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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坑梓沙田秀禾路旁临时受纳场位于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沙路东侧，坑

梓比亚迪厂区二期南侧。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3.74公顷，设计库容 7.6万立方米，分为一区、

二区两个受纳区。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属于未扰动区域，

本场实际占地面积为 2.34公顷，受纳弃土量 7万立方米，现已封场。

本受纳场于 2014年 10月开始受纳弃土，2014年 12月封场，总服务期

3个月。实际工程总投资 63.13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编报审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为了预防和治理本

项目在生产建设过程中产生新的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及深圳市制定的水土

保持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4年 5月，编制单位成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项目组，在对现场进行

野外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

（GB/T50433-2008）要求，编制完成《坑梓沙田秀禾旁临时受纳场水土保

持方案（设计）报告书》（送审稿），并于当月通过了专家审查，按照审

查意见，完成了《坑梓沙田秀禾旁临时受纳场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报告

书》（报批稿）。2014年 7月 15日，深圳市水务局下达深圳市水务局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深水许准予【2014】1012号）。

2014年 12月，本项目完成封场整治，竣工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全部到

位完善，水土保持效果明显。

2016年 10月，建设单位委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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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梓沙田秀禾旁临时受纳场安全稳定性进行评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

勘察设计研究院于 2016年 11月 15日正式提交《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沙

田秀禾路余泥渣土受纳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等级定为三级（为最小风险等级）。

2020年 7月，建设单位对本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本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完成了方案批复的各项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总体质

量合格，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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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及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1工程概况

2.1.1地理位置

坑梓沙田秀禾路旁临时受纳场位于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沙路东侧，坑

梓比亚迪厂区二期南侧，交通便利。

图 1 地理位置图

2.1.2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3.74公顷，设计库容 7.6万立方米，分为一区、

二区两个受纳区。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本场实际占地面积

为 2.34公顷，受纳弃土量 7万立方米，现已封场。项目用地呈不规则形状，

现状场地地势较为平坦。东侧南侧边坡长约 500米，边坡高 2~4米；现状

场地标高与西侧道路基本持平，与北侧比亚迪厂区标高持平。

项目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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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包括堆体工程、排水工程及绿化工程等。

本受纳场于 2014年 9月开始受纳弃土，2014年 12月封场，总服务期

3个月。实际工程总投资 63.13万元。

本项目由深圳市坪山市政公用有限公司处负责开发建设，设计单位为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施工单位为深圳市顺文富土石方

工程有限公司。

表 2-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规划占地面积 公顷 3.74

2 实际占地面积 公顷 2.34

3 设计库容 万 m3 7.6

4 实际库容 万 m3 7

5 绿化率 % 90

2.2项目区概况

2.2.1土壤

深圳市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分布在海拔 300m以下广阔的丘陵台地。

土壤表层有机质多在 2.0%左右，而土壤流失严重的侵蚀赤红壤，表层有机

质含量仅 0.2~0.4%。

2.2.2植被

项目区周边植物主要有小叶榕、合欢、大王椰子、黄金榕、芦苇及杂

草等。

2.2.3气象

深圳市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温暖湿润，光热充足, 日照

时间长，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21.4~22.3°C， 一月份月均温 12. 9°C，七

月份月均温 28. 7°C。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932mm，多年平均降雨天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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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天。降水分布不均匀，干湿季分明。4 ~ 10月为湿季, 其降雨量占全年

总量的 90%。其中前汛期（4 ~ 6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38-40%，雨型主要为

锋面雨；（7 ~ 10月）以台风雨为主，降雨量占全年的 50-52%。11 ~ 3月

为干季，降雨甚少，一般在 150-200mm之间，约为全年降雨总量的 10%。

深圳市平均风速为 2. 7米/秒，其中第一季度平均风速最大，各月平均

风速可达 3.0-3. 1米/秒，第四季度次之，为 2.9 ~ 3. 0米/秒，盛夏平均风速

最小，7 ~ 8月只有 2. 1 ~ 2.2米/秒。年主导风向为东南偏东风，次多风向为

东北偏北风。各季节盛行风随季节交替变化，9 ~ 2月以东北偏北~东北风为

主，其中 10 ~ 1月份频率可达 20%以上；3~ 6月盛行东南东~东风，其中 3

~ 5月频率达 20%以上；7 ~ 8月多为西 南风和偏东风，但频率均小于 13%。

2.2.4水系

项目区处于东江水系龙岗河流域，田脚水支流。

表 2-2 地表径流系数经验值

岩土类别 Ψ

重粘土，页岩 0.9

轻粘土，凝灰岩,纱页岩，玄武岩,花岗岩 0,8~0,9

表土，砂岩，石灰岩，黄土，亚粘土 0,6~0,8

亚粘土，大孔性黄土 0,6~0,7

粉砂 0,2~0,5

细砂，中砂 0~0,2

粗砂，砾石 0~0,4

坑内排土场,以土壤为主者 0,2~0,4

坑内排土场,以岩石为主者 0~0,2

注：1、本表内数值适用于暴雨径流量计算，对正常降雨量计算应将表中数值减去 0.1~ 0.2。
2、表土值得，腐殖土，表中未包括的岩土则按类似岩土性质采用
3、当岩石有少量裂隙时，表中数值减去 0.1~0.2，中等裂隙减去 0.2，裂隙发育时减去 0.3~0.4。
4、当表土、粘性土壤中含砂时，按其含量适当将表中地表径流系数减去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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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容许土壤流失量

按照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土壤

侵蚀类型为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侵蚀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

2）侵蚀类型

本项目所在区域土壤侵蚀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

3）水土流失强度

本项目建设区年均原地表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².a）。

4）水土流失危害

工程建设施工及运行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未造成安全

事故和财产损失，也未危害到当地人居正常生活生产。

2.3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3.1弃土弃渣情况

本受纳场已封场，共接收外来弃土 7万 m3。

本受纳场设计库容 7.6万 m3，分为一区、二区两个受纳区。由于一区

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本场实际占地面积为 2.34hm2，受纳弃土量 7万

m3。

因此，本项目实际受纳弃土量与水土保持方案中叙述的受纳弃土量略

小。

2.3.2开挖和占压土地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和现场核查，并经验收组人员现场复核，项

目建设扰动原地貌面积主要为项目建设占压的土地面积，本项目扰动原地

表面积为 2.34hm²。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3.74公顷，分为一区、二区两个受纳区。由于一

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属于未扰动区域，本受纳场实际占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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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公顷，因此，本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与水土保持方案中叙述的占地面积

相差较大。

2.2.3水土流失主要形式及危害

在年降雨量大而且集中、暴雨强度大、土壤质地粘重、地表水渗透力

弱及在地表径流集中的情况下，工程施工易造成大面积地表剥蚀。水土流

失类型主要形式为：水力侵蚀（溅蚀、面蚀、沟蚀）及重力侵蚀。可能诱

发泥石流、滑坡等危害。

本工程建设施工及运行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未造成安

全事故和财产损失，也未危害到当地人居的正常生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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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3.1方案报批和工程设计过程

3.1.1水土保持方案报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单

位于 2014年 4月委托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开展《坑梓沙

田秀禾旁临时受纳场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4年 5月，编制单位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后，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到

现场进行察勘，在广泛收集资料和分析整理数据的基础上，依照《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T50433-2008），编制完成《坑梓沙田秀

禾旁临时受纳场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报告书》，并通过了专家会议评审。

2014年 7月 15日，深圳市水务局下达深圳市水务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深

水许准予【2014】1012号）。

3.1.2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无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3.1.3水土保持变更

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属于未扰动区

域。施工单位基本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落实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优化调整。

由于本受纳场实际占地面积较规划设计的面积略小，因此，水土保持

措施较方案确定的措施出现了变更。

3.2水土保持设计情况

3.2.1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是：通过实施高标准的水土保持工程，把水

土流失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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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标为：

1）通过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使破坏的表土不再裸露，有效防止发

生水土流失，减少国土资源的流失。

2）采取合理的拦沙、沉沙措施，使项目区泥沙不进入河道、市政雨水

管道，不影响市政设施的正常功能。

3）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T50433-2008）的要

求，本方案的防治目标参照表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表

序号 防治项目 防治标准目标值 备 注

1 扰动土地治理率 97% 对因工程建设影响而受毁损的水土保持设施尽可

能进行恢复重建。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 对受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区域进行生态恢复。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2.5 通过布设水土保持措施，控制侵蚀模数至允许值以

下。

4 拦渣率 98% 通过临时拦挡、沉沙池、覆盖、绿化等措施，防止

泥沙外泄。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具备绿化条件的，采取乔灌草综合绿化。

6 林草覆盖率 90% 场地恢复植被绿化。

3.2.2主要工程项目和工程量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所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分为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3个部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目的：防治主

体工程建设及生产中产生的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水土保持方案中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及工程量详见表 3-1。

表 3-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 单位 工程量

1 排水沟 矩形、0.6×0.6m m 993

2 排洪明渠 梯形 3.0（6.0）×1.5m m 108

3 排水涵管 DN1000 m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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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沟 m 506

5 沉砂池 2.0×2.0×1.5m 座 3

6 洗车池 座 1

7 沙袋拦挡 m 512

8 绿化 撒草籽 m2 35000

9 彩条布临时覆盖 彩条编织布 m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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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4.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深圳市水务局下达的深水许准予【2014】1012号文件，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3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3.89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0.43hm2。

2）施工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由于本受纳场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扰动面积减少。根据本

项目施工期实际情况，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约为 2.34hm2。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

由于本受纳场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扰动面积减少，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面积相对方案预期值有调整，水土保持方案原定范围为

4.32hm2，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有所减少，约减少 1.98hm2。具体详见下表 4-1。

表 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面积
比较结果

项目建设区 4.32 2.34 -1.98

防治责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

扰动面积减少。因此，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与方案设定值不完全

符合，变化主要体现在项目建设区面积有所减少。

4.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评估

水土保持方案针对各区的水土流失特点，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统筹

布设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将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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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现状生态区域扰动及危害降到最低。对本项目提出以下水土保持总体

布局：

1）截排水措施总体布局：

按照分块收集、分区截流、相对集中、统一就近外排的原则，布置临

时截、排水措施。主体工程设计了排水沟、排洪明渠、排水涵管等，满足

施工阶段的排水要求。

2）沉砂措施总体布局：

按照分级沉砂、控制出口、加强临设、减排总量的原则，布置沉砂、

拦砂措施。并在排水沟出口处设置沉砂池，用于对沉砂进行控制，达到排

放标准后排入现状沟道。

3）拦挡措施总体布局：

拦挡措施主要设计了格宾拦挡，主要布置在沿现状沟道的填方坡脚。

4）绿化措施总体布局：

本方案新增了填埋区封场后的喷草绿化。

5）覆盖措施总体布局：

对于填方边坡由于后期绿化效果较慢，因此，本方案增设了彩条编织

布用于填方边坡的雨季临时覆盖措施。

4.3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三同时”

制度布设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生产

建设过程中，未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事件。

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扰动面积减少。

施工单位基本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落实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并根据

工程实际情况对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优化调整。

由于一区用地局部未扰动，因此，水土保持措施较方案确定的措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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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较大的变更。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表 4-2。

表 4-2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项目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1 施工围挡 m 100

2 洗车池 个 1

3 草沟 m 413

4 沙袋拦挡 m 400

5 沉沙池 个 2

6 草籽绿化 m2 23400

7 彩条编织布临时覆盖 m2 2000

通过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布设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

案要求的防治任务，防治措施是可行的，防治工程量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实施时间与主体工程同步，通过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保障了主体工程的

安全，有效控制了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虽然项目

实际布设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与方案设计的相比有所出入，但是总体满足

水土保持要求。

4.4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1）水保方案批复的投资

根据深圳市水务局批复的《坑梓沙田秀禾路旁临时受纳场水土保持方

案设计报告书》，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10.42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

94.58万元，水保方案新增投资 115.84万元。

2）实际完成投资及变化原因

本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约 63.13万元，是批复水土保持投资的

30%。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由于受纳场一区用地局部未回填外来弃土，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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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面积减少；二是由于后期受纳场主体设计调整幅度较大，因此实际完成

水土保持投资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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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5.1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建设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和合同管理制，在工

程实施过程中，把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纳入到整个电站工程的建设

和管理体系中，形成组织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及地方水土保持主管监

督部门“五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5.1.1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按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规定》的

要求，先后建立健全了《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实施细则》、《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计划管理实施细则》、《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质量

管理实施细则》等多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

体系中，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5.1.2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

理，细化操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规范质量记录填写，落实质量通病的

预防控措施，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建立和分健全了水土保持工作

管理机构及组织体系，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组长、项目副经理或总工程师

为副组长、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对项

目的水土保持管理工作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和决策，各工区（场）均配

置有专兼职水土保持检查和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管理，

完善水土保持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施工措施，

实行水土保持责任制和相应的“现场水土保持施工作业指导书”，下发各施工

作业队伍，将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严格贯彻于施工的全过程。同时，将水

土保持工作纳入内部管理绩效考核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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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政府部门质量监督

质量监督机构进行巡查、抽查为主的监督方式，对工程进展情况及时

组织进行检查，工程质量监督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保证工程质量真正起

到了监督检查作用。同时，为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

施，深圳市水务局对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提出了改进水

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帮助和指导，对确保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发挥了有效作用。

综上所述，本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健全完善，行之有效的，为

保证工程质量奠定了基础。

5.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5.2.1项目划分及结果

5.2.1.1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国家、行业有

关技术标准，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单位

工程、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见表 5-1。

表 5-1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项目 质量等级 评定标准

单元工程
合格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90%以上达到优良

分部工程

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质量优
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单位工程

合格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

检查资料基本齐全

优良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质量优
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

量检查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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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质量评价项目划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工程质量评定

此划分标准，验收范围内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工划分为 3个单位工程，7项分

部工程和 17个单元工程。

1）单位工程：按照工程类型和便于质量管理的原则，按本项目实际情

况划分为临时防护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2）分部工程：在单位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程类型的原

则，划分为沉砂、覆盖、排水、点片状植被；

3）单元工程：主要按规范规定，结合工种、工序、施工的基本组成划

分，是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审核的基础。

表 5-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边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1、基础面清理及削坡开级，坡面高度在 12m 以上的施工
面长度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坡面高度在 12m以下的
每 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浆砌石、千砌石或喷涂水泥沙浆，相应坡面护砌高度，
按施工面长度每 50m或 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3、坡面有涌水现象时，设置反滤体，相应坡面护砌高度，
以每 50m或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
4、坡脚护砌或排水渠，相应坡面护砌高度，每 50m或 1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物护坡

高度在 12m以上的坡面，按护坡长度每 50m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高度在 12m以下的坡面，每 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

截排水沟
按施工面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30~ 50m划分为一个单元
工程，不足 3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防洪排导工程 排水沟 每个单元工程长 50～100m，不足 50m按一个单元工程计。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每个单元工程为 0.1～1hm²，不足 1hm²按一个单元工程
计。

植被建设工程

线网状
按长度划分，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按一
个单元工程计。

点片状
以设计的一个独立的绿化地块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

工程面积 0.1～1hm²，大于 1hm²的地块可划分为两个以上
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100m，不足 50m的可单独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00m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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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沙池
每 10~30m³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m³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30m³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排水沟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²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 m²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²的可划分为两个
以上单元工程。

表 5-3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单元工程划分

单位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排水沉沙工程

排水沟 5

沉沙池 1

洗车池 1

临时防护工程

彩条布 2

沙袋护坎 4

施工围挡 1

植被建设工程 撒草籽绿化 3

合计 17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在验收过程中检查了施工管理制度，工程质量检

验、质量评定记录等。经核实，本项目在建设及生产运行过程中建立了完

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保障项目工程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单元工程数共 17

个，其中合格数 17个，优良数 16个，总体合格率 100%，优良率 94%，总

体质量等级为优良。

项目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到位，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并能

有效发挥其各自的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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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土保持监测

6.1监测工作开展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成立水土保持工

作小组全面负责落实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

本受纳场建设及服务期内，建设单位进行了水土流失监测工作。监测

工作由水土保持工作小组完成，未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水土流失监测。

6.2监测时段、监测内容及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监测工作开始于 2014年 9月，至 2014年 12月完成。监测内

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面积监测、项目区水土流失因子监

测、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水土保持防治效果监测。

通过与建设单位沟通，工作小组主要通过现场踏勘，收集相关资料，

结合项目建设具体情况，依据相关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采用样地调查

等监测的方法，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及防治效

果实施监测。工作小组重点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地表、水土流

失危害、水土保持措施和土壤流失等项目进行了监测。

6.3监测点布设

一）监测点布设的基本原则

1）代表性原则

结合新增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及监测重点地段及重点对象，选择具有水

土流失代表性的场所进行监测；

2）可操作性原则

结合工程项目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特点，力求经济、适用、可操作；

3）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布设原则

布设水土保持监测点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更好的为项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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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监测服务，使得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与项目具体情况接轨；

4）时段对应性原则

工程建设施工期，在工程建设区建立适当的监测点，建立原则主要以

能有效、全面的监测水土流失状况、危害及防治措施的效果为主。林草植

被恢复期，在上述监测点的基础上，在项目直接影响区内增设调查样点，

建立原则以能反映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主。

二）监测点布设结果

监测点布设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中监测点

布设原则和选址要求，在指定的区域根据实地踏勘情况确定。

三）监测重点地段、重点对象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水土流失预测与分析，本项目随着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土壤侵蚀会得到有效控制，侵蚀模数大幅度下降，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开始发挥功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都已完备，

并逐渐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项目建设区的土壤侵蚀逐渐达到新的平衡状

态。由于人为地进行绿化养护，部分区域水土流失量甚至低于原有水平，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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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土保持监理

7.1工程监理

建设单位未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于 2014年 9

月组建了水土保持监理小组。开展水土保持后续监理为了更好地反映监理

工作中的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安全控制和信息管

理的整个工作流程，使监理工作能够科学、有序地开展，监理小组根据本

项目水土保持项目工程的特点，编制了水土保持项目实施工程监理规划和

实施工程监理实施细则。

7.2监理依据

监理单位本着“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原则，并以下列内容作为监

理依据：

1）水利部颁布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监

理管理暂行办法》。

2）《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4653）、《水土保持治沟

骨干工程技术规范》（SL289-2003）、《造林技术规范》（GB/T15776-95）、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GB6000-85）等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3）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地方的有关规章制度。

7.3项目监理机构及人员

7.3.1监理机构的设置

根据本工程项目的特点，为全面、优质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

监理小组设总监理工程师 1 人，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负责处理监理

过程中的日常工作。

7.3.2监理人员、设备配置

本项目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设总监理工程师 1 人，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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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监理员 1 人。设备配置：水土保持监理小组的配置有电脑 2台，打

印机 1 台，及其他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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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非常重视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采取大量的工程措施和

植物措施进行防护，施工过程中没有发生较大的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严格按照批准方案的设计标准施工，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经鉴定为合格，水土流失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根据水土保持措施

落实情况，无需整改，但需对已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加强管护，保证

其正常运行并发挥其作用，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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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土保持效果评价

9.1运行情况

本项目建设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和合同管理制。同时，深

圳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对本工程建设作了跟踪

监督检查，加大了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力度，从而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质

量。监督检查结果表明，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如排水工程设计合理，达

到防治要求；临时措施、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工程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本项目自 2014年 9月开工以来，已经安全度过了 2015～

2019年 5个雨季的考验。

9.2水土保持效果

9.2.1扰动土地整治率

经调查核实，至 2014年 12月封场，本项目扰动土地面积 2.34hm2，扰

动土地整治面积 2.34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高于水土保持方案拟

定的目标值 97%，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

9.2.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经调查核实，至 2014年 12月封场，本项目施工过程造成水土流失面

积为 2.34hm2。场地封场后，表面全部植被覆盖，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2.34hm2，故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

9.2.3拦渣率

截至项目封场时，拦渣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目标值 98%，符合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

9.2.4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各防治分区的治理情况，各项措施全部实施后，水土流失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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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后期植物措施持续发挥治理效果，整个防治责任范围内年均土

壤流失强度为 200t/km²·a之内，而项目区土壤允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项

目建设区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2.5。

9.2.5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封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及施工统计分析结果，防治责任范围内可恢复

的林草植被面积为 2.34hm2，实际恢复的面积为 2.3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 100%，略高于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目标值 99%。

本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为 2.34hm2，植被绿化面积 2.34hm2，林草覆盖率

为 100%，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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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评价

项目竣工验收后，由深圳市坪山市政公用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养护工

作，对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对林草措施及时进行抚育、补植、更新，

确保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有效的保持水土、改善生

态环境的作用。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有关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工作责任到位，并取得较

好效果，水土保持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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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综合结论

验收小组通过实地抽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认为：建设单位在建

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积极落实防治责

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内容落实

各项防治措施，工程质量满足了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工程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的质量责任明确，管理严格，经过建设

各方的紧密配合，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协作，使防治责任范围内

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和的主体设计确定的

拦挡以及绿化等措施，防护措施整体到位，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区域生态

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可以

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功能持续有效发挥。

场地封场后，建设单位及时完成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评估等

级定为三级，属于最小风险等级。

综上所述，验收小组认为该项目较好完成了深圳市水务局批复的水土

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措施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可以通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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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遗留问题及建议

建设单位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设计之初就综合考虑水土保持措

施，结合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工程特性有针对性地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

将水土保持措施的重点放在排水沉沙、植物绿化和施工临时措施上，严格

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做到开发建设与保护环境和谐统一，较好地满足了水

土保持的要求。

因此，下一阶段的工作如下：

1）认真做好植被绿化的后期抚育管养，定期注意各部位林草苗木生长

情况，对生长情况较差的苗木或植被加强养护或及时更换补植，确保绿化

植株成活率，进一步提高项目区整体绿化覆盖度。

2）已完成的水土保持系统设施要加强后期管护、维修工作，保证整个

系统正常运行，发挥效益。

3）加强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管理，以备验收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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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图及附件

13.1附件

1）验收现场照片

2）相关批复文件

13.2附图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2）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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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照片集

施工时现场照片

场内荒地及鱼塘

场内鱼塘及南侧民房

西侧荒草地 秀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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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场后现场照片

封场后植被覆盖

草沟及沟道

场内未扰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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