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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产规划（2021-

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 

1 规划分析 

1.1 规划概述 

国家和广东省鼓励发展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加快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

关停淘汰分散供热锅炉，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大气污染物排

放，改善空气质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委“1+1+9”工

作部署，推动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清远高新区）能源高质量

发展，积极谋划发展燃气热电联产项目等清洁能源，按照《热电联产管理办法》

（发改能源〔2016〕617 号）要求，委托编制了《清远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热

电联产规划（2021-2030 年）》，为谋划建设燃气热电联产项目提供有力的基础性

保障，本规划供热范围以该热源点为中心半径 10 公里区域，规划范围主要是清

远高新区。规划 1 个热源点，配套建设主线、西线、东线、南线、北线热网。 

1.2 规划协调性分析 

根据分析，本规划符合国家、广东省、清远市等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

策、行动计划、环境保护规划等文件。 

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清远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2020 年度）：根据评价基准年 2020 年清

远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公布的结果，2020 年，全市各监测指标年均浓度中：

二氧化硫为 9 微克 /立方米，二氧化氮为 17 微克 /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为 37 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为 23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为 1.0 毫克/立方米，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

分位数为 132 微克/立方米，6 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16-2020 年，大气

环境质量较好且呈改善趋势，大气环境容量有较大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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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远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 2020 年 1-10 月水环境质量状况，大燕河水

质均能达标。 

根据《清远市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 2020 年》：2020 年，清城区开展了功

能区环境噪声监测，共设测点 6 个，分 1、2、3、4 类区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

明，各功能区昼间、夜间等效声级达标率为 100%，与去年持平；除 2 类区外，

1、3、4 类功能区的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有所下降；除 2 类区外，1、3、4 类

功能区的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同比均有所下降。 

3 规划实施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资源环境承载 

3.1 大气环境影响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果表明，本规划新增大气污染物预测点贡献值占

标率较小，主要污染物日均浓度和年均浓度虽有所增加，但均符合环境质量标

准，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规划的热源项目为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天然气

作为一种洁净能源，SO2 和烟尘排放量极少，燃烧后不会产生灰份及炉渣，不

会对环境产生灰渣污染，NOX 的排放与燃煤电厂相比较少，利用天然气发电又

可相应地减少其它一次能源的应用，从而减少污染，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达

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当地政府应明确本规划范围内的锅炉淘汰整治计划，并贯

彻执行，本规划的实施应主要通过削减、替代供热区域内燃煤燃油小锅炉获得

环境总量。在规划热源点供热范围不得再建分散供热锅炉。 

3.2 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规划热源点废水主要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主要为化学水处

理系统排水、超滤与反渗透装置膜化学清洗废水、循环冷却塔排水等。 

本规划热源点产生的生产和生活废水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要求后，依托龙塘污水处理厂处理。对纳

污水体水质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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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热网管线在施工期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对于河流的穿越，尤其

是揭东区部分热网管线穿越大燕河Ⅲ类水体，如施工方式不当，可能会对大燕

河水质产生不良影响。本环评建议该段管线不得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须采用

盾构和定向钻穿越方式施工。 

3.3 声环境影响 

本规划热源点厂界外周边 50m 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建议下阶段合理

布局厂区平面，将高噪声区域布置在远离周边村屯的一侧；对产生高噪声的工

段采取全封闭措施；将锅炉排汽、吹管作业尽量安排在昼间进行，并提前通知

附近居民。 

在采取上述各种噪声防治措施后，规划热源点的厂界噪声值能够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区标准要求。 

3.4 固体废物影响 

本规划热源点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处置的方法。废催

化剂、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滤膜和废油等属于危险废物，需交由有专业资质的

单位进行安全处理。 

天然气滤渣和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固废，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

理。采取上述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处置后，本规划实施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不会

对环境造成明显不良影响影响。 

3.5 生态环境影响 

本规划热源点和热网管线占地范围内无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等生态环境敏感点。热源点占地类型属于“允许建设区”，所在区域无受保

护的野生动植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3.6 环境风险影响 

规划建设的热源点燃料为天然气，由管线运输，燃料在进入电厂调压站

后，首先对其流量进行测量，然后经加热装置，再通过过滤/分离器除去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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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含有的机械杂质，天然气经调压器使压力变化控制在满足燃机对燃气要

求的范围内，再分别接入每台燃气轮机燃料模块。规划期内环境风险潜势为Ⅰ，

环境风险较小。环境风险类型主要包括火灾爆炸及伴随的次生环境污染、环境

风险物质泄漏等，通过加大污染防控措施力度，加强规划布局中的环境功能与

风险优化的组合，明晰企业集聚区与生活区之间的分界，加快推进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备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可减少事故发生概率，一旦发生事故，

通过应急处置，也可将降低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3.7 资源承载力 

规划地区域天然气资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均可承载规划热源点的开发建

设。热源点主要污染物 NOX能够满足区域环境容量要求。 

4 规划综合论证与优化建议 

4.1 规划合理性论证 

规划发展定位与规划目标环境合理性分析结果表明，本规划方案与国家及

地方相关产业政策、与广东省、清远市国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三线一单”管控单元以及与现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宏观政策方面

总体上是相协调的。 

规划规模环境合理性分析结果表明，本规划根据清远高新区目前和未来的

用热需求发展情况、工业发展特点、区域发展规划等各方面因素，在热负荷较

为集中的工业园区规划了 1 个热源点，机组规模、蒸汽量和供热参数满足热负

荷需求；机组年平均热效率和热电比等相关指标均符合国家和广东省对热电联

产项目的要求。 

规划布局环境合理性分析结果表明，规划的热电联产项目主要为工业园区

和产业集聚区内提供热电需求，用地可以得到保障，占地类型属于“允许建设

区”，不占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基本农田、水源保护区及具有生态保护价

值的生态廊道和隔离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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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环境效益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指出，各地区应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

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本规划项目以天然气为燃料，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清洁能源，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远比石油或煤炭小：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效应气体。天然气

燃烧产物主要为二氧化碳和蒸汽，燃烧天然气比燃烧原油少排放 30%的二氧化

碳，比燃烧煤炭少排放 45%的二氧化碳，对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具有显著

的作用。 

根据《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0》，2019 年全国单位火电发电量二

氧化碳排放约 838 克/kWh，本规划项目实施与开发传统燃煤电厂相比，近期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0.14 万吨、远期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0.54 万吨，对

实现碳排放 “碳达峰、碳中和”宏伟目标有积极的正效应。 

4.3 优化调整建议 

（1）本规划没有完全明确规划热源网线的具体走向，在规划实施中，建议

供热管线尽量选择沿公路、道路等进行布设，避让环境敏感点、生态敏感区、

绿地林地等区域，在符合城规、土规、环保规划等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建设；部

分热网北线穿越车大燕河Ⅲ类水体，建议进一步论证避让的可行性。规划热网

距离环境空气一类区银盏温泉旅游度假区较近，建议进一步论证避让的可行

性。 

（2）本规划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新增集中供热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进一

步论证废水“零排放”的可行性。规划项目的生产工艺、设备、污染治理技术，

以及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等污染物排放和资源利用率均需达到同行业国

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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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结论 

本规划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与地方相关发展规划和环境功

能区划相协调。本规划以有效推进清远市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目标，以节

约能源，提高能效为核心，优化热源结构，提高供热效能，促进环境保护，充

分发挥供电、供热对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的服务保障作用。本规划具有明显的

社会经济效益。虽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但通过采取

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各类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对环

境的影响满足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处于区域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 

《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产规划（2021-2030 年）》与相关政

策要求、区域发展战略及上层规划、清远市“三线一单”和相关功能区划总体协

调，在发展定位和规划目标、热源布局、机组规模、热负荷预测等方面较为合

理，在严格控制规模和实施总量控制、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减缓不利环境影响措

施与对策、加强环保监管力度，严格下一层次的项目环评，落实规划区小锅炉

淘汰和整治方案，将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

该规划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