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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部

四川德阳新场气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文件

新场〔2023〕10 号

关于新 875-1 回注工程通过、
竣工环保验收的意见

各部门：

2023 年 12 月 20 日，四川德阳新场气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在四川省德阳市组织验收工作组(见附件 1)对《新 875-1 井回注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进行了审查，出具了验收工作

组意见(见附件 2)。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

项环保措施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准。

经研究，同意新 875-1 井回注工程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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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2．验收工作组意见

新场公司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新场联益公司综合管理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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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德阳新场气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 875-1 井回注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组意见

2023 年 12 月 20 日，四川德阳新场气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正）、《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石油天然气开采》（HJ

612-20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HJ/T 394-2007）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以及《新 875-1 井

回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德环审批﹝2021﹞478号），

在德阳市组织召开了新 875-1 井回注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验收会的有设计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运营单位四川德阳新场气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施

工单位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

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监理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验收调查和监测单位四川中正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单

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会上成立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组（成员名单附后）。与会代表和专家查看现场及影像，查阅了

相关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验收调查单位调

查报告的汇报后，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及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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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德新镇五星村

建设规模：设计回注规模 200m
3
/d；利用新 875 井站建设（面

积 3400m2）。

投资情况：工程实际总投资 281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37.5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13.3%。

建设内容：依托新875井站建设，利用已停止生产的新875-1

井改建回注站，将袁家气田水处理站预处理经检测达标后的回注

水注入目的地层，回注地层为沙溪庙组；新建注水泵橇块 1 座、

金刚砂过滤器橇块 1 座、50m3高架注水罐 1 座、50m3储水罐 1 座、

提升泵橇块 1 座、接收水罐 1 座、污水池 1 座，以及相应的配套

设施，现正常运行。

（二）环评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2021 年 5 月 18 日，西南油气分公司投资发展部以分公司投

发〔2021〕7 号文予以立项；2021 年 8 月，由四川省核工业辐射

测试防护院编制完成《新 875-1 井回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1 年 11 月 30 日，德阳市生态环境局以“德环审批〔2021〕

478 号”文予以批复。

工程施工由中石化中原油建工程有限公司承担，2022 年 8

月 26 日开工，2023 年 3 月 7 日完工。

（三）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验收针对新 875-1 井回注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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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变动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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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

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等

文件，经对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

措施等五个方面的调查分析，工程没有重大变动。

三、环保设施建设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保护设施及措施

本项目依托新 875 井站建设，未新增占地，施工迹地已全部

恢复。

（二）水体及土壤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施工期：主要为生活污水、试压废水。生活污水依托站内已

有化粪池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掏处理；试压废水暂存于接收罐，

运营期回注于本项目，不外排。

营运期：主要为检修废水、设备冲洗废水和生活废水。本项

目设备检修废水、设备冲洗废水通过已建污水池收集后，用罐车

拉运至袁家气田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依托站内已有化粪池收

集后，由环卫部门清掏处理。

站场落实了地下水监控措施，利用现有民井 2 口、新建监测

井 2 口作为地下水监测井。

（三）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施工期：主要为施工扬尘、机械废气。施工扬尘通过加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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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理，洒水抑尘；机械废气自由扩散。

营运期：根据袁家气田水处理站回注水检测结果，经处理后

的回注水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废气满足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四）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施工期：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通过加强管理，同时与附近

居民加强沟通协调，夜间不施工。

营运期：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项目按照设计进行了平面布

置，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通过基础减震，修建了隔声泵房，站

场四周设 2.5m 高实体围墙进行隔声，夜间不生产。

（五）固废处置设施及措施

施工期：主要为土石方、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土石方用于

场内综合利用，无弃方；建筑垃圾由施工方统一收集清运；生活

垃圾收集后交当地环卫系统处理。

营运期：主要为污水池污泥、检修废渣、生活垃圾。废水池

污泥和检修废渣集中收集后送袁家固废处理场处理；生活垃圾依

托站内已有垃圾桶收集后交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废油：经废油桶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工区危废暂存间，交由

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六）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及措施

本项目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分区防渗，设置了污水池、

截排水沟、罐区围堰。防止废水外溢，并作防渗处理。项目废水

由专业单位采用专用密闭式罐车运输，车辆实施登记制度，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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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转运台账，严格实施交接清单制度。运营单位编制有《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 510603-2022-026-L；场站设置

现场应急处置卡。

（七）环保管理体系及措施

本项目按照 HSE 管理体系要求进行环境管理，在建设过程中

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管理机构

与管理制度健全，环境保护相关档案资料齐备，采取的环境管理

措施到位。

四、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依托新 875 井站建设，为原有井站已征用占地，不新

增占地，随着工程的结束，项目区域施工迹地已全部恢复，对环

境影响较小。

（二）对水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和运行期间废水均得到了有效处置，未发生废水

渗漏和外溢，无废水外排，未造成环境污染，也未发生环保投诉

事件。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所在区域的地下水监测点 1#、2#、

4#、5#点位总硬度超标外，其余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表 1 中Ⅲ类标准；石油类满足《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评价区地下水中无与本项目相关的特征污染因子超标，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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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无废水排放，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区域地下水造成污染。

（三）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项目施工与运行期间未发生大气污染现象，也无扰民纠纷和

环保投诉现象发生。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周界外浓度最高点非甲烷总烃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能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9728-2020）中排放限值要求。

（四）对声环境的影响

施工期间工程采取了网电等措施，同时加强了与周边居民的

沟通和协调，施工期间无噪声扰民投诉现象发生。

根据监测结果，营运期厂界噪声均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敏感点噪声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五）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调查区域外邻近土壤各项指标均能够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风险筛选值标准。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一）验收结论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

时”制度，环境保护措施整体按照环评及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落

实，未发生环境突发事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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