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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植物措施

分区 项目 单位 方案批复 专项设计 本季度 累计

塔基区 撒播草籽 hm2 14.62 22.343 0.61 19.32
牵张场区 撒播草籽 hm2 2.7 9.268 0 6.47

跨越施工场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78 0.34 0.18 0.40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12.97 17.4669 0 6.99
临时措施

分区 项目 单位 方案批复 专项设计 本季度 累计

塔基区

临时堆土苫盖 m2 33178 58439 0 55723

填土编织袋拦挡 m3 10565 4281 0 5980

彩条布铺垫 m2 25370 42466 0 42420

彩旗绳围栏 m 23750 33563 0 32833

牵张场区

彩条布铺垫 m2 5580 5850 0 5124

钢板铺垫 m2 3700 7800 0 4000

彩旗绳围栏 m 2580 5265 0 3579

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3 2133 2133 0 2100
素土夯实 m3 2133 2133 0 2100

降雨量

（1）府谷 133.4mm、神木 116.6mm、佳县 134.9mm、米脂 116.7mm、绥

德 114.7mm、清涧 175.4mm。

（2）日最大降水为 29.6mm（清涧，9月 18日）。

土壤流失量

本季度项目区的土壤侵蚀量为 1712.72t。
按分区统计为：塔基区 804.54t、牵张场区 141.60t、跨越施工场地区 10.47t、

施工道路区 756.11t。
水土流失

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

与建议

（1）个别塔基有冲沟发育，要尽快平整冲沟；

（2）加强塔基区和施工道路区的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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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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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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季度，78.46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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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本季度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未发现

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的施

工部位。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工程本季度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

文件的要求落实表土剥离保护措施，不存在表

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

的施工部位。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本工程本季度不涉及永久弃渣，不存在乱堆乱

弃或者顺坡溜渣等现象。

水土流失状况 15 3 本工程本季度土壤流失量核算体积约 1224立
方米，每 100立方米扣 1分，扣 12分。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8 本工程本季度土地整治措施有 2处落实不及

时、不到位，扣 2分。

植物措施 15 11 本工程本季度植物措施成活率、覆盖率不达标

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的有 4处，扣 4分。

临时措施 10 9 本工程本季度临时拦挡措施有 1处落实不到

位，扣 1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工程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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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1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参加国网陕西电力有限公司陕湖业主项目部组织召开的第三季度水土

保持工作会议，我公司对本季度巡查开展的监测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2）收集降雨量等气象资料，收集施工及监理单位主体工程施工进度等相

关资料，结合现场监测分析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及土石方挖填方数量、流向。

（3）按直流公司统一安排，选取现场航拍照片上传到“电网工程管理系统”；

同时对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列出清单，上报牵头单位，由直流公司统一发文下达

到施工单位，按照整改意见落实后反馈效果照片和文字说明。

（4）每月初向水保牵头单位提交上月现场施工情况报告，包括主体工程进

度、塔基扰动面积、表土剥离、余土处理、土壤流失监测、水土流失事件、现场

存在的典型问题和施工单位反馈的整改情况等，由牵头单位向直流公司汇报整改

情况。

（5）向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利厅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报送

2021年第 2季度季报，并协助建设单位在官网进行公示。

（6）对线路进行了巡查，采用遥感、无人机、GPS、坡度仪、卷尺等工具

对施工现场进行了调查，抽样记录了各防治分区的地形地貌及水土流失现状。

（7）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监测重点区域，项目部

组织工作人员对项目现场各分区踏勘。

（8）9月 1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陕西省水利厅、山西省水利厅、河南

省水利厅及工程沿线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采用视频会议方式，对陕北~湖

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我公司对本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对监测季度报告等工作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1.2监测点位

按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要求，全线共设置水土流失固定监测点位 6

处（详见表 1-2）。



1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5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表 1-2 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标段 监测点位置 设置日期 塔基号 数量 监测方法

1标段
塔基区

2020.6 N160 1

测钎+全站仪

断面高程测量法

2019.6.20 N220 1
施工道路 2019.6.20 N220 1

2标段

塔基区 2019.6.23 N344 1
塔基区 2020.6 N283 1
施工道路 2019.6.23 N344 1

监测点测量

监测点测量

图 1.2-1监测点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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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方法及频次

2.1监测方法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和《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

[2020]161号）规定的要求，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监测、地面

观测、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定位监测等方法。

2.1.1遥感监测

根据工程施工情况，获取项目区施工前、施工中和试运行期不同时段遥感影

像，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得到监测期各项数据，通过对比分

析，计算各类监测指标，得到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结果。监测对象为防治责任范围

内各分区，成果数据包括各分区遥感影像、防治责任范围、位置、扰动面积、措

施数量等。

施工前遥感影像 施工中遥感影像

2.1.2无人机航拍

工程建设过程中，定期进行无人机航摄，并对工程不同时期的航拍影像进行

比对分析，得到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结果。借助无人机，可对工程部分难以抵达的

区域实现全面监测，避免出现监测盲点，确保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高效、安全地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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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无人机航拍操作

2.1.3人工现场核查

人工现场核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核实扰动面积

主要是对遥感解译和无人机航拍的扰动面积进行现场圈定，方法有皮尺丈

量、GPS测量、全站仪测量等，具有直观性强、定性准确、定量精度高等优点。

现场核查的数据不仅对本次应用可信，还可以在对比分析基础上修正影像比对库

基础值。

（2）确认现场水保措施的实施程度

从现场不同角度直接观察、拍照留存具有立体性强、局部清晰度高等优点，

更能够直观地监测施工现场情况，可作为遥感解译和无人机影像的补充资料。例

如，通过侧拍不同角度陡坡及临崖堆土（渣石），可真实立体的呈现可能存在的

水土流失隐患。从下面无人机俯视影像与照相机近景仰角拍摄对比图看，现场监

测照片是重要的直观定性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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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遥感图 无人机拍摄图

现场近景拍摄 现场近景拍摄

图 2.1-2遥感影像、无人机影像与照相机拍摄对比图

2.1.4定位监测

根据工程施工进度、施工扰动范围、水土流失特点确定可进行实时地面定位

观测的监测项目，对应确定地面定位观测方法。本工程地面定位观测主要以测钎

法、侵蚀沟法、全站仪测点法为主。

2.1.4.1测钎法

测钎法即标桩法。布设样地规格一般为5m×20m。将直径0.6-1cm、长50-100cm

的钢钎，在选定的坡面样方小区按照1m×5m的间距分纵横方向，共计21支钢钎，

按照梅花形布设，垂直打入地下，使钢钎钉帽与坡面齐平，并在钉帽上涂上油漆，

注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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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测钎法示意图

在每次暴雨后和汛期结束时，观测钉帽距地面的高度，计算土壤侵蚀深度和

总的水土流失数量。计算公式为：

cos1000 


ZSA

式中： A -土壤侵蚀量（m3）； Z -侵蚀深度（mm）；

S -水平投影面积（m2）；  -斜坡坡度

2.1.4.2侵蚀沟量测法

侵蚀沟量测法又称简易坡面量测法。主要用于土质边坡、土或土石混合或粒

径较小的石砾堆等坡面的水土流失量的测定。调查坡面形成初的坡度、坡长、坡

面组成物质、容重等，并记录造成侵蚀沟的每次降雨。在每次降雨或多次降雨后，

量测侵蚀沟的体积，得出沟蚀量，计算水土流失。

在建设范围内相对稳定的堆积土坡面或开挖坡面，布设侵蚀沟观测小区。依

据细沟侵蚀发生、发展规律，在小区内从坡上到坡下，布设 3-5个等距施测断面，

量测每个断面细沟的深度和宽度（精确到 mm），测完每个断面后，绘制小区内

细沟分布图，再计算细沟侵蚀量。在测得单个细沟侵蚀量后，将其累加即可得到

小区内细沟侵蚀总量。

在调查样地上等间距取若干个断面（B样地宽×L坡长），每个断面上量测

侵蚀沟的断面积，然后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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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srM
n

i
ii  




1
12

1

式中：M——样地侵蚀量，t；

Si——第 i个断面的面积，m²；

Si+1——第 i+1个断面的面积，m²；

l ——样地断面间距，m；

r ——土壤容重，t/m³；

n——断面数。

也可以将侵蚀沟概化为棱锥、棱柱、棱台等，按下式计算：

棱锥体积：V=S•H/3

棱柱体积：V=S•H

棱台体积：V=H•［S1+S2+（S1•S2）1/2］/3

式中：V——体积，cm³；

S1、S2、S——底面积，cm²；

H——高，cm。

2.1.4.3测钎+全站仪监测土壤流失量

测钎+全站仪断面高程测量法是在原测钎法基础上的改进版，在本项目中的

应用主要是对土壤侵蚀深度的监测。其原理同单独的测钎法类似：在被测样方地

适合断面进行高程测量的方法（也可简称仪器法），即保留测量样方两端的测钎

同时做成隐蔽状态以利保护，去掉中间的测钎，拉线后用仪器沿线密集立尺（镜）

测量高程值。这种方法在工地实际应用效果较好，优点是既不影响作业面的施工

操作和施工道路的人车通行，又提高了量测精度，两次测量平均高差即为该时段

的土壤侵蚀深度，从而计算推算所代表侵蚀区域的土壤流失量。

2.2监测频次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每月度 1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每月监测记录 1次，

其他每季度监测 1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生长情况等每 3个月监测记录 1次。遇暴雨、大风等情况及时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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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监测内容

本季度处于施工期，重点监测内容包括防治责任范围、土石方情况、水土流

失量、水土流失灾害事件、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流失因子、项目区降水状况

等。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本季度未新增扰动面积，累计扰动面积 78.46hm2。

截止本季度末各分区统计防治责任范围为塔基区 41.1hm2，牵张场区

9.24hm2，跨越施工场地区 0.7hm2，施工道路区 27.42hm2，在实际施工中施工道

路均是施工便道。

表 3.1-1 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
方案设计 本季度新增 实际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防

治

责

任

范

围

塔基区 41.75 13.65 55.4 0 41.1
牵张场区 6.8 1.36 8.16 0 9.24

跨越施工场地区 1.24 0.62 1.86 0 0.7
施工道路区 26.7 22.2 48.9 0 27.42
拆迁场地区 / 1.59 1.59 0 0

合计 76.49 39.42 115.91 0 78.46

3.2土石方情况监测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方总量 21.52 万 m³，其中挖方总量为 11.73万 m³（一般

土方 9.13万 m³，剥离表土 2.6万 m³），填方总量 9.79万 m³（工程建设 7.19万

m³，表土回覆 2.6万 m³），临时堆放 1.68万 m³，余方 0.26万 m³，具体土石方

平衡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本项目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³

分区

挖方 填方
临时堆

放
调出 调入

余方

表土
一般

土方
小计 表土

一般土

方
小计 数量 去向

塔基区 2.6 5.35 7.95 2.6 5.09 7.69 0.26 0.26 综合利用

施工便道区 3.6 3.6 2.1 2.1 1.5 0.26
牵张场区 0.18 0.18 0 0.18
合计 2.6 9.13 11.73 2.6 7.19 9.79 1.68 0.26 0.2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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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通过现场调查和监测，本项目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和风蚀，主要形

式为因降雨形成的沟蚀，主要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堆土和顺坡施工道路，主要集中

在陡坡地段，重点施工区域包括塔基区和施工道路区。

本季度项目建设区的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表现形式为面蚀和沟

蚀。通过利用水土保持在线监测系统观测土壤侵蚀情况，经分析计算，本季度项

目区的土壤侵蚀量为 1712.72t。

按分区统计为：塔基区 804.54t、牵张场区 141.60t、跨越施工场地区 10.47t、

施工道路区 756.11t，见表 3.3-1。

表 3.3-1 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单位：t

分 区 7月 8月 9月 7-9月合计

塔基区 256.88 259.96 287.70 804.54

牵张场区 46.20 46.89 48.51 141.60

跨越施工场地区 3.41 3.47 3.59 10.47

施工道路区 239.93 241.98 274.20 756.11

合 计 546.42 552.3 614 1712.72

3.4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经监测人员调查统计，本季度项目区内无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

3.5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施工单位采取了挡土墙、截排水沟、苫盖等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止了水土

流失，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正在实施之中，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均发挥了防护效

益。

3.6水土流失主要因子调查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测量的方法，获取项目区水土流失因子，并利用遥

感图像数字处理手段，结合 DEM地形数据，提取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因子，得

到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因子背景值，为监测工作提供导向。

其中，项目区的降水状况如下：

线路工程经过陕西 6个县，依据各县气象资料统计第 3季度降水情况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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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 133.4mm、神木 116.6mm、佳县 134.9mm、米脂 116.7mm、绥德 114.7mm、清涧

175.4mm。

降水强度和日最大降水量，见表 3.6-1。

表 3.6-1 陕西段第 3季度分县各月降水情况统计表

分县 月份
非侵蚀性

降水（次）

侵蚀性

降水（次）

总降水

（次）

月总量

（mm）

日最大

（mm）
发生日

府谷

7 7 1 8 26.9 17.1 07.16
8 9 2 11 60.3 20.5 08.18
9 7 2 9 46.2 14.6 09.19

小计 23 5 28 133.4 / /

神木

7 12 1 13 51.4 21.2 07.16
8 7 2 9 45.5 10.9 08.18
9 7 0 7 19.7 8.7 09.15

小计 26 3 29 116.6 / /

佳县

7 5 2 7 61.1 25.3 07.17
8 5 1 6 30 18.2 08.18
9 7 1 8 43.8 17.2 09.20

小计 17 4 21 134.9 / /

米脂

7 7 1 8 28.4 10.2 07.05
8 6 2 8 38.4 19.6 08.18
9 7 1 8 49.9 18.6 09.03

小计 20 4 24 116.7 / /

绥德

7 7 1 8 31.8 19.1 07.07
8 6 0 6 24.9 9.7 08.19
9 8 2 10 58 21.7 09.03

小计 21 3 24 114.7 / /

清涧

7 8 1 9 37.6 11.3 07.02
8 8 2 10 42.2 15.4 08.19
9 10 4 14 95.6 29.6 09.18

小计 26 7 33 17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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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4.1主体工程进展

本工程陕西省境内线路部分为 2 个施工标段，设计新建杆塔 414 基，至 6

月底累计开挖 414基，累计组塔 414基，累计架线 224.012km，牵张场 32 处，

跨越 38处，详见表 4.1-1。

表 4.1-1 各标段塔基施工进度情况表

项目
总数

（基）

开挖

（基）

浇筑

（基）

组塔

（基）

架线

（km）

牵张场

（处）

跨越

（处）

索道

（处）

陕 1 210 210 210 210 109.642 12 16 0
陕 2 204 204 204 204 114.370 20 22 0
合计 414 414 414 414 224.012 32 38 0

4.2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

4.2.1工程措施

截止本季度末，工程措施累计完成塔基区：浆砌石挡土墙 180.2m3，浆砌石

截排水沟 130m3，表土剥离 27523m3，表土回覆 27523m3，土地整治 19.32hm2，

耕地恢复 19.28hm2；牵张场区：土地整治 6.47hm2，耕地恢复 2.77hm2；跨越施

工场地区：土地整治 0.40hm2，耕地恢复 0.20hm2；施工道路区：表土剥离 2243m3，

表土回覆 2243m3，土地整治 6.99hm2，耕地恢复 3.39hm2。详见表 4.2-1。

表 4.2-1 陕西境内 2021年第 2季度水保工程措施进度表

分区 项目 单位 方案批复 专项设计 本季度 累计

塔基区

浆砌石护坡 m3 198 / 0 0
浆砌石挡土墙 m3 132 / 0 180.2

浆砌石截排水沟 m3 396 / 0 130
表土剥离 m3 20280 29176 0 27523
表土回覆 m3 20280 29176 0 27523
土地整治 hm2 14.62 22.343 0.61 19.32
耕地恢复 hm2 28.52 21.611 0 19.28

牵张场区
土地整治 hm2 2.7 9.268 0 6.47
耕地恢复 hm2 2.73 3.372 0 2.77

跨越施工场地

区

土地整治 hm2 0.78 0.34 0.18 0.40
耕地恢复 hm2 0.7 0.34 0.02 0.20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 2243 0 2243
表土回覆 m3 / 2243 0 2243
土地整治 hm2 12.97 14.5595 0 6.99
耕地恢复 hm2 10.52 5.4051 1.01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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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植物措施

截止本季度末，植物措施累计完成塔基区撒播草籽 19.32hm2，牵张场区撒播

草籽 6.47hm2，跨越施工场地撒播草籽 0.40hm2，施工道路区撒播草籽 6.99hm2，

详见表 4.2-2。

表 4.2-2 陕西境内 2021年第 2季度度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进度表

分区 项 目 单位 方案批复 专项设计 本季度 累计

塔基区 撒播草籽 hm2 14.62 22.343 0.61 19.32
牵张场区 撒播草籽 hm2 2.7 9.268 0 6.47

跨越施工场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78 0.34 0.18 0.40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12.97 17.4669 0 6.99

4.2.3临时措施

截止本季度末，临时措施累计完成塔基区：临时堆土苫盖 55723m2，临时拦

挡 5980m3，彩条布铺垫 42420m2，彩旗绳围栏 32833m；牵张场区：彩条布铺垫

5124m2，钢板铺垫 4000m2，彩旗绳围栏 3579m；施工道路区：临时排水沟 2100m3，

素土夯实 2100m3，详见表 4.2-3。

表 4.2-3 陕西段线路 2021年第 2季度度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统计表

分区 项目 单位 方案报告书 专项设计 本季发生 累计

塔基区

临时堆土苫盖 m2 33178 58439 0 55723

填土编织袋拦挡 m3 10565 4281 0 5980

彩条布铺垫 m2 25370 42466 0 42420

彩旗绳围栏 m 23750 33563 0 32833

牵张场区

彩条布铺垫 m2 5580 5850 0 5124

钢板铺垫 m2 3700 7800 0 4000

彩旗绳围栏 m 2580 5265 0 3579

施工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3 2133 2133 0 2100

素土夯实 m3 2133 2133 0 2100

4.3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情况

项目水土保持设计用地防治区的数量、位置、防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各

项措施基本在计划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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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管理情况
5.1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建设单位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有具体

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专管人员、水土保持工作制度等，组织管理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实施，对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

5.2水土保持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日常监测过程中，项目部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提出水土保持相应建议，建

设单位针对监测单位现场监测和检查过程中提出的水土保持问题，及时安排整改

和完善。通过对问题的提出、整改和跟踪调查，有力地推进了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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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题及建议

（1）个别塔基有冲沟发育，要尽快平整冲沟；

（2）个别塔基植被恢复率较低，加强现场塔基区、施工道路植被恢复。

7综合评价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通知》（水保[2020]161号）的相关规定，评价陕西段线路工程本季

度水土保持效果为绿色。

8下步工作计划

（1）落实现场整改情况的统计。结合《黄委水保局关于印发陕北-湖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函》（水保函[2021]13号），

督促施工单位认真落实。

（2）收集资料，包括主体工程施工进度、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进度、降雨量

和风力以及相关水土保持工程现场情况等，编写监测总结报告；

（3）向建设单位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季报；遇突发事

情，及时提供专题报告和影像资料。

（4）坚持巡检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与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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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图

9.1影像资料

第二季度季报施工项目部公示 第二季度季报业主项目部公示

第二季度季报网上公示 第三季度监测工作会

N0012塔基植被恢复 N0027塔基恢复耕地

N0035塔基恢复耕地 N0061塔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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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73塔基植被恢复 N0100塔基恢复耕地

N0120塔基植被恢复 N0133塔基植被恢复

N0135塔基植被恢复 N0157塔基植被恢复

N0174塔基植被恢复 N0194塔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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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03塔基植被恢复 N0206塔基植被恢复

N0252塔基植被恢复 N0260塔基恢复耕地

N0278塔基植被恢复 N0306塔基植被恢复

N0321塔基植被恢复 N0333塔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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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352塔基恢复耕地 N0401塔基植被恢复

N0413塔基植被恢复 N0420塔基植被恢复

N0437塔基植被恢复 N0451塔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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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监测点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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