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色评价赋分：黄色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监测单位：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2022年 5月



目录

前 言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1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2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 3

1.1 项目基本情况 ................................................................................................3

1.2 项目区概况 ....................................................................................................4

1.3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8

1.4 监测工作实施况 ............................................................................................9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 17

2.1 扰动土地情况 ..............................................................................................17

2.2 弃渣 ..............................................................................................................17

2.3 水土保持措施 ..............................................................................................18

2.4 水土流失情况 ..............................................................................................20

3 重点监测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22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22

3.2 取料监测结果 ..............................................................................................25

3.3 弃渣监测结果 ..............................................................................................25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26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28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29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29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31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32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34

5 土壤流失量分析 ....................................................................................................38

5.1 水土流失面积 ..............................................................................................38

5.2 土壤流失量 ..................................................................................................38

5.3 取料（石、料）弃土（石、料）潜在土壤流失量 ..................................39

5.4 水土流失危害 ..............................................................................................39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情况 ................................................................................40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40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40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40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4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41

6.6 林草覆盖率 ..................................................................................................41

6.7 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43

7 结论 ........................................................................................................................44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44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44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45

7.4 综合结论 ......................................................................................................45

8 水土保持监测附录 ................................................................................................47

8.1 附件 ..............................................................................................................47

8.2 附图 ..............................................................................................................47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1

前 言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位于百色市田林县浪平乡、百乐乡等一带山脊、

山包区域，距离百色市区约 79km，距离田林县约 26km。

场区坐标为北纬 24°43′13″~24°18′43″，东经 105°53′28″~106°

24′58″。

建设内容为新建 15 台单机容量 3.2MW 的风力发电机组、1 台单机容量

2.0MW 的风力发电机组，1座 110kV升压变电站及配套道路等，本工程等别为

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

项目代码：2018-451029-44-02-015496。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风力发电场区、集电线路区、升压站区、道路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弃渣场区和临时堆土区，项目总占地面积 41.56hm2，其中永久

占地 2.61hm2，临时占地 38.95hm2；本工程总挖方量为 49.65万m3，填方量为 44.03

万 m3，产生弃渣量 5.62 万 m3，无借方。项目道路总长 8.6km。直埋电缆长度

13.09km，架空线路长度 18.5km，布设塔基 59座。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工程总投资 44549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21830万元。2021年 7月 31日缴纳水保补偿费 96.36万元。

2018 年 5 月，北京中电恒泰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田林浪 平

风电场（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 年 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田林浪平风电场

（一期）项目》核准的批复。

2019年 4月，南宁赛伦沃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田林浪平风电

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9年 5月 10日，百色市水利局以《关于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百水保函〔2019〕20号）予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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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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水利厅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桂水水保〔2017〕14号）进一步明确了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将水土保持专项

监测报告列为验收必备条件。据此，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

月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对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

项目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测。接此委托后，2021年 4月~2022年 5月期间，我公

司积极组织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水保监测项目组及时开展工作，项目组在详细调

查项目区自然及社经概况、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等背景资料的基础上，依据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结合工程建

设实际情况，制定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布设了监测点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对工程各个分区的扰动面积、扰动类型、弃土弃渣数量、水土流失量、

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进展情况及防治效果进行了实地监测。2022年 5月编制完

成《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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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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年 4月~2022年 5月，4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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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动范围未超出批复面积。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项目区表土保护措施已实施。

弃土（石

渣）堆放
15 9

项目弃渣场均为水保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

但部分下边坡存在溜渣现象。

水土流失状况 15 9
根据土壤流失总量扣分，每 100立方米扣

2分。

水土

流失

防止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4 部分拦挡措施落实不到位。

植物措施 15 11
成活率、覆盖率不达标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

的，存在 1处扣 1分。

临时措施 10 8
据现场调查情况，部分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到

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

件。

合计 100 78 赋分 60—80 分之间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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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保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

建设规模

新建 15台单机容量

3.2MW的风力发电机

组、1台单机容量

2.0MW的风力发电机

组，1座 110kV升压变

电站及配套道路等。

建设单位 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百色市田林县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44549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20年 10月－2022年 5月）

20个月

监测单位
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农承诚 15994472589

自然地理类型 低山丘陵地貌 防治标准 南方红壤区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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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观测和调查监测

2.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
调查监测

3.水土保持措施

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

监测
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现场巡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 2 ·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110.14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 2 ·a)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41.56hm2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 2 ·a)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2.91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2.91万 m3，顺接排水沟 890m，排水管

网 280m，框格护坡 50m，场地平整 5.62hm2，截排水沟 9626m，沉砂池 8个，

浆砌石挡墙 330m

植物措施
种植爬山虎 2800株，直播种草 11.17hm2，骨架内植草护坡 0.15hm2，景观绿

化 0.15hm2，植草护坡 19.17hm2，撒播草籽 18.14hm2

临时措施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3171m，临时排水沟 2320m，铺设密目网 26844m2，铺设

无纺布 88677m2，挡水土埂 1935m，铺设彩条布 12387m2，临时拦挡 2445m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分级

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5% 98.12%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41.56hm2 扰动地表面积 41.56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7% 97.46% 水保防治措

施面积
29.91hm2 水土流失面积 30.69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建筑物及硬

化面积
10.87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
2 ·a)

拦渣率 95% 98.64% 工程措施面

积
1.00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500t/(km
2 ·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 99.01%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29.20hm2 植物措施面积 28.91hm2

林草覆盖

率
22% 69.56% 实际拦渣量 40700t 弃渣量 40700t

水土保持治

理达标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布置基本完善，风机平台与道路边坡植被恢复情况较好，

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总体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最终评分 78分（黄色），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

局合理，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常，达到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主要

建议

建议工程主管部门继续做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工作，及时修缮损坏的水保设施，对

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进行补植和养护，控制区域水土流失的发生，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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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位于百色市田林县浪平乡、百乐乡等一带山脊、

山包区域，距离百色市区约 79km，距离田林县约 26km。

场区坐标为北纬 24°43′13″~24°18′43″，东经 105°53′28″~106°

24′58″。按《风电场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试行）》（FD002-2007），

本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

项目代码：2018-451029-44-02-015496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风力发电场区、集电线路区、升压站区、道路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弃渣场区和临时堆土区，项目总占地面积 41.56hm2，其中永久

占地 2.61hm2，临时占地 38.95hm2；本工程总挖方量为 49.65万m3，填方量为 44.03

万 m3，产生弃渣量 5.62 万 m3，无借方。项目道路总长 8.6km。直埋电缆长度

13.09km，架空线路长度 18.5km，布设塔基 59座。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工程总投资 44549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12018万元。

本工程主要项目组成及其特性详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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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

2 建设地点 百色市田林县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

3 工程等别 III等 工程性质 新建

4 建设单位 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5 投资单位 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6 建设规模
新建 15台单机容量 3.2MW的风力发电机组、1台单机容量 2.0MW的

风力发电机组，1座 110kV升压变电站及配套道路等。

7 总投资 44549万元 土建投资 12018万元

8 建设期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总工期 20个月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主要技术指标 备注

永久 临时 小计 场内新建道路 8.6km
风力发电场区 0.59 5.39 5.98 架空线路长度 18.5km
集电线路区 0.85 0.78 1.63 直埋电缆长度 13.09km
升压站区 1.17 1.17 塔基数量 59座

道路工程区 27.36 27.3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0 0.50
临时堆土场区 2.72 2.72

弃渣场区 2.20 2.20
合计 2.61 38.95 41.56

三、项目土石方挖填工程量（万 m 3 ）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出 调入
弃方

数量 去向

风力发电场区 7.79 6.72 1.07 弃渣场

集电线路区 4.04 4.04
升压站区 1.47 1.47

道路工程区 32.6 28.18 4.42 弃渣场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2 0.22
合计 46.12 40.63 5.49 弃渣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a）地形地貌

风电场场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浪平乡、百乐乡等一带山脊、

山包区域，总体地形起伏较大，地形地貌主要为中山～低山地貌，山脊主要为东

北~西南走向，山顶海拔在 996m～1810m之间，山顶植被以荒草及低矮灌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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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顶部斜坡相对较为平缓，一般在 15～25°之间，局部较陡地段大于 35°。

近山脚斜坡相对较陡，一般为 25～40°之间，局部较陡地段大于 45°。山体高

耸雄厚，连绵起伏，高差较大，沟谷发育，深切山体，沟尾延伸至山脊，沟谷走

向以北西为主，与山脊走向大致垂直。拟建道路路径的地形为斜坡、山脊和沟谷

等，地形斜坡坡度一般在 20～30°之间，局部地区大于 35°，大部分区域为桉

树、松树等经济林，少量地段为灌木和荒地。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无大规模发育的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作用，开挖边

坡较稳定稳。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区域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05g，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 6度，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

期为 0.35s。据国家地震台网资料田林县及周边断层活动强度较低，对本建设项

目稳定性影响较小，项目区设施等构造物采取简易设防。

b）气象

田林县全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温度较高，热量丰富，雨量适中，

气候温暖，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霜期短，雨热同季。县境年多年平均气温 21℃，

平均最高气温 25.3℃，平均最低气温 15℃，极端最高气温 41.3℃（1969年 5月

4 日）。极端最低气温－5.6℃（1975 年 12月 30 日），多年平均风速 1.1m/s，

最大风速 13.0m/s，风向正Ｅ，风力 6级（1977年 11 月 3 日）出现。大于或等

10度的年活动积温为 6241℃。县境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166.3mm，日最大降雨量

264mm，年最大降雨量为 1542.2mm（1979年），最少为 768.9mm（1963年），

相差 773.6mm。每年 6～9月为多雨季节，其降雨量约占全年降 雨量的 65%，在

此期间常出现暴雨天气，其主要成因有锋面类，高空低槽类，台风类。由于受夏

季热气团的影响，春秋冬受北方冷空气入侵，因地势地貌的影响，全年盛吹东南

风，风向频率在 30%以上。年平均风速为 1.1m/s；瞬时大风风速达 28m/s。最大

24小时降雨量为 196.5mm，最大 6小时降雨量为 91mm， 最大 1小时降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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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mm。田林县气象特征见表 1.2-1。

表1.2-1 田林县气象特征值表

气候要素 单位 数值

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 （℃） 21.0
极端最高气温 （℃） 41.3
极端最低气温 （℃） -5.6
≥10℃年积温 （℃） 6241

降雨日数 多年平均降雨日数 d 92
风速 多年平均风速 （m/s） 1.1

降雨

多年平均降雨量 （mm） 1166.3
24h最大降雨量 （mm） 196.5
6h最大降雨量 （mm） 91.0
1h最大降雨量 （mm） 54.0

蒸发量 多年平均蒸发量 （mm） 1087.6
相对湿度 平均相对湿度 % 69
无霜期 多年平均无霜期 d 325

c）水文

田林县全县河流全长 886.3km，河面宽 30～100m，河床高 2～6m，总流域

面积 5577km2，水面面积 123.89km2，多年平均流量 57.14m3/s。河流多属季节性

溪河，水量的补给主要来自降水，年际变动大，丰水期流量与枯水期流量相差大，

丰水年常常造成涝灾，枯水年往往出现旱灾。土山地表径流多，岩溶地区地表径

流少，境内河流分右江和南盘江两大水系，有 12条河流集雨面积在 100km2以上。

右江水系主要有驮娘江、乐里河、者仙河（八桂河），总流域面积 4506.5km²，

占全县总面积的 80.81%。

位于场址附近主要河流为场址北侧的百乐河，百乐河属珠江水系西江干流南

流江段支流。源于田林县浪平乡境李闹老山北麓，南北流向，经小坳，至香维村

伏流过头川、二川、三川 3个山洞，往北流经板干、百乐村，于百乐圩东面注入

南盘江。河长 63km，流域面积 666.7km2，多年平均流量 5.78m3/s，平均径流量

1.98亿 m3，天然落差 714m。

场址区内地表水体较少，主要为场址区山体之间冲沟及由冲沟汇聚而成的小

溪流。本项目不涉及水功能区划范围。场址内冲沟十分发育，较大型冲沟总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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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西南为主发育，冲沟中的水补给来源于地下水及大气降水，由于集雨面积

较大，在雨季流量较大，旱季流量相对较小，流量随季节性变化较大，水量极不

稳定。

项目区的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孔隙水赋存于第四系覆盖层

中，性质为潜水。以大气降水为补给来源，已蒸发或补给邻近含水层方式排泄。

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场区的粉砂岩风化裂隙中，受邻近含水层补给，向邻近含

水层排泄。风电场场区山顶、山坡地下水埋藏较深，对风电机组基础无不良影响，

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及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有微腐蚀性。

d）土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根据现场勘察，项目区域内表层土薄厚不一

致，沟谷内表层土覆盖较厚，厚度在 30cm~40cm，山坡平缓处表层土厚度在

25cm~35cm，山脊及山顶处表土覆盖较少，厚度在 15cm ~30cm左右。土壤质地

为轻壤，土层薄，有机质含量低，矿质养分较贫乏，肥力低。红壤可蚀性 K值 集

中于 0.009~0.023 之间，可蚀性值相对较小。

e）植被

田林县植被繁茂，属热带季雨林区域。分为森林植被、草丛植被、农田 作

物植被。田林县针叶林群丛，其中以马尾松群丛分布最广，常见有栎属、栗属、

荷木属、黄檀属、枫香属等一些树种。林下灌木层常见有木姜子属、木属、紫金

牛科、茜草科、野牡丹科、野牡丹科等。田林县森林覆盖率 60.25%。

项目区域内植被较好，场址内山顶及山坡地段植被主要为桉树、松树等。

1.2.2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根据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公报，田林县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

水土流失调查面积统计见下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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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田林县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统计表 单位：km2

区域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总计

田林县 1006.64 103.10 26.32 30.84 13.14 1180.04
所占比例（%） 85.31 8.74 2.24 2.61 1.11 100.00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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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划分我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桂政发〔2017〕

5号），本工程所在地田林县属于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建设区沿途经过的地区为

属于全国土壤侵蚀类型Ⅱ级区划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

1.3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2019年 4 月，南宁赛伦沃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田林浪平风电

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9年 5月 10日，百色市水利局以《关于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百水保函〔2019〕20号）予以批复。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批复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内部设立了工程

部，有专职人员负责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到主体工程施工计

划中，严格落实水土保持各项防护措施，做到“三同时”，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

施布设基本完善，但存在工程措施部分损坏、植物措施恢复效果不理想的情况，

现场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2021年 4 月，建设单位广西田林锐航新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进行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 2021年 4月～2022年 5月，在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

时段内，根据水土保持阶段性监测报告反馈的意见和问题，建设单位能积极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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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落实完善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取得一定的保持水土的效

果。

1.4 监测工作实施况

1.4.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况

a）监测技术路线

2021 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进行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任务后，我公司

及时组织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依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程》《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以及

百色市水利局批复“百水保函〔2019〕20号”的要求，成立了田林浪平风电场

（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监测人员进驻项目现场，全面铺开田林浪平

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根据工程的进展情况，监测人员按照《监测合同》和《监测实施方案》的

要求，于 2021年第一季度开始，采取定点监测和现场巡查监测法对工程进行

实地踏勘，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座谈等方法了解和掌握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情

况。

监测过程中，以定点监测为主，采用定期、不定期现场调查巡查法，对工

程区防治责任范围、施工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防治措施数量及质量、植被

恢复及土地整治等情况进行动态巡查监测调查，以全面反映试运行期的水土流

失状况和对周围环境的水土流失影响等。

b）监测布局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为7个防治分区：风力发电场区、升压站区、集电线

路区、道路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弃渣场区和临时堆土场区。各监测分区

的基本情况见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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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及分区面积 单位：hm2

序号 监 测 分 区 监测面积 占地类型

项目建设区

风力发电场区 5.98 永久、临时占地

集电线路区 1.63 永久、临时占地

升压站区 1.17 永久占地

道路工程区 27.36 临时占地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0 临时占地

临时堆土场区 2.72 临时占地

弃渣场区 2.20 临时占地

合 计 41.56

c）监测内容

每个区域的监测内容，一般都包括数个具体的监测指标，对于每个指标，

设计相应的监测方法、频次（或监测时段），并通过必要的监测设施与设备

进行测试。

对于水土流失状况，选择监测点、布设相关的设施，进行动态监测；对于

植被类型及林草覆盖率、水土保持设施及其效果等，则通过阶段性的观测，得

到相关数据；对于地貌、降雨以及地面组成物质等，则通过调查、收集资料和

分析整理，获得相应的信息。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内

容包括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和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

动态监测三个部分。

①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分

为永久征地和临时占地，工程永久征地主要通过土地部门的批复文件确定；临

时占地面积和直接影响区随工程的进展会发生变化，因此防治责任范围监测主

要通过监测临时占地的面积变化情况，确定工程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比较，分析变化原因。

②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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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包括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调查内容包括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实施数量、

质量、进度、运行情况、保存完好程度及拦渣保土效果，植物措施的实施面

积、苗木种类、数量、质量、实 施进度、成活率、植被生长情况以及养护情

况等。由于接受监测委托时主体工程已完工，临时措施主要采用查阅施工及

监理记录的方式核查。

③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针对不同扰动地表类型的特点，选取典型扰动土地类型，采用现场调查

监测，经综合分析推算不同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及土壤侵蚀量。

d）监测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采用以下监测方法。

（1）定位监测

定位监测主要适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范围内，地貌、植被受扰

动最严重的区域如：风机平台边坡和道路两侧挖填边坡等。主要通过在地面

设置相应的观测设施，定位监测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和水土流失量，如采用侵

蚀沟样法测定样方内侵蚀沟的数量和大小，从而计算侵蚀量；采用插钎法，

通过观测钢钎出露地面高度，计算土壤侵蚀深度和土壤侵蚀量。通过定期的

和不定期的观测来获得有关数据，计算土壤侵蚀厚度和总的土壤侵蚀量。

（2）调查监测

分普查法与抽样法两种，普查法主要是对工作量较少的监测项目指标（如地

表植被及其它水土保持设施破坏面积变化等）的调查。通过对项目区勘察、实

地量测、填写表格等形式进行，从而掌握具体情况及变化等动态。抽样法是对

工作量大，技术性强的项目指标（如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林草成

活率、工程质量等）调查，通过抽样选点，以局部数值推算出整体数值。

（3）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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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施工场地的时空变化复杂，对这种情况必须采取巡查的办法，及时发

现水土流失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通过以上监测，依据《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以及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综合分析本工程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的防治指标，测算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是否达到了方案

设计的防治目标要求。

1.4.2 监测项目部设置

接受监测委托后，我公司成立了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项目部，并派专业监测技术人员首次进场调查。监测人员名单见表 1.4-2。

表1.4-2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人员名单
职 责 姓 名 职 称 岗位职责

批准 陈群良 工程师 水保植物

核定 黄森海 高级工程师 水保工程

审查 李建明 工程师 水保植物

校核 潘月华 工程师 水保工程

项目负责人 白君 助工 水保工程

编写人员 农承诚 助工 水保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监测技术人员于 2021年第一季度开始，采取定点监测

和现场巡查监测，对工程区防治责任范围、施工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防治

措施数量及质量、植被恢复及土地整治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1.4.3 监测点布设

本工程监测期间在工程建设区共布设了 8个监测点，其中风力发电场区、

道路工程区分别布设 4个监测点，升压站、集电线路区、弃渣场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布设 4个监测点，各监测点具体位置见表 1.4-3。

表1.4-3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位置表

编号 监测点布设位置 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插钎法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2# 2#弃渣场 插钎法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3# 通往 19#风机道路 插钎法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4# 通往 16#风机道路 插钎法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5# 3#弃渣场 插钎法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6# 通往 11#风机道路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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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往 N主线道路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8# 1#弃渣场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量、植被恢复情况

1.4.4 监测设施设备

本工程监测设备见表 1.4-4。

表1.4-4 监测主要设备及仪器一览表

类型 序号 监测设施及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设备

测量

设备

1 皮尺（100m） 件 2
2 测绳 件 10

3 钢卷尺（3m） 件 2
4 钢钎 根 20
5 地质罗盘 个 1

6 手持 GPS 定位仪 台 1
7 自记雨量计 台 1
8 植被测量仪器 套 1

9 大疆无人机 台 1

其他

设备

1 数码摄像机 台 1
2 数码相机 台 1
3 笔记本电脑 台 1
4 打印机 台 1

1.4.5 监测技术方法

监测方法采取地面观测、调查监测相结合进行。地面观测频率为旱季每季一

次、雨季每月一次，采用侵蚀沟样法、插钎法监测；调查监测以不定期调查巡查

为主。

a）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包括外业调查和内业调查两种。

1）外业调查

外业调查采用现场调查监测，现场调查项目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

措施实施情况，借助皮尺、钢卷尺、测距仪等测量仪器，量测挡土墙、排水沟等

防治措施的断 面尺寸、长度、宽度，并通过外观检测，定性判断其稳定性、完

好程度等。

植物措施调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样地，样地大小 1m×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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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2m、5m×5m，统计林草覆盖率和成活率等。另外，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地表扰动也以现场动态调查监测为主。

2）内业调查

内业调查主要对外业调查监测资料的补充和完善，以查阅水土保持设计、监

理、施工等资料为主，包括土地征、占地面积、防治措施工程量等。

b）定位监测

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侵蚀强度的监测，采用地面观测的方法，包括插钎法、

侵蚀沟样法等。对林草植被生长状况的监测，则采用标准地法（样方法）。

1）插钎法

选择样地，将钢钎分上中下、左中右纵横各 3 排（共 9 根）垂直坡面方向

打入，钢钎与坡面齐平，编号登记入册。观测钢钎出露地面高度，计算土壤侵蚀

深度和土壤侵蚀量。

2）侵蚀沟样法

选择有代表性的侵蚀地段，在样方内对每条侵蚀沟的上、中、下 3 段选择

若干个典型断面，对每个断面的侵蚀宽度、深度、长度进行测量，计算单沟侵蚀

量，汇总计算样方侵蚀量。

c）巡查

对工程开挖、填筑形成的裸露地表、扰动地表面积、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

水土流失面积、植被破坏等变化情况、水土流失危害及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情况、

运行情况等进行不定期调查巡查，现场调查、量测并记录，在监测报告中予以反

映。

1.4.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2021年 4月，依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并结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制定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对项目区开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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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调查监测。从 2021年 4月开始至 2022年 5月监测结束，按季度完成水土

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022年 5月编制完成《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

保持监总结报告》。

a）施工期

本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本工程已于 2020年 10

月开工建设，对 2021年 4月开展回顾性监测，采用卫片对比、施工资料收集、

现场核查等手段及方法，判断项目开工至今是否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2021

年 4月至 2022年 5月，主要是监测数据采集阶段。项目组依据制定的监测实施

方案、工作计划和野外调查监测工作细则，对项目建设区开展全面踏勘调查。通

过实地调查，选择典型地块布设监测点，对典型地块的土壤侵蚀环境因子、水土

流失状况及水土保持防治效益进行定位观测，以获取定位和定量的监测数据。通

过调查数据采集的方式，对项目建设区实施全面调查监测，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

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土地整治恢复、水土流失、水土

保持措施执行及其防治效益的动态变化情况。按季度监测，特殊情况，如：降水

量大于 50mm加测。积极配合建设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监督，及时完成提

交监测季度报告。

b）评价阶段

评价阶段为 2022年 5月。根据监测范围、分区分时段整理、汇总、分析监

测数据资料。重点分析以下内容：防治责任范围动态变化情况以及变化的主要原

因；土石方调配等情况；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土地整治恢复的动态变

化情况；项目建设后期的土壤侵蚀分布、面积、强（程）度、危害情况；水土保

持工程执行情况；水土保持工程防治效益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本项目扰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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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覆盖率等六项指标，对项目的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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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的防治特点和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归

纳总结，以供其他工程建设防治人为水土流失的借鉴利用。

2022年 5 月，我公司通过现场全面调查，收集资料，在整理、汇总和分析

的基础上，编写完成本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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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等。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采用实地量测、资料分析的方法，即依据水土保持方案，

结合工程征地资料、施工、竣工资料、Google卫星影像和现场拍照等分析情况，

实地测量复核扰动范围，界定防治责任范围，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

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

根据现场调查及监测分析，本工程扰动土地面积详细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工程扰动面积监测结果表 单位：hm2

编号 项目名称 行政区划分 扰动面积

1 风力发电场区 田林县 5.98
2 集电线路区 田林县 1.63
3 升压站区 田林县 1.17
4 道路工程区 田林县 27.36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田林县 0.50
6 临时堆土场区 田林县 2.72
7 弃渣场区 田林县 2.20

合计 41.56

2.2 弃渣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设置 4个弃渣场，占地面积 0.42hm2，弃渣总量

3.10万 m3，弃渣场特性见表 2.2-1。

表 2.2-1 实际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渣场地

形
位置

最大堆高

（m）

占地面积

（hm2）

弃渣量

（万 m3）

渣场容量

（万 m3）

1#弃渣场 沟道型 3#风机南侧 18 0.54 2.88 6.04
2#弃渣场 沟道型 4#风机南侧 17 0.49 0.93 5.20
3#弃渣场 缓坡地 9#风机领进道路 9 0.59 0.79 2.66
4#弃渣场 沟道型 14#风机领进道路 18 0.58 0.91 6.47
合计 2.20 5.49 20.37

本工程弃渣主要以土方为主，弃渣场堆渣坡度较缓，渣体稳定，防治措施

体系基本完善，无滑坡、坍塌等情况发生，大部分渣面植被生长情况良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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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起到固土、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弃渣场监测频次为每月监测一次，监测方

法为定位监测和调查巡查监测相结合。

2.3 水土保持措施

2.3.1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工程措施的监测频次为每季监测一次，边坡防护运行状况随机调查，采取地

面观测、调查监测相结合进行监测其水土流失情况。已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布设完善，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情况如表

2.3-1。

表 2.3-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监测情况表

编

号

防治分

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已完成

工程量
实施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1
风力发

电场区

表土剥离 万 m3 1.0 2021.04-2022.04

（1）每季度

监测一次。

（2）边坡防

护运行状况

随机调查。

地面观

测、调查

监测相结

合进行。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0 2021.04-2022.04
截排水沟 m 600 2021.10-2021.12

顺接排水沟 m 40 2021.10-2021.12

2
集电线

路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35 2021.04-2022.04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35 2021.04-2022.04

3 升压站

表土剥离 万 m3 3000 2021.04-2021.06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3000 2022.01-2022.04

截排水沟 m 400 2022.01-2022.04
排水管网 m 280 2022.01-2022.04
框格护坡 m 50 2021.10-2021.12

4
道路工

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1.05 2021.04-2022.04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05 2021.04-2022.04

场地平整 hm2 0.3 2021.01-2021.04
截排水沟 m 8000 2022.01-2022.04
沉砂池 个 8 2022.01-2022.04

顺接排水沟 m 850 2022.01-2022.04
浆砌石挡墙 m 50 2021.04-2021.06

5
弃渣场

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2 2021.04-2022.04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2 2021.12-2022.01

浆砌石截排水沟 m 626 2021.12-2022.01
浆砌石挡墙 m 280 2021.01-2021.04
场地平整 hm2 2.1 2021.04-2022.04

6
临时堆

土场区
土地整治 hm2 2.72 2021.04-2022.04

7
施工生

产生活

表土剥离 万 m3 0.1 2021.04-2022.04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1 2021.04-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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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场 场地平整 hm2 0.5 2021.01-2021.04

2.3.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植物措施的监测频次为每季监测一次，植物措施随机调查监测，采取地面观

测、调查监测相结合进行监测。根据现场监测调查，风力发电场区的植物措施成

活率在 80%以上，植被覆盖率 80%以上；集电线路区植物措施成活率在 90%以

上，植被覆盖率 90%以上；道路工程区植物措施成活率在 90%以上，植被覆盖率

40%以上；弃渣场植物措施成活率在 95%以上，植被覆盖率 90%以上。本工程已

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情

况如表 2.3-2。

表 2.3-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情况表

编

号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已完成

工程量
实施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1 风力发电场区
直播种草 hm2 4.3

2021.12-2022.04

（1）每季

度监测一

次。

（2）植被

随机调查

监测。

地面观

测、调查

监测相结

合进行。

种植爬山虎 株 2800

2 升压站区
骨架内植草护坡 hm2 0.15 2021.10-2021.12

景观绿化 hm2 0.15 2021.10-2021.12
3 集电线路区 直播种草 hm2 1.25 2020.06-2020.12

4 道路工程区

直播种草 hm2 0.3
2021.10-2021.12植草护坡 hm2 19.97

撒播草籽 hm2 18.14

5 弃渣场区 直播种草 hm2 2.15 2021.10-2021.12

6 临时堆土场区 直播种草 hm2 2.72 2021.10-2021.12
7 施工生产生活区 直播种草 hm2 0.45 2021.10-2021.12

2.3.3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情况

临时措施的监测频次为每季监测一次，采取地面观测、调查监测相结合进行

监测。根据现场监测调查，已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主体

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采取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取得良好的保持水土的效果。水

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情况如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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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情况表

编

号

防治分

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已完成

工程量
实施时间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1
风力发

电场区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1025 2021.01-2021.04

每季度监测

一次。

地面观

测、调查

监测相结

合进行。

临时排水沟 m 1000 2021.01-2021.04
铺设密目网 m2 4600 2021.01-2021.04
铺设无纺布 m2 7800 2021.01-2021.04

2
集电线

路区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2 746 2021.01-2021.04
临时排水沟 m 500 2021.01-2021.04

铺设密目网 m2 420 2021.01-2021.04

3
升压站

区

临时拦挡 m 150

2021.01-2021.04铺设彩条布 m2 1800

铺设密目网 m2 520

4
道路工

程区

临时排水沟 m 820

2021.01-2021.04
挡水土埂 m 1935

编织袋拦挡 m 1200
铺设密目网 m2 10167
铺设无纺布 m2 80877

5
弃渣场

区

临时拦挡 m 495 2021.01-2021.04
铺设密目网 m2 5600 2021.01-2021.04
临时拦挡 m 1800

2021.01-2021.04
铺设密目网 m2 15344

7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2 200 2021.01-2021.04

铺设密目网 m2 780 2021.01-2021.04

2.4 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监测结果统计，监测时段自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5月，工程累计扰动

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总面积为 41.56hm2，累计土壤侵蚀总量为 4811.65t。工

程水土流失监测情况如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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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编号 分区
实际占地

（hm2）

监测时段土壤

流失量（t）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1
风力发电

场区
5.98 518.36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边坡防护运行状况随

机调查。

（3）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定点观测、

调查监测相

结合进行

2
集电线路

区
1.63 62.41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边坡防护运行状况随

机调查。

（3）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

3 升压站区 1.17 59.11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

4
道路工程

区
27.36 3574.46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边坡防护运行状况随

机调查。

（3）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定点观测、

调查监测相

结合进行

5
施工生产

生活区
0.50 30.16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调查监测

6
临时堆土

场区
2.72 287.39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边坡防护运行状况随

机调查。

（3）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定点观测、

调查监测相

结合进行

7 弃渣场区 2.74 279.77
（1）旱季每季监测一次，

雨季每月监测一次。

（2）植被随机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

合计 48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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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监测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a）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工

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110.14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87.60hm2，直

接影响区 22.54hm2。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1。

表 3.1-1 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编号 项目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

任范围永久 临时 小计

1 风力发电场区 0.76 6.74 7.5 4.69 12.19
2 集电线路区 0.99 0.78 1.77 1.76 3.53
3 升压站区 1.17 1.17 0.16 1.33
4 道路工程区 68.41 68.41 11.90 80.31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 0.72 1.64 2.14
6 临时堆土场区 5.29 5.29 2.30 7.59
7 弃渣场区 2.74 2.74 0.10 2.84

合 计 2.92 84.46 87.60 22.54 110.14

b）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征占地资料和实际现场监测，工程施工建设扰动土地面积为

41.56hm2。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变化监测表详见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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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 单位：hm2

项目 方案值 监测值 增减 备注

项目建设

区

风力发电场区 7.5 5.98 -1.52

集电线路区 1.77 1.63 -0.14

升压站区 1.17 1.17 0.00

道路工程区 68.41 27.36 -41.0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72 0.50 -0.22

临时堆土场区 5.29 2.72 -2.57

弃渣场区 2.74 2.20 -0.54
小计 87.60 41.56 -46.04

直接影响

区

风力发电场区 4.69 0 -4.69
集电线路区 1.76 0 -1.76
升压站区 0.16 0 -0.16

道路工程区 11.9 0 -11.9
施工生产生活区 1.64 0 -1.64
临时堆土场区 2.3 0 -2.3

弃渣场区 0.1 0 -0.1
小计 22.54 0 -22.54

合计 110.14 41.56 -68.58

c）变化情况及原因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较原方案批复面积减少 68.58hm2，原

因主要为：

（1）风力发电场区：原方案设计 20台单机容量 250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

装机容量 50MW，随着设计的深入和优化，减少风机台数，风力发电场吊装平台

用地减少，占地面积减少 1.52hm2。

（2）升压站区：升压站与水保方案施工一致。

（3）集电线路区：原水保方案架空线路 40km，直埋电缆 2.03km；实际施

工中对线路进行优化，减少直埋电缆和架空线路长度，直埋电缆长度 13.09km，

架空线路 18.5km，占地面积减少 0.14hm2。

（4）道路工程区：原水保方案道路总长 21.50km，其中改扩建道路 18km，

新建场内道路 21.5km，施工便道 433m；实际施工中道路总长 8.6km，新建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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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8.6km。随着设计的深入和优化、节约用地，实际施工中道路有所调整，占

地面积减少 41.05hm2。

（5）弃渣场区：原水保方案中设置 5处弃渣场；本工程实际施工中，风机

平台施工中尽量移挖作填，道路开挖采用半挖半填，或将挖方用于道路低洼处回

填，并做好边坡防护，施工中产生的弃土大大减少，实际施工中设置 4处弃渣场，

占地面积减少 0.54hm2。

（6）临时堆土场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有征地，将各防治分

区的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已有征地范围内，减少了征地面积，也减少土方的二次

调运，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因此占地面积减少 2.57hm2。

（7）施工生产生活区：原水保方案设计 1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实际建设过

程中，充分利用已有征地进行优化设计，布设 1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因此占地面

积减少 0.22hm2。

（8）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控制扰动范围，未对周边产生较大

水土流失影响，无直接影响区。

3.1.2 背景值监测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工，此前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引用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调查数据，项目区无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在 430t/

（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分析，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累计扰动原地貌、损

坏土地和植被总面积为 41.56hm2，其中永久征地面积为 2.61hm2，临时用地面积

为 38.95hm2，占地类型全部为林地。工程扰动面积监测情况如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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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工程扰动面积监测情况 单位：hm2

序

号
项目 占地性质

行政
旱地

旧房

屋

其他园

地

其他草

地

灌木林

地

农村道

路
小计

区划

1 风力发电场区
永久：0.59

田林县 4.01 1.97 5.98
临时：5.39

2 集电线路区
永久：0.85

田林县 1.12 0.51 1.63
临时：0.78

3 升压站区 永久：1.17 田林县 0.14 0.04 0.62 0.37 1.17
4 道路工程区 临时：27.36 田林县 19.58 7.23 0.55 27.36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0.50 田林县 0.39 0.11 0.5
6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5.29 田林县 0.55 2.17 2.72
7 弃渣场区 临时：2.20 田林县 1.73 0.47 2.20

合计
永久：2.61

田林县 0.14 0.04 0.62 27.75 12.46 0.55 41.56
临时：38.95

3.2 取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料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中，规划回填料利用开挖土石，未设置取土场。

3.2.2 取料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施工过程中，回填料利用开挖土石，未涉及取土场。

3.2.3 取料对比分析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和实际施工中未设置取土场。

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水保方案设置 5个弃渣场，占地面积 2.74hm2，设计弃渣量 22.69万 m3，特

性详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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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水保方案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位置 弃渣场类型 占地面积（hm2） 渣场容量（万 m3） 弃渣量（万 m3）

1# 3#风机南侧 沟道型 0.54 6.04 4.37

2#
4#风机南侧

10m紧邻现

有村道

沟道型 0.49 5.20 3.77

3#
9#风机南侧

紧邻场内道

路

沟道型 0.59 2.66 1.92

4#

14#风机西

北侧 139m
紧邻场内道

路

沟道型 0.58 6.47 4.69

5# 18#风机西

北侧 62m
沟道型 0.54 5.73 3.75

合计 2.74 26.10 18.50

3.3.2 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弃渣量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设置 4处弃渣场，占地面积 2.20hm2，弃渣量 5.49

万 m3，弃渣场特性见表 3.3-2。

表 3.3-2 实际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对应方

案

渣场地

形
位置

最大堆高

（m）

占地面积

（hm2）

弃渣量

（万 m3）

渣场容量

（万 m3）

1#弃渣

场

1#弃渣

场
沟道型 3#风机南侧 18 0.54 2.89 6.04

2#弃渣

场

2#弃渣

场
沟道型

4#风机南侧 10m
紧邻现有村道

17 0.49 0.56 5.20

3#弃渣

场

3#弃渣

场
缓坡地

9#风机南侧紧邻

场内道路
9 0.59 0.79 2.66

4#弃渣

场

4#弃渣

场
沟道型

14#风机西北侧

139m紧邻场内道

路

18 0.58 1.25 6.47

合计 2.2 5.49 20.37

3.3.3 弃渣对比分析

施工过程中，工程局部区域多余土石方用于道路、弯道拓宽与回填等，提高

了弃渣的综合利用，有效减少永久弃渣量。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1、土石方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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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累计挖方 46.12万 m3，填方 40.63万 m3，产生永久弃土 5.49万 m3，弃

渣运往弃渣场。施工时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临时堆放在风力发电场区吊装平

台一角、道路一侧、施工生产生活区等空地内，施工结束后平整绿化。

2、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对比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131.16万 m3，土石

方回填总量 112.66万 m3，产生弃渣总量 18.50万 m3，弃渣运往弃渣场。实际土

石方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分析详见表 3.4-1。

表 3.4-1 实际土石方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分析表 单位：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数量 去向

一、实际土石方量

风力发电场区 7.79 6.72 1.07 弃渣场

集电线路区 4.04 4.04
升压站区 1.47 1.47

道路工程区 32.6 28.18 4.42 弃渣场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2 0.22
合计 46.12 40.63 5.49 弃渣场

二、水保方案土石方量

风力发电场区 27.87 24.98 2.89 弃渣场

集电线路区 4.69 4.69 弃渣场

升压站区 2.28 2.28
道路工程区 96.1 80.49 15.61 弃渣场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2 0.22
合计 131.16 112.66 18.5 弃渣场

3、土石方变化分析

（1）风力发电场区

随着设计的深入和优化，施工中尽量移挖作填，因风机台数减少故风机平台

挖方减少。

（2）道路工程区

通过优化道路施工设计，减少了道路的开挖的土石方量，另外道路建设基本

采用半挖半填，挖方用于道路低洼处回填，并做好边坡防护，大幅减少了永久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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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量。

（3）集电线路区及施工生产生活区

实际施工中，开挖产生的土方均用于回填，未产生弃土。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工程未涉及大型开挖、填筑坡面等其他需要重点监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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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工程主要按风力发电场区、升压站区、集电线路区、道路工程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弃渣场区和临时堆土场区等 7个防治分区进行措施布设，水土保持体系

见表 4-1。

表 4-1 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表

编号 防治分区 主要措施类型

1 风力发电场区
表土剥离、截排水沟、土地整治覆土、种植爬山虎、直播种草、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临时排水沟、铺设密目网、铺设无纺布

2 集电线路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覆土、直播种草、临时编织土袋挡墙、临

时排水沟、铺设密目网

3 升压站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覆土、截排水沟、排水管网、框格护坡、

骨架内植草护坡、景观绿化、临时拦挡、铺彩条布

4 道路工程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覆土、截排水沟、沉砂池、顺接排水沟、

浆砌石挡墙、直播种草、植草护坡、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沟、

挡水土埂、临时排水沟、铺设密目网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覆土、场地平整、直播种草、临时编织土

袋挡墙、铺设密目网

6 临时堆土场区 场地平整、直播种草、临时拦挡、铺设密目网

7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覆土、浆砌石排水沟、浆砌石挡墙、场地

平整、直播种草、临时拦挡、铺设密目网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实施进度要求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实施。本项目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始施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于 2022

年 5月基本建设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基本与主体工程“三同时”。

通过现场监测及查阅相关资料统计，完成的工程措施量包括：表土剥离 2.91

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2.91万 m3，顺接排水沟 890m，排水管网 280m，框格护坡

50m，场地平整 5.62hm2，截排水沟 9626m，沉砂池 8个，浆砌石挡墙 330m。完

成设施工程量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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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编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备注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
3 顺接排水沟 m 40
4 截排水沟 m 600
二 集电线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3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3
三 升压站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3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3
3 排水管网 m 280
4 框格护坡 m 50
5 截排水沟 m 400
四 道路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
3 顺接排水沟 m 850
4 场地平整 hm2 0.3
5 截排水沟 个 8000
6 沉砂池 m 8
7 浆砌石挡墙 m 50
五 弃渣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2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2
3 场地平整 hm2 2.1
4 截排水沟 m 626
5 浆砌石挡墙 m 280
六 临时堆土场区

1 场地平整 hm2 2.72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11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11
3 场地平整 hm2 0.5

各防治区工程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1）风力发电场区：表土剥离 1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1万 m3，顺接排水沟 40m，

截排水沟 600m；

（2）集电线路区：表土剥离 0.3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0.3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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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压站区：表土剥离 0.3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0.3万 m3，排水管网 280m，

框格护坡 50m，截排水沟 400m；

（4）道路工程区：表土剥离 1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1万 m3，顺接排水沟 850m，

场地平整 0.3hm2，截排水沟 8000m，沉砂池 8个，浆砌石挡墙 50m；

（5）弃渣场区：表土剥离 0.2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0.2万 m3，场地平整 2.1hm2，

截排水沟 626m，浆砌石挡墙 280m；

（6）临时堆土场区：土地整治 2.72hm2；

（7）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剥离 0.11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0.11万 m3，场地平

整 0.5hm2。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实施进度要求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实施。本项目

工程于 2020年 10月开始施工，2022年 5月建设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于 2022

年 5月基本建设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实施进度基本

与主体工程“三同时”。

通过现场监测及查阅相关资料统计，工程主要水土保持植物设施采取的措施

主要有直播种草、景观绿化、植草护坡。完成的植物设施包括：种植爬山虎 2800

株，直播种草 11.17hm2，骨架内植草护坡 0.15hm2，景观绿化 0.15hm2，植草护

坡 19.17hm2，撒播草籽 18.14hm2。完成设施工程量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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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水土保持植物设施工程量统计表

编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备注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直播种草 hm2 4.30
2 种植爬山虎 株 2800
二 集电线路区

1 直播种草 hm2 1.25
三 升压站区

1 骨架内植草护坡 hm2 0.15
2 景观绿化 hm2 0.15
四 道路工程区

1 直播种草 hm2 0.3
2 植草护坡 hm2 19.97
3 撒播草籽 hm2 18.14
五 弃渣场区

1 直播种草 hm2 2.15
六 临时堆土场区

1 直播种草 hm2 2.72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直播种草 hm2 0.45

各防治区植物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1）风力发电场区：直播种草 4.3hm2，种植爬山虎 2800株；

（2）集电线路区：直播种草 1.25hm2；

（3）升压站区：骨架内植草护坡 0.15hm2，景观绿化 0.15hm2；

（4）道路工程区：直播种草 0.3hm2，植草护坡 19.97hm2，撒播草籽 18.14hm2；

（5）弃渣场区：直播种草 2.15hm2；

（6）临时堆土场区：直播种草 2.72hm2；

（7）施工生产生活区：直播种草 0.45hm2。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监测及查阅相关资料统计，工程主要水土保持临时设施在 2020年

10月~2022年 3月实施，完成的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3171m，临

时排水沟 2320m，铺设密目网 26844m2，铺设无纺布 88677m2，挡水土埂 19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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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彩条布 12387m2，临时拦挡 2445m。主要临时防护措施详见 4-4。

表 4-4 水土保持临时设施工程量统计表

编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备注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1025
2 临时排水沟 m 1000
3 铺设密目网 m2 4600
4 铺设无纺布 m2 7800
二 集电线路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746
2 临时排水沟 m 500
3 铺设无纺布 m2 420
三 升压站区

1 铺设密目网 m2 520
2 铺设彩条布 m2 1800
3 临时拦挡 m 150
四 道路工程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1200
2 临时排水沟 m 820
3 铺设无纺布 m2 80877
4 挡水土埂 m 1935
5 铺设彩条布 m2 10167
五 弃渣场区

1 铺设密目网 m2 5600
2 临时拦挡 m 495
六 临时堆土区

1 铺设密目网 m2 15344
2 临时拦挡 m 1800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200
2 铺设密目网 m2 780

各防治区临时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1）风力发电场区：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1025m，临时排水沟 1000m，铺设密目

网 4600m2，铺设无纺布 7800m2；

（2）集电线路区：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746m，临时排水沟 500m，铺设彩条布 420m2；

（3）升压站区：铺设密目网 4600m2，铺设彩条布 420m2，临时拦挡 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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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工程区：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1200m，临时排水沟 820m，铺设无纺布

80877m2，挡水土埂 1935m，铺设彩条布 10167m2；

（5）弃渣场区：铺设密目网 5600m2，临时拦挡 492m；

（6）临时堆土场：铺设密目网 5600m2，临时拦挡 492m。

（7）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200m，铺设密目网 780m2。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工程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防治体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工作，排水设施

完善，设施布设合理，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完工后，随着植被

的恢复，水土流失强度进一步减弱。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基本稳定，未见设施损坏。

整体而言，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项目及工程量存在一些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1）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按照方案设计落实了水土保持过程措施，部分

工程措施发生变化，但其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原方案安装 20 台单机容量

2500kW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 50MW；实际施工在总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单机容量，减少至 16台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15台 3.2MW+1台 2.0MW，

风机平台减少了 4台，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也随着减少。实际施工中，所建风机

位平台的汇水通过地渗即可满足排水要求，因此减少了浆砌石截排水沟工程量。

（2）工程建设基本按照水保方案设计落实了植物措施，实际施工中主要采

取草灌混播、撒播草籽、种植灌木及种植爬山虎的方式进行绿化。为增强水土保

持功能，施工人员安排居住在周边居民区，未设置生活区，项目建设规模较水保

方案减少，对应的分区植物措施有所减少。

（3）工程建设基本按照水保方案设计落实了临时措施，建设单位注重水土

流失防治工作，对扰动范围内裸露地表实施临时苫盖措施，对汇水面实施临时排

水措施，但由于本项目设计调整，风机平台的数量、道路长度、扰动面积减少，

临时排水沟、临时拦挡、临时苫盖措施均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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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设施工程量变化情况详见表 4-5。

表 4-5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表

编号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工程量 完成工程量 增减 备注

Ⅰ 工程措施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50 1.00 -0.50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50 1.00 -0.50
3 顺接排水沟 m 1190 40 -1150
4 截排水沟 m 2740 600 -2140
二 集电线路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35 0.3 0.05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35 0.3 0.05
三 升压站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34 0.3 -0.04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34 0.3 -0.04
3 排水管网 m 280 280 0
4 框格护坡 m 50 +50
5 截排水沟 m 448 400 -48

四 道路工程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1.01 1 -0.01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1.01 1 -0.01
3 顺接排水沟 m 1160 850 -310
4 场地平整 hm2 0.3 0.3 0
5 截排水沟 m 10214 8000 -2214
6 沉砂池 个 11 8 -3
7 浆砌石挡墙 m 50 +50
五 弃渣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54 0.2 -0.34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54 0.2 -0.34
3 场地平整 hm2 2.17 2.1 -0.07
4 截排水沟 m 1611 626 -985
5 浆砌石挡墙 m 280 280 0
6 平台水沟 m 526 -526
7 沉砂池 个 10 -10

六 临时堆土场区

1 场地平整 hm2 5.29 2.72 -2.57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13 0.11 -0.02
2 土地整治覆土 万 m3 0.13 0.11 -0.02
3 场地平整 hm2 0.5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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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植物措施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种植爬山虎 株 2965 2800 -165
2 直播种草 hm2 6.58 4.3 -2.28
二 集电线路区

1 直播种草 hm2 1.27 1.25 -0.02
三 升压站区

1 骨架内植草护坡 hm2 0.40 0.15 -0.25
2 景观绿化 hm2 0.21 0.15 -0.06
四 道路工程区

1 直播种草 hm2 0.3 0.3 0
2 植草护坡 hm2 79.53 19.97 -59.56
3 撒播草籽 hm2 18.14 +18.14
4 植乔木 株 750 -750
5 植灌木 株 750 -750

五 弃渣场区

1 直播种草 hm2 2.17 2.15 -0.02
2 植乔木 株 5425 -5425
3 植灌木 株 5425 -5425
六 临时堆土场区

1 直播种草 hm2 5.29 2.72 -2.57
2 植乔木 株 13233 -13233
3 植灌木 株 13233 -13233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直播种草 hm2 0.45 0.45 0
2 植草护坡 hm2 0.05 -0.05
3 植乔木 株 1150 -1150
4 植灌木 株 1150 -1150
Ⅲ 临时措施

一 风力发电场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4850 1025 -3825
2 临时排水沟 m 3600 1000 -2600
3 临时沉沙池 个 24 -24
4 铺设密目网 m2 9370 4800 -4570
5 铺设无纺布 m2 12955 7800 -5155
二 集电线路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2835 746 -2089
2 临时排水沟 m 2940 500 -2440
3 临时沉沙池 个 12 -12
4 铺彩条布 m2 1767 420 -1347
5 铺设无纺布 m2 137160 -13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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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升压站区

1 临时拦挡 m 162 150 -12
2 临时排水沟 m 295 -295
3 临时沉砂池 个 2 -2
4 铺彩条布 m2 2106 1800 -306
5 铺设密目网 m2 500 520 +20
四 道路工程区

1 临时排水沟 m 4270 820 -3450
2 挡水土埂 m 2930 1935 -995
3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4250 1200 -3050
4 铺彩条布 m2 186000 10167 -175833
5 铺无纺布 m2 80877 +80877
五 弃渣场区

1 临时拦挡 m 508 495 -13
2 铺设密目网 m 4800 5600 +800
六 临时堆土场区

1 临时排水沟 m 3180 -3180
2 临时沉沙池 个 20 -20
3 临时拦挡 m 3672 1800 -1872
4 铺设密目网 m2 52930 15344 -37586
七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m 410 200 -210
2 临时排水沟 m 349 -349
3 临时沉砂池 个 2 -2
4 铺彩条布 m2 500 -500
5 铺设密目网 m2 780 7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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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量分析

5.1 水土流失面积

自工程开工以来，开挖回填等扰动活动一直存在，随着全面进入施工状态时，

工程水土流失面积达到最大值，面积为 41.56hm2，占地类型全部为林地。工程建

成时，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落实到位，工程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小。

表 5.1-1 工程水土流失面积监测情况表 单位：hm2

序

号
项目 占地性质

行政 旱

地

旧房

屋

其他

园地

其他

草地

灌木

林地

农村

道路
小计

区划

1 风力发电场区
永久：0.59

田林县 4.01 1.97 5.98
临时：5.39

2 集电线路区
永久：0.85

田林县 1.12 0.51 1.63
临时：0.78

3 升压站区 永久：1.17 田林县 0.14 0.04 0.62 0.37 1.17
4 道路工程区 临时：27.36 田林县 19.58 7.23 0.55 27.36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0.50 田林县 0.39 0.11 0.5
6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5.29 田林县 0.55 2.17 2.72
7 弃渣场区 临时：2.20 田林县 1.73 0.47 2.2

合计
永久：2.61

田林县 0.14 0.04 0.62 27.75 12.46 0.55 41.56
临时：38.95

5.2 土壤流失量

1、水土保持方案水土流失预测结果

批复的水保方案，新增水土流失量 9383.80t，其中施工期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9252.05t，自然恢复期新增水土流失量 813.62t。

2、实际水土流失量监测结果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结合降雨、现场监测时收集监测点数据及相关工程

资料计算统计，项目区监测时段（2021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一季度）土壤流失

总量为 4811.65t。项目区土壤侵蚀量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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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监测时段各扰动分区土壤侵蚀量统计表

编号 分区 实际扰动面积（hm2） 监测时段土壤流失量（t）
1 风力发电场区 5.98 518.36
2 集电线路区 1.63 62.41
3 升压站区 1.17 59.11
4 道路工程区 27.36 3587.29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0 30.16
6 临时堆土场区 2.72 287.39
7 弃渣场区 2.20 266.94

合计 41.56 4811.65

截止 2022年 5月，落实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现场水土流失强度

下降至微度水平 500（t/（km2.a））。

5.3 取料（石、料）弃土（石、料）潜在土壤流失量

工程施工过程中尚未发现乱堆、乱弃土石方，不存在潜在土壤流失量。

弃渣场堆渣坡度较缓，渣体稳定，无滑坡、坍塌等情况发生，本工程未涉及

取土场。

5.4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查阅施工相关资料、照片及询问建设相关人员，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

未发生大的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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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情况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根据监测调查及施工记录，本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土地面积

41.56hm2，施工结束后，完成治理面积 40.78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12%，

达到了方案制定的目标值 95%。详见表 6-1。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总面积为除去永久建筑面积以外的扰动地表面积，共

计 30.69hm2，经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达标的面积为 29.91hm2。经分析计算，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46%，达到了方案制定的目标值 97%。详见表 6-1。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及收集相关资料得知，工程基本采用随挖随运。工程

累计产生弃方 5.49万 m3弃土（取系数 1.35，合 40700t），经采取措施实际拦挡

的弃土总量约 40700t，工程拦渣率达到 98.64%，达到了方案制定的目标值 95%。

施工时进行表土剥离，表土剥离临时堆放在风机吊装平台一角、道路一侧、施工

生产生活区等空地内，施工结束后平整绿化。通过现场调查，工程施工过程中未

出现水土流失事件，施工活动保持在红线范围内。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所在地田林县属于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以水

力侵蚀为主。按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期工程建设土

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通过现场调查、踏勘，项目区各项措施已经发挥

效益，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的土壤侵蚀强度分级标准

和面蚀分级指标等，分析确定项目建设区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了方案制定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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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

百分比。林草覆盖率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对植物措施的调查及抽样监测，结合查阅主体工程施工、占地和绿化等

有关资料得知，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41.56hm2，可绿化面积为 29.20hm2。恢复

植被面积为 28.9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01%，达到方案目标值 99%，详见

表 6-2。

6.6 林草覆盖率

本工程林草植被面积 28.91hm2，项目扰动地表面积为 41.56hm2，林草植被

覆盖率为 69.56%，达到方案目标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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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分析表

序号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建筑物及硬化

（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

率（%）

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1 风力发电场区 5.98 0.59 5.39 0.60 4.30 4.90 91.81 90.91
2 集电线路区 1.63 0.37 1.26 1.25 1.25 99.39 99.21
3 升压站区 1.17 1.02 0.15 0.15 0.15 100.00 100.00
4 道路工程区 27.36 8.89 18.47 0.30 17.89 18.19 98.98 98.48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0 0.50 0.05 0.45 0.50 100.00 100.00
6 临时堆土场区 2.72 2.72 2.72 2.72 100.00 100.00
7 弃渣场区 2.20 2.20 0.05 2.15 2.20 100.00 100.00

合计 41.56 10.87 30.69 1.00 28.91 29.91 98.12 97.46

表 6-2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植被覆盖率计算表

序号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可绿化面积（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

1 风力发电场区 5.98 4.31 4.30 99.77 71.91
2 集电线路区 1.63 1.26 1.25 99.21 76.69
3 升压站区 1.17 0.15 0.15 100.00 12.82
4 道路工程区 27.36 18.15 17.89 98.57 65.39
5 施工生产生活区 0.50 0.45 0.45 100.00 90.00
6 临时堆土场区 2.72 2.72 2.72 100.00 100.00
7 弃渣场区 2.20 2.16 2.15 99.54 97.73

合计 41.56 29.20 28.91 99.01 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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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综上所述，截止 2022年 5月，现场数据显示，工程六项指标已经达到方案

目标值，详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完成情况一览表

编号 防治目标 方案值 实际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8.12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46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98.64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01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2 69.56 达标



田林浪平风电场（一期）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44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征占地面积，并结合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现场调查

监测，工程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为 41.56hm2，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 110.14hm2减少了 68.58hm2。

7.1.2 土石方的变化分析评价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131.21万m3（表土12.55

万 m3），总填方量为 112.71万 m3（表土 12.55万 m3），产生弃土 18.50万 m3。

根据调查监测结果统计所知，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 46.12万 m3（表土 2.91

万 m3），总填方量为 40.63万 m3（表土 2.91万 m3），产生弃土 5.49万 m3，无

借方。工程土石方变化的主要原因：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优化

施工工艺，同时风机平台施工中尽量移挖作填，道路开挖基本采用半挖半填，或

将挖方用于道路低洼处回填；工程产生的临时堆土均为剥离的表土，施工后期用

于绿化覆土。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分析，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优化了相应的设计方案，采用

了较先进的施工工艺，有效减少了工程的土石方挖填量，减少了对项目区及周边

土地的扰动和环境的破坏，对减少水土流失起到较好的作用。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跟进水土

保持措施，在 2020年 10月至 2022年 5月间，主要建成土地整治工程、排水工

程、拦挡工程、植被恢复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

完成主要工程量：表土剥离 2.91 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2.91 万 m3，顺接排

水沟 890m，排水管网 280m，框格护坡 50m，场地平整 5.62hm2，截排水沟 96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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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砂池 8个，浆砌石挡墙 330m，种植爬山虎 2800株，直播种草 11.17hm2，骨架

内植草护坡 0.15hm2，景观绿化 0.15hm2，植草护坡 19.17hm2，撒播草籽 18.14hm2，

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3171m，临时排水沟 2320m，铺设密目网 26844m2，铺设无纺

布 88677m2，挡水土埂 1935m，铺设彩条布 12387m2，临时拦挡 2445m。

方案措施基本落实到位，防治措施基本到位。现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

能够有效防治建设区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设施保土保水效果达到了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设计目标。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7.3.1 存在的问题

a）道路上边坡植被覆盖度较低，增加绿化措施后期需加强绿化管护，完善

边坡的防护措施。

b）部分道路下边坡的植被出现少量裸露或植被稀疏的现象，长势不够理想。

7.3.2 建议

a）建设单位应及时对植物长势不佳、存在裸露的区域进行补植；应及时清

理淤堵路段；同时在今后运行过程中加强管理，进行必要的抚育，提高林草覆盖

率，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b）总结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提

供指导，同时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和植物养护，确保其发挥长远水土

保持效益。

c）建议运营和管理单位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

员和技术保障。

7.4 综合结论

通过对项目区进行水土流失现场调查监测、分析，本工程自开工初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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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分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各项防治措施，发挥了一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根据监测成果资料分析，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10.14hm2；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41.56hm2。

经统计，项目建设主要完成水土保持措施量为（工措、植措、临措）：表土

剥离 2.91万 m3，土地整治覆土 2.91万 m3，顺接排水沟 890m，排水管网 280m，

框格护坡 50m，场地平整 5.62hm2，截排水沟 9626m，沉砂池 8个，浆砌石挡墙

330m，种植爬山虎 2800株，直播种草 11.17hm2，骨架内植草护坡 0.15hm2，景

观绿化 0.15hm2，植草护坡 19.17hm2，撒播草籽 18.14hm2，临时编织土袋挡墙

3171m，临时排水沟 2320m，铺设密目网 26844m2，铺设无纺布 88677m2，挡水

土埂 1935m，铺设彩条布 12387m2，临时拦挡 2445m。

（2）通过对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分析，项目建设区域基本没有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危害，工程的排水、绿化等各类措施都已基本落实，有效地控制了

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六项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8.12%，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7.4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0，拦渣率达 98.64%，林草植被恢复率

99.01%，林草覆盖率 69.56%。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侵蚀量呈下降趋势，至 2022

年 6月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达到 500t/(km2·a)，工程建设新增水土流失得到

一定控制。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最终评分 78分，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布设

基本完善，但存在工程措施小部分损坏、植物措施恢复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局部

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以后，工程得到有效防护，扰动地表植被得到

恢复，保土保水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改善周边生态环境，修复了区域景观，

环境质量得到提高。现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能够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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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土保持监测附录

8.1 附件

（1）项目核准批复；

（2）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水土保持补偿费；

（4）监测影像资料。

8.2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2）项目区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图；

（3）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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