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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杭埠河位于巢湖流域西部，流域面积 4246km
2，杭埠河干流自龙河口水库溢洪道

滚水坝起至大潭湾纳丰乐河直至巢湖入口，河道全长 70.12km。丰乐河位于江淮分水

岭的南侧，发源于大别山的余脉，至三河镇下的大潭湾汇入杭埠河，流域面积

2124km
2，河道全长 117.5km，金安区、舒城、肥西境内干流河道长度 64.3km。金安

区双河镇位于金安区东南部，丰乐河干流上游，位于思古潭河与张家店河交汇处，镇

区主要分布于思古潭河两岸。长期以来，沿河的广大圩畈区，地势低洼，受巢湖水位

的影响，加上河道弯曲狭窄及堤防标准低等原因，常常受洪涝灾害侵袭，为进一步提

高杭埠河流域防洪减灾能力，保障保障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重要城镇（含工业园

区）、重要基础设施和基本农田防洪安全，同时作为安徽省 2016 年灾后水利薄弱环

节建设治理重要支流 2017~2019 年实施项目，杭埠河治理工程的实施是十分必要和迫

切的。 

杭埠河治理工程涉及六安段与肥西段，两段建设单位不同，分别各自实施，分别

组织验收，因此本报告验收范围仅为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杭埠河治理工程（六

安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杭埠河、丰乐河干流河道治理工程和六安市双河镇防洪工程。

治理河道总长度约 81.85km，其中杭埠河干流为马家河口至将军宕，河道长度约

21.6km，主要建设内容为堤防加培 7710m、防渗处理 2550m、堤顶防汛道路 29180m

及加固重建穿堤建筑物 45 座等；丰乐河干流为双河镇双河北大桥至神灵沟口，河道

长度约57.9km，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浚37.65km、堤防加固14550m（含退堤1450m）、

陡坡段治理 1300m、防渗处理 2830m、重建新建堤顶防道路 17300m 及重建（新建）

或加固建筑物 34 座、新建桥梁 2 座等；双河镇防洪工程涉及河道长度约 2.35km，主

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思古潭河撇洪沟 1300m、双河镇防洪堤 3750m、拓宽张家店河

1050km 及新建排涝涵（防洪闸）6 座、交通桥 3 座、防汛道路 3750m、疏浚丰乐河

等。 

2019 年 12 月 27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杭埠

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农经〔2019〕735 号）批复本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关于杭埠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皖水规计函〔2019〕981 号）批复本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20 年 9 月 16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关于印发杭埠河治理工程技术设计审查意见的通知》（皖水规

计函〔2020〕273 号）批复本工程技术设计报告。 

2020 年 12 月，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工程技术设计报

告为依据，通过现场查勘、收集资料，编制完成了《杭埠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2021 年 1 月 22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函〔2021〕30 号印发《杭埠河治理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因本工程部分实际使用弃渣场位于批

复方案设计弃渣场以外，根据办水保〔2016〕65 号和水利部令第 53 号需进行弃渣场

方案变更工作， 六安市水利局委托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编制

《杭埠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2024 年 12 月 10 日，安

徽省水利厅以皖水许可决〔2024〕181 号文批复了本工程水土保持变更方案。 

六安市水利局成立六安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作为项目法人。2021 年 8 月，六

安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委托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负责本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根据方案及设计报告，按照水土保持监测目的和任

务要求，针对本工程采取了定点监测、实地调查、场地巡查、遥感监测以及查阅资料

相结合的监测方法，对工程开展了较为全面的水土保持监测，监测过程中充分利用无

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掌握工程建设期间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防

治效果等情况，及时就有关问题向建设管理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为工程项目竣

工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监测结果显示，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实际产生的土壤流失量小于预测值。

目前工程已建设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各项主要工作也按有关要求完成。我单位依据水

土保持调查、监测成果及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等资料编制本报告。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填表时间：2024 年 11 月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

称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 

建设规

模 

杭埠河干流主要建设内容为堤防加培 7710m、防

渗处理 2550m、堤顶防汛道路 29180m 及加固重

建穿堤建筑物 45 座等；丰乐河干流主要建设内

容为河道疏浚 37.65km、堤防加固 14550m（含退

堤 1450m）、陡坡段治理 1300m、防渗处理 2830m、

重建新建堤顶防道路 17300m 及重建（新建）或

加固建筑物 34 座、新建桥梁 2 座等；双河镇防

洪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思古潭河撇洪沟

1300m、双河镇防洪堤 3750m、拓宽张家店河

1050km 及新建排涝涵（防洪闸）6 座、交通桥 3

座、防汛道路 3750m、疏浚丰乐河等。 

建设单位 六安市水利局 

建设地点 舒城县、六安市金安区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7.5766 亿元 

工程总工期 34 个月（2020 年 9 月～2023 年 7 月）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 

监测单位全称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站 
联系人及电话 张乃夫  0552-3093797 

自然地理类型 江淮丘陵-巢湖湖沼平原过渡地带 防治标准 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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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查、定位观测、巡查、遥感监测、

查阅资料监测 

3、水保防治措施效果

监测 

现场调查、实地量测、巡

查 

2、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现场调查 
4、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监测 
现场调查、资料分析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80.53hm2 水土流失背景值 450t/km2•a 

项目建设区面积 280.53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直接影响区面积 / 水土流失目标值 400t/km2•a 

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04.01hm2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100.49 万元 

防治措施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20.21 万 m3，表土回覆 20.21 万 m3，排水沟 16132m，生态护坡 28.91

万 m2，土地整治 76.13hm2； 

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381 株，灌木 42392 株，撒播草籽 75.98hm2，铺草皮 1.58hm2；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3300m，临时苫盖 5.02hm2，钢板铺垫 10600m2，撒播草籽 0.37hm2。  

监测结

论 

防治

效果 

分类分级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9.18 
防治措施

面积 

180.53 

hm2 

建筑物、道

路硬化及水

面面积 

98.5hm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280.53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 1.89 防治责任范围 280.53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280.53hm2 

渣土防护率 97 97.90 工程措施面积 102.54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表土保护率 92 95.10 植物措施面积 77.99hm2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

流失强度 
265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12 可恢复植被面积 79.49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77.99hm2 

林草覆盖率 27 27.80 实际拦渣量 212.03万m3 总弃渣量 216.57 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六项防治目标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总体结论 按照方案设计并结合工程实际采取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防治效果整体良好，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后续管理，确保水土保持作用持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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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 

建设地点：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 

建设单位：六安市水利局 

建设性质：改扩建 

工程规模：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杭埠河、丰乐河干流河

道治理工程和六安市双河镇防洪工程。治理河道总长度约 81.85km，其中杭埠河干流

为马家河口至将军宕，河道长度约 21.6km，主要建设内容为堤防加培 7710m、防渗

处理 2550m、堤顶防汛道路 29180m 及加固重建穿堤建筑物 45 座等；丰乐河干流为

双河镇双河北大桥至神灵沟口，河道长度约 57.9km，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浚

37.65km、堤防加固 14550m（含退堤 1450m）、陡坡段治理 1300m、防渗处理 2830m、

重建新建堤顶防道路 17300m 及重建（新建）或加固建筑物 34 座、新建桥梁 2 座等；

双河镇防洪工程涉及河道长度约 2.35km，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思古潭河撇洪沟

1300m、双河镇防洪堤 3750m、拓宽张家店河 1050km 及新建排涝涵（防洪闸）6 座、

交通桥 3 座、防汛道路 3750m、疏浚丰乐河等。 

工程占地：总占地面积280.53hm
2，其中永久占地204.01hm

2，临时占地76.52hm
2。 

建设工期：2020 年 9 月～2023 年 7 月，总工期 34 个月。 

工程投资：工程总投资 17.5766 亿元。 

土石方量：总开挖土方377.11万m
3，填方413.43万m

3，借方252.89万m
3（借方全

部外购），余方量216.57万m
3，其中139.48万m

3弃至弃渣场，77.09万m
3弃土综合利用

（其中58.18万m
3用于舒城县丰乐河2020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口复堤应急抢险项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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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13.75万m
3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利用，5.17万m

3用于舒

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目综合利用）。 

1.1.2 地理位置 

丰乐河是杭埠河最大支流，位于江淮分水岭的南侧，发源于大别山余脉。丰乐河

源流有三条河流，分别为北支思古潭河、中支张家店河、南支张母桥河三条支流于龙

咀汇合，流经双河镇、桃溪镇、丰乐镇至三河镇下的大潭湾汇入杭埠河，河道全长

117.5km，流域面积 2124km
2，金安区、舒城、肥西境内干流河道长 63.4km。本次治

理范围为杭埠河干流、丰乐河干流，涉及舒城县、金安区双河镇。工程地理位置示意

见图 1.1-1。 

 

图 1.1-1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地理位置图 

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杭埠河治理工程位于巢湖流域西部，杭埠河干流、丰乐河干

流，涉及肥西县、舒城县、金安区双河镇，建设内容为杭埠河干流整治工程、丰乐河

干流整治工程和双河镇防洪工程。六安段治理任务为其境内的杭埠河干流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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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乐河干流整治工程和双河镇防洪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杭埠河堤防加培 7710m、防

渗处理 2550m、堤顶防汛道路 29180m 及加固重建穿堤建筑物 45 座等，丰乐河河道

疏浚 37.65km、堤防加固 14550m（含退堤 1450m）、陡坡段治理 1300m、防渗处理

2830m、重建新建堤顶防道路 17300m 及重建（新建）或加固建筑物 32 座、新建桥梁

2 座等，双河镇防洪工程新建思古潭河撇洪沟 1300m、双河镇防洪堤 3750m、拓宽张

家店河 1050km 及新建排涝涵（防洪闸）5 座、交通桥 3 座、防汛道路 3750m、疏浚

丰乐河等。不同阶段主要建设内容变化对比，详见表 1.1-1。 

（1）杭埠河治理工程 

1）堤防工程 

杭埠河两岸堤防已经基本形成，根据设计洪水位，杭埠河两侧堤防堤顶高程不满

足防洪要求的圩口仅一个，为千人桥圩，堤防总长度为7.71km。 

千人桥圩防洪标准均为 50 年一遇，相应的堤防等级为 2 级。堤防加固设计标准

断面为：堤顶宽 8m，堤顶高程为 5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加 1.3m 超高；迎水坡坡度为

1：3，背水坡坡度为 1：3。迎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5m 设 2m 宽平台。当背水侧堤防高

度超过 6m 时，在背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3m 处设 3m 宽平台。堤后 20m 范围内水塘均

回填至附近地面高程以上 0.5m，填塘横向坡度取 1：50，其后以 1：5 坡与地面衔接。

堤防迎流顶冲段边坡，枯水位以上采用 C20 砼预制块护坡，枯水位以下采用抛石护

岸，堤防背水侧采用草皮护坡。 

2）防汛道路 

杭埠河干流新建防汛道路总 29.18km。防汛道路均沿现状堤顶设置，路面宽 5.0m，

两侧土路肩宽度各不小于 0.5m，采用沥青砼路面。现状宽度小于设计宽度的进行加

宽处理，内外边坡坡比均为 1：3。 

3）险工险段加固 

杭埠河治理险工险段共 3 处，主要险情为管涌渗漏。渗漏段位于城南大圩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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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0~18+700、19+500~21+350，总长 2200m。管涌段位于十二圩桩号 5+650~6+000，

总长 350m。对于管涌段和渗漏段，采用防渗处理，采用高压定喷防渗墙对堤基进行

防渗加固。 

4）建筑物工程 

杭埠河穿堤建筑物共 45 座，对其中问题严重的 35 座涵闸拆除重建，加固 8 座，

新建 1 座，拆除复堤 1 座。穿堤建筑物级别不低于所在堤防等级，故其级别分别为 2

级、4 级，设计水位为对应位置堤防的设计防洪水位+0.5m。 

（2）丰乐河治理工程 

1）疏浚工程 

丰乐河河道疏浚主要对影响河道行洪的高滩地进行切除，疏浚总长度 42km。疏

浚标准断面如下：底宽 30~60m，滩地处开挖边坡坡比为 1：4；疏浚边坡与堤防加固

迎水坡相接时，为减小工程占地，堤防迎水侧平台下边坡坡比为 1：3。疏浚按底宽

控制，单侧开挖。根据主体设计复核，河道扩挖疏浚大部分为旱挖，少量水下部分由

长臂反铲挖掘机开挖，装车运至弃渣场，本项目不涉及排泥区。 

2）堤防工程 

千人桥大圩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相应的堤防等级为 2 级，加固长度 6.9km，

堤顶宽 8m，堤顶高程为 5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加 1.3m 超高；迎水坡坡度为 1：3，背

水坡坡度为 1：3。迎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5m 设 2m 宽平台。当背水侧堤防高度超过 6m 

时，在背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3m 处设 3m 宽平台。九里十三湾圩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相应的堤防等级为 4 级。九里十三湾圩加固长度 7.65km，设计堤顶高程为 20 年一遇

设计洪水位加 1.0m 超高；堤顶宽为 6m，内外侧坡度 1：3，迎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5m 

设 2m 宽平台；背水侧堤防高度超过 6m 时，在堤顶高程以下 3m 处设 3m 宽平台。堤

防迎流顶冲段边坡，枯水位以上采用 C20 砼预制块护坡，枯水位以下采用抛石护岸。

堤防背水侧采用草皮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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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汛道路 

本次工程丰乐河防汛道路建设主要为堤防加固段与险工险段堤顶道路的恢复和

新建，舒城县长 17.28km。路面宽采用 5.0m，两侧土路肩宽度各不小于 0.5m，路面

结构型式采用沥青砼路面，原有混凝土道路因堤防加高加固需重建的堤段按新设计路

面结构型式恢复。路面结构层由上到下为：10cm 厚沥青混凝土面层宽 5.0m、16cm5%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宽 5.5m、20cm 级配碎石底基层宽 6.0m。 

4）建筑物工程 

丰乐河穿堤建筑物共 33 座，其中舒城县涉及 32 座，金安区涉及 1 座。穿堤建筑

物级别不低于所在堤防等级，故其级别分别为 2 级、4 级，设计水位为对应位置堤防

的设计防洪水位+0.5m。 

丰乐河本次工程涉及拆除重建桥梁 3 座，桥梁总长 318m。所有桥梁上部结构采

用 25m 跨径先简支后连续预制小箱梁，下部结构桥墩采用桩柱式墩接盖梁，墩柱直

径 1.3m，桩基直径 1.5m；桥台采用轻型桥台，双排桩接承台，桥台桩基直径 1.2m，

桩基均为摩擦桩基础。 

（3）双河镇防洪工程 

1）堤防工程 

新建双河圩堤防：双河圩堤防从思古潭河上游河北村至跨镇区思古潭河的双河圩

排涝站北侧 170m 处，新建堤防合计长 3.75km。同时建设堤顶防汛道路 3.75km。堤

防按照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设计。堤防堤顶宽度为 6m，临水坡坡比为 1:3，背水

坡坡比为 1:3，在思古潭河撇洪沟与张家店河拓宽段堤防迎水坡堤顶高程以下 5m 设

5m 宽平台。堤防迎水侧护坡采用混凝土预制块生态护坡，结构形式为自锁式 C20 混

凝土预制块，混凝土预制块生态护坡防护范围为河道枯水位至设计洪水位迎水坡坡

面，设计洪水位至堤顶迎水坡、背水坡均采用草皮护坡。 

思古潭河撇洪沟及张家店河拓宽：新开挖思古潭河撇洪沟全长 1.6km，河道底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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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m，开挖边坡为 1:3，河底高程 12.77m~13.0m。张家店河拓宽总长约 1.05km，

底宽 30m，开挖边坡坡比为 1：3。护坡型式与迎水坡平台至河底采用混凝土预制块

护坡。 

2）建筑物工程 

拆除重建 F63+770 河南大桥 1 座，新建 S1+997 双河大桥和 S1+322 双施大桥。 

（4）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 

本工程新增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6处，主要为临时项目部和钢筋加工场用地，临

时用地面积1.64hm
2；部分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计列于主体工

程区等，不再重复计列。 

表 1.1-1  临时施工生产生活区统计表 

序号 临时用地建设类型 位置 面积（hm
2） 

1 施工项目部 舒城县桃溪镇红光村 0.77 

2 钢筋加工场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21 

3 钢筋加工场 舒城县百神庙镇杨圩村 0.21 

4 钢筋加工场 舒城县城关镇下河村 0.20 

5 钢筋加工场 金安区 0.16 

6 钢筋加工场 金安区 0.10 

 

  

临时施工项目部 钢筋加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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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便道 

本工程施工周边交通便利，经邻近的村镇道路可抵达工程区附近，施工期间充分

利用堤顶道路，供土方施工机械使用，施工机械主要为自卸汽车、反铲挖掘机。仅增

加上下堤施工便道，新增临时施工便道占地31处，占地面积6.74hm
2。施工结束后，

部分施工道路保留作为上堤道路，剩余施工便道进行土地整治并复耕。 

表 1.1-2  临时施工便道统计表 

序号 临时用地建设类型 位置 面积（hm
2） 

1 施工道路 舒城县桃溪镇金圩村 0.4674 

2 施工道路 舒城县桃溪镇龙舒村 0.4149 

3 施工道路 舒城县桃溪镇龙舒村 0.4922 

4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三叉河村 0.3697 

5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三叉河村 0.5826 

6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三叉河村 0.2589 

7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21 

8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1039 

9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0974 

10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1062 

11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孙湾村 0.0521 

12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杨圩村 0.1778 

13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千人桥村 0.03 

14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千人桥村 0.0577 

15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千人桥村 0.1349 

16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中心村 0.105 

17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林波村 0.2064 

18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凡坛村 0.0992 

19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凡坛村 0.105 

20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凡坛村 0.0939 

21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下河村 0.105 

22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盛庄村 0.21 

23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盛庄村 0.0042 

24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城南村 0.0323 

25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镇郑圩村 0.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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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施工道路 舒城县百神庙中心村 0.105 

27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凡坛村 0.2982 

28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盛庄村 0.2141 

29 施工道路 舒城县城关镇下河村 0.3075 

30 施工道路 舒城县千人桥镇孙湾村 0.3183 

31 施工道路 金安区双河镇春光村 0.254 

 

  

堤防施工道路 堤防施工道路 

  

堤防施工道路 堤防施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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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施工道路 疏浚施工道路 

（6）余方处置 

工程余方主要来自疏浚工程、堤防工程及建筑物工程开挖土方，余方量216.57万

m
3，其中139.48万m

3运至弃渣场，另有77.09万m
3综合利用，用于舒城县丰乐河2020

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口复堤应急抢险项目。 

（7）材料来源及水电供应 

工程建设所需的块石、碎石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均在附近购买。施工人员生活用水

从附近村庄取水，施工用水从附近河道沟渠取水，利用附近村镇和枢纽建筑物系统电

源供电，不足部分或无法利用系统电时用自备柴油发电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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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总体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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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不同阶段主要建设内容变化对比表 

建设阶段 分区 
堤防加固

（km） 

堤顶防汛道路

（km） 

防渗 

（米） 

陡坡治理 

（km） 

退堤 

（km） 

护岸护坡 

（米） 

穿堤建筑物

（座） 

桥梁 

（座） 

管理

所 

疏浚 

（万 m3） 

水保方案 

杭埠河治理工程 7.71 29.18 2.55 
  

7.71 45 
 

1 
 

丰乐河治理工程 14.55 17.3 2.83 1.3 1.45 19.4 33 1 
 

200.16 

双河镇防洪工程 3.75 3.75 
    

5 3 1 34.06 

初步设计 

杭埠河治理工程 7.71 29.18 2.55 
  

7.71 45 
   

丰乐河治理工程 14.55 17.3 2.83 1.3 1.45 17.3 33 2 
 

189.32 

双河镇防洪工程 3.75 3.75 
    

5 3 1 53.8 

实际 

杭埠河治理工程 7.71 29.18 2.5 
  

7.71 45 
   

丰乐河治理工程 14.55 17.3 2.83 1.3 1.45 17.3 34 2 
 

185 

双河镇防洪工程 3.75 3.75 
   

2350 6 3 
 

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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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丰乐河位于安徽省中部，近东西向分布，河道弯曲且支流密布，呈自西向东流向。

整体地形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态势，自上游而下呈阶梯状降低，渐为江淮丘陵—

巢湖湖沼平原过渡。其上游双河镇段地面高程一般 21.5~19.5m 左右，下游至大潭湾

地面高程降至 6.0~6.5m。丰乐河河槽自上而下呈渐宽趋势，由双河镇的河道水面宽度

20m，发展至大潭湾处河道水面宽度 80m。 

杭埠河位于安徽省中部，河道蜿蜒曲折且支流较多。整体地形呈南高北低、西高

东低的态势，自上游而下呈阶梯状降低，渐为大别山东部北麓低山丘陵—江淮丘陵—

巢湖湖沼平原过渡。杭埠河自龙河口水库至新街镇两岸多分布有低山，区内山顶最大

高程近 200m，新街镇地面高程一般 31.0m 左右，沿河道两岸地面高程渐降，下游至

巢湖口地面高程一般在 5.5m 左右。杭埠河河道水面呈上游宽，中游变窄，下游亦复

变宽形态。上游河道最宽处可达 300m，中游 50m，下游至巢湖口水面宽度约 120m。 

（2）地质概况 

1）区域地质 

工程区位于秦岭地槽系北淮阳地槽褶皱带（Ⅱ1），工程区内地质构造以褶皱占

主导地位。其中龙河口水库库区位于大别山东部北麓，自库区至新街镇位于海西期褶

皱作用发育的近东西向诸佛庵-佛子岭复向斜北翼东部，地表主要分布侏罗系中上统

火山喷出岩为主的低山；其余区域喜山晚期褶皱作用发育的花子岗盆地中。 

2）工程地质 

工程区属大别山区（Ⅱ），丰乐河全段皆属六安分区（Ⅱ1）。现根据河流沿河道

方向地层分布特征将丰乐河划分为江淮丘陵地层带、巢湖湖沼平原地层带两段。 

3）水文地质 

根据地下水的储存、埋藏条件、运动和排泄特点，工程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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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裂隙水和孔隙水两大类。基岩裂隙水：主要存储于侏罗系中统周公山组（J2z）紫

红色砾岩、砂岩及砂质页岩等和侏罗系上统毛坦厂组（J3m）紫褐、紫灰、灰色凝灰

质角砾岩、凝灰岩的风化带张性裂隙中，地下水富水程度受节理裂隙发育规模、连通

性制约，地下水存储空间有限，活动相对较缓。项目区地下水埋深约 2.5～3.0m。 

4）地震烈度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杭埠河、丰乐河工程区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区内未见崩塌、滑坡等不良

地质作用。 

（3）气候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湿暖，雨量集中。多年平均

降水量为1118mm，其中最大降水量1838mm（1991年），最小降水量642mm（1978

年）。降雨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亦不均，汛期6~9月降雨量约占年降雨量的60%。

多年平均气温在15.7℃，极端最高气温41.3℃，极端最低气温-16.3℃，全年≥10℃的

积温4900℃~5000℃，年平均蒸发量为1397mm，无霜期240d，年平均日照为1969小

时，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1%，年平均风速3.5m/s，年平均最大冻土深度40~60cm。 

（4）河流水系 

杭埠河位于巢湖流域西部，发源于皖西大别山山区，是巢湖流域主要支流之一，

总流域面积4246km
2，其最大支流丰乐河流域面积2124km

2。杭埠河发源于大别山区

的岳西县主薄园，流经舒城县晓天镇、山七镇，入万佛湖（原名龙河口水库）；由万

佛湖溢洪道向东，经马河口、千人桥、杭埠等集镇于于肥西县三河镇大潭湾纳丰乐河

后入巢湖。杭埠河干流上游建有大（2）型水库龙河口水库，总库容9.03亿m
3，控制

来水面积1120km
2。杭埠河干流自龙河口水库溢洪道滚水坝起至大潭湾纳丰乐河直至

巢湖入口，河道全长70.12km，杭埠河龙河口水库以上一级支流有4条，水库以下有一

级支流6条，10条支流合计总长度287km。杭埠河中下游两岸为圩区，境内的圩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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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布在干汊河镇以下，主要圩口有城南圩、千人桥圩、十二圩、石桥圩、周公渡圩

及杭埠圩等12个，保护圩区总面积422.3km
2。 

丰乐河位于江淮分水岭的南侧，东临巢湖，西傍大别山，发源于大别山的余脉，

流经双河镇、桃溪镇、丰乐镇至三河镇下的大潭湾汇入杭埠河，流域面积2124km
2，

河道全长117.5km，金安区、舒城、肥西境内干流河道长度64.3km。丰乐河一级支流

有16条，主要支流有张家店河、思古潭河、张母桥河、界河（杨湾河）、龙潭河、二

里半河、方桥河及朱槽沟河等支流，合计长度约为419km。流域内有圩区有19个，保

护面积共343.19km
2，圩区基本分布在中下游河道沿河低洼圩畈区。 

工程所在杭埠河河段一级水功能区划为杭埠河舒城开发利用区，二级水功能区划

为杭埠河舒城饮用水源区和杭埠河舒城农业用水区；工程所在丰乐河段一级水功能区

划为丰乐河舒城开发利用区，二级水功能区划为丰乐河舒城农业渔业用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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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杭埠河治理工程水系分布图 

（5）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黄棕壤和水稻土为主，耕地表层土壤厚度一般在20~50cm。工

程区垦植系数高，农业植被占很大比例。项目区植被属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

主要为次生阔叶林，灌丛杂以草丛，及众多的人工栽培针叶林和竹林。项目区平均林

草覆盖率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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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采取建设单位六安市水利局、项目法人六安市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处、现场管理机构六安市杭埠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分级管理，层层负责

的管理制度。 

2020 年 12 月，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工程技术设计报

告为依据，通过现场查勘、收集资料，编制完成了《杭埠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2021 年 1 月 22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函〔2021〕30 号印发《杭埠河治理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工程的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分 3 个标段开展，丰乐河治理工程由安徽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衡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负责实施，杭埠河治理工

程由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和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负责

实施，金安区段及双河镇防洪工程由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六

安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负责实施。施工期落实了设计确定的防治措施，有

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对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及监督检查意

见及时进行反馈并整改。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本项目移民安置等工作前期实施应急工程时，已由地方政府

负责完成。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实行月度例会制度，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监测单位等参加，由监测单位根据工程进展及现场监测情况，向各参建单位反馈问题，

并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建议和整改意见，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进行落实。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工作的组织 

受建设单位委托，我单位于2021年8月开展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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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测工作。2021年8月，我单位成立了“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项目

部”，主要由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业监测工程师、现场监测员等组成。 

 

2021 年 8 月 11-12 日，在建设单位带领下，会同监理单位对施工标段开展了现场

调查。 

 

 
内业交流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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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 

  

丰乐河段九里十三圩退堤段施工现场 杭埠河段河沿涵施工现场 

  

杭埠河堤顶道路施工现场 丰乐河龙嘴闸施工现场 

  

双河防洪工程河南大桥施工现场 双河防洪工程新筑堤防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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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乐河段九里十三圩退堤段无人机遥感影像 

 

双河防洪工程新筑堤防无人机遥感影像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本工程施工特点，监测项目组对工程现场进行了调查、踏勘，

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对现场施工扰动地貌情况及施工中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详细

调查研究，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确定项目区监测内容，进行监测点布设，对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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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面监测和调查。 

2021 年 8 月，依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规范，项目组根据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设计等相关资料，并结合工程实际，编制完成《杭埠河

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监测实施方案”），在监测

实施方案中，我们明确了监测目的、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及监测重点。 

  

全过程按照规范要求开展监测工作，按时提交监测季报，出具监测意见书，针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反馈，在建设单位统筹下，由监理单位督促

施工单位整改落实，形成水土保持正向机制。 

实施无人机航摄数百架次，形成监测影像资料 288GB。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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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1 年 10 月） 

 

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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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2 年 7 月） 

 

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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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3 年 1 月） 

 
1 标千人桥圩堤防正射影像（2023 年 10 月） 

施工全过程遥感监测（以 1 标千人桥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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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监测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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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资料、座谈了解工程基本情况 

 

搜集遥感影像 

制定调查计划 

准备阶段 

 

地面观测 

实施阶段 

实地调查量测 

卫星和无人机遥感 

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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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季度报告 

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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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共布置了

14 个监测点，分别布设于主体工程区、永久办公生活区、弃渣场区、施工道路区等

区域，并在定点监测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调查和巡查制度，扩大监测覆盖面，并作

为上述监测点的补充。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一览表详见表 1.3-1。监测点前后对比照片详见附件。 

表 1.3-1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一览表 

序

号 
监测点位 影像 坐标 监测内容 

1 

双河防洪

工程新筑

堤防边坡 

 

116°45′38″E 

植物措施、土壤流失量

监测 

31°33′17″N 

2 

新建双施

大桥钢筋

加工场 

 

116° 46' 17.71"E 

工程措施、土壤流失量

监测 

31° 32' 33.77"N 

3 
双河 1 号

弃渣场 

 

116° 47' 0.61"E 

工程措施、土壤流失量

监测 

31° 32' 39.28"N 

4 

李小湾排

涝涵北疏

浚滩地 

 

116° 50' 13.28"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1' 42.2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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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点位 影像 坐标 监测内容 

5 
新建联盟

桥 

 

116° 55' 1.24"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2' 14.05"N 

6 
朱家岗大

涵 

 

116° 57' 59.62"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2' 11.22"N 

7 
九里十三

圩退堤段 

 

116° 59' 7.15"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2' 22.22"N 

8 
桃溪圩堤

防 

 

116° 59' 8.727" 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3' 26.202" N 

9 

丰乐河千

人桥圩堤

防 

 

117° 2' 49.23"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防治效果 

31° 32' 13.85"N 

10 

丰乐河千

人桥圩施

工道路 

 

117° 3' 38.10"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3' 0.1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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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点位 影像 坐标 监测内容 

11 
新生排涝

涵 

 

117° 5' 50.66"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32' 45.63"N 

12 

杭埠河千

人桥圩堤

防 

 

117° 3' 57.24"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27' 59.41"N 

13 
周圩水圩

涵 

 

117° 7' 6.553"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28' 48.517"N 

14 

杭埠河十

二圩堤顶

道路 

 

117° 5' 6.98"E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土壤流失量监测 

31° 28' 1.41"N 

1.3.3 监测设施设备 

表 1.3-2  水土保持监测设备和器材一览表 

 仪器或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备 注 

三维激光扫描仪 Leica P40 1 

定位、测量 无人机 大疆 inspire 1 2 

RTK 华测 i60 2 

手持气象站 M259095 1 
降雨、风速等 

自记雨量计 3554WD 1 

电子台秤 BS-1500L 1 土壤、植被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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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或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备 注 

烘箱 DHG-9075A 1 

植被盖度仪 ZBFG001 1 

数码相机 佳能 EOS40D 1 
影像资料 

数码摄像机 索尼 HDR-XR550E  CN20 1 

台式电脑 联想启天 M5650 2 

办公设备 
笔记本电脑 联想 Thinkpad T430 2 

激光式打印机 HP LASERJET 5200 1 

彩色扫描仪 Epson GT15000 1 

监测车 丰田 4500 1 交通工具 

ERDAS Imagine V10.0 1 
遥感专用软件 

GIS 软件 ARCINFO9.3 1 

测钎 6*600mm 计 50 
土壤、植被、泥沙观测 

皮尺 50m 计 2 

1.3.4 监测成果 

2021 年 8 月，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积极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在现场查看、资料收

集和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并提交建设单位审查。 

监测期间按要求提交了阶段性监测成果，包括监测实施方案 1 份、监测季报 17

期、监测年报 4 期、监测意见书 4 份，现场向施工单位反馈监测意见及建议若干，主

要涉及扰动区域剥离表土集中堆放与保护、排水体系建设与管护、临时防护措施及时

落实等。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均按要求向安徽省水利厅报送。 

2024 年 12 月编制完成本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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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内容 

（1）水土流失状况 

监测内容包括：各监测单元扰动土地面积、土石方挖填数量、临时堆土动态变化

等；另外对水土流失主要影响因子如地形、植被盖度、降雨强度等进行监测。 

（2）水土流失危害 

主要包括工程建设过程和植被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流失量和水土流失

强度变化情况，以及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危害情况等。 

（3）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效果 

主要包括堤防护坡工程、弃渣场施工结束后土地平整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数量

和质量；林草措施成活率、保存率及覆盖率。同时通过监测，确定工程建设水土保持

措施防治面积、防治责任范围内可绿化面积、已采取的植物措施面积等。 

（4）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 

为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直接的数据支持和依据，监测结果应计算出工程

的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等 6 项防治目标的达到值。 

①扰动土地整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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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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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之比。 

④拦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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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渣）总量

的百分比。 

⑤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

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⑥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2.2 监测方法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等标准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方法，监测方法力求经济、适用和可

操作。本工程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定点观测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1）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用分区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位仪

及其他测定工具等，按照不同防治区域和单项工程测定其基本特征。记录各个水土流

失防治区的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具体包括实地调查、典型调查、抽样

调查和专项调查等。 

实地调查：对地形、地貌的变化情况，建设项目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工程挖方、填方数量等项目的监测，结合设计资料采用实地调查法进行； 

样方调查：评价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可能造成的危害，对防治措施的数

量和质量、林草成活率及生长情况、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和完好程度等项目监测采用实

地样方调查方法进行。 

典型调查：针对典型事件，如特大暴雨的发生对建设区域产生的水土流失危害，

选择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典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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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对工程措施或植物措施的数量以及质量采取一定的样本（样方）进行

重点调查，以核查工程建设数量和质量，方法的重点是保证一定的抽样比例，从而保

证抽样调查的结果精度。 

专项调查：对临时防护措施的落实，是否严格控制弃土范围，弃土场是否有临时

防护措施等，不定期进行全线踏勘专项调查，若发现较大的扰动类型的变化或流失现

象，及时监测记录。 

调查监测频次：根据不同的施工时序、监测内容分别确定。进场后，详细记录各

区域的基本情况，进行 1 次全面的调查监测，在过程中结合本工程主体工程进展及时

开展调查监测，工程基本完工后，每季度调查 1 次。 

（2）定位监测 

定位观测：对土壤流失量变化、水土流失强度变化、植被生长状况、林草覆盖度

采用定位观测的监测方法进行。 

对不同防治类型区（地表扰动类型）侵蚀强度的监测，采用地面观测方法，如侵

蚀沟样方测量等，同时采集降雨数据。 

（3）巡查监测 

巡查是指定期采取线路调查或全面调查，采用 GPS 定位仪、照相机、标杆、尺

子等对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内地表扰动类型和面积、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

况（护坡工程、土地整治等）进行监测记录。 

场地巡查是水土保持监测中的一种特殊方法。如临时堆土场的时间可能较短，来

不及观测，土料已经运走，必须及时采取临时措施，控制水土流失，针对其变化快的

情况，通常采取巡查法，掌握相关情况。 

场地巡查一般的重点是：施工区内临时堆土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监测项目、方法见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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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主要调查、监测项目与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主要调查和监测方法 

1 水土流失因子 降雨量采取气象水文站记录资料；其它采取现场调查、GPS 定位。 

2 水蚀量 对坡面侵蚀主要采用侵蚀沟量测法、桩钉法。 

3 
植物覆盖度林

草生长情况 

集中连片的采取样地测量法，采用样地法。单行或分散的，采取抽样目

测法。林草生长情况采用随机调查法，记录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种

类、群落、生长情况、成活率等。 

4 临时堆土 采用地形测量法。 

5 
植物防护措施

监测 

植物措施和管护情况：绿化林草的生长情况、成活率等采用标准地样法

（样线法），植物措施管护情况采用工作记录检查。 

6 
工程防护措施

监测 

巡视、观察法确定防护的数量、质量、效果及稳定性。护坡工程效果：

主要记录护坡工程质量以及管护情况。土地整治工程：记录整地对象、

面积、整治后地面状况、覆土厚度、整治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等。 

 

 
 

现场调查 无人机遥感监测 

  
无人机遥感监测 布设测钎小区量测计算水土流失量 



2 监测内容与方法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34 

 
 

侵蚀沟量测计算水土流失量 侵蚀沟量测计算水土流失量 

  

侵蚀沟量测计算水土流失量 侵蚀沟量测计算水土流失量 

  
布设 RTK 像控点 RTK 断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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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会查看现场 调度会汇报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图 2.2-1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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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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皖水保函〔2021〕30 号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许可决定书），杭埠河

治理工程（六安段）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32.11hm
2。方案编制深度为初步

设计深度，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初步设计一致。 

表3.1-1              方案设计扰动占地面积表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主体工程区 215.6 36.77 252.37 

永久办公生活区 0.13 0 0.13 

取土场区 0 26.49 26.49 

弃渣场区 0 67.48 67.48 

施工道路区 0 11.58 11.5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8.2 8.2 

移民安置区 65.86 0 65.86 

合计 281.59 150.52 432.11 

 

（2）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关于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的行政许可

决定》（皖水许可决〔2024〕181 号），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批复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 280.53hm
2。变更方案在工程结束后编报，因此防治责任范围与工程实

际扰动一致。 

（3）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与实地调查，并经查阅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竣工资料复核，本工

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总计 280.53hm
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204.01hm

2、临时占地面积

76.52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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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实际扰动占地面积表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主体工程区 204.01 34.8 238.81 

永久办公生活区 0 0 0 

取土场区 0 0 0 

弃渣场区 0 33.34 33.34 

施工道路区 0 6.74 6.74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1.64 1.64 

移民安置区 0 0 0 

合  计 204.01 76.52 280.53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 

实际较水保方案占地面积减少 151.58hm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主要原因：（1）千人桥圩、河南圩、九里十三圩段

部分疏浚工程因征地问题未实施，主体工程区占地面积减少；（2）永久办公生活区

原设计为征地新建办公楼，实际改为利用既有办公楼进行装修使用，未新增占地；（3）

工程回填土方全部采用外购形式，取土场取消未使用，占地面积减少；（4）工程实

际弃方量较方案设计减少，且部分弃方综合利用，实际永久弃方量较少，弃渣场占地

面积减少；（5）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施工生产生活区部分租用当地既有房屋，施

工道路结合主体工程施工，部分位于用地红线范围内，均减少了新增占地；（6）移

民安置相关工作委托当地政府部门实施，占地面积减少。 

表3.1-3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表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水保方案 变更方案 实际 
实际-水保方

案 

实际-变更方

案 

主体工程区 252.37 238.81 238.81 -13.56 0 

永久办公生活区 0.13 0 0 -0.13 0 

取土场区 26.49 0 0 -26.49 0 

弃渣场区 67.48 33.34 33.34 -34.14 0 

施工道路区 11.58 6.74 6.74 -4.84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8.2 1.64 1.64 -6.56 0 

移民安置区 65.86 0 0 -65.86 0 

合计 432.11 280.53 280.53 -151.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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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取土（石）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阶段，设计杭埠河布设取土场 2 个，丰乐河九里十三圩和桃溪圩

布设取土场 1 个，共取土 87 万 m
3。 

工程实际所需土料主要用于堤防加培、填塘、防汛道路路基填筑以及建筑物基

坑回填等，土方主要来源于河道扩挖和建筑物基坑开挖可利用土方，不足部分外购，

实际监测阶段，本项目未设置取土场，所需土方全部外购。 

3.3 弃土弃渣监测结果 

（1）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本工程在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阶段，设计弃土沿堤后堆放，弃土量231.66万m
3、弃

土面积68.43hm
2，共布设39处弃土场。 

表3.3-1   方案设计弃土场概况表 

弃渣场 行政区划 
占地面

积（hm2） 

堆渣量

（松方，

万 m3） 

渣场情况说明 

是否影响行洪

安全及重大基

础设施 

是否在流量 

较大的沟道 

恢复 

方向 

杭埠河部

分 

千人桥圩 1# 

（杭埠河） 
舒城县 2.75 8.45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城南大圩 1# 舒城县 0.44 1.51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城南大圩 2# 舒城县 0.28 0.4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城南大圩 3# 舒城县 0.46 0.6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城南大圩 4# 舒城县 0.70 0.5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十二圩 1# 舒城县 0.76 1.99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十二圩 2# 舒城县 0.71 1.09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十二圩 3# 舒城县 0.50 0.84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周公渡圩 1# 舒城县 0.40 0.77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周公渡圩 2# 舒城县 0.70 1.5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丰乐河部

分（含双河

镇） 

双河镇 1# 金安区 4.91 14.4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双河镇 2# 金安区 3.14 8.48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双河圩 1# 金安区 4.49 15.21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丰乐河部

分（含双河
新塘圩 1# 金安区 6.74 24.04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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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 行政区划 
占地面

积（hm2） 

堆渣量

（松方，

万 m3） 

渣场情况说明 

是否影响行洪

安全及重大基

础设施 

是否在流量 

较大的沟道 

恢复 

方向 

镇） 
柏林圩 1# 舒城县 0.66 3.24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2# 舒城县 3.06 15.24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3# 舒城县 1.24 5.5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4# 舒城县 0.95 3.74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5# 舒城县 0.54 2.10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6# 舒城县 4.72 25.90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7# 舒城县 3.25 17.8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8# 舒城县 0.81 3.99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9# 舒城县 1.18 6.4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10# 舒城县 1.17 4.62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柏林圩 11# 舒城县 1.36 5.38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九里十三圩 1# 舒城县 5.18 31.18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1# 舒城县 0.68 3.67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2# 舒城县 0.52 1.49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3# 舒城县 4.26 19.10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4# 舒城县 1.20 5.9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5# 舒城县 1.88 7.45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河南圩 6# 舒城县 0.69 2.00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1# 舒城县 1.00 2.9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2# 舒城县 1.16 2.8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3# 舒城县 1.04 3.05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4# 舒城县 1.44 6.41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5# 舒城县 0.80 1.93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千人桥圩 6# 舒城县 0.72 2.09 无敏感点 否 否 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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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弃土（石、渣）情况 

经监测，本工程全线弃土约 139.48 万 m
3，弃土面积 33.34hm

2，共布设 36 处弃

土场，其中 13 处弃渣场位置与原批复方案基本一致，新增 23 处弃渣场。 

表3.3-2  实际弃土场概况表 

弃渣场名称 弃渣来源 所属行政区 
弃土量

（万 m3） 

占地面积

（hm2） 

最大堆高

（m） 
恢复方向 

双河镇 1# 
双河镇防洪工程 

六安市金安

区 

8.85 1.18 3.2 复垦 

双河镇 2# 8.75 3.14 2.8 复垦 

河南大桥东 800m 水

田 
双河圩河道工程 

六安市金安

区 
9.8 2.45 4.4 复垦 

九十里铺工业园 1# 

双河镇防洪工程、新

塘圩河道工程、双河

圩河道工程 

六安市金安

区 
17.5 2.5 7.7 场地已硬化 

九十里铺工业园 2# 
新塘圩河道工程 

六安市金安

区 

11.2 1.6 7.4 复垦 

九十里铺加气站 3# 7.8 1.56 6.3 复垦 

柏林圩 3# 

柏林圩河道工程 舒城县 

2.84 0.63 4.9 复垦 

柏林圩 6# 7.26 1.32 6.1 复垦 

柏林圩 7# 1.76 0.32 6.2 复垦 

柏林圩 9# 5.08 0.94 6 复垦 

柏林圩 10# 2.32 0.58 4.7 复垦 

柏林圩 11# 5.4 1.5 4.4 复垦 

九里十三圩 1# 

九里十三圩 舒城县 

3.64 0.91 6.8 复垦 

九里十三圩超 1# 1.97 0.94 2.75 复垦 

九里十三圩超 2# 0.53 0.24 2.86 复垦 

九里十三圩超 3# 1.8 0.86 2.75 复垦 

九里十三圩超 4# 0.28 0.12 2.98 复垦 

千人桥圩 1# 

千人桥圩河道工程、

建筑物工程 
舒城县 

1.72 0.43 3 复垦 

千人桥圩 2# 2.44 0.61 2.6 复垦 

千人桥圩超 1# 1.46 0.63 2.98 复垦 

千人桥圩超 2# 0.52 0.21 3.21 复垦 

千人桥圩超 3# 1.82 0.63 3.67 复垦 

千人桥圩超 4# 0.21 0.08 3.32 复垦 

千人桥圩超 5# 0.58 0.22 3.44 复垦 

千人桥圩超 6# 0.4 0.15 3.44 复垦 

千人桥圩超 7# 0.88 0.31 3.55 复垦 

千人桥圩超 8# 

千人桥圩河道工程、

建筑物工程 
舒城县 

2.63 0.94 3.55 复垦 

千人桥圩超 9# 1.15 0.38 3.78 复垦 

千人桥圩超 10# 0.45 0.16 3.67 复垦 

千人桥圩超 11# 0.83 0.3 3.55 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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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桥圩超 12# 2.91 0.97 3.78 复垦 

千人桥圩超 13# 0.56 0.21 3.32 复垦 

河南圩 3# 
河南圩河道工程 舒城县 

6.93 1.54 5.7 复垦 

河南圩 5# 1.52 0.38 4.9 复垦 

三里河路社区 
千人桥圩河道工程、

建筑物工程 
舒城县 9.5 3.17 4.1 建设用地 

岗窑村窑厂 
千人桥圩河道工程、

十二圩建筑物工程 
舒城县 6.2 1.24 6.7 复垦 

合计 139.48 33.34     

（3）弃土场对比分析 

本工程弃土主要为疏浚工程及堤防工程开挖弃土。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本工程六安段布设弃渣场 39 处，设计弃土量 231.66 万 m
3，实

际启用弃渣场 36 处，弃土量 139.48 万 m
3，弃土减少 92.18 万 m

3。对比原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实施阶段 13 处弃渣场位置与原批复方案基本一致（且不涉及弃渣量提

高 20%的情况），取消原方案设计 26 处弃渣场；新增 23 处弃渣场，其中 17 处弃渣

场位于堤后，为填塘固基超界范围，此外另有新设弃渣场 6 处。 

3.4 土石方流向监测结果 

3.4.1 设计土石方平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挖方 456.88 万 m
3，填 483.74 万 m

3，外借 233.50

万 m
3，弃方 231.66 万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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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方案设计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m
3
 

序号 圩口名称 所在河段 所属县区 内容 

开挖 

（万 m3） 

回填 

（万 m3） 

调入方 

（万 m3） 

调出方 

（万 m3） 

外借方 

（万 m3） 

废弃方（万 m
3） 

土方 砼、砌石 

土方 
砼、砌

石 
土方 

砼、砌

石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

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

量 
去向 

1 城南大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4.97 
 

5.99 
     

3.3 
取土场，不足外

购 
2.28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4.21 0.15 4.86 
     

0.89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24 弃渣场 0.15 弃渣场 

小计 9.17 0.15 10.85 
     

4.19 
 

2.52 
 

0.15 
 

2 幸福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建筑物工程 2.6 0.1 3 

     
0.54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15 弃渣场 0.1 弃渣场 

小计 2.6 0.1 3 
     

0.54 
 

0.15 
 

0.1 
 

3 石桥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建筑物工程 2.25 0.08 2.6 

     
0.5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14 弃渣场 0.08 弃渣场 

小计 2.25 0.08 2.6 
     

0.5 
 

0.14 
 

0.08 
 

4 十二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6.05 
 

7.19 
     

3.96 
取土场，不足外

购 
2.82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1.25 0.04 1.43 
     

0.26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08 弃渣场 0.04 弃渣场 

小计 7.3 0.04 8.62 
     

4.22 
 

2.9 
 

0.04 
 

5 周公渡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2.94 
 

5.22 
     

3.78 
取土场，不足外

购 
1.5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5.1 0.18 5.87 
     

1.08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31 弃渣场 0.18 弃渣场 

小计 8.05 0.18 11.09 
     

4.86 
 

1.81 
 

0.18 
 

6 千人桥圩 杭埠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22.4 
 

99.93 
     

84.3 
取土场，不足外

购 
6.76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5.62 0.18 6.42 
     

1.2 
取土场，不足外

购 
0.39 弃渣场 0.18 弃渣场 

小计 28.02 0.18 
106.3

6      
85.5 

 
7.16 

 
0.18 

 

7 双河圩 丰乐河段 金安区 
堤防河道工程 13.23 

         
13.23 弃渣场 

  
小计 13.23 

         
13.23 

   

8 新塘圩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20.83 
    

圩内调

运 

0.25 圩

内

调

运 

  
20.58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0.98 0.08 0.99 

 
0.25 

   
0.24 弃渣场 0.08 弃渣场 

小计 21.81 0.08 0.99 
 

0.25 0.25 
  

20.82 
 

0.08 
 

9 龙潭河堤防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7.32 

 
30.48 

 
25.03 本工程 

 
 

  
1.86 弃渣场 

  
小计 7.32 

 
30.48 

 
25.03 肥西段 

   
1.86 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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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圩口名称 所在河段 所属县区 内容 

开挖 

（万 m3） 

回填 

（万 m3） 

调入方 

（万 m3） 

调出方 

（万 m3） 

外借方 

（万 m3） 

废弃方（万 m
3） 

土方 砼、砌石 

土方 
砼、砌

石 
土方 

砼、砌

石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

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

量 
去向 

10 柏林圩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97.27 
    

内部调

运 

15.7 

内

部

调

运 

  
81.57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1.01 0.06 1.04 

 
0.11 

   
0.08 弃渣场 0.06 弃渣场 

小计 98.29 0.06 1.04 
 

0.11 15.7 
  

81.65 
 

0.06 
 

11 九里十三圩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58.24 0.02 
101.7

8 
0.02 33.04 0.39 37.37 

取土场，不足外

购 
26.48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3.3 0.17 3.24 
 

0.39 
   

0.46 弃渣场 0.17 弃渣场 

小计 61.54 0.19 
105.0

2 
0.02 33.44 0.39 37.37 

 
26.94 

 
0.17 

 

12 河南圩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43.05 

    
8.61 

  
34.44 弃渣场 

  
小计 43.05 

    
8.61 

  
34.44 

   

13 千人桥圩 丰乐河段 舒城县 

堤防河道工程 84.22 0.12 
170.6

2 
0.12 6.05 

 
96.32 

取土场，不足外

购 
15.97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4.69 0.09 5.13 
 

1.11 
   

0.67 弃渣场 0.09 弃渣场 

小计 88.91 0.21 
175.7

5 
0.12 7.16 

 
96.32 

 
16.65 

 
0.09 

 

14 双河镇防洪工程 金安区 

堤防河道工程 60.33 
 

23.56 
  

18.19 
  

18.58 弃渣场 
  

建筑物工程 1.34 
 

2.19 
 

2.19 
   

1.34 弃渣场 
  

小计 61.67 
 

25.75 
 

2.19 18.19 
  

19.92 
   

15 施工生产生活区 

金安区 0.55 
 

0.47 
       

0.08 
   

舒城县 1.86 
 

1.59 
       

0.27 
   

小计 2.41 
 

2.06 
       

0.35 
   

合计 

堤防河道工程 420.85 0.14 
444.7

7 
0.14 64.12 

 
43.14 

 
229.03 

 
226.08 

   

建筑物工程 32.35 1.13 36.77 
 

4.05 
   

4.47 
 

4.1 
 

1.13 
 

施工生产生活区 2.41 
 

2.06 
       

0.35 
   

合计 
455.61 1.27 483.6 0.14 68.17 

 
43.14 

 
233.5 

 
230.53 

 
1.13 

 
456.88 483.74 68.17 43.14 233.5 2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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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 

根据现场监测和查阅资料，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总开挖土方 377.11 万 m
3，

填方 413.43 万 m
3，借方 252.89 万 m

3（借方全部外购），余方量 216.57 万 m
3，其中

139.48 万 m
3 弃至弃渣场，77.09 万 m

3 弃土综合利用（其中 58.18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丰

乐河 2020 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口复堤应急抢险项目综合利用，13.75 万 m
3春秋乡山

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利用，5.17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

目综合利用）。 

 

 



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45 

表3.4-2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序号 建设内容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余方去向（万 m3） 

备注 
弃渣场 

综合利

用 

1 双河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11.37 

    
11.37 11.37 

 

其中 9.8 万 m3弃入河南大桥东 800m 水田弃渣场，1.57

万 m3 弃入九十铺工业园 1#弃渣场 

2 
新塘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20.82 

    
20.82 20.82 

 

其中 7.8 万 m3 弃入双河加气站九十铺 3#弃渣场，11.2

万 m3 弃入九十里铺工业园 2#弃渣场，1.82 万 m3弃入

九十里铺工业园 1#弃渣场 

3 建筑物 丰乐河 2.92 1.41 
 

1.51 
     

4 
柏林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75.94 

    
75.94 24.95 50.99 

其中 24.95 万 m3 弃入方案设计弃渣场，50.99 万 m3 用

于舒城县丰乐河2020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口复堤应急

抢险项目综合利用 

5 建筑物 丰乐河 2.43 2.59 
  

0.16 
    

6 九里十

三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45.11 96.03 

  
59.14 8.22 8.22 

 

其中 3.64 万 m3弃入方案设计弃渣场，4.58 万 m3弃入

九里十三圩超 1#~4#弃渣场 

7 建筑物 丰乐河 2.85 6.23 
  

3.38 
    

8 河南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15.64 

    
15.64 8.45 7.19 

其中 8.45 万 m3弃入方案设计弃渣场，7.19 万 m3用于

舒城县丰乐河2020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口复堤应急抢

险项目综合利用 

9 千人桥

圩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76.92 142.18 

  
83.82 18.56 18.56 

 

其中 4.16 万 m3弃入方案设计弃渣场，14.40 万 m3弃

入千人桥圩超 1#~13#弃渣场 

10 建筑物 丰乐河 3.05 5.37 
  

2.32 
    

11 
龙潭河

堤防 

河道堤

防 
丰乐河 7.57 25.11 

  
17.54 

    

 
丰乐河  小计 264.62 278.92 

 
1.51 166.36 150.55 92.37 58.18 

 

12 
千人桥

圩 

河道堤

防 
杭埠河 17.87 67.04 

  
64.65 15.48 8.96 6.52 

其中 6 万 m3 弃入三里河路社区弃渣场、2.96 万 m3 弃

入南岗岗窑村窑厂弃渣场，6.52 万 m3 用于春秋乡山边

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利用 

13 建筑物 杭埠河 4.88 4.63 
  

4.63 4.88 3.5 1.38 
其中 3.5 万 m3 弃入三里河路社区弃渣场、1.38 万 m3

用于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利用 

14 
城南大

圩 

河道堤

防 
杭埠河 5.05 5.53 

  
4.97 4.49 

 
4.49 

其中 3.21 万 m3用于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

项目综合利用、1.28 万 m3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

建设项目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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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内容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余方去向（万 m3） 

备注 
弃渣场 

综合利

用 

15 建筑物 杭埠河 2.63 2.14 
  

2.14 2.63 
 

2.63 
其中 2.63 万 m3用于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

项目综合利用 

16 
十二圩 

河道堤

防 
杭埠河 2.36 6.01 

  
3.65 

    

17 建筑物 杭埠河 1.13 1.06 
  

1.06 1.13 1.13 
 

其中 1.13 万 m3弃入南岗岗窑村窑厂弃渣场 

18 周公度

圩 

河道堤

防 
杭埠河 2.34 2.37 

  
0.03 

    

19 建筑物 杭埠河 2.11 1.95 
  

1.95 2.11 2.11 
 

其中 2.11 万 m3弃入南岗岗窑村窑厂弃渣场 

20 幸福圩 建筑物 杭埠河 1.78 1.64 
  

1.64 1.78 
 

1.78 
其中1.78万m3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目综

合利用 

21 石桥圩 建筑物 杭埠河 2.11 1.81 
  

1.81 2.11 
 

2.11 
其中2.11万m3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目综

合利用 

 
杭埠河  小计 42.26 94.18 

  
86.53 34.61 15.7 18.91 

 

22 河道堤防 

双河镇

防洪治

理工程 

65.51 34.1 
   

31.41 31.41 
 

其中 17.3 万 m3弃入方案设计弃渣场，14.11 万 m3弃

入九十里铺工业园 1#弃渣场 

23 建筑物 

双河镇

防洪治

理工程 

4.72 6.23 1.51 
      

 
双河镇防洪治理工程  小计 70.23 40.33 1.51 

  
31.41 31.41 

  
24 施工生产生活区 

         
 合计 377.11 413.43 1.51 1.51 252.89 216.57 139.48 77.09  

备注：监测报告土石方数据依据现阶段施工、监理等单位提供的初步资料统计分析获得，仅用于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使用。 

                 



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47 

3.4.3 土石方变化情况 

通过对比，实际土石方挖方、填方量与水保方案阶段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千人桥

圩、柏林圩、河南圩部分疏浚工程因征地问题未实施导致挖方量减少；由于设计阶段

不同，工程实际实施时填方量产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土石方量相应变化。 

表3.4-3                不同阶段土石方对比表                 单位：万m
3
 

土石方 水保方案 实际 实际-水保方案 

挖方 456.88 377.11 -79.77 

填方 483.74 413.43 -70.31 

借方 233.50 252.89 19.39 

余方 231.66 216.57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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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4.1.1 设计的工程措施及其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见表 4.1-1。 

表 4.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工程措施数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计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15.64 

土地整治 hm2 36.77 

生态护坡 万 m2 38.21 

永久办公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0 

土地整治 hm2 0.03 

取土区 

表土剥离 万 m3 2.96 

土地整治 hm2 26.49 

排水沟 m 2232 

弃渣场 

表土剥离 m3 4.73 

表土回覆 m3 3.16 

挡渣土堤 m 17448 

排水沟 m 18844 

沉砂池 个 39 

土地整治 hm2 31.99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1.51 

土地整治 hm2 11.58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 
表土剥离 m3 0.89 

土地整治 hm2 8.2 

移民安置区 
表土剥离 万 m3 2.56 

土地整治 hm2 8.53 

4.1.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主要工程量包括：表土剥离 20.21 万 m
3，表土回覆

20.21 万 m
3，排水沟 16132m，生态护坡 28.91 万 m

2，土地整治 76.13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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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项目工程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数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
3
 17.55 2020.9-2022.7 

表土回覆 万 m
3
 17.55 2021.2-2023.6 

土地整治 hm
2
 34.80 2021.3-2023.7 

生态护坡 万 m
2
 28.91 2021.9-2023.3 

排水沟 m 1600 2022.6-2022.11 

弃渣场 

表土剥离 万 m
3
 0.98 2020.11-2020.12 

表土回覆 万 m
3
 0.98 2021.4-2023.9 

挡渣土堤 m 6252 2021.5-2023.10 

排水沟 m 500 2022.4-2022.5 

土地整治 hm
2
 32.95 2021.5-2023.10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万 m
3
 1.35 2020.10-2022.11 

表土回覆 万 m
3
 1.35 2023.3--2023.10 

土地整治 hm
2
 6.74 2023.3--2023.10 

施工临时生

产生活 

表土剥离 万 m
3
 0.33 2020.9-2021.6 

表土回覆 万 m
3
 0.33 2023.3--2023.10 

土地整治 hm
2
 1.64 2023.3--2023.10 

备注：监测报告措施工程量数据依据现阶段施工、监理等单位提供的初步资料统计分析获得，仅

用于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使用。 

 

  

堤顶道路清表土集中堆放 堤防清表土集中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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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边坡土地整治 穿堤建筑物生态护坡防护 

  

堤防生态护坡防护 堤防生态护坡防护 

  

堤防生态护坡防护 堤防排水沟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4.2.1 设计的植物措施及其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见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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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植物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计 

主体工程区 

乔木 株 1016 

灌木 株 388373 

种植草坪 hm
2
 0.93 

草皮 hm
2
 78.72 

撒播草籽 hm
2
 0 

永久办公生活区 

乔木 株 17 

灌木 株 51 

种植草坪 hm
2
 0.03 

撒播草籽 hm
2
 0 

取土区 撒播草籽 hm
2
 2.14 

弃渣场 撒播草籽 hm
2
 15.79 

移民安置区 

乔木 株 1575 

灌木 株 36274 

种植草坪 hm
2
 8.19 

4.2.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实施植物措施：栽植乔木 381 株，灌木 42392 株，撒播草籽 75.98hm
2，铺

草皮 1.58hm
2。各个分区实际完成植物措施量见表 4.2-2。 

表 4.2-2  项目植物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数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

区 

乔木 株 381 2023.5-2023.6 

灌木 株 42392 2023.5-2023.6 

草皮 hm
2
 1.58 2021.8-2022.5 

撒播草籽 hm
2
 73.48 2022.10-2023.10 

弃渣场 撒播草籽 hm
2
 2.5 2022.5-2022.6 

备注：监测报告措施工程量数据依据现阶段施工、监理等单位提供的初步资料统计分析获得，

仅用于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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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堤建筑物生态护坡 堤顶道路两侧铺设草皮防护 

  

堤防边坡撒播草籽防护 堤防边坡铺设草皮防护 

  

堤顶道路两侧灌木 堤顶道路两侧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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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桥圩植物防护 九里十三圩植物防护 

  

双河防护工程新筑堤防植物防护 双河防护工程撇洪沟植物防护 

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 

4.3.1 设计的临时措施及其数量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见表 4.3-1。 

表 4.3-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临时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计 

主体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14253 

泥浆沉淀池 个 10 

沉砂池 个 112 

临时苫盖 m
2
 20700 

钢板铺垫 m
2
 0 

永久办公生活区 临时苫盖 m
2
 200 

取土区 
袋装土拦挡 m

3
 765 

撒播草籽 hm
2
 4.41 

弃渣场 
临时苫盖 hm

2
 0 

撒播草籽 hm
2
 1.89 

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 7185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 临时排水沟 m 3308 

移民安置区 临时苫盖 m
2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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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排水沟 m 1305 

沉砂池 个 15 

袋装土 m
3
 886 

临时苫盖 m
2
 7350 

4.3.2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临时措施主要完成工程量为：临时排水沟 13300m，临时苫盖

5.02hm
2，钢板铺垫 10600m

2，撒播草籽 0.37hm
2。临时措施主要在工程建设期结合主

体工程进度实施，临时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4.3-2。 

表 4.3-2 项目临时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单位 数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10200 2020.12-2022.9 

临时苫盖 m
2
 15000 2020.12-2022.12 

弃渣场 
临时苫盖 hm

2
 3.02 2021.3-2022.10 

撒播草籽 hm
2
 0.37 2021.3-2022.10 

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 2300 2020.10-2022.11 

钢板铺垫 m
2
 10600 2020.10-2022.12 

施工临时生产生活 临时排水沟 m 800 2020.11-2022.10 

备注：监测报告措施工程量数据依据现阶段施工、监理等单位提供的初步资料统计分析获得，仅

用于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使用。 

 

  

穿堤建筑物临时苫盖防护 穿堤建筑物临时苫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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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堤建筑物临时苫盖防护 施工道路钢板铺垫防护 

  

清表土集中堆放，临时苫盖防护 堤防边坡临时苫盖防护 

  

穿堤建筑物临时苫盖防护 施工道路钢板铺垫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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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边坡临时排水沟 堤防边坡临时排水沟 

4.4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 

通过现场调查，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

措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完善且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有效地控制了项

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水土保持措施防治体系与水

土保持方案相比未发生较大变化。 

（1）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和回覆、土地整治、生态护坡、排水措施；植物措施主

要为栽植乔木、灌木、植草等植物防护；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临时苫盖等。 

（2）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和回覆、表土回覆、土地整治、排水沟；植物措施主要

为撒播草籽等植物防护；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苫盖、临时撒播草籽等。 

（3）施工道路区 

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和回覆；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沟、铺设钢板防护等。 

（4）施工临时生产生活 

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和回覆；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沟等。 

通过对本工程现场监测和查阅工程相关资料，本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可

以满足防治水土流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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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本工程施工建设期（2020 年 9 月-2023 年 7 月）水土流失面积为 280.53hm
2。本

阶段存在大量堤防工程填筑边坡、穿堤建筑物开挖边坡和临时堆土，是水土流失最严

重的阶段，因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时间滞后于主体工程时间，水土流失监测主要采取

查阅资料、历史影像遥感监测多种监测方法进行补充监测，确定此阶段施工期水土流

失面积。 

工程试运行期（2023 年 8 月-2024 年 12 月）随着边坡和道路硬化，植物措施发

挥效益，水土流失面积逐步减少，本阶段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部分植物防护措施未发

挥效益时期的雨水冲刷。 

本工程累计扰动面积 280.53hm
2，水土流失面积 280.53hm

2，水土保持措施治理

达标面积 279.03hm
2。 

表 5.1-1  水土流失累计面积变化统计表 

季度 

2020

年4季

度 

2021

年1季

度 

2021

年2季

度 

2021 年

3 季度 

2021 年

4 季度 

2022 年

1 季度 

2022 年

2 季度 

2022 年

3 季度 

2022 年

4 季度 

水土流

失面积

（hm
2） 

17.10 35.67 88.57 105.02 178.21 209.49 225.03 235.81 274.30 

季度 

2023

年1季

度 

2023

年2季

度 

2023

年3季

度 

2023 年

4 季度 

2024 年

1 季度 

2024 年

2 季度 

2024 年

3 季度 

2024 年

4 季度 
 

水土流

失面积

（hm
2） 

280.53 280.53 280.53 182.03 182.03 182.03 182.03 1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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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监测期各季度水土流失面积图 

5.2 土壤流失量 

5.2.1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结果 

（1）降雨量变化 

在监测过程中通过收集舒城县千人桥镇鲍桥村站的降雨数据进行分析，降雨量资

料见表 5.2-1 所示。 

表 5.2-1                项目区降雨量情况表                 单位：mm 

年份 2020 年 

月份          10 11 12 

降雨量          100 85 21 

最大单

日降雨

量 

         41.5 28 6 

年份 2021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雨量 35.5 54.5 153.5 38 124.5 92.5 247 188.5 103.5 131 36.5 9 

最大单

日降雨

量 

10.5 12.5 56.5 9.5 36.5 22 48.5 64.5 57.5 44.5 21.5 6.5 

年份 2022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雨量 94 40.5 199.5 87.5 26.5 47 92.5 11.5 1.5 64 82 18.5 

最大单

日降雨
25 13.5 44 22.5 10 22 46 4 1 28 32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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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年份 2023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雨量 25 49.5 51 137.5 162 132.5 117 123.5 107 46.5 46.5 44 

最大单

日降雨

量 

13.5 16 23.5 86.5 33.5 38.5 25.5 51 30 14 22 16.5 

年份 2024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雨量 61 100.5 40.5 191 121.5 53 384 92 39    

最大单

日降雨

量 

28 26 14.5 62.5 43.5 17.5 149.5 55 16.5    

 

 

图 5.2-1  监测期各季度降雨量图 

从表 5.2-1 及图 5.2-1 中可以看出，本工程建设期（2020 年 10 月-2023 年 7 月）

内项目区降雨年内分配极不平衡，2021 年 3 季度为降雨高峰期，季度降雨量均超过

500mm，且短历时强降雨较集中，此时工程刚开工正在进行地表扰动，是产生水土流

失的主要时段，2023 年 3 季度和 2024 年 3 季度降雨量也较大，但此时主体工程已基

本实施完毕，仍在扰动的区域范围面积较少，产生的水土流失较少，其他季度降雨量

较少，通过布设临时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建设期间造成的水土流失。 

（2）地形地貌和植被的变化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60 

1）地形地貌的变化：项目地处南方红壤区，主要沿河道河滩进行疏浚、堤防加

固等施工，形成开挖和堆填微地貌。 

2）地表植被的变化：本工程占地多为河滩地和原有堤防，主要工程量在于疏浚

工程、堤防工程、建筑物工程，对周边影响较少，施工后对堤防边坡进行生态护坡和

植草护坡防护，对临时扰动区域复耕或撒播草籽进行防护。 

5.2.2 侵蚀强度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调查分析： 

尚未治理达标的少量区域，侵蚀模数按照按照现场调查评估，约 1100t/km
2
·a； 

采取植物措施防护区域，现状平均侵蚀模数约 380t/km
2
·a； 

采取生态护坡为主的工程措施区域，平均侵蚀模数约 350t/km
2
·a； 

建筑物、道路硬化及水面区域，侵蚀模数为 0t/km
2
·a。 

5.2.3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各季度监测结果，本工程建设期共产生土壤流失量 5079t，各季度土壤流失

量详见下表。 

表5.2-2  各季度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t 

施工

期 

202

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合计 

4 季

度 

1 季

度 

2 季

度 

3 季

度 

4 季

度 

1 季

度 

2 季

度 

3 季

度 

4 季

度 

1 季

度 

2 季

度 

3 季

度 

4 季

度 

1 季

度 

2 季

度 

3 季

度 

4 季

度 

5079 土壤

流失

量 

26 65 169 495 236 612 272 187 338 308 757 609 192 213 231 217 151 

本工程施工期及试运行期中，水土流失重点时段在施工期，主要原因如下： 

受到施工扰动和降雨等因素影响，施工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土壤侵蚀，是项目

水土流失较严重的时段。但由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量得到有效控制，

未引发水土流失灾害，保障了工程安全。 

植物措施恢复需要一定周期，在林草覆盖度较低的阶段极易产生水土流失，随着

植物措施逐渐恢复，各防治分区不再施工扰动，水土流失得到了更好的控制，生态环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61 

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从图 5.2-2 可知，在各防治分区中，土壤流失量较大的防治分区是主体工程区，

占总土壤流失量的 85.9%。主要原因是：该区域扰动面积最大，存在大量开挖和堆垫

边坡，受雨水冲刷更加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本工程施工期不同监测时段内土壤流失量与降雨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土建施工

高峰期土壤侵蚀强度相对较高，随后期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植物措施的实施，土壤侵

蚀强度明显降低；水土流失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土建施工高峰期（2022

年）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流失量最大。2023年3季度开始，多数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完

成后，水土保持措施效益逐步发挥，土壤流失量也随水土流失面积的减少而呈现逐渐

减小的趋势。 

 

图 5.2-2  不同防治分区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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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土壤流失量与降雨量关系图 

5.3 取土、弃土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总开挖土方 377.11 万 m
3，填方 413.43 万 m

3，借方 252.89

万 m
3（借方全部外购），余方量 216.57 万 m

3，其中 139.48 万 m
3 弃至弃渣场，77.09

万 m
3 弃土综合利用（其中 58.18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丰乐河 2020 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

口复堤应急抢险项目综合利用，13.75 万 m
3 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

利用，5.17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目综合利用）；施工过程中采取

了临时苫盖、临时排水沟等措施防护，有效减少了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经监测，未造成大的水土流失

危害事件，随着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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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扰动各类土地总面积为 280.53hm
2，实施水土保持防护面

积 125.08hm
2，其中工程措施防护面积 102.54hm

2，植物措施防护面积 77.99hm
2，

建筑物及水域面积 98.50hm
2；综合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18%。水土流失治理度详

见表 6.1-1。 

表 6.1-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

道路硬化

及水面

（hm2） 

水土流失面

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水土流失治

理度（%） 工程措施

（hm2） 

植物措施

（hm2） 

小计

（hm2） 

主体工程区 238.81  98.50  140.31 63.71 75.49 139.20 99.21  

永久办公生

活区 
0.00  0.00  0 0 0 0 — 

取土场区 0.00  0.00  0 0 0 0 — 

弃渣场区 33.34  0.00  33.34 30.45 2.5 32.95 98.83  

施工道路区 6.74  0.00  6.74 6.74 0 6.74 100.0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1.64  0.00  1.64 1.64 0 1.64 100.00  

移民安置区 0.00  0.00  0 0 0 0 — 

合计 280.53  98.50 182.03 102.54 77.99 180.53 99.18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监测调查分析，采取植物措施防护区域，现状平均侵蚀模数约 380t/km
2
·a；

采取生态护坡为主的工程措施区域，平均侵蚀模数约 350t/km
2
·a；土地整治复耕或恢

复原貌的区域参考背景值，平均侵蚀模数约 450t/km
2
·a；尚未治理达标的少量区域，

侵蚀模数按照现场调查评估取值，约 1000t/km
2
·a；建筑物、道路硬化及水面区域，

侵蚀模数为 0t/km
2
·a。 

综 上 ， 经 加 权 平 均 计 算 ， 项 目 完 工 后 现 状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

（77.99*380+28.91*350+73.63*450+1.5*1100）/280.53=265/km
2
·a。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500/265=1.89。 

6.3 渣土防护率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工程施工期资料工程实际余方为 216.57 万 m
3，采取措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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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防护 212.03 万 m
3，拦渣率为 97.9%。 

6.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量的

百分比。保护的表土数量是指对各地表扰动区域的表层腐殖土（耕作土）进行剥离（或

铺垫）、临时防护、后期利用的数量总和。可剥离表土总量是指根据地形条件、施工

方案、表土层厚度，综合考虑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剥离表土的总量。 

本工程扰动范围内可剥离表土资源量约 21.25 万 m
3，实际剥离表土总量 20.21 万

m
3，项目表土保护率 95.1%。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扰动各类土地总面积为 280.53hm
2。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79.49hm
2，林草植被已恢复面积 77.99hm

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12%。林草

植被恢复率计算详见表 6-2。 

6.6 林草覆盖率 

根据监测成果，项目区林草总面积 77.99hm²，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280.53hm²，

试运行期林草覆盖率为 27.80%。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详见表 6.6-1。 

表 6.6-1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
2） 

可恢复面积

（hm
2） 

植物措施面积

（hm
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

率（%） 

主体工程区 238.81 76.60 75.49 98.55 31.61 

永久办公生活区 0.00 0.00 0.00 — — 

取土场区 0.00 0.00 0.00 — — 

弃渣场区 33.34 2.89 2.50 86.51 7.50 

施工道路区 6.74 0.00 0.00 — — 

施工生产生活区 1.64 0.00 0.00 — — 

移民安置区 0.00 0.00 0.00 — — 

合计 280.53 79.49 77.99 98.12 27.80 

6.7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通过实际监测，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 99.1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89，渣土

防护率 97.9%，表土保护率 95.1%，林草植被恢复率 98.12%，林草覆盖率 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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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监测值均达到方案设计防治目标值。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汇总表

见表 6.7-1。 

表 6.7-1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评价指标汇总表 

指标 概念 达到值 目标值 验收结论 

水土流失治理度

（％）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99.18 98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允

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与之

比 

1.89 1.25 达标 

渣土防护率（％） 

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

渣、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的百分比 

97.90 97 达标 

表土保护率（％）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

表土总量的百分比 
95.10 92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植被恢复面积占防治责任

区范围内可恢复植被面积百分比 
98.12 98 达标 

林草覆盖率（％）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林草面积占防治责任范

围总面积的百分比 
27.80 27 达标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根据监测结果，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280.53hm
2，较方案减少 151.58hm

2。

主要原因是千人桥圩、河南圩、九里十三圩段部分疏浚工程因征地问题未实施，主体

工程区占地面积减少；永久办公生活区、取土场实际未实施，占地面积减少；工程实

际永久弃方量较少，弃渣场占地面积减少；施工生产生活区和施工道路优化调整，均

减少了新增占地；移民安置相关工作委托当地政府部门实施，占地面积减少。 

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中，降雨因子波动性及产生的影响较大，本工程建设期 2020

年 10 月-2023 年 7 月内项目区降雨年内分配极不平衡，2021 年 3 季度为降雨高峰期，

季度降雨量均超过 500mm，且短历时强降雨较集中，此时工程刚开工正在进行地表

扰动，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2023 年 3 季度和 2024 年 3 季度降雨量也较大，

但此时主体工程已基本实施完毕，仍在扰动的区域范围面积较少，产生的水土流失较

少，其他季度降雨量较少，通过布设临时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建设期间造成的水土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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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总开挖土方 377.11 万 m
3，填方 413.43 万 m

3，借方 252.89

万 m
3（借方全部外购），余方量 216.57 万 m

3，其中 139.48 万 m
3 弃至弃渣场，77.09

万 m
3 弃土综合利用（其中 58.18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丰乐河 2020 年防洪薄弱环节及堵

口复堤应急抢险项目综合利用，13.75 万 m
3 春秋乡山边石料场矿坑整治修复项目综合

利用，5.17 万 m
3 用于舒城县“三馆一院”场馆建设项目综合利用。 

工程建设期及运行期合计产生土壤流失量 5079t，各防治分区中主体工程区土壤

流失量最大，占总土壤流失量的 85.9%。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措施有表土剥离与回覆、土地整治、生态护坡、

排水沟等，植物措施有栽植乔木、栽植灌木、撒播草籽、铺植草皮等，临时防护措施

有临时排水沟、临时苫盖、临时撒播草籽等。 

根据各防治分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工作量汇总，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

20.21 万 m
3，表土回覆 20.21 万 m

3，排水沟 16132m，生态护坡 28.91 万 m
2，土地整

治 76.13hm
2；植物措施主要为栽植乔木 381 株，灌木 42392 株，撒播草籽 75.98hm

2，

铺草皮 1.58hm
2；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沟 13300m，临时苫盖 5.02hm

2，钢板铺垫

10600m
2，撒播草籽 0.37hm

2。 

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坚持和体现了治理与预防相结合、水保措

施与主体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相结合、植物措施与绿化美化环境及工程措施

相结合的原则，有效防治了水土流失。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7.4 综合结论 

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水土流失防治指

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 99.18%，土壤流失控制

比 1.89，渣土防护率 97.9%，表土保护率 95.10%，林草植被恢复率 98.12%，林草覆

盖率 27.80%。 

根据现场监测，杭埠河治理工程（六安段）水土保持季报三色评价平均得分为

88 分，三色评价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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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水土保持三色评价得分表 

施工期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平均得

分 

4 

季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88 

三色评价

得分 
91 91 90 89 91 88 86 89 88 89 80 83 85 86 89 91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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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附图 

8.1 附件 

（1）立项文件 

（2）初设批复文件 

（3）工程技术设计审查文件 

（4）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5）水土保持变更方案批复 

（6）土方综合利用协议 

（7）新增弃渣场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8）用地及移交协议 

（9）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委托协议 

（10）监测季报 

8.2 附图 

（1）位置图 

（2）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分布图 

（3）无人机航测影像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