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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南宫山景区南线客运索道工程项目

项目代码 2103-610925-04-05-804487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南宫山镇南宫山景区内

地理坐标
下站：109°2′30.001″E，32°14′25.939″N
上站：109°3′41.532″E，32°14′48.032″N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旅游开发、缆车、索

道建设
用地（用海）面积

（m2）/长度（km）
1.947km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岚皋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10000 环保投资（万元） 163

环保投资占比（%） 1.63 施工工期 15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生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项目在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内。

规划情况

1.岚皋县人民政府《岚皋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30年）》（岚

政函〔2019〕39号）；

2.《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规划（2021—2035）》；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

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

合性分析

1.与《岚皋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30年）》

（1）第十四章 全域便捷化交通网络完善

第五十五条 旅游环线规划：改扩造景点、景区、旅游村落的旅游道路，推

进道路提升及连通工程，推动南宫山客运索道建设和南北线连通隧道建设等主

要工程的启动。

（2）第十八章 全域旅游六项重大工程

第八十条 南宫山国家 AAAAA 级景区建设工程发展举措：乡村旅游提升

项目；南北观光索道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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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新建五斗课至西石门南线索道一条，完善了景区内基础服务设施，

符合岚皋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2.与《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规划（2021—2035）》符合性分

析

第十五章 基础服务设施 第三十七条 道路交通：“新建五斗课至西石门南

线索道，水平距离约 1947m，上下站高差约 789m。运行速度 0—6m/s，单向运

量 1200人/小时。”

本项目新建五斗课至西石门南线索道一条，完善了景区内基础服务设施，

符合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规划。

其他符合

性分析

1.“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三线一单”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本项目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分析见表1.1。

本项目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分析表

“三线一单” 本项目 相符性

生态保护红线

本项目位于岚皋县南宫山景区内，拟建设的客运索道符合

景区相关发展规划，项目的建设完善了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岚皋县未发布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

环境质量底线

评价区附近地表水环境、声环境质量、大气环境能够满足

相应的标准要求，正常情况下本项目无废气产生，仅出现

电力故障时，启动备用柴油发电机会产生少量废气，各项

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不触及环境质量底线。

符合

资源利用上线

项目运营过程中索道的运行消耗一定量的电量，主要是索

道电力运行耗电，还有照明、采暖、空调等用电，电力设

备均采用节能型设备，遵从“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的原则；耗水主要是工作人员和游客生活用水；项目永久

占地主要是上下站房及沿途支架基座占地，占地面积严格

控制在施工范围内且占地面积较小，项目资源消耗量相对

区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符合资源利用上限要求。

符合

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

本项目不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试行）>的通知》（陕发改规划[2018]213号）岚皋县

禁止、限制类清单内。

符合

2、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目

录的第三十四、旅游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本项目建成后对完善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带动景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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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拟建项目位于安康市岚皋县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内，本项目索

道设备采用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八人吊厢式，索道线路水平距离 1947米。（下

站 坐 标 ： 109°2′30.001″E ， 32°14′25.939″N 上 站 坐 标 ： 109°3′41.532″E ，

32°14′48.032″N）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1.项目背景

客运索道作为旅游区的代步工具，和其他交通设施相比，具有省时省力、方

便舒适、安全可靠、效益显著、对地形地貌破坏少、受气候条件影响小等优点，

是解决景区内部交通问题的较好途径。因此，各景区在发展旅游的同时，都在注

重开发索道项目。

为丰富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交通旅游线路，2021年 5月，岚皋

县南宫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陕西

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规划（2021—2035）》专项研究报告，报告在“第

十五章 基础服务设施 第三十七条 道路交通”提出新建五斗课至西石门南线索

道，水平距离约 1947m，上下站高差约 789m。运行速度 0—6m/s，单向运量 1200

人/小时。报告于 2021年 6月 3日通过陕西省相关专家评审。岚皋西石林索道有

限责任公司拟投资 10000万元在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内建设南线客

运索道工程，项目符合《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规划（2021—2035）》。

2.项目组成内容

项目组成内容见表 2.1。

表 2.1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建设内容

1 主体

工程

索道
新建索道一条，索道线路水平距离 1947米、上下站高差 789
米，运行速度 0～6米/秒，单向运量 1200人/小时。

上站房
上站为迂回张紧站，由主站房、售票室、值班室、维修间等

组成，占地面积约 500m2。

下站房

下站为驱动站，由控制室、变配电室、维修间、售票室、办

公室、值班室、柴油机发电机房及游客中心组成，占地面积

约 1500m2。

支架
工程设 12座支架，由塔柱、横担、检修平台、起吊架、梯子

等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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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辅助

工程

供电
主驱动功率 800kW，下站设置一台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

源。

供水 由山泉水供应

排水
施工期施工废水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景区现有公厕；

运营期拟新建雨污分流管道，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备。

售票亭 上下站房各设置售票厅一间，面积约 40m2。

停车场 规划建设生态停车位 750个。

3 环保

工程

废水

施工期施工废水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景区现有公厕；

运营期拟新建雨污分流管道，上下站房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一套。

废气
施工期废气采用洒水抑尘，控制车辆行驶速度，围挡等措施；

运营期使用电能。

固废

施工期土石方回填利用，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运营期设

备检修产生的废机油，拟设置危废暂存间 1座，生活垃圾环

卫部门清运。

噪声 施工期控制施工时间；运营期设备减震基座等

生态环境

开挖的表土堆应进行覆盖，施工完毕后临时占地表层覆土回

填，播撒草籽，做好土地复垦工作，施工期间加强环保宣传

工作，并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垃圾进行妥善处理。

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1.工程总平面布置

拟建项目位于安康市岚皋县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内，项目不设

置拌合站，施工人员租住附近居民住房，不设置施工营地。项目总平面布置见附

图 3。

2.施工布置

施工布置主要结合现有地形条件，考虑有利施工作业，便于管理，方便民工

生活，少占地，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

运输路线：项目地下站道路运输便捷，材料运输等主要利用已有道路，为连

接上站，施工期设置临时施工索道，运输材料。

项目不设置搅拌站等临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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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

方案

1.施工工艺流程

本项目施工工艺流程见图 2-1。

图 2-1 施工工艺流程及产排污环节示意图

2.施工工艺简介

（1）架设临时货运索道

根据现场地形，施工期通过设置临时货运索道向沿线运输物料，货索支架采

用门型架，货索地锚利用基础周围的岩石或粗树桩。缆风绳直径 12.5mm，货索

牵引索直径 15.5mm从而保证植被不被破坏。架设临时索道主要产生扬尘、设备

运行噪声等

（2）支架安装调整

①支架基础安装施工满足设计要求后，安装前甲乙双方进行基础和钢结构支

架交接验收。

②在支架基础顶面引出索道纵横向中心线控制桩，支架安装过程中，用经纬

仪控制支架的安装精度即垂直度和倾斜度。

③支架安装过程中，用经纬仪控制期安装精度，安装完后，进行支架整体垂

直度和倾斜度的校正。所有支架安装完后，进行索道支架中心线精度校正，保证

所有支架中心线与索道设计中心线相吻合，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④全部支架安装完后，检查无误后，用细石砼二次灌浆并做到密实，外观平

整。支架基座主要是对地表开挖，产生部分固废，基座建设会有永久占地，设备

运行产生噪声等；

（3）上、下站设备及线路设备的安装调整

①设备安装前有关部门开箱清查设备。

②上、下站站内设备加减速段，每一侧都将在地面组装，迂回段需单独调装，

起吊到位后与加减速段连接固定。

③站内设备组装完后，用经纬仪控制其精度，用水准仪控制设备安装标高。

④站内迂回轮及驱动系统将单独组装好后进行吊装.

架设临时

索道
上下站房建设

及设备安装
设备安

装、调试

噪声

交付

使用

支架安

装、调整

粉尘、噪声、固

废、生态

粉尘、噪声、固

废、生态

粉尘、噪声、固

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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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路支架托压缩轮组的安装

支架安装完后，开始安装轮组，两侧轮组中心距及对角线、垂直度。轮组调

整完后紧固安装螺栓，并将轮组两侧的顶丝拧紧。

上下站房的建设会造成建设永久占地，开挖产生固废，机械设备运行产生噪

声等。

（5）电气设备安装

将控制柜、开关柜、操作台等电气设备运到站内指定安装位置固定后进行上

下站房的配电及调试安装。

（6）通信电缆施放

电缆盘用货索运输至索道的上站位置，用人工沿线路往下站方向施放后，沿

线支架处固定后与托压缩轮组的信号线连接。

（7）运载索的施放、张紧、编接

①在近下站侧防止运载索盘，用 2个 30吨千斤顶放置在绳盘架上。

②索盘一侧安装带装刹车装置，另一侧安装带手拉葫芦的杠杆刹车装置。

③运载索的出绳一端方向必须为索盘下方位置且往下站方向出绳。

④将货索牵引索放在正式支托托压缩轮组上穿绕过站内设备的驱动轮、迂回

轮，其一端绕进卷扬机，另一端与运载索端头相编接。

⑤启动卷扬机，将牵引索收回到索盘上，用运载索的紧放索安装系统将运载

索张紧，待张紧力达到设计要求并静张 48小时后编接运载索。

2.建设周期

施工总工期为 15个月。

3.施工时序

本项目拟安排 15 个月的施工期，工程计划于 2022年 02月开始动工建设，

2023年 04月建成。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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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

环境

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达标情况判定优

先采用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环境质量公告或环境质量报告

中的数据或结论。本评价引用引用《2020年安康市环境质量报告书》岚皋县环境

空气质量数据进行评价，评价因子主要有 SO2、NO2、PM10、PM2.5、CO、O3六

项指标，2020年岚皋县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统计见表 3.1。

表 3.1 2020年岚皋县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统计

指标名称 岚皋县 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PM10均值（μg/m3） 40 70 达标

PM2.5均值（μg/m3） 23 35 达标

SO2均值（μg/m3） 9 60 达标

NO2均值（μg/m3） 9 40 达标

CO第 95百分位浓度（mg/m3） 1.1 4 达标

O3第 95百分位浓度（μg/m3） 97 160 达标

由以上统计结果可知，六项指标 SO2、NO2、PM10、PM2.5、CO、O3全部达

标，故 2020年岚皋县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为环境空气达标区。

2.水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所在地属长江水系，汉江流域，评价区所在地表水系为金鸡河，金鸡河

为岚河支流。本次评价引用“六口水文站”断面监测数据进行评价，根据《2020

年安康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20年度“六口水文站”断面各项指标均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

3.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位于南宫山景区内，周边无明显噪声源，项目周边声环境状况良好。

4.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1）土地利用类型

陕西岚皋南宫山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现状土地利用结构主要为林地，范围面积

3100公顷，其中建设用地 11.02公顷，占 0.36%，林地 3043.09公顷，占 98.16%，

农地 39.39公顷，占 1.27%，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76公顷，占 0.15%，待处理

用地 1.74公顷，占 0.06%。拟建项目占用土地 191.2亩，占用土地多为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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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南宫山土地利用现状图

（2）植被类型

南宫山地处北亚热带气候区，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98.16%，植物区系复杂，

植被类型多样物种繁多，种类丰富。森林有 9个植被类型和 26个群系。森林垂

直分布自下而上分别为常绿落叶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和针叶林带，已知种子

植物有 154科，751属、1731种，蕨类植物 26科，46属，114种。随着海拔增

高，气温、降水随之变化，植被垂直地带性明显，森林景观层次丰富，空间展布

各异。一般海拔 900m以下，呈现常绿阔叶林景观，主要树种有麻栎、青冈栎、

杉木马尾松、茶树、枇杷、油桐、棕榈、乌桕、红椿等，腊梅、红豆树成片分布；

海拔 1000～1600m，为落叶阔叶林景观，主要树种有钓樟、山胡椒、粗槭、千金

榆、栎类；海拔 1700～2200m为松桦混交林景观，主要树种为华山松、云杉、巴

山冷杉、红桦、牛皮桦、漆树等；海拔 2200m以上为亚高山灌丛草甸景观，主要

有秀雅杜鹃、多毛樱桃、箭竹等。植物地理分布以温带成分为主，同时有热带、

亚热带、寒温带等分布类型。

（3）动物

项目区内有野生动物 252种，其中兽类 78种，鸟类 141种，两栖类 14种，

爬行类 19种，在动物区系组成上以东洋界种类占优势，既显示出它的特异性，

又表现出与神农架太白山等地动物的联系性。重点保护动物 38种，包括林麝、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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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豹、金钱豹、金雕、苏门羚、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黄麂、雕鸮、红角鸮、

果子狸、大鲵、羚羊、豹猫、灵猫、斑羚、金猫、毛冠鹿、水獭、赤腹鹰、白冠

鸡雉、苍鹰、虎纹蛙、山端鳌等。项目区景区公路环绕，游客及管理人员活动较

为频繁，一般为常见的爬行类动物。

与项目

有关原

有环境

污染和

生态破

坏问题

无

生态

环境

保护

目标

项目环境保护目见表 3.2。

表 3.2 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相对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环境功能区

景区内住户 3户，12人 西侧、西南侧 70-160m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

景区内住户 3户，12人 西侧、西南侧 70-160m 《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
标准

地表水 岚河 西南侧 3500m 地表水Ⅱ类

生态环境 减少植被破坏，保护生态环境/

评价

标准

（一）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为二类区，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见表 3.3。

表 3.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执行标准 级别 污染物项目
标准限值

1小时平均 24小时平均 年平均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二级

SO2 500μg/m3 150μg/m3 60μg/m3

NO2 200μg/m3 80μg/m3 40μg/m3

PM10 / 150μg/m3 70μg/m3

PM2.5 / 75μg/m3 35μg/m3

CO 10mg/m3 4mg/m3 /

O3 200μg/m3 日最大 8h平均 160μg/m3 /

2.地表水

根据《陕西省水功能区划》可知，岚河属于Ⅱ类水域功能区，地表水执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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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见表 3.4。

表 3.4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 质量标准 项目 质量标准

pH（无量纲） 6-9 汞（mg/L） 0.00005

高锰酸盐指数（mg/L） 4 镉（mg/L) 0.005

COD（mg/L) 15 六价铬（mg/L) 0.05

BOD5（mg/L) 3 铅（mg/L) 0.01

氨氮（mg/L) 0.5 氰化物（mg/L) 0.05

总磷（mg/L) 0.1 挥发酚（mg/L) 0.002

铜（mg/L) 1.0 石油类（mg/L) 0.05

锌（mg/L) 1.0 硫化物（mg/L) 0.1

3.声环境质量

项目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准。

表 3.5 声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标准 项目
标准限值

单位 昼间 夜间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1类标准
等效 A声级 dB(A) 55 45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排放标准

施工期作业产生的扬尘执行陕西省《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

（DB61/1078-2017），见表 3.6。

表 3.6 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

污染物 施工阶段
标准值

单位 数值

施工扬尘（TSP）
土方及地基处理工程 mg/m3 ≤0.8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基础、主体结构 mg/m3 ≤0.7

2.废水排放标准

施工期废水需设简易沉淀池，经沉淀后上清液回用，禁止外排，施工人员可

租用周边民宅，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周边民宅卫生设施与景区的公共卫生设施

处理。

3.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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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7。

表 3.7 噪声排放标准

标准名称 级别 评价因子
标准值 dB（A）

昼间 夜间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等效声级 Leq 70 55

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20）；机修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957-2001）相关标准及 2013年修订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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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

生态环

境影响

分析

1.生态环境

（1）土地占用影响分析

在建设施工期，索道相关各种建筑物会永久占用部分森林、灌丛和草丛，建

筑物所在位置的植被将全部被清除，地面局部硬化，这部分植被将永远不能在就

地得到恢复，只能通过异地恢复植被进行补偿。由于施工和堆积建筑材料和废料，

建筑物周围的植被也将受到压踏甚至清除，且因此而破坏的植被面积要大于建筑

物占地面积，但这部分植被在施工完成后通过有效的绿化措施可以得到就地恢复

和重建，施工临时设施尽量考虑少占地，禁止在工程临时占地范围以外的区域进

行施工活动，对占用的土地，施工后期及时恢复原有土地利用类型并归还当地。

（2）对植被的影响

本项目的施工以不破坏和占用大面积森林为原则，主要占用灌丛和草丛，项

目区总体植被覆盖率较好，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次生植物群落，永久占地将不可逆

破坏地表植被及其生境，并降低景观的质量与稳定性；施工结束后，临时占用地

的植被类型可依靠人工恢复还原至现有质量水平。由于工程占用植被类型分布广

泛，且辅助施工后期绿化补偿手段，因此工程建设虽然会造成区域植被面积和生

物量的减少，但不会影响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3）对动物的影响

施工期场地开挖或设施建设将直接破坏植被或占压扰动地表，可能会造成以

此为栖息地的部分野生动物会失去原栖息环境而被迫离开。同时由于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施工噪声、大气污染等将对区域野生动物生境造成影响，一部分会因环境

质量降低而离开原栖息地，一部分留在原栖息地的也会因环境质量下降而使其生

存繁衍受到轻微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新建占地面积较小，施工时间短，其对动物的影响是短暂的，

对评价区内的生物群落结构不会造成太大破坏，即使会有一定的损失，其数量也

很有限，对评价区域内总的种群数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4）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项目主要工程施工区地势相对较为平坦，需要进行地表开挖的有上、下站房

和沿途的支架基座，站址表土覆盖层较厚，植被覆盖率相对较高，水土流失程度

较轻，通过施工期加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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