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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象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下牛蛙养殖项目

项目代码 2209-451322-04-01-836573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

地理坐标 （109度 52分 47.201秒，24度 1分 23.270秒）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渔业 04-5内陆

养殖 0412－网箱、

围网投饵养殖；涉

及环境敏感区的

用地（用海）面积（m2）

/长度（km）
25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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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州县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3000 环保投资（万元） 325
环保投资占比（%） 10.8% 施工工期 2022年 8月-2023年 9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现在蛙池、污水处理区池体等基本挖完，项目还未投入生

产运营，没有环境污染问题。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

规划情况 /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符合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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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符合

性分

析

1、项目与“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根据《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

〔2016〕150号）的要求，建设项目需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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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三线一单”）约束。本项目与

“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如下：

来宾市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下发文件《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来政发〔2021〕14号）》，提出建立

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根据文件，全市共划定环境管

控单元 69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

类管控；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

防控和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等方面明确生态环境准入、限制和禁止的要求，建立生

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1）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分析

①环境管控单元

根据《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来

政发〔2021〕14号），全市共划分 69个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个类别。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37个，主要包括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

生态功能区域；重点管控单元 26 个，主要包括工业园区、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城

区及规划区、矿产开采区、港区等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以及

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一般管控单元 6个，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

以外的区域，衔接乡镇边界形成管控单元。

本项目位于象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所在区域象州县环境管控单元划分情

况见下表。

表 1-1 象州县环境管控单元名录

行政

区域

单元

总数

环境管控单元

分类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象州

县
7 优先保护单元

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

广西大瑶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红线

广西来宾红水河珍稀鱼类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

护红线

架桥岭-大瑶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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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柳江-黔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象州县县城下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象州县其他优先保护单元

4 重点管控单元

象州县工业园区重点管控单元

象州县城镇空间重点管控单元

象州潘村-普和重晶石矿区重点管控单元

象州县其他重点管控单元

1 一般管控单元 象州县一般管控单元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根据《来宾市环境管控单元名录》及来宾市环境

管控单元分类图，本项目属于象州县其他重点管控单元（见附图 8）。

②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

根据《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来

政发〔2021〕14号）及《来宾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试

行）的通知（来政发〔2021〕27号）》项目与来宾市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

单相符性分析见下表。

表 1-2 来宾市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一览表

管控单元类

型
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优先保护单

元

在优先保护单元内，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开发建

设；单元内的开发建设活动须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按照

保护优先的原则，避免损害所在单元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进行管控；在功能受损的

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重点管控单

元

在重点管控单元内，根据单元内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和资源环境管控要求，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优化空间和产

业布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不断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解决局部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的问题。

一般管控单

元
在一般管控单元内，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表 1-3 本项目与来宾市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清单相符性一览表

管控类

别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判定

结果

空间布

局约束

1.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公益

林、天然林等具有法律地位，有管理条例、

规定、办法的各类保护地，其管控要求原

则上按照各类保护地的现行规定进行管

理，重叠区域以最严格的要求进行管理。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寺

村镇士篢村林场，属于象州县

其他重点管控单元，项目不涉

及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水源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等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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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各类自然保护

地，还应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生态保护

红线内各类开发活动的准入

2.新建、扩建的“两高”项目应按照《生

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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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在依法合规设立并

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

本项目为牛蛙养殖不属于新

建、扩建的“两高”项目
符合

3.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必

须符合国家、自治区和来宾市发展规划和

产业布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园区规划

要求。

本项目不属于重点行业，符合

产业政策要求。
符合

4.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加快淘

汰钢铁、铁合金、铅冶炼、钒冶炼、水泥、

皮革加工、平板玻璃、造纸、酒精等行业

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坚决关停产能严

重过剩行业违规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不属于严重过剩行业
符合

5.城市建成区禁止新建、扩建钢铁、有色、

石化、水泥、化工等重污染企业。

本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不涉

及钢有色、石化、水泥、化工

等重污染企业

符合

6.金秀瑶族自治县执行《广西第二批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

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忻城县执行《广西 16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中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忻城县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不涉及 符合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城市建成区已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

需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新建（扩建）的

县级及以上污水处理设施必须达到一级A
排放标准。

不涉及 符合

2.加强红水河、柳江、黔江、北之江流域

内的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处置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流域内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和养殖业污染防治；强化工业

及工业园区的污水治理，实施产业园区污

水集中处理处置并实时监控。

本项目养殖废水采用“沉淀池

+一级过滤坝+曝气池+二级过

滤坝+生态净化池”工艺处理，

养殖尾水从蛙池流出，经过排

水管进入沉淀池沉淀，随后经

过一级过滤坝过滤再进入曝

气池曝气充氧，利用微生物降

解养殖废水中污染物，随后进

入二级过滤坝过滤，最后进入

生态净化池，生态净化池内投

放有鱼和种植有莲藕等净水

水生生物，可以有效降解水中

的污染物，养殖尾水经过处理

后进入循环水池抽回蛙池继

续使用，实现整个生产周期不

对外排水，对周边环境水体影

响不大。

符合

3.“两高”行业项目能耗及污染物排放指 本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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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要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或国际先

进水平，符合行业准入条件环保要求和环

保选址防护距离要求，符合国家和自治区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合

物和重金属污染物减排要求。

不属于“两高”项目

4.新建“两高”项目应按照《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

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

〔2020〕36号）要求，依据区域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

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

出足够的环境容量。

本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项目，

不属于“两高”项目
符合

5.新建、扩建“两高”项目应采用先进适

用的工艺技术和装备，单位产品物耗、能

耗、水耗等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依法

制定并严格落实防治土壤与地

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符合

6.新建、改建、扩建涉及重点重金属排放

建设项目依照相关规定实行总量控制。

本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项目，

不涉及重金属排放
符合

环境风

险防控

1.健全完善区域性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监

管合作机制，继续加强红水河、柳江、黔

江等水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完善水环境日

常监管及突发环境事件联动工作机制，完

善联合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协同应对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项目投产完善水环境日常监

管及突发环境事件联动工作

机制，完善联合监测、预警和

信息共享，协同应对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符合

2.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风险定期排

查制度，持续开展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水质状况监（检）测与评估，

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管控；稳步推进

单一水源的县（市、区）备用水源建设；

加快不达标饮用水水源治理或替换。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寺

村镇士篢村林场，不涉及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符合

3.健全和完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络，开展环境空气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

测，建立完善严格的环境监测预警机制。

本项目将按排污许可等内容

开展自行监测
符合

4.建设城市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积

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不涉及 符合

5.推进区域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建设，

统筹推进危险废物焚烧、填埋集中处置设

施建设，重点增加砷渣、典型冶炼废渣等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鼓励有色、石化、

化工等大型企业集团和园区配套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设施，促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

与资源化利用。

本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按照

相关技术规范建设，采取严格

的防雨防渗漏措施，危险废物

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

单位处理

符合

资源开

发利用

效率

1.市、县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

系；对于地下水开发利用应严格按照地下

水开发利用控制目标控制地下水资源扩

大开采。

项目养殖用水源于寺村镇士

篢村蓝靛坑水库库区，取水许

可申请批复见附件 3。生活用

水源于自打水井，地下水资源

开发利用少。

符合

2.土地资源：严格执行自治区下达的土地

资源利用总量及效率管控指标要求。落实

项目租赁 388.35亩地发展林

下经济（见附件 4），其中养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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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

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实施

建设用地总量、强度双控制度和“增存挂

钩”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推进资源

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

用。

殖区占地约 226.686亩。项目

整体布置紧凑了，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

3.矿产资源：严格执行市、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规划中关于矿产资源开发总量和

效率的目标要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严

格执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标准，未达到矿

山最低开采规模要求的，不得新立采矿

权；已有矿山开采能力应达到矿山最低开

采规模要求。

不涉及 符合

4.岸线资源：涉及岸线开发的工业区和港

区，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划实施，控制占用

岸线长度，提高岸线利用效率，强化岸线

用途管制。

不涉及 符合

5.能源资源：建立能源消耗总量控制和预

警制度，重点围绕有色金属冶炼、建材、

造纸等高能耗行业，推行节能减排政策和

能效。推进新能源建设，落实国家碳排放

达峰、中和行动方案，降低碳排放强度。

本项目为牛蛙养殖项目，生产

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为电源和

水源，不属于有色金属冶炼、

建材、造纸等高能耗行业

符合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其他重点管控单元，象州县其他重点管控生态环境

准入及管控要求见下表：

表 1-4 象州县重点管控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环境管

控单元

及编号

生态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

符

性

ZH451
322200
04象
州县其

他重点

管控单

元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规划产业园区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批。新建

企业原则上均应建在产业园区。

2．居住用地周边严控布局环境风险突出（高污

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

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可

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人口聚居区

域内新（改、扩）建涉重金属企业。

3．临近生态保护红线的工业企业，应采取有效

措施，避免产生不利影响。

4．新建港口码头应避让且尽量远离生态保护红

线、法定保护区等环境保护目标，降低规划实施

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

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

场，离寺村镇约

6.6km，周边没有学校、

医院、疗养院、养老院

等。项目为淡水牛蛙养

殖，不属于高污染项

目、不涉及重金属企

业、项目不在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

符

合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应同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

及管网建设。园区及园区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应

控制在区域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确保环境质量

达标。

2．矿产资源勘查以及采选过程中排土场、露天

采场、尾矿库、矿区专用道路、矿山工业场地、

沉陷区、矸石场、矿山污染场地等的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工作须满足《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

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

项目，位于农村地区，

养殖废水采用“沉淀池

+一级过滤坝+曝气池

+二级过滤坝+生态净

化池”工艺处理，养殖

尾水从蛙池流出，经过

排水管进入沉淀池沉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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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要

求。落实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的要求，使新

建、在建矿山损毁土地得到全面复垦。

3．工业企业应当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强化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精细化管

理、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以及高效治污设施建

设。

4．完善港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

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回用或达标排放。

5．强化码头作业区堆场扬尘控制。

淀，随后经过一级过滤

坝过滤再进入曝气池

曝气充氧，利用微生物

降解养殖废水中污染

物，再进入二级过滤坝

过滤，最后进入生态净

化池，生态净化池内投

放有鱼和种植有莲藕

等净水水生生物，可以

有效降解水中的污染

物，尾水进入循环水

池，抽回蛙池继续使

用，不外排。

环

境

风

险

管

控

1．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并备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配备应急物资，

加强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演练。完善区

域应急联动机制。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有毒有

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

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3．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应当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加快提标升级改造，坚决淘汰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执行重点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减少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4．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尾矿库管理，

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立风险管控制度，开展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危库、

险库、病库以及其他需要重点监管的尾矿库的运

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并建立污染事故应急处

置机制。

项目为淡水牛蛙养殖

项目，不涉及有毒有害

物质排放。

符

合

综上，本项目在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均符

合《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来政发

〔2021〕14号）相关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的《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通报 2022

年设区市城市及各县区（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函》（桂环函〔2022〕21号），

2022年象州县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以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臭氧（O3）浓度均达到二级标准，因此

象州县属于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区。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用于周边农作物施肥，不外排；养殖废水经过“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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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池+一级过滤坝+曝气池+二级过滤坝+生态净化池”处理后，尾水回用于蛙池，

整个生产周期不对外排水；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蛙腥臭，蛙池发现病死蛙后立

即捕捞填埋，避免水体发臭；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均得到妥善处理；项目厂界噪

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项目产生的污

染，虽然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不会改变环境功能

区，区域环境质量能够维持现状。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

资源利用上线是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

不应突破最高限值。本项目不侵占基本农田或生态林，不属于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项目运营过程中消耗一定量的水和电。项目用电从当地的电网引入，能耗水平较

低，不会突破资源利用上线；项目用水来自寺村镇士篢村蓝靛坑水库库区，该水

库的主要用途为农业用水，地表取水量为 49.49758万 m3，项目用水保证率达到

95%（见附件 3），养殖尾水经过处理后循环抽回蛙池使用，不存在项目区资源

过度使用的情况。因此项目资源条件有保障，满足资源利用上线要求。

（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广西 16个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桂发改规划〔2016〕944号）和《关

于印发<广西第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桂发

改规划〔2017〕1652号），本项目不属于准入负面清单的产业，符合来宾市生态

环境准入要求，详见表 1-2、表 1-3和表 1-4。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

符合行业准入。

综上，项目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2、与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牛蛙养殖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属于“三、渔业 04-5 内陆养殖 0412-网箱、围网投饵养殖；涉

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年本）》，本项目建设不属于鼓励类、限值类和淘汰类规定的范围，依

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 40 号）第十三条相关规定：

“不属于鼓励、限值、淘汰类，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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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因此本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已

取得象州县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为：2209-451322-04-01-836573。

3、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地理中心坐标为：

109.879778330E，24.023130719N。项目场界西面距离国道 G6517 约 1.77km，交

通便利，与项目最近的村屯为项目南面约 535m的士篢村，项目场界北面靠近寺

村镇士篢村蓝靛坑水库库区，取用水方便。项目不涉及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不占用基本农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不在城市和城镇

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旅游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

区，项目选址合理。

4、其他相符性分析

（1）与《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相符性分析

根据《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来政办发〔2019〕38号）

政策解读及《来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2018-2030）的通知（来政办发〔2019〕38号），来宾市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分

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

禁止养殖区：禁止养殖区包括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乡镇饮用水源地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军事禁

区、港口、航道及航道保护范围、行洪区、码头等水域。但经允许后可开展与生

态产业相关的活动，如科研考察、生态旅游、建设具有重要遗传育种价值水生生

物物种保护及其增养殖项目。

限制养殖区：限制养殖区是指资源承载力较弱，并关系到较大范围内生态安

全，或环境污染、损害、破坏较严重并急需修复与恢复，不适合于进行集中高强

度开发的水域。本区包括除禁止养殖区外的所有水库、江河、电站库区以及饮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等水域。限制养殖区禁止投放滤泥、化肥、畜禽粪便

等，控制养殖密度和饲料投入。

养殖区：养殖区是指来宾市管辖的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目前尚未开

发但适于水产养殖开发利用的所有水面。划定区域范围具体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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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项目与《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

划（2018-2030）》相符性分析见下表。

表 1-5 项目与《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相符性一览表

县

（市、

区）

功能

区划
划定区域范围 本项目

相

符

性

象州县

禁养

区

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寺村镇）：以取水口

为圆心，半径为 50米的圆形区域；属于饮

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面积：0.008km2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

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

距离最近的水源地为寺

村镇龙殿冲水源地（寺

村镇）约 8.5km，项目

不在禁养区范围内

符

合

限养

区

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寺村镇）：以取水口

为中心，500米为半径的北面半圆区域，以

及以该半圆东西向直径为宽度，向南延伸

2000米的矩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除外；属

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面积：4.2663km2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象州

县寺村镇士篢村林场，

距离最近的水源地为寺

村镇龙殿冲水源地（寺

村镇）约 8.5km，项目

不在限养区范围内

符

合

养殖

区

来宾市管辖的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

和目前尚未开发但适于水产养殖开发利用

的所有水面。

项目所在区域不属于禁

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

范围。

符

合

综上，项目建设与《来宾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不冲突。

（2）区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本项目位于象州县寺村镇，根据象州县人民政府 2016 年 6 月颁布的《象州

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报批稿），项目所在地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为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位于龙殿冲，取水

口位于东经 109°50′17″，北纬 23°57′11″。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为地下型水源地，

属于碳酸盐岩裂隙溶洞水，含水量丰富，泉眼涌水量为 84.38 升/秒。具体属性见

表 1-6。

根据象州县人民政府 2016年 8 月颁布的《来宾市象州县农村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项目所在地象州县寺村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情况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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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象州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属性表（地下水型）

乡镇名 水源地编号
水源地点

位

一级保

护区面

积（km2）

二级保

护区面

积

（km2）

经度 纬度
水质

类型

水源地使

用状态
服务乡镇

服务人口

（万人）

实际取

水量

寺村镇
HA050145132

2103G1

寺村镇龙

殿冲水源

地
0.008 4.936 109°50′17

″E
23°57′11

″N Ⅲ 现用

寺村街及齐

心、王院等周

边村屯

2.23 5000m3/d

表 1-7 来宾市象州县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情况表

县乡
名称

行政
村名
称

水源
地名
称

水源地代码
水源
地类
型

水源
地使
用状
态

取水口坐标（经
纬度）

保护区
类型

水源地保护区范围
跨界

情况水域
面积
（k米

2）
陆域

面积
（k米
2）

寺村
镇

谭村

寺村
镇谭
村水
源地

HA0500451322103G0002
（现用）

HA0500451322103G0003
（规划）

地下
水

现用/
规划

109°45′55.574″E
24°0′38.492″N/
109°45′40.317″E
24°0′35.830″N

一级
以取水口为中心，两个
50米为半径的圆形区

域。
0.0157

无

二级

西侧取水口以西300米、
东侧取水口以东300米、
两侧 300米范围。一级
保护区陆域除外。

0.5967

项目距离寺村镇龙殿冲水源地约8.5km，距离寺村镇潭村水源地约11km（见附图6），项目不在水源地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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