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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I. 0. 1 为规范和指导输变电项目相关的水土保持方案开n设计，

制定本标准。



2 术语

2;0.1 接地极电极沟道 ditch for electrode on the ground 

用于埋设接地极电极的环型或线型沟道。

2.0. 2 塔基区 area of pole and tower base 

杆塔基础永久占地范围。

2. 0.3 塔基施工场地 construction field for pole and tower base 

塔基区周边用于施工作业的临时占地范围。

2.0.4 牵张场地 field of pulling and tensing 

输电线路中用于架线施工的张力场和牵引场的总称。
2.0.5 弃土〈石、渣）场 waste soil and res.idue disposal area 

输电线路工程弃土弃渣集中堆放、处理的地方。
2. 0.6 站区 station area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等站区永久占地范围。



3 设计阶段与任务

3. 1 设计阶段

3. I. 1 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应满足市批

要求。

3. I. 2 初步设计’阶段庇根据批准的水土保哇方案和有关技术标

准编制水土保J守在册 ， 进行水t保峙初步设叶 ， 计列水土保持投

资概算。 ’ I 

3. 1. 3 应根据初步没计和措市的电蛐呻方装进行水土保持措

施的施工图设计．

3. I. 4 当线路战役、站场位置、 在何事且
应及时补充或修{Ji.水土保持肯柬1f»报鼠，．批.., 

水土保峙h嚷矢施过程中产当弈，谧二届位量相露盟，以及主要

防治措施发生ift大变更的 ， 摩根情并嘱审乖 芳戒其下一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l剖窟。

3.） 具体

3. 2. 1 可行阶阶段问t~~门
I 应符合 GB 50433"味M涩，sσ434 的 关视定。

2 按 GB 50433 从土石方盘、损坏点土保持设施、项目建

设可能诱发的水土流失危害以及可恢挺程度等方面对主体设计的

推荐方案和比逃方案进行分析 ， 明确提出点土保持意见 。

3 提出防rfi 口标，按 GB 50434 确应常用指标，附』I I 防诀、

排水标准等指怀；当输电线路较民时，应分段提出防治n标。

4 不能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悦和重点治理区时 ， 而．提高

防治标准，优化施仁工艺，减少地在扰动，加强顿助、治理和补

位措施。



1 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和工程占地．

2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防治分区和应执行的标准。

3 明确工程扰动地表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土石

方圭和新增水土流失量。

4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各防治分区的防治措施类

型及主要工程量、投资估算成果。

3.2.3 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卷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复核工程站址和线路占地面积及土石方平衡 ， 落实弃土

〈石、渣〉场地的布置。

2 复核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及工程量，计算水土保持投资摄算。

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设计， 还应符合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

的有关规定。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及工程量应符合 GB 50433 的规

定和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指标。

3.2.4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土保持单项工程设计标准应符合电力行业有关标准，

并符合 GB 50433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2 设计文件中应包括水土保持工程 ， 在图纸目录、图例、

设计施工说明中均应标注水土保持内容，设计图纸和计算书应将

水土保持部分的工程量和投资预算标出 ．

3 涉及取（弃）土场的水土保持工程，还应增加施工过程

影像资料。



4 水土保持方案

4. 1 一般规定

4.1.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应符合 GB 50434 规定。

4.1.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建设区应包括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

塔基区、接地极、进站道路等永久占地；塔基施工场地、 牵张场

地、施工便道、接地极电极沟道、材料堆放场、弃渣处置点等临

时占地。

2 丘踱区、山区输电线路塔基上边坡 5m、下边坡 50m;

平原区塔基周边 5m；变电站、换流站等站区周边 5m；风沙区

输电线路两侧各 50m，可确定为直接影响区。

3 移民（拆迁）安置区、专项设施迁建区由建设单位直接

实施时纳入项目建设区，当由其他单位实施时列入直接影响区。
4. 1. 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时应分层剥离表土，并有临时防护措施。

2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等站区内外应修建排（截）水
沟，对挖（填）边坡修建护坡工程，空闲场地宜砾石压盖或采取

植物措施。

3 进站道路两侧应修建排水沟、护坡工程，宜栽植行道树。

4 根据坡面来水情况，在塔基外侧可修建截排水梅和挡护

工程。

5 施工过程中造成地表扰动的施工便道、牵张场地、塔基

施工场地等临时占地范围，在施工结束后应进行土地整治 ， 回覆

表土，恢复原土地利用功能。

6 取土场、弃渣处置点等应进行有效防护，并修建截〈排〉

水沟及其与自然沟道的消能顺接工程，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



4.2 项目概况

4. 2. 1 项目概况应包括以下内容 ： 建设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单

位或项目法人、建设等级与规模、总投资及土建投资〈建筑工程

费）、建设工期、项同建设内容（组成）等，并应附工程特性表

参见附录 A.

4. 2. 5 项目建设涉及的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等，应说明

拆迁面积、范围、安置人口和安置方式。

4. 2. 6 施工组织应包括下列内容 ：

l 站区的施工平面布置、“三通一平”和“土建施工期”可

能产生水土流失的施工工艺与时序等。

2 输电线路工程应说明杆塔基础施工方式、杆塔组立、施



程施工组织国~国片．

4 项日建设所需的土 、 石、砂料非建筑材料，应明确其数

址、来源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4. 2. 7 工程投资比说明主体工程总投资和土建投资守。

4. 2. 8 进度安排应说明主体 E程总丁．期、施工准备期、开工时

间、完工时间、建设进度以及施」二季节安排等，并向附施工进

度表。

4.3 项目区概况’

4.3. 1 

4. 3. 2 社会经济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区总而职、 GDP、人口、人均收入、产业结构等。

2 项 问 区上地提型、 利用现状、分布及其面积，必水农田 、

林地悄况 ， 人均士地A耕地等 ， 并 IYH内到县（市、也、服） 。

4. 3. 3 Jj(土流失及水上保峙现状l屯包括下列内容 ：

1 项目区水七流失类型、流失强度、土壤侵蚀模数1T封值、

土壤允许流失址、水土流失重点印｛防区和重点治理 ix: 划分忻



及当地适生的优良树草种等。

4.4 水土流失 调查

4. 4; 1 水土流失调查内容应包括水土流失类型、 面积及强度，

土壤侵蚀模数，水土流失发生、发展、危害及造成原因等。
4.4.2 水土流失调查可采用下列方法：

1 现场调查法。站区可利用地形图现场句绘水土流失图斑，

记录与水土保持有关的信息。
2 遥感调查法。输电线路可利用遥感卫星影象资料，结合

实地调绘。

3 资料对比法。可利用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最新水

土保持资料、 7j(土保持监测资料等进行对比分析。

4 类比法。 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可采用同一地区同类工程

进行类比分析。

4.5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4. 5. 1 分析评价应符合 GB 50433 中 3.2 节的规定 。

4.5.2 对主体工程的分析评价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

1 对输电线路和站区选址进行制约性因素分析与评价。 对

线路或站区经过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重点治理区和生态脆弱

的区域以及占用的水土保持设施等进行分析 ， 论证避让或提高防

治标准等减少不利影响的措施和可能性。

Z 分析评价主体工程推荐方案和比选方案的水土保持制约

性因素。

3 对推荐方案进行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包括主体工程设

计理念、占地和布局、施工工艺、取土场、弃渣场选址进行评

价，提出完善或调整的意见。

4 对主体工程设计文件中关于站区和塔基开挖边坡防护、



时措施等方面的防护理念是杏符合水土保持要求进行评价，提出

修改完善的意见。

5 从扰动面积、土石方平衡、恢复时间等方面对主体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4.6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分区

4. 6. 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下列部分：

1 项目建设区应包括工程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范围．

2 直接影响区应包括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项目建设区
以外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地域．

4.6.2 水土流失防治应按下列情况分区：

I 一级类型区可按地貌类型划分。

2 二级类型区可按工程组成划分。

3 根据工程复杂程度可划分三级类型区。

4.7 水土 流失预测

4. 7. 1 应按防治分区划分水土流失预测单元．

4.7.2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应包括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和自然恢

复期，自然恢复期南方取 1～2 年，北方取 2～3 年。

4.7.3 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应包括扰动地表面积、损坏水土保持

设施面积、水土流失章、弃土弃渣量以及水土流失危害等。

4.7.4 水土流失类型分为水力侵蚀、风力侵蚀、重力侵蚀和冻

融侵蚀等。

4. 7. 5 水土流失预测可根据当地水土流失背景值、扰动后土攘

侵蚀模数、水土流失预测年限等因素进行计算。

4.7.6 土壤侵蚀摸数背景值可采用 4.4 节数据或当地政府公布

的数据，也可采用实地调查数据．

4.7.7 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宜采用当地水土保持监测数据，也



流失危害程度及后果等。

4.7.9 水土流失预测结论应明确扰动地表面积、损坏水土保持

设施面积、新增水土流失最、水土流失发生的重点部位和重点时

段等。

4.8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及典型设计

4. 8. l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应符合于列原则：

l 应根据防治分区、项目区自然条件和输变电工程特点，

布局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4.9 水土保持监测

4. 9. l 应确定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内容、方法、时段及颇次等。

4.9.2 监测他罔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 9. 3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等。

4. 9. 4 应采用地面监测与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姑区的扰动

地表面积、弃土〈滔）量、；j(土保持措施实施量等 ， 应以地面监

测为主 ； 输电线路可结合调查监测。

4.9.5 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开始 ， 至设计水平年为止。

4. 9. 6 监测频次应符合《关于规范华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3 水土保持投资费用构成应按《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

编制规定》。

4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表应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

工程和独立费用、 预备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等，用价格水平年的

静态总投资计列。



出 ； Jj(土保持补偿费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

盟〉、县（市、区、旗）列出 ．

4.10.2 独立费用应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及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费、水土保持监测费、水土保

持专项验收费等。

4. 10. 3 投资估算附表及附件应包括水土保持投资总估算隶、工

程措施估算表、植物措施估算表、临时工程估算表、独立费用估

算表、分年度估算表、主要工程单价计算表、主要材料单价计算

表、机械台时使用费等．

4.10.4 防治效益分析应说明方案实施后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整治扰动土地面积、林草植被建设面积、可减少水土流失盎v 对

照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定盘计算并分析采取治理措施

后达到的各项目标值 ， 并列表说明。

4.11 实施保障措施

4. 11. 1 保障措施内容应包括工程招投标管理、后续设计、施

工、监理、验收等。

4. 11. 2 应有水土保持监理机构或人员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监理．

4. 11. 3 应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列入主体工程施工

合同中。

4.11. 4 主体工程投入运行前应按《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 2002 年第 16 号〉 ， 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4. 12 结论及建议

4. 12. 1 结论中应从水土保持角度明确该项目建设的制约性因

素、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评价、水土流失预测结果、主要水

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 工程投资与效益等。分期建设和改扩建项

目还应对其现有工程进行主体工程的水土保持分析当评价．

4. 12.2 提出对主体工程及施工组织的水土保持要求，水土保持



5 初步设计

5. 1 一 般规定

S.1.1 主体工程设计中，应根据水利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

相关技术标准，编制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卷册。

s. 1. 2 应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落实到站区、塔基区、牵张

场地、施工便道、施工生产生活区和其他因施工可能造成水土流

失或产生水土流失影H内的区域。

s. 1. 3 应采用有利于水土保持的施工工艺和施工组织设计。

s. 1. 4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补站〉等初步设计应符合

下列规定 ：

I 截排水沟应达到相应设计防洪标准。

2 场地平整阶段应根据地形、施工工艺、交通条件、土石

方平衡等，进行竖向布置并优化。

3 站内排水应采取自然散流或集中排放方式，应顺接站外

排水系统或自然沟道，无法顺接时应布设排洪除捞泵站，并明确

排水去向。

4 进站道路两侧宜设计排水沟和绿化措施。

s. 1. s 输电线路初步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塔基区、施工便道等项目建设区扰动范围内，应恢复迹

地或植树种草绿化。

2 在山丘区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线路铁塔应采取全方位

长短腿和不等高基础配合使用的方案，按照不破坏或尽量少破坏

原状地貌的原则，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3 塔基余土宜在塔基征地范围内就地处置。

5.2 措施设计与投资概算规定



1 应按不同地貌类型和1塔基形式 ， 设计塔基防护及其排水

系统。

2 站区、牵张场地、施L便道等应设计临时性防护措施。

3 阿根据实地测量的地形图 ， 设计划i区截排水系统、挡土

e 、 植被及水土保持

5. 3. 4 应复核扰动地表面积及损坏水

土流失重点部位及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兴ii百。
5.3.5 应核实项日 i丘 “两区”划分和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5.3.6 应核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复核工程永久占地和临

时占地面积。

5.3.7 站区工程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永久性弃土弃渣场、 取土场，应逐个进行设计，明确设

计标准和工程量 。



用耐.,(j瘟益或种草绿化．

3 场平阶段1草根据地形、 工艺要求、交通运输、上.（j方平

衡等，进行竖向布置。

4 Y-~i IX：截排水沟过水晰而1也特介设计防洪标准。

s 1也列表汇总所有水上保持~＇／If施类型及工程盐 ， 包括主体

］：和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

5.3.8 输电线路工程措施设计）~符合下列要求 ：

J 塔基及塔基施 I；仄、华张场、施工道路等扰动范旧 ， 应

按恢复原地貌设计。

2 在山丘区地形起优较大的 l泛域， 线路撵塔的四个塔腿地

形处于不同一的高堤，字路债想钊豆采、取全市钝长短腿和不等尚且

币:J：配什

3 塔基少奇会.it> llf杭州量。F
4 i ll 丘区塔S设 1r艳抖＆.；护披.Ll

5.3. 9 植物措i设ii:J»Li牙合下列1f[:>Jt: 
1 庇明确苗木鞠种子规格气 栽鳞技F术．

2 应根据极目区立地条j'f..l 按项目分眩设计杭物措施．

3 至设计水平筝的抚育管理费rm...－ 应纳入投资概算．
5. 3. 10 临时措施设均应符什下列

1 应根据施工军节性乒气血置可面肘坷施．
2 临时措施应包描辑挡、苦苦旷、排水、 L沙等。

s. 3.11 投资概算应符合 F列必求： ’ , 
1 初步设计概算应符什~l:!.)J行忧规定。 『

2 概算不宜突破方案估算．

5.3. 12 效益分析中 ． 应根据胞 E进度复核扰动土地整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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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方案实施后可治理水士流失面

积、整治扰动土地面积、林市棉被建设丽积、可减少水上流



6 施工图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应根据批萃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

6.1. 2 站区相对集中的取（弃〉土场，应根据取〈弃〉土场总

平面布置及竖向布置，进行施工困设计。

6. 1. 3 剥离表土防护设计应纳入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时宜避免

商日施工 ； 输电线路施工时合理规划施工范围 ， 塔基区的临时堆

土和弃土应合理选择堆放点，弃土宜在塔基征地范围内就地

平整。

6.2 具 体要求

6. 2. 1 应依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进行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并

附水土保持设计施工说明，施工说明应写明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

施工工艺及施工材料要求。

6.2.2 设计图纸应包括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平面布置图、断商

图等。

6.2.3 应根据施工困设计，按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计列水土保持

措施工程量，植物措施工程量应考虑其损耗量。

6.2. 4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量，计算水土保持施工预算－

6. 2. 5 站区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根据实际情况，站区应布置临时排水询、 沉沙池等，排

水沟、沉沙池的尺寸应满足站区排水要求。结合站区总平面布置

和施工组织设计，明确其布置位置。

2 明确剥离表土的厚度、堆放位置及布设方式．

3 站外截排水沟满足防洪要求，排水沟道应与自然沟道顺



4 站区及进站道路等护坡宜多采用工程措施结合植物措施

的综合护坡方式。

5 绿化革树种宜选用低矮灌草木种，在考虑其美观的同时

还应考虑其生态适应性和水土保持功能。

6 供排水管线等临时占地区域施工结束后应恢复原地貌或

土地原有功能。

7 各种专项设施改建 ， 应结合具体情况，恢复其原利用

功能。

6. 2. 6 输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塔基挡土墙、护坡设计应符合安全稳定规定 ， 并标出不

同的设计尺寸及适用条件 ， 以满足不同地形、地质条件要求．

2 塔基四周截排水沟应与周边自然沟道顺接并采取防冲措

施 ， 椒排水沟宜采用水泥砂浆抹面。

3 塔基剥离的表土和开挖余土应结合施工组织，合理堆放，

并采取防护措施。

4 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湿地等范围内，塔基施工采用

灌注桩工艺时，应将固化后的泥浆倾倒到指定的地点．

s 水中塔基施工宜采用铜板或其他材质围堪，消基泥沙应
运往岸上指定区域内， 应采取防护措施。

6 材料堆放场应在地表铺设土工织物等材料或用钢铁构件

架空堆放。

7 牵张场地、施工场地等各种临时占地区域施工结束后应

。 恢复原地貌或土地原有功能。

8 施工便道架设的便桥等，施工后不保留的应进行原地貌

恢复．

6.3 措施设计图

6. 3. 1 站区挡土墙断面图应按照下列要求绘制 ：

1 标明墙高、后趾高、前趾高、底宽、顶宽、 趾览、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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