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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陈波 

13769489167 

总监测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及电话 
姜明正 

18468245815 

主体工程进度 
目前项目区东部道路和景观绿化已建设完成，西部区域正在进行建构筑

物施工，其余未实施。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7.43 / 8.78 

项目建设

区 

建构筑物区 1.74 / 1.74 

道路及硬化区 2.53 / 2.53 

景观绿化区 3.16 / 3.16 

临时施工场地区 / / 1.35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 / / 

弃土 

（石、渣）

情况 

（万m3） 

合    计 0/1.51 / 0/0.90 

弃土（石、渣）场 / / / 

临时堆土 1.51 / 0.90 

拦渣率（%） 92 / 94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 

措施 

合计（万m3/m/hm2） 1.51/1295/0.18 / 1.51/0/0 

表土剥离（万m3） 1.51 / 1.51 

雨水管（m） 1295 / / 

透水砖铺砌（hm2） 0.18 / / 

植物 

措施 

合计（hm2） 1.97 / 0.60 

园林绿化（hm2） 1.97 / 0.60 

临时 

措施 

合计(座/m/口/m/hm2) 1/1096/6/440/0.62 / 1/230/0/0/0.08 

临时车辆清洗池（座） 1 / 1 

临时排水沟（m） 1096 / 230 

临时砖砌沉砂池（口） 6 / / 

临时拦挡（m） 440 / / 

临时覆盖（hm2） 0.62 / 0.08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 358.90 608.58 

最大24小时降雨(mm） / 55.37 / 

最大风速(m/s） / 6.36 / 

土壤流失量（m3） 

土壤流失量 43.18 284.00 

弃土（石、渣）潜在土壤

流失量 
/ /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 9 月 30 日进行监测，监测主要调查项目进展情况、水

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扰动面积、土石方情况等。 

存在问题与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根据项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内裸露地表

采取临时覆盖措施； 

（2）建议建设单位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零星堆放土方采

取临时覆盖、拦挡措施； 

（3）建议建设单位及时对 3 期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3  季度，     8.78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     黄色      红色 □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2 

建设单位在项目区外围建设了施工围墙，临

时施工场地布置在建设单位其余项目地块，

占地面积增加 1.35 公顷，扣 13 分。 

表土剥离保护 5 5 
项目前期进行表土剥离保护，本季度不涉及

表土剥离保护，不扣分。 

弃土（石、渣）堆

放 
15 15 本项目建设未产生弃渣，不扣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土壤流失总量 43.18m
3，不扣分。 

水土流失

防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设计工程措施为雨水管和透水砖铺砌，根据

工程施工进度安排，目前尚未到雨水管和透

水砖铺砌实施阶段，不扣分。 

植物措施 15 15 
设计植物措施为园林绿化，根据工程进度安

排，目前尚未到园林绿化实施阶段，不扣分。 

临时措施 10 0 
设计的临时排水沟、临时砖砌沉砂池、临时

拦挡、临时覆盖措施未实施，扣 10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项目未造成水土流失危害，不扣分。 

合计 100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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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位于弥勒市工业园区星田工业区，行政区划隶属于弥勒

市弥阳街道管辖，项目区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3°28′17.05"，北纬 24°21′44.69"。项目区

东侧紧邻规划道路（沥青路面，路面宽 30m），西侧为预留用地，南侧紧邻章小农村公路

（沥青路面，路面宽 32m），北侧为生物谷药业灯盏花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Ⅰ期）（已建

设完成投入使用）。项目区周边基础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 

（二）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建设单位：云南弥勒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弥勒市工业园区星田工业区；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 

建设内容：办公楼、综合库房、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消防水池、景观湖、

职工活动场地及配套的道路、停车位、排水、绿化等辅助设施； 

工程等级与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 8.78hm
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7.43hm

2，临时占地面

1.35hm
2），总建筑面积 45923.77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5277.21m
2，地下建筑面积 646.56m

2；

建筑密度 23.42%，容积率 0.62，绿地率 26.51%（临时占地不参与各项指标计算）；项目建

成后生产小容量注射剂 8500 万支/年、硬胶囊剂 8.64 亿粒/年、片剂 5.04 亿片/年、软胶囊

剂 4.32 亿粒/年、滴丸剂 21 亿粒/年；为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设项目（药物制剂）大型； 

建设工期：总工期为 28 个月，已于 2019 年 9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1 年 12 月完工； 

总投资：总投资 24980.8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4988.52 万元，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

自筹。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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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1 项目名称 
 

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2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类 

3 建设地点 
 

弥勒工业园区星田工业区 
 

4 建设单位 
 

云南弥勒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 
 

5 建设规模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设项目 药物制剂工程大型 

6 总建筑面积 m
2
 45923.77 

 
（1） 地上建筑面积 m

2
 45277.21 

 
（2） 地下建筑面积 m

2
 646.56 

 
7 建筑基底面积 m

2
 17412.18 1.74hm

2
 

8 建筑密度 % 23.42 
 

9 容积率 
 

0.62 
 

10 建筑层数 层 -1～4 
 

11 景观绿化面积 
 

31649.29 3.16hm
2
 

（1） 绿地面积 m
2
 19726.70 1.97hm

2
 

（2） 景观湖占地面积 m
2
 11919.59 1.19hm

2
 

12 绿地率 % 26.51 
 

13 地面停车位 个 131 
 

14 工程投资 万元 24980.86 
 

（1） 土建投资 万元 14988.52 
 

15 工程建设期 月 28 2019 年 9 月～2021 年 12 月 

1.2 项目组成 

根据项目建设基本内容及单项工程划分情况，将项目划分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及硬化

区、景观绿化区和临时施工场地区 4 个分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8.78hm
2。项目组成详见

表 1-2。 

表 1-2                            项目组成表 

序号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hm
2） 单项工程名称及主要建设内容 

1 建构筑物区 1.74 
建构筑物工程：办公楼、综合库房、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

消防水池等。 

2 道路及硬化区 2.53 
道路工程：厂内道路 1380m，宽 6～10m； 

硬化工程：停车位、建筑周边硬化、货运广场和职工活动场地等。 

3 景观绿化区 3.16 
景观绿化工程：园林绿化。 

水景观工程：景观湖。 

4 临时施工场地区 1.35 布设临时施工场地、临时施工营地、临时堆放土方等。 

合计 8.78 / 

（一）建构筑物区 

建构筑物区占地面积1.74hm
2，总建筑面积45923.77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5277.21m
2，

地下建筑面积 646.56m
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楼、综合库房、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

中心）、消防水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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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上建筑 

①办公楼：建设 1 栋办公楼，共 4 层，建筑总高度 18.00m，主要用于行政办公，占地

面积为 1169.42m
2，建筑面积为 4675.36m

2。基础采用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 

②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建设 1 栋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层数为 2~3

层，建筑总高度 15.35m，占地面积为 8525.74m
2，建筑面积为 18353.85m

2，主要用于制剂

生产和质检，基础采用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③综合库房：建设 1 栋综合库房，层数为 3 层，建筑总高度 16.14m，占地面积为

7211.40m
2，建筑面积为 22248.00m

2，主要用于库存，基础采用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形式为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2）地下建构 

①地下消防泵房：位于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东北侧区域下部，主要布设地下

消防泵房，地下建筑面积 140.94m
2，层高为 3.0m，基础采用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形式为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②消防水池：为地下建构筑物，占地面积为 505.62m
2，建筑面积为 505.62m

2，结构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 

各主要单体建构筑物的特征详见表 1-3。 

表 1-3                       各主要单体建构筑物特征表 

序

号 
建构筑物 

占地面积 层数 建筑高度 建筑面积 基础型

式 
结构形式 

m² 层 m m² 

1 办公楼 1169.42 4 18 4675.36 

柱下独

立基础 
钢筋混凝土框架 

2 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 8525.74 2~3 15.35 18353.85 

3 综合库房 7211.40 3 16.14 22248.00 

4 地下消防泵房 位于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下部 140.94 

5 消防水池 505.62 
  

505.62 
 

钢筋混凝土结构 

合计 17412.18 / / 45923.77 / / 

（二）道路及硬化区 

道路及硬化区包括厂区道路、硬地场地等，占地面积为 2.53hm
2，其中厂区道路占地

0.97hm
2，硬化场地占地 1.56hm

2。 

（1）厂区道路 

项目区南侧与章小农村公路连接处布设厂区主入口，出入口宽度为 30.0m，厂区道路

从章小农村公路接入后，沿项目区呈环形布设，连接各个建筑物，并连通生物谷药业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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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Ⅰ期），道路长 1380m，路面宽 6~10m，采用砼硬化路面，满足交

通运输及消防车道通行要求，总占地面积约为 0.97hm
2。 

（2）硬化场地 

主要布设停车位、建筑周边硬化、货运广场和职工活动场地等，占地面积 1.56hm
2。 

停车位：布设于项目区南侧和东侧道路旁，共设置 131 个地面停车位，停车位尺寸为

2.50×5.50m
2，采用透水砖铺砌，占地面积 0.18hm

2。 

建构筑物周边硬化：主要布设在建筑物周边硬化、人行步道、办公楼前小广场等，为

青石板铺砖地面，占地面积 1.03hm
2。 

货运广场：主要布设综合库房和综合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西侧，主要用于装卸货，

为砼硬化地面，占地面积为 0.17hm
2。 

职工活动场地：布设于办公楼东北侧，用于职工娱乐活动，为塑胶硬化地面，占地面

积为 0.18hm
2。 

（3）景观绿化区 

景观绿化区包括景观绿化、水景观等，占地面积为3.16hm
2，其中景观绿化占地1.97hm

2，

水景观占地 1.19hm
2。 

①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规划占地面积 1.97hm
2，采用园林式绿化，树种以常绿树种为主，并结合观

花、观叶、观型、闻香等树种综合配置，优先选用本地优良乡土树种，同时适当引进适于

本地生长且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较强的抗逆性的景观苗木，综合运用观花植物、观叶植物、

闻香植物，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相结合，形成多层次的立体种植形式，营造丰富的厂区

自然景观。 

②水景观 

水体景观与植物景观相结合，突出自然生态的山水概念，同时注入文化的、城市化的

元素，有机的结合绿地、水景、树木花草等，形成一系列富有特色、具有情节变化的景观

链，从而构成一个“厂区公园”。设计在办公楼西南侧布置 1 个景观湖，景观湖可积蓄部分

降水从而减少水损失，景观湖占地面积 1.19hm
2。 

（4）临时施工场地区 

临时施工场地区占地 1.35hm
2，布设在三期用地，主要用于施工中建筑材料临时储存

及机械设备临时停放，临时堆放土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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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施工组织 

（一）施工场地 

施工场地包括施工中建筑材料临时储存及机械设备临时停放占地和其他施工过程中

所需临时占地，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场地布设在项目区中部道路及硬化区和项目区

西侧场地，占地面积 0.50hm
2，项目区西侧场地规划为三期用地。 

（二）施工营地 

项目区位于弥勒市工业园区星田工业区，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住宿租用当地民房，

在项目西侧设置办公用房，项目区施工出入口处设置值班室、厕所等简易彩钢瓦房，占地

面积为 0.85hm
2,项目区西侧场地规划为三期用地。 

（三）交通条件 

项目区位于弥勒市工业园区星田工业区，项目区东侧紧邻规划道路，南侧紧邻章小农

村公路，施工对外交通利用规划道路、章小农村公路，交通便利。 

（四）施工用水 

项目区北侧为生物谷药业灯盏花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Ⅰ期），Ⅰ期已建设完成投入使

用，施工用水从Ⅰ期供水系统接入。 

（五）施工用电 

项目区北侧为生物谷药业灯盏花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Ⅰ期），Ⅰ期已建设完成投入使

用，施工用电从Ⅰ期供电系统接入。 

（六）建筑材料来源 

本工程土建施工规模较小，未规划取土（砂、石料）场，施工期间所需砂、石料根据

就近原则在当地合法的砂石料场购买，不设置取土（砂、石）料场，外购砂石料时必须选

择合法的砂石料场，买卖双方需签订购销合同，明确料场相关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料场

经营方承担，避免了自行设置取土（砂、石）场新增扰动地表和水土流失，符合水土保持

要求。 

（七）施工通讯 

施工通讯采用无线通讯（手机或对讲机），项目区已覆盖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网络，无线通讯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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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1 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云南弥勒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委托

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 

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20 年 4 月 24 日，弥勒市水利学会在弥勒市组织召

开了《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技术评审会，同意

通过并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按照专家意见认真修改完善了水

土保持方案并于 2020 年 5 月完成《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 

2020 年 5 月 14 日，建设单位取得《弥勒市水务局关于准予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弥水许〔2020〕14 号）。 

2.2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2.1 现场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法规及技术规范，

云南弥勒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委托我公司（云南林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成立监测项目组，根据监

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工作；本季度我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到现场开展监测工作，主要

监测内容为：①工程区地形、地貌的变化情况，原地貌扰动情况，工程土石方开挖量及面

积，工程区林草覆盖情况等；②施工期间土石方开挖、取土、弃土的情况；③调查各区域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运行情况；④调查工程各区域的施工进度；⑤收集工程相关

资料；⑥调查工程建设对周边造成的影响；⑦针对工程现场存在的问题与建设单位进行交

流。 

2.2.2 监测点布设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监测组对项目区进行了全面调查监测，共布设监测点 4 个，

所设监测点均为调查型监测点，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详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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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点编号 布设位置 监测内容 监测点类型 监测方法 

1# 建构筑物区 
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土石方情况 
调查样点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2# 道路及硬化区 
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土石方情况 
调查样点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3# 景观绿化区 
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土石方情况 
调查样点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4# 临时施工场地区 
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土石方情况 
调查样点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2.2.3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 277-2002）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 号）等文件及技术标准的规

定要求，本项目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水土保持监测，调查方法

为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1）调查监测 

对主要水土流失因子、水土保持防治效益和基本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主要采

用调查监测方法获取数据。 

调查监测结合水土保持方案、相关设计文件对监测区域的地貌地形、水系、土壤、植

被、土地利用、防护工程建设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相应的量测，获取主要水土流

失因子变化和水土保持防治效益的数据，同时在建设单位协助下，获取施工过程中有关土

石方挖填记录资料。 

（2）巡查监测 

巡查主要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所采用的监测方法，尤其是因项目建设对周边造

成的影响情况，巡查的主要内容是水土流失危害和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动态监测。 

2.2.4 监测成果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 277-200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

行）》（办水保〔2015〕139 号）等有关技术规范，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我公司根据监测资

料，于 2021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云南生物谷大健康产业园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021 年第 3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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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进度 

3.1 主体施工情况 

本项目于 2019 年 9 月开工建设，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办公楼、项目区东部道路和景

观绿化已建设完成，西部正在进行建构筑物主体工程施工，道路及硬化区、景观绿化区还

未实施，项目区现状详见图 3-1。 

 

图 3-1  项目区建设现状 

3.1.1 建构筑物区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监测，该区主要建设 1 栋办公楼、1 栋综合库房、1 栋综合

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消防水池，目前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综合库房、综合

制剂车间（含质检中心）、消防水池正在进行建设，该区现状详见图 3-2~图 3-3。 

  

图 3-2  建构筑物区现状 图 3-3  建构筑物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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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道路及硬化区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监测，该区主要建设场区道路、硬化场地，前期东侧场内道

路已建设完成，西部道路及硬化还未建设，现状为硬化地面和裸露地表，前期建设过程中

在该区实施了临时车辆清洗平台、临时排水沟等水土保持措施；该区现状详见图3-4~图3-5。 

  

图 3-4  道路及硬化区现状 图 3-5  道路及硬化区现状 

3.1.3 景观绿化区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监测，该区主要建设 1 个景观湖和园林绿化 1.97hm
2，该区

东侧园林绿化已建设完成，西侧园林绿化和景观湖还未建设，现状为裸露地表，前期建设

过程中在该区实施了临时覆盖措施；该区现状详见图 3-6~图 3-7。 

  

图 3-6  景观湖现状 图 3-7  景观绿化区现状 

3.1.4 临时施工场地区 

该区规划为第三期用地，本次建设用于施工中建筑材料临时储存及机械设备临时停放，

临时堆放土方等，该区现状为建构筑物覆盖和裸露地表，未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存在一定

的水土流失。现状详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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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临时施工场地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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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监测结果 

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利用谷歌地球、GPS、测距仪等仪器，结合地形图以及实际

施工情况，对项目建设区实际占地及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复核，确定本项目实际发生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8.78hm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序号 项目组成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hm

2） 
小计 占地性质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交通运输用地（机耕道路） 

1 建构筑物区 0.68 0.26 0.73 0.07 1.74 永久占地 

2 道路及硬化区 0.80 0.41 1.18 0.14 2.53 永久占地 

3 景观绿化区 1.37 0.46 1.15 0.18 3.16 永久占地 

4 临时施工场地区 0.10 0.48 0.77 
 

1.35 临时占地 

合计 2.95 1.61 3.83 0.39 8.78 / 

4.2 防治措施实施情况 

4.2.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经查阅施工资料及现场调查，截止 2021 年 9 月，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

表土剥离 1.51 万 m
3，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建构筑物主体工程施工，设计的雨水管、透水砖

铺砌措施还未实施，安排在施工后期实施；表土剥离情况详见图 4-1。 

 

图 4-1  表土剥离情况 

表土剥离

堆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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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经查阅施工资料及现场调查，截止 2021 年 9 月，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

东部景观绿化区园林绿化 0.60hm
2，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建构筑物主体工程施工，西部设计

的园林绿化措施还未实施，安排在施工后期实施；植物措施实施情况详见图 4-2~图 4-3。 

  

图 4-2  园林绿化情况 图 4-3  园林绿化情况 

4.3.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资料，建设单位实施的临时措施为：道路及硬化区临时车辆

清洗平台 1 座、临时排水沟 230m，景观绿化区临时覆盖 0.08hm
2；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详见

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表 

序号 监测分区 临时措施 单位 数量 

1 道路及硬化区 
临时车辆清洗平台 座 1 

临时排水沟 m 230 

2 景观绿化区 临时覆盖 hm2 0.08 

 

  

图 4-4  临时车辆清洗平台 图 4-5  临时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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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临时排水沟 图 4-7  临时覆盖 

4.3 弃土（石、渣）场监测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根据监理、施工资料，本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总量为 6.51 万

m
3，其中表土剥离 1.51 万 m

3，一般土石方开挖 5.0 万 m
3；项目土石方回填总量 5.61 万

m
3，其中绿化覆土 0.61 万 m

3，一般土石方回填 5.0 万 m
3；项目回填土石方均利用自身开

挖土石方，项目建设无需外借土方，项目土石方通过相互调运，达到内部平衡，不产生永

久弃渣。 

4.4 水土保持三色评价结果 

本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建构筑物主体工程施工，道路及硬化区、景观绿化区还未实施，

根据本季度监测组现场调查，项目建设根据实际情况，临时施工场地布置在建设单位其余

项目地块，施工扰动范围扩大，项目建设未产生弃渣，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临时车辆清

洗平台、临时排水沟、临时覆盖等临时措施，项目建设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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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项目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评分 77 分，三色评价结果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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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监测人员现场调查，本工程建设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施了部分水土保

持措施，对控制整个项目区的水土流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局部仍然存在水土流失问题，

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项目区内道路及硬化区、景观绿化区大部分为裸露地表，降雨将会产生较大的

水土流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内裸露地表采取临时覆盖措施，减少水

土流失。 

 

建议：建设单位根据项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内裸露地表采取临时覆盖措施。 

（2）项目区内局部区域零星堆放土方，建议建设单位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零星

堆放土方采取临时覆盖、拦挡措施。 

 

建议：建议建设单位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区零星堆放土方采取临时覆盖、拦挡措施。 

 

临时覆盖 

采取拦挡、覆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