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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外高桥一厂目前总装机容量为1280MW（4×320MW），通过8回220kV线路

接入地区220kV电网。外高桥一厂4台320MW亚临界老机组已运行将近30年，接

近其机组设计寿命，机组运行能耗高，日常维护成本较高，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降低，给安全可靠供电带来隐患。2023年12月29日上海市发改委以沪发改能源

[2023]302号文对外高桥一厂扩容量替代项目进行了核准批复，同意外高桥一厂

建设2台1000MW燃煤机组。 

项目名称：外高桥一厂扩容量替代项目 

建设单位：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1001号 

项目性质：改扩建 

行业类别：火力发电4411 

建设规模：本项目拟建设2×1000MW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及其

相关配套设施。 

2 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根据浦东新区2022年环境质量公报，新区六项指标浓度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2022年为达标区。 

根据大气补充监测结果，各监测点位TSP、Hg监测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二级标准限值；NH3监测值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

限值。 

（2）地下水 

根据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统计结果，厂区地下水监测点位中出现V

类水质的因子包括：氨氮、细菌总数和大肠菌群。同时，对比厂区东南侧约2公

里左右的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的地下水监测数据（监

测时间为2020年），其项目区域内的地下水监测结果与本项目相似，在氨氮、总

硬度、硫酸盐、锰、细菌总数和总大肠菌群等数据均有多个测点达到V类水质，

结合周边项目环境监测数据，整个区域氨氮、总硬度、硫酸盐、锰、细菌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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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大肠菌群指标均多处出现V类。 

（3）声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西侧、南侧、北侧厂界噪声监测点昼间噪声56~61dB(A)，

夜间噪声48~52dB(A)，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

要求。 

（4）土壤 

本项目厂区及土壤环境评价范围内土壤现状监测值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3 规划相容性 

项目建设内容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项目，不

属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 年版）》中限制类或淘

汰类项目。项目的建设符合《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上海市能

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关于加强高耗能、高

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等政策文件

中的环保管控要求。 

4 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其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锅炉燃烧烟气、低矮源排放废气及码头无组织

颗粒物排放。 

其中锅炉燃烧烟气主要由 SO2、NOx、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构成，通过“低

氮燃烧+SCR 脱硝+低低温电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的烟气处理工艺，

满足《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63-2016）后，经 210m 高烟囱排

放。 

低矮源排放废气为颗粒物，本项目在转运站、煤仓间位置均设有高效除尘器，

在灰库、渣仓和石灰石仓设有布袋除尘，除尘效率可达 99.9%，排放废气均能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此外运煤系统带式输送机采

用全封闭栈桥，转运站落煤处设置无动力除尘装置，转运站在每条皮带的头部和

尾部设置自动气雾抑尘系统。 

本项目在落料处的漏斗周边设置了防尘反射板并进行喷洒抑尘，可有效抑制

码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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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对评价区域内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不会降低周边的环境

空气质量。 

4.2 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脱硫废水、含煤废水、超滤反洗排水、

反渗透浓水、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再生废水、前置过滤器反洗排水、空预器冲洗废

水、锅炉化学清洗排水、温排水等。超滤反洗排水、反渗透浓水和前置过滤器反

洗排水直接回用，不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 

本项目建有 1 座生活污水处理站，站内设 2 套 10m
3
/h 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

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 

本项目建有 2 套 20m
3
/h 含煤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运煤系统喷淋、

冲洗。 

本项目建有 1 套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采用低温多效闪蒸+固液分离技术，

处理水量为 24m
3
/h，冷凝水回用。 

本项目配套建有 4×2000m
3 废水贮存池，工业废水处理系统中经常性废水出

力 100m
3
/h，非经常性废水出力 50m

3
/h，工业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 

温排水直排长江。 

4.3 噪声 

本项目主要产生噪声的设备有发电机、汽轮机、励磁机、给水泵、磨煤机、

碎煤机、引风机、送风机、一次风机、氧化风机、空压机、直流冷却水泵等，通

过采用消声、隔声、减震等综合防治措施后厂界噪声排放达标。 

4.4 地下水及土壤 

本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将厂区

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分区防渗，可有效避免地下水及土

壤污染发生。此外本项目还将种植各类乔木，灌木、草坪等分布于厂区各处，以

减少大气沉降对土壤影响。 

在正常工况下，各可能污染地下的污染源均采取了防渗措施，不会有污水泄

漏的情况发生，也不会对地下水造成影响。 

本期工程对烟气采取了严格的治理措施，可将重金属汞对土壤的影响降至最

低。预测结果表明，大气中重金属汞经沉降后土壤中的汞浓度均满足环境质量标

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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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固废 

本项目运行期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为飞灰、炉渣、脱硫石膏、污泥（水处

理）、废弃离子交换树脂、废滤袋、废超滤及反渗透膜、脱硫废水污泥、废机油、

废铅蓄电池、废脱硝催化剂等。其中飞灰、炉渣和脱硫石膏均全部综合利用，污

泥（水处理）、废弃离子交换树脂、废滤袋和废弃离子交换树脂委外处置，危险

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要求包装、临时存放在危

险废物暂存间，电厂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产生、贮存、

利用、处置等环节的情况，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在做到全部委托处置情况下，处理率为

100%，项目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所，保证产生的废物不发生扩散或直接

排入外环境，危险废物委托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方案合

理可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4.6 碳排放 

本项目采用了成熟的超超临界高效二次再热机组，从源头上减少了二氧化碳

排放，单位供电量碳排放量低于同类型机组基准值。 

4.7 电磁 

本项目配电装置采用户内 GIS 装置，电气布局合理。为限制电晕噪声，在

设备招标时应要求母线、均压环、母线终端球等金具提高加工工艺，防止尖端放

电。电气设备安装时，保证所有的固定螺栓都可靠拧紧，导电元件外壳可靠接地。 

由类比监测结果分析，本项目投运后电厂升压站外电磁环境影响均小于《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4000V/m 及 100μT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8 水文动力 

本项目对流速的影响与一厂现状取、排水口单独工作时的流速差异不大，在

洪季时仅取排水口局部水域有一定的流速变化，其余水域流速变化约

0.1m/s~0.2m/s，枯季时仅取排水口局部水域有一定的流速变化。 

4.9 悬浮物 

洪季全潮扩散 150mg/L 包络线基本在本期取排水口附近，上游最远距离约

0.85km，下游最远距离约 0.41km，总面积约 0.16km
2。100mg/L 包络线与 150mg/L

相近，总面积约 0.25km
2。50mg/L 包络线总面积约 0.52km

2，20mg/L 包络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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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5km
2，10mg/L 包络线面积约 2.37km

2。 

4.10 温排水 

仅考虑本工程情况下，夏季完整大小潮期间，4℃温升线基本在扩建排水口

附近，上游最远距离约 507m，下游最远距离约 443m，总面积约 0.15km
2；3℃

温升包络面积约 0.16km
2；2℃温升包络面积约 0.34km

2；1℃温升包络面积约

0.71km
2。冬季完整大小潮期间，4℃温升线基本在扩建排水口附近，上游最远距

离约 540m，下游最远距离约 1km，总面积约 0.27km
2；3℃温升包络面积约 0.48km

2；

2℃温升包络面积约 0.72km
2；1℃温升包络面积约 1.00km

2。 

考虑本工程、外高桥二厂及外高桥三厂，在冬季条件下完整大小潮期间，4℃

温升线基本在扩建排水口附近，上游最远距离约 1.1km，下游最远距离三厂排水

口约 1.6km，总面积约 0.82km
2；3℃温升包络面积约 0.95km

2；2℃温升包络面积

约 1.12km
2；1℃温升包络面积约 1.39km

2。夏季完整大小潮期间，4℃温升线基

本在扩建排水口附近，上游最远距离约 1.3km，下游最远距离三厂排水口约

1.35km，总面积约 0.69km
2；3℃温升包络面积约 0.85km

2；2℃温升包络面积约

1.04km
2；1℃温升包络面积约 1.32km

2。 

4.11 余氯 

仅考虑本工程情况下，夏季全潮 0.1mg/L 以上主要分布在工程局部附近，面

积约 0.0015km
2；0.02mg/L 以上区域上游侧最远距离约 0.54km，下游侧最远距离

约 0.96km，总面积约 0.44km
2；本期工程叠加外二、外三电厂后 0.1mg/L 以上面

积约 0.0014km
2；0.02mg/L 以上区域总面积约 1.02km

2。 

4.12 水生生态 

拟建项目取水头部进水孔速度控制在 0.3m/s 以下，并安装粗条铁质拦污栅，

在循环泵房集水池设置粗滤网和旋转滤网。同时建议在取水口附近装设气泡发生

器，驱赶浮游生物，以防浮游生物在取水口集中。温排水系统应设置监控设备，

对排水量、水温以及余氯浓度等进行监控，排水量、水温等指标不得超过设计标

准，余氯浓度按照 0.1mg/L 进行控制，避免排水对水域水环境及生态环境造成更

大影响。在电厂取排水口位置处设置明显标志。电厂应定期对加氯系统进行安全

检查，尤其是余氯分析仪的正常运行，确保温排水出口处余氯浓度控制在 0.1mg/L

以下。在排放口附近水域生态环境及渔业资源跟踪监测，对排放口附近水域进行

水质、沉积物、生态、渔业资源、生物质量的跟踪监测，并开展实际温排水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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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的影响评估，制定具体的监测计划，定期由具有监测资质的单位承担跟踪

评估。项目建成后开展生物资源损害补偿。 

5 环境风险 

本期工程涉及环境风险的物质为盐酸、次氯酸钠、液氨、柴油、废机油等。

主要分布区域在化水车间、尿素制氨系统、柴油库和危废暂存间以及施工期的施

工船舶上。风险事故主要包括化学物质的泄漏和柴油泄漏引发的火灾爆炸。在切

实落实可研、安全预评价、设计和本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

案，并加强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可定性判定本期工程风险可防可控，防范措施是

有效的。电厂应针对本工程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送主管部门备案。 

6 总量控制 

本项目总量控制因子为SO2、NOx、颗粒物、VOCs和汞；项目为电力行业原

厂址区域扩容量替代项目，新机组SO2、NOx、颗粒物排放量低于现有机组“以

新带老”减排量，厂址区域无上述污染物新增总量。项目VOCS无新增总量。 

7 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其建设与区域水环境功能区划、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等相符，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本项目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

能够满足环保管理的要求，废气、噪声等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接受水平，除直流

冷却水直排长江外，其他生产废污水全部处理后回用，固废可全部综合利用，项

目投运后周围大气环境、声环境、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质量均能维持现状水平；

从水生生态保护的角度评价，也不存在制约本项目建设的环境因素；项目采取了

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并制定了应急预案，环境风险水平可以接受；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已落实，项目建设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对周围环

境影响满足环保要求，项目建设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