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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页 L1HF井产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 年 10 月 21 日，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石化涪陵页岩

气基地会议室组织了“兴页 L1HF井产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参会单位有河南油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重庆渝佳

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及工区内工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参会单位和

代表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本项目建设情况、环

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的介绍，以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表的汇报，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查阅了有关验收资料。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重庆市忠县永丰镇东方村八组。 

项目环评批复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位于重庆市忠县永丰镇东方村八组，依托兴页

1 井平台现有井场新增 1 口页岩气勘探评价井。钻探目的层为侏罗统凉高山组凉二段下

亚段，设计完钻井深 4820m，其中水平段长度 2000m。兴页 L1HF 井采用“导管+二开式”

钻井工艺，导管段采用清水钻进，一开、二开直斜井采用水基钻井液（钾胺基聚合物钻井

液），二开水平段采用油基钻井液。本项目仅涉及钻井工程，不含压裂施工、地面集输工

程。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位于重庆市忠县永丰镇东方村八组，依托兴页 1 井

平台现有井场新增 1 口页岩气勘探评价井，钻探目的层为侏罗统凉高山组凉二段下亚

段，完钻井深 4580m，其中水平段长度 1801m。兴页 L1HF 井采用“导管+二开式”钻

井工艺，导管段采用清水钻进，一开、二开直斜井采用水基钻井液（钾胺基聚合物钻井

液），二开水平段采用油基钻井液。本项目仅涉及钻井工程，未包含钻井压裂施工、地

面集输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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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重庆渝佳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兴页

L1HF 井产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 年 1 月 17 日，忠县生态环境局以“渝（忠）

环准〔2022〕001 号”文予以批复。2022 年 1 月 18 日开钻，2022 年 3 月 5 日完钻，

2022 年 3 月 14 日完井，2022 年 3 月底完井搬迁，平台完成场地平整及恢复工作。现状

已完成压裂试气并建成试采站，本项目仅涉及钻井工程，不含压裂施工、地面集输工

程，故本次验收调查仅涉及钻井工程，符合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 6592 万元，环保投资为 200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为

3.03%。 

项目实际总投资 5387.01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63.5 万元，占工程实际总投资的

3.0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兴页 L1HF 井产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重庆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忠）环准〔2022〕001 号）中要求验收的内容，由于平

台受后续开发影响，为避免重复建设，放喷池、废水池、平台井场等未进行拆除和生态

恢复，该部分占地生态恢复纳入后续开发工程，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工程主要变动情况见表 1。 

表 1  工程变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变动内容 变动原因 界定结果 

1 

设计井深 4820m，水平段长度

2000m，实际井深 4580m，水平段

长度 1801m，井深缩短 240m，水平

段缩短199m，分别较环评阶段减少

4.98%、9.95% 

钻遇地层岩性需要及深部目的

层的预测性偏差，导致钻井最

终深度与设计深度不一致 

不属于重大变动 

本项目工程地点、建设性质、规模、施工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均未发生变动，钻井

深度调整属于合理范围，实际建设与环评中工程内容无大的调整和变化。生态恢复纳入

后续钻井工程是页岩气开发建设的需要。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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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环办〔2015〕52 号），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防止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纳入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三、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及效果 

（一）生态保护与恢复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建设前后区域生态系统未发生重大变化，区域生态现状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预测结论，环评阶段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基本落实。受地面工程占

地和后续开发影响，工程永久占地范围未确定，平台后期可能仍需打井，井场、放喷

池、清水池、废水池等设施需继续使用，因此，暂不拆除和开展生态恢复；待后续开发

永久占地及后续确定后，再开展生态恢复，该部分内容纳入后续工程验收。 

施工期燃油废气、施工扬尘未对周边植被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周边植被类型未发生

变化。土地复垦完成后，临时占地范围内植被逐步恢复。根据调查，施工期间建设单位

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得到防治。本项目各土壤监测点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关标

准要求，未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二）水污染防治与水环境保护 

本项目钻前工程施工期废水包括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钻井工程废水包

括钻井废水、洗井废水、生活污水。上述废水经采取相应的收集及处理措施后，未发生废

水进入河流、农田等地表水环境的污染事故。 

本项目井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废水池、清水池、放喷池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项

目导管段采用清水钻井，对于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层，钻井液均以清水为主，钻井液对水

质基本没有影响，钻井施工期间周边居民取水点未受影响。 

（三）废气治理与大气环境保护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期采取加强遮盖措施、洒水抑尘等措施；

采用网电钻井；同时采取了施工机械使用优质燃料、合理调度运行时间、采取定期维护

施工机械等防治措施。 

（四）噪声治理与声环境保护 

施工单位注重了对施工噪声的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同时做好了周边居民的解

释和安抚工作，未发生噪声环境纠纷；项目施工期间未出现噪声投诉。 

（五）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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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清水岩屑与水基岩屑全部进行了资源化利用；油基岩屑已交涪陵工区 1#油基

岩屑回收利用站综合利用，脱油后的油基岩屑灰渣在站点暂存后，交由重庆海创环保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处置；化工料桶均由厂家（荆州嘉华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废油

全部用于点长明火和配制油基泥浆；生活垃圾收集后已定期由井队清运至生活垃圾中转

站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厂界噪声及声环境监测结果 

平台场界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平台西北侧最近居民处（平台最近居民点）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 

（2）土壤监测结果 

平台废水池所在区域、平台西南侧放喷池下游土壤监测点位污染因子分别可以满足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

的筛选值，平台地表径流下游耕地内监测点位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筛选值标准。 

（3）地下水监测结果 

井场地下水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

类标准，石油类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标准限值。 

根据监测结果分析，项目所有监测项目指标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本项目在严格落

实了相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后，未对周边环境未造成不良影响。 

五、环境风险防范 

本项目建设单位和各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较好的落实了环评和批复要求

的风险防范措施；建设单位制定与编制完成了各专项工程的应急预案，并组织了演练，

可操作性强，能够在事故状态下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使危害减到最低程度。经调查，

本工程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环境风险事故，环境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六、环境管理情况 

本项目严格按照 HSSE 管理体系要求进行环保管理，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和“三同时”制度。环保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环境保护相关档案质量齐备，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