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单位：长兴县和平镇中心小学



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报告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和性质

项目名称：和平小学新建食堂设施工程

项目地址：长兴县和平镇和平村

建设单位名称及性质：长兴县和平镇中心小学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建筑面积：3566.18㎡。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

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实现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

本工程根据《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 和《建筑施工现场环境和卫生

标准》 JGJ146-2013 的规定，并依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总结环境保护的主

要控制项，见下表：

临时工程环境保护控制。

空气及扬尘污染、噪声及振动污染、水污染、光污染控制。

水土保持控制。

环境资源节约(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能与能源利

用及节地与土地资源利用)的控制。

废弃物管理控制。

周边区域安全控制。

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防止大气、扬尘、噪声的污

染等，并建立有效的预防措施。

现场环境和卫生达到《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 和《建筑施工现场环

境和卫生标准》 JGJ146-2013 的规定，并符合湖州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要求。

建立健全专项环境或保洁组织及制度，积极做好所辖区(施工作业区、



生活区、办公区及公共区等)的日常保洁卫生、防火、防汛和消毒工作，防

控传染病发生。

本项目的环境目标和指标具体为：

施工噪声
确保施工现场场

界噪声排放达标

施工内容
场界噪声限值（dB）

昼间 夜间

土石方 ≤75 ≤55

结构施工 ≤70 ≤55

装修施工 ≤65 ≤55

施工现场扬尘
减少施工现场

粉尘排放

施工现场道路硬化率 100%

搅拌站封闭率 100%

水泥等易飞扬材料入库率 100%

施工污水排放
主要污染物

均达标排放

PH 6-9

化学耗氧量 500mg/L

悬浮物 400mg/L

油类 100mg/L

废弃物

垃圾分类管理

分类管理率 100%可回收废物
及时回收

道路遗洒
杜绝物料
灰土遗洒 在市区道路上不发生任何物料遗洒

水电消耗

节约水电，

万元施工产值
节电 5%，节水 5%

万元产值用电量,控制在 340Kwh。

万元产值用水量,设搅拌站时,为 78m³,
不设搅拌站时,为 42.5m³

材料使用超耗 不超过材料预算 钢筋节约 1 5%，水泥节约 1%



本工程排放的废水主要有以下几种： 基坑降水抽排的地下水、雨水、生

活废水、搅拌及各种设车辆清洗废水等。

1、根据不同施工地区排水网的走向和过载能力，选择合适的排口位置

和排放方式。基坑降水抽排的地下水经三级沉淀后排入市政管道。

2、在工程开工前完成工地排水和废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并保证工地排

水和废水处理设施在整个施工过程的有效性，做到现场无积水、排水不外溢、

不堵塞、水质达标。

3、雨季施工时制定有效的排水措施，钻(冲)孔桩的施工现场有有效的

废浆处理设备，采用固定泥浆池，泥浆池采用土砂袋堆砌，外包无纺布，废

弃泥浆由泥浆车运出场外按照环保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4、根据施工实际，考虑湖州市降雨特征，制定雨季、特别是汛期，避

免废水无组织排放、外溢、堵塞城市下水道等污染事故发生的排水应急相应

工作方案，并在需要时实施。

5、施工现场设置专用油漆油料库，库房地面墙面做防渗漏处理，储存、

使用、保管专人负责，防止油料跑、冒、滴、漏污染土壤、水体。

6、施工现场不搅拌混凝土，不设置混凝土搅拌站。现场设置供、排水

设施，避免积水，防止书水管道跑、冒、滴、漏。

7、场地内设沉淀池和冲洗池，生活污水和其他污水分别处理后方能经

排水管道排入市政排水管网，施工中产生的泥浆未经沉淀不得排入市政排水

管网，废浆和淤泥用封闭的专用车辆进行运输。



本工程大气污染源主要有： 运输、开挖、燃油机械等。

1、对易产生粉尘、扬尘的作业面和装卸、运输过程，制定操作规程和

洒水降尘制度，在旱季和大风天气适当洒水，保持湿度。在 4 级以上风力条

件下不进行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

2、施工垃圾采用容器吊运到地面，垃圾要及时清运，清运时要洒水，

防止扬尘。工程本着节能、环保的理念做到垃圾分类堆放，及时清运出现场，

现场不得堆积大量垃圾。

3、合理组织施工、优化工地布局，使产生扬尘的作业、运输尽量避开

敏感点和敏感时段。

4、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任何废弃物和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烟尘、臭

气的物质。

5、工程使用商品混凝土。

6、水泥等易飞扬细颗粒散体物料尽量安排库内存放实、覆盖。

7、选择合格的运输单位，做到运输过程不散落。

8、在使用、运输水泥、白灰和其它易飞扬的细颗粒散体材料时，要做

到轻拿轻放文明施工，防止人为因素造成扬尘污染。

9、施工现场出入口设冲车台，车辆出场冲洗车轮，减少车轮携土。

10、拆除构筑物时要有防尘遮挡，在旱季适量洒水。

11、清扫施工现场时，要先将路面、地面进行喷洒湿润后再进行清扫，

以免清扫时扬尘。当风力超过三级以上时，每天早、中、晚至少各洒水一次，

洒水降尘应配备洒水装置并指定专人负责。



12、沿施工现场围挡或易产生扬尘一侧设置喷淋设施。

13、存土应采用喷洒防尘剂、苫盖或种植处理。

14、水泥库、白灰等粉状物应入库存放。

15、使用开槽机、砂轮锯施工时，必须设隔尘罩，防止飞溅物飞扬。

16、施工用的油漆、防腐剂、防火涂料等易污染大气的化学物品统一管

理，用后用盖盖严，防止污染大气。

17、施工现场在施工前做好施工道路的规划和设置，临时施工道路基层

夯实、路面硬化。

18、流体材料用密目网苫盖，防止扬尘。尽可能在仓库内进行，不在现

场消化生石灰。

本工程施工噪声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施工机械、施工活动、运输车辆等。

1、采取降噪措施，施工过程中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的噪声符合国家和

本市规定的环境噪声施工场界排放标准。

2、工程开工十五日前向当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提出申请，说明工程项

目名称、建筑者名称、建筑施工场所及施工期可能排放到建筑施工场界的环

境噪声强度和所采用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等。

3、施工噪声的控制标准：

⑴对施工噪声的控制，选用噪声和振动符合城市环境噪声标准的施工机

械，同时采用低噪音施工工艺和方法。

⑵作业时间严格按照浙江省基本建设工程文明施工规定要求： 6 时至

12 时、14 时至 23 时； 夜间不施工。



⑶按照不同施工阶段施工作业噪声的限制值，安排作业时间。

4、现场施工噪音的监控： 施工现场每月进行一次噪音监测，测点选在

现场围墙处，现场设四个监测点，布置在场地四周，设专人做噪声监测并做

记录，接受社会监督。

5、夜间不进行产生噪声污染、影响他人休息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

抢险作业除外。生产工艺上必须连续作业的或者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

的，报区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6、采取有效措施，把噪声污染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并与受其污染的组

织和有关单位协商，达成协议。

⑴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将混凝土施工等噪音较大的工序放在白天进行，

在夜间避免进行噪音较大的工作。

⑵使用商品混凝土，混凝土构件尽量工厂化，减少现场加工量。

⑶施工现场在使用混凝土地泵、电刨、电锯等强噪声机具时,在使用前

采取隔声吸音材料进行降噪封闭，混凝土振捣采用低噪声振捣棒。

⑷吊车指挥配套使用对讲机。

⑸减少风管的现场制作、调直工作，保持电动工具的完好，采用低噪声

产品。

⑹管道型钢搬运轻拿轻放，下垫枕木，并避免夜间施工； 减少风管现场

制作，如需制作操作间应设在地下室或封闭房间内。

⑺使用手持电动工具（电锤、手电钻、手砂轮等） 切割机时，周围设围

挡隔音，使用设备性能优良，并合理安排工序不集中使用。

⑻采用早拆支撑体系，减少因拆装扣件引发的高噪音，监控材料机具的



搬运，轻拿轻放。

⑼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严禁大声喧哗。

光污染，是指人为原因导致高强度光亮直接或间接照射到环境和受体，

是原有的光照强度增强或者温度升高、从而干扰他人生活、学习或工作的现

象。光污染主要分为白亮污染、人工白昼、彩光污染等。施工现场产生的光

污染主要是白亮污染和人工白昼。

施工现场光污染的防治应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编制施工作业计划,需照明工序尽量避免在晚 22:00 至凌晨

6:00 之间施工。

(2)尽量选择功率较低的照明设备;照明灯加设灯罩, 透光方向集中在

施工范围,照射方向背离居民。

(3)电焊作业采取遮挡措施,避免电焊弧光外泄。

固体废物污染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

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混凝土、砂浆、碎砖等工程垃圾，混凝土的保温覆盖物，各种装饰材料的包

装物，生活垃圾及施工结束后临时建筑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等。

1、减少固体废物产生的措施： 混凝土、砂浆等集中搅拌，减少袋装水

泥使用量； 采用新型模板体系，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减少落地灰的产生； 钢

筋采用加工厂集中加工的方式，减少废料的产生； 临时建筑采用活动房屋，

周转使用，减少工程垃圾。



2、综合利用资源，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的措施： 工程废土集中过筛，重新利用，筛余物用粉碎机粉碎，不能

利用的工程垃圾集中处置； 建立水泥袋回收制度； 施工现场设立废料区，专

人管理，可利用的废料先发先用； 装饰材料的包装物统一回收。

3、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集中处置固体废物的措施： 施工现场设固定的垃

圾存放区域，及时清运、处置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防止污染环境。

4、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研究、开发工作，推广先进的防治技

术和普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科学知识。

5、制定泥浆和废渣的处理、处置方案，选择有资质的运输单位，及时

清运施工弃土和渣土，在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过程中，

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建立登记制度，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不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6、混凝土罐车每次出场前清洗下料斗。

7、土方、渣土自卸车、垃圾运输车全密闭运输车。

8、运输车辆的出场前清洗车身、车轮，避免污染场外路面。

9、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加强管

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10、教育施工人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乱丢垃圾、杂物，保持

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整洁。

11、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当分类、定点堆放，并与环

卫公司签订合同，由环卫公司进行专业化及时清运，不得乱堆乱放； 建筑物

内的垃圾必须袋清运，严禁向外扬弃。



1、油料、化学品贮存要设专用库房；

2、一律实行封闭式、容器式管理和使用，施工现场固体有毒物用袋集

装，液体物采用封闭式容器管理；

3、尽量避免泄露、遗撒； 如发生油桶倾倒，操作者应迅速将桶扶起，

盖盖后放置安全处，将倾洒油漆尽量回收。用棉丝蘸稀料将地面上不可回收

的油漆处理干净，将油棉丝作为有毒有害废弃物予以处理。

4、化学品及有毒物质使用前应编制作业指导书，并对操作者进行培训。

5、有毒物质消纳找有资质单位实行定向回收。

在工程开工前与有关部门积极联系，核实工程范围内部及周围的上下

水、通讯电缆、人防工程等情况，针对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措施。

根据甲方指定的建筑红线，在其范围内认真观察地上设施，并详细记录

其准确位置，如： 电杆、变压器等在不对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应在进场

前做出防护措施，设置临时围墙，并挂牌加以警示，晚间挂长明灯，以防有

人误入，并派专人加以管理。

对地下管线及设施一方面根据地上设施，如消防栓等，分析其地下管线

及设施的方位、走向，另一方面向有关部门申请索取本地设施资料对可能存

在的地方不得随意开挖、打木桩、搭临建。对于有电路、光缆通过的区域应

避免在该处设蓄水池、排水沟。

工地设专业小组对地下管线及其它地上地下设施的加固保护进行指导、

检查，并责任到人，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1、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确定以下物资或场所为应急准备和响应的重

点。

⑴应急物资： 氧气、乙炔、油漆； 木材、建筑垃圾、易燃装饰材料；

⑵应急点： 电气焊作业点、木工棚、装饰作业点、仓库、食堂。

2、应急准备措施如下：

⑴施工现场氧气、乙炔、油漆存放于通风条件较好的仓库内，氧气、乙

炔放置间距大于 6m，并根据《施工现场消防平面布置图》 要求，布置消防灭

火器。

⑵施工现场建筑垃圾集中堆放，设专人管理。

⑶对电气焊作业点、木工棚、装饰作业点、仓库、食堂等作业点或场所

布置数量满足《施工现场消防平面布置图》 要求的灭火器。

3、应急处理(管理)措施如下：

⑴项目部成立治安消防领导小组、义务消防队和防汛抢险队，对应急场

所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岗位教育、消防知识教育、应急准备和响应培

训，定期（每月一次） 检查应急准备工作情况，并做好记录。

⑵发生紧急情况时立即按“紧急事故处理流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扩

散。

⑶当紧急事故威胁到人身安全时，必须首先确保人身安全，迅速组织人

员脱离危险区域或场所，同时采取应急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⑷紧急事故处理结束后，项目技术总工填写应急准备和响应报告，经项

目经理签字确认后报公司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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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项目技术总工应召集项目有关人员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按

《纠正和预防措施程序》 的有关规定制定和实施纠正措施，并跟踪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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