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市连州市X389线龙潭大桥及G323线和G537线交通安全
文明示范路工程穿越广东连江龙牙峡水产种质资源省级

自然保护区选址唯一性论证、生态影响专题评价
有关情况

一、建设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清远市连州市 X389 线龙潭大桥及 G323 线

和 G537 线交通安全文明示范路工程（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工程”）

（二）项目概况：龙潭大桥工程起点在县道 X389 九陂镇龙潭

片区龙潭村路段，位于连江西岸，终点位于连江东岸的对面江村，

接县道 X391。本项目路线整体走向沿西北到东南走向，项目路线

长度 584.78m，渠化平面交叉 1 处。工程采用桥梁方式跨越龙牙

峡自然保护区，穿越长度约 140m，需在龙牙峡自然保护区缓冲区

内设 3 组桥墩，桥墩（含承台及联系梁）占地总面积 0.0202hm²，

全部位于缓冲区。

二、项目选址唯一性论证情况

《清远市连州市X389线龙潭大桥及G323线和G537线交通安

全文明示范路工程穿越广东连江龙牙峡水产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

护区选线唯一性论证报告》围绕工程主要控制因素（县道 X389、

县道 X391、龙潭村、对面江村、连江等），拟定了 3 个比选线路

方案，从占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林地保护等级和天然

林、永久基本农田、国有林场情况，项目功能符合性，施工难度



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比选。A 线为完全避自然保护区方案，位于连

州彬源水电站和良江桥间，桥头两侧分别为良江路和湟川北路；B

线为工可比较线位，起点位于较远于龙潭村西南侧的现状 X389

处，沿西北到东南走向跨过连江后，接入现状 X391 线；K 线起点

位于龙潭村东北侧的现状 X389 上，沿西北到东南走向，于原龙潭

汽车渡口位置跨过连江后，在对面村北侧接入现状 X391 线。

A 线方案（完全避绕保护区方案）虽然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一级保护林地、天然林、永久基本农田和国有林场，

但是桥位位于连州市区，与 X389 和 X391 衔接距离远，工程规模

巨大，且与起止点间有 5 处大桥和 1 处水电站大坝可通行，该方

案与实现项目功能相违背，不合理且无实际意义，因此该方案首

先排除。

B 线方案（工可比较方案）和 K 线方案（推荐方案）均涉及

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和广东连江龙牙峡水产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护

区缓冲区，穿越长度相差不多；均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也

不涉及国有林场。其中 B 线方案（工可比较方案）虽然不涉及一

级保护林地，但涉及穿越天然林，且工程线位较长，占地多，项

目规模大，行车安全性较低，桥梁建设难度高，施工风险较大；

在桥型上采用 2*(3*40)+(2*40)m 预应力砼 T 梁桥，为双孔单向通

航，有船撞风险，阻水率稍差，施工难度适中，但存在高空作业，

风险较大，景观一般，后期维护工作量少，造价较高。而 K 线方

案（推荐方案）不涉及一级保护林地和天然林，且平面线形等各



项工程技术指标较好，与周边路网连接较协调，行车较安全，施

工风险较低；在桥型上采用 25+(45+70+45)+3*25m 预应力砼连续

刚构+预应力砼(后张)先简支后桥面连续小箱梁桥，为减少通航影

响，采用单孔双向通航，通航条件好，阻水率低，施工难度适中、

景观好，后期维护工作量少，造价较低。综合比较，K 线方案（推

荐方案）较 B 线方案（工可比较方案）优。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林地保

护等级和天然林、永久基本农田、国有林场、工程控制性因素、

桥型方案、社会稳定风险等方面进行分析，K 线方案（推荐方案）

最优，具有唯一性。



龙潭大桥桥位比选方案示意图



三、生态影响专题评价情况

《清远市连州市X389线龙潭大桥及G323线和G537线交通安

全文明示范路工程穿越广东连江龙牙峡水产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影响专题报告》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评价了龙潭大

桥工程施工和运营对广东连江龙牙峡水产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影响，并提出了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

（一）评价区物种情况

评价区记录到鱼类 31 种，浮游动物 17 种；大型底栖动物 14

种；浮游植物 25 种。记录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种：斑

鳠。

（二）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1.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工程造成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恢复期两个

时段。施工期，工程进行桥墩基础施工、基槽开挖、打桩作业等

施工作业时，将损坏保护区江底及两岸边坡水土，造成一定的土

壤松动，从而存在一定水土流失的风险。工程运营期，大规模的

施工活动基本停止，同时主体工程设计中也设置了相应工程防护

措施等，将发挥良好的固土保水作用，可达到保护环境、恢复生

态、保障工程安全运行的目的，水土流失量将逐渐减小。根据相

关工程经验，结合本地气候特点，一般情况下，在工程投入运行

1—2 年时间后，桥墩开挖面及附近江底表面即可恢复和稳固土壤。

2.对水生生物资源影响分析



（1）鱼类资源影响

施工期的噪声会惊扰附近鱼类生活和产卵行为，有的鱼类在

产卵期对声音高度敏感。虽然成鱼可以主动躲避噪音而游离施工

影响区域，但回避行为将影响其正常摄食、生长和繁殖活动。一

些鱼类具有趋光性等跟光照有关的生物节律，桥墩施工期间的灯

光可能引起某些鱼类的节律改变。

工程在水中建设桥墩，施工若阻塞河道，可能会影响鱼类的

繁殖，评价区内记录到产漂流性卵鱼类、产粘性卵鱼类、产隐藏

性卵鱼类、河蚌护卵鱼类等不同产卵类型的鱼类。产漂流性卵鱼

类的产卵活动一般在涨水、流水的生态条件下进行，卵在水流中

边漂流边孵化，遇到缓流或静水则沉底死亡，河道的阻塞会对这

类鱼带来严重影响。产粘性卵鱼类的产卵活动依托水草和砾石，

工程施工期对河底水草和砾石的破坏会使这类鱼失去产卵场所。

工程施工对岸边和河底地形的破坏会使产沉性卵和产隐藏性卵鱼

类的产卵场所遭到损毁，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随着施工期结束

河底环境逐渐稳定，将形成新的隐蔽性场所。河蚌护卵鱼类繁殖

依托于底栖动物河蚌，施工期对底栖环境的搅动，改变底栖动物

的生存状况，从而间接影响河蚌护卵鱼类的繁殖。

施工期对水体底层环境的搅动，可能使底层鱼类产生离层效

应，即底层鱼类往中上层水体迁移，个别凶猛底层鱼类可能会对

小型喜中上层鱼类产生较大威胁。另外施工还可能对局部水质造

成影响，雨水冲刷施工区域很容易直接把污水带到江中，造成保



护区水体的污染，对鱼类的繁殖和幼鱼的生存会有较大的影响。

施工期间，可能存在施工人员业余时间非法捕鱼的隐患，影

响自然保护区鱼类资源。通过加强施工人员教育，加强自然保护

区巡逻执法可防止该现象发生。

（2）底栖动物影响

施工期对于底栖动物影响较大，受影响最大的底栖动物类群

为双壳纲、腹足纲等移动能力较弱的或营固着生活的类群。工程

建设对底栖动物最直接的影响是施工严重扰动底质，会直接破坏

底栖生物生存环境，导致生境面积减少或丧失；其次是河段施工

产生的泥沙随水体进入下游河道，对下游河道底栖生物的覆盖作

用，致使下游河道底栖生物生存困难，生物量损失。

工程建设占用河道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局部冲刷、扰动而产

生的影响在施工结束后，随着河道底质的逐渐稳定，周围的底栖

生物会逐渐占据受损的生境，物种数量和生物量都会有一个缓慢

回升的过程，底栖生物将会逐渐恢复。

（3）浮游动植物影响

施工会对自然保护区内浮游动物的生长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

破坏。水底淤泥为湿地生态环境重要成分，桥梁施工过程中的建

筑施工垃圾洒落在河流中会造成水质污染。桥墩施工过程中，扰

动自然保护区内河流底泥，水体中悬浮物浓度迅速上升，甚至将

底泥中吸附的重金属重新释放，造成水体中的重金属浓度增加，

且工程施工产生的悬浮物会降低水体透明度和溶氧，混凝土拌合



过程中产生碱性废水也会导致 pH 发生一定变化，油污水和生活废

水直接导致水质恶化，这些最终都会破坏浮游生物的生存环境，

影响浮游生物的生存；水中悬浮物会堵塞浮游物的食物过滤通道，

使得浮游生物饮食的时候出现内部系统紊乱的现象，最终可能会

造成浮游生物的死亡。悬浮物浓度提升，影响水体吸光率，水中

藻类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阻碍，必然会影响水中浮游植物生

产力，对浮游生物总量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3.生态系统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保护区水域生态系统最明显的影响为施工期基槽开

挖、打桩作业、围堰施工等产生的悬浮物造成的一定范围内的水

质下降，对保护区水域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影响。桥墩施工改变

了开挖和回填区江河沉积物的组分，但仅限于桥墩占地的江域。

其他疏浚施工导致施工江水中悬浮物浓度增加，对既有的沉积物

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预期不会引起江域总体沉积环境的变化。

项目的建设会引起施工河段河床和水文的局部变化，对区域水体

的扰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鱼类的洄游等活动，但未阻隔洄游通道，

不会对鱼类的生存和洄游等行为产生明显影响，在施工期过往鱼

群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惊吓，而对原来连续的水域生态系统未造成

分隔。但施工过程中因垃圾散落、可能的水体污染等会导致水质

小范围内短时间下降，但不会影响水域生态系统整体的结构和稳

定性。

4.水环境影响分析



桥梁工程的施工将引起河流过流面积缩小，可能会导致上游

壅水、淤积，下游冲刷；同时还可能对河流泄洪、农田灌溉等产

生影响。桥梁施工中挖坑弃土、基坑排水等作业易导致水土侵蚀。

但工程桥梁均按百年一遇洪水位设计，不会对沿线河流、沟渠行

洪、灌溉造成影响；对个别因设置桥墩而加剧河道冲刷地带，大

桥桥梁墩台施工钻孔桩基础施工采用钢板桩围堰法，将对水体水

质的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施工机械的生产废水、

基槽开挖和打桩作业、桥墩施工围堰等过程、混凝土搅拌等施工

作业等，均会产生悬浮物，从而对局部区域的水质造成影响，一

定范围内会导致水质短时间的下降。

漏油的影响：桥梁施工机械设备漏油、机械维修过程中的残

油，和其它施工机械设备漏油可能对连江水体造成一定的油污染，

尤其是对下游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施工机械的漏油污染，

必须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避免对连江水质造成油污染。

施工期间的生产废水主要来自砂石料冲洗、混凝土搅拌等，

工程施工对水体的搅混和油污染也会导致水体污染。此外，堆放

在水体附近的施工材料由于管理不慎被径流冲刷或由于吹风起尘

进入水体，也将对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建议设置工程排污

系统，使施工产生的废水不直接排入地表水；施工材料（如沥青、

油料、化学品等）应远离地面水，并提供环形排水沟和渗水坑，

以防意外溢出污染地面水。



悬浮物污染：桩基钻孔等基础施工时扰动河床，造成泥沙、

沉积物泛起，水体混浊，同时使底泥中的污染物重新释放；水下

承台施工清除下层淤泥时，造成泥沙、沉积物泛起，水体混浊，

同时使底泥中的污染物重新释放；桩基钻孔钢护筒、承台围堰施

工会改变周围水流流场，会造成局部河床泥沙淤积；临时栈桥的

钢管桩打设施工扰动河床，造成泥沙、沉积物泛起，水体混浊，

同时使底泥中的污染物重新释放；钢管桩将改变周围水流流场，

会造成局部河床泥沙淤积；水上施工作业平台、施工机械泄漏油

若进入水体，对水体会产生一定污染。

5.对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基槽开挖、打桩钻孔时各种机械设

备和施工运输车辆以及施工机械作业。施工期的施工噪声会惊扰

附近鱼类生活和产卵行为，鱼类有正趋音或负趋音反应。虽然成

鱼可以自然躲避噪音而游离施工影响区域，但回避行为将影响其

正常摄食、生长和繁殖活动。工程施工期车辆和器械等均为强噪

声源，这些突发性的非稳态噪声源将产生点状声环境污染，一定

时期内将对周边居民和动物栖息地等敏感点造成不利影响，不过

这种影响只是短暂的，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会随着工程的结束而

消失，且无残留污染。

6.对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产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施工作业产生的扬尘，以

及运输车辆的尾气污染，对施工场地周围地区的空气环境产生一



定影响。粉尘允许排放浓度≤120 毫克/立方米，粉尘允许排放速

率≤3.5 千克/小时；发动机尾气主要含有烟尘、烃类、CO 等空气

污染物。其中，烟尘浓度 60—80 毫克/立方米，THC（总烃）浓度

80—100 毫克/立方米。因此，施工中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通

过施工现场经常洒水、运送砂石料的运输车辆用帆布和盖套等遮

盖、水泥混凝土混合料的拌和应采用站拌方式等措施，降低施工

过程中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7.对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影响分析

评价区仅采集到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鳠幼鱼 6 尾，

且未发现其集中繁殖场。其余鱼类主要为常见种，其中鲤科鱼类

占多数，根据保护区历次科考调查，鲤科鱼类在连江不仅种类多，

而且不少种类在数量上也属于优势种。对于保护区主要保护鱼类

洄游影响甚微。工程建成后，并未造成跨越河段流态发生显著改

变，跨越处河床附近可能形成较小的冲刷坑。从影响时间角度分

析，主要表现为施工期的直接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是暂时且有

限的，施工结束后直接影响可消失。

8.运营期生态影响

龙潭大桥属于非污染工程，运营期桥梁本身不会产生污染物。

桥梁建成通车后，过往车辆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和振动影响，通过

限制过桥车辆鸣笛等方式，可有效降低车辆噪音对水生生物的影

响；而过往车辆产生的振动较小，振动通过桥墩传入水体中，随

着水体的深度增加，不会对河流的流速、河床、水生生物、水质



等产生影响。桥面灰尘、油污、附着物等在下雨天可能冲刷进河

流，在采取污水过滤、污水收集系统等措施的实施后，这部分污

染物的对保护区水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程度十分轻微。

（三）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

1.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方案中明确桥梁桥墩基础施工采用钢板桩围堰施工；

以钢栈桥、钻孔平台为施工作业平台，同时主梁两侧设置防抛网，

防止抛洒，以减少桥梁施工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进一步优化施工工序和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段，

繁殖季节及繁殖活动前后应减小施工活动规模。

施工过程中要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机械设备勤于养护，保持

良好的运营工况，降低设备噪声；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

减少运行噪声；对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特别是高噪声源设

备，能在棚内操作的尽量进入操作间，不能入棚的，可适当建立

临时声屏障。

（1）保护区管理部门及渔业管理部门在项目施工期加强宣传，

设置警示牌，增强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加强工程施工行为的监控

和管理，确保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禁止非法捕捞作业。

（2）在设计好的取土区两侧设置排水沟，场区边坡挖截水沟，

减少降雨量侵蚀力；取土区的取土面应尽量平缓，坡面应控制在

10%以下。坚持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水土保持方针。

（3）为降低工程施工对水文环境的破坏影响，在施工前需要



进行水文地质勘察，通过全面收集、现场实测获取建设场地的各

种水文地质资料，较好的掌握场地水文地质特征，不断完善地下

水环境与工程建设之间互相作用的评价机制，分析不同水文地质

条件对工程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进而研究施工方案，使工程

建设与地质环境之间达到较好的平衡，将工程建设对地质水文环

境造成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4）桥梁施工期必须加强管理，禁止生活垃圾和油污染物进

入水体或洒落入河床。桥梁下部构造及防护基础工程的实施避开

雨季，从基坑开挖的钻渣应运至陆上处置，禁止随意弃于河道及

河滩地。在桥梁施工区开挖三级沉淀池，将钻渣及泥浆排入沉淀

池沉淀后晾晒，沉淀池大小根据具体桥墩钻孔工程量确定，晾晒

后的钻渣能利用的尽量利用，不能利用的运至陆上处置，严禁直

接排入水体。桥梁施工结束后将河床恢复原貌，防止河床变形或

造成新的冲刷。本项目在施工机械设备及车辆临时停放区设置排

水沟，冲洗废水经排水沟排入临时沉砂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

道路洒水防尘、车辆机械冲洗、填土压实及绿化用水，不外排。

（5）桥墩桩基施工泥浆应严格做好防泄漏措施。建设单位应

在施工作业点下游 50 米处设置防污帘进行截污，减少桥墩施工对

水质的影响，避免施工污水影响下游水质并起风险防范作用。

（6）龙牙峡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设置排污口。

（7）施工阶段应当采取喷雾、喷淋或者洒水等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设置硬质、连续的封闭围挡、减少大风天气下扬尘较大的



作业、开挖地遮盖、设置车辆冲洗台。

（8）选择低噪声机械设备，对强噪声机械应建立简易声屏障、

在施工场界处及临近环境敏感点均设置临时隔声屏障，由于本项

目周边分布有声环境保护目标，因此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施工时

间，避免在午间（12:00-14:00）和夜间（22:00-6:00）进行施工，

减少对居民的影响，特别是在夜间（22:00-6:00）。

2.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该项目建成后，随着交通量的增加，对该地区的大气、

声环境和水环境的污染也会增加，因此应加强路政管理和对环境

影响的监测，在居民点等敏感点，应有禁止鸣笛告示标志。

（2）随着限制汽车使用含铅汽油工作的开展，对大气污染中

铅的污染会越来越小。

（3）应对运送有毒有害物质和散装含尘物料的汽车实行监控

管理，避免由于泄漏或滴漏、洒落、吹落路面后产生扬尘及受雨

水冲刷后进入排水系统造成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4）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设置足够的桥涵及防护

工程设施，以维持原有的农、林、水和城市布局，尽量保持原有

的自然状态。设置完善的排水设施，降低对附近的居民生活、经

济作物的影响。填挖方路段，要及时清理弃土，对可能造成植被

破坏和水土流失的路基采取适当的防护设施和工后种草、植被绿

化，以尽快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利用现有的环境监测设备，对

公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环境进行管理和监测，以控制



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对道路以及桥梁地面的垃圾定期清理打扫，避免道路上

的垃圾进入附近水体定期检查与保养路面。

（6）及时对受损路面维修和修复，使路面保持良好状态，减

少交通拥堵。

（7）建立水质监测系统，加强水质监测。对自然保护区流域

内水质的常规参数进行监测分析，确保自然保护区内水体水质维

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8）制定龙潭大桥《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将该应急

预案纳入到清远市和连州市应急体系之下，做好与当地市、县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接工作。针对本项目编制危险品运输事故

应急预案，如发生危险品意外溢出事件，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门，

采取应急行动。与交通监控并网建立船舶撞桥监控系统，一旦发

生船舶撞桥事故设在大桥附近的管理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接收警报，

及时启动应急体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龙潭大桥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对保护区产生的生态

影响程度可控，在采取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后，可将生态影响降

到最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