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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广东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汕尾市陆河县的螺河水域，

由螺河水系陆河段干流、南北溪、新田河及部分支流组成，河段全长

125.68公里，总面积 1865.6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花鳗鲡及其栖息

生态环境，其中核心区 660公顷、缓冲区 617.6公顷、实验区 588公

顷。该保护区于 2004年 12月设为县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6年 6月

升格为市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9年 4月升格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省潮惠高速公路是广东省重点项目（下称“潮惠高速”），

由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 303亿元，起于潮

州市古巷镇，经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惠州，终于惠东县大岭镇。

潮惠高速项目于 2010年 12月 10日获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

立项核准批复（粤发改交通〔2010〕1175号），于 2010年 6月委托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写了《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年 12月获得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

于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文号：

粤环审【2010】421号）；2016年 12月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编写了《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变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7年 2月获得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潮州至惠

州高速公路变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文号：粤环审【2017】

73号）（见附件二）。项目于 2013年 6月开工，并于 2016年 12月

全线建成后进入试运营阶段。 

    在前期立项及开展环评阶段，由于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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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环评单位未发现潮惠高速穿越广东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

未按相关规定编制该项目对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影响专题评价，项目原

环评及变更环评亦未涉及该保护区内容，导致该项目违法使用花鳗鲡

保护区河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为能够依法依

规解决处理这一问题，建设单位和陆河花鳗鲡保护区主管部门委托广

东高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潮惠高速公路项目对陆河花鳗鲡保护区

的土地损害和生态环境影响损害进行评估。接受委托后，广东高诚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即成立课题组，前往项目现场进行勘查、测量，收集

相关资料，实地走访相关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项目情况的基础上，

形成本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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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概况与沿线工程内容 

2.1 潮惠高速项目概况与沿线工程内容 

根据《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广东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批文号：粤环审【2010】421号）、《广东省潮州至惠州

高速公路变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

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变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批文号：

粤环审【2017】73号），潮惠高速项目工程内容：潮惠高速主线全

长 246.7 km，起点于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与规划的四横漳州至玉林

高速公路潮州段相接，自东向西经过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惠州

五个地级市，终点到达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与惠莞高速公路惠州段衔

接。工程路段由 1条主线和 6条连接线（海城连接线、机场进场路、

厦深铁路潮汕站连接线、谷饶连接线和陆河东连接线）共 7部分组成，

线路全长 287.2 km。项目线路全程走向详见图 2-1（a）～图 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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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a） 项目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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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b） 项目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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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c） 项目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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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c） 项目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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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潮惠高速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概况 

2.2.1陆河花鳗鲡保护区概况 

广东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汕尾市陆河县的螺河水域，

由螺河水系陆河段干流、南北溪、新田河及部分支流组成，河段全长

125.68公里，总面积 1865.6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花鳗鲡及其栖息

生态环境，其中核心区 660公顷、缓冲区 617.6公顷、实验区 588公

顷。该保护区于 2004 年 12 月设为县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6 年 6 月

升格为市级自然保护区；于 2009 年 4 月升格为省级自然保护区。陆

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规划情况详见图 2-2。 

 
           图 2-2 广东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规划图 

2.2.2潮惠高速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概况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其委托的环评单位在前期立项及

开展环评阶段未发现潮惠高速穿越广东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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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相关规定编制该项目对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影响专题评价，导致该

项目出现违法使用花鳗鲡保护区河段情况，二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

区核心区、一次穿越缓冲区、二次穿越实验区。为了解广东潮惠高速

公路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广东公信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年 9月 27-28日到保护区现场进行了勘查测量，测量结果显示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共占用保护区河道面

积 9175.97 m2，其中，占用核心区河道面积 3952.60 m2，缓冲区 2978.81 

m2、实验区 2244.46 m2，详细的穿越情况见表 2-1和图 2-3及附件三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跨越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测量报告》 。

此外，五处保护区穿越点的边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占用，遗留边坡裸

露、植被破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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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一览表 

采样点编

号 

穿越河流

名称 

穿越保护

区功能区

划 

穿越处桥梁架设情况 穿越河段 备注 

桥梁名称 桥梁中心桩

号 

桥梁组合 桥 梁 长

度（m） 

桥梁上部构造 河流平均长宽

度（m） 

面 积

（m2） 

1# 新田河 核心区 新田河

大桥 

左幅 K137+628 25+6×（4×25）

+25 

655.6 预应力混凝土先

简支后连续组合

箱梁 

因不规则不能

测出平均长度、

宽度 

2211.61  

 

 

架设情

况由潮

惠公路

公司提

供 

2# 新田河 核心区 新田河

大桥 

右幅 K137+590.5 25+3×25+6×（4

×25）+25 

730.6 预应力混凝土先

简支后连续组合

箱梁 

平均宽度：

37.20  平均长

度：46.40 

1741 

3# 螺河 缓冲区 螺河   

大桥 

左幅 K129+793.5 （25+2×40+25）

+12×25 

435.68 现浇预应连续响

梁+预应力混凝

土组合箱梁 

平均宽度：

34.00   

平均长度：

88.88 

2978.81 

右幅 K129+781.0 （25+2×40+25）

+13×25 

460.68 现浇预应连续响

梁+预应力混凝

土组合箱梁 

4# 樟河 实验区 樟河   

大桥 

左幅 K126+074.0 15×30 456.4 预应力混凝土组

合箱梁 

平均宽度：

37.20  

平均长度：

25.00 

914.4 

5# 樟河 实验区 樟河   

大桥 

右幅 K126+089.0 16×30 486.4 预应力混凝土组

合箱梁 

因不规则不能

测出  平均长

度、宽度 

1330.06 

合计    91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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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潮惠高速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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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期损害影响回顾性分析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工程项目于 2013年 6月开工，并于 2016年

12月全线建成后进入试运营阶段。项目在建设过程，根据广东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批文号：粤环审【2010】421号）要求，委托环境保护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展了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工作，编制了该工程环

境监理月报、季报和年报。经核查相关监理报告，涉及陆河花鳗鲡

保护区河段工程于 2014年 9月开始动工建设，于 2016年 12月完成。 

为了解广东潮惠高速公路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的实际损害情

况，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高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广

东公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代表于 2018年 9月 27-28日到现场对广

东潮惠高速公路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勘查测

量，对施工期遗留的问题进行核实，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本评估

报告提供了依据。 

3.1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期涉及本项目的环境监测、环境监理

报告、水保监理报告等相关资料，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常

重视潮惠高速公路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

的保护工作，加强“保护区”施工期的现场巡查频次，重点关注新

田河大桥、螺河大桥桩基施工工作，采取永久性护筒钻孔灌注桩施

工工艺和钢管围堰方式施工；打桩钻孔泥浆隔渣后循环使用，废弃

的泥浆在泥浆池自然干化后，用作路基填土，泥浆池周围设置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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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免雨水过大而造成泥浆外溢；泥浆池设在红线范围内。通

过定期巡视与不定期检查，及时发现穿越点存在的环境问题及潜在

的环境风险，给出整改建议并及时得到解决，如 2015年第二季度的

监理季报发现新田河大桥施工弃渣收集不完全，部分落入河涌影响

水质等问题在 2015年 9月底得到解决。虽然施工期保护区没有大面

积的施工水体污染，但桥桩基施工侵占河道、对水体扰动，少量泥

沙不可避免会落入水体造成局部污染。 

3.1.2施工期水环境质量影响分析 

为了解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施工期对穿越五处陆河花鳗鲡保护区

水环境质量的影响情况，本报告收集了开工前（数据来源于 2010年

11月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的“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施工期间（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期水环境监

测报告）和施工结束后（调试期）漯河的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分

析广东潮惠高速公路建设对陆河花鳗鲡保护区水环境质量的影响程

度。各期监测数据见表 3-1及附件四，该断面执行《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表 3-1各期监测结果表明，对比开工前 2010年 8月的监测数据，

施工期间（2014年 10月）DO、NH3-N有变化，尤其是 NH3-N从 0.12～

0.16→0.136→4.71，出现超标，说明施工期对穿越点保护区水质有

一定的影响。2017-2018年监测数据说明，随着施工期结束，其水环

境影响也不复存在，水质恢复到施工前水平，符合《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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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漯河各期水环境质量检测结果           （单位 mg/L，PH值除外） 

时间 SS 电导率 水温 pH 值 DO CODmn CODcr BOD5 NH3-N 总磷 总氮 铜 锌 
氟化

物 
砷 硒 

2010 年 8

月 

13.9 

~21.6 
/ 

28.0~ 

29.2 

7.1~7.

2 

3.71~ 

4.14 
 ≤10 ≤2.0 

0.12～

0.16 

0.04~ 

0.05 
/ / / / / / 

2014 年

10 月 
/ / / 

6.94- 

7.46 

2.54- 

8.56 
/ 

10L- 

66.8 

2.0L- 

9.92 

0.136- 

4.71 
/ / / / / / / 

2017年第

一季度 
11 

69.5- 

70.2 

18.2- 

20.5 

7.19- 

7.21 

7.93- 

9.24 

2.28- 

2.35 
10L 1.5 

0.116- 

0.118 

0.06- 

0.09 

0.43- 

0.45 

0.0007- 

0.04L 

0.002L- 

0.009L 
0.09 

0.0004L

- 

0.0005L 

0.0021- 

0.0023 

2017年第

二季度 
11 

60.4- 

102.7 

20.6- 

25.3 

7.11- 

7.33 

8.14- 

8.34 

2.31- 

2.37 
10L 1.4-1.5 

0.121- 

0.125 

0.06- 

0.09 

0.46- 

0.47 
0.04L 0.009L 

0.09- 

0.11 
0.0004L 

0.0019- 

0.0023 

2017年第

三季度 
10-11 

57.9- 

68.6 

23.5- 

26.3 

7.02- 

7.13 

6.83- 

7.98 

2.21- 

2.44 
10L 1.3-1.5 

0.109- 

0.116 

0.04- 

0.07 

0.44- 

0.45 
0.04L 0.009L 

0.09- 

0.11 
0.0004L 

0.0019- 

0.0023 

2017年第

四季度 
9-10 

72.6- 

76.8 

21.2- 

28.5 

7.03- 

7.17 

7.14- 

8.64 

2.23- 

2.40 
10L 1.0-1.2 

0.102- 

0.106 
0.05 

0.44- 

0.47 
0.005L 0.009L 

0.092- 

0.11 
0.0004L 

0.0013- 

0.0017 

2018 年

第一季度 
9-10 

77.5- 

111.1 

12.6- 

21.0 

7.02- 

7.27 

7.22- 

9.89 

2.38- 

2.88 
10L 1.5-1.9 

0.096- 

0.104 

0.04- 

0.05 

0.43- 

0.45 
0.005L 0.009L 

0.083- 

0.095 
0.0004L 

0.0019- 

0.0021 

2018 年

第二季度 
10 

65.7- 

93.0 

23.7- 

25.4 

6.95- 

7.13 

6.64- 

7.24 

3.1- 

3.3 
9-10L 1.8-2.0 

0.097- 

0.102 

0.05- 

0.06 

0.44- 

0.46 
0.005L 0.009L 

0.092- 

0.095 
0.0004L 

0.0014-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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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时间 汞 镉 
六价

铬 
铅 

氰化

物 

挥发

酚 

石油

类 
LAS 

硫化

物 

粪大

肠菌

群 

硫酸

盐 

氯化

物 

硝酸

盐 
铁 锰 

亚硝酸

盐 

2010 年 8

月 
/ / / / / / 

0.12~ 

0.14 
/ / / / / / / / / 

2014 年 10

月 
/ / / / / / 

0.05L- 

0.1 
/ / / / / / / / / 

2017 年第

一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1L 
0.004L 

0.002L- 

0.004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60 

1.45- 

1.61 

1.69- 

1.85 
0.13 

0.01L- 

0.06 

0.01L- 

0.0188 

0.006- 

0.009 

2017 年第

二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4L 0.003L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40 

1.51- 

1.56 

1.63- 

2.11 

0.13- 

0.14 

0.01L- 

0.05 

0.01L- 

0.02 
0.009 

2017 年第

三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4L 0.003L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L-60 

1.51- 

1.58 

1.63- 

2.37 

0.13- 

0.15 

0.03- 

0.06 

0.01L- 

0.03 

0.016L- 

0.009 

2017 年第

四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4L 0.003L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40 

1.49- 

1.56 

2.15- 

2.41 

0.137

- 

0.160 

0.02 
0.01L- 

0.03 
0.016L 

2018 年第

一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4L 0.003L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40 

1.49- 

1.59 

2.03- 

2.23 

0.137

- 

0.161 

0.02 
0.01L- 

0.01 
0.016L 

2018 年第

二季度 

0.000

04L 
0.0004L 0.004L 0.003L 0.001L 

0.00

03L 
0.01L 0.05L 0.005L 20 

1.57- 

1.76 

0.007- 

2.25 

0.131

- 

0.143 

0.01- 

0.02 
0.01 0.0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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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期植被损害影响回顾性分析及补偿措施 

3.2.1施工期植被损害影响回顾性分析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和现场勘查情况，广东潮惠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穿越核心区二次占用河道面

积 3952.60 m2，穿越缓冲区一次占用河道面积 2978.81 m2，穿越实

验区二次占用河道面积 2244.46 m2，共占用保护区河道面积 9175.97 

m2。此外，五处保护区穿越点的边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占用，遗留边

坡裸露、植被破坏等问题。 

3.2.2施工期植被损害影响补偿 

现场勘查情况发现广东潮惠高速公路工程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

保护区（其中 2次穿越核心区，1次穿越缓冲区，2次穿越实验区）

除了占用各类保护区河道外，还对五处穿越点河段边坡植被造成破

坏，现场边坡裸露（见 1#-5#现场照片），建议建设单位根据表 3-2

内容给予 25万元的植被损失补偿。 

3.3 施工期遗留问题及解决措施 

施工期遗留问题主要为五处保护区穿越点的边坡均受到不同程

度的占用，施工点存在较多遗留问题，边坡裸露、植被破坏等现象

较严重，2#点和 4#点边坡局部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建设单位必须给

予高度重视，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期完成，经

多方协商，预计基本完善各处穿越点施工遗留的问题需 15万元。五

处保护区穿越点遗留问题及采取措施详见下表 3-2和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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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施工期遗留问题及解决措施 

穿越

点 

编号 

穿越

河流

名称 

穿越保

护区功

能区划 

遗留 

问题 

面积

（m2） 

采取措施 基本完

善预计

金额（万

元） 

补偿 

金额 

（万

元） 

1# 新 田

河 

核心区 边坡裸

露、遗留

垃圾 

 

1106 

清除垃圾、绿

化 

 

3.88 

 

6.3 

2#  

 

新 田

河 

 

 

核心区 

工程未完

结，需完

善；遗留

施工垃

圾；局部

存在水土

流失。 

 

 

840 

完善工程内

容、清除施工

垃圾、绿化；

重点解决局

部水土流失

问题。 

 

 

2.87 

 

 

4.8 

3#  

 

螺河 

 

 

缓冲区 

遗留工程

（应急

池）、复

绿、边坡

维护 

 

 

896 

落实应急池

处理、复绿、

图片对岸边

坡维护 

 

 

3.06 

 

 

5.2 

4#  

 

樟河 

 

 

实验区 

施工点欠

平整、遗

留淤泥、

局部水土

流失、河

堤破损 

 

 

456 

施工点恢复

原状、河堤修

复、解决局部

水土流失问

题 

 

 

1.56 

 

 

2.6 

5#  

樟河 

 

实验区 

遗留施工

垃圾、河

堤局部破

损 

 

1050 

 

恢复原状 

 

3.63 

 

6.1 

    合计 4348  15.0 25.0 

注：基本完善内容由保护区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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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现场照片 1      1#点现场照片 2         1#点现场照片 3 

 

2#点现场照片 1          2#点现场照片 2  

  
2#点现场照片 3                        2#点现场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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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现场照片 1                     3#点现场照片 2 

  
3#点现场照片 3                    3#点现场照片 4 

  

4#点现场照片 1         4#点现场照片 2         4#点现场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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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现场照片 1         5#点现场照片 2         5#点现场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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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损害评估 

广东公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河分公司于 2018年 9月 27日对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的穿越情况进行了实

地勘查测量，二次穿越核心区占用河道面积 3952.60 m2，一次穿越

缓冲区占用河道面积 2978.81 m2，二次穿越实验区占用河道面积

2244.46 m2，共占用保护区河道面积 9175.97 m2，具体的穿越情况见

表 2-1。 

为秉承科学、客观、独立、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圳市

同致诚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资质等级：国家壹级房地产估

价机构（证书编号：粤建房估深备[2017]0006 号）全国范围内从事

土地评估业务（证书编号：A201844009 号）】估价人员在进行实地

查勘，广泛收集有关市场信息和估价对象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

关房地产估价的法律法规和咨询目的，按照科学的估价程序，并运用

基准地价法，对广东潮惠高速公路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占用河

道进行估价测算，确定估价对象在满足本次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

公开市场价值为 RMB 1,403,910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叁仟玖

佰壹拾元整，详见下表《估价结果明细表》及附件五《土地咨询报告》。 

 

 

 

 

1、陆生生态影响评估 

（1）保护区陆生生态现状调查 

（2）回顾性影响分析（施工期和运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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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建议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其中穿越核心

区二次占用河道面积 3952.60 m2，穿越缓冲区一次占用河道面积

2978.81 m2，穿越实验区二次占用河道面积 2244.46 m2，共占用保护

区河道面积 9175.97 m2，同致诚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估价

金额为 140.391万元。此外，五处保护区穿越点的边坡也受到不同

程度的占用，遗留边坡裸露、植被破坏等问题，涉及面积 4348 m2，

预计基本完善各处穿越点施工遗留的问题需 15万元，根据项目五次

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造成的局部植被损害情况，建议根据表 3-2

内容给予 25万元的植被损失补偿。 

综上，广东潮惠高速公路五次穿越陆河花鳗鲡保护区遗留问题

基本完善及损害补偿金额共为 180.3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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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 

1、附件一 相关资质 

2、附件二 环评批复 

3、附件三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跨越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测

量报告》 

4、附件四 检测报告 

5、附件五 《土地咨询报告》 

 

 

 

 

 

 

 

 

 

 

 

 

 

 



 

25 
 

 

附件一  广东高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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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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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工程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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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广东潮惠高速公路跨越陆河花鳗鲡省级自然保护区测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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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7年及 2018 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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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土地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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