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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合肥金融广场项目

建设单位 合肥庐阳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其进 联系人 张伟艺

通信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固镇路与绿杨路交口

联系电话 15956933151 传真 / 邮编 230001

建设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固镇路与绿杨路交口

项目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E4790其他房屋建筑业

环境影响报告

表名称
合肥金融广场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

初步设计单位 --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

文

号

--
时

间

--

初步设计审批

部门
-- --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安徽金祁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260000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640
实际环保投资

占总投资比例

0.25%

实际总投资

（万元）
260000 640 0.25%

设计生产能力
D地块的 7栋写字

楼及其地下车库

建设项目开工日

期
2019年 11月

实际生产能力
D地块的 7栋写字

楼及其地下车库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21年 8月

调查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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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项目立

项-试运行）

合肥庐阳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金融广场项目位于

合肥市庐阳区固镇路与绿杨路交口。

2019年11月6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填报。

根据登记表内容项目总用地面积为81158.55㎡，总建筑面积

357292.97㎡，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260881.68㎡，地下建筑面积

为96411.29㎡，机动车停车位共3163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为3764

个。项目建设主要用于办公、商业、车库等。项目主要分为三

个地块，为B地块、C地块、D地块，本次验收范围为D地块。

项目D地块总用地面积27615.94㎡，总建筑面积为84890.0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54989.56㎡，主要包括商务办公（建筑

面积为53960.89㎡）、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为111.94㎡）、物

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16.69㎡）、开闭所（建筑面积为423.80㎡）、

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为61.36㎡）、其他（建筑面积为401.13㎡）。

地下建筑面积为29900.48㎡。项目验收范围内机动车停车位为

807个，其中地上停车位为33个，地下停车位774个；非机动车

停车位为822个，其中地上停车位为482个，地下停车位为340个。

项目于2019年11月开工，D地块竣工时间为2021年8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第682号令）

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2021年8月，合肥庐

阳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了合肥金融广场项

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

参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要求，

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同时委托安徽省安徽金祁环境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至21日进行了现场监测。我公司根

据现场调查情况和监测报告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编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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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调查范围、因子、目标、重点

调查范

围

生态环境:调查本项目施工场地、施工道路、生态恢复措施及周边生

态敏感点等；

水 环 境:运营期生活污水处置、去向情况；

声 环 境:设备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和敏感目标的影响；

环境空气:调查周边 500m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类型及处置情况。

调查因

子

生态环境：工程占地面积、占地类型、临时占地的恢复情况，植被的

破坏及恢复情况，水土流失影响、水土保持及生态恢复措

施；

水 环 境：生活污水产生量、废水处理方式或处理设施及排放去向；

声 环 境：等效连续A声级；

环境空气：施工期采取的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其效果；

固体废物：固废的产生类型及去向。

环境敏

感目标

表 2-1 环境敏感目标

环境

要素
名称

坐标 方

位

距离

(m)
规模

环境功能及保

护级别X Y

空气

环境

万科森林

公园
42 0 E 42 约 5000人

（GB3095-20
12）二类区合肥市永

红路小学
418 111 WN 439 约 1000人

声环

境
厂界 418 111 WN 439 约 1000人

GB3096-2008
中 2 类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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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重

点

根据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区域环境状况的特点，确定总体的调查

重点为：

（1）在调查时段上，对工程的竣工后项目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

调查环评报告中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2）在环境影响因素方面，兼顾生态和污染排放影响。

（3）在环保措施方面，重点调查污染防治措施，兼顾生态恢复措

施。本项目环保措施界定如下：

① 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的废水、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及噪声控制

措施；

② 生态保护措施：景观绿化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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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验收执行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区，环境空气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声环境执行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 类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
社会生活噪声执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的 2 类区标准。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属于国家以及地方允许类投资项

目，生活污水接管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废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纳入污水处理厂总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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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合肥金融广场项目

项目地理位

置（附图）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固镇路与绿杨路交口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主体工程

合肥金融广场项目 D地块总用地面积 27615.94㎡，总建筑面积为 84890.0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54989.56㎡，主要包括 7栋写字楼，7栋写字楼包括商

务办公（建筑面积为 53960.89㎡）、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为 111.94㎡）、物

业用房（建筑面积为 216.69㎡）、开闭所（建筑面积为 423.80㎡）、公共厕所

（建筑面积为 61.36㎡）、其他（建筑面积为 401.13㎡）。地下建筑面积为 29900.48

㎡。项目验收范围内机动车停车位为 807个，其中地上停车位为 33个，地下停

车位 774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为 822个，其中地上停车位为 482个，地下停车位

为 340个。

公用工程及辅助工程

给水：建设项目给水水源由城市供水管网供应，区内沿道路设给水管，各栋

楼以支管接入呈枝头配水，给水由市政系统供给，针对高于 6F的建筑，由地下

加压泵房加压供水。

排水：本项目所在区域采用的是雨污分流制，室内生活污水汇至室外污水管

道，再经化粪池等预处理装置处理后集中排入市政污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处

项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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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屋面雨水经雨水斗收集，场地雨水经路边雨水口收集通过雨水管道集中就近

排入市政雨水管道。

供电：厂区用电由市政电网引入，供整个项目区用电。

消防：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布置成环状管网；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布置成环状

管网。

实际工程量及工程建设变化情况，说明工程变化原因

合肥金融广场项目 D地块实际建设工程量与原设计没有变化，不存在重大

设计变更。

生产工艺流程（附流程图）

项目建设过程主要分为六个阶段：

①清理场地阶段；

②土方阶段；

③基础阶段；

④土建结构施工阶段；

⑤室内外装修阶段；

⑥道路绿化、给水、排水等扫尾阶段。

现场清理

验收交付使用

土方施工

道路绿化扫尾阶段 室内外装修施工

基础设施 土建结构施工

工艺流程图

工程占地及平面布置（附图）

1、工程占地

项目D地块总用地面积27615.94㎡，总建筑面积为84890.04㎡。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为54989.56㎡，主要包括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为53960.89㎡）、消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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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筑面积为111.94㎡）、物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16.69㎡）、开闭所（建筑

面积为423.80㎡）、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为61.36㎡）、其他（建筑面积为401.13

㎡）。地下建筑面积为29900.48㎡。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明细

本项目总投资 260000万元，环评中环保投资 640万元，实际已落实环保投

资 64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0.25%，环保投资明细见下表 4-1。
表 4-1 环保投资明细一览表

时

段

污染类别 主要治理措施 投 资

（万元）

施

工

期

废气 施工扬尘

施工场界设置围墙、地面硬化、出口车辆清

洗设施、材料专用库房堆放、临时堆场拦挡

及覆盖、洒水抵尘等

70

废水
施工废水 排水管道、沉砂池等 50
生活污水 设置化粪池、污水排放管道等 50

噪声 施工及社会噪声

选择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和时

间；采取隔声、减振、消声等；设置临时隔

声屏障

60

固废
建筑垃圾 集中堆放，分质处理，送专门堆放场所堆放 40
生活垃圾 定点收集，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进行卫生填埋 20

水土

保持
水土流失

合理安排施工季节，并修建沉砂池、排水沟、

挡土墙等
40

运

营

期

废气 汽车尾气
机械通风装置排风，周边绿化吸附和稀释扩

散
20

废水 生活污水
区内设置雨污分流，化粪池等，在接入市政

管网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100

噪声
设备、社会及交通

噪声

选择低噪声设备，并置于地下室内，采取减

振、隔声、消声等治理措施，加强管理
50

固废 生活垃圾
设置一定数量垃圾收集点，分类收集，集中

清运
40

绿化 绿化景观
按绿化影响进行设计，绿化率为 25.59%，

并实施日常管理
100

总 计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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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1. 施工期环境影响及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包括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噪声、施工废水、建筑

垃圾、水土流失等，项目按照环评及其批复的要求，对施工过程产生的环境影响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于施工期噪声采取合理安排施工机械设备组合及布局、

施工时间，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设备远离敏感点，加强施工管理等措施；施工期

扬尘则通过设置围挡和洒水抑尘等措施降低影响；施工期建造沉砂池，冲洗机械

及场地的污水经沉砂处理后排放；采取污水处理措施( 如临时化粪池)达标排放；

建筑垃圾按规定拉运至专门受纳场；为防止水土流失合理安排施工期，及时压实

覆盖，施工结束后及时绿化，及时恢复临时占用土地原有规划用途。

随着土地开发利用的结束，施工过程的环境影响也消失。

2、营运期环境影响及环境保护措施

本验收只针对基础设施部分，运营期所产生的污水主要是生活污水，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再由市政管网引入污水处理厂，对周边的水环境影响不大。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人群聚集产生的社会噪声，汽车进出金融广

场产生的交通噪声及空调、水泵、通风系统、配电设备等产生的设备噪声。为了

进一步优化项目区的声环境，将噪声影响降至最低，在出入口设置禁鸣标志，限

制车辆行驶速度在 15km/h 以下，避免车辆不必要的怠速、制动、起动甚至鸣笛

等措施，以及通过墙体隔声和距离衰减后，对住宅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停车场的汽车尾气，在采取一定的防治措施后，对本项目及周

边环境影响很小。

运营期的固废主要是生活垃圾。项目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清运

至指定的地方进行无害化处理，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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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声、大气、水、固

体废物）

1、施工期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扬尘采取设置不低于1.8m的密闭围挡，地面道路进行硬化，洒水抑尘

措施后通过现场排放至大气机械车辆尾气采取选用质量高的燃料，加强机械车辆

的维护和管理措施后通过车辆排放至空气。

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废水采取设置沉淀池沉淀措施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声环境影响分析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和午休时段施工，运输车辆进出施工现场控制

和禁止鸣笛，减少交通噪声。敏感点处设置围障措施，围障采用吸声材料选用运

行状况良好的机械设备。

固废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建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储存；钢筋等建筑垃圾对外销售至物资部

门回收利用，其余垃圾拉至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及

时清运至指定场所。

生态影响分析

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2、营运期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汽车尾气。地下停车场是汽车尾气排放较集中的地

方，建设单位应按照设计要求安装机械通风设施，地上停车场汽车尾气易于扩散，

对周围空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小。地下车库的设计需严格按照《汽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JGJ100-98）中的规定进行设计，同时，地下汽车库的排风口尽可能设于

下风向，保证车库送排风系统正常运行，保证换气率和通风量；排风口不应朝向

邻近建筑物和公共活动场所，排风室离室外地坪高度应大于 2.5m，并做消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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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

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由于生活污水水质较为简单，不会降低地表水体现状水质。

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是办公人群聚集产生的社会噪声，汽车进出金融广场

产生的交通噪声及空调等设备噪声。该项目的固定声源强度不大，建成后除装修

阶段基本上没有固定的高噪声设备，且经墙壁阻隔降噪，对场界外环境的噪声影

响较小，因此项目建成使用后不会降低区域内的声环境质量。

固废影响分析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由环卫工人每天清运，经采取以上措施后，项

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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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序

号
登记表要求 工程实际情况

登记表落

实情况

1

施工期扬尘采取设置不低于1.8m的密

闭围挡，地面道路进行硬化，洒水抑尘

措施后通过现场排放至大气；机械车辆

尾气采取选用质量高的燃料，加强机械

车辆的维护和管理措施后通过车辆排

放至空气。

与登记表一致 已落实

2
施工废水采取设置沉淀池沉淀措施后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与登记表一致 已落实

3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和午休时

段施工，运输车辆进出施工现场控制和

禁止鸣笛，减少交通噪声。敏感点处设

置围障措施，围障采用吸声材料选用运

行状况良好的机械设备。

与登记表一致 已落实

4

施工期间建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储

存；钢筋等建筑垃圾对外销售至物资部

门回收利用，其余垃圾拉至政府指定的

建筑垃圾消纳场。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及时清运至指定场所。

与登记表一致 已落实

5 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与登记表一致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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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类

型
登记表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大

气

污

染

物

施工期扬尘采取设置不低于1.8m的密闭围挡，地

面道路进行硬化，洒水抑尘措施后通过现场排放

至大气机械车辆尾气采取选用质量高的燃料，加

强机械车辆的维护和管理措施后通过车辆排放至

空气。

已落实。施工期扬尘采取设置不

低于1.8m的密闭围挡，地面道路

进行硬化，洒水抑尘措施后通过

现场排放至大气机械车辆尾气采

取选用质量高的燃料，加强机械

车辆的维护和管理措施后通过车

辆排放至空气。

水

污

染

物

施工废水采取设置隔油池沉淀池沉淀措施后通过

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已落实。施工废水采取设置沉淀

池沉淀措施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

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噪

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和午休时段施工，

运输车辆进出施工现场控制和禁止鸣笛，减少交

通噪声。敏感点处设置围障措施，围障采用吸声

材料选用运行状况良好的机械设备。

已落实。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

止夜间和午休时段施工，运输车

辆进出施工现场控制和禁止鸣

笛，减少交通噪声。敏感点处设

置围障措施，围障采用吸声材料

选用运行状况良好的机械设备。

固

体

废

物

施工期间建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储存；钢筋等

建筑垃圾对外销售至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其余垃

圾拉至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消纳场。生活垃圾由

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至指定场所。

已落实。施工期间建筑、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储存；钢筋等建筑垃

圾对外销售至物资部门回收利

用，其余垃圾拉至政府指定的建

筑垃圾消纳场。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及时清运至指定场所。

生

态

环

境

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已落实。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

工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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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

态

影

响

施工期间，使项目所在区域一定范围内原有土地和地表植被受

到扰动和破坏，造成局部生态结构发生变化、地表植被破坏、土壤

侵蚀及水土流失增加等，对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1、对土地资源的影响调查

施工过程中，材料堆放等临时占地面积约0.12hm2。施工期结束

后，施工场地及周边已结合原有地貌进行了压实、平整、恢复，施

工垃圾已清理干净。

2、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虽然改变了原有土地的地貌，但土地利用率得

到了提高、土地使用价值升高，呈现了一定经济价值，增强了区域

经济发展的动力，为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对植被的影响调查

施工期地表开挖、施工材料及生产设备的运输与堆放、施工机

械与运输车辆的碾压和作业人员的活动等均对作业区内地表植被造

成破坏。现场调查期间，项目区域正处在自然恢复阶段。

4、水土流失调查

①弃渣场、弃土场调查

现场调查期间，周围未发现弃渣场和弃土场。

②水土流失调查

施工过程中，人为活动、机械设备运行等造成植被破坏、地表

开挖等地表扰动现象，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量。根据建设单位提供

的信息，施工单位在大风、雨天没有施工，防止造成水土流失。施

工结束后，场区大部分裸露地表已采取了土地整治、道路已用砂砾

石覆盖。

经现场勘察和调查，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未发现明显水土流失及

其他生态破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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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染

影

响

1、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生活污水

经简易化粪池处理后接管进入市政污水管网，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泼洒用于降尘，施工人员的排泄物采用临时

洗手间。经现场调查，未发现遗留生活污水及其他废水造成的环境

问题。走访本工程工作人员及邻近其他施工人员，反应施工期间未

发现废水乱排现象。

2、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调查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扬尘，在施工期间主要采取了洒水降

尘，粉状材料用蓬布覆盖，避免了在大风和雨天施工等措施，在采

取了环评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施工扬尘对施工场地周围的环

境空气质量未造成明显影响。

3、施工期噪声影响调查

施工期合理地安排了施工时间，避免了同一时间同一施工场地

多台大型高噪声机械同时作业的情况，选用噪声相对较小的设备，

同时给施工人员配备了耳罩。施工期已经结束，未发生因噪声影响

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而导致的纠纷问题。施工期间未发生噪声扰民

问题，以及因噪声影响施工工人身体健康的投诉问题。

4、施工期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土石方部分用于场地内平整，多余部分外运至当

地渣土部门指定场所，无永久弃方，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已运

至当地渣土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

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经现场调查，未发现弃渣乱堆乱弃。场地内

未发现遗留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堆积问题。

社

会

影

响

施工期建设单位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将

环境保护工作落到了实处，未对周围环境的水、大气、声环境造成

一定不利影响，施工期间未发生投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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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影

响

工程的实施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是有利的，体现了景

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空间异质性原则。项目与周围的环境协调

统一，同时在整体布局上的异质性，即水泥地面与自然组分（裸露

的土壤地面、草地和乔灌林地）有序分布，而且自然组分自身也呈

现团块式混交布局，其异质性给景观生态系统提供了一种抗御内外

干扰的可塑性。

营

运

期

污

染

影

响

本项目运营期间主要污染源有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物等。

1、水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进入

污水处理厂，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2、大气污染物影响调查

本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为汽车尾气，经过采取，有效措施控

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

清运，落实较好。

4、噪声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行驶机动车的交通噪声，根据安徽省安

徽金祁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21日对本项目厂界

噪声的监测数据，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社

会

影

响

经咨询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未发生扰民和

公众投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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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监测

一、噪声监测

1、分析方法

表8-1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检出限（mg/L）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2、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频次

表8-2 噪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及频次

监测位置 监测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厂界东 ▲1#
等效声级

Leq（A）

昼间、夜间各测量一

次，连续监测 2 天，

同时测量气象参数。

厂界南 ▲2#
厂界西 ▲3#
厂界北 ▲4#

图8-1 项目监测点位图

3、 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8-3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编号 检测点位

2021.08.20 2021.08.21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时间 Leq 时间 Leq 时间 Leq 时间 Leq

N1 厂界外东 1m 17:01 55.3 1:03 44.7 17:03 54.2 1:01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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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厂界外南 1m 17:11 55.8 1:13 46.4 17:14 56.7 1:13 45.5

N3 厂界外西 1m 17:23 57.4 1:25 47.6 17:27 56.9 1:26 47.6

N4 厂界外北 1m 17:34 56.6 1:41 47.3 17:41 56.8 1:40 48.1

由表 8-3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声环境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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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环境管理状况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施工期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地方和系统内统一制定的各项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并组织各建设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环保措施。环境管理机构人

员及工程监理人员对施工活动进行全面环境监督，通过严格检查确保施工过程中

的每一道工序满足环保要求，使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得到全面落实。施工期间，

建设单位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污染治理措施的落实情况，掌握污染

状况、污染物的治理情况、治理措施处理能力、处理效果及有待改进的问题。

营运期

为了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加强本工程环境保护的领导

和管理，本项目成立专人负责的环境保护办公室，负责本项目营运期环境监测、

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和环境卫生的管理等，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1）与有关部门保持联络，通报环境监测结果；

（2）监察项目区污水排放是否做到清污分流，加强对厂区内污水管网的维

护，并确保污水正确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3）维护污水处理设施及其环保设备，使之正常运转；

（4）加强对项目区内雨水收集管网的管理与维护，确保雨水顺利收集和外

排；

（5）制定合理的绿化方案和绿地维护措施；

（6）负责全区的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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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调查结论与建议

结论

1、工程基本情况

合肥庐阳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金融广场项目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固镇路与绿杨路交口，本次验收范围为D地块的7栋写字楼以及所配套的公

辅工程、停车库，验收范围总用地面积27615.94㎡，总建筑面积为84890.0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54989.56㎡，主要包括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为53960.89㎡）、

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为111.94㎡）、物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16.69㎡）、开闭

所（建筑面积为423.80㎡）、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为61.36㎡）、其他（建筑面积

为401.13㎡）。地下建筑面积为29900.48㎡。项目验收范围内机动车停车位为807

个，其中地上停车位为33个，地下停车位774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为822个，其中

地上停车位为482个，地下停车位为340个。

2、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环境影响登记表中的工程建设内容，项目实际建设地点、性质、污染

防治措施等与登记表一致，本次验收项目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影响分析

（1）废水防治措施

项目区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由雨水口收集，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地表水的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气防治措施

施工期扬尘采取设置不低于1.8m的密闭围挡，地面道路进行硬化，洒水抑尘

措施后通过现场排放至大气机械车辆尾气采取选用质量高的燃料，加强机械车辆

的维护和管理措施后通过车辆排放至空气。

（3）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行驶的机动车交通噪声，通过加强项目区进出车辆的

管理，控制交通噪声的影响。此外，待金融广场全部建成后，设置绿化隔离带，

可进一步减轻噪声环境影响，项目建设对声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4）固体废物处置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经内部垃圾箱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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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项目营运期能够落实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措施，不产生

二次污染。

4、 验收结论

合肥庐阳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肥金融广场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已建工程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总体落实

了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项目具备验收条件，建议通过阶

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议

（1）项目应加强环境管理。营运期做好生活垃圾的收集、管理和清运工作，

做到日产日清。

（2）严格控制企业入驻要求，做好生活污水的预处理纳管排放工作及一般

固废的处理处置工作，禁止污染及重污染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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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调查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 1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附件 2 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附件 3 其他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行政管理文件，如环境影响评价执

行标准的批复、环境敏感目标准许穿越的文件等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应反映行政区划、工程位置、主要污染源位置、

主要环境敏感目标等)

附图 2 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 反映工程情况或环境保护措施和设施的必要的图表、照片等

二、如果本调查表不能说明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措施实施情况，应根据

建设项目的特点和当地环境特征，结合环境影响评价阶段情况进行专项评价，专

项评价可按照本规范中相应影响因素调查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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