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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概况
赫章县属于贵州省西北部乌江北源六冲河和南源三岔河上游的滇东高原向

黔中山地丘陵过度的乌蒙山区倾斜地带，地处东经 104°10′28″～105°01′23"，北

纬 26°46′12″～27°28′18″，东西长 85.276公里，南北宽 77.696公里，东邻毕节、

纳雍，西连威宁，南接六盘水，北界云南省镇雄、彝良。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地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本项目起于赫

章县雉街乡发达村（接 S310省道），途经杨家院子、河沟头、许家岩、鸡飞垭

口、小韭菜坪、三万坪、疙瘩寨、马鞍山、核桃村，主线终点（K23+277.385）

接 S216省道，总里程 23.27公里。交通便利。

本工程地处贵州省西部，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属于水力侵蚀类型区中的西南土石山区，水土流失侵蚀强度以轻度为主。工程区

域范围内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土壤流失容许值为 500 t/（km2•a）。根

据《贵州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

通知》（黔水保【2015】82号）；项目区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乌江

赤水河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08）规定，项目区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应执行建设

类一级标准。因此，必须严格保护植物，实施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治项

目区的水土流失。

项目名称：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赫章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建设地点：毕节市赫章县；

项目工程等级：二级公路；

项目工程性质：改扩建；

项目建设期：2019年 01月～2022年 5月，40个月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路线总长23.27km，属改扩建项目。建设方

案主线路基宽度8.5m，二车道二级公路，设计车速40km/h。本项目由赫章县交通

运输局投资修建，项目总投资32071万元（资金为申请上级补助及自筹），其中

土建投资25656.8万元，平均每公里造价1387.45万元。

本项目监测区面积为 52.04hm2，为路基工程区、施工生产区、弃土场区，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2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8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0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1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2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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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期本项目建设约开挖土石方量 105.13万m3，回填土石方 57.55万m3，弃方 44.22

万 m3，全线设置弃土场 3处。

工程进度：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建设期分为工程筹建期、

工程准备期、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建期。工程筹建期 10个月，从第 2018年

1月起至 2018年 10月；工程准备期 2个月，从 2018年 11月起～2018年 12月；

主体工程施工期 38个月，从 2019年 1月起至 2022年 3月，竣工验收 2个月，

从 2022年 4月起至 2022年 5月。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42个月。

1.2 项目区自然概况

一、地质

（1）地质构造

赫章县在大地构造单元上为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毕节北东

向构造变形区。主要为北西向构造和北东向（华夏系）构造；另外还零星分布有

东西向构造、弧形构造、北北东向构造。

（2）地震烈度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区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小于Ⅵ度，对应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

区域构造稳定性好。

（3）地层岩性

项目区地层为三叠系中统关岭组灰岩；三叠系下统永宁镇组灰岩、泥岩及飞

仙关组泥质粉砂岩；二叠系上统宣威群长兴至龙潭组泥岩夹砂岩、峨眉山玄武岩

组玄武岩；二叠系下统栖霞茅口组灰岩、梁山组粉砂岩；石炭系中上统黄龙至马

平群灰岩，奥陶系下统湄潭组泥质粉砂岩；寒武系上统娄山关群白云岩。

（4）地质灾害

经过线路调查和地表工程揭露，路线走廊带内未发现区域性深大断裂、泥石

流，历史上无大的地震记录，也无明显的新构造运动，线路区整体稳定。但在路

基旁侧局部路段存在边坡滑塌、崩塌碎落、掉块及软基等不良地质现象，对路基

造成一定影响，经过在设计上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后，将大大降低拟建线路的安

全隐患。因此，建设场地较适宜修建公路及附属设施。

二、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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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赫章县地处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地丘陵开始过渡的倾斜地带，全县被舍

虎梁子、结构梁子、三望坪、韭菜坪等大山分割，地势西北、西南和南部较高，

东北部偏低。境内山高坡徒，峰峦重迭，沟壑纵横，河流深切。相对高差在 500～

700之间，最大达 1670.6米，全县最高峰（也是贵州最高点）小韭菜坪海拔 2900.6

米，最低点刹界河海拔 1230米，平均海拔 1996米。道路沿线总体地形起伏较大，

纵、横坡均较陡。

本项目地处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地丘陵开始过渡的倾斜地带，地貌复杂，切割

深、类型多样，区域差异明显，线路走廊带总体地势东高西低，起点低而终点高，

起点海拔 1851.38米，终点海拔 2285.45米，相对高差为 434.07米。境内山峦起

伏，山谷相间，沿线多为碳酸盐岩分布，有发育溶蚀地貌、侵蚀构造地貌、侵蚀

溶蚀地貌三类地貌形态；局部见碎屑岩分布。地貌类型以侵蚀中高山斜坡勾谷地

貌类型为主。

三、气象

项目区-赫章县属暖温带温凉春干夏湿气候区，无霜期 206～255天。气温日

差较大，年差较小，年均温 10°C～13.6°C，最高气温 33.6°C，最低气温-3.0°C，

年总积温 3650°C～4964°C，年均降雨量 785.5～1068 毫米，全年降雨量 55%集

中在 6-8 月，全年平均降水日 174 天，日照时数 1260.8～1548.3 小时，无霜期

210-250天。光照条件较好，太阳辐射较高。

四、水文

项目区赫章县内河流属长江流域的乌江水系和乌江流域，乌江水系又分六冲

河和三岔河两个小流域，六冲河流域面积 2130平方公里，三岔河流域面积 479

平方公里，总面积 2609 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 64.8%和 14.8%。乌江

流域的六冲河和三岔河流域总面积占全县的 79.6%；境内有干流和支流 19条，

河道总长 357km。横江流域的洛泽河流域面积 526.63K㎡，占全县面积 16.2%。

区内河流基本无污染水质较好，地下水 PH=6.0～8.0，为 HCO3～Ca型，能

满足公路工程的需要。

五、土壤

项目区土壤主要为石灰土和黄壤类土壤,土层厚度 0-6.5m，pH值 4～7.5。

根据现场调查，场地开阔平缓，基岩稳定，场地土主要为人工填土、粉质粘

土及碎石土，一般土层厚度 0～6.0m，场地土为中硬土。pH值 6.5左右。场区沿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2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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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场地部份基岩出露较少，强风化厚度较大，覆盖层整体较厚且覆盖层分布不连

续。主要覆盖土层为填土、块石土、碎石土、粉质粘土、卵石土层，下伏基岩为

泥岩、砂岩、白云岩、玄武岩、灰岩。

六、植被

项目区赫章县县内森林、草地覆盖面积比重大，境内富集苦荞、核桃、樱桃、

苦丁茶、马铃薯等多种家特产品;赫章是贵州的中药材主产区之一，有中药材上

千种，其中包括伏苓、何首乌、龙胆草、续断、天麻、柴胡、独脚莲、元木香、

厚朴、山楂、乌梅、半夏、升麻、淫羊霍、黄柏等。项目区林草覆盖率约为 53.01%。

七、其他

本项目属于建设类项目，项目区地处赫章县境内，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和《贵州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黔水保[2015]82号），项

目区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乌江赤水河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2 工程实施情况

2.1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工程于 2019年 1月开工。截止到 2021年 9月 24日，主要实施的工程有：

道路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817m，沉砂池 1座，表土剥离 11.66万 m3，道路两侧开

挖边坡进行护坡工程 0.35hm2；施工生产区表土剥离 0.61万 m3；3#弃土场截排

水沟 597m，挡土墙 34m；2#弃土场修砌挡土墙 55m。本季度工程主要进行道路

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12600m，护坡工程 0.15hm2。

2.2 各分区建设扰动情况

根据实地探勘结果，结合水土保持方案分析：本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54.02hm2。

截止至 2021年 9月底，建设区均全部扰动，各工程区扰动地表情况详见表-1。

https://baike.so.com/doc/5366501-56022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3326-5641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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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建设区扰动面积统计表

项目组成
合计

扰动面积

荒草地 林地 梯坪地
交通用

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一级

路基工程

区
47.54 9.98 1.82 29.1 6.64 47.54

弃土场区 4.39 2.78 1.61 4.39
施工生产

区
2.09 2.09 2.09

合计 54.02 12.76 3.43 31.19 6.64 51.9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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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季度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3.1 监测方法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包括防治措施数量和质量、植被状况、水土保持措施防治

效果、防治效果及评价等，现分述如下：

（1）防治措施数量和质量

防治措施数量和质量主要采用调查、询查和分析统计等方法进行监测。监测

包括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及管理状况，主体工程中有水土保持功能设施的数

量、质量及运行情况，水土保持新增设计中的拦挡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及防洪工

程的数量、质量及运行情况，绿化（美化）面积等，自然形成的具有水土保持功

能的林草、拦挡物的面积（数量）、质量及运行情况等。指标中的各项措施数量

分为当年新增工程和累计工程两种。

各项指标将采用询查、分析相关设计、施工及监理资料，结合抽查现场水土

保持措施，并统计、计算各项相关监测指标的方法获取。防治措施数量和质量每

季度统计一次。

（2）植被状况

植被状况只要采用地面观测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监测指标包括植

被类型与植物种类组成，覆盖率，植被覆盖率，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人工植

被的存活率，保存率，多度等指标。植被状况调查以现场抽样调查为主，采用样

方调查，具体方法是：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其面积乔木林为 20×20m，

灌木林 5×5m，草地 2×2m，分别取标准地观测，调查植被类型与植物种类组成，

测量郁闭度和覆盖率，计算存活率及保存率，并采用线路调查的方法，掌握建设

区内各植被类型的分布情况。标准地的灌丛、草本等多度的调查，采用目测方法

按世界通用分级标准进行，详见表 5.3.2-1。

郁闭度和覆盖率的计算公式为：

D＝fd／fe C＝f／F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

C—林（或草）植被覆盖率，%；

fd—样方内树冠（草被）垂直投影面积，m²；

fe—样方面积，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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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林地（或草地）面积，hm²；

F—类型区总面积，hm²。

表-2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 多度特征 相当于覆盖率（%）

监测频次 植株覆盖满或几乎满标准地，地上部分相互衔接 76%～100%

监测频次 植株遇见很多，但个体未完全衔接 51%～75%

监测频次 植株遇见很多 26%～50%

监测频次 植株遇见尚多 6%～25%

监测频次 植株散生，数量不多 1%～5%

监测频次 植株只个别遇到 <1%

监测频次 在标准地内偶尔遇到一两株 个别

植被状况观测三次，分别在水土流失现状调查、水土保持工程完工和水土保

持工程植被自然恢复期结束时进行。

（3）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工程措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拦渣工程、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等，分为新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措施两类，监测指标包括实施工程的类型、数量、质量及运行状况等，逐次统计

该次调查的指标，指标采集采用分析设计、监理资料及现场量测等方法。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监测在每次巡查时均要开展。

植物措施：包括实施植物措施的类型、植物种类、面积、存活率及保存率等，

分为新增植物措施和主体已有植物措施两类，指标采集采用分析设计、监理资料

及现场调查等方法。具体调查方法与植被状况调查方法相同。植物措施监测在每

次巡查时均要开展。

（4）防治效果及评价

监测指标包括水土流失治理度、达标治理面积、减少侵蚀模数（量）、治理

措施合格率、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扰动土地整治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植

被覆盖率等。指标的采集以统计计算为主，综合利用已获取的相关监测指标，根

据相关行业标准计算上述指标。

达标治理面积、减少侵蚀模数（量）、治理措施合格率、土壤流失控制比及

拦渣率等指标每年统计计算一次，水土流失治理度、扰动土地整治率、林草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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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率及植被覆盖率等指标在项目建设期末及监测工作结束时各统计计算一次。

3.2 监测内容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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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

（DB52/T1086-2016）规定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工程进度监测。主要为主体工程永久建（构）筑物实施进度情况

与配套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情况对比。

（2）项目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监测。包括地形、地貌和水系的变化情

况，建设项目占地和扰动地表面积，挖填方数量及面积，弃土、弃石、弃渣量及

堆放面积，项目区林草覆盖率等。

（3）项目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和总量的变化及

其对下游及周边地区造成的危害与趋势。

（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监测。包括各类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林草

措施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率，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

行情况，以及各类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实时监测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对可能发

生的水土流失危害进行预测预警，防止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对工程及施

工人员造成的危害。包括对项目区范围内的危害和对项目区周边的危害两方面的

监测。对项目区范围内的危害监测着重调查可利用土地减少；对项目区周边的危

害监测着重调查因施工侵占的土地资源是否造成加剧洪涝灾害和泥沙淤积等。

3.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021年 7月至 9月，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建设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调查，调查过程中采用询问、收集资料、典型调查、普查、抽样调查等调查方法

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及其防治

效果进行分区监测。在综合评价整个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变化情况、

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情况及其效果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

并于 2021年 9月编制完成了《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季度报告表》。

按照监测工作计划，2021年 9月，我公司组织相关监测技术人员对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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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进行了全面的现场踏勘，收集了主体工程建设情况以及大量的项目建设的相

关资料。2021年 9月，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及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并

结合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的实际情况，针对此次现场调查发现

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水土流失防治整改建议。

2021年 9 月，根据现场整改情况，我公司监测人员多次对现场整改情况进

行了复核，同时监测人员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的要求，结合工程现

场实际情况，在项目区内布置监测点，对建设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抽样

调查，复核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施工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防治措施数量及

质量、植被恢复及土地整治等情况，以全面反映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状况和对

周围环境的水土流失影响等。根据现场存在的问题，会同水土保持建设单位对项

目区还需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并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

给予现场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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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与分析

4.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1、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54.42hm2，其中项

目永久占地面积 53.60hm2 ，临时占地面积 0.82hm2。详见表-3。

表-3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合计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荒草地 林地 梯坪地 交通用地
一级 二级

路基工程区

挖方路段 29.47 6.79 1.24 19.79 4.58 永久占地

填方路段 18.07 3.19 0.58 9.31 2.06 永久占地

小计 47.54 9.98 1.82 29.1 6.64 永久占地

弃土场区 6.06 2.78 3.28 永久占地

施工便道区 0.37 0.37 临时占地

施工生产区 0.45 0.45 临时占地

合计 54.42 12.76 5.1 29.92 6.64

2、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截止至 2021 年 9 月，根据现场实际调查，本项目弃渣场的选址发生了变化，相

应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也发生变化，项目建设区实际由 3个水土流失一级防治区

即路基工程区、弃土场区、施工生产区组成。建设区实际扰动面积为 54.02hm2，其中

路基工程区 47.54hm2。弃土场区 4.39hm2，施工生产区 2.09hm2。

表-4实际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方案设计

扰动面积

实际

扰动面积

路基工程区 47.54 47.54
弃土场区 6.06 4.39

施工便道区 0.37
施工生产区 0.45 2.09

合计 54.42 54.02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弃土场区：方案设计建设占压扰动面积为 6.06hm2，经调查，弃土场选址未

按原设计进行布置。原设计 1#弃土场位于 K2+860~K3+040左侧地势低洼处，占地面

积 2.1hm2，库容 28万 m3；2#弃土场位于 K15+520～K15+820左侧填方边坡地势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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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占地面积 2.83hm2，库容 50万 m3；3#弃土场位于 K22+780左侧填方边坡地势低

洼处，占地面积 1.13hm2，库容 13万 m3。

本次监测复核弃土场占地 4.39hm2，1#弃土场位于 K2+930~K3+020左侧地势低洼

处，占地面积 0.87hm2，库容 12万 m3；2#弃土场位于 K14+720～K14+830 右侧填方

边坡地势低洼处，占地面积 1.56hm2，库容 20万 m3；3#弃土场位于 K22+690～K22+790

左侧填方边坡地势低洼处，占地面积 1.96hm2，库容 30万 m3。实际扰动面积较方案

设计有变化。由于目原设计的弃渣场没使用，后续使用的弃渣场扰动范围较原方案有

所减少，占地面积按实际扰动计列。

（2）施工便道区：方案设计建设占压扰动面积为 0.37hm2，经复核，实际生产建

设过程中，施工便道是借用原有的公路，不新增扰动面积，所以原设计的扰动面积取

消。

（3）施工生产区：方案设计建设占压扰动面积为 0.45 hm2，实际征占地 2.09hm2，

实际征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有所增加。

3、调查认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监测范围

根据《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黔水保办[2018]19号文，此次纳

入监测的区域分别为路基工程区、弃土场区、施工生产区。经核实后，认定的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54.02hm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见表-5。

表-5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表

项目组成
方案设计

扰动面积

实际

扰动面积
监测范围

路基工程区 47.54 47.54 47.54
弃土场区 6.06 4.39 4.39

施工便道区 0.37 0
施工生产区 0.45 2.09 2.09

合计 54.42 54.02 54.02

4.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行为， 均属于扰动地

表行为，扰动地表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有扰动地表面积、弃渣堆放面积、表土堆存

处的临时水土保持措施、被扰动部分能够恢复植被的地方恢复植被情况。

1、方案设计的扰动面积

根据《水保方案》，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 54.42hm2。各工程区占压扰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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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详见表 6。

表 6 方案设计项目建设区设计扰动面积统计表

项目组成
方案设计

扰动面积

路基工程区 47.54
弃土场区 6.06

施工便道区 0.37
施工生产区 0.45

合计 54.42

2、建设期间实际扰动面积

经监测人员现场复核，项目建设区实际发生的扰动地表面积就是项目建设区面

积。监测结果显示，截至 2021年 9月，项目建设区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54.02hm2。

方案设计与实际的扰动面积情况详见表 7。

表 7 项目建设区实际扰动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实际

扰动面积

路基工程区 47.54
弃土场区 4.39

施工生产区 2.09
合计 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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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动态监测结果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1年 7月 19日~2021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

建设单位联系

人及电话

陈明海

/13698563480 总监测工程师 建设单位

填表人及电话 2021年 09月 30日 2021年 09月 30日

水保工程进度

截止到 2021年 9月 24日，主要实施的工程有：道路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817m，

沉砂池1座，表土剥离 11.66万m3，道路两侧开挖边坡进行护坡工程0.35hm2；

施工生产区表土剥离 0.61万 m3；3#弃土场截排水沟 597m，挡土墙 34m；

2#弃土场修砌挡土墙 55m。本月度工程主要进行道路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142m，护坡工程 0.05hm2。

指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面积

（hm2）

合计 54.42 54.02
路基工程区 47.54 47.54
弃土场区 6.06 4.39
施工生产区 0.45 2.09
施工便道区 0.37

水土保持工程

进度

工程措施

挡土墙（m） 250 89
边坡治理（hm2） 1.88 0.05 0.4
排水沟（m） 25166 142 1556
土地整治（hm2） 28.85
表土剥离（万 m3） 14.34 12.27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hm2） 28.85

临时措施

临时土袋拦挡（m） 12900
临时排水沟（m） 6800
沉沙池（个） 22 1
密目网遮盖（m2）

取料场数量（个）

弃渣场数量（个） 3 3

弃土情况（万 m3）

合计 44.22 2.79 37.53
1#弃土场 10.10 1.56 6.48
2#弃土场 11.01 1.23 7.94
3#弃土场 23.11 23.11
拦渣率% 95 95 95

水土流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35.3
最大 24小时降雨量（m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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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新中水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土壤流失量（t）
土壤流失量 62.42 749.08

弃土潜在土壤流失量 / /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本月工程施工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小组按照编写的《监测实施方案》

对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开展日常监测工

作。监测小组结合工程建设情况，对现场布设的水土保持

设施进行量测记录；开展遥感监测，收集现场影像资料；

就现场水土流失情况与建设单位进行讨论。

存在问题及建议

工程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扰动强烈，部分地段临时堆土

缺乏挡护、排水和遮盖措施缺乏，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

建议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较高，边坡较陡的地

段，坡脚周边布设临时挡墙（编织袋装土），对开挖裸露

时间较长的临时土石方进行密目网遮盖。对涉及到涵管施

工的地段，土石方在开挖过程中应加强临时的挡护，后期

增加的各项植物措施（种植乔木、灌木，撒播草种），必

须加强管护，并且对成活率较低区域及时进行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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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

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小组对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整个建设区

进行调查，按照编写的《监测实施方案》，对项目建设区挖填边坡布设的简易水土流

失观测场进行观测和记录；对施工现场及周边进行遥感监测，以便全面了解占地变化，

土石方挖填情况等；对开挖坡面进行监测；收集现场影像资料；就现场水土流失情况

与建设单位进行讨论。

5.2 工程建设情况

截止到 2021年 9月 24日，主要实施的工程有：道路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817m，

沉砂池 1座，表土剥离 11.66万 m3，道路两侧开挖边坡进行护坡工程 0.35hm2；施工

生产区表土剥离 0.61万 m3；3#弃土场截排水沟 597m，挡土墙 34m；2#弃土场修砌挡

土墙 55m。本月度工程主要进行道路两侧截排水沟修砌 142m，护坡工程 0.05hm2。

道路两侧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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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两侧排水沟

道路两侧排水沟



17

3#弃土场截排水沟

3#弃土场截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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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弃土场截排水沟

道路两侧边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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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两侧边坡治理

道路两侧边坡治理及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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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建议

根据现场调查，截止 2021年 9月底，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弃土

场的选址未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产生 3个新的弃土场，方案批复的弃土场未

启用。项目建设过程中场地排水措施、护坡治理工程正在有序实施和完善。工程施工

过程中土石方开挖扰动强烈，形成大量边坡，缺乏临时挡护、排水和遮盖措施，造成

一定的水土流失。

建议工程在后续施工过程中，由于新选址的弃土场已经在使用，并且实施了一定

的水土保持措施，应尽快寻找具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相关资质的单位，对新增的弃土

场进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并报送水务局进行审查备案。同时施工过程中，对开挖边

坡及时进行临时排水、临时拦挡、临时苫盖工程；针对 3#弃土场现阶段已不再新增土

石方，建议尽快完成该区域的绿化措施，如近期内无法完成，建议增加临时苫盖措施，

减少降雨对该区域的冲刷。其余两座弃土场，现阶段还在接纳废弃土石方，建议及时

布置临时排水工程，包括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沙池等。施工生产区开挖建设没有布置

相对应的临时防护措施，现阶段已坪场完成，区域内大部分硬化，建议对该区域的开

挖边坡进行护坡治理，进行密目网苫盖等临时措施，增加截排水工程。

对还未进行护坡治理的区域增加临时拦挡和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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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弃土场应及时临时排水和临时苫盖措施

施工生产区开挖边坡与硬化地表的交界处应增加截排水工程，并对开挖边坡进行护坡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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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表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S433赫章县雉街至红星旅游公路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21年第 3 季度， 54.02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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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基本按照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扰动，相对方案设计有所减少

表土剥离保护 5 3 按照方案进行表土剥离措施

弃土（石、渣）堆

放
15 0

建设过程中未启用方案批复的弃渣

场，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选址 3座弃渣

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分时段分区域

的建设，产生水土流失量只计列扰动

区域流失时段内的流失量，流失量小

于方案预测值

水土流失防治成

效

工程措施 20 16
每段路基工程完工都对应的完成了

截排水措施，但护坡工程存在 2处落

实不及时

植物措施 15 15 目前尚未达到植物措施实施阶段。

临时措施 10 0 临时措施多处未实施或落实不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

失危害事件

合计 1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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