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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20 世纪末,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工作已经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 但有不少的编制

者在编制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时往往出现失误。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项目的水土保

持方案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区别。根据多年编制两类水土保持方案的实践经验, 总结出了这两类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工作在水土保持要求、服务年限、预测时段划分、防治目标等方面的异同,以防止在编

报过程中出现水土流失量预测、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以及水土保持监测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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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prog rams have been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since the end o f

20th centur y, but lots of pract it ioners make some m istakes w hen they w ork on the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

t ion prog ram betw een const ruct ion projects and product ion and const ruct ion projects. There are many dif fer-

ences in the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pro gram betwee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duct ion and const ruc-

t 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year� s experience of making the pro gram, w e summarized the sim ilarit ies and

dif ferences betw een const ruct ion projects and product ion and const ruct ion projects in view of service life, soil

loss prediction, soil loss pr event ion target , and other aspects. This w or k may be helpful to avoid the mis-

takes in making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prog 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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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预防、控制和

治理开发建设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减轻对生态环境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防止水土流失危害,建设部及

质检局发布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 GB50433-2008)、�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 GB50434-2008) , 水利部颁布了�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批管理规定�等, 使水土保持方

案的编制工作进入规范化程序,其目的是准确地预测

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类型、数量、面积和危

害,有的放矢地布设水土流失防治措施,防止新的人

为水土流失产生。而开发建设项目由于建设和生产

运行情况的不同、施工时段的不同而划分为建设类项

目和建设生产类项目,其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也相应

地有所不同。笔者通过工作中编制开发建设类项目

和开发建设生产类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总结出两者的

一些异同。

1 �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项目在水土保
持要求方面的异同

� � 开发建设项目按建设和生产运行情况划分为建

设类项目和建设生产类项目 [ 1]。建设类开发建设项

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水工程、电力工程



(水电、核电、风电、输变电)、通信工程、输油输气管

道、国防工程、城镇建设、开发区建设、地质勘探等水

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建设期的项目。

建设类项目在水土保持要求上应遵循以下规定:

穿(跨)越工程的基础开挖、围堰拆除等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土石方、泥浆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陡坡开挖时,

应在边坡下部先行设置拦挡及排水设施,边坡上部布

设截水沟;隧道进出口紧临江河、较大沟道时,不宜在

隧道进出口布设永久渣场;输变电工程位于坡面的塔

基宜采取�全方位、高低腿�型式, 开挖前应设置拦挡

和排水设施; 土质边坡开挖不宜超过 45�, 高度不宜

超过 30 m; 公路、铁路等项目的取(弃)土场宜布设在

沿线视线以外; 弃土(石、渣)应分类集中堆放;对水利

枢纽、水电站等工程,弃渣场选址应布设在大坝下游

或水库回水区以外; 在城镇及其规划区、开发区、工业

园区的项目,应提高防护标准; 施工导流不宜采用自

溃式围堰。

建设生产类项目可包括矿产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及

冶炼、建材、火力发电、考古、滩涂开发、生态移民、荒地

开发、林木采伐等水土流失发生在建设期和生产运行

期的项目。建设生产类项目在水土保持要求上应遵循

以下规定:剥离表层土应集中保存,采取防护措施,最

终利用;露天采掘场,应采取截排水和边坡防护等措

施,防止滑坡、塌方和冲刷;排土(渣、矸石等)场地应事

先设置拦挡设施,弃土(石、渣)必须有序堆放, 并及时

采取植物措施;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废弃土(石、渣、废

液)等应设置专门的处置场,并符合相应防治标准;采

石场应在开采范围周边布设截排水工程, 防止径流冲

刷。施工过程中应控制开采作业范围, 不得对周边造

成影响;排土场、采掘场等场地应及时复耕或恢复林

草植被;井下开采的项目,应防止疏干水和地下排水

对地表土壤水分和植被的影响。采空塌陷区应有保

护水系、保护和恢复土地生产力等方面的措施 [ 2]。

2 �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项目在设计水
平年及服务期限方面的异同

� �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都有设计水平年, 而建设类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

持方案设计水平年为主体工程开工到工程完工后的

当年或完工后的第 1 a; 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的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为项目投产后的当年或投

产后的第 1 a,而不是达产年。

水土保持方案服务期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计算,原

则上不超过 10 a。建设类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

方案服务期至方案设计水平年结束;建设生产类开发

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服务期则应结合首采区、初

期灰场等的使用年限确定。

3 �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项目在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方面的异同

� �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主要包含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方案编制依据、对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预测、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布设、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等

8个方面的内容,下面分别就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这 8 个方面的异同进行

对比分析。

3. 1 �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中的项目及项目区概况相同点为:在对项目概况的

描述上应为从建设项目设计文件中重点摘抄与水土

保持有关的内容,如建设项目名称、地理位置、建设规

模、建设性质、建设期、工程总投资、工程等级以及方

案比选等情况,重点介绍推荐方案的工程特性并附工

程特性表、工程总占地及土石方总量、施工工艺及方

法,主体工程进度安排、总投资,征地、搬迁、移民安置

规划等内容 [ 3]。并对项目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情

况、水土流失现状及防治情况作简要的介绍, 以及介

绍区域内可借鉴的生态建设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经验。

不同点是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 还应重点介绍生产境界范

围、资源与可采储量、开采年限、开采方式扩接替计

划、首采区的情况;在施工工艺及方法的介绍时需增

加项目生产运行期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内容。如采矿

作业对矿山的开采顺序、堆矿场在堆矿过程中的防

护、排土场堆土的防护、洗矿厂、尾矿库等防止水土流

失的防护等均要交代。

3. 2 � 方案编制依据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编制依据无区别,均是根据法律法规、部委规章、

规范性文件、相关技术文件资料, 并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文件及资料逐层列出与水土保

持有关依据进行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编制依据除了列出与水土保

持有关依据外,还应列出与各建设项目相关的法规,

如公路法、铁路法、防洪法、土地法等。

3. 3 � 对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对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的相同点为: ( 1) 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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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制约因素方面的分析评价。从主体工程的选址及

总体布局、施工及生产工艺、土石料场选址、弃渣场选

址、主体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主体工程施工和工程管

理等方面复核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 ( 2) 方案比选

的水土保持评价。从永久占地、临时占地的类型和面

积、土石方开挖及填筑总量、损坏植被面积、可恢复程

度、景观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 3) 对推荐方面的合

理性评价。对主体设计的施工组织进行评价,分析施

工方法和施工工艺中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环节,从水

土保持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对土石方平衡、土石料

场和弃渣场的布置进行评价, 从水土保持角度提出综

合利用、合理调配的建议,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需

提出新的场址。对主体设计的工程防护进行评价,提

出水土保持要求或补充设计。

不同点是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要增加工程项目生产运行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

分析:如矿产开采项目对生产运行期的排矸、排灰、排

渣、尾矿等以及对矿井采掘的沉陷进行水土流失的影

响分析。

3. 4 �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无区别。两

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均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

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包括建(构)筑物占地,施工临

时生产、生活设施占地, 施工道路(公路、便道等)占

地,料场占地,料场(土、石、砂砾、骨料等)占地, 弃渣

(土、石、灰等)场占地, 对外交通、供电管线、通信、施

工用电线路等工程占地, 水库正常蓄水位淹没区等永

久和临时占地面积。直接影响区包括规模较小的拆

迁安置和道路等专项设施迁建区、排洪泄水区下游,

开挖面下边坡, 道路两侧,灰渣场下风向, 塌陷区, 水

库周边影响区, 地下开采对地面的影响区,工程引发

滑坡、泥石流、塌陷、水库水位消落、水库周边可能引

起的浸渍, 排洪涵洞上、下游的滞洪、冲刷等因素, 经

分析后确定其影响范围。防治分区则在防治责任范

围基础上划分防治分区, 并依据主体工程布局、施工

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

影响等进行分区,各分区应层次分明, 具有关联性和

系统性
[ 4]
。

3. 5 � 水土流失预测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水土流失预测均包括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因素、

水土流失预测范围及单元、水土流失预测时段, 在此

着重对水土流失预测时段进行分析。建设类和建设

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在预测时段的划

分上都包括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试运

行期)。根据各单元的施工扰动时间,结合产生土壤

流失的季节,按最不利条件确定观测时段。超过雨季

长度不足 1 a的按全年计, 未超过雨季长度的按占雨

季长度的比例计算。自然恢复期指各单元施工扰动

结束后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条件下,松散裸露面逐步

趋于稳定、植被自然恢复或在干旱、沙漠地区形成地

表结皮,土壤侵蚀度减弱并接近原背景值所需的时

间。同一地区,自然恢复期长度应相同, 一般取 2~ 3

a。各单元自然恢复期的起始时间可不同, 施工扰动

结束后即进入自然恢复期 [ 5]。

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由于有生产运行期, 因

此水土保持方案的预测时段也相应地增加运行期。

对方案服务期内生产运行期间的弃渣量、容量等进行

分析, 为生产运行期内产生的水土流失量预测提供

依据。

3. 6 �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没有区别[ 6] , 均应遵循:

结合工程实际和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因地制宜、因

害设防、防治结合、全面布局、科学配置; 减少对原地

表和植被的破坏,合理布设弃土(石、渣)场、取料场,

弃土(石、渣)应分类集中堆放; 项目建设过程中应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设置临时性防护措施, 减少施工过

程中造成的人为扰动及产生的废弃弃土(石、渣) ; 注

重吸收当地水土保持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

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尊重自然规律, 注

重与周边景观相协调;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

合理配置、统筹兼顾, 形成全防护体系;工程措施要尽

量选用当地材料,做到技术上可靠、经济上合理;植物

措施要尽量选用适合当地的品种,并考虑绿化美化效

果 [ 7] ;防治措施布设要与主体工程密切配合, 相互协

调,形成整体[ 8]。

3. 7 � 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土保持

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时段从施工

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结束。监测重点内容包括: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的状况;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水土

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植物措施的监测重点是成活率和

保存率) ;施工准备期前应对土壤侵蚀的背景值进行

监测; 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频次应满足 6项防治

目标测定的需要:土壤流失量的监测应明确在产生水

土流失季节里每月至少 1次;应根据项目区造成较强

水土流失的具体情况, 明确水蚀或风蚀的加测条件;

其它季节水土流失量的监测频次可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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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除了

满足上述的内容外, 由于运行期间还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因此还需对运行期的土壤流失量、水土保持措施

防治效果进行监测, 并且布设长期的监测点。

3. 8 �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主要从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进

行分析。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的防治目标均为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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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土地整治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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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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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流失控制比是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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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渣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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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

积的百分比
[ 9]
。防治目标根据建设项目所处的水土

流失防治区或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功能重要性执行的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有一级、二级、三级标准。

建设类和建设生产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由于两者在预测时段的划分上的不同,因此防治目

标在各级标准中的防洪标准也相应分时段进行取值。

具体见表 1 � 2。

表 1 � 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分 类 � � � �
一级标准

施工期 试运行期

二级标准

施工期 试运行期

三级标准

施工期 试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 95 * 95 * 9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 95 * 85 * 80

土坡流失控制比 0. 7 0. 8 0. 5 0. 7 0. 4 0. 4

拦渣率/ % 95 95 90 95 85 90

林草植被恢复率/ % * 97 * 95 * 90

林草覆盖率/ % * 25 * 20 * 15

� � 注: � * �表示指标值应根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实施进度,通过动态监测获得,并作为竣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应通过动态监测获得,但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在编制过程中若未能落实监测措施,则可类比同一区域内已实施监测措施并已竣工验收的类似建设项目的监测值。下同。

表 2 � 建设生产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分 类 � � � �

一级标准

施工

期

试运

行期

生产

运行期

二级标准

施工

期

试运

行期

生产

运行期

三级标准

施工

期

试运

行期

生产

运行期

扰动土地整治率/ % * 95 > 95 * 95 > 95 * 90 > 9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 90 > 90 * 85 > 85 * 80 > 80

土坡流失控制比 0. 7 0. 8 0. 7 0. 5 0. 7 0. 5 0. 4 0. 5 0. 4

拦渣率/ % 95 98 98 90 95 95 85 95 8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 97 97 * 95 > 95 * 90 > 90

林草覆盖率/ % * 25 > 25 * 20 > 20 * 1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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