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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位于蚌埠市经开区龙湖路西侧，公园南路南侧，

龙湾路北侧，中心坐标为北纬 32°54′18″东经 117°22′44″。项目建设规模为 15 栋住宅

楼、8 栋商业楼等相关公辅设施，总建筑面积 32 万 m2，建设性质为新建。 

本工程由主体工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 2 部分组成，工程总占地 6.94hm2，永久

占地 6.54hm2，临时占地 0.40hm2；工程总挖方 23.16 万 m3，填方 5.50 万 m3，借方

4.62 万 m3，余方 22.28 万 m3。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7 月底完工。工程

实际总投资为 13.0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3.60 亿元。 

2016 年 11 月 21 日，蚌埠市经开区经贸发展局发改委以“蚌经区经改〔2016〕36

号”同意该项目立项。 

2019 年 12 月，蚌埠经开区经贸发展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该项目未批先建，发出

了《水土保持整改通知书》要求建设单位在限期补编补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20 年 6 月，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

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

规程规范，通过现场查勘、调查、及项目施工图资料，于 2020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滨

湖新区 58 号地块“禹洲·新城里”项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20 年 7 月 23 日，蚌埠市水利局以“蚌水保函〔2020〕31 号”印发了《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许可决定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规定，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下面简称我单位）承担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我单位监测工作开展时主体工程已完工。考虑到本项目主体建筑物建设已全

部完成，主要采取调查、实地量测、资料分析、类比推算、遥感解译等监测方法，对

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进行全面监测和补充调查，于 2023

年 4 月编制完成《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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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 

建

设

规

模 

主要建设 8 栋住宅

楼，7 栋商业楼、地

库及相关公辅设施 

建设单位、联系人 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 陈邦智 18096614890 

建设地点 安徽省蚌埠市经开区 

所属流域 淮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130000 万元 

工程总工期 工程总工期 44 个月（2016 年 12 月~2020 年 7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幼林 15656999530 

自然地理类型 
江淮丘陵区、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防治标准 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遥感解译、调查监测、实地量

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监测、实地量测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实地量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18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6.94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628.21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160t/(km2·a) 

防治措施 

主体工程区： 

雨水管道 2590m，雨水井 60 座；植草砖 2900m2，土地整治 1.99hm2 

植被建设 1.99hm2（乔木 900 株，灌木 1300 株，铺设草皮 18000m²）。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整治 0.40hm2； 

监

测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结

论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8 99.7 

防治措

施面积 

1.99h

m2 

永久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 

4.52

h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6.94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1 4.4 

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6.94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6.94hm2 

渣土防护

率 
99 99.3 工程措施面积 0.41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 

表土保护

率 
/ / 植物措施面积 1.99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

况 
160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99.0 

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 
2.00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1.99hm2 

林草覆盖

率 
27 30.5 

实际拦挡弃渣量 22.13 万 m3 总弃渣量 22.28 万 m3 

保护的表土数量 / 可剥离表土数量 /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

评价 
各项指标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要求，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较好 

总体结论 
本工程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施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水土流失

防治体系，起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主要建议 建设单位加强对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后期管理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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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地理位置 

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位于蚌埠市龙湖路西侧，公园南路南侧，龙湾

路北侧，项目中心坐标为为北纬 32°54′18″东经 117°22′44″。项目周边均为市政道路，

交通便利。项目地理位置详见图 1.1。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2、工程简况 

项目名称：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 

建设单位：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第6页 

建设规模：15 栋住宅楼（34 层住宅楼 9 栋，32 层住宅楼 1 栋，30 层住宅楼 3

栋，27 层住宅楼 1 栋）、8 栋 1 层的商业楼、配电房等相关公辅设施，总建筑面积 32

万 m2。 

主体设计单位：安徽地平线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体）、浙江金峨生态建设有限

公司（绿化）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合肥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占地：工程总占地 6.94hm2，永久占地 6.54hm2，临时占地 0.40hm2。 

土石方量：本工程共挖方 23.16 万 m3，填方 5.50 万 m3，借方 4.62 万 m3，余方

22.28 万 m3。 

建设工期：本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44 个月。 

工程总投资：总投资 130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6000 万元。 

3、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由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 2 部分组成。 

项目组成表 

组成 内容 

主体工程区 

主要建设15栋住宅楼（34层住宅楼9栋，32层住宅楼1栋，30层住宅楼3栋，

27层住宅楼2栋）、9栋1层的商业楼、配电房等相关公辅设施，总建筑面积

32万m2，总占地面积为6.54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在红线外布设施工生产生活区，作为施工临时项目部，占地面积

0.40hm2 

 

（1）主体工程区 

①住宅楼、商业楼 

15 栋住宅楼，其中 34 层住宅楼 9 栋，32 层住宅楼 1 栋，30 层住宅楼 3 栋，27

层住宅楼 2 栋，总建筑面积为 32.27 万 m2，商业楼共 10 栋，沿小区北侧、东侧、南

侧道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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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现状 建构筑物现状 

 

②道路广场 

小区内道路总长为 1051m，道路平均宽度为 6m，占地面积为 0.63hm2，小区共 3

个出入口，分别为南侧紧急出口宽 24m，接入南侧龙湾路，东侧主出入口宽 36m，接

入龙湖西路；北侧次出入口宽 6m，接入公园南路。地上停车场占地 0.29 hm2，广场

总面积为 0.37hm2。综上，广场道路总面积为 1.29hm2。 

  
道路现状 道路现状 

③绿化区域 

本区绿化率为 30.5%，绿化面积为 1.99hm2，绿化的重点为住宅楼四周、道路两

侧及广场区域，适当设置集中绿地，种植草皮，适当配植乔木、灌木；形成点、线、

面相结合的绿化空间体系，为人们创造一个清新、优雅的绿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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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现状 绿化现状 

④地库 

本项目地库总面积为 4.32hm2，净空 4.5m，开挖深度 5m，筏板厚度 0.5m，顶板

覆土 1.2~1.5m，顶板高程为 21.3m，底板高程为 16.3m，主要作为停车场使用。 

⑤连接道路 

本项目共 3 个出入口，东侧主出口连接到龙湖西路，北侧次出口连接至公园南路，

南侧紧急出口连接到龙湾路。连接道路均在红线范围内，红线外无占地。 

（2）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分期建设共布设两处施工场地，主要为施工临时项目部、仓库、材料及设

备堆场。 

本工程一期施工场地位于红线内二期南侧大门处，占地面积为 0.50hm2，一期工

程完成后施工场地拆除。 

二期施工场地租用周边地块，位于场地西侧铁东街上（规划道路），占地面积为

0.40hm2，现已采取措施达到复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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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施工场地 一期施工场地现状 

  
二期施工场地 二期施工场地现状 

（3）临时堆土 

根据现场经调查及施工资料，本项目未设置临时堆土场，前期施工挖方全部外运

至周边项目综合利用，后期填方均为借方，借方来自周边项目余方。 

1.1.2 项目区概况 

项目所在地蚌埠市经开区，属江淮丘陵，占地范围内原始地面高程在15~18m之

间，整体地势东高西低。项目区原始地形地貌图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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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为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910.0mm，雨季5~8月；多年

平均气温15.4℃左右，夏季极端气温40.5℃，冬季极端气温零下6.8℃，≥10℃积温约

4856℃，历年平均蒸发量1534.8m，年平均日照2167.5h；多年平均风速2.5m/s，历年

最大风速18m/s，多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最大冻土深度15cm，多年平均无霜期224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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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区主要气象特征值一览表 

项目 内容 单位 数值 

气候分区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气温 
多年平均 °C 15.4 

≥10℃积温 °C 4856 

降雨 多年平均 mm 910.0 

蒸发量 多年平均 mm 1534.8 

无霜期 全年 d 224 

冻土深度 最大 cm 15 

风速 

多年平均 m/s 2.5 

历年最大风速 m/s 18 

主导风向 东北 

本项目沿小区道路设置了雨水管道及雨水口，地表雨水经雨水口汇入地下雨水管

道，雨水管道排至市政雨水管网。 

项目区植被属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混交林，主要树种有刺槐、旱柳、榆、楸、

臭椿、苦棟、柿、枣、葡萄、杏、石榴、梨、苹果等，项目区现状林草覆盖率为 25.4%。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

号）、《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皖政秘〔2016〕250 号）、《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以及《蚌埠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

（蚌政秘〔2018〕165 号），项目区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微度水力

侵蚀为主，侵蚀方式主要为面蚀，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1.2 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纳入主体工程

的管理范畴，施工单位实施，监理单位把控质量，结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对水土保

持措施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合理优化布置，有效的控制了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7 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

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和监测工作滞后。 

2019 年 12 月，蚌埠市经开区经贸发展二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该项目未批先建，

以“蚌经区经贸二〔2019〕50 号”文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建设单位限期补报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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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方案。 

2020 年 6 月，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

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单位于 2020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滨湖新区 58#地

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20 年 7 月 18 日，蚌埠市水利局在蚌埠市主持召开了《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

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技术审查会。 

2020 年 7 月 23 日，蚌埠市水利局以“蚌水保函〔2020〕31 号”印发了《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许可决定书》。 

2022 年 1 月，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 

本工程在施工及试运行期间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 1月委托我单位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签订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技术服务合同，确定了双方职责，明确了监测任务、监测时段

及监测费用。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后，我单位及时成立了监测组，2022 年 1 月，组织

监测技术人员进入现场，进行踏勘工作，并于当月完成了监测实施方案。 

我单位首次入场时，项目主体工程已于 2020 年 7 月完工，主要采取了遥感解译、

对比分析、实地量测等监测方法。通过资料分析、遥感解译、实地量测法进行补充调

查，调查前期施工过程中的扰动地表面积、挖填土石方量、损坏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已造成的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进行

现场监测。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由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滞后于工程建设，为顺利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2

年 1 月，我单位组建监测项目小组及时进场监测，并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交底。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6 人，项目监测日常工作人员安排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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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统一调度。项目负责人定期检查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按时保质完成监

测工作。 

表 1.2 监测人员情况表 

姓名 职称 专业/职务 分工 

胡  瑾 高  工 水利水电工程 批  准 

王亮保 高  工 水利水电工程 核  定 

廖传淮 高  工 规划园林 审  查 

连明菊 工程师 风景园林 现场负责、编写 

宋宇驰 工程师 农业水利工程 日常监测 

葛晓鸣 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日常监测 

 

1.3.3 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共布置了 3

个监测点，位于主体工程区的绿化区域、主体工程区排水出口及红线外施工生产生活

区土地整治区域。监测点位布设见表 1.1。 

表 1.1 监测点位布设表 

序

号 
区域 位置 坐标（E\N） 方法 内容 

1 

主体工程区 

排水出口雨水井 117°22′47.25″ 32°54′15.12″ 
调查法、实地量

测法 

场地扰动形

式与面积，水

土流失量，植

被生长情况，

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植物

措施实施效

果。 

2 植被建设区域 117°22′44.96″ 32°54′18.94″ 
遥感法、调查法、

实地量测法 

3 施工场地区 土地整治区域 117°22′40.60″ 32°54′22.54″ 
遥感法、调查法、

实地量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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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监测点位布设图 

1.3.4 监测设施设备 

监测设备主要包括测距仪、GPS 定位仪、标杆、照相机等。各种监测方法需要的

主要监测设施设备详见表 1.3。 

表 1.2 监测设施设备表 

序号 监测设施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折旧率 折旧费 (元) 

1 GPS 定位仪 台 1 34800 34800 10% 3480 

2 无人机 台 1 10000 10000 10% 1000 

3 计算机 台 1 4000 4000 10% 400 

4 数码照相机 台 1 4000 4000 10% 400 

5 钢卷尺 个 2 50 100 10% 10 

6 50m 皮尺 支 2 100 200 10% 20 

7 2m 抽式标杆 支 8 150 1200 10% 120 

合计       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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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工程建设的特性、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的特点，该工程采用实地量测、遥感监

测和资料分析三种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监测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监测方法，多

点多方法或一点多方法，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1）实地量测 

对于扰动土地面积、边坡坡度、高度等因子；水土保持林草措施的成活率、保存

率、生长发育情况（林木的树高、胸径、冠幅等）及其植被覆盖度的变化等采用实地

量测的方法。具体方法为： 

①灌木盖度（含零星乔木）的监测采用线段法。用测绳或皮尺在所选定样方灌木

上方水平拉过，垂直观察灌丛在测绳上的投影长度，并用卷尺测量。灌木总投影长度

与测绳或样方总长度之比，即为灌木盖度。用此法在样方不同位置取三条线段求取平

均值，即为样方灌木盖度。 

②草地盖度的监测采用针刺法。用所选定样方内，选取2m×2m 的小样方，测绳

每20cm 处用细针（φ=2mm）做标记，顺次在小样方内的上、下、左、右间隔20cm 的

点上，从草的上方垂直插下，针与草相接触即算有，不接触则算无。针与草相接触点

数占总点数的比值，即为草地盖度。用此法在样方内不同位置取三个小样方求取平均

值，即为样方草地的盖度。 

③侵蚀沟样方测量法。根据侵蚀沟的形状尺寸计算水土流失体积，利用土壤容重

换算土壤流失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有代表性的侵蚀沟，在每条侵蚀沟的上、

中、下3 段选择若干个典型断面，对每个断面的侵蚀宽度、深度进行测量，并以梯形

或三角形断面形式计算断面面积，求出断面面积平均值，再乘以沟长和土壤容重既得

单条沟的侵蚀量。 

（2）遥感监测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通过现场勾绘和人机交互解译，对区内建设活动的扰动

范围、强度、土石方量、水土流失程度及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等进行宏观监测。同时，

在现场监测过程中，对于各监测点扰动地表情况、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情况采用无人机航拍，获取图像数据。 

（3）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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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扰动土地原地貌类型、扰动面积、取弃土（渣）量等采用资料分析的方法进

行监测。通过向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收集有关工程资料，主要是项目

区土地利用现状及用地批复文件资料；主体工程有关设计图纸、资料；项目区的土壤、

植被、气象、水文、泥沙资料；监理、监督单位的月报及有关汇总报表等，从中分析

出对水土保持监测有用的数据。 

由于项目已于2016年12月开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间较滞后，对于项目区原地

貌情况及土建施工阶段工程建设、扰动及水土流失情况主要采取遥感调查及同期同类

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推算。 

1.3.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2022年1月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后，监测组及时开展现场监测，并根据实际测量和

资料查询的情况，进行补充调查，形成现场监测记录资料以及现场影像资料，编制完

成了2016年12月~2023年3月共26期监测季报。 

监测工作结束后，经过资料整理和分析，监测人员在2023年4月，编制完成《滨

湖新区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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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本项目扰动土地情况监测主要采用实地量测、遥感监测、资料分析的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各防治分区扰动范围、面积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等。 

本项目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见表 2.1。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的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防治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范围 扰动形式及面积 

主体工程区 征地红线内区域 扰动面积及其变化情况 
遥感监测、资料

分析 

遥感监测：施工前一次，施

工中一次，施工后一次；资

料分析：每季度一次。 

施工生产生活区 占地区域 扰动面积及其变化情况 
遥感监测，资料

分析 

遥感监测：施工前一次，施

工中一次，施工后一次；资

料分析：每季度一次。 

2.2 表土 

本项目表土情况的监测主要采用遥感监测、资料分析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包括

可剥离表土数量、实际表土剥离量等。本项目为补报项目，前期建设场地由政府场平

交付净地，本方案表土剥离不计列。 

2.3 水土保持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效果监测主要采用实地量测、遥感监测、资料分析的

监测方法。对于工程防治措施，主要调查其实施数量、质量及进度；防护工程稳定性、

完好程度、运行情况、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植物措施主要调查其不同阶段林草种植

面积、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扰动地表林草自然恢复情况；植物措施拦渣保土

效果。对于临时防护措施，主要调查其实施情况，如实施数量、质量、进度、运行情

况和临时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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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防治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

区 

雨水管道、雨水井、土

地整治、植草砖等工程

施工进度、数量、质量、

稳定性、完好程度、运

行情况等 

乔灌草植被建设实

施进度、数量、成

活率、保存率等 

/ 

实地量测、遥

感监测、资料

分析 

实地量测、遥

感监测、资料

分析 

实地量测、遥

感监测、资料

分析 

实地量测：共一

次；遥感监测：

施工前一次，施

工中一次，施工

后一次；资料分

析：每季度一次。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土地整治工程施工进

度、数量、质量、稳定

性、完好程度、运行情

况等 

 彩条布苫盖情况 

2.4 水土流失情况 

本项目是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采用遥感监测、资料分析的监测方法。水土流失

面积监测采用实地量测、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土壤流失量监测采用侵蚀沟样方测

量的方法。水土流失危害采用资料分析和现场量测的方法进行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见表2.3。 

表 2.3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防治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土壤流失面积 土壤流失量 
水土流失危

害 

主体工程

区 

建构筑物开挖、回填

等裸露地表 

建构筑物开挖回填、

裸露地表、临时堆土

水土流失量及不同时

段变化情况 

造成水土流

失事件的成

因、损失、潜

在危害和补

救措施 

遥感监测、资料

分析 

遥感监测：施工

前一次，施工中

一次，施工后一

次；资料分析：

每季度一次。 
施工生产

生活区 
裸露地表 

裸露地表水土流失量

及不同时段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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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蚌埠市蚌埠市水利局印发的《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准予许可决定书》（蚌水保函〔2020〕31 号），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为 6.94hm2。详见表 3.1。 

表 3.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区 
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主体工程区 6.54  6.54 6.5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 0.40 0.40 

合计 6.54 0.04 6.94 6.94 

防治责任主体 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成果 

根据实地调查和定位监测结果，对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竣工资料查阅复核，本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94hm2，其中主体工程区 6.54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hm2。建设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2。 

表 3.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项目区 

项目建设区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主体工程区 6.54  6.54 6.5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 0.40 0.40 

合计 6.54 0.40 6.94 6.94 

防治责任主体 安徽晟和置业有限公司 

3）对比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6.94hm2，较批复方案的防治责任范围未发生变化。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对比表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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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对比 

项目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 实际 较方案增加或减少 

主体工程区 6.54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 0 

合计 6.54 0.40 0 

监测数据和方案设计变化的主要原因：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时，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属于补报项目，按实际发生计列，

监测数据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比较，防治责任范围无变化。 

3.1.2 背景值监测 

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公报（2021 年）》，结合批复的《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

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调查施工监理前期的资料，确定本项目各防治区

原始地貌土壤侵蚀模数，具体如下： 

项目区范围内占地类型为住宅用地、耕地、交通运输用地，土壤侵蚀模数强度属

微度，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8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通过查阅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结合实地监测，分别对各区域的项目建设区扰动

地表、占压土地和损坏林草植被的面积进行测算。本工程造成扰动和损坏的面积总计

为 6.94hm2。各分区扰动土地情况对比表详见表 3.4。 

表 3.4   扰动土地情况对比表  单位：hm2 

分区 方案阶段 实际扰动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主体工程区 6.54 6.54 0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时，

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

属于补报项目，按实际

发生计列，监测数据和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比较，扰动面积无变化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 0.40 0 

合计 6.94 6.94 0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本项目无借方，无取土场。 

3.3 弃渣监测结果 

通过调查监测和实地监测，本工程余方 22.28 万 m3，全部外运综合利用（1、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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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水泥厂，2、比亚迪汽车厂，3、湖上升明月，4、帆船营地中心，5、帝景大观，6、

黄泥厂绿化，7、纪郭村综合治理，8、帝景龙湾 A 地块，9、凤阳砖厂，10、金卉瓷

器建材厂等项目回填），无弃土场。 

3.4 表土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本项目前期占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耕地及

住宅用地，前期建设单位未进行表土剥离，表土保护率不计列。 

3.5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实地调查，本项目总挖方 23.16 万 m3，

填方 5.50 万 m3，余方 22.28 万 m3 全部外运综合利用（1、凤阳水泥厂，2、比亚迪汽

车厂，3、湖上升明月，4、帆船营地中心，5、帝景大观，6、黄泥厂绿化，7、纪郭

村综合治理，8、帝景龙湾 A 地块，9、凤阳砖厂，10、金卉瓷器建材厂等项目回填），

借方 4.63 万 m3 来自周边项目余方（凤兰路 B、C 地块项目及滨湖新区 59 号 A、B 地

块项目）。 

1）主体工程区：挖方 23.01 万 m3，其中 0.73 万 m3 用于前期场地回填，22.28 万

m3 全部外运综合利用；填方 5.4 万 m3，其中 0.73 万 m3 为本项目前期回填，

0.05 万 m3 为施工场地调运回填室内；4.62 万 m3 来自周边项目余方（凤兰路

B、C 地块项目及滨湖新区 59 号 A、B 地块项目）详见附件渣土证。 

2）施工生产生活区：总挖方为 0.15 万 m3，填方 0.1 万 m3。主要为场平土方 0.1

万 m3 及后期场地拆迁垃圾 0.05 万 m3，拆迁垃圾破碎后运至运用至小区室内

回填。 

3）表土：本工程开工前已由政府完成场地初步平整，工程建设时无表土可剥，

详见附件。 

土石方平衡流向见表 3.7，方案设计和监测土石方平衡及流向对比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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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表         单位：万m3 

项目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主体工程

区 
23.01 5.40 0.05 

施工生产

生活区 
  4.62 

周边项

目余方 
22.28 

综合

利用 

施工生产

生活区 
0.15 0.10   0.05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合计 23.16 5.5 0.05  0.05  4.62 
周边项

目余方 
22.28 

综合

利用 

表 3.8   方案设计和监测土石方平衡及流向对比表    单位：万 m3 

分区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开挖 回填 借方 弃方 开挖 回填 借方 弃方 开挖 回填 借方 弃方 

主体工程

区 
23.01 5.4 4.62 22.28 23.01 5.40 4.62 22.28 0 0 0 0 

施工生产

生活区 
0.15 0.10   0.15 0.10   0 0 0 0 

合计 23.16 5.5 4.62 22.28 23.16 5.50 4.62 22.28 0 0 0 0 

变化原因：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是在本项目完工后编报，本项目的土石方按实际发生计列，

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无变化。 

3.6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3.6.1 水土流失影响监测 

根据实地调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场地平整、建构筑物基坑开挖、道路修

建等活动，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土体结构松散，在外营力的作用下，造成水土流失。 

3.6.2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监测 

根据调查，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水土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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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措施如下： 

1）主体工程区：雨水管道 2590m，雨水井 60 座；植草砖 2900m2，土地整治 1.99hm2。 

2）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 0.40hm2。 

4.1.2 工程措施实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监测 

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水土保持措施

基本同步实施。 

1）主体工程区：土地整治 1.99hm2，雨水管道 2590m，雨水井 60 座，植草砖

2900hm2。 

2）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 0.40 hm2。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hm2 1.99 
2019 年 2~3 月、2020 年

2~4 月 
植被建设区域 

雨水管道 m 2590 
2019 年 1~3 月、2020 年

3~4 月 
沿建构筑物、道路布设 

雨水井 座 60 
2019 年 1~3 月、2020 年

3~4 月 
沿建构筑物、道路布设 

植草砖 m2 2900 
2019 年 2~3 月、2020 年

3~4 月 
小区地上停车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整治 hm2 0.40 2020 年 1~2 月 占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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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工程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 

表 4.2   项目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工程量与方案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完成量 

增减 

工程量 
变化原因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hm2 1.99 1.99 0 

水土保持方案

编报时，工程

已全部完工，

项目属于报告

项目，按实际

发生计列，实

际实施与方案

一致 

雨水管道 m 2590 2590 0 

雨水井 座 60 60 0 

植草砖 m2 2900 2900 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土地整治 hm2 0.40 0.40 0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植物措施设计如下： 

1）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 1.99hm2（乔木 900 株，灌木 1300 株，草皮 18000m2）。 

4.2.2 植物措施实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监测 

项目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3~4 月及 2020 年 4~5 月。 

1）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 1.99hm2（乔木 900 株，灌木 1300 株，草皮 18000m2）。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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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植物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主体工程区 

植被建设面积 hm2 1.99 

2019 年 3~4 月、

2020 年 4~5 月 

建构筑物、道路

周边空闲区域 
其中 

乔木 株 900 

灌木 m2 1300 

草坪 m2 18000 

4.2.3 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 

表 4.4  项目实际完成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完成量 

增减 

工程量 
变化原因 

主体工程区 

植被建设面积 hm2 1.99 1.99 0 
水土保持方

案编报时，工

程已全部完

工，项目属于

报告项目，按

实际发生计

列，实际实施

与方案一致 

其中 

乔木 株 900 900 0 

灌木 m2 1300 1300 0 

草坪 m2 18000 18000 0 

4.2.4 植物措施成活率、生长情况监测 

植物措施实施前都进行了土地整治和覆土，苗木规格符合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总

体质量合格，长势良好，后期需加强植物措施养护管护工作。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1）施工生产生活区：彩条布苫盖 4000m2。 

4.3.2 临时措施实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监测 

根据查阅工程计量，彩条布苫盖未实施。 

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见表 4.5。 

表 4.5  临时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施工生产生活区 彩条布苫盖 m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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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临时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 

表 4.6 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与方案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工

程量 

实际完

成量 

增减工

程量 
变化原因 

施工生产生活

区 
彩条布苫盖 m2 4000 0 -4000 

施工场地达到复垦要求后，及时耕种，

未对土地进行苫盖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基本实施了主体设计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根

据现场调查，对照有关规范和标准，实施措施布局无制约性因素，已实施的水土保持

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的功能未变，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项目区的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

理，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水

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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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项目总体布局，结合前期施工遥感影像和后期实地调查，对项目建设期开挖

扰动、占压地表和损坏的植被面积进行量测统计，施工期最大水土流失面积 6.94hm2，

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1.99hm2。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详见表 5.1。 

表 5.1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 

监测单元 

面积（hm2） 

施工期 试运行期 

主体工程区 6.54 1.99 

施工生产生活区 0.40 0 

合计 6.94 1.99 

5.2 土壤流失量 

5.2.1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结果 

（1）降雨量变化情况 

本项目位于蚌埠市五河县境内。工程建设期 2016 年 12 月至 2023 年 3 月降雨资

料见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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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项目区降雨量情况表 

年份 年降雨量(mm) 
1～3 月降雨量 

(mm) 

4～6 月降雨量 

(mm) 

7～9 月降雨量 

(mm 

10～12 月降雨量 

(mm) 

2016 年（10-12 月） 308.5    308.5 

2017 年（1-12 月） 1066.5 93 325.5 505.5 142.5 

2018 年（1-12 月） 1455.5 142.5 619 529 165 

2019 年（1-12 月） 1058.5 89.5 106.5 526 230 

2020 年（1-12 月） 1064.9 160.9 176 474.5 90.8 

2021 年（1-12 月） 999.0 95.3 173.5 530.6 104.4 

2022 年（1-12 月） 247.0 150.5 231.5 185.5 153.5 

2023 年（1-3 月） 86 86    

 

 

图 5.2  项目降雨量柱状图 

从表 5.2 及图 5.2 中可以看出，建设期降雨量年内分布不均，年降雨量主要集中

在第二、三季度，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 

（2）施工活动的变化 

项目随着施工活动造成扰动面的增加，水土流失量逐步增加，随着建构筑物、地

面硬化及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量逐步减少。建构筑物基础开挖、临时堆土

等土方工程集中在 2016、2018 年，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 2016、2018 年。 

5.2.2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调查监测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结合本项目的报批稿（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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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影像资料，采取实地监测，项目区分区土壤侵蚀模

数背景值取值结果见表 5.3。 

表 5.3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表 

项目分区 主体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合计 

分区面积（hm2） 6.54 0.40 6.94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180 180 / 

5.2.3 施工期土壤侵蚀监测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7 月完工。 

监测进场前，水土流失量监测主要采用调查法，结合遥感影像，确定这一时段的

侵蚀强度。 

监测进场以后，水土流失量监测主要采用实地量测法，施工期刚开始阶段，建构

筑物基础开挖及回填、内部道路修建、临时堆土堆放，扰动面积较大，因降雨和人为

扰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加大。随着施工进度的进行，各区域的硬化、工程措施和植

物措施的实施，各区域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及逐渐发挥效益，水土流失量显著降低，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降低。根据监测数据，到 2023 年 3 月，整个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

模数下降到 160t/km2·a。施工期各阶段的侵蚀模数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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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各扰动单元侵蚀模数表 

分区/ 

侵蚀时间 

主体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模数 (t/km2.a) 

2016.12.1~2016.12.31 375 322 

2017.01.01~2017.03.31 356 257 

2017.04.01~2017.06.30 338 232 

2017.07.01~2017.09.30 384 221 

2017.10.11~2017.12.31 351 201 

2018.01.01~2018.03.31 336 197 

2018.04.01~2018.06.30 341 220 

2018.07.01~2018.09.30 455 289 

2018.10.11~2018.12.31 384 208 

2019.01.01~2019.03.31 304 190 

2019.04.01~2019.06.30 277 181 

2019.07.01~2019.9.30 341 205 

2019.10.01~2019.12.31 273 183 

2020.01.01~2020.03.31 241 180 

2020.04.01~2020.06.30 232 178 

2020.07.01~2020.09.30 200 170 

2020.10.01~2020.12.30 180 170 

2021.01.01~2021.03.31 170 160 

2021.04.01~2021.06.30 160 160 

2021.07.01~2021.09.30 160 160 

2021.10.11~2021.12.31 160 160 

2022.01.01~2022.03.31 160 160 

2022.04.01~2022.06.30 160 160 

2022.07.01~2022.09.30 160 160 

2022.10.01~2022.12.31 160 160 

2023.0101~2023.3.31 16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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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侵蚀强度 

 

5.2.4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监测 

本项目通过查阅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资料、监理资料，施工过程中的视频影像资料，

以及实地监测测量获取各阶段的扰动面积，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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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各时段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调查表 

分区/ 主体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侵蚀时间 侵蚀面积 (t/km2.a) 侵蚀面积 (t/km2.a) 

2016.12.1~2016.12.31 0.50 0 

2017.01.01~2017.03.31 6.54 0 

2017.04.01~2017.06.30 6.50 0 

2017.07.01~2017.09.30 5.87 0.40 

2017.10.11~2017.12.31 5.46 0.40 

2018.01.01~2018.03.31 5.31 0.40 

2018.04.01~2018.06.30 4.32 0.40 

2018.07.01~2018.09.30 3.64 0 

2018.10.11~2018.12.31 2.61 0 

2019.01.01~2019.03.31 5.97 0 

2019.04.01~2019.06.30 5.31 0 

2019.07.01~2019.9.30 3.17 0 

2019.10.01~2019.12.31 2.04 0 

2020.01.01~2020.03.31 1.99 0 

2020.04.01~2020.06.30 1.99 0 

2020.07.01~2020.09.30 1.99 0.40 

2020.10.01~2020.12.30 1.00 0.40 

2021.01.01~2021.03.31 0.80 0.40 

2021.04.01~2021.06.30 0.10 0.40 

2021.07.01~2021.09.30 0.07 0.40 

2021.10.11~2021.12.31 0.01 0.40 

2022.01.01~2022.03.31 0.01 0.40 

2022.04.01~2022.06.30 0.01 0.40 

2022.07.01~2022.09.30 0.01 0.40 

2022.1.01~2022.12.31 0.01 0.30 

2023.01.01~2023.3.31 0.01 0.10 

5.2.5 建设期土壤侵蚀强度分析计算 

1）施工期 

施工期随着工程的逐步开展，扰动面加大，由于场地平整、建构筑物基础开挖及

回填、道路修建、管线顶管施工等活动，侵蚀强度加大，随着主体的硬化，水土保持

措施发挥效益，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的治理，侵蚀强度、土壤流失量逐步减少，对周边

的危害和影响也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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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主体工程区的最大土壤侵蚀模数从 455t/km2·a 下降到 160t/km2·a，施

工过程中地表裸露区域遇到侵蚀降雨，导致水土流失较为明显。总体来看随着工程措

施和植物措施的逐步实施，到了工程施工期的末端，从监测数据来看，水土流失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 

2）试运行期 

随着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逐步实施，各区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土壤侵

蚀模数降到了 160t/km2·a。 

5.2.6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1、土壤流失计算方法 

通过对定位观测和调查收集到的监测数据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

整理，利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计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土壤流失计算公式：Ms=F×Ks ×T 

式中：Ms——土壤流失（t）； 

F ——土壤流失面积（km2）； 

Ks——土壤流失模数（t/km2·a）； 

T —— 侵蚀时段（a）。 

2、各阶段水土流失量计算 

依据上述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结合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计算得出施工期（含

施工准备期）和试运行期各扰动地表侵蚀单元的土壤侵蚀量，施工期扰动面造成水土

流失量监测成果详见表 5.7，与方案阶段预测的各区域的水土流失量对比见表 5.8。 

3、土壤流失量 

从表 5.7 可以看出，项目建设期内土壤流失总量为 56.0t，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随

着措施的实施，流失量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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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项目建设水土流失量调查统计表 

分区/ 

侵蚀时间 

主体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合计（t） 

侵蚀量 (t) 侵蚀量 (t) 

2016.10.11~2016.12.31 0.2  0 0.2  

2017.01.01~2017.03.31 5.8  0 5.8  

2017.04.01~2017.06.30 5.5  0 5.5  

2017.07.01~2017.09.30 5.6  0.4  6.0  

2017.10.11~2017.12.31 4.8  0.3  5.1  

2018.01.01~2018.03.31 4.5  0.2  4.7  

2018.04.01~2018.06.30 3.7  0.2  3.9  

2018.07.01~2018.09.30 4.1  0.0  4.1  

2018.10.11~2018.12.31 2.5  0.0  2.5  

2019.01.01~2019.03.31 4.5  0.0  4.5  

2019.04.01~2019.06.30 3.7  0.0  3.7  

2019.07.01~2019.9.30 2.7  0.0  2.7  

2019.10.01~2019.12.31 1.4  0.0  1.4  

2020.01.01~2020.03.31 1.2  0.0  1.2  

2020.04.01~2020.06.30 1.2  0.0  1.2  

2020.07.01~2020.09.30 1.0  0.2  1.2  

2020.10.01~2020.12.30 0.5  0.2  0.6  

2021.01.01~2021.03.31 0.3  0.2  0.5  

2021.04.01~2021.06.30 0.0  0.2  0.2  

2021.07.01~2021.09.30 0.0  0.2  0.2  

2021.10.11~2021.12.31 0.0  0.2  0.2  

2022.01.01~2022.03.31 0.0  0.2  0.2  

2022.04.01~2022.06.30 0.0  0.2  0.2  

2022.07.01~2022.09.30 0.0  0.2  0.2  

2022.10.01~2022.12.31 0.0  0.0  0.1  

2023.1.1~2023.3.31 0.0  0.0  0.0  

合计 53.3  2.7  56.0  

 

 

图 5.3 各分区水土流失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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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各年度水土流失量图 

施工期间主要的土壤流失发生在 2017~2019 年，这期间主要由于场地的平整、建

构筑物基础开挖及回填、道路修建、管线顶管施工等活动，地表裸露、抗侵蚀能力减

弱，造成项目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随着构建筑物的硬化，项目区内排水绿化的实

施，水土保持措施功能得到逐渐发挥，水土流失逐渐减少达到稳定状态。 

表 5.8  实际水土流失量与方案阶段预测水土流失量对比 

项目分区 
水土流失量（t） 

方案预测 实际监测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主体工程区 53.3 53.3 0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时，工程已全部完工，

项目属于报告项目，按实际发生计列，实

际实施与方案一致 

施工生产生活区 2.7 2.7 0 

合计 56.0 56.0 0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总挖方 23.16 万 m3，填方 5.50 万 m3，借方 4.62 万 m3，

余方 22.38 万 m3 全部外运合利用，无借方。 

5.4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实际调查及监测，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项目区的建构筑物基础开挖及

回填、道路修建等活动，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导致项目区产生一定的水土流失。 

根据调查及监测，工程在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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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92hm2，水土流失总面积 6.94hm2，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7%，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98%。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成果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

失面积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水保措施面积（hm2） 建构筑物 

硬化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01 1.99 2.00 4.52 6.52 6.54 99.7 

施工生产生活

区 
0.40  0.40  0.40 0.40 100 

合计 0.41 1.99 2.40 4.52 6.92 6.94 99.7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平方公

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工程所

在地区属南方红壤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试运行期土壤侵蚀模数

160t/km2·a。经加权平均计算出场地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45.9 t/km2·a，试运行期土壤

流失控制比为 4.4，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开发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档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

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根据实地监测和调查，本工程采取措施挡

护的临时堆土数量 22.28 万 m3，临时堆土总量 22.13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9.3%，高

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99%。 

6.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

分比。本方案编制时场地已扰动未进行表土剥离，表土保护率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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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的百分比；至目前本工程已经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1.99hm2，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 2.01hm2 的 99%，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97%。分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成果见表

6.2。 

表 6.2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可恢复面积（hm2） 植物措施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主体工程区 2.01 1.99 99.0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0 0 

合计 2.01 1.99 99.0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项目

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1.99hm2，占项目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6.54hm2（扣除施工生

产生活区复垦 0.40hm2）的 30.4%，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27%。分区林草覆盖率计

算成果见表 6.3。 

表 6.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主体工程区 6.54 1.99 30.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0 0.00 0 

合计 6.54 1.99 30.5 

6.7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资料统计计算，滨湖新区 58#地块禹州·新城里项目六项指标值为：水土

流失治理度 99.7%，土壤流失控制比 4.4，渣土防护率 99.3%，表土保护率不计列，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0%，林草覆盖率 30.5%，均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六项指标

监测结果见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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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成果表 

评估指标 目标值（％） 评估依据 单位 数量 预测达到值 评估结果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6.92 

99.7  达标 

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 hm2 6.94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1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200 

4.4 达标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t/km2·a 45.9 

渣土防护

率（％） 
99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临时堆土量和

永久弃土总量 
万 m3 22.13 

99.3 达标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万 m3 22.28 

表土保护

率（％） 
-- 

防治责任内范围保护的表土量 万 m3 -- 

-- --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98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1.99 

99.0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2.01 

林草覆盖

率（％） 
27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1.99 

30.5% 达标 

总面积 hm2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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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根据监测结果，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方案设计的 6.94hm2，由于水土保持

方案编报时，工程已全部完工，项目属于补报项目，按实际发生计列，监测数据和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比较，防治责任范围无变化。 

工程建设期 23.16 万 m3，填方 5.5 万 m3，借方 4.62 万 m3，余方 22.28 万 m3，无

借方。 

本工程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主体工程区。根据监测结果，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

2017 年，共产生土壤流失量 56.0t，其中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量 53.3t，占水土流失总

量的 95.2%。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从施工期到试运行期通过遥感解译、现场调查获得，在

监测过程中，土地整治、排水工程、植被建设工程等防治措施相结合，使扰动土地得

到整治，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各扰动单元土壤侵蚀强度都呈现下降趋势。截止监测结

束时，六项指标均达到方案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明显。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时本项目已全部完工，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要求，施工结束

后，对裸露区域进行植被建设，植被建设前进行了土地整治，保证了植物措施的成活

率；项目区的排水体系，断面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在地上停车场区域布设植草砖增强

了降雨蓄渗。本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按照设计施工，控制施工边界，

减少了对外界的影响。 

2、水土保持措施效果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有效的防止了水土流

失。土壤侵蚀模数由施工期最大的 455t/km2·a 降到试运行期的 160t/km2·a，各项措施

控制发挥了很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截止目前，各项防护措施效果明显，运行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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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运行维护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7.4 综合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水土保持设施运

行正常，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本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总面积为 6.94hm2，

项目建设期内土壤流失总量为 17.6t。落实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

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各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其中，水土

流失治理度 99.7%，土壤流失控制比 4.4，渣土防护率 99.3%，表土保护率不计列，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0%，林草覆盖率 30.5%。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

水保〔2020〕161 号）规定及要求，本项目不存在超出防治责任范围、弃土乱堆乱弃

等现象，工程后期实施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防护措施等，工程满足水土保

持相关要求，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评价为“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