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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修订）技术指南的必要性和意义

2009年《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678网）》出台，开启了贵州省高速公路

全面建设时代，2016 年《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加密规划）》对全省高速公

路布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2018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编制完成了《贵州省高

速公路网规划（加密规划）优化调整方案》，从路网合理性、经济带动性、投资

可行性以及对生态环境敏感性等方面对《加密规划》进行了优化调整，截止 2021

年底，贵州省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 7000公里，总里程跃升至全国第四位、西部

第二位，高速公路综合密度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贵州省自然生态条件良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45900.76平方公里，占全

省国土面积 17.61万平方公里的 26.06%，省内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区星罗棋布，而公路

建设项目具有涉及区域广、占地面积较大、选线受地形控制等特点，建设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及各类保护区，建设运营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显

著。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贵州时指出：“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筑牢长江、

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生态文明的生活理

念，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推动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做出新成绩，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202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国发〔2022〕2号 ）要求贵州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要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科学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构建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同时要求：

“畅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巩固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地位，加快主通

道建设……加快兰海、沪昆等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研究推进厦蓉、

杭瑞、蓉遵、贵阳环城等国家高速公路扩容改造。积极开展与周边省份公路通道

项目建设，加快打通省际瓶颈路段。”，由此可见贵州省交通运输行业迎来了更

大机遇与挑战，交通运输行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更加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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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由于各公路参建单位环保意识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部分拟建、

在建及建成项目已陆续暴露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等诸多环境保护问

题，贵州省交通运输行业环境保护工作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

的新标准和新要求。如何提升全省交通系统工作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落实绿色

交通环保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开展

公路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已经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因此，基于我省公路建设取得的成果，结合贵州省公路建设项目设计、建设、

运营过程中发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系统总结，编写本指南是十分必要的。本指南

通过对当前贵州省公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发展的政策形势要求进行深度解读和

研究，对贵州省内已建、在建及拟建公路项目进行全面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梳理省内建设项目环保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问题，并对公路项目建设运营

中存在的主要环境保护问题和矛盾进行分析，概括优化贵州省公路建设项目全生

命周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思路及内容，研究贵州省内公路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

（前期阶段、建设阶段、验收阶段、运营阶段）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要点，探索

简洁、高效的环境管理体系，形成规范化、标准化公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指南，

对指导贵州省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升我省公路项目的环境管理水平

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指南》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技术指南管理办法》给出的规则起草，

分为九个部分和附录：

——第 1 部分：范围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术语

——第 4 部分：基本原则

——第 5 部分：基本规定

——第 6 部分：前期阶段

——第 7 部分：建设阶段

——第 8 部分：验收阶段

——第 9 部分：营运阶段

附 录 A 公路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权责划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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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环境敏感区管控分类及管控要求参考清单

附 录 C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流程

附 录 D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附 录 E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流程

附 录 F 常见环境保护工程措施清单

二、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1、任务来源

本指南任务来源于《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021 年度科技项目执行计划》。

2、主、参编制单位

主编制单位：贵州交建投资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贵州交投高新科技有限公司、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

三施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三荔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三独高速公

路建设有限公司、贵州紫望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贵州纳晴高速公路建设有限

公司、贵州道武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贵州省六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贵州贵

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胡筑云 肖佑铭 金 灿 何 定 邹 飞 杨胜江 伍亭垚 彭 力 郑婷婷

彭 松 欧阳昆 刘礼英 韩 虎 柯旭怡 王立君 孙 凌 张君翼 喻 琳

童星然 杨 龙 徐士修 陈 飞 陈 超 谢方臣 张 力 冯 旭 史新平

李 进 王朝健 李绪兵 张天余 安自学 龙文海 张绍铖 李 卫 黄 谦

吕森鹏 朱胤灵 骆功奇 冯成义 王 禹 徐 锐 许维平 吴 鹏 张 亮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起草主要包括组建编写组、资料调研与大纲编写、初稿编写与完善、

条文修改等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组建编写组（2021年1~2月）：2021年1月，贵州省交通运输厅通过了对

本项目的评审，明确了主要的研究内容，并下发了《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2021 年

度科技项目执行计划》，之后项目组初步拟定了指南框架，并围绕关键技术问题

开展了分析研究。为保证编制工作的顺利推进，各单位均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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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参与课题研究与指南编制，并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参与编写、审查工作。

2、资料调研与大纲编写（2021年3月~2021年12月）：基于任务分工，编制

组收集与指南编制相关的现行标准规范，并对贵州省各拟建、在建、已建公路项

目开展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实地调研，同时调研相关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林业等主管部门对公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等，分析编制了指南大

纲，并向有关专家征求修改建议，并对框架进行调整，为后续指南编制奠定了基

础。

3、初稿编写与完善（2022年1月~2022年10月）：基于编写框架，编制组经

过多次交流讨论和修改，指南初稿于2022年6月底完成。根据条文的编写需要，

为了指南更具操作性，分别于2022年8月、10月先后两次邀请相关行业专家对指

南初稿提出相关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集中修改完善指南，形成征求意见

稿。

4、条文修改（2022年11月~2023年12月）：2022年11月，项目组将征求意见

稿在贵州省内开展意见征询，吸收采纳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修改完善后，形

成指南送审稿提交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审查，2022年12月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相

关专业专家对指南开展技术评审，2023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编制组根据评审专

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指南报批稿。

本指南编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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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南编制技术路线图

四、制定（修订）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1、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指南的编制按照 GB/T 1.1-2020 要求和规定，确定技术指南的组成要素。

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原则，内容均来源于相关研究和贵州省实践。

（2）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贵州省公路特点，制定本指南，保证

指南的先进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本指南内容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标准保持协一致。本指南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和标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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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15) 《风景名胜区条例》；

(16)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7)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18) 《贵州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19) 《贵州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 《贵州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21) 《贵州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2) 《贵州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3) 《贵州省水土保持条例》；

(24) 《贵州省土地管理条例》；

(25) 《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

(26) 《贵州省绿化条例》；

(27)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28) 《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

(29) 生态环境部令第16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版）；

(30) 林保发〔2022〕64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公园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https://baike.so.com/doc/5660483-5873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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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林保规〔2023〕4 号《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32) 环境保护部令第16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33) 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34)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

(35) 环发〔2015〕4 号 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

(36) 环办〔2015〕52 号 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

(37) 环办生态〔2017〕48号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

(38) 国办发明电〔2020〕2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

化”行为的通知；

(39) 环执法〔2021〕70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

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

(40) 国办函〔2022〕17号 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

(41) 环办执法〔2022〕25号 关于严惩弄虚作假行为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 ；

(42) 交通运输部交规划发[2021]104号 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43) 自然资规〔2021〕2号 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44) 自然资发〔2022〕142号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

(45)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部令第15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46) 生态环境部 司法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

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环法规〔2020〕44号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

问题的意见 ；

(47) 黔府发〔2020〕12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

(48) 黔环通〔2018〕110号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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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的通知 ；

(49) 黔环通〔2020〕48号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试行）

(50) 黔府函〔2022〕74号 贵州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51) 黔交建设〔2017〕134号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贵州省实施绿色公

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52) 黔交规划[2018]43号 关于全面加强公路水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

(53) HJ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

(54) HJ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

(55) HJT552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技术规范-公路 ；

(56) HJ/T394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57) JTG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58) DB33/T2003 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管理规范；

(59) JTT52/14-2021 贵州省绿色公路建设实施指南（试行）；

五、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的论述，以及试验验证情况的说明

本指南共分为9章和附录。第1~4章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基本原则；第5章为基本规定，第6~9章按照项目所处阶段进行划分，每章内容包

括一般规定和重点工作两大部分。

1、范围

规定指南制定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对指南引用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规范、标准等予以说明。

3、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指南中出现的较为重要的专业性用语进行解释。

4、基本原则

本章对指南条文编制采取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说明。

5、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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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我省公路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明确各

建设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及参与单位进行明确。

6、前期阶段

本章主要阐述我省公路建设项目在前期阶段需要开展的重点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内容。

7、建设阶段

本章主要阐述我省公路建设项目在建设阶段需要开展的重点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内容。

8、验收阶段

本章主要阐述我省公路建设项目在验收阶段需要开展的重点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内容。

9、营运阶段

本章主要阐述我省公路建设项目在营运阶段需要开展的重点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内容。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指南起草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编制组成员有不同意见和建议时，主

编单位及时向相关利害人征求意见，实现各方共同协商一致。指南初稿完成后，

邀请行业相关专家进行审查，收集了审查专家的意见或建议，经编制组讨论后进

行了相应修改。

七、贯彻措施和建议

本指南的贯彻实施，建议采取以下方式：

1、建议由厅组织大型宣贯会，邀请相关建设单位、营运单位派员参加，并

由本文件的主、参编单位举荐人员在会上进行指南解读。

2、建议由厅发文要求各公路建设单位、营运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组织宣贯

培训会，邀请本文件的主编人员进行详细解读，提升一线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认识，提高我省公路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水平。

3、各单位在指南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建议，及时反馈到交通运输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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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处或指南编制单位，经研究讨论后确定是否进行修改。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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