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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康地区水能蕴藏量丰富，而岚皋县是安康地区水能蕴藏最丰富的县区，该

地区已开发建成的、规划和在建的水电装机约 191MW。而岚皋县境内 2 座供小

水电上网的 110kV 岚皋变和月星变仅通过一回 110kV 关皋线经 110kV 关庙变与

330kV 金州变联络。2011 年关皋线最大上网负荷已达满载。随着后续水电的陆

续建成，现有单回关皋线无法满足水电送出要求，急需建设第二送电通道。同时，

为减少线损以及保证当地供电的可靠性，故建设本项目。 

2013 年 12 月，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安康供电局安康高新等 3 项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安发改能基

„2013‟879 号）对本项目进行了核准； 

2015 年 12 月，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同意 110 千伏岚皋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项目核准延期的确认函》（安发改能基函

„2015‟193 号）对本项目核准进行了延期； 

2013 年 7 月，陕西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岚皋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收口）》； 

2013 年 10 月，国家电网公司以《国家电网公司关于陕西西安莲湖等 110 千

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电网发展„2013‟1563 号）对本项

目可研进行了批复； 

2016 年 8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

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 

2016 年 12 月，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以《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关于安康岚皋

110 千伏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陕电建设„2016‟79 号）对本

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17 年 4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

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施工图设计》。 

工程于 2017 年 4 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7 月竣工，建设总工期为 28 个月。 

2013 年 11 月，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网陕西电科院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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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郊（古庙）110kV 变等三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3 年 12 月，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关于东郊（古庙）110kV 变等三项输

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陕水保函„2013‟268 号）对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编制完成的

《安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中，第 12.2 章节为水土保持

内容，具体内容包括优化基础选型、塔基截排水沟、护坡、挡墙、余方处臵等相

关内容。 

2017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工

程主体监理工作，同时一并承担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2019 年 7 月，陕西诚

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监理总结报告。 

2019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承担本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9 年 9 月，监测单位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等相关文件

的规定，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委托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工程等级划分，结合本项目建设特点，将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土地

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3 个单位工程，其中包含 4 个分部工程、

710 个单元工程。经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自查初验，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合格率为 100%。 

2019 年 10 月，我公司对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全面核查。 

2019 年 11 月，我公司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结合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及批复、主体设计、监理总结和施工总结等相关资料，编制完成了本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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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臵 

工程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输电线路起于 110kV 岚皋变，最终 T 接至 110kV

江南～东郊双回线路 21#塔，线路途径安康市岚皋县、汉滨区。 

输电线路路径走向示意见下图 1-1。  

 

图 1-1  输电线路走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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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技术指标 

本工程为新建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110kV 岚皋变 T 接于 110kV 江南~

东郊双回线路的 110kV 单回输电线路和 110kV 岚皋变扩建工程。 

（1）建设规模：新建 110kV 岚皋变~110kV 江南至东郊双回线路 T 接点 21#

塔 110kV单回路输电线路 49.145km，其中，电缆线路 0.190km，架空线路 48.955km，

工程全线立塔 115 基（其中，汉滨区境内 63 基，岚皋县境内 52 基），均为铁塔；

110kV岚皋变扩建 1个出线间隔（在站内预留间隔基础上安装GIS设备，无土建，

不新增征地）。   

（2）占地面积：工程总占地面积 2.25hm
2，其中，永久占地 0.55hm

2，临时

占地 1.70hm
2）。汉滨区 1.21hm

2（永久占地 0.30hm
2，临时占地 0.91hm

2），岚皋

县 1.04hm
2（永久占地 0.25hm

2，临时占地 0.79hm
2）。占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

草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土石方量：工程挖方总量为 1.57 万 m
3，填方总量为 1.57 万 m

3，无借

方，无弃方。 

（4）投资：工程动态总投资为 4259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132 万元，资金

来源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5）工期：工程于 2017 年 4 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7 月竣工，总工期 28

个月。 

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下表 1-1。 

表 1-1  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 建设地点 陕西省安康市 

建设单位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建设性质 新建/扩建 

工程等级 输变电工程Ⅲ等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总投资 4259 万元 土建投资 3132 万元 

建设工期 2017.4~2019.7，总工期 28 个月 

建设

规模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输电线路 
新建 110kV 岚皋变~110kV 江南至东郊双回线路 T 接点 21#塔

110kV 单回路输电线路 49.145km。共计铁塔 115 基。  

变电站扩建 
110kV 岚皋变扩建 1 个出线间隔，仅在站内预留基础上安装 GIS

设备，无土建，不新增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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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占地情况（hm
2） 

项目组成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合计 

塔基及施工场地 0.55 0.92 1.47 

电缆线路   0.04 0.04 

牵张场   0.48 0.48 

跨越施工场地   0.15 0.15 

施工便道   0.11 0.11 

合计 0.55 1.70 2.25 

三、土石方工程（万 m
3）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塔基及施工场地 1.36 1.36   

电缆线路 0.04 0.04   

牵张场 0.16 0.16   

跨越施工场地 0.00 0.00   

施工便道 0.01 0.01   

合计 1.57 1.57 0 0 

1.1.3 项目投资 

本工程动态总投资为 4259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132 万元，资金来源于国网

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1.1.4 项目组成及布臵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起始于 110kV 岚皋变 1152 东皋 II 线出现

间隔，最终 T 接至 110kV 江南～东郊双回线路 21#塔，线路全长 49.145km，单

回路架设。其中 110kV 岚皋变采用电缆出线，新建电缆长度 0.190km；新建 110kV

岚皋变至 110kV 江南～东郊双回线路 21#塔的单回路架空线路长度 48.955km。

工程全线新建铁塔 115 基。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标段划分：工程划分为两个标段，第一标段为 1#~63#塔，第二标段为

64#~115#塔； 

（2）施工布臵：工程架空线路塔基施工过程中，在塔基四周外扩 2~5m 为

塔基施工场地，工程共计布设塔基施工场地 115 处，平均 80m
2
/处；架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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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布设牵张场 12 处，平均 400m
2
/处；架空线路跨越不同等级输电线路、道路

及通信线时按需布设跨越施工场地，共计布设跨越施工场地 75 处，平均 20m
2
/

处；新建塔基施工便道主要为人抬便道，宽度约 1m，总长度约 1.1km。 

（3）工期：工程于 2017 年 4 月开工， 于 2019 年 7 月竣工，总工期 28 个

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施工资料确定，工程实际挖方总量为 1.57 万 m
3，填方

总量为 1.57 万 m
3，无借方，无弃方。 

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详见下表 1-2。 

表 1-2  工程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
3 

项目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塔基及施工场地 0.44 0.92 1.36 0.44 0.92 1.36     

电缆线路   0.04 0.04 0.00 0.04 0.04     

牵张场 0.14 0.02 0.16 0.14 0.02 0.16     

跨越施工场地     0.00     0.00     

施工便道   0.01 0.01 0.00 0.01 0.01     

合计 0.58 0.99 1.57 0.58 0.99 1.57 0 0 

1.1.7 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2.25hm
2，其中永久占地 0.55hm

2，临时占地 1.70hm
2。

汉滨区 1.21hm
2（永久占地 0.30hm

2，临时占地 0.91hm
2），岚皋县 1.04hm

2（永久

占地 0.25hm
2，临时占地 0.79hm

2）。占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交通运输

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工程实际占地面积详见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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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程实际占地面积表  单位：hm
2 

行政区划 项目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永久

占地 

临时

占地 
小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小计 

旱地 乔木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草地 公路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汉滨区 

塔基及施工场地 0.30 0.51 0.81 0.12 0.17 0.24 0.28     0.81 

牵张场   0.26 0.26       0.26     0.26 

跨越施工场地   0.08 0.08         0.08   0.08 

施工便道   0.06 0.06   0.01 0.02 0.03     0.06 

小计 0.30 0.91 1.21 0.12 0.18 0.26 0.57 0.08 0.00 1.21 

岚皋县 

塔基及施工场地 0.25 0.41 0.66 0.06 0.13 0.20 0.26   0.01 0.66 

电缆线路   0.04 0.04           0.04 0.04 

牵张场   0.22 0.22       0.22     0.22 

跨越施工场地   0.07 0.07         0.07   0.07 

施工便道   0.05 0.05   0.01 0.02 0.02     0.05 

小计 0.25 0.79 1.04 0.06 0.14 0.22 0.50 0.07 0.05 1.04 

合计 0.55 1.70 2.25 0.18 0.32 0.48 1.07 0.15 0.0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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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移民安臵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不涉及移民拆迁安臵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安康市位于秦巴山区东段，以汉水~池河~月河~汉江连线为秦岭和大巴山的

分界线，其北为秦岭，其南为大巴山。市境内地貌有亚高山、中山、低山、宽谷

盆地、岩溶和山地古冰川等六种类型，详见表 1-4。 

表 1-4  安康市地貌类型分布表 

地貌类型 海拔（m） 分布 占总面积% 

亚高山 ＞1800 秦岭、大巴山 10.00 

中山 800~1800 亚高山下围 55.00 

低山 170~800 大巴山北部、秦陵南麓 31.00 

宽谷盆地 5~110 石泉~安康 3.00 

岩溶 900~1800 南羊山、大巴山分水岭 7.00 

山地古冰川 2100~2900 秦岭 - 

合计 9983 100.00 

项目区地形为山区，地形起伏较大，山体陡峭，沟大谷深，植被茂密，全线

海拔高程约为 500~980m。全线一般山地占 40%，高山大岭占 60%。 

（2）气象 

安康市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冬季寒冷少雨，夏季多雨并有伏旱，春暖干

燥，秋凉湿润并多连阴雨。总的来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较多。 

工程所在沿线气象特征统计资料见表 1-5。 

表 1-5  安康市主要气象要素表 

观测项目 岚皋县 安康市 

年平均气温(℃) 15.1 15.6 

极端最高气温 (℃) 40.9 41.7 

极端最低气温(℃) -10.4 -9.5 

年平均风速（m/s） 0.7 1.4 

最大风速（m/s） 19.7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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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项目 岚皋县 安康市 

最多雷暴日数（d） 65 50 

平均雷暴日数（d） 26.6 32.3 

最大冻土深度（cm） 7 7 

（3）水文 

安康市水系为长江流域汉江水系。 

汉江，又称汉水，汉江河，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流经陕西、湖北两省，

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河长 1577km，流域面积 1959年前为 17.43万 km
2，

位居长江水系各流域之首，1959 年后，减少至 15.90 万 km
2，干流湖北省丹江口

以上为上游，河谷狭窄，长约 925km，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河谷较宽，沙滩多，

长约 270km，钟祥至汉口为下游，长约 382km，流经江汉平原，河道婉蜒曲折逐

步缩小。 

岚河，汉江二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平利县八仙乡马家垭口北麓，由龙洞河、

南溪河、正阳河、让河、龙门河、鸦河和百好河等支流汇集而成，经岚皋县至安

康市注入汉江。全长约 202km，多年平均流量为 3.314m
3
/s，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3.70 亿 m
3。  

堰吉河，汉江二级支流，发源于平利县三阳乡松柏寨，由南向北，由安康市

汉滨区吉河镇田坝乡田坝附近入境，流经天山、青坪、吉河等乡，于吉河坝汇入

汉江。全长 66 公里，流域面积 192 km
2，河床比降 18.5‰，多年平均流量 1.316 

m
3
/s，年径流量 0.415 亿 m

3。  

项目区周边水系主要为岚河和堰吉河，工程输电线路共计跨越岚河 4 次，堰

吉河 1 次，均为一档跨越，未在河中立塔，对河流无影响。 

（4）土壤 

安康市有潮土、水稻土、黄棕壤、棕壤、灰化土、和山地草甸土等土壤种类。

本项目区内的土壤主要为黄棕壤。 

1）潮土分布在汉水、月河及其支流交汇的宽阔平缓地段，呈灰色，粒状结

构，有机质及养分的含量较高，pH 值 6.5~7.3，是较好的耕地。 

2）水稻土分布于河谷两岸及海拔 800m 以下的山间谷地，面积 52.16 万亩，

分为淹育性、潴育性和潜育性三种水稻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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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棕壤分布面积最广，分布于大巴山北坡至秦岭南坡海拔 1300m 以下地

区。 

4）棕壤在垂直分带上处于山地黄棕壤上面，在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

下多种母质上形成的，表层有暗褐色腐殖质层，开垦后土质松软，俗称“泡土”，

宜种植药材。 

5）灰化土分布于秦岭海拔 2800m 以上的云杉、冷杉林，面积较小，土层有

机质含量 3.0%，肥力好。 

6）山地草甸土零星分布于海拔 2000m 以上的平缓或低洼地区，面积甚小。

因山区雨量充沛，气温较低，所以土壤常处于湿润状态，草甸植物生长茂盛，表

层土壤含较丰富的有机质，pH 值＜6，宜改良为草场，发展畜牧业。 

（5）植被 

安康市植被类型属于温带（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工程输电线路植被发育良好，乔木主要为松树、柏树及杂木，灌草植被主要

有胡枝子、盐肤木、南天竹、白茅、龙须草、白羊草等。覆盖度约为 80%。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及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于西南紫色

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 t/km
2.
a。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侵

蚀强度以轻度为主，项目区原地貌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1200 t/km
2.
a。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项目区属于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陕西省水土保持规划

（2016~2030 年）》的通知（陕水发„2016‟35 号），项目区属于陕西省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汉江周边低山丘陵重点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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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本工程主体设计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 

2013 年 7 月，陕西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了《岚皋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收口）》； 

2013 年 10 月，国家电网公司以《国家电网公司关于陕西西安莲湖等 110 千

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国家电网发展„2013‟1563 号）对本工

程可研进行了批复； 

2016 年 8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

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 

2016 年 12 月，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以《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关于安康岚皋

110 千伏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陕电建设„2016‟79 号）对本

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 

2017 年 4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安

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2.2.1 方案编制及批复情况 

2013 年 11 月，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国网陕西电科院编制完成

了《东郊（古庙）110kV 变等三项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3 年 12 月，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关于东郊（古庙）110kV 变等三项输

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陕水保函„2013‟268 号）对本工程水

保方案进行了批复。 

2.2.2 方案批复的主要内容 

2.2.2.1 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3.60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2.17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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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区 1.43hm
2。 

2.2.2.2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及防治措施布设 

1）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2）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1）工程措施：塔基挡土墙、剥离表土、覆土、土地整治、复耕； 

（2）植物措施：撒播草籽、抚育管理； 

（3）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彩钢板围护。 

表 2-1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
3
 0.65 

覆土 万 m
3
 0.65 

复耕 hm
2
 0.16 

土地整治 hm
2
 2.17 

塔基挡土墙 万 m
3
 0.34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
2
 1.32 

kg 105.64 

抚育管理 hm
2
 1.32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 hm

2
 0.93 

彩钢板围护 hm
2
 0.05 

2.2.2.3 水土保持投资 

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98.77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01.14 万元，植物措施

0.83 万元，临时措施 24.27 万元，独立费用 62.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8.12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2.41 万元。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1）重大变更 

根据主体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对比批复的水保方案，按照《水

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 号）

要求，结合现场逐项核查，经对比梳理，本项目不存在水土保持重大变更。 

项目实际情况和批复的水保方案对比梳理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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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工程是否涉及水土保持变更情况梳理对比表 

涉及办水保„2016‟65 号文变更条件 批复的水保方案 实际实施 是否变更的情况说明 结论 

项目

地

点、

规模

发生

重大

变化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国家级丹江口水源区治

理区、陕西省秦巴山区重

点治理区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陕西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汉江周边低山丘陵重点治理区） 

无变更 未构成重大变更 

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2.17hm
2
 

2.25hm
2
 

面积增加 0.08hm
2，比例为

3.7% 
未构成重大变更 

挖填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填方总量 2.58 万 m
3
 挖填方总量 3.14 万 m

3
 

总量增加 0.56 万 m
3，比例

为 21.7% 
未构成重大变更 

线性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

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

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新建架空线路全长

48.75km，全部位于山丘

区 

新建架空线路全长 49.145km， 

全部位于山丘区 

横向位移超过 300m 的累计

长度为 3.19km，比例为 6.6% 
未构成重大变更 

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新修施工便道 1km 新修施工便道 1.1km 长度增加 0.1km，增加 10.0% 未构成重大变更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

长度 20km 以上的 
/ / /  未构成重大变更 

水土

保持

措施

发生

变更

的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0.65 万 m
3
 0.58 万 m

3
 

表土剥离减少 0.07 万 m
3，

比例为 10.8%  
未构成重大变更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1.32hm
2
 1.87hm

2
 面积增加 0.55hm

2
 未构成重大变更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

发生变化的 

塔基挡土墙、剥离表土、

覆土、土地整治、复耕；

撒播草籽、抚育管理；彩

条布苫盖、彩钢板围护 

剥离表土、覆土、土地整治、复耕；撒

播草籽；彩条布苫盖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未发生重

大变化，水土保持功效未降

低   

未构成重大变更 

新设

弃渣

场 

方案外新增弃渣场 / / / 未构成重大变更 

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

以上的 
/ / / 未构成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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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变更 

项目在后续设计以及建设过程中，设计单位结合现场施工条件，对主体设计

进行了优化。水保验收技术服务单位查阅图纸，现场查勘，认为其防治水土保持

功效未降低，可作为一般变更，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范围。本项目存在的一般

变更简述如下： 

1）占地面积：批复的方案中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2.17hm
2，工程实际总占地

面积为 2.25hm
2； 

2）土石方：批复的方案中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2.58 万 m
3（其中，开挖

量 1.29 万 m
3，填筑量 1.29 万 m

3，无借方，无弃方），工程实际土石方挖填总量

为 3.14 万 m
3（其中，开挖量 1.57 万 m

3，填筑量 1.57 万 m
3，无借方，无弃方）； 

3）措施：方案中计列的工程措施塔基挡土墙，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规定，现不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本报告不计列

工程量；方案中设计了抚育管理措施，工程实际植物措施为撒播草籽，未进行抚

育管理；方案中设计了变电站内电缆线路施工彩钢板围挡，施工过程中未实施。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康岚皋 110kV

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初步设计》中，第 12.2 章节为水土保持内容，具体内容包

括优化基础选型、塔基截排水沟、护坡、挡墙、余方处臵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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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核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为 2.25hm
2，均为项目建设区。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下表 3-1。 

表 3-1  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
2 

项目 
占地性质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项目建设区 

塔基及施工场地 0.55 0.92 1.47 1.47 

电缆线路   0.04 0.04 0.04 

牵张场   0.48 0.48 0.48 

跨越施工场地   0.15 0.15 0.15 

施工便道   0.11 0.11 0.11 

合计 0.55 1.70 2.25 2.25 

3.1.2 变化情况及原因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减少 1.35hm
2，

其中，项目建设区增加 0.08hm
2，直接影响区减少 1.43hm

2，具体见下表 3-2。 

表 3-2  实际发生与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
2 

项目 

水保方案 工程实际 增减情况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合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合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合计 

塔基及施工场地 1.50 1.30 2.80 1.47   1.47 -0.03 -1.30 -1.33 

电缆线路 0.04 0.02 0.06 0.04   0.04 0.00 -0.02 -0.02 

牵张场 0.53 0.10 0.63 0.48   0.48 -0.05 -0.10 -0.15 

跨越施工场地     0.00 0.15   0.15 +0.15 0.00 +0.15 

施工便道 0.10 0.01 0.11 0.11   0.11 +0.01 -0.01 0.00 

合计 2.17 1.43 3.60 2.25 0.00 2.25 +0.08 -1.43 -1.35 

变化原因：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工程全线立塔 125 基，工程实际全线立塔 115 基，工

程塔基及施工场地占地面积减少 0.03hm
2；方案设计牵张场 15 处，每处 35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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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际布设牵张场 12 处，平均每处 400m
2，牵张场占地面积减少 0.05hm

2；方

案未考虑跨越施工场地，工程实际新增跨越施工场地 75 处，平均每处 20m
2，跨

越施工场地面积增加 0.15hm
2；施工便道长度增加 0.1km，占地面积增加 0.01hm

2。

工程建设过程中无直接影响区，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43hm
2。 

3.2 弃渣场设臵 

工程建设过程中，塔基基础开挖多余土石方平摊于塔基下方永久占地内，工

程无弃方产生，不涉及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臵 

工程土石方挖填平衡，无借方，不涉及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批复的方案中，将主体工程设计的塔基基础挡土墙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规定，现不界定为水

土保持措施，本报告不计列该措施。   

3.4.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 

（1）工程措施：表土剥离、覆土、复耕、土地整治； 

（2）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3）临时措施：彩条布苫盖。 

3.4.2 变化情况及完整性、合理性分析 

工程建设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批复的方案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

对比变化情况见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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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及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类型 
防治措施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加措施 减少措施 

工程措施 
剥离表土、覆土、土地整

治、复耕  

剥离表土、覆土、

土地整治、复耕 
/ /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抚育管理 撒播草籽  抚育管理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彩钢板围护 彩条布苫盖  彩钢板围护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一

致，局部有调整，但防护效果未减，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变

化及原因分析如下：     

（1）工程措施：无变化； 

（2）植物措施：方案设计植物措施抚育管理，工程植物措施均为撒播草籽，

实际在撒播草籽后对未出苗、未成活区域进行了补植，未进行抚育管理； 

（3）临时措施：方案中设计了变电站内电缆线路施工彩钢板围挡，实际施

工过程中未实施。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下表 3-4。 

表 3-4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表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
2
 2.05 2017.4~2018.8 

覆土 万 m
3
 0.58 2017.9~2019.4 

复耕 hm
2
 0.18 2019.5~2019.6 

土地整治 hm
2
 2.05 2017.9~2019.4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kg 149.60 2019.5~2019.7 

hm
2
 1.87 2019.5~2019.7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 m
2
 15000 2017.4~2019.6 

3.5.2 工程量变化情况及原因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批复的方案中的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下表 3-5。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第 18 页                                                      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表 3-5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与方案设计情况对比表 

措施分类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量  完成量 增减情况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
2
 2.17 2.05 -0.12 

覆土 万 m
3
 0.65 0.58 -0.07 

复耕 hm
2
 0.16 0.18 0.02 

土地整治 hm
2
 2.17 2.05 -0.12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kg 105.60 149.60 44.00 

hm
2
 1.32 1.87 0.55 

抚育管理 hm
2
 1.32 0 -1.32 

临时措施 
彩条布苫盖 m

2
 9300 15000 5700 

彩钢板围护 m
2
 500 0 -500 

变化原因： 

（1）工程措施：工程实际塔基数量减少 10 基，工程占地减少，各项措施工

程量相应减少；  

（2）植物措施：工程实际占用草地面积增加，撒播草籽面积增加，在撒播

草籽后对未出苗、未成活区域进行了补植，未进行抚育管理； 

（3）临时措施：实际施工过程中未实施，工程量减少，实际施工过程中，

为减少对牵张场水土流失，对牵张场区域进行了彩条布铺垫措施，工程量增加。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29.0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5.46 万元，植

物措施 0.50 万元，临时措施 8.66 万元，独立费用 98.50 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

9.50 万元，建设监理费 25.00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22.00 万元，科研勘测设计

费 28.00 万元，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14.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49 万元，水土

保持补偿费 2.41 万元。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见表 3-6，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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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用 合计 

栽植费 苗木费 

一 工程措施 15.46       15.46 

二 植物措施   0.08 0.42   0.50 

三 临时措施 8.66       8.66 

四 独立费用       98.50 98.50 

1 建设管理费       9.50 9.50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25.00 25.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22.00 22.00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28.00 28.00 

5 水保设施验收费       14.00 14.00 

五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24.12 0.08 0.42 98.50 123.12 

六 基本预备费         3.49 

八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2.41 

九 总投资         129.02 

 

表 3-7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一 工程措施       15.46 

1 表土剥离 hm
2
 2.05 57600.00 11.81 

2 覆土 万 m
3
 0.58 57200.00 3.32 

3 复耕 hm
2
 0.18 1471.79 0.03 

4 土地整治 hm
2
 2.05 1471.79 0.30 

二 植物措施       0.50 

1 撒播草籽 
kg 149.60 28.00 0.42 

hm
2
 1.87 422.48 0.08 

三 临时措施       8.66 

1 彩条布苫盖 m
2
 15000 5.77 8.66 

3.6.2 变化情况及原因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98.77 万元，实际完成总投资为 129.02 万

元，实际完成的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减少了 69.75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表与方

案设计投资对照详见下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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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设计投资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投资 变化情况 

1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01.14 15.46 -85.68  

2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83 0.50 -0.33  

3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4.27 8.66 -15.61  

一至三部分合计 126.24  24.62  -101.62  

4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62 98.5 36.50  

4.1 建设管理费 4 9.5 5.50  

4.2 工程建设监理费 22 25 3.00  

4.3 科研勘测设计费 19 28 9.00  

4.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 22 12.00  

4.5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7 14 7.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188.24  123.12  -65.12  

5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8.12 3.49 -4.63  

6 第六部分 水土流失补偿费 2.41 2.41 0.00  

7 总投资 198.77  129.02  -69.75  

变化原因主要如下： 

（1）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费用比批复方案减少 85.68 万元，主要原因是，根

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方案中界定为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的挡土墙和站区给水管线、污水排水管线等不再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

故不计入投资，导致工程措施投资减少； 

（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费比批复方案减少 0.33 万元，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工程植物措施主要为撒播草籽，未实施抚育管理措施，投资减少； 

（3）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费比批复方案减少 15.61 万元，投资变化的主要原

因是方案设计了变电站内电缆线路施工彩钢板围挡，实际施工过程中未实施，投

资减少； 

（4）独立费用较方案增加 36.50 万元，主要是工程实际各项费用均有增加； 

（5）工程建设资金流转控制严格合理，基本预备费较原方案减少 4.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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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建

设项目相关管理制度。 

工程建设中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以及《关于特大

安全事故行政追究的规定》，实行以项目质量业主负责、监理单位控制、设计和

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部门监督、技术权威单位咨询为基础、相互检查、相互协调

补充为保证的质量管理体制。 

在公司统一指导下，择优选择施工队伍；委托具有丰富电力建设监理经验的

监理公司，成立建设监理部对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理；在工程开工前办理工程质量

监督手续，确保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工程各参建单位具体见表 4-1。 

表 4-1  工程相关参建单位一览表 

序号 参建内容 单位名称 

1 建设单位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2 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3 监理单位 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4 施工单位 
北京燕山嘉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汉水电力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1.1 建设单位管理体系 

建设管理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

设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的角度对项目管理和

施工人员进行相关宣贯培训，提高参建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对施工单位提出了

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管理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和措施。

其主要职责包括：对设计、质监、监理、施工等参建各方的质量工作进行协调、

督促和检查，组织参加隐蔽工程、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工程材料及中间产品的

检验与验收；对工程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实施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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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设计单位管理体系 

本工程设计单位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过程

中的具体管理措施为：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合同进行设计，

为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按照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订质量责任书，并

报建设单位核备。对设计过程质量进行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的

审核、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4）参加工程承包单位组织的设计交底，按照工程建设需要，提供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等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5）派设计代表进驻现场，实行设计代表总负责制，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

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协调和处理； 

（6）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7）按照工程承包单位要求，完成竣工资料编制。 

4.1.3 监理单位管理体系 

本工程监理单位为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严格执行

国家法律、水利行业法规、技术标准，严格履行监理合同，派出专人组成监理项

目部，按照监理管理体系开展监理工作，有效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投资、进度、

质量控制。其管理体系如下： 

（1）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严格履行监理合同，代表建设

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对施工质量负有监督、控制、检查责任，并对施工质

量承担监理责任。 

（2）根据工程施工需要，配备了经济，材料检验、测量、混凝土、基础处

理、水土保持等一系列专业技术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均持证上岗，一般监理

人员都经过岗前培训。 

（3）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按作业程序及时跟班到位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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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对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程不签字，并责令返工，向建设单位报告。 

（4）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体系，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全面质量管理。 

（5）从保证工程质量及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对工程建设实施过程

中的设计质量负有核查、签发施工图纸及文件的责任；审查批准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措施等文件。 

（6）组织或参加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事故的处理方案审查，并监督工程

质量事故的处理。 

（7）及时组织分部分项工程会同设计、施工、运行等单位和质量监督部门

组成验收小组进行质量等级核定、验收，对重要隐蔽工程有业主、设计、监理、

施工等单位代表参与进行联合验收，做好工程验收工程。 

（8）定期向质量管理委员会报告工程质量情况，对工程质量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与评价。 

4.1.4 质量监督单位管理体系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监督纳入主体工程质量监督内容中一并实施，质量

监督单位为陕西省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质量监督单位定期巡查施工现

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核查参建人员的资格，对主要

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情况进行现场

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分部（子分部）

工程验收的监督情况作为工程质量验收监督记录的重要内容。 

4.1.5 施工单位管理体系 

本工程施工单位为北京燕山嘉恒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汉水电力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如下：  

（1）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和完善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及考核

办法，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明确工程各承包单位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

各职能部门、各班组、工段及质检员为主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行“三检

制”，层层把关，做到质量不达标准不提交验收；上道工序不经验收或验收不合

格不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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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合同规定对进场的工程材料、工程设备及草籽进行试验检测、验收、

保管。保证所提交的证明施工质量的试验检测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

真实性。 

（3）竣工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的工程标准及设计文件要求，

并向指挥部提交完整的技术档案、试验成果及有关资料。 

（4）正确掌握质量和进度的关系，对质量事故及时报告监理工程师，对不

合格工序坚决返工，并配合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质量检查部门的督促和指导。 

（5）本着及时、全面、真是的原则，要求施工单位具有完整的质量自检记

录、各类工程质量签证、验收记录、设计和施工变更记录及建设日记等。对已完

成质量评定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各项施工原始记录、质量签证、单元工程质

量评定及其它有关文件资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及时整理。 

（6）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对单元工程质量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自

评，自评合格后，再由监理单位进行抽查。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水土保持工程可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4 个分部工程、710 个单元工程。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情况见下表 4-2。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第 25 页 

 

表 4-2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单元工程划分标准 单元工程数量 

土地整治工程 A1 

场地整治 A1-B1 

表土剥离 A1-B1-1~ A1-B1-127 每个塔基、牵张场作为 1 个单元 127 

覆土 A1-B1-128~ A1-B1-254 每个塔基、牵张场作为 1 个单元 127 

土地整治 A1-B1-255~ A1-B1-381 每个塔基、牵张场作为 1 个单元 127 

小计  381 

土地恢复 A1-B2 复耕 A1-B2-1~ A1-B2-16 每个塔基作为 1 个单元 16 

小计  397 

植被建设工程 A2 点片状植被 A2-B1 撒播草籽 A2-B1-1~ A2-B1-186 每个塔基、牵张场作为 1 个单元 186 

临时防护工程 A3 覆盖 A3-B1 
彩条布苫盖 A3-B1-1~ A3-B1-127 每个塔基、牵张场作为 1 个单元 127 

小计  127 

合计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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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之规定，工程质量等级

分为“合格”、“优良”两级。 

本工程共涉及 3 个单位工程、4 个分部工程、710 个单元工程，其中单元工

程 710 个合格，合格率 100%，优良 200 个，优良率 28%；分部工程 4 个合格，

合格率 100%；单位工程 3 个合格，合格率 100%。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规程》（SL336-2006）相关规定，本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评定为合格。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见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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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110kV 岚皋变第二回电源线路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名称 质量评定 工程名称 质量评定 工程名称 总个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数 优良率 

土地整治工程 合格 
场地整治 合格 

表土剥离 127 127 100% 34 27% 

覆土 127 127 100% 22 17% 

土地整治 127 127 100% 26 20% 

土地恢复 合格 复耕 16 16 100% 4 25% 

植被建设工程 合格 点片状植被 合格 撒播草籽 186 186 100% 49 26% 

临时防护工程 合格 覆盖 合格 彩条布苫盖 127 127 100% 65 51% 

合计 710 710 100% 2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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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工程无弃方，不涉及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经核查，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结果如下： 

（1）单元工程 

通过对工程现场实际量测检验、查看检测检验资料，工程资料齐全，检查项

目符合质量标准，检测项目的合格率 100%。 

（2）分部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测检验资料。单元工程

全部合格，保证资料完善齐备，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合格，分部工程质量全部

合格，合格率 100%。 

（3）单位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测检验资料。分部工程

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

全，单位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 

经过建设单位自查初验，验收单位资料核查和现场抽查，综合认为本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合格，满足水土保持保持方案报告及规范规程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的要

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及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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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建成运行后，由建设单位进行运行维护，如发现工程设施

遇到破坏或雨季损毁，及时进行维护、加固、和改造，以确保工程的安全；对于

未成活或植物覆盖率低的场地，及时进行植物补植。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保持性完好。工程措

施基本满足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正在逐步发挥蓄水保土作用，随着植被盖度的提

高，植物措施作用愈来愈明显，有效维护了生态环境。有关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

责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可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建设

期的各项措施作用，保证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初步运行良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水

土保持效果。 

5.2 水土保持效果 

通过查阅工程建设过程资料以及现场核查，计算得出本工程实际达到的水土

流失防治指标值，与批复的方案对比，工程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批复要

求。 

工程实际达到的六项指标值与批复的指标值对比见下表 5-1。 

表 5-1    工程实际达到的六项指标值与批复的指标值对比表 

序号  六项指标 批复的指标值 实际达到的指标值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7  99.11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8.67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0.91 

4 拦渣率(%) 90 99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99 

6 林草覆盖率(%) 27 83.11 

5.2.1 水土流失治理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即为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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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比。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和植被面积 2.25hm
2，扰动土地整

治面积 2.23hm
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11%。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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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施工扰动土地面积 2.25hm
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2.22hm

2，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为 98.67%。 

（3）拦渣率 

拦渣率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弃土弃渣量占弃土弃渣总量的百

分比。 

工程建设无弃方产生，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临时堆土基本全部采用土工布临时

苫盖，实际拦渣率达到 99%。 

（4）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项目建设期间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

壤流失量强度之比。 

项目区水土流失为以水力侵蚀为主，根据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于西南紫

色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至自然恢复期，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逐步发挥效益后，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55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到 0.91。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

百分比。 

项目区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1.87hm
2，实际恢复植被面积 1.87hm

2，林草植被

恢复率为 99.99%。 

（2）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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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建设区面积 2.25hm
2，林草植被面积 1.87hm

2，林草覆盖率为 83.11%。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规定和要求，在开展自主验收工作过程中，我公司向工程沿线群众进行

了公众满意度调查，本工程共向沿线居民发放 30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经统计，共收回 30 份调查表，被调查者主要为沿线农民和个体户。被调查

人中，93％的人认为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经济有促进作用，7%的人认为一般；83％

的人认为工程建设对当地环境好，17%的人认为一般； 87%的人认为扰动土地

恢复的情况好，7%的人认为一般，7%的人认为不好；97%的人认为林草植被建

设情况好，3%的人认为林草植被建设情况一般；67%的人认为本工程不存在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3%的人认为存在，30%的人表示不知道。 

公众满意度调查具体情况见下表 5-2。 

表 5-2    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统计表 

调查项目 评价内容 人数 比例 

1、本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好 28 93% 

一般 2 7% 

不好 0 0 

2、本工程建设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好 25 83% 

一般 5 17% 

不好 0 0 

3、本工程对扰动土地的恢复情况 

好 26 87% 

一般 2 7% 

不好 2 7% 

4、本工程林草植被建设情况 

好 29 97% 

一般 1 3% 

不好 0 0 

5、本工程是否存在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不存在 20 67% 

存在 1 3% 

不知道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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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为完成水土保持工作，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成立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联合组成的“水土保持工作小组”，具体负责部署、组织、

协调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保证各项工作按照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以及批复的要

求贯彻实施，负责工程水保各项日常管理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小组成员构成情况

如下： 

组 长：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 

组 员：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北京燕山嘉恒电

力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汉水电力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陕西科荣环保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国网陕西电科院（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6.2 规章制度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对水土保持工作高度重

视，为搞好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陕西

省水土保持条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工程特点和施工工艺，全面遵循基本建设程序，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

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和规范各项工程顺利建

成并投入使用。 

（1）项目法人制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明确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责任范围，国

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安康供电公司对项目建设进行全面管理，建设管理组织机构健

全，职责及分工明确，规章制度齐全。 

（2）招投标制度 

为了将水土保持方案落到实处，建设单位成立了招标工作领导小组、评委专

家组合招标办公室。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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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竞争性招标采购原则和程序，择优选择施工承包人和监理单位。招投标等活

动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在监督下有序进行。在招标文

件中，明确水土保持工程技术要求，把水土保持工程各项内容纳入招标文件的正

式条款中。 

（3）建设监理制 

项目全面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监理单位在合同条款规定范围内，独立行

使工程监理职能。监理单位成立了项目施工监理项目部，围绕质量控制、进度控

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档案管理、监理工作制度等工作程序。 

（4）合同管理制 

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要求写入工程发包标书中，并将其列入承包合同中，明

确承包商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规定奖罚条件，以合同形式进行管理。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水土保持管理组织机构完整，各部

门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奖罚分明，从而为水土保持措

施发挥其功能奠定了基础。 

6.3 建设管理 

在建设单位统一指导下，所有工程进行招标，择优选择施工队伍，明确要求

各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的相关管理要求，确保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实施处于受控状态。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以主体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体制为基础。由主体

工程监理单位对各单位质量工作进行协调、负责督促和检查，组织参加隐蔽工程、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工程材料及中间产品的检验与验收。 

2019 年 10 月，建设单位委托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用以协助

完成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自验工作。验收技术服务单位全面查勘检查水土

保持设施落实情况，配合使用无人机等技术设备及相关数据处理技术，进行水土

保持治理效果复核。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19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承担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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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期为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9 月。监测期间，水土保

持监测单位共计布设了 12 个监测点，监测方法主要为现场巡查和无人机航拍，

监测频次为每季度一次。至工程竣工，监测成果主要有监测实施方案、监测季报

（1 个季度）和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总结的主要结论为： 

工程建设中，各项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施工基本上做到“三同时”。各

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数量及进

度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质量标准，工程质量总体合格，防治水土流失效果明显。 

工程实际达到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均大于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六

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

设施的完好率较高，可发挥其水土保持效益，在对本报告所提出的遗留问题进行

完善的情况下，可提请进入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程序。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17 年 4 月，建设单位委托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工

程主体监理工作，同时一并承担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2019 年 7 月，陕西诚

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监理总结报告。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单位主动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自觉接受当地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过程中，积极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

通、协调，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顺利实施。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2.41 万元，建设

单位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一次性足额缴纳，缴纳凭证件附件。 



6 水土保持管理 

国网（西安）环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第 35 页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后，由建设单位负责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

养护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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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委托相关单位按照有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

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上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取得了批复。 

（2）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三同时”要求和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3）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合格，工程措施外形整齐，表面平整，

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缺陷；植物绿化生长良好，林草覆盖率

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合格率均达到 100%，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4）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

理，工程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的要求。 

（5）建设单位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6）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后，由建设单位负责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养护和维护。  

综上所述，工程在开工前，依法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批复；在建设

过程中，履行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符合水土保持方案

和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合格，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基本

得到治理；至设计水平年，项目区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批复文件的要求；

并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工程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