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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建设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及等级：新建Ⅰ级输电工程 

建设内容：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海南±800kV 换流站及其接地极、接地极线路；新建驻马店

±800kV 换流站及其接地极、接地极线路；新建青海—河南±800kV 直流输电线

路（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个省级行政区），线路路径总长度约 1577.5km。

其中陕西省境内直流线路路径长度约 517.891km，新建塔基 906 基，全线采用

单回双极架设。 

本工程陕西段线路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4 月，竣工时间 2020 年 8 月。 

2019 年 5 月 24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流建设分公司委托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院”）负责本工程陕西段直流

线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陕西段直流线路工程特性见表1-1，地理位置见附图 1。 

表 1-1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 

2 
项目组成及

建设地点 

线路经过陕西省汉中市的略阳县、勉县、留坝县、城固县、洋县、佛

坪县，安康市的石泉县、宁陕县，商洛市的镇安县、山阳县、丹凤县、商

南县；总计本项目经过 3 市 12 县（区）。 

3 设计标准 一级（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 

4 工程性质 新建建设类项目 

5 建设单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项目特性 

水行政主管部门 长江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直流线路 长度（km）/塔基数 517.891km/906 基 

电压等级 ±800kV 

输送容量 10000MW 

杆塔型式 均为自立铁塔，包括直线塔、转角耐张塔和跨越塔。 

基础型式 掏挖基础、岩石嵌固基础、岩石锚杆基础 

地貌类型 山区地貌为主，部分为高山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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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概述 

2021 年 1~3 月，我单位密切跟踪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及上个季度现

场问题整改情况，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复核，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防治指标情况等进行监测，形成 2021 年第一季度水土

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2 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及监测分区 

2.1 参建单位 

建设管理单位：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9）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1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1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1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13） 

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包 14） 

施工监理：湖北环宇监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陕 1 标，陕 2 标） 

河北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陕 3 标、陕 4 标） 

          陕西诚信电力工程监理公司（陕 5 标、陕 6 标） 

施工单位：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陕 1 标） 

吉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陕 2 标）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陕 3 标） 

              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陕 4 标） 

              四川电力变电建设有限公司（陕 5 标） 

              辽宁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陕 6 标） 

2.2 工程进度 

陕西段共 906 基塔基，其中人工挖孔基础 843 基，岩石嵌固基础 50 基、岩

石锚杆基础 13 基。截止 2021 年 3 月底，塔基基础开挖 100%，基础浇筑 100%，

组塔完成 100%，架线完成 100%。 

2.3 监测分区 

根据工程进展情况，本季度线路处于植被恢复阶段，直流输电线路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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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为塔基施工场地、施工道路区、牵张场区和跨越施工场地。按照监测实施

方案要求，本季度山区塔基施工场地作为监测重点区。陕西段线路处于秦岭山

区，地势高差大，施工道路绝大部分采用索道运输，对地表扰动很小，施工道

路仅作调查监测，另外牵张场区和跨越施工场地区不涉及开挖土方，也以调查

监测为主。 

3.监测内容与方法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内容包括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弃土（石、渣）情况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以及项目区气象因子监测。 

主要监测方法为现场实时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监测项目区降雨、风速等气

象），无人机监测、资料分析等方法。 

3.1 项目扰动面积监测 

（1）塔基及施工场地 

2021 年第 1 季度，因全线已贯通塔基及施工场地无新增扰动面积，塔基及

施工场地扰动面积与上季度一致，总计 103.75hm
2。本季度对陕 1~6 标塔基现

场进行无人机抽查，塔基及施工场地区已开始恢复绿化，植被覆盖度显著提高，

塔基及施工场地区的土壤侵蚀强度显著下降。 

（2）施工道路区 

2021 年第 1 季度，因全线已贯通无新增扰动面积。线路部分索道已逐步拆

除。陕西段索道口临时占地为 14.24hm
2，简易施工道路临时占地 8.34hm

2，共

计 22.58hm
2。 

（3）牵张场 

2021 年第 1 季度，因全线已贯通无新增扰动面积，部分牵张场已复耕。根

据上季度航测结果并通过各标段现场巡查确定，陕西段牵张场共设置 58 处，平

均每处牵张场临时占地面积约 1806.0m
2，总计约 10.47hm

2。 

（3）跨越施工场地 

2021 年第 1 季度，经过现场巡查监测，陕西段输电线路共搭设跨越架 18

处，平均每处约 400m
2，总计约 0.72hm

2。 

3.2 土壤流失面积监测 

山丘区已施工塔腿平均直径为 1.5m，单腿硬化面积 1.77m
2，四个塔腿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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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7.07m
2，本季度末陕西段已完成浇筑 906 基，硬化面积约 0.64hm

2，经计

算，本项目直流输电线路区土壤流失面积为 136.88hm
 2。 

表 3-3  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 hm
2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扰动面积 硬化面积 土壤流失面积 

山丘区 输电线路区 

塔基施工场地 103.75 0.64 103.11 

施工道路区 22.58 - 22.58 

牵张场 10.47 - 10.47 

跨越施工场地 0.72 - 0.72 

小计 137.52 0.64 136.88 

3.3 弃土弃渣情况监测 

截止 2021 年 3 月，本工程开挖回填土石方平衡，不存在弃渣场，施工产生

土石方开挖约 27.27 万 m
3（含表土剥离 9.51 万 m

3），回填量 16.64 万 m
3，外运

综合利用 10.63 万 m
3。各分区土石方情况见表 2-3。 

表 3-2  本工程土石方流向及平衡一览表      单位：万 m
3 

分区 

开挖量 回填量 余方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数量 去向 

塔基及施工

场地区 
6.55 10.76 17.31 6.55 0.13 6.68 10.63 

外运综

合利用 

牵张场  4.89 4.89  4.89 4.89   

施工道路 2.97 2.10 5.07 2.97 2.10 5.07   

合计 9.52 17.75 27.27 9.52 7.12 16.64 10.63 
外运综

合利用 

备注：陕西段各标段塔基余土外运综合利用协议共签署 75 份，选取各标段签订

的代表性协议见附件 2。 

3.4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本季度利用水土保持在线监测系统进行现场观测土壤侵蚀情况，本季度各

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本季度土壤侵蚀模数估算成果      单位（t/km
2
.a） 

监测分区 现场水保措施 
本季度降雨量

（mm） 

本季度土壤侵蚀模

数（t/km
2
.a） 

塔基施工场地 土地整治、撒播草籽 

47.5~105.9 

520 

施工道路 撒播草籽 480 

牵张场 土地整治、撒播草籽 500 

跨越施工场地 土地整治、撒播草籽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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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组现场调查结果，本阶段工程存在水土流失主要为塔基扰动区，建议

施工方对塔基扰动区及时进行土地整治，撒播草籽及时恢复绿化；对牵张场及

跨越施工场地进行土地整治、恢复绿化及耕地恢复。 

在本季度没有产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3.5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根据查阅施工、监理单位上报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等相关资料，并通

过现场监测，目前实施的具体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  

塔基区：浆砌石排水沟、耕地恢复、撒播草籽等； 

牵张场：土地整治、撒播草籽、耕地恢复等；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照片如图 3.5-1。 

表 3.5-1   2021 年第 1 季度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表 

防治 

分区 

措施 

种类 
工程量名称 单位 

方案设 

计量 

本季度 

完成量 
累计量 

塔基区 

工程措施 

浆砌石排水沟 m
3
 1822 12.64 632 

耕地恢复 hm
2
 / 2.00 2.0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
2 

118.16 10.00 86.03 

栽植灌木 株 177240 6100 34100 

牵张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
2
 42.31 0.2 3.87 

耕地恢复 hm
2
 1.07 0.3 6.1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
2 

42.31 1.3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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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 1 标 N4015 植被恢复 陜 1 标 N4047 植被恢复 

  

陜 1 标 N4078 植被恢复、浆砌石排水沟 陜 1 标 N4103 植被恢复 

  

陜 2标 N4402植被恢复 陜 2标 N4477 植被恢复 

  

陜 2 标 N4573 植被恢复 陜 2 标 N4612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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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 3 标 N4827 植被恢复 陜 2 标 N4874  植被恢复 

  

陕 3 标 N4888 植被恢复 陕 3 标 N4921 植被恢复 

  

陜 4 标 N5201 植被恢复 陜 3 标 N5213 植被恢复 

  

陜 4 标 N5249 植被恢复 陜 4 标 N5554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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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 5 标 N5806 植被恢复 陜 5 标 N5863 植被恢复 

  

陜 5 标 N5886 植被恢复 陜 5 标 N5943 植被恢复 

  

陜 6 标 N6207 植被恢复 陕 6 标 N6218 植被恢复 

  

陜 6 标 N6271-1 植被恢复 陜 6 标 N6340 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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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4牵张场 耕地恢复 4837牵张场 耕地恢复 

  

4882 张力场 耕地恢复 4898牵张场 耕地恢复 

  

4897 索道口 植被恢复 4898 索道口 耕地恢复 

              图 3.5-1  现场水土保持巡查监测照片（2021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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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项目区气象因子监测 

 

表 3-4    陕西段线路气象资料观测一览表 

气象站位置 桩号 
2021 年月降水量（mm） 24 小时最大降水量（mm） 月平均风速（m/s） 最大风速(m/s） 

1 月 2 月 3 月 1 月 2 月 3 月 1 月 2 月 3 月 1 月 2 月 3 月 

汉中市勉县田湾附近 N4478 4.5 23.5 28 2.6 5.5 7.5 0.76 0.86 0.83 1.6 1.5 1.5 

商洛市镇安县庙沟梁附近 N5834 3.9 17.3 48 3.9 8.3 14.5 0.64 0.95 1.30 1.8 1.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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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4.1 结论  

本季度陕西段直流线路全线贯通，项目塔基区已全部落实塔基浆砌石护坡、

浆砌石排水沟、挡渣墙设计工程量，另外塔基施工扰动区、牵张场、跨越施工场

地和施工道路区已落实土地整治、撒播草籽等措施，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继续降

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能按照水土保持措施横道图进度及时实施，已实施的

水保措施整体运行情况较好，在项目区保土保水、减少水土流失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4.2 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陕西段线路已全线贯通，其中少数塔基施工扰动区、牵张场、施工道路区（索

道口）还未全部恢复绿化，建议及时对上述区域进行补撒撒播草籽，恢复绿化。 

4.3 本项目后期监测工作安排  

针对目前线路植被恢复情况，计划 2021 年第 2 季度重点对塔基区、牵张场、

施工道路区域的植被恢复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将监测季报在建设管理单位公示并

上报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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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陕西段直流线路） 

建设单位联系

人及电话 

郑树海    总监测工程师（签字）： 

 

 

 

 

2021 年 4 月 12 日 

生产建设单位 

（盖章） 

 

 

 

2021 年 4 月 12 日 

17611787018 

填表人及电话 
李小朴 

021-22107107 

主体工程进度 
输电线路：基础浇筑 906 基，完成 100%；组塔 906 基，完成 100%；架线

517.891km，完成 100%。 

指  标 
方案 

设计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hm
2） 

合  计 256.20 
 

137.52 

输电线路 

塔基区 125.44  103.75 

牵张场 43.68  10.47 

跨越施工场区 1.60  0.72 

施工道路区 85.48  22.58 

小计 256.20  137.52 

取土（渣）量（万 m
3） 其他取土 0 0 0 

弃土（渣）量（万 m
3） 

弃土区 0 0 0 

拦渣率（%） 95.00   98.5%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进

度 

防治分区 
措施

种类 
工程量名称 单位 

方案设

计量 

本季度

完成量 
累计量 

山丘区 
 

塔基区 

工程 

措施 

浆砌石护坡 m
3
 6037  1263 

浆砌石挡渣墙 m
3
 10879  1734 

浆砌石截排水沟 m
3
 1822 12.6 632 

表土剥离 
hm

2 
35.95  24.73 

m
3
 71900  65460 

表土回覆 m
3
 71900  65460 

土地整治 hm
2 

118.16  100.40 

耕地恢复 hm
2
 2.91 2.00 2.00 

植物 

措施 

栽植 

灌木 
紫穗槐 株 177240 6100 34100 

撒播 

草籽 

百喜草 kg 1418 400 3440 

狗牙根 kg 2127 400 3440 

撒播面积 hm
2
 118.16 10 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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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 

措施 

临时堆土苫盖密

目网 

m
2
 192200  161671 

填土编织袋拦挡 m
3
 9610  18354 

彩条旗围栏 m 144150  57815 

牵张场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
2
 42.31 0.2 3.87 

耕地恢复 hm
2
 1.07 0.3 6.10 

植物 

措施 

栽植 

灌木 
紫穗槐 株 63465  400 

撒播 

草籽 

百喜草 kg 508  102 

狗牙根 kg 762  102 

撒播面积 hm
2
 42.31 1.25 3.82 

临时 

措施 

彩条布或密目 

网铺垫 
m

2
 15600  36645 

铺垫钢板 m
2
 41600  19400 

彩条旗围栏 m 20800  15655 

跨越施 

工场地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
2
 1.55   0.68 

耕地恢复 hm
2
 0.04  0.04 

植物 

措施 

栽植 

灌木 
紫穗槐 株 2325   

撒播 

草籽 

百喜草 kg 19  30 

狗牙根 kg 28  30 

撒播面积 hm
2
 1.55  0.72 

临时 

措施 
彩条旗围栏 m 2400  1215 

施 工 道

路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hm

2 
17.00  18.02 

m
3 

34000  29695 

表土回覆 m
3
 34000  21100 

土地整治 hm
2 

29.00   20.80 

耕地恢复 hm
2
 2.06  0.30 

植物 

措施 

栽植 

灌木 
紫穗槐 株 124305   

撒播 

草籽 

百喜草 kg 994  810 

狗牙根 kg 1492  810 

撒播面积 hm
2
 83.00  20.80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3
 98  83 

素土夯实 m
3
 98  83 

彩条旗围栏 m   44125 

填土编织袋拦挡 m
3
 3400  20 

临时苫盖密目网 m
2
 13600  1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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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降水量

（mm） 

汉中市、安康市、 

商洛市 

（2021 第 1 季度） 

- 4.5~48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 14.5 

最大风速(m/s) - 2.6 

土壤流失量 t 24988 175 2924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

情况 

2021 年第 1 季度，对陕西段施工标段采用无人机监测现场监测，重点对塔

基区的植被恢复情况进行了监测。 

存在问题 

与建议 
详见监测季度报告 4.2 节 

三色评价得分

与结论 
94 分，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详评分表见附件 1。 

 

填表说明： 

1. 主体工程进度：说明主体工程建设阶段及主要完成的工程量。 

2. 设计总量：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总量。 

3. 扰动土地面积：各监测分区分别填写，总数填入合计。各监测分区扰动

面积累计量由扰动土地监测记录表获得。 

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本季度新增数量按实际新增数量填写。累

计=上季度累计+本季度。 

5.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本季度新增数量按实际新增数量填写。累

计=上季度累计+本季度。 

6. 取土（石、料）量（万 m
3）：本季度累计取土（石、料）量根据取土（石、

料）场记录表获得。合计为各取土（石、料）场之和。 

7. 弃土（石、渣）量（万 m
3）：本季度累计弃渣量根据弃土（石、渣）场

记录表获得。合计为各弃土（石、渣）场之和。 

8. 工程措施：各工程措施（处）和各工程措施工程量在同一表格中分别填

写。数量和工程量由工程措施监测记录表获得。 

9. 植物措施：各植物措施（处）和各植物措施面积在同一表格中分别填写。

数量和工程量由植物措施监测记录表获得。 

10. 临时措施：根据实际实施情况，由临时措施记录表获得，各项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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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填写。 

11.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根据监测及收集资料情况填写。 

12. 土壤流失量：指实际发生的土壤流失量，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对相应数据

进行合计后计入土壤流失量。 

1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指本季度监测项目建

设区内未实施防护措施，或者未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且未履行变更手续的取土

（石、料）弃土（石、渣）数量。 

14.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有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发生则填写具体内容，没有则

填“无”。 

15.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说明本季度监测工作主要内容、开展情况及取得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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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1 季度，137.52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主体工程进度 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塔基基础开挖 100%，基础浇筑 100%，

组塔完成 100%，架线完成 100%。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5 本季度未擅自扩大施工扰动范围,不扣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表土按要求均已回覆，不扣分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本工程不涉及专门弃渣、弃土场，不扣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季度水土流失量少于 100m
3，扣 1 分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季度基本落实了工程措施，不扣分。  

植物措施 15 12 
本季度线路植被恢复情况约 75%，根据实际

情况，扣 3 分。 

临时措施 10 7 本季度未有临时措施，前期临时措施已落实。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季度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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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塔基余土外运综合利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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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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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西段）直流线路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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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14 

监测点 15 

陕 1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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