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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水土

保持

工程

进度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万 m3） 0.35 0.18 0.18

绿化覆土（万 m3） 0.35 0 0

雨水管网（m） 1000 0 0

生态停车场（m2） 5500 0 0

透水铺装（m2） 1208 0 0

下沉式绿地（m2） 2950 0 0

土地整治（hm2） 0.10 0 0

植物

措施

景观绿化（m2） 8841.72 0 0

撒播草籽（hm2） 0.57 0 0

临时

措施

洗车池（座） 1 1 1

临时排水沟（m） 1621 50 50

临时沉砂池（座） 6 0 0

密目网覆盖（m2） 14252 0 0

临时拦挡墙（m） 621 0 0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6月 887.5mm，7月 422.8mm，8月 900.2mm，9
月 289.2mm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6月 187mm，7月 291mm，8月 236mm，9月 236mm

平均风速(m/s) 6月 1.06m/s，7月 1.8m/s，8月 1.75m/s，9月 1.71m/s

最大风速(m/s) 6月 8m/s，7月 3m/s，8月 5m/s，9月 5m/s

指 标 本季度 累计

水土流失量（t） 35.33 35.33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

工作

开展

情况

2021年 6月，我公司接受委托后对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截止

2021年 6月，已完成《南丹县综合交易市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我公司于 2021年 6~9月对项目区进行了现场调查监测，重点水土流失重

点区域，量测、记录项目水土流失特点及对应的各项水保措施的防护效果，同

时收集工程施工资料，监测记录结合工程施工进度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汇总、

编写《南丹县综合交易市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2021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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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顺利完成本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我公司监测人员在监测过程中对工程现场采用重点调查与现场巡查相结

合的监测方法，对监测记录进行整理、分析、汇总。

现场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

害和水土保持措施等。

从现场监测的情况来看，项目处于前期建设阶段，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正

在有序布设水土保持措施。

总体来看，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能落实有关要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取得了工程前期水土保持成效。

存在

问题

及建

议

（1）主体工程区

现场调查时，主体工程区正在进行工程建设中，有多处裸露边坡；施工建

材未进行临时覆盖，水土保持措施较少。

建议对主体工程区内的裸露边坡进行临时覆盖，在坡脚处开挖临时排水

沟；对裸露的施工建材进行临时覆盖；施工期间完善临时排水设施，后续施工

中，如有不扰动的边坡尽快完善防护、绿化、排水措施。

（2）施工营地区

现场调查发现，施工营地区内已采取了硬化措施，厂房前有少量施工建材

堆放，未进行临时覆盖。

建议对施工营地区内的建材进行临时覆盖。

（3）临时堆土区

现场调查发现，本项目在主体工程区内设有临时堆土区，堆土区尚未发现

有临时排水沟已及临时拦挡。

建议在后续施工中，对临时堆土区进行临时拦挡以及开挖排水沟，密切关

注天气，在降雨前对临时堆土区进行临时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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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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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丹县综合交易市场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三 季度，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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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按赋分方法，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

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

不扣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各工程分区均按照设计红线范围进

行施工，扩大扰动面积均小于 1000平方米，因

此得分为 15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2

按赋分方法，表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

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
平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

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施工部分已按方案设计对可剥离表

土进行了剥离，经统计得分为 2分。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1

按赋分方法，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

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且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的，

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的扣 5分，存在 1处 3
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3分；乱堆乱弃或者顺坡溜

渣，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目前不设弃土场，开挖土方就近堆

放，待后期施工完成后进行回填和绿化覆土，

经统计得分 11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按赋分方法，根据土壤流失总量扣分，每

100立方米扣 1分，不足 100立方米的部分不扣

分。扣完为止。

本季度土壤流失总量为 35.33t，按 1.35t/ m3

换算为 26.17m3，每 100 m3扣 1分，小于 100 m3

不扣分，按赋分方法，得分 15分。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7

按赋分方法，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拦挡、

截排水、工程护坡、土地整治等）落实不及时、

不到位，存在 1处扣 1分；其中弃渣场“未拦

先弃”的，存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的扣 3分，

存在 1处 3级以下弃渣场的扣 2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设置，主体工程正在

进行施工前期阶段，各项工程措施正在有序进

行，经统计计算，得分为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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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植物措施 15 3

按赋分方法，植物措施未落实或者已落实

的成活率、覆盖率不达标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

存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米的按照其倍

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

完为止。

本项目正处于前期土建施工阶段，植物措

施正在有序开展，植物措施覆盖率达标且存活

率较高，经统计得分为 3分。

临时措施 10 4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拦挡、排水、苫

盖、植草、限定扰动范围等)落实不及时、不到

位，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各工程区在可进行临时拦挡、排水

和苫盖等措施的边坡、坡脚、坡顶等大部分区

域未设置临时防护措施，部分区域由于正在施

工临时措施需完善加强。经统计得分为 4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按赋分方法，一般危害扣 5分；严重危害

总得分为 0。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得分 5分。

合计 100 62
得分 80分及以上的为“绿色”，60分及以

上不足 80分的为“黄色”，不足 60分的为“红

色”。

备注：1.监测季报三色评价得分为各项评价指标得分之和，满分为 100分。

2.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或者拒不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整改要求的生产建设项目，

实行“一票否决”，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总得分为 0。

3.上述扣分规则适用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不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各项

评价指标（除“水土流失危害”）按上述扣分规则的两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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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我公司于 2021年第三季度对项目建设区进行了实地监测，主体工程区、

施工营地区、临时堆土区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进行了巡查

监测，同时收集工程施工资料，现场调查结合工程施工进度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汇总、编写《南丹县综合交易市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021年第三季度），顺利完成本季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我公司监测人员在监测过程中对工程现场才用重点调查与巡查监测相

结合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等。对主体工程区、施工营地区、临时堆土

区等区域重点监测。

3.1 地表扰动情况

3.1.1 主体工程区地表扰动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区主要是开挖土方以及场地平整等，截止至 2021年 9

月，本项目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本季度新增扰动面积约 0.78hm2，累计总

扰动面积约 0.78hm2。2021年第三季度，项目主体工程区的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主体工程区内表土剥离、土石方开挖填筑等，主体工程进度约完成 5%。

主体工程区现状及扰动情况如下图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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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区场地照片：

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6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正在进行场地平

整，目前正处于水

土流失易发阶段。

位置：主体工程区

南面临时排水沟

拍摄时间：2021年

6月

现状：临时排水沟

内有少量淤泥堆

积，易形成排水沟

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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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7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正在进行开挖、回

填。

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7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有现状边坡，施

工建材裸露在外，

易发生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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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7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正在场平。

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8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正在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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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9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有少量临时堆

土。

位置：主体工程区

拍摄时间：2021年

9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内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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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区

整体现状

拍摄时间：2021年

7月

现状：主体工程区

正在进行场平。正

处于水土流失易发

阶段。

建议：在周边开挖

临时排水沟，并在

末端开挖临时沉砂

池。

图 3.1-1主体工程区施工现状

3.1.2 施工营地区情况

本项目建设有施工营地区，本工程施工营地区位于项目红线以外，占

地面积约 0.15hm2。截止至 2021年 9月，施工营地区共有 1处集中场地，

用于施工工人住宿等。本季度新增面积为 0.15hm2，累计总占地面积约

0.15hm2，施工营地区调查情况如下图 3.1-2所示。

施工营地区场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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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施工营地区

整体现状

拍摄时间：2021年

8月

图 3.1-2施工营地区现状

3.1.3 临时堆土区情况

本项目建临时堆土区，主要用于堆放开挖土石方等，截止至 2021年 9

月，本季度本工程临时堆土区新增扰动面积约为 0.17hm2，累计总扰动约为

0.17hm2。临时堆土区调查情况如下图 3.1-3所示。

位置：主体工程区

东面

拍摄时间：2021年

8月

图 3.1-3临时堆土区情况

3.1.4 弃土去向情况

根据现场咨询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本工程无弃渣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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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取土场区情况

截止至 2021年 9月，本项目无外借土石方，无取土场。

3.2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3.2.1 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1年 9月，本项目总扰动土地面积为 1.10hm2，其中主体工

程区占地 0.78hm2，施工营地区占地 0.15hm2，临时堆土区 0.17hm2。

（1）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主体工程区主要是开挖土方和场地平整，截止至 2021年 9月，

主体工程区占地 0.78hm2，全部为永久用地，本季度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场地平整、土石方开挖填筑，主体工程区本季度水土流失面积为

0.78hm2。

（2）施工营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1年 9月，施工营地区面积为 0.15hm2，为临时用地，施工

营地区主要为活动板房建设，主要用于施工工人日常生活，施工营地区内

部分区域已经硬化，因此水土流失面积 0.15hm2。

（3）临时堆土区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1年 9月，临时堆土区面积为 0.17hm2，为临时用地，主要

用于堆放临时土堆，因此水土流失面积 0.17hm2。

3.2.2 水土流失量计算

项目建设区位于河池市南丹县范围内，所在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为水

力侵蚀，目前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期间开挖地表、损坏原生地表植被后可

能引起的人为加速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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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点、监测点代表的监测分区和整个监测范围进行分析项目造

成的土壤流失量，确定监测点侵蚀模数。侵蚀模数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计

算得出，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以《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

（SL773－2018）作为依据，即由各监测点的地形地貌、下垫面类型和植被

覆盖度，结合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监测点沟壑状况及下游沟道淤积状况

和周边植被状况等，综合确定影响土壤侵蚀侵蚀强度的工程开挖面土质因

子、工程堆积体土石质因子、坡长因子、坡度因子、植被覆盖因子、工程

措施因子、耕作措施因子、径流冲蚀力因子等因子，分析、计算土壤侵蚀

模数和土壤侵蚀总量。

主体工程区土壤侵蚀强度按现状调查估算为 1483t/km2，施工营地区土

壤侵蚀强度按现状调查估算为 1279t/km2，临时堆土区土壤侵蚀强度按现状

调查估算为 12847t/km2，土壤流失均控制在平台施工范围内，暂不考虑水

土流失量，因此本季度项目建设区产生的土壤流失量约为 35.33t，详见表

3.2-1。

表 3.2-1 本季度水土流失详表

项目分区 累计扰动面积（hm2） 本季度土壤侵蚀模数（t） 土壤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0.78 1483 11.57

施工营地区 0.15 1279 1.92

临时堆土区 0.17 12847 21.84

合计 1.10 35.33

3.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本季度，我公司对工程建设区及周边可能造成的影响区水土流失及水

土保持情况进行了巡查监测，结合监测点位，对项目建设区内实施水土保

持措施的区域进行监测，由于项目处于建设初期，土建施工（场地平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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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开挖）开展频繁阶段，部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易对主体施工造成影

响且容易遭到破坏，故建设单位目前在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方面相对滞后，

主要对施工营地区域采取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起到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

效果，较大程度将水土流失控制在项目占地区内。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详见表 3.3-1。

表 3.3-1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情况表

主体工程区

现状

水土

保持

措施

现阶段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区的开挖、回填，处于水土流失易发生的阶段。

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大部分水土保持措施尚未实施。由于需要向外运输土石

方，本工程在项目出入口处修建了洗车池，具有一定的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

保持

措施

照片

现状

水土

保持

措施

经过现场调查发现，施工单位已在主体工程区入口处修建洗车池，防止运

输土方车辆将土石方带出工程区，造成市政道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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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

保持

措施

照片

现状

水土

保持

措施

现场调查发现，施工单位在主体工程区南面开挖简易临时排水沟。

3.4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意见

（1）主体工程区

根据现场调查，建议在降雨前对已开挖形成边坡的区域进行密目网覆

盖，同时在场地周边布设临时排水沟，并在末端设置沉沙池。对已成形边

坡修建平台排水沟排除边坡汇水；施工后期对厂区内可绿化区域进行绿化

覆土并种植景观植被。

（2）施工营地区

根据现场调查，施工营地区已建成，地面采取了硬化措施。建议在后

续施工中，对裸露的施工建材进行临时覆盖；在场地周边布设临时排水沟，

并在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施工后期场地内道路底部设置雨水排水管及

雨水检查井。

（3）临时堆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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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在主体工程区内设有临时临时堆土区，尚未发

现开挖排水沟及临时拦挡。建议在后续施工中完善临时堆土区的临时拦挡

墙及临时排水沟，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在降雨前对临时堆土区进行临时覆

盖，避免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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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阶段监测结论

（1）主体工程区

现场调查时，主体工程区正在开挖、回填，主体工程区目前尚在施工

过程中，主体工程区中有较多边坡，且没有采取密目网覆盖。施工期间的

临时排水、沉沙措施、拦挡措施仍需加强。

建议遇降雨前，对来不及防护的成型坡面采取覆盖措施，并完善施工

期间的临时排水、沉沙措施，完善填方边坡临时拦挡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到工程区外的公路和周边的村庄；对已成型后续不扰动的边坡尽快完善防

护、绿化、排水、沉沙措施。

（2）施工营地区

现场调查发现，施工营地区部分区域已经硬化。

建议遇降雨前，对已施工区域完善施工期间的临时排水措施，雨水排

水需沉沙后再排入周边市政道路雨水管网中，以防土体洒落至周围市政道

路造成污染。

（3）临时堆土区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在主体工程区内设有临时临时堆土区，尚未发

现开挖排水沟及临时拦挡。

建议在后续施工中加强对临时堆土区的临时防护措施，关注天气情况，

降雨前，在临时堆土区进行临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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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项目扰动土地面积监测记录表

编号 监测日期
监测分

区

扰动情况 整治情况

现场情况扰动

形式

扰动

宽度

扰动面

积（hm2）

扰动前土地

利用类型

示意图

及尺寸

标注

整治方式

整治面

积

（hm2）

土地利

用类型

示意图

及尺寸

标注

1
2021年

6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主体工

程区
填挖 - 0.78

旱地、其他

草地、水田、

果园

见表

3.1-1
硬化、植

物措施
-

其他草

地、景

观绿化

- 正在进行场地平整及基础

开挖工作

2
2021年

6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施工营

地区
占压 - 0.15 其他草地

见表

3.1-2

场地整

治、绿化

覆土

- 其他草

地
- 施工营地区已全部扰动

3
2021年

10月 1日~2021
年 12月 31日

临时堆

土区
压占 - 0.17 裸土地

见表

3.1-3 场地整治 - 其他草

地
- 临时堆土场区已有部分压

占

填表人及日期 审核人 填表时间 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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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水力侵蚀侵蚀沟监测记录表

项目名称 南丹县综合交易市场工程

监测分区名称 /

监测地点
经纬度 E： 107°32′19.73571″ N： 24°59′06958″

小地名 /

监测断面 侵蚀沟 1 侵蚀沟 2 侵蚀沟 3

断面 1

宽（cm） 10.5 8.8 9.4

深（cm） 3.3 2.1 1.8

长（cm） 67.8 48.5 45.3

断面 2

宽（cm） 11.4 10.2 11.5

深（cm） 3.7 3.5 3.4

长（cm） 68.5 71.4 70.7

断面 3

宽（cm） 10.4 9.8 6.7

深（cm） 3.5 1.6 1.5

长（cm） 66.7 67.5 64.3

土壤流失量（g） 9487.39 5297.46 4661.72

土壤容重

（g/cm3）
1.75 土壤流失总量（g） 1944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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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沟特征说

明（附照片）

填表说明 “土壤流失量”是指第 i条沟的流失量，“土壤流失总量”是指监测区域的总流失量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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