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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规模

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环

湖主线公路段采用二级公路标

准，设计速度 60km/h，双向 4车
道，路基宽 22.5m；部分路段双向

2车道，路基宽 14m。5条支线公

路设计四级公路，设计时速

20km/h，路宽 7m。环湖主线程度

43.1km， 5 条 支 线 公 路 共 长

41.95km。

建设单位、联系人
舒城县交通运输局

高宏文/18856446486

建设地点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3.74亿元

工程总工期 32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安徽中淼工程项目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自然地理类型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 防治标准 一级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

监测
调查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遥感监测、调查

3.水土保持措施

情况监测
实地测量、调查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调查 6.水土流失背景值 18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480.55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

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2481.48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2·a)

防
治
措
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17.23万 m3，三维

植被网护坡 99861m2，砼预制

块 拱 形 护 坡 及 草 灌 喷 播

71251m2 ， 草 灌 混 植 护 坡

442670m2 ， 盖 板 边 沟

15130m ， 生 态 边 坡

4665m3/m，雨水管 26797m，
沉砂池 99个。

道路两侧实施乔灌结

合的绿化，栽植乔木

16680株，灌木 59950
株 ， 铺 草 皮 23.72
hm2。

彩钢板 5500 m2，临时

排水沟 97000m，彩条

布 15000 m2，防雨布

83000 m2，袋装土 2500
m3，撒播狗牙根草籽

4.22hm2。

桥梁工程区

雨水管 1055m，泥浆沉淀池

11个。表土剥离 0.07万 m3，
雨水管 500m，沉砂池 2个。

袋装土 3000 m3，临时

排水沟 400m，彩条布

200 m2，防雨布 400 m2。

观景平台区

三维植被网护坡 20754m2，砼
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灌喷播

21534m2 ， 草 灌 混 植 护 坡

8255m2，排水沟 6000m，沉

砂池 23个，表土剥离 4.87万
m3

栽植灌木 25002株，

撒 播 狗 牙 根 草 籽

14.08hm2。

临时排水沟 4000m，彩

条布 3000m2，防雨布

3000 m2 ， 袋 装 土

5698m3，撒播狗牙根草

籽 1.34hm2。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 5.06万 m3，土地整

治 16.86hm2。
撒 播 狗 牙 根 草 籽

16.86hm2。

临时排水沟 10000m，

彩条布 3000m2，沉砂池

10个，袋装土 1000m3，
撒 播 狗 牙 根 草 籽

1.33hm2。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7.35万 m3，土地整

治 74.64hm2。
撒 播 狗 牙 根 草 籽

74.64hm2。
临时排水沟 25000m，

彩条布 2000m2，撒播狗



牙根草籽 1.76hm2。

监测

结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

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

治率
95 99.69

防治措

施面积
341.9
5hm2

永久建筑

物硬化及

水面面积

182.96
h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341.9
5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7 99.25

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
341.95hm2

水土流失总

面积
141.04hm2

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 1.1 工程措施面积 4.95hm2

容许土壤流

失量
200t/(km2·a)

拦渣率 95 99.91 植物措施面积 135.03hm2
监测土壤流

失情况
180t/(km2·a)

林草植被恢

复率
97 98.47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137.13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135.03hm2

林草覆盖率 27 39.49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89.87万m3

总弃土（石、

渣）量
89.95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水土保持六项防治指标达标，整体水土保持效果较好。

总体结论
工程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基本落实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工程整体水土保

持效果良好。

主要建议 加强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养护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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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安徽省中部，舒城县境内。舒城县隶属于六安市，大别山东麓、

巢湖之滨，江淮之间。万佛湖位于舒城县中西部的低山丘陵区，距离县城 27km。

目前，通往万佛湖景区的重要道路有 G105、S317、万佛大道、X044、X045。

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见图 1-1。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本项目环湖系统总体走向：路线起于风景区大门北侧 1.4km 栗树园附近，

与万佛大道十字交叉，向东，经鹿村北，于许小房跨越溢洪道，经陈庄南至何店

村，经潘家洼南，沈冲北至枫岭村，向南，于杜店中学西侧跨越舒庐干渠，经树

棵东，老虎山西至湾塘村；经余家庄西、汪家庵至三江村，经大塘拐、铁铺村至

钱庄、新塘，跨越南侧湖嘴后向西，经徐庄、刘家瓦屋至高峰村，经黄家院子、

王家老庄至高峰中心小学北侧，经胡家庄、秦家老弯至曾家祠堂，继续向西，经

明花村、转水湾、夏家冲至狮子口，跨越湖嘴后至徐塝、麻地湾，此后向北，至

清塘村，清水塘、高头湾至梅山村、张家院、董家庙；继续向北，于沙场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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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嘴至洪冲，此后向东，至秦家大山、石牛山北至中塘、经大神树南、大塘埂北、

陈家岭南至北庄，经周大庄南后跨越杭北干渠，接起点。项目主线环湖一周，起

串联功能，全长 43.10 公里；同时设置 5 条支线共长 53.1 公里。环湖路主线等

级：K0+000—K12+300、K36+090—K43+100.098 段为二级公路兼具城市道路功

能，K12+300—K36+090 段为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60km/h。支线等级：四

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20km/h。

本工程由路基工程区、桥梁工程区、观景平台区、施工营地区及施工道路区

等五部分组成。总占地 341.95hm2，其中永久占地 250.45hm2，临时占地 91.50hm2，

工程总挖方 368.84万 m3，总填方 278.89万 m3，无借方，弃方 89.95万 m3，弃

方全部运至观景平台区，用于用于景观平台平整填洼。工程总投资 13.74亿元，

建设工期 32个月，从 2017年 2月至 2019年 9月。

项目区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5.6℃，多年平均无霜期

223 天；年平均日照 1969 小时，≥10℃积温 4500℃。项目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300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1397.8 毫米。项目区土壤类型以黄棕壤土和水稻土为

主。植被类型为落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地带。项目位于北方土石山区，水土流失

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背景值为 150~200t/km2.a，属微度侵蚀，容许土壤流

失量 200t/km2·a。项目区属于桐柏山大别山国家级预防保护区范围，不涉及崩塌、

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执行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办法》以及水利部、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联合发布的《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为全面落实水土保持方案，满足水

土保持工程“三同时”要求，实现保护主体工程安全运行、治理项目防治责任范围

内水土流失、保护主体工程周边生态环境等目标，在工程建设期间，舒城县交通

运输局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统一管理，建立了以项目法人为水土保持第

一责任人的防治责任体系，由工程股具体负责。在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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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单位认真组织落实，完成了各项水土保持工作目标。

2016年 6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舒

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6年 7月，六安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六发改审批〔2016〕134号）。

016年 10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舒城

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初步设计中包含了水土保持章节；

2016年 11月，六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

路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六发改投资函〔2016〕128号）

2016年 9月，金寨县绿景生态工程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舒城县

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6年 10月，六安市水利

局下发了《关于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六水审〔2016〕54号）。

2017年 3月，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开工，建设单位在现场组

建了项目部，由工程股具体负责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管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

为安徽舒怡建设集团、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

体工程监理一并执行，监理单位为安徽省科兴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徽

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安徽中淼工程项目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各单位各施其职，使水土保持措施得以顺利落实，2019年 9月工

程全部建设完成。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019年 9月，建设单位委托安徽中淼工程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实施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于监测委托时间较晚，我公司监测组进场时本项目已

经完工，因此，针对本工程的监测工作，我公司主要利用调查法及查阅监理、施

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分析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及运营

效果等。根据相关资料，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无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

我单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对路基工程区、桥梁工程区、观景平台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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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营地区和施工道路区采取：实地量测、地面观测、调查等方法进行监测，配备

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地质罗盘、钢卷尺、环刀等监测设备，取得了监测数据，

完成了建设单位委托的任务，为项目顺利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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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内容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和《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对路基工程区、

桥梁工程区、互通立交区、观景平台区施工营地区和施工道路区进行监测，主要

监测内容如下：

1）原地貌土地利用情况监测

主要监测工程永久及临时占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型、地表植被类型及覆盖

度和水土流失情况。

2）扰动地表情况监测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貌发生改变的挖损、占压、堆弃等行

为，均属于扰动地表行为。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方式、范围、面积、

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动态变化情况。

3）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的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

响区。项目建设区分为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本项目永久占地面积在施工阶段和

项目运行阶段一直保持不变，临时占地则随着工程进展情况和工程变更情况不断

变化，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通过监测永久占地、临时占地的面积，确定

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①永久性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保持监测是对红线范围认真

核查，监测建设单位有无超越红线开发的情况及各阶段永久性占地变化情况。

②临时性占地土地管辖权不变，但要求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必须恢复原

貌。水土保持监测主要是监测有无超范围使用临时性占地情况、各种临时性水土

保持措施数量和质量、施工结束后原地貌恢复情况。

4）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监测

对生产建设活动中所有的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和临时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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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数量、位置、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测。

5）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是控制因工程建设活动造成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总体布局，全面监测

施工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的位置、规格、尺寸、数量、

林草覆盖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

①工程措施监测

土地整治工程：包括路基工程区、互通立交区、观景平台区施工营地区和施

工道路区绿化区域开展的表土剥离和土地整治等，监测指标包括表土剥离的分

布、剥离面积、数量；表土回覆的分布、回覆面积、数量；土地平整、临时建筑

物拆除、建筑垃圾清理等；土地整治的分布、整治类型、实施完成进度、整治面

积及整治效果等。

②植物措施监测

主要指防治责任范围内进行的景观绿化、植被恢复。主要监测指标包括植物

措施分布、类型（灌木、藤本、种草等）、种类、规格、实施完成进度、分布、

面积或数量、株行距、成活率、生长情况等。

③临时防护措施监测

对施工过程中实施的临时排水、苫盖等临时防护措施进行动态监测。主要监

测指标包括各项临时防护措施的分布、规格、实施完成进度、数量、完好程度、

运行状况及其稳定性等。

④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效果监测

防护效果：主要监测土地整治工程、临时防护工程、植被建设工程等在阻滞

泥沙、减少水土流失量、绿化地表改善生态环境、为主体工程运行安全的保证作

用。

林草措施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主要监测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后各防治分区及其周边的植被类型、主要树草种、覆盖度、成活率、保存率和

生长情况等。

各项临时防护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主要监测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各项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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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防护措施实施后临时堆土、拦截水流、阻滞泥沙、减少水土流失的效果。

6）土壤流失量监测

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流失强度及程度、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

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内容。

2.2 监测方法

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规程》（试行）的规定，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采取调查监测、地面观测、

遥感监测等监测方法，从监测数据中获取了扰动土地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弃土

量、水土保持措施、土壤流失等数据。

1）调查监测

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如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水系、降雨的变化、

水土流失的危害、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等采用调查监测法，降

雨量主要通过收集项目区临近区域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料数据。本工程采用实地

调查方法进行监测的内容包括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水土保持设施数量、土石方

挖填量、弃土（石、渣）量、取土（石、料）、各防治措施保存情况及生态环境

变化等。对防治效果如植物覆盖度、林草生长情况采用标准地样法；对水土保持

设施的保存情况采用巡测、记录的方法，确定其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2）地面观测

对于具有代表性的缓坡区域，可采用沉沙池法进行土壤流失动态监测。在每

次暴雨过后，对沉沙池内的泥沙总量进行量测，根据挟沙水流中推移质与悬移质

之比，推算出集雨控制范围内土壤流失总量。沉沙池的年清淤次数视淤积量而定。

3）遥感监测法

水土保持遥感监测工作应按：资料准备—遥感影像选择与预处理—解译标志

建立—信息提取—野外验证—分析评价和成果资料管理等程序进行。

①资料准备

资料准备时应选择性的收集已有的成果资料，至少包括项目区地形图、土地

利用状况、地貌、土壤、植被、水文、气象、水土流失防治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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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遥感影像选择与预处理

应选择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2.5m的遥感影像且成果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遥

感影像预处理时进行影像纠正、信息增强、影像分幅和编号。

③解译标志建立

遥感影像解译前，根据监测内容、遥感影像分辨率、时相、色调、几何特征、

影像处理方法、外业调查等建立解译标志，其内容应包括有指导意义的土地利用、

植被覆盖度等土壤侵蚀因子，土壤侵蚀状况和水土流失防治状况的典型影像特

征。

④信息提取

遥感信息提取包括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降雨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坡度

坡长、水土保持措施等因子。

⑤野外验证

野外验证包括解译标志检验、信息提取成果验证、解译中的疑点、难点以及

需要补充的解译标志验证和与现有资料对比有较大差异的解译成果验证等，可采

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验证。

⑥分析评价与成果资料管理

分析评价可采用综合评判法和模型法，综合评判法按 SL190-2007第四章的

要求执行，模型法 SL190-2007附录 B提供的模型进行。在遥感解译、野外验证

工作完成后，应进行资料的整理和综合分听，并按对应的工作阶段形成文字报告，

中间资料和成果资料应分类整理，并及时归档。

4）利用相关机构监测成果

对自然条件如降水强度、降水量的监测，以收集资料为主，为水土流失分析

提供基础数据。原地貌对照观测区在项目建设区相应监测点附近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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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1）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已批复的《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本工程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80.5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355.8hm2，直接影响区 124.75hm2。

根据现场实际监测，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41.95hm2，均为项目建

设区，包括永久占地 250.45hm2，临时占地 91.50hm2，全部为工程扰动区域。

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38.6hm2，其

中项目建设区减少 13.85hm2，直接影响区减少 124.75hm2，减少的主要原因为：

1）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存在直接影响区，因此直接影响区减少 124.75hm2。

2）观景平台区占地减少的原因是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了观景平

台数量，因而减少了占地。

3）施工营地区占地减少的原因是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需要减少了施工场

地的数量，因而减少了占地

4）施工道路区占地减少的原因是主要是由于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需要减少

了施工场地的数量，从而减少了施工道路长度，因此，减少了占地。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见表 3-1。

表 3-1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值 实际值 增减情况

小计
项目建设

区

直接影响

区
小计

项目建设

区

直接影响

区
小计

项目建设

区

直接影

响区

1 路基工程区 301.35 222.8 78.55 222.80 222.80 0 -78.55 0 -78.55

2 桥梁工程区 32.77 11.42 21.35 11.42 11.42 0 -21.35 0 -21.35

3 观景平台区 20.78 18.03 2.75 16.23 16.23 0 -4.55 -1.8 -2.75

4 施工营地区 20.83 18.73 2.1 16.86 16.86 0 -3.97 -1.87 -2.1

5 施工道路区 104.82 84.82 20 74.64 74.64 0 -30.18 -10.18 -20

合计 480.55 355.8 124.75 341.95 341.95 0 -138.60 -13.85 -124.75

2）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第 10页 安徽中淼工程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工程属于建设类项目，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指工程建设过程中扰动原地

貌、损坏土地和植被的面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监测，建设期扰动土

地面积总计 341.95hm2，其中路基工程区 222.80hm2，桥梁工程区 11.42hm2，观

景平台区 16.23 hm2，施工营地区 16.86hm2，施工道路区 74.64hm2。

工程建设完成后施工营地区及施工道路区办理移交手续，试运行期防治责任

范围为 91.5hm2。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监测值见表 3-1。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工程建设期间无外借土石方，设置取弃结合的取（弃）土（渣）场。

3.2.2 取土（石、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参建单位施工档案资料及现场复核，工程建设期间不设置取弃结合

的取（弃）土（渣）场。

3.2.3 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参建单位施工档案资料及现场复核，工程建设期间无外借土石方。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工程建设期间共产生弃方 99.79万 m3，弃方全部用于观景平台平整填洼，不设置

取弃结合的取（弃）土（渣）场。

3.3.2 弃土(石、渣)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方全部

用于观景平台平整填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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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弃土（石、渣）量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参建单位施工档案资料及现场复核，工程建设过程中共产生弃方

89.95万 m3，弃方全部用于观景平台平整填洼，不设置取弃结合的取（弃）土（渣）

场。

3.4 工程土石方平衡监测结果

3.4.1 设计土石方平衡情况

根据《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本工程本工程总挖方 412.03万 m3，总填方 312.28万 m3，无借方，弃方 99.79万

m3，土方平衡表见表 3-2。

表 3-2 方案批复工程土石方平衡汇总表

注：表中土方量均为自然方。

3.4.2 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土石方实际开挖总量 368.84万 m3，填方 278.89万 m3，无借

方，弃方 89.95万 m3，本工程土石方挖填平衡，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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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 3-3 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汇总表 单位：万 m3

分区代

号

项目分

区
分类

开挖或

剥离方

回填或

回覆方

直接调运方
外借方 废弃方

调入方 调出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
路基工

程区

土石方 335.15 245.20 89.95 ③

表土 5.46 5.46

小计 340.60 250.65

②
桥梁工

程区

土石方 0.37 0.37

表土 0.42 0.42

小计 0.79 0.79

③
观景平

台区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④
施工营

地区

土石方 3.38 3.38

表土 1.68 1.68

小计 5.06 5.06

⑤
施工道

路区

土石方 14.94 14.94

表土 7.46 7.46

小计 22.40 22.40

合计

土石方 353.83 263.88

表土 15.01 15.01

小计 368.84 278.89 89.95 ③

注：表中土方量均为自然方。

3.4.3 工程土石方平衡方案设计值与监测值比较分析

相比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土石方工程量，工程实际挖方减少 43.19万 m3、

填方减少 33.39万 m3、弃方减少 9.84万 m3。土方变化的主要原因为：

①初步设计和施工图阶段对线路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同时对地质勘察后减少

了路基工程区土石方换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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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工程措施设计如下：

1）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16.22万 m3，挂网草灌混植喷播护坡 1053244.92m2，预制砼块拱

形骨架护坡 79310m2，现浇砼边沟 34730.54m，生态边沟 15602.95m，沉沙池 95

个。

2）桥梁工程区

排水沟 800m，泥浆沉淀池 11处。

3）互通立交区

排水沟 400m，沉砂池 2个，表土剥离 0.07万 m3。

4）观景平台区

表土剥离 5.41万 m3，拱形护坡和草灌混植护坡 17600m2，挂网喷播植草

8800m2，现浇砼边沟 6600m，沉砂池 22个。

5）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 5.62万 m3，土地整治 18.73hm2。

6）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8.30万 m3，土地整治 27.68hm2。

7）设计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

设计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表土剥离 35.62万 m3，挂网草灌混植喷播护

坡 1062044.92m2，预制砼块拱形骨架护坡 79310m2，现浇砼边沟 34730.54m，生

态边沟 15602.95m，拱形护坡和草灌混植护坡 17600m2，土地整治 46.41hm2，排

水沟 1200m，沉砂池 119个，泥浆沉淀池 11处。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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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设计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路基工

程区

桥梁工

程区

互通立

交区

观景平

台区

施工营

地区

施工道

路区
合计

1 表土剥离(万 m3) 16.22 0.07 5.41 5.62 8.30 35.62

2
挂网草灌混植喷播护

坡(m2)
1053244
.92

8800
1062044
.92

3
拱形护坡和草灌混植

护坡(m2)
17600 17600

4
预制砼块拱形骨架护

坡(m2)
79310 79310

5 现浇砼边沟（m）
34730.5
4

34730.5
4

6 生态边沟（m）
15602.9
5

15602.9
5

7 排水沟（m） 800 400 1200

8 沉沙池（个） 95 2 22 119

9 泥浆沉淀池（处） 11 11

10 土地整治(hm2) 18.73 27.68 46.41

4.1.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

计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工程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年 3月至 2019年 6月，工程措

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查、实地测量的方式

获取。现就工程措施实施情况介绍如下：

1）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17.23万 m3，三维植被网护坡 99861m2，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灌

喷播 71251m2，草灌混植护坡 442670m2，盖板边沟 15130m，生态边坡 4665m3/m，

雨水管 26797m，沉砂池 99个。

2）桥梁工程区

雨水管 1555m，泥浆沉淀池 11个，表土剥离 0.07万 m3，沉砂池 2个。

3）观景平台区

三维植被网护坡 20754m2，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灌喷播 21534m2，草灌混

植护坡 8255m2，排水沟 6000m，沉砂池 23个，表土剥离 4.87万 m3。

4）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 5.06万 m3，土地整治 16.86hm2。

5）施工道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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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剥离 7.35万 m3，土地整治 74.64hm2。

7）实施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三维植被网护坡 120615 m2，砼预制块拱

形护坡及草灌喷播 92785m2，草灌混植护坡 52522 m2，生态边沟 4665m3/m，现

浇砼边沟 1555m3/m，泥浆沉淀池 11处，沉砂池 124个，表土剥离 34.51万 m3，

雨水管 28352m，排水沟 6000m，土地整治 91.50hm2。详见表 4-2。

表 4-2 实施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实施内容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实施位置 备注

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万 m3） 17.23 2017.3~2017.5 适宜剥离的区域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2017.3~2019.6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2017.3~2019.6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2017.3~2019.6

盖板边沟（m） 15130 2017.3~2019.6

生态边沟（m3/m） 4665 2017.3~2019.6

雨水管（m） 26797 2017.3~2019.6

沉砂池（个） 99 2017.3~2019.6

桥梁工程区

雨水管（m） 1555 2017.3~2019.6

沉砂池（个） 13 2017.3~2019.6

表土剥离（万 m3） 0.07 2017.3~2017.5 宜剥离区域

观景平台区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2017.3~2019.6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2017.3~2019.6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2017.3~2019.6

排水沟（m） 6000 2017.3~2019.6

沉砂池（个） 23 2017.3~2019.6

表土剥离(万 m3) 4.87 2017.3~2017.5 适宜剥离的区域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万 m3) 5.06 2017.3~2017.5 适宜剥离的区域

土地整治(hm2) 16.86 2019.3~2019.6 全部占地范围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万 m3) 7.35 2017.3~2017.5 适宜剥离的区域

土地整治(hm2) 74.64 2019.3~2019.6 全部占地范围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植物措施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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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工程区

植树绿化 94476株，植花草 21269 m2，植草 68425.9m2。

2）观景平台区

植草 148000m2。

3）施工营地区

狗牙根草籽 1217.45kg。

4）施工道路区

狗牙根草籽 257.04kg。

5）设计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

设计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撒播草籽 1474.49kg，植树绿化 94476株，

植花草 21269 m2，植草 216425.9m2。详见表 4-3。

表 4-3 设计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路基工

程区

桥梁工

程区

互通立

交区

观景平

台区

施工营

地区

施工道

路区
合计

1 撒播草籽(kg) 1217.45 257.04 1474.49

2 植树绿化（株） 94476 94476

3 植草（m2） 68425.9 148000 216425.9

4 植花草（m2） 21269 21269

4.2.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

计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现就工程措施实施情况介绍如下：

1）路基工程区

道路两侧实施乔灌结合的绿化，栽植乔木 16680株，灌木 59950株，铺草皮

23.72 hm2。

2）观景平台区

撒播狗牙根草籽 14.08hm2。

3）施工营地区

撒播狗牙根草籽 16.86hm2。

4）施工道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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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狗牙根草籽 74.64hm2。

5）实施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栽植乔木 16680株，灌木 59950株，铺

草皮 23.72 hm2，撒播草籽 105.58hm2。详见表 4-4。

表 4-4 实施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实施内容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实施位置 备注

路基工程区

栽植乔木（株） 16680 2019.7~2019.9

道路两侧
栽植灌木（株） 59950 2019.7~2019.9

铺草皮（hm2） 23.72 2019.7~2019.9

观景平台区 撒播草籽（hm2） 14.08 2019.7~2019.9

施工营地区 撒播草籽（hm2） 16.86 2019.7~2019.9 全部占地范围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hm2） 74.64 2019.7~2019.9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临时措施设计如下：

1）路基工程区

彩钢板 6000m2，排水沟 96200m，彩条布 14000m2，防雨布 80000m2，袋装

土 2000m2，狗牙根草籽 346.45kg。

2）桥梁工程区

袋装土 2550m3。

3）互通立交区

排水沟 400m，彩条布 200 m2，防雨布 500m2。

4）观景平台区

袋装土拦挡 1500m3，排水沟 6600m，彩条布 5000 m2，防雨布 5000m2，狗

牙根草籽 117kg。

5）施工营地区

袋装土拦挡 1200m3，排水沟 14000m，沉沙池 14个，彩条布 3500 m2，狗牙

根草籽 121.75kg。

6）施工道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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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39545m，彩条布 2000 m2，狗牙根草籽 179.93kg。

7）设计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

设计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彩钢板 6000m2，排水沟 156745m，彩条布

12100m2，防雨布 85500m2，袋装土 7250m2，狗牙根草籽 765.13kg，沉沙池 14

座。详见表 4-5。

表 4-5 设计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路基工

程区

桥梁工

程区

互通立

交区

观景平

台区

施工营

地区

施工道

路区
合计

1 彩钢板(m2) 6000 6000

2 排水沟(m) 96200 400 6600 14000 39545 156745

3 彩条布(m2) 14000 200 5000 3500 2000 12100

4 防雨布(m2) 80000 500 5000 85500

5 袋装土（m3） 2000 2550 1500 1200 7250

6 沉沙池（座） 14 14

7 撒播草籽(hm2) 346.45 117 121.75 179.93 765.13

4.3.2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临时措施实施时段为 2017年 3月至 2019年 6月，临时措施监测采取调查法

（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统计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现就临时措施实施情况介

绍如下：

1）路基工程区

彩钢板 5500 m2，临时排水沟 97000m，彩条布 15000 m2，防雨布 83000 m2，

袋装土 2500 m3，撒播狗牙根草籽 4.22hm2。

2）桥梁工程区

袋装土 3000 m3，临时排水沟 400m，彩条布 200 m2，防雨布 400 m2。

3）观景平台区

临时排水沟 4000m，彩条布 3000m2，防雨布 3000 m2，袋装土 5698m3，撒

播狗牙根草籽 1.34hm2。

4）施工营地区

临时排水沟 10000m，彩条布 3000m2，沉砂池 10个，袋装土 1000m3，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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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牙根草籽 1.33hm2。

5）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25000m，彩条布 2000m2，撒播狗牙根草籽 1.76hm2。

6）实施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如下：彩钢板 5500 m2，临时排水沟 136400m，

彩条布苫盖 23200m2，防雨布 86400m2，袋装土拦挡 12198m3，撒播狗牙根草籽

8.76h m2。

临时措施持续服务于整个施工期，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目前临时措

施已全部拆除。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详见表 4-6。

表 4-6 实施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实施内容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实施位置 备注

路基工程区

彩钢板（m2） 5500 2017.3~2019.6

临时排水沟（m） 97000 2017.3~2019.6

彩条布（m2） 15000 2017.3~2019.6

防雨布（m2） 83000 2017.3~2019.6

袋装土（m3） 2500 2017.3~2019.6

撒播狗牙根草籽（hm2） 4.33 2017.3~2019.6

桥梁工程区

袋装土（m3） 3000 2017.3~2019.6 开挖及堆土边坡

临时排水沟（m） 400 2017.3~2019.6 开挖及堆土边坡

彩条布（m2） 200 2017.3~2019.6

防雨布（m2） 400 2017.3~2019.6

观景平台区区

临时排水沟（m） 4000 2017.3~2019.6

袋装土拦挡（m） 5698 2017.3~2019.6

彩条布（m2） 3000 2017.3~2019.6

防雨布（m2） 3000 2017.3~2019.6

撒播狗牙根草籽（hm2） 1.34 2017.3~2019.6

施工营地区

临时排水沟（m） 10000 2017.3~2019.6 场地周边

彩条布（m2） 3000 2017.3~2019.6 表土堆场

沉砂池（个） 10 2017.3~2019.6

袋装土拦挡（m） 1000 2017.3~2019.6

撒播狗牙根草籽（hm2） 1.33 2017.3~2019.6

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m） 25000 2017.3~2019.6 道路一侧

彩条布（m2） 2000 2017.3~2019.6 表土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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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实施内容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实施位置 备注

撒播狗牙根草籽（hm2） 1.76 2017.3~2019.6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监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与设计工程量对照表详见表 4-7。

表 4-7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与设计工程量对照表
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

砼预制块拱形

护坡及草灌喷

播

m2 79310 71251 -8059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 44267

三维植被网护

坡
m2 99861 99861

挂网喷播植草 m2 105324.919 -105324.92

现浇砼边沟 34730.54 -34730.54

生态边沟 m3/m 15602.95 4665 -10937.95

雨水管 m 26797 26797

沉砂池 个 95 99 4

表土剥离 m3 162247 172300 10053

植物措施

植草 m2 68425.9 -68426

植花草 m2 21269 -21269

植树绿化 株 94476 -94476

植乔木 株 16680 16680

植灌木 株 59950 59950

铺草皮 hm2 23.72 23.72

临时措施

彩钢板 m2 6000 5500 -500

临时排水沟 m 96200 97000 800

彩条布 m2 14000 15000 1000

防雨布 m2 80000 83000 3000

袋装土 m3 2000 2500 500

撒播狗牙根草

籽
hm2 5.33 4.33 -1

桥梁工程区

工程措施

现浇砼边沟 m3/m 1200 1555 355

泥浆沉淀池 处 13 13 0

围堰拆除 m3 13400 -13400

表土剥离 m3 700 700 0

临时措施

袋装土 m3 2550 3000 450

临时排水沟 m 400 400 0

彩条布 m2 200 200 0

防雨布 m2 500 400 -100

观景平台区 工程措施

砼预制块拱形

护坡及草灌喷

播

m2 17600 21534 3934

挂网喷播植草 m2 8800 -8800

现浇砼边沟 m3/m 6600 -6600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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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三维植被网护

坡
m2 20754 20754

雨水管 m 6000 6000

沉砂池 个 22 23 1

表土剥离 m3 48690 48700 10

植物措施 植草（撒播） m2 148000 140800 -720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6600 4000 -2600

彩条布 m2 5000 3000 -2000

防雨布 m2 5000 3000 -2000

袋装土 m3 1500 5698 4198

狗牙根草籽 hm2 1.8 1.34 -0.46

施工营地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18.73 16.857 -1.87

表土剥离 m3 56190 50571 -5619

植物措施 植草（撒播） m2 187300 168600 -1870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3 14000 10000 -4000

沉砂池 个 14 10 -4

彩条布 m2 3500 3000 -500

袋装土 m3 1200 1000 -200

狗牙根草籽 hm2 1.873 1.33 -0.54

施工道路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8.30 7.35 -0.95

土地整治 hm2 27.68 74.64 46.96

植物措施 植草（撒播） m2 395450 746416 350966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39545 25000 -14545

彩条布 m2 2000 2000 0.00

沉砂池 座 4 -4.00

狗牙根草籽 hm2 2.77 1.76 -1.01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效果评价如下：

1）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工程实施时建设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根据实际及地形情况优化了

工程措施类型。

植物措施：较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植物措施实施时取消了撒播草籽改为

铺设草坪，保证路基工程区绿化成活率。

临时措施：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临时措施根据实际发生增减了措施数量，

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2）桥梁工程区

工程措施：围堰拆除现在已不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3）观景平台区

由于实际观景平台区减少至 10处，因此此区措施数量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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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营地区

由于实际施工营地区数量减少，因此此区措施数量相应减少。

5）施工道路区

由于实际施工道路区场地减少，因此此区措施数量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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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341.95hm2，包括路基工程区 222.8hm2，桥梁工程区

11.42hm2，观景平台区 16.23hm2，施工营地区 16.86hm2，施工道路区 74.64hm2，

各防治分区随着工程的建设进程、扰动强度的变化，水土流失面积在发生变化，

现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面积的监测结果介绍如下：

表 5-1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年份

防治分区
2017年底 2018年底 2019年底

路基工程区 69.63 153.18 222.80

桥梁工程区 5.26 11.42 11.42

观景平台区 5.07 11.16 16.23

施工营地区 16.86 16.86 16.86

施工道路区 74.64 74.64 74.64

合计 171.46 267.26 341.95

5.2 土壤流失量

5.2.1 降雨数据观测

本工程降水资料采用安徽省六安市气象局资料，共收集到自 2017年 2月至

2019年 9月共计 32个月降雨资料。数据显示，监测期总降雨量 2685.5mm，降

雨天数 242天，降雨情况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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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六安市年降雨量监测成果表

年度
月份

小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7

降雨量

（mm）
10 35 40 123 41 115 246 191 42 55.5 1 899.5

降雨天

数（天）
2 3 6 12 7 8 15 17 4 12 1 87

2018

降雨量

（mm）
5 34.5 53 44 70.5 348 245 109 17 18.5 76 4.5 1025

降雨天

数（天）
2 8 5 7 11 14 9 6 5 6 13 3 89

2019

降雨量

（mm）
23.5 27.5 33 105 150 95 73.5 194.5 59 761

降雨天

数（天）
3 3 4 9 11 12 9 9 6 66

合计
降雨量（mm） 2685.5

降雨天数（天） 242

5.2.3 土壤流失量

1）土壤流失量的计算

通过对定位观测及调查监测收集到的监测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及分析得出各

监测分区的侵蚀面积、侵蚀模数及侵蚀时段，进而计算出各监测分区的土壤侵蚀

量。本工程水土流失量按下计算。

W=F×M×T

式中：W—— 土壤侵蚀量（t）；

F —— 侵蚀面积（km2）；

M——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T—— 侵蚀时段（a）。

2）土壤流失量分析

①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扰动地表施工期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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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时间
扰动地表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监测期（a）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土壤流失量（t）

路基工程区

2017 69.63 69.63 0.83 1130 653.01

2018 153.18 153.18 1 1130 1730.88

2019 222.80 222.80 0.75 1130 1888.23

小计 4272.12

桥梁工程区

2017 5.13 5.13 0.83 1220 51.96

2018~2019 11.42 11.42 1.75 1220 243.82

小计 295.78

观景平台区

2017 5.07 5.07 0.83 1200 50.52

2018 11.16 11.16 1 1200 133.94

2019 16.23 16.23 0.75 1200 146.07

小计 330.53

施工营地区
2017~2019 16.86 16.86 3 1050 531.00

小计 531.00

施工道路区
2017~2019 74.64 74.64 3 1050 2351.21

小计 2351.21

合计 7780.64

从表 5-12可以看出，施工期扰动区域土壤流失量总计 7780.64t，其中路基工

程区 4272.12t，桥梁工程区 295.78t，观景平台区 330.53t，施工营地区 531t，施

工道路区 2351.21t。

②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扰动地表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见表 5-13。

表 5-13 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时间
扰动地表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监测期（a）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土壤流失量（t）

路基工程区 2020~2022 222.80 30.8 2 180 110.88

观景平台区 2020~2022 16.23 12.73 2 180 45.83

施工营地区 2020~2022 16.86 16.857 2 180 60.69

施工道路区 2020~2022 74.64 74.6416 2 180 268.71

合计 486.10

从表 5-13可以看出，试运行期扰动区域土壤流失量总计 486.1t，其中路基工

程区 110.88t，观景平台区 45.83t，施工营地区 60.69t，施工道路区 268.71t。

③综合分析

通过以上监测统计，各监测分区不同阶段土壤流失量汇总及其变化情况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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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和图 5-2。

表 5-14 各监测分区不同阶段土壤流失量汇总表 单位：t

侵蚀量

监测分区
施工期 试运行期 合计 比例

路基工程区 4272.12 110.88 4383 53.02%

桥梁工程区 295.78 295.78 3.58%

观景平台区 330.53 45.83 376.36 4.55%

施工营地区 531.00 60.69 591.68 7.16%

施工道路区 2351.21 268.71 2619.92 31.69%

小计 7780.64 486.10 8266.74 100.00%

比例 94.12% 5.88% 100.00%

从表 5-14可以看出，本工程建设期土壤流失总量为 8266.74t，其中各阶段流

失量分别为施工期 7780.64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 94.12%，试运行期 486.1t，占土

壤流失总量的 5.88%，各监测分区流失量分别为路基工程区 4383t，占土壤流失

总量的 53.02%，桥梁工程区 295.78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 3.58%，观景平台区

376.36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4.55%，施工营地区591.68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7.16%，

施工道路区 2619.92t，占土壤流失总量的 31.69%。施工期为产生土壤流失量最大

的时期，路基工程区及施工道路区为产生土壤流失量最大的区域。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根据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工程建设过程中共产生弃方 89.95万 m3，弃方全

部运至观景平台用于观景平台平整填洼，因此，不存在潜在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走访调查并查阅相关资料，工程建设过程中，在建设单位的组织下各参

建单位积极履行各自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基本做到了对水土流失的控制，无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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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本工程于 2017年 3月开工，至 2019年 9月完工，工程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

341.95hm2，工程建设对所涉及的区域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本工

程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土地整治、防护工程、雨水

管等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面积，工程建设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9.98hm2，整治扰

动土地面积 340.89hm2，植被恢复面积 135.03hm2，见表 6-1。

表 6-1 工程试运行期各监测分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一览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造成水土

流失面积
(hm2)

建筑占压及

硬化面积
(hm2)

水面面积
(hm2)

扰动地表

面积(hm2)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合计

1 路基工程区 4.50 30.80 35.30 35.74 178.70 8.36 222.80

2 桥梁工程区 0.08 0.08 0.64 1.19 9.59 11.42

3 观景平台区 0.37 12.73 13.10 13.16 3.07 16.23

4 施工营地区 16.86 16.86 16.86 16.86

5 施工道路区 74.64 74.64 74.64 74.64

小计 4.95 135.03 139.98 141.04 182.96 17.95 341.95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

百分比。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分析，本工程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340.89hm2，包括

工程措施面积 4.95hm2，植物措施面积 135.03hm2，建筑占压及硬化面积

182.96hm2，水面面积 17.95hm2，扰动地表总面积为 341.95hm2，扰动土地整治率

为 99.69%，高于方案批复目标值 95%。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分析，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 139.98hm2，

包括工程措施面积 4.95hm2，植物措施面积 135.03hm2，水土流失面积为

141.04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25%，高于方案批复目标值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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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本项目试运行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80t/(km2·a)，均

低于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1，高于方案批复目标

值 1.0。

6.4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根据监理及施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工程建设期间共产生弃方89.95万m3，

弃方全部回填至观景平台区，不设置专门弃渣场。由于部分土方临时堆存时间较

长，调运运输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流失，通过现场调查了解，得出本工程拦渣

率为99.91%，施工期间未造成水土流失事故，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95%。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恢复的面积占可恢复植被面积的

百分比。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分析，本工程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135.03hm2，可恢

复植被面积为 137.13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47%，高于方案批复目标值 97%。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根据现场监测结

果分析，本工程林草植被面积为 135.03hm2，项目建设区面积 341.95hm2，林草

覆盖率为 39.49%，高于方案批复目标值 27%。

6.7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综合值

试运行期，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六项指标值达标情况如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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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试运行期六项指标达标情况表

评估指标 目标值 评 估 依 据 单位 数量 监测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建
筑面积+水面面积

hm2 340.89
99.69 达标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hm2 341.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139.98

99.25 达标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141.04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侵蚀模数容许值 t/km2·a 200

1.1 达标
侵蚀模数达到值 t/km2·a 180

拦渣率(%) 95

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弃土（石、渣）量
万 m3 89.87

99.91 达标

实际弃土（石、渣）量 万 m3 89.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林草植被面积 hm2 135.03

98.47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37.13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植被面积 hm2 135.03

39.49 达标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341.95

综上，试运行期，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值均达到方案批复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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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进场较晚，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监理及施工单位提供的

资料，并进行了核实，各项数据显示，通过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紧密结合，扰

动土地得到及时整治，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林草植被及时恢复，各扰动单元土壤

侵蚀强度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截止监测结束时，各项指标均超过目标值。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在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根据设计要求，对施工过程产生的水土流失

隐患区域积极的采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防治，

较为有效地防治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工程建设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到 99.6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2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1。拦渣率

达到 99.91%，林草植被恢复系数达到 98.47％，林草覆盖率达到 39.49％。所有

这些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临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工程扰动区域土壤

的稳定性，增加了项目区的植被覆盖，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总体上发挥了

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运行管理单位应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其水土保持功能的正

常发挥。

7.4 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工程通过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实施，扰动

土地得到及时整治，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林草植被及时恢复，落实的水土保

持防治措施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

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目前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各项临时措施已拆

除，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运行良好，工程建设过程中未产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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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定，水土流失实际防治标准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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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关于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

（六水审〔2016〕54号）；

2）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8.2 附图

1）工程监测照片。

2）总平面布置图。

3）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4）监测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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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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0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7 年第二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15%。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15%。

3、施工道路区及施工营地已完成。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103.34 103.34

路基工程区 222.8 9.63 9.63

桥梁工程区 11.42 1.01 1.01

观景平台区 16.23 1.2 1.2

施工道路区 16.86 16.86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74.64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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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249 249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1002.36 1002.36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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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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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17.2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8633 8633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6052 6052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1000 4100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532 1532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651 651

7 雨水管 m 26797 2593 2593

8 沉砂池 个 99 13 13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0.07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40 240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2

4 沉砂池 个 2 0 0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1886 1886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1983 1983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798 798

5 排水沟 m 6000 580 580

6 沉砂池 个 23 4 4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5.06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7.35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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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10306 103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361 361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052 1052

4 彩钢板 m2 5500 900 900

5 防雨布 m2 83000 9762 9762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31 0.31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30 3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600 6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20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200 2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300 3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1001 1001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23 0.23

4 彩条布 m2 3000 400 400

5 防雨布 m2 3000 550 5504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5000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2000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1.76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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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10000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1000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3000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10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1.3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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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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0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7 年第三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25%。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25%。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9.79 113.13

路基工程区 222.8 7.47 17.1

桥梁工程区 11.42 1.02 2.03

观景平台区 16.23 1.3 2.5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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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552 801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1100 2102.36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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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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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0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9633 18266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7023 13075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4000 8500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622 6154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741 1392

7 雨水管 m 26797 2622 5215

8 沉砂池 个 99 13 26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0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60 500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4

4 沉砂池 个 2 0 0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2136 4022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2283 4266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898 1696

5 排水沟 m 6000 880 1460

6 沉砂池 个 23 4 8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0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0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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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11206 21512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412 773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552 2604

4 彩钢板 m2 5500 900 1800

5 防雨布 m2 83000 10762 20524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42 0.73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30 6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600 12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20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400 7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1011 2011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23 0.46

4 彩条布 m2 3000 500 900

5 防雨布 m2 3000 650 120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0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0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0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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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0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0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0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0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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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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7 年第四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35%。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35%。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41.61 154.74

路基工程区 222.8 38.62 55.72

桥梁工程区 11.42 1.52 3.55

观景平台区 16.23 1.47 3.97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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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98.5 899.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973.72 2102.36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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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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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0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26724 44990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19677 32752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118085 203085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679 7833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978 2370

7 雨水管 m 26797 7451 12666

8 沉砂池 个 99 25 51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0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50 750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6

4 沉砂池 个 2 2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0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5133 9333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5466 9832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2148 3844

5 排水沟 m 6000 1472 2932

6 沉砂池 个 23 3 11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0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0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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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24397 45909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312 1085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3000 5604

4 彩钢板 m2 5500 1050 2850

5 防雨布 m2 83000 25000 45524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7 1.43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95 155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600 18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20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750 145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1011 3022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05 0.51

4 彩条布 m2 3000 400 1300

5 防雨布 m2 3000 375 1575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0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0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0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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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0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0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0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0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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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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0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8 年第一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45%。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45%。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54.85 209.59

路基工程区 222.8 49.63 105.35

桥梁工程区 11.42 1.12 4.67

观景平台区 16.23 4.1 8.07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2

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92.5 992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912.96 3076.08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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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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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0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18091 63081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13525 46277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78085 2811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215 8048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527 2897

7 雨水管 m 26797 4858 17524

8 沉砂池 个 99 11 62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0 0.07

2 雨水管 m 1555 153 853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8

4 沉砂池 个 2 0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0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3325 12658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3283 13115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1350 5194

5 排水沟 m 6000 893 3825

6 沉砂池 个 23 0 11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0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0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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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14097 600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62 1147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052 8577

4 彩钢板 m2 5500 2973 3900

5 防雨布 m2 83000 15830 61354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39 1.82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65 22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0 18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450 19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310 3333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 0.51

4 彩条布 m2 3000 100 1400

5 防雨布 m2 3000 0 155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0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0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0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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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0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0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0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0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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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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0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8 年第二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50%。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50%。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21.74 230.33

路基工程区 222.8 19.63 124.98

桥梁工程区 11.42 1.01 5.68

观景平台区 16.23 1.1 8.17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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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371 1825.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1963.29 5039.37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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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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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8633 7171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6152 52429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0000 3211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464 9512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451 3348

7 雨水管 m 26797 2593 20117

8 沉砂池 个 99 13 75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40 993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10

4 沉砂池 个 2 0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1986 1464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2083 15198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798 5992

5 排水沟 m 6000 580 4405

6 沉砂池 个 23 4 14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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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10300 703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251 1398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052 9629

4 彩钢板 m2 5500 800 3900

5 防雨布 m2 83000 9762 71116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31 2.13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30 25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610 22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300 22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1001 4033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23 0.55

4 彩条布 m2 3000 400 1800

5 防雨布 m2 3000 550 195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0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0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0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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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0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0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0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0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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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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0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8 年第三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60%。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60%。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23.38 253.71

路基工程区 222.8 20.56 145.54

桥梁工程区 11.42 1.21 6.89

观景平台区 16.23 1.61 9.78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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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371 1825.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812.96 5039.37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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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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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8633 7171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6152 52429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0000 3211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464 9512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451 3348

7 雨水管 m 26797 2593 20117

8 沉砂池 个 99 13 75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40 993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2 2

4 沉砂池 个 2 0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1986 1464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

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2083 15198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798 5992

5 排水沟 m 6000 580 4405

6 沉砂池 个 23 4 14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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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10300 703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251 1398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052 9629

4 彩钢板 m2 5500 800 3900

5 防雨布 m2 83000 9762 71116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31 2.13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30 25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610 22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300 22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1001 4033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23 0.55

4 彩条布 m2 3000 400 1800

5 防雨布 m2 3000 550 195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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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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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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8 年第四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70%。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70%。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24.24 277.95

路基工程区 222.8 21.56 167.1

桥梁工程区 11.42 1.11 8

观景平台区 16.23 1.57 11.35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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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99 1924.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752.96 5792.33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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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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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2
三维植被网

护坡
m2 99861 9123 80837

3

砼预制块拱

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71251 5962 58391

4
草灌混植护

坡
m2 442670 39000 3601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464 10976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413 3761

7 雨水管 m 26797 2056 22173

8 沉砂池 个 99 10 85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150 1143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3 5

4 沉砂池 个 2 0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

护坡
m2 20754 2156 16800

3

砼预制块拱

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21534 2231 17429

4
草灌混植护

坡
m2 8255 691 6683

5 排水沟 m 6000 453 4858

6 沉砂池 个 23 3 17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4

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8300 786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351 1749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352 10981

4 彩钢板 m2 5500 600 4500

5 防雨布 m2 83000 4762 75878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71 2.84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60 31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310 251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700 29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501 4534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33 0.88

4 彩条布 m2 3000 500 2300

5 防雨布 m2 3000 350 230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3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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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5
撒播狗牙根

草籽
hm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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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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3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9 年第一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80%。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80%。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13.91 293.86

路基工程区 222.8 11.14 178.24

桥梁工程区 11.42 1.14 9.14

观景平台区 16.23 1.63 12.98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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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84 2008.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629.44 6421.77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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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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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9662 90499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灌喷播 m2 71251 6180 64571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1000 4011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318 12294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467 4228

7 雨水管 m 26797 2112 24285

8 沉砂池 个 99 12 97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256 1399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3 8

4 沉砂池 个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2008 18808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灌喷播 m2 21534 2086 19515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798 7481

5 排水沟 m 6000 580 5438

6 沉砂池 个 23 3 20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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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9300 87906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251 2000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1452 12433

4 彩钢板 m2 5500 500 5000

5 防雨布 m2 83000 4562 80440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41 3.25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40 35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290 28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600 35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551 5085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13 1.01

4 彩条布 m2 3000 300 2600

5 防雨布 m2 3000 350 265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3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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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4 沉沙池 个 10

5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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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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4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9 年第二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1、路基工程区已完成 85%。

2、桥梁工程区及观景平台区已完成 90%。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23.48 305.77

路基工程区 222.8 20.89 189.38

桥梁工程区 11.42 1.07 10.28

观景平台区 16.23 1.52 14.61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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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74.46 - -

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76.46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350 2358.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729.44 7051.21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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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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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9362 99861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71251 6680 71251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41500 4426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1418 15130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437 4665

7 雨水管 m 26797 2512 26797

8 沉砂池 个 99 2 99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156 1555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3 11

4 沉砂池 个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万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1946 2075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21534 2019 21534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774 8255

5 排水沟 m 6000 562 6000

6 沉砂池 个 23 3 23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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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9094 97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500 2500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2567 15000

4 彩钢板 m2 5500 500 5500

5 防雨布 m2 83000 2560 83000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0.97 4.22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50 40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200 30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0 200

4 防雨布 m2 400 0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500 4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613 5698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0.33 1.34

4 彩条布 m2 3000 400 3000

5 防雨布 m2 3000 350 300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3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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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100

4 沉沙池 个 10

5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33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19 年 07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9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高宏文18856446486
总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徐凯燕18949859372

主体工

程进度

舒城县环万佛湖旅游扶贫公路工程 2019 年第三季度主体工程形象进度如下：

项目已完工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备注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341.95 36.18 341.95

路基工程区 222.8 33.42 222.8

桥梁工程区 11.42 1.14 11.42

观景平台区 16.23 1.62 16.23

施工道路区 16.86 0 16.86

施工营地区 74.64 0 74.6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0 0 0

取土（石、料）

情况（万 m3）

合计 - - -

取土（石、料）场 1 - - -

取土（石、料）场 2 - - -

…… - - -

其他取土 - - -

弃土（石、渣）

情况（万 m3）
合计 89.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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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场 1 - - -

弃土（石、渣）场 2 - - -

…… - - -

其它弃土（石、渣） 89.95 - -

拦渣率（%） 99.91 - -

水土保持

工程进度

工程措施 详见附表 1

植物措施 详见附表 2

临时措施 详见附表 3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327 2685.5

降雨量自 2017年 2月开

始累积，数据来源于六

安市气象局。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7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最大风速（m/s） -

土壤流失量

（t）

土壤流失量 7780.64 729.43 7780.64

水土流失量自 2017 年 2
月开始累积，监测进场

前水土保持量数据通过

调查获得。

取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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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提出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

存在问题与建议 具体问题及建议见监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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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7.23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99861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71251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442670

5 盖板边沟 m 15130

6 生态边沟 m3/m 4665

7 雨水管 m 26797

8 沉砂池 个 99

二 桥梁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2 雨水管 m 1555

3 泥浆沉淀池 个 11

4 沉砂池 个 2

三 观景平台区

1 表土剥离万 万 m3 4.87

2 三维植被网护坡 m2 20754

3
砼预制块拱形护坡及草

灌喷播
m2 21534

4 草灌混植护坡 m2 8255

5 排水沟 m 6000

6 沉砂池 个 23

四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5.06

2 土地整治 hm2 16.86

五 施工道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7.35

2 土地整治 hm2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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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铺草皮 hm2 23.72 23.72 23.72

2 乔木 株 16680 16680 16680

3 灌木 株 59950 59950 59950

二 观景平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4.08 14.08 14.08

三 施工营地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16.86 16.86 16.86

四 施工道路区

1 狗牙根草籽 hm2 74.64 74.64 74.64

附表 3 水土保持施工临时工程实施统计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一 路基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97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2500

3 彩条布覆盖 m2 15000

4 彩钢板 m2 5500

5 防雨布 m2 83000

6 狗牙根草籽 hm2 4.22

二 桥梁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2 袋装土拦挡 m3 3000

3 彩条布覆盖 m2 200

4 防雨布 m2 400

三 观景平台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5698

3 狗牙根草籽 hm2 1.34

4 彩条布 m2 3000

5 防雨布 m2 3000

四 施工道路区

1 临时排水沟 m 25000

2 彩条布 m2 2000

3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76

五 施工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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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备注

1 临时排水沟 m 10000

2 袋装土拦挡 m3 1000

3 彩条布 m2 3000 100

4 沉沙池 个 10

5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33



工程监测照片

道路绿化及边坡现状照片

道路植物护坡现状照片

项目区排水设施现状照片



桥梁现状照片

主环线与支线交叉口现状照片

临时苫盖及绿化措施现场照片









路基工程区

桥梁工程区 观景平台区

施工营地区

施工道路区

附图4  工程监测点位布置图
沉沙池法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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