保持监理费 3 3 0.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5 5 0.00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49.35 50.39  1.04  

预备费 1.48 0 -1.48  

静态总投资 50.83 50.39  -0.44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1.38 111.38 0.00  

工程总投资 162.21 161.77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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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质量管理质量管理质量管理体体体体系系系系 

4.1.1 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的宗旨是把项目建成环境保护型、资源节约型、发展持续型的绿色

风电场，尽可能地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本项目由项目部负责工

程的落实和施工管理，要求管理主体工程施工的同时，必须管好相应区域的水保

工作，规范了项目基本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程序，履行了水土保持的法律责

任和义务。在资金、人员、物资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切实保证水土保持各项措

施的落实。同时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使水土保持工作处于专业部门的监督、

管理之下，提高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的专业水准。 

4.1.2 监理监理监理监理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按照项目监理目标控制总进度计划，监理人员根据现场巡查情况及时总结防

护措施质量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项目监理部报告，总监提出处理意见后，由相

应的施工单位进行处理，必要时报建设单位。通过监理的及时跟踪检查，有效保 

了防护措施的实施，控制了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对文明、环保、安全施工发挥

了积极作用。 

4.1.3 质量监督质量监督质量监督质量监督单单单单位位位位 

工程质量监督单位实施管理制度主要有：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制度、工程质量

检举、控告、投诉制度。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制度是《质量管理条例》确立的一项

重要制度。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后，有关单位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监督单位进

行报告。工程质量检举、控告、投诉制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函、电

话、来访等形式反映工程质量问题的活动。 



2 项目概况 

47 

 

4.1.4 施工单位质施工单位质施工单位质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量保证体量保证体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系和管理制系和管理制系和管理制度度度度 

在水保工程施工过程中，各施工单位建立了以总工为组长、技术员为副组长

的质量责任制，把质量目标责任分解到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施工图纸和技术标

准、施工工艺、施工承包合同要求精心施工，接受监理工程师的监督。各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多次派员到工地进行监督检查和帮助指导，使施工单位增强了水土保

持意识，并成立以施工队队长为组长、工程师为副组长，技术、测量、试验员为

组员，开展“三工序”、“三检制”活动，真正落实质量保证制度。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各防治分区水土各防治分区水土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保持工程保持工程保持工程质量质量质量质量评定评定评定评定 

4.2.1 项目划分项目划分项目划分项目划分及结及结及结及结果果果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项目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 SL336- 

2006《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参照土建工程质量评定情况，以及水土保

持工程设计，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实施和合同管理情况进行，本项目有关的划分依

据见表 4-1。 

表表表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依据划分依据划分依据划分依据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 

防（排水） 
按施工面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30m～5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不

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土地恢复 每 1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按设计图斑确定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2

，大于 1hm2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分区依据实际情况可分为 17 个防治分区。本项目水土

保持措施可依次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划分结果如下：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中的工程质量评定划分原则，参考主体

工程项目划分情况，根据工程项目组成和标段划分情况，将本工程划分为 2个单

位工程，分别为土地整治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2）分部工程划分 

根据各建设区域采取不同措施类型，将组成单位工程的单个工程划分为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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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分别为防排水、土地恢复、点片状植被。 

（3）单元工程划分 

将分部工程中可以单独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且可以进行质量考核的基本

单位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本项目共划分为 19个。 

各分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划分结果如下： 

表表表表 4-2     项目水项目水项目水项目水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土保持措措措措施施施施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单元划分表单元划分表单元划分表单元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划分结果 

 
土地恢复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覆土 1 

防（排水）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防治区截水梗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各扶贫电站防治区植被恢复 17 

合计   19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各防治分区工程质各防治分区工程质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量评定量评定量评定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现场核查，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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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措施措施措施措施工程工程工程工程质量质量质量质量评价评价评价评价表表表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质量描述 

质量评定结果 

工程名称 
单元数

量(个) 

合格

数 

合格

率 单元工

程 

分部工

程 

单位工

程 

总体

评定 
(个) (%)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绿化覆土 1 1 100 表层土厚度适宜，适宜植被恢复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排水工程 截水梗 1 1 100 结构合理、满足防冲要求 合格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各扶贫电站防治区撒播种草 17 17 100 植被盖度满足要求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计     19 19             



2 项目概况 

50 

 

4.3 弃弃弃弃渣场稳定渣场稳定渣场稳定渣场稳定性性性性评估评估评估评估 

本项目为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期土石方开挖量较小，且多余少量回填土石方

均集中堆积在光伏支架基础周围，无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总体质量评总体质量评总体质量评价价价价 

经质量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 19 个单元工程中单元工程全部合格，3 个分

部工程质量合格，2个单位工程的质量合格。 

综上所诉，本项目各分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完整性较好，无破

损和残缺，工程质量达标，并起到了防护坡面及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各分区植

物措施依据本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合理布置，保证植被的成活率，从而取得了较

好的植被恢复效果。 

综上所述，本项目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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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初期运行初期运行初期运行初期运行及水及水及水及水土保持效果土保持效果土保持效果土保持效果 

5.1 初初初初期运行情况期运行情况期运行情况期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自 2019年 9月起，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建

设，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使得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工程质量和

防治效果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本项目有关水土保持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保证了各项

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综合防治效益初步显现。有关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

管理责任落实较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

运行有了保证。 

5.2 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水水水土流失土流失土流失土流失治理度治理度治理度治理度 

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65.19hm2，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措施面积 65.12hm2

（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0.01hm2、植物措施 65.11hm2），水土流失治理度已达

到 99.89％，未达到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的目标值。 

5.2.2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流流流流失控失控失控失控制比制比制比制比 

项目区内水土流失区域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为 500t/km2
•a，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t/hm2
•a。项目区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的目标值。 

5.2.3 表土保护率表土保护率表土保护率表土保护率 

本工程基础全部采用灌注桩，未对地表产生大面积开挖和扰动，有效保护了

表层土壤，本项目表土保护率可达到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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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渣土防护率渣土防护率渣土防护率渣土防护率 

经过现场调查与走访问询，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无多余弃土（石、渣）产生，

施工过程中的临时堆土均得到了有效控制。经过综合分析，项目区内的渣土防护

率可以达到 95%。 

5.2.5 林草植林草植林草植林草植被恢复被恢复被恢复被恢复率率率率 

本项目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65.19hm2，目前项目区已恢复植被总面积为

65.11hm2，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88%。 

5.2.6 林草覆盖率林草覆盖率林草覆盖率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为 65.52hm2，植物措施保存面积 65.11hm2。项目区林草

覆盖率为 99.37%，达到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林草覆盖率 25%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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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 

为了做好本项目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作，确保项目区周边生态环境保持

良好，减少施工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建设单位结合水土保持建设需要，成立了

环保水保领导小组，领导和统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建设管护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由建设单位项目经理担任，负责水土保持的全面工作，包含水

土保持的资金管理、进度把控和质量监督，同时负责协调公司各部门关系。副组

长由风场总工担任，主要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具体实施工作，并负责对外的沟通

联络。组员分别由来自建设单位的各个部门。 

领导小组督促和监督施工单位，杜绝各种违法施工行为的发生；加强水土保

持宣传工作，向施工人员和公司职工宣传水土保持法律和制度，提高了参建单位

及人员的水土保持意识。 

6.2 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水土保持的相关规章制度，将水

土保持工作纳入到公司的日常管理中，制定了各级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等规定，

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体系。 

通过这些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确保本项目建设中未发生人为重大水土流

失责任。有效地保障了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能发挥良

好的防治效果，也为下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奠定了基础。 

6.3 建设管理建设管理建设管理建设管理 

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承担了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监理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以主体工程监理为依托，

执行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贯彻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基本措施，完成

了水土保持监理任务。 

建设单位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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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照有关规定，采用了现场巡查、实地量

测和资料查阅等方式，对本项目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监测。 

6.4 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水土保持监持监持监持监测测测测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7月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

分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接受委托之后，立即成立了本

项目监测小组，并于 2020年 7月 28日进入项目区现场，依据最终建设单位完成

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建设内容、产生的最终扰动面积，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计算

水土流失量及六项指标，最终汇总形成《翁牛特旗天汇风电有限公司翁牛特旗和

平营子风电场 10万千瓦风电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理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7月委托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

分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监理单位接到任务后，根据有关监理规

定，成立了项目监理部，并委派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担任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并包含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监理部随后对本

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本项目监理范围为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和植物措施。 

由于监理单位进场相对较晚，监理人员正式展开工作时，本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已大部分施工完毕，未做到实时同步监理。监理单位对已经实施完毕的水土保

持措施的工程量和投资以及施工时间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并对其工程质量进行了

核验和评定。监理未充分发挥“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投资控制”的作用。 

2020 年 8 月，监理单位完成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并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理

总结报告。 

6.6 水行政主管水行政主管水行政主管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翁旗水行政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设期间多次进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要求

建设单位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并要求对地表植被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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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期水土保持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 

6.7 水水水水土保持设施土保持设施土保持设施土保持设施管理维管理维管理维管理维护护护护 

本项目建设完毕后，建设单位做为本项目运营管理主体，负责本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总负责人为建设单位的副总经理，具体负责部门

为建设单位的工程部。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本项目水土保持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可

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保证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运行，综合防治效益初

步显现。本项目已实施完毕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管理责任落实较好，

初步发挥了保水保土的作用，水土保持设施目前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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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7.1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

汉旗境内。项目由 17个村级（或联村）扶贫电站组成。工程于 2020年 8月开工

建设，于 2020年 10月完工。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无

变化；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总投资相比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减少 0.44 万元，其

中工程措施增加 0.63万元，植物措施增加 0.40万元，独立费用无变化，基本预

备费减少 1.48万元。 

通过核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履行了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及时编报了水土保

持变更方案；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和监测工作。建设单位将工程建

设实际占用和扰动的土地均纳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进行了防治，工程实施的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充分且合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合格，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初步发挥效益，植物措施成活率及林草覆盖率均满足验收要

求。 

验收组认为：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完成的水土保

持设施达到水土保持验收要求。 

7.2 遗留问遗留问遗留问遗留问题安排题安排题安排题安排 

1）乌兰召村联村电站防治分区撒播种草成活率相对较低，建议进行补植补

种； 

2）运行期间对已种植草种进行实时观测成活情况，并做到专人维护，及时

补种，确保水土保持措施长久发挥效益。 



 

附件 1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验收照片 

 

 

 

 

 

 

 

内蒙古欣泽水利水保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验收验收验收验收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111（（（（染染染染房房房房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 1111））））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2222（（（（染染染染房房房房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村联村电站 2222））））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3333（（（（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平合村村级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4444（（（（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万发永村村级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5555（（（（万发万发万发万发永村永村永村永村联村电站联村电站联村电站联村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6666（（（（乌兰胡同村乌兰胡同村乌兰胡同村乌兰胡同村村级电站村级电站村级电站村级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7777（（（（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8888（（（（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111））））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9999（（（（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222））））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0101010（（（（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双平村村级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1111111（（（（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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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4141414（（（（乌兰乌兰乌兰乌兰召村召村召村召村联村联村联村联村电站电站电站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5151515（（（（敖润苏莫嘎查敖润苏莫嘎查敖润苏莫嘎查敖润苏莫嘎查村级村级村级村级电站电站电站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6161616（（（（固日班毛都嘎查固日班毛都嘎查固日班毛都嘎查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村级村级村级电站电站电站电站））））    



    

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现场照片 17171717（（（（海布日嘎嘎查海布日嘎嘎查海布日嘎嘎查海布日嘎嘎查村级村级村级村级电站电站电站电站））））    

    



 

附件 2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相关附件 

 

 

 

 

 

 

 

内蒙古欣泽水利水保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防排水工程、土地恢复 

建设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验收地点：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 

验收日期：2020 年 8 月 

 



开开开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 

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赤峰金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赤峰分公司 

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扶贫开发办公室 

 

 

验收日期：2020 年 8 月 

验收地点：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项目电站项目电站项目电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验收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验收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验收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验收    

鉴定书鉴定书鉴定书鉴定书    

 

2020 年 8 月 1 日，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北京林

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参与成立了敖汉敖汉敖汉敖汉

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扶贫电

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组对该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

验收工作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后

形成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由 17 个村

级（或联村）电站组成，其中 7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

4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玛尼罕乡，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萨力巴乡，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各电站周边有公路玉四线、荷

哈线、荷前线等多条县道或乡道经过，同时各电站与外界均有乡

村水泥路或砂石路相连，各电站交通条件较为便利。 

7 座电站规模：染房村联村电站 1 为 6000kWp、染房村联村

电站 2 为 6000kWp、平合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万发永村村级

电站为 435kWp、万发永村联村电站为 4050kWp、乌兰胡同村村

级电站为 310kWp、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为 2845kWp、玛尼罕村

村级电站 2 为 500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为 405kWp、双平 



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为 425kWp、张家

营子村联村电站为 6000kWp、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

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为 1085kWp、敖润苏莫嘎查村级电站为

370kWp、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 和海布日嘎嘎查

村级电站为 310kWp。 

本项目总投资为 19854.2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75.09 万

元。资金来源全部为政府投资。 

工程于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底施工结束，

总工期 3 个月。 

二、二、二、二、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    

1、建设内容及工程量：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2 防治区完成截水梗 18m3，哈拉乌苏

村村级电站防治区的覆土 4100m3。 

2、施工时间：2019 年 9 月，2020 年 5 月。 

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    

截水梗土质夯实较为密实，结构保存完好，无破损，起到了

很好的截排水作用；覆土土质及厚度均满足植被恢复要求。土地

整治工程共划分为 2 个分部工程，即防排水工程及土地恢复，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土地整治工程落实到位，经评定该单位工程

质量合格。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 

建设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验收地点：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萨力巴乡、木头营子乡 

          敖润苏莫苏木 

验收日期：2020 年 8 月 



 

开开开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方案编制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 

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赤峰金鹏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赤峰分公司 

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运行管理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扶贫开发办公室 

 

 

验收日期：2020 年 8 月 

验收地点：赤峰市敖汉旗玛尼罕乡、萨力巴乡、木头营子乡 

          敖润苏莫苏木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项目电站项目电站项目电站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    

验收鉴定书验收鉴定书验收鉴定书验收鉴定书    

 

2020 年 8 月 1 日，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北京林丰源

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参与成立了敖汉旗敖汉旗敖汉旗敖汉旗

“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扶贫电站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组对该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

收工作组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后形

成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一、工程概况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由 17 个村级

（或联村）电站组成，其中 7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木头营子乡，

4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玛尼罕乡，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萨力巴

乡，3 个电站位于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各电站周边有公路玉

四线、荷哈线、荷前线等多条县道或乡道经过，同时各电站与

外界均有乡村水泥路或砂石路相连，各电站交通条件较为便

利。 

7 座电站规模：染房村联村电站 1 为 6000kWp、染房村联村电

站 2 为 6000kWp、平合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万发永村村级

电站为 435kWp、万发永村联村电站为 4050kWp、乌兰胡同村



村级电站为 310kWp、木头营子村联村电站为 2845kWp、玛尼

罕村村级电站 2 为 500kWp、玛尼罕村村级电站 1 为 405kWp、

双平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为 425kWp、

张家营子村联村电站为 6000kWp、张家营子村村级电站为

500kWp、乌兰召村联村电站为 1085kWp、敖润苏莫嘎查村级

电站为 370kWp、固日班毛都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 和海布

日嘎嘎查村级电站为 310kWp。 

本项目总投资为 19854.2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75.09 万元。

资金来源全部为政府投资。 

工程于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底施工结束，总工

期 3 个月。 

二、二、二、二、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工程完成情况    

1、建设内容及工程量： 

各电站防治分区撒播种草 2003kg。 

2、施工时间：2020 年 5 月~2020 年 7 月。 

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三、工程质量评定    

种草区域覆盖度达到了 65%以上，且满足方案设计的林草

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的要求。植被建设工程共划分为 1 个

分部工程，即点片状植被，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四、验收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植被建设工程落实到位，经评定该单位工程

质量合格。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建设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

目 

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土地恢复 

施工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理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 

验收地点：敖汉旗玛尼罕乡 

 

2020 年 8 月 

 



1、开工完工时间 

2020 年 5 月开工，当月完工。 

2、主要工程量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防治区实施绿化覆土 4100m
3。 

3、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无。 

4、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哈拉乌苏村村级电站 1 处实施绿化覆土，划分为 1 个单

元工程。 

5、质量评定 

    所含单元工程全部合格。 

6、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7、验收结论 

经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合格。 

8、保留意见 

无。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建设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

目 

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防排水工程 

施工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理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 

验收地点：敖汉旗玛尼罕乡 

 

2020 年 8 月 

 



1、开工完工时间 

2020 年 9 月开工，当月完工。 

2、主要工程量 

玛尼罕村村级电站2修建截水梗200m，土方夯实18m
3。 

3、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无。 

4、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共设土质截水梗 1 条。共计 1 个单元工程。 

5、质量评定 

    所含单元工程全部合格。 

6、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7、验收结论 

经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合格。 

8、保留意见 

无。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建设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

目 

单位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 

施工单位：敖汉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理单位：北京林丰源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 

验收地点：敖汉旗玛尼罕乡、萨力巴乡、木头营子乡 

          敖润苏莫苏木 

 

2020 年 8 月 



1、开工完工时间 

2020 年 5 月~7 月。 

2、主要工程量 

各扶贫电站防治区撒播羊草 2003kg。 

3、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无。 

4、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本项目共计 17 个扶贫电站防治区。共划分为 17 个单元工程。 

5、质量评定 

    所含单元工程全部合格。 

6、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7、验收结论 

经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合格。 

8、保留意见   

无。 

 



 

附件 3 

 

 

 

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敖汉旗“十三五”第二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相关图件 

 

 

 

 

 

 

 

内蒙古欣泽水利水保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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