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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启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 200 万套汽车减震器内外筒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

概况

位置
砀山县高铁新区润达东路路北 500米

（北纬：北纬 34°24′36.65″ 东经：116°21′49.67″）
建设内容 总建筑面积为 8940.53m2，主要建设 3栋厂房、1栋综合楼、1栋仓库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8000

土建投资（万元） 1000 占地面积（hm2）
永久：1.12
临时：0

一期动工时间 2017年 3月 一期完工时间 2017年 12月
二期动工时间 2024年 5月 二期完工时间 2024年 12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0.86 0.86
取土（石、砂）场 不涉及

弃土（石、渣）场 不涉及

项目

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涉及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地貌类型 北方土石山区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t/(km2·a)] 180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2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选址涉及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方案设计

按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一级标准，施工过程中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

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2.52t
防治责任范围（hm2） 1.12

防治标

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渣土防护率（%） 97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3

水土保

持措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
土地整治 0.04hm2，雨水管道

300m，雨水井 30座 植被建设 0.04hm2 密目网苫盖面积 0.85hm2。

水土保持

投资（万

元）

工程措施 10.05 植物措施 5.00
临时措施 1.70 水土保持补偿费 0.896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
水土保持监理费 /

设计费 5.00
总投资 22.65

编制单位 安徽中林科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安徽启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幼林 法人代表及电话 黄志科

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庐州大道与南宁路交

口万达茂中心 5幢办 1023室
地址

砀山县高铁新区工业园区润达东

路路北 500米
邮编 230601 邮编 235300

联系人及电话 李幼林 15656999530 联系人及电话 黄志科 19155975566
电子信箱 / 电子信箱 /
传真 /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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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主体设计情况

2022年 12月，砀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项目下发项目备案表。

2023年 7月，砀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项目下发规划条件通知书。

2023年 11月，四川同创宏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完成本工程施工图设计。

2024年 2月，宿州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完成本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方案编制情况

2024年 8月，砀山县水利局对本项目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2024年 8月，安徽启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委托安徽中林科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

司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我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通过现场查勘、调查、搜集资料，于 2024年 8月编制完成《安徽启

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套汽车减震器内外筒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3）项目进展情况

本项目建设分为 2期，其中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厂房一和厂房二，并配套建设道

路、绿化、供水、供电、排水管网，一期工程已于 2017年 3月~2017年 12月建设

完成。

二期工程主要建设厂房三、仓库一、综合楼，二期工程已于 2024年 5月开工建

设，计划于 2024年 11月完工。截至目前，厂房三已经建设完成，正在进行综合楼

的建设，仓库一暂未动工。（本期形象进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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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正射影像（2024年 8月）

1.2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1.2.1项目组成

项目由建构筑物、道路广场、景观绿化组成。项目组成表以及主要技术指标见

表 1.1~表 1.2。
表 1.1 项目组成表

组成 内容

建构筑物
总建筑面积为 8940.53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8669.45m2，地下建筑面积为 271.08m2。容积率为

1.29，建筑系数 60.27%，主要新建 3栋厂房，1个仓库，1栋综合楼。

道路广场 包含厂区内部道路、地面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停车位，道路广场地面面积 0.41hm2。

景观绿化 项目绿化面积 0.04hm2，绿地率 3.48%。

附属设施 包括供水供电、排水等设施。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 3栋厂房，1个仓库，1栋综合楼、道路广场、绿化等配套

设施。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总建筑面积 8940.53m2，容积率 1.29，绿地率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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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2。
表 1.2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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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1.2.2工程布置

1.2.2.1 建构筑物

1）平面布置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为 0.68hm2，总建筑面积为 8940.53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8669.45m2，地下建筑面积为 271.08m2。容积率为 1.29，建筑系数 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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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建构筑物特性表

建筑名称 层数 建筑高度（m） 基地面积（m2）
建筑面积

（m2）

计容面积

（m2）
基础类型

原建筑一（厂房一） 1F 8.00 1662.46 1662.46 1662.46 独立基础

原建筑二（厂房二） 1F 8.00 1348.35 1348.35 1348.35 独立基础

厂房三（新建） 1F 10.00 2879.80 2879.80 2879.80 独立基础

仓库（新建） 3F 12.00 418.32 1254.96 1254.96 独立基础

综合楼（新建） 3F 12.00 507.96 1523.88 1523.88 独立基础

地下消防泵房及消防水池 -1F -3.60 271.08

合计 6816.89 8940.53 8669.45

2）竖向设计

根据本工程地质勘察报告，项目区原设计标高为 41.50m～41.93m。

建筑物的设计标高为 42.15~42.16m。

图 1.3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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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竖向设计图

1.2.2.2 道路广场

1）平面布置

在建筑物四周布设道路，道路广场占地面积为 0.41hm2。道路宽度为 4m，道路

长度为475m。道路工程在一期工程建设时已建设完成，建设时间为2017年3月~2017

年 12月。

2）竖向设计

道路设计标高为 41.83~41.85m。

1.2.2.3 景观绿化

1）平面布置

在道路以及建筑物四周布设景观绿化，绿化面积为 0.04hm2，绿地率 3.48%。主

要种植石楠、桂花、女贞等植被，景观绿化于一期工程建设完成，建设时间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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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2017年 12月。

表 1.3 项目区苗木表

序号 名称 高度 H/cm 冠幅 P/cm 数量 备注

1 石楠 200-300 200-250 18株 乔木

2 桂花 200-300 200-250 10株 乔木

3 女贞 30-35 20-25 14400株 灌木

4 沿阶草 / / 300m2

2）竖向设计

景观绿化设计标高为 41.85~41.86m。

1.2.2.4 配套设施

1）给排水系统

给水：供水水源为城市自来水，在厂区内实施环状供水，管网采用环状加枝状

布置，室外给水管、消防管各启用一根管线，管线上设室外消火栓一个。

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本工程雨水排放采用雨水口、雨水检查井、雨水管道

相结合的雨水排放方式。室外及道路雨水经雨水口收集，通过雨水井沉淀，经雨水

管道排入润达路的市政雨水管道内。项目区内雨水管道管径为 DN300~DN700，雨

水管道总长 300m，沿雨水管道共布设雨水井 10座。雨水管线建设时间为 2017年 9

月~2017年 10月。雨水管线无红线外占地。污水汇合后经项目区污水管网汇入润达

路的市政污水管网，污水管线建设时间为 2017年 9月~2017年 10月。

雨污管线无新增红线外临时占地。

2）电力系统

工程用电从润达路输电线路变压器引入 10kV高压电源至项目区配电房，再由

配电房至各单体直，无需架设专门的输电杆塔。电力管线无新增红线外临时占地。

3）通信工程

电话、宽带网络等线路均由市政信号源接入项目终端或电信机房，红线外线路

接入由城市相应通信公司提供。通信线路无新增红线外临时占地。

4）项目外交通系统

本工程周边有润达路，对外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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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围墙

本项目围墙位于红线上。

6）项目出入口

本项目与东侧厂区共用 1个出入口。出入口未新增占地。

1.2.3 分期建设工程概况

本项目建设分为 2期，其中厂房一和厂房二于 2017年 3月~2017年 12月建设完

成，并配套建设道路、绿化、供水、供电、排水管网，建设时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厂房三、仓库一、综合楼于 2024年 5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4年 11月完工。

本方案将一期建设的厂房一、厂房二、道路、绿化、供水、供电、排水管网以及

本期建设的厂房三、仓库一、综合楼均纳入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范围。

图 1.5 建筑物建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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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工组织

1.3.1施工场地布置

一期工程建设时，在厂房三处堆放施工材料，占地面积为 0.05hm2，目前用于建

设厂房三。建筑工人主要为当地村民，未布设施工生活区。

本期建设时在综合楼、厂房三、仓库一的四周堆放建筑材料。占地面积约为

0.03hm2，建筑工人主要为当地村民，未布设施工生活区。

1.3.2临时堆土场

根据现场调查及与建设单位沟通，一期工程与二期工程修建的厂房均为钢结构框

架，基础为独立基础，无需大范围开挖基础，建构筑物建设过程中开挖的土方临时堆

放于场地四周，后期用于基础回填，因此未布设临时堆土场。

1.3.3施工道路

一期工程建设时外部道路有润达路，一期工程建设时润达路已修建完成，施工

车辆可通过该道路进入项目区，交通便利。内部施工道路结合后期永久道路布设，

能够满足施工期运输车辆通行和施工机械通行要求，内外部交通比较便利。一期工

程建设时施工道路无红线外临时占地。

二期工程建设时外部道路为润达路，内部道路主要利用一期工程已经建成的厂

区道路。二期工程建设时施工道路无新增红线外临时占地。

出入口利用主体已有出入口，无需新增其他临时占地布置。

1.3.4施工用水用电

一期工程施工生产生活用水为自来水，施工临时用电就近接入附近的市政供电线

路。

二期工程施工用水用地利用一期工程已建设的市政供水供电管网。

一期、二期工程建设时施工用水用电无新增红线外临时占地。

1.3.5施工工艺

1）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采用机械化施工，根据施工放样及竖向设计进行场平，土方开挖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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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开挖结合自卸汽车运输。

2）基础开挖

基础土方开挖采用挖掘机挖土装土，自卸汽车运土，即挖即运。

基础开挖土方后期需要回填部分，临时堆放至建构筑物周边。基础开挖排水就

近排入了市政雨水井。

3）土方工程

土方开挖方法：本工程基坑的土方分层机械开挖，基坑机械开挖和基坑护壁交

叉同步进行，挖至基坑底部设计标高上 300mm停止开挖，进入人工修边捡底。工

艺流程：确定开挖的顺序和坡度→分段分层平均下挖→修边和清底。

填土工艺流程：基坑底地坪上清理→检验土质→分层铺土→分层碾压密实→检

验密实度→修整找平验收。

4）混凝土工程

所用砼均使用商用砼，从混凝土公司外购运至工地，采用搅拌混凝土运输车运

输与浇筑。混凝土工程由人工操作机械、机具完成。

5）管线施工

管线工程包含污水管、电力管、雨水管等安装工程。管线工程结合道路布设，

其施工也与道路施工相结合。管线工程基础开挖采用机械与人工相结合方式，开挖

的土方置于沟边，预埋的管道临时运至沟边，开挖的沟槽经验收合格立即安装管道，

按要求回填，减少堆土的裸露时间。

6）绿化工程

由机械和人工结合完成，采用机械运土进行场地平整，人工栽植苗木。

7）夏（雨）季施工

加强混凝土施工时的养护，避免烈日暴晒造成强度不足，干裂等质缺陷，砼渗

入缓凝型减水剂，延长砼初凝时间。项目部组成领导小组，检查各机械设备，电箱

等是否有防雨棚，道路、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检查各机电设备并做好记录。对各库

房、配电房，塔吊基础的防水情况进行检查。各起吊设备，外脚手架应安装避雷装

置，防止雷击，大风后及时检查其稳定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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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施工进度

（1）施工进度：

工程建设分为二期，其中一期建设时间为 2017年 3月~2017年 12月；二期建

设时间为 2024年 5月~2024年 12月。工程施工进度如下：

一期工程：

2017年 3月：工程开工，进行施工准备。

2017年 4月~2017年 9月：建筑物施工。

2017年 9月~2017年 10月：管线施工。

2017年 11月~2017年 12月：绿化施工、调试、扫尾。

二期工程：

2024年 5月：工程开工，进行施工准备。

2024年 5月~2024年 11月：建筑物施工。

2024年 12月：调试、扫尾完工。

（2）工程施工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工程正在进行厂房三以及综合楼的施工，仓库一暂未施工。

厂房三

（新建）
厂房一

（已建成）

厂房二

（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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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正在建设建筑物（2024年 8月）

一期已建成建筑物

图 1.6 项目区现场影像（2024年 8月）

1.4工程占地

项目总占地为 1.12hm2，均为永久占地；按占地类型分，均为工矿仓储用地（工

业用地）。工程占地详见表 1.4。

表 1.4 工程占地性质、类型、面积表

项目分区
占地类型（hm2）

占地性质（hm2）
工矿仓储用地（工业用地）

主体工程区 1.12 永久占地

1.5土石方平衡

1）土石方汇总

本工程挖方 0.86 万 m3，其中一期工程建筑物基础开挖土方 0.48万 m3，一期工

程场地平整挖方 0.07 万 m3，一期工程管线工程 0.01万 m3。二期工程建筑物基础开

挖 0.30万 m3。

本工程总填方 0.86万 m3，其中一期工程建筑物基础回填土方 0.48万 m3，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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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场地平整填方 0.07万 m3，一期工程管线工程 0.01 万 m3。二期工程建筑物基础

为 0.25万 m3，二期工程场地平整 0.05万 m3。

无余方、无借方。

2）已开挖土方

一期工程总挖方为 0.56 万 m3，其中建筑物基础开挖土方 0.48 万 m3，场地平整

挖方 0.07万 m3，管线工程 0.01万 m3。

一期工程总填方为 0.56 万 m3，其中建筑物基础回填土方 0.48 万 m3，场地平整

填方 0.07万 m3，管线工程 0.01万 m3。

二期工程挖方 0.20万 m3，为建筑物基础开挖土方。

二期工程填方 0.20万 m3，建筑物基础回填土方 0.16万 m3，场地平整 0.04万 m3。

3）待实施土方

二期工程挖方 0.10万 m3，为建筑物基础开挖土方。

二期工程填方 0.10万 m3，0.09万 m3为建筑物基础回填土方，0.01万 m3为场地

平整。

4）表土

根据调查，项目区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库用地（工业用地），项目开工前无表土资

源。

综上，本工程总挖方 0.86万 m3，填方 0.86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土石方平衡见表 1.5，土石方平衡框图见图 1.7。

表 1.5 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一般

土石方

一般

土石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一期工程

①建筑物基础 0.48 0.48

②场地平整 0.07 0.07

③管线工程 0.01 0.01

小计 0.56 0.56

二期工程
①建筑物基础 0.30 0.25

②场地平整 0.05

合计 0.8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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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已实施土石方统计表表 单位：万 m3

表 1.7 待实施土石方统计表表 单位：万 m3

图 1.7 土石方平衡框图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一般

土石方

一般

土石方

数

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一期工程

①建筑物基础 0.48 0.48

②场地平整 0.07 0.07

③管线工程 0.01 0.01

小计 0.56 0.56

二期工程
①建筑物基础 0.20 0.16

②场地平整 0.04

合计 0.76 0.76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一般

土石方

一般

土石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二期

工程

①建筑物基础 0.10 0.09

②场地平整 0.01

合计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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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建

本项目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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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2.1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对工程水

土保持制约性因素逐条分析和评价，对照分析结果见表 2.1~表 2.3。

表 2.1 《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符合性评价

序号 《水土保持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应当限制

或者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护

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在侵蚀沟的沟坡和沟岸、

河流的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的周边，土地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或者有关管理单位应当营造植物保护带。禁止开

垦、开发植物保护带。

不涉及
满足

要求

2

第二十四条：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

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

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无法避让黄泛平原风沙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本方案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北方土石山区

一级标准，主设建构筑物基础由大

开挖调整为了独立基础，减少扰动

地表约 0.5hm2，减少开挖土石方 1.1
万 m3，优化了施工工艺，减少了地

表扰动，控制了水土流失。

满足

要求

表 2.2 《安徽省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规定的符合性分析与评价

序号 《安徽省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

第一款：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

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

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二款：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城市

规划区范围内，禁止新建破坏植被、损坏地貌等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露天采矿生产建设项目。

本项目无法避让黄泛平原风沙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本方案

已提高防治标准至一级，主设建构

筑物基础由大开挖调整为了独立

基础，减少扰动地表约 0.5hm2，减

少开挖土石方 1.1 万 m3，优化施了

工工艺，减少了地表扰动，控制了

水土流失；本项目不属于露天采矿

项目。

满足

要求

表 2.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分析与评价

序

号

《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技 术 标 准 》

（GB50433-2018） 本工程 评价

1 3.2.1 条第 1 款：选址（线）应避让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本项目无法避让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本方案已提高防治

标准，主设建构筑物基础采用独立基础，

减少扰动地表约 0.5hm2，减少开挖土石

方 1.1 万 m3，优化了施工工艺，减少了

地表扰动，控制了水土流失。

满足要求

2 3.2.1 条第 2 款：选址（线）应避让河流两岸、湖 不涉及 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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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

3
3.2.1 条第 3 款：选址（线）应避让全国水土保持

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

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不涉及 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本工程在选址方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约束性规定，工程选

址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2.2 取（弃）土（渣）场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挖方 0.86 万 m3，填方 0.86 万 m3，无余方，无借方。因此，本工程不涉

及取（弃）土（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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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防治目标

3.1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等相关规定，通过项目区的查勘、调查，结合工程的总体布局及其特

点，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占地面积，面积为 1.12hm2，防治责任由

建设单位安徽启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承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hm2） 防治责任范围（hm2）

主体工程区 1.12 1.12
防治责任范围主体 安徽启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图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防治目标

安徽中林科生态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第 19页

3.2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 号）、《安徽

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

94 号）及《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2017-2030 年）》（宿政秘〔2018〕66 号），项

目区位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执行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3.3 防治目标

1）基本目标

1）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2）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3）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4）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

恢复率、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T50434-2018）的规定。

2）目标值修正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的有关规定，水

土流失防治目标需根据地区干旱程度、土壤侵蚀强度、地形地貌、是否位于城区及

行业标准要求等进行修正，具体如下：

1）土壤侵蚀强度：项目区土壤侵蚀属微度，按照优于建设前土壤侵蚀强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定 1.4。

2）是否涉及城市区：项目位于砀山县高铁新区，属于城市区域，渣土防护率

和林草覆盖率提高 2%。

3）根据本项目规划设计条件，项目林草覆盖率<15%，项目实际绿地率 3.48%

因此将林草覆盖率调减至 3%。

4）是否在水土流失重点防区：项目位于黄泛平原风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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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林草覆盖率提高 2%。

5）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库用地，无表土资源，对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

综上，设计水平年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4，渣土

防护率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3%。

按以上原则修正后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指标值见表 3.2。

表 3.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指标值表

防治指标

北方土石山区

一级标准
修正 修正后目标值

施工

期

设计水

平年

按土壤侵

蚀强度修正

位于城

市区内

位于重点

预防区

项目

特点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0 +0.50 1.4

渣土防护率（%） 95 97 +2 95 97

表土保护率（%） 95 95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 97

林草覆盖率（%） 25 +2 +2 -2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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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预测

4.1 已造成水土流失调查

1）前期施工降雨量调查

本工程分为 2 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设时间为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

二期工程建设时间为 2024年 5 月~2024 年 12 月，截至目前（2024年 8月），正在

进行二期工程的施工。

本方案对完工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采用调查的方法。根据砀山县气象站点降雨

资料，施工期降雨量情况见表 4.1。

表 4.1 施工期降雨量情况调查表

年份 月份 降雨量（mm）

2017 年

3 30.5
4~6 323.4
7~9 453.8
10~12 92.3

2024 年 5~7 445.8

2）前期水土流失面积调查

根据工程施工资料结合历史影像调查，一期工程于 2017 年 3月开工，截至目前

（2024年 9 月），正在进行二期工程的施工，施工扰动面积为 1.12hm2。

3）前期施工土壤侵蚀模数调查

根据施工资料结合降雨资料，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180t/km²·a。

表 4.2 已发生侵蚀面积以及侵蚀模数表

时间

组成

2017.3 2017.4~2017.6 2017.7~2017.9 2017.10~2017.12 2024.5~2024.7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

面积

（hm2）

侵蚀

模数

t/（km²·a）
主体工

程区
0.50 240 1.12 400 1.12 530 1.12 180 0.37 320

4）前期施工造成的土壤流失量调查

根据工程前期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并结合降雨资料，经调查，前

期施工土壤流失总量 1.42t，其中背景流失量 0.72t，新增流失量 0.7t。已造成的土壤

流失量调查结果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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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已造成水土流失量调查结果表 单位：t

侵蚀时段 预测区域

平均土

壤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模

数背景

值

(t/km²·a)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调查时

段（a）

调查水

土流失

量（t）

背景水

土流失

量（t）

新增水

土流失

量（t）

2017.3

主体工程

区

240 180 0.5 0.05 0.06 0.05 0.01

2017.4~2017.6 400 180 1.12 0.1 0.45 0.2 0.25

2017.4~2017.6 530 181 1.12 0.1 0.59 0.2 0.39

2017.10~2017.12 180 181 1.12 0.1 0.20 0.2 0

2024.5~2024.7 320 182 0.37 0.1 0.12 0.07 0.05

合计 1.42 0.72 0.7

4.2 后续水土流失预测

4.2.1预测单元

项目水土流失预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主要对主体工程区、施

工临建区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进行预测。

表 4.4 施工期各预测单元预测面积表

预测时段 项目分区 预测单元 预测面积（hm2）

施工期 主体工程区 建筑物基础 0.37

自然恢复期 主体工程区 绿化区域 0

4.2.2 预测时段

本工程为建设类项目，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及工程建设特点，项目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分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项目水土流失预测时段根据工程进度安排，结合产生水土流失的季节，按最不

利条件确定预测时段，超过雨季长度的按全年计算，未超过雨季长度的按占雨季长

度的比例计算。本项目雨季为 6~9月。工程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如下：

表 4.5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表

项目分区 预测单元 预测时段（a） 备注

主体工程区
建筑物基础 0.5 施工期

绿化区域 2.0 自然恢复期

4.2.3 土壤侵蚀模数

本方案工程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侵蚀模数采用数学模型法进行预测。根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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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土壤流失计算公式如下：

表 4.6 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标表

土壤流失类型（水力作用） 水土流失量计算公式 备注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土壤流失（扰动后） Myd=RKydLySyBETA 公式 1

扰动前土壤流失 Myz=RKLySyBETA 公式 2

公式 1中各指标如下：

Myd——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R——降雨侵蚀力因子，取 4803.8MJ·mm/（hm2·h）,；

Kyd——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取 0.0036 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取 1.85；

Sy——坡度因子，取 0.56；

B——植被覆盖因子，取 0.34；

E——工程措施因子，取 1；

T——耕作措施因子，取 1；

A——计算单元水平投影面积，取 100hm2。

经计算，Myd 单位侵蚀模数为 610t/（km2·a）。

公式 2中各指标如下：

Myz——植被破坏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 t；

R——降雨侵蚀力因子，取 4803.8 MJ·mm/（hm2·h）；

K——土壤可蚀性因子，取 0.0036 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取 1.37；

Sy——坡度因子，取 0.76；

B——植被覆盖因子，取 0.19；

E——工程措施因子，取 1；

T——耕作措施因子，取 1；

A——计算单元水平投影面积，取 100hm2。

经计算，Myz背景侵蚀模数为 18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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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典型扰动单元土壤侵蚀模数测算（一般扰动）

扰动单元 土壤流失类型

R
（MJ•m

m/
（hm2•h）

Kyd

t·hm2·h/
（hm2·MJ·
mm）

Ly Sy B E T A Myd

基础开挖
一般扰动地表土壤流失

（扰动后）
4803.8 0.0036 1.85 0.56 0.34 1 1 100 610

表 4.8 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

土壤流失类型
R

MJ·mm/
（hm2·h）

K
t·hm2·h/

（hm2·MJ·mm）
Ly Sy B E T A Myz

扰动前土壤流失 4803.8 0.0036 1.37 0.76 0.19 1 1 100 180

4.2.4 预测结果

后续施工期以及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量如下：

表 4.9 水土流失量调查表 单位：t

侵蚀时段 预测区域

平均土壤

侵蚀模数

(t/km²·a)

侵蚀模数

背景值

(t/km²·a)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调查

时段

（a）

调查

水土

流失

量（t）

背景

水土

流失

量（t）

新增

水土

流失

量（t）

施工期 主体工程区 610 180 0.37 0.5 1.1 0.3 0.8

自然恢复期 主体工程区 200 180 0.00 2 0.0 0.0 0.0

合计 1.1 0.3 0.8

根据工程前期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并结合降雨资料，经调查，后

续施工土壤流失总量 1.1t，其中背景流失量 0.3t，新增流失量 0.8t。

4.2.5 整个过程水土流失量

整个工程水土流失量统计见表4.10。

表4.10 整个工程水土流失量统计表

名称 时段
已造成（预测）水土

流失量（t）
背景水土流失量

（t）
新增水土流失量

（t）

已发生水土流失量 施工期 1.42 0.72 0.7

后续施工可能产生
水土流失总量

施工期 1.1 0.3 0.8

自然恢复期 0.0 0.0 0.0

合计 2.52 1.02 1.5

从表 4.10 中可以看出，本项目水土流失预测总量 2.52t，其中背景水土流失量

1.02，新增水土流失总量 1.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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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措施

5.1防治区划分

依据项目区地貌特征、主体工程布局及水土流失特点，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

区划分为主体工程区。

表 5.1 防治分区表

分区 内容 占地（hm2）

主体工程区 主要新建 3 栋厂房，1 个仓库，1 栋综合楼、道路广场、绿化等 1.12

5.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1）主体工程区

施工过程中，本方案新增对裸露地表采取密目网苫盖进行临时防护；施工中，

在项目区内沿道路、建构筑物周边布设雨水管道、雨水井；施工结束后，在建构筑

物、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行植被建设，植被建设前进行土地整治。

图 5.1 水土流失防治体框图

注：“
＊
”表示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

5.3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及设计标准

1）排水工程：排水标准为重现期 P=3年，降雨历时 t=10min，满足《水土保持

工程设计规范》。

2）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主体工程区级别为 3级。

5.4 措施布设

5.4.1主体工程区

1）主体已列

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

体系

主体工

程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
、排水工程

＊

植物措施：植被建设
＊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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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 0.04hm2。该

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 年 11月~2017 年 12 月。

排水工程：在项目区内沿道路、建构筑物周边布设管径为 DN300~DN700，雨

水管道总长 300m，沿雨水管道共布设雨水井 10 座。该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 年 9

月~2017年 10 月。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行植被建设，植被建设面积为

0.04hm2。该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 年 11月~2017年 12 月。

表 5.3 项目区苗木表

序号 名称 高度 H/cm 冠幅 P/cm 数量 备注

1 石楠 200-300 200-250 18 株 乔木

2 桂花 200-300 200-250 10 株 乔木

3 女贞 30-35 20-25 14400 株 灌木

4 沿阶草 / / 300m2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进行密目网苫盖，铺设密目网 0.80hm2。

该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 年 4月~2017年 11月。

2）方案新增

本方案新增裸露地表临时苫盖措施，新增密目网苫盖面积 0.05hm2。该措施实

施时段为 2024 年 9月~2024年 10 月。

表 5.4 主体工程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措施名称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04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管道 m 300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井 座 30 主体已列（已实施）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 hm2 0.04 主体已列（未实施）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hm2 0.80 主体已列（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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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方案新增（未实施）

植被建设 雨水管道以及雨水井

图 5.1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现场照片（202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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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

6.1编制说明

6.1.1编制原则及依据

1）水土保持投资的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施工机械台时费、

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应与主体工程一致。

2）主体工程已有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参照合同价或按照预算价计列；方案新增

的参照已有的工程单价计列，不足部分采用水土保持或相关行业的定额、取费项目及

费率。

1）《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3〕67 号）；

2）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

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费〔2017〕77 号）；

3）《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皖发改价费函〔2023〕276 号）；

4）《关于规范我省建设工程人工价格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建标〔2021〕

46 号）；

5）国家、省、地方其他有关规定和标准，以及设计工程量和图纸等。

6.1.2编制说明

1）基础单价

人工单价与主体工程保持一致，为 173.45 元/工日。

2）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单价由直接工程费（包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和现场经费）、间接费、企业利

润、税金等构成，其中有关费用标准根据“67号文”规定分别采用如下：

①其他直接费：按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计算；

②现场经费：按直接费×现场经费费率计算；

③间接费：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费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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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企业利润：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率计算；

⑤税金：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率计算；

⑥扩大费用：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扩大系数计算。

（以上各费率取值标准见《投资附件》）。

3）施工临时工程计算依据

施工临时工程费中其他临时工程按新增工程措施及新增植物措施投资和的

1.5%计算。

4）独立费用计算依据

独立费用包括建设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测费

①建设管理费：本项目建设管理费纳入主体一并考虑，不再计列。

②水土保持监理费：纳入主体监理，不计列。

③方案编制费：按合同额计列为 3.00 万元。

④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按市场价计列为 2.00万元。

5）其他说明

①本投资未计列价差预备费。

②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 管理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328 号）第七条规定，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

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为 1.12hm2。

根据《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

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费〔2017〕77 号）、《安

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水土保持补偿

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皖发改价费函〔2023〕276 号），按照征占地每平方米 1.0

元计算水土保持补偿费，并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80%收取。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12hm2，水土保持补偿费：1.12*1*80%=0.8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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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 22.65万元（主体已列 16.65 万元，方案新增 5.996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 10.05万元，植物措施 5.00 万元，临时措施 1.70 万元，独立费用 5.0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896万元。

表 6.1 投资概算表

编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主体已列投资

合计（万

元）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

费

独立

费用
合计 已实施 待实施栽(种）

植费

苗木、

草籽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0.05 10.05

1 主体工程区 10.05 10.05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5.00 5.00

1 主体工程区 5.00 5.0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0.10 0.10 1.60 1.70

一 临时防护工程

1 主体工程区 0.10 0.10 1.60 1.70

二 其他临时工程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5.00 5.00

一 建设管理费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三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费
3.00 3.00

四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

验收费
2.00 2.00

一~四部分合计 0.10 5.00 5.10 16.65 21.75

水土保持补偿费 0.896 0.896

基本预备费

水土保持总投资 5.996 16.65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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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分区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数量 单价 合计(万元)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0.05
一 主体工程区

1 土地整治 hm2 0.04 1.2元/m2 0.05
2 雨水管道 m 300 / 10.00
3 雨水井 座 3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5.00
一 主体工程区

1 植被建设 hm2 0.04 / 5.0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1.70

一 主体工程区

1 密目网苫盖 hm2 0.85 2 元/m2 1.70
其他临时工程 % 0.0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5.00
一 建设管理费 0.0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0
三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0
四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2.00

表 6.3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

序号 计征内容 计征面积（hm2）
计征标准

（元/m2）

小计

（万元）

1 主体工程区 1.12
1*0.8 0.896

合计 1.12

表 6.4 分年度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万元）

年度

2017 2024
已实施 待实施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0.05 10.05
一 主体工程区 10.05 10.05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5.00 5.00
一 主体工程区 5.00 5.0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1.70 1.60 0.10
一 主体工程区 1.70 1.60 0.10
三 其他临时工程 0.0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5.00 5.00
一 建设管理费 0.0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0
三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0 3.00
四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2.00 2.00

一~四部分合计 21.75 16.65 5.10
水土保持补偿费 0.896 0.896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2.646 16.65 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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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效益分析

本工程水土流失面积为项目施工中扰动的面积 1.12hm2。工程建设对所涉及的

区域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至设计水平年，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1hm2,林草植被建设面积 0.04hm2，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1.4t，项

目建设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面积见表 6.5。

表 6.5 设计水平年各防治分区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一览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硬化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0 0.04 0.04 0.71 1.11 1.12

本工程各防治分区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后，至方案设计水平年，

项目区的六项防治指标均能达到目标值，实现了预期的防治效果。设计水平年项目

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分析汇总详见表 6.6。

表 6.6 工程六项指标综合目标值分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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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1.11
99.1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1.1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200

1.5 达标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t/km2·a 135

渣土防护率（%） 97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

时堆土数量
万 m3 0.098

98 达标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万 m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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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0.04
97.6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0.041

林草覆盖率

（%）
3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0.04
3.48 达标

总面积 hm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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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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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11hm2，水土流失面积 1.12hm2，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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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理后可将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控制在 135t/

（km2•a）。本地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5，

有效地控制了因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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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得百分比。项目区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为 0.10

万 m3，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量为 0.098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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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储用地，无表土资源，不计列表土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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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0.04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04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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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目林草植被建设面积为 0.04hm2，项目用地面积 1.12hm2，林草覆盖率为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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