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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任务由来及方案编制情况

1.2 监测目的

按照有关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法规及技术标准，在开发建设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

需对建设工程防治责任区的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测。其目的是：

〔1〕可及时掌握工程建设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状况，评价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和工

程区域生态环境的的实际影响；

〔2〕了解工程工程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状况、对水土流失的防治实施效果

及合理性；

〔3〕为提高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工作及防治效果提供技术依据和补充措施的设计依

据；

〔4〕效劳于工程的平安生产建设、运行和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

〔5〕为建设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工作和科学研究积累根底资料。

1.3 监测原那么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的特点，本次保持监测工作布

置和安排遵循以下根本原那么：

〔1〕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应按临时站点设置原那么。工程建设的水土流失主要集中

在枢纽工程施工期间，以及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期。由于电站的大规模施工活动已根

本结束，因此水土保持监测的时段主要是工程施工后期和工程完工后的植被恢复期，同

时对工程措施防治效果进行监测；



〔2〕典型性原那么。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设密度和监测工程的控制面积，应根

据建设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确定，结合新增水土流失预测结果，选择典型场所

进行监测站点的布设和监测工作，重点地段应重点监测。由于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主

要集中在施工区，水土流失重点地段为弃渣场、料场、施工公路、加工管理区等地点，

故将监测站点主要布设在这些地段，其它区域的水土流失状况采取宏观调查，了解其变

化情况；

〔3〕可操作性原那么。水土流失监测站点主要布设在工程建设对原地貌及植被破

坏较严重，容易产生弃土、弃渣而且可能造成较大水土流失的地区。工程建设期间，在

工程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建立适当的监测点，以能有效、完整的监测两个区的水土流失

状况、危害及防治措施的效果为原那么。运行期间，在工程建设期监测点的根底上，在

挡水坝两侧增加监测点，以能反映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原那么；

〔4〕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观测方法、观测时段、观测周期、观测频次、观测设施

等应根据工程可能导致和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确定。本次水土保持监测的成果，报上级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5〕水土保持监测应有相对固定的观测设施，并做到地面观测与调查监测相结合；

〔6〕此外，由于工程保持方案编制工作完成于工程施工建设期，并且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始于工程建设根本完工以后，因此，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必须考虑实际情况，要表

达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那么，不能按照新开工建设工程来做。

1.4 方案编制依据

〔1〕《开发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1995年5月30日水利部第5号令)；

〔2〕《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方法》(2000年1月31日水利部第12号令)；

〔3〕《开发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方法》〔2002年l0月22日水利部第16号令〕；

〔4〕《关于加强大中型开发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通知》〔水利部〕；

〔5〕《开发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SL204—98〕；

〔6〕《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7〕《水土保持试验标准》〔SD239—87〕；

〔8〕《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

〔9〕《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规划通那么》〔GB/T15772—1995〕；



〔10〕《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标准》〔GB/T16453.1～16453.6—1996〕；

〔1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1995〕；

〔12〕《防洪标准》(GB5020l—94)；

〔1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技术标准》〔SL44—93，水利部〕

〔14〕《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1995)；

〔15〕《主要造林树种苗木》(GB6000—85)；



〔16〕云南省云政发[1999]5l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

〔17〕《云南省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报告》云南水利厅、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2000年8月)；

〔18〕《×××工程性研究报告》(×××年×××月)；

〔19〕《×××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年×××月〕；

〔20〕《×××水土保持监测任务书》〔×××年×××月〕.

2 工程概况

1.1 工程区概况

2.2 工程概况

2.3 施工分区布置

土料场〔分述根本情况〕

石料场〔分述根本情况〕

存弃渣场〔分述根本情况〕

场内外公路〔分述根本情况〕

2.4 工程占地

2.5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2.6 移民搬迁及安置

2.7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2.8 水土保持防治设计

防治目标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原那么，结合工程特点和工程区的实际情况，

居甫渡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要实现的总体目标是在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区

范围内，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管理措施，有效控制因工程建设而导致的

新增水土流失，并在此根底上治理工程区域原有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工程区域的生态

环境。具体防治目标如下：

〔1〕扰动土地治理率：；

〔2〕水土流失治理度：；

〔3〕水土流失控制量：；

〔4〕拦渣率：；

〔5〕植被恢复系数：；

〔6〕林草覆盖率：。

防治分区及布局

.1 防治分区

.2 防治措施

.3 防治措施总体布局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区内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包括两局部，即工程治理措施和植物治理措施。工程治理措

施主要针对渣场，采取拦渣、护坡和排水工程措施。对施工区各类用地，根据其立地条

件，采取植物治理措施。根据对工程施工区的调查分析，需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设

计以下水土保持措施：

〔1〕存弃渣场、料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措施

〔2〕施工公路

〔3〕工程管理区、临时占地区

〔4〕主体工程永久占地区水土保持措施

〔5〕施工期临时水土保持措施

〔6〕移民安置区水土保持措施

防治措施实施进度

.1 根本原那么



.2 实施进度

水土保持实施进度方案详见表 3-3。

3 监测范围及内容

根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制定的水土流失监测方案和《×××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任务书》要求，并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和

水土保持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范围、

内容、方法、时段、频率和站点布设等。

3.1 监测范围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按照水利部审查批准的《×××工程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确定，即工程工程建设区〔包括水库淹没〕、直接影响区，

总面积为×××hm2。其中，工程施工区占地总面积为×××hm2，直接影响区〔不含移

民安置区〕面积为×××hm2。工程水土流失重点地段为弃渣场、料场、施工公路等地

段。×××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1。

3.2 监测内容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要求和《×××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报告书》确定的水土保持监测内容，结合工程区的实际情况，本次水土保持

监测通过设立典型观测断面、观测站点、观测基准〔标准地〕等定点地面观测以及实地

调查等方法，对居甫渡水电站工程建设区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量和水土保持效益的监测。以定点监测为主，定点监测的内容有

面蚀、沟蚀等工程，通过布设雨量站、水土流失观测小区、标准地等措施，用以分析掌

握各工程分区水土流失状况、林木生长状况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宏观调查监测

的内容主要有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情况以及水土保护措施的

生态环境效益，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居甫渡水电站施工期的存弃渣场、土

石料场、大型开挖破坏面、场区内外公路以及绿化美化区和运行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

效果等是本次监测的重点。监测因子主要为：对地貌、植被的扰动范围和扰动强度及扰

动时段；复核各施工区段所产生的弃渣量；监测弃渣流失量；监测水土保持措施完好率

及防治的效果。对于与侵蚀相关的气象因子，如降雨量、降雨强度、水位、径流量、泥

沙含量、风向、风速等不单独监测，可参照当地气象水文监测资料。

本次监测的主要内容具体为：

1、工程区与水土流失相关的水文气象因子的监测

〔1〕降雨量、降雨强度；

〔2〕气温、风、水位、流量、泥沙量等，不单独监测，可参照当地气象监测资料。

2、工程区水土流失因子的监测

〔1〕地形、地貌、植被的扰动面积、扰动强度的变化；

〔2〕复核建设工程占地面积、扰动地外表积；

〔3〕复核工程挖方、填方数量、面积和各施工阶段产生的存弃渣量及堆放面积；

〔4〕工程区林草覆盖度。

3、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

〔1〕弃土、弃渣场坡面的水土流失面积、流失量及程度的变化情况；

〔2〕土、石料场坡面的水土流失面积、流失量及程度的变化情况；

〔3〕水土流失对周边和下游地区造成的危害及其趋势。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的监测

〔1〕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数量和质量；

〔2〕林草的生长发育情况〔树高、乔木胸径、乔灌冠幅〕、成活率、保存率、抗

性及植被覆盖率；

〔3〕工程防护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4〕各种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拦效益〔渣保土效果〕监测，包括控制水

土流失量、提高拦渣率、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等。



4 监测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大中型开发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应有相对固定的观测设施，监测采取定位观测和实地调查相结合。

4.1 气象水文监测

〔1〕降雨量、降雨强度的监测，以收集工程区内或临近区域气象站的气象观测资

料数据为主，也可建立简易气象站，采用自计雨量计、标准雨筒实时观测。简易气

象观测装置安装布局见图 4-1；

〔2〕水位、流量、泥沙量等，以收集工程或临近区域观测资料数据为主；

〔3〕气温〔采用专用温度计〕、风速〔采用专用风速仪〕、湿度〔采用干湿

球法〕等，不单独监测，参照当地气象监测资料。

图 4-1 简易气象站布局与典型设计图

4.2 水土流失因子的监测

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因子采用 SL277—2002《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中

7.4 规定的方法。

〔1〕地形、地貌、植被的扰动面积、扰动强度的变化

采用实地勘测、线路调查、地形测量等方法，结合 GIS 和 GPS 技术的应用，对地

形、地貌、植被的扰动变化进行监测。

〔2〕复核建设工程占地面积、扰动地外表积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利用高精度 GPS 和 GIS 技术，沿扰动边际进行跟踪

作业，结合实地情况调查、地形测量分析，进行比照核实，计算场地占用土地面积、

扰动地外表积。

〔3〕复核工程挖方、填方数量及面积和各施工阶段产生的弃土、弃石、弃渣量及

堆放面积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



利用高精度 GPS 和 GIS 技术，沿扰动边际进行跟踪作业，结合实地情况调查、

地形测量分析，进行比照核实，计算工程挖方、填方数量及面积和各施工阶段产生的弃

土、弃石、弃渣量及堆放面积。人工开挖与填方边坡坡度、存弃渣体高度等采用地形测

量法。

〔4〕工程区林草覆盖度  采用抽样统计和调查、测量等方法，并结合 GIS 和 GPS

技术的应用进行监测，即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分别确定调查地样方，并进行观测和计

算。

工程区林草覆盖度利用高精度 GPS 定位，结合 GIS 分析技术，采用抽样调查和测

量等方法进行监测。即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确定调查地样方，先现场量测、计算种盖

度〔或郁闭度〕，再计算出场地的林草覆盖度。具体方法为：

〔1〕林地郁闭度的监测采用树冠投影法。在典型地块内选定 20m×20m 的标准地，

用皮尺将标准地划分为 5m×5m 的方格，测量每株立木在方格中的位置，用皮尺和罗盘

测定每株树冠东西、南北方向的投影长度，再按实际形状在方格纸上按一定比例尺勾绘

出树冠投影，在图上求出林冠投影面积和标准地面积，即可计算林地郁闭度。

〔2〕灌木盖度的监测采用线段法。用测绳或皮尺在所选定样方灌木上方水平拉过，

垂直观察灌丛在测绳上的投影长度，并用卷尺测量。灌木总投影长度与测绳或样方总长

度之比，即为灌木盖度。用此法在样方不同位置取三条线段求取平均值，即为样方灌木

盖度。

〔3〕草地盖度的监测采用针刺法。用所选定样方内，选取 2m×2m 的小样方，测

绳每 20cm 处用细针〔φ=2mm〕做标记，顺次在小样方内的上、下、左、右间隔 20cm

的点上，从草的上方垂直插下，针与草相接触即算有，不接触那么算无。针与草相接触

点数占总点数的比值，即为草地盖度。用此法在样方内不同位置取三个小样方求取平均

值，即为样方草地的盖度。

〔4〕林地的郁闭度或灌草地的盖度计算公式为：

D=fd/fe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

fd——样方面积，m2；

fe——样方内树冠〔或草冠〕的垂直投影面积，m2。



〔5〕工程建设区内各种类型场地的林草植被覆盖度〔C〕计算公式为：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96045101004010123

https://d.book118.com/39604510100401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