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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位于广州市南沙区蕉门地铁站附近，南

沙政务服务中心地块南侧，东临凤凰大道，南侧为规划生态景观公园，西侧为蕉门村。

项目总用地面积 2.60hm2，包括规划建设用地 2.20hm2和代征防护绿地 0.40hm2，均为

永久占地。主要建设内容为：档案馆区（地上 4层，地下 1层）、规划展览区及相关

功能用房、道路、广场和绿化等。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于 2016年 1月开工，2019年 12月底

完工，总工期 48个月。建设单位为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广州市南沙区档案局，

主体设计单位为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为广州市诚铁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委托广东省公路勘

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2015 年 4月，

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2015年 5月 20日，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以《关于对南沙档案信息规

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穗南区水批〔2015〕35 号）对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2017年 2月，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委托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承担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司接受委托

后，立即成立了监测项目部，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区进行踏勘，调查项目区及周边的

建设扰动情况，并搜集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水文、气象、社会经济等资料，充分了

解工程建设规模、特点、建设时序及施工工艺后，2017年 4月完成《南沙档案信息

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监测实施方案》； 2017年 4月至 2020年 12月，我司监

测项目部人员进行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建设期及自然恢复期的水

土保持监测，监测过程中采用巡查、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共完成南沙档

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监测季报 12期； 2020年 12月，提交了《南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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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在资料收集、现场勘察过程中，建设单位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以及设计、施工、

监理的有关同志给予了积极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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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

建

设

规

模

工程总占地 2.60hm2，包括规划建设用地

2.20hm2，代征防护绿地 0.40hm2，项目总建

筑面积 39255m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7944m2，地下建筑面积 11311m2，项目容

积率为 0.89，建筑密度为 25.6%，绿地率

30%。

建设单位、联系人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

廖汉明/13725339942

建设地点 广州市南沙区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31175.01 万元（未决算）

工程总工期 2016年 1月～2019年 12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王玮娟 020-38356950

自然地理类型

项目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性土

壤以赤红壤为主

防治标准 一级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现场调查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测量、资料分析法

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现场调查法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现场调查法、影像对比法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巡查法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 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3.20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 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47.79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 t/km2·a

防治措施
种植土回填 0.61万 m3；景观绿化 0.66hm2,、全面整地 0.40hm2、绿化恢复 0.40hm2；临时排

水沟 653m、基坑截排水沟 975m、编织土袋拦挡 220m、临时苫盖 0.75h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100
防治措

施面积
1.07hm2

永久建筑

物面积及

硬化面积

1.53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2.60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97 100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60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2.60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0.01hm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 t/km2·a

拦渣率 95 99.0 植物措施面积 1.06hm2 治理后的平均

土壤流失强度
500 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100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1.06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1.06hm2

林草覆盖率 27 40.77
实际拦挡弃土（石、

渣）量
/

总弃土

（石、渣）量
/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各项措施运行良好，水土流失防治六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标准和建设类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的一级标准，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容许的范围内。

总体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措施体系完善、保存完好、外型美观，具备水土保持功能。

主要建议 建议在以后工程建设中，应在开工前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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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

地理位置：广州市南沙区蕉门地铁站附近，南沙政务服务中心地块南侧，东临凤

凰大道，南侧为规划生态景观公园，西侧为蕉门村，坐标为北纬 22°48′2″，东经

113°31′8″。

建设性质：新建工程

建设组成与规模：项目占地面积 2.60hm2，包括规划建设用地 2.20hm2，代征防

护绿地 0.40hm2，项目总建筑面积 39255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7944m2，地下建筑

面积 11311m2，项目容积率为 0.89，建筑密度为 25.6%，绿地率 30%。

项目投资：工程静态投资为 31175.01万元，土建投资为 24585.18万元（未决算）。

建设工期：本工程于 2016年 1月开工，2019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48个月。

占地面积：本工程占地 2.60hm2，均为永久占地。

土石方量：本工程土方挖方为 4.37万 m3，填方 4.37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1.1.2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南沙地区位于广州市南端，东临狮子洋，西临洪奇沥水道，南濒珠江入海口，地

处珠江三角洲几何中心，是珠江两岸和穗港澳水陆交通枢纽，水上运输通过珠江水系

和珠江口可通往国内外各大港口。南沙地区由冲积平原及少量丘陵台地、海岛组成，

冲积平原主要由三角洲冲积土形成，占陆地面积的大部分；丘陵台地主要分布在南沙

街道，多为低丘。

（2）气象水文

项目所在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季风的影响，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

沛，夏季湿热，多台风暴雨，冬季干燥，有冷空气侵袭。多年平均气温 21.9℃，多

年平均最高气温 26℃，极端最高气温 38℃，极端最低气温-1.8℃，多年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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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74.1mm，历年最大降雨量为 2394.9mm，历年最小降雨量为 972.2mm，4～9 月

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80%左右，年日照时数为 1900 小时左右，日照率为 43%，

雾一般出现在冬季和春季，秋季偶有出现，5～11 月一般无雾，雾多发于凌晨，中午

后消散，年平均雾日数为 8.2 天。每年 9 月至翌年 3 月多为北风，4 月至 8 月多

为东南风， 年平均风速为 2.3m/s，最大可达 21m/s，静风频率为 19%，大于 8 级

的大风平均日数为 3.8 天。台风是该地区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夏秋季时有台风侵扰，

以 6 月至 9 月间台风登陆为多，平均每年有 1～2 次台风侵袭本地区， 最多的年

份有 5 次（1964 年）。台风带来暴雨，最大风速主要出现在台风影响过程中。

南沙地区水网密布，河涌纵横，西、北江流经南沙地区的干支流 16 条，属于平

原河流，水流平缓，潮汐明显，潮差平均 2.4m。珠江三角洲水系的八大门出海口，

南沙地区就占 4 个。南沙地区的淡水资源主要来自沙湾水道、蕉门水道、洪奇沥水

道， 水资源总量约 76.9m3/s(664万 m3/d)。

项目区北侧边缘靠近蕉门村涌，蕉门村涌为蕉门河的小支流，邻近项目区处的水

面宽约 48m，其主要功能为灌溉、排洪。项目区场地平整前，以鱼塘为主。地表水发

达，灌溉渠、小河涌纵横。

（3）土壤植被

项目区主要土壤类型以赤红壤为主，土壤成酸性，PH 值在 4.5~6.5 之间，不同

母质发育的土壤其性质也不同。发育于花岗岩母质上的赤红壤、红壤，由于在高温多

雨条件下，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都极其强烈，风化产物分解彻底，形成深厚的风化壳。

土壤结构疏松，植被破坏后，容易冲刷流失。

珠海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植被主要为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主要植物品种有榕树、小叶桉、柠檬桉、青皮竹以及布荆、芒

箕等品种。项目区内现状植被主要为芒箕、射干、乌毛蕨、榕树。

（4）水土流失情况

本工程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项目区土壤

侵蚀类型为南方红壤丘陵区，根据广东省土壤侵蚀区划结果显示，项目区为珠江三角

洲丘陵台地侵蚀区，土壤侵蚀以水力面蚀、沟蚀为主，自然水土流失轻微。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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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东省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和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和

重点治理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为 5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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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地形为平原，自然水土流失强度以轻度为主，侵蚀模数约为 500t/km2·a，

侵蚀强度属轻度侵蚀，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发印的《广东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报告》（2013

年 8 月），广州市总侵蚀面积为 456.84km2，其中，自然侵蚀面积 311.73km2，人为

侵蚀面积 145.11km2。轻度侵蚀面积最大，为 286.43km2，占自然侵蚀总面积的 91.88%；

中度侵蚀次之，几乎没有剧烈侵蚀类型；人为侵蚀中，生产建设用地侵蚀面积较大，

为 103.68km2，其次为坡耕地，面积为 39.41km2。同时，坡耕地侵蚀中，面积最大的

侵蚀强度为中度侵蚀，面积为 14.89km2，占坡耕地总面积的 37.79%；其次为轻度侵

蚀，面积为 14.79km2，占坡耕地总侵蚀面积的 37.52%。

1.2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由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项目经理部

进行统一管理，水土保持实施主体单位为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广州市南沙区档案

局。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通过日常监督检查，加强对施工单位管理，严格控

制施工土方。项目部与监理部通过定期监督检查，要求各施工队伍对施工现场产生的

建筑垃圾及时进行清理，特别是已经完工的部位，要求及时进行迹地恢复，防治水土

流失。

（1）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广州市南沙区建设中心、广州市南沙区档案局

方案编制单位：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州市诚铁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基础施工单位：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测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主要建设过程

2016年 1月，水土保持工程随项目土建工程开工同时开始实施，2019年 12月，

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得到落实，开始初步发挥效益。至 2020

年 12月，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水土保持措施同期全部完成并开始发挥其水土保持效

益，由主体工程各分部施工单位承建。项目完工至今，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完善，质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7

量良好，无损坏现象；植物措施生长情况良好，对项目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发挥起到重

要作用。

（3）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制度

工程的水土保持管理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负责。其中建设单位

对施工期间的管理工作负指导管理责任，施工单位对施工期间水土保持工作负具体管

理责任，监理单位对施工期间水土保持工作监督管理责任。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不断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工作制度，按期向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及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确保工程水土流失防治

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求。

（4）水土保持工程三同时落实情况

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进行管理监督。项目水土保

持工程设计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并将方案设计防治措施内容纳入工

程主体设计中，施工由项目施工单位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监理由主体工程监

理单位广州市诚铁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

（5）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情况

2015年 1月，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委托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编制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5年 3月，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南

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3年 4

月 10日，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在南沙区主持召开了《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 一

期）工程水土保持报告书（送审稿）》技术评审会；2015年 4月，方案编制单位完

成了《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5年 5月 20日，广州市南沙区水务局以《关于对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

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穗南区水批〔2015〕35号）予以批复。

本工程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6）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不断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工作制度，主动与各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取得联系，确保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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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我司接受委托后，随即成立了监测项目组，通过资料收集，分析项目水土流失特

性后，确定项目采取全面调查结合地面定位监测及巡查相结合的监测方法，监测时段

为施工期及自然恢复期，主体工程区为重点监测区域。实地开展监测工作后，及时总

结监测过程中出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根据目前工程的建设现状和进度，针对项目区扰

动地表现状和水土流失情况，完成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的监测实

施方案、监测季报及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等规定和要求，2017年 2月，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委托我司承担本工程的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司成立了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项目组由监测经验丰富，具有工程学、植物学相关专业知识

背景的成员组成，现场监测、数据记录、报告编写等各项工作分工明确。

1.3.3监测点布设

本工程未涉及取土场、弃渣场，结合项目区水土流失特点和施工工艺，根据工程

建设实际，结合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置 3个监测点。

表 1-1 水土保持监测点及监测内容表

监测点 监测内容 所在分区 监测方法

1#监测点
水土流失量、施工扰动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效果
主体工程区

实地调查、

资料分析

2#监测点
水土流失量、施工扰动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效果
主体工程区

实地调查、

资料分析

3#监测点
水土流失量、施工扰动情况、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效果
代征绿地区

实地调查、

资料分析

1.3.4监测设施设备

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监测设施设备主要有车辆、皮尺、钢卷尺、数码相机、无

人机、笔记本电脑等常规监测设备。为准确获取各项地面观测及调查数据，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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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采用 GIS等现代技术与传统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一定的先进仪器设备，使监

测方法更科学，监测结论更合理。根据监测方法采用适当的监测设施保证监测结果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

1.3.5监测技术方法

本工程为点状项目，监测过程中主要采用无人机监测、实地量测、地面观测、资

料分析等方法开展监测。分析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设施建设情况等数据。遥感监测

方法是对扰动土地情况、扰动面积及其变化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流失面积等数

据进行监测分析。实地量测方法是在现场直接通过皮尺、GPS工具等，测量水土保持

设施的尺寸、占地面积等数据。实地测量方法是对扰动土地情况、扰动面积及其变化

情况、取土弃渣方量、水土流失情况、水土流失面积、水土保持措施尺寸、林草覆盖

度等到现场通过皮尺、GPS工具进行测量。地面观测方法是对不同地表扰动方式的侵

蚀强度进行监测，同时记录降雨的各相关要素。地面观测方法主要是监测水土流失量

和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益。资料分析方法是通过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对扰动土地情

况、扰动面积及其变化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尺寸、林草覆盖度等资料

进行整理分析数据。

1.3.6监测成果提交

工程监测过程中，监测组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向建设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

了相应监测成果：2017年 4月，完成并提交了《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

工程监测实施方案》；2017年 4月至 2020 年 12月，共完成并提交了南沙档案信息

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监测季报 12期；2020年 12月，提交了《南沙档案信息

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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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与方法

2.1土地扰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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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对扰动面积数量变化情况、植被覆盖度、现有水保设施及其土壤侵蚀背景值、

植被恢复情况采用资料分析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并通过实地监测，及

时掌握不同阶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变化情况。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见

表 2-1。

表 2-1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扰动范围 每季度一次 全面调查、GPS测量、无人机调查

扰动面积 每季度一次 GPS测量、卷尺测量

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每季度一次 全面调查、GPS 测量

2.2取料（石、土）、弃渣（土、石、尾矿等）

本工程不设取土场、弃渣场。

2.3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包括对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类型、数量、进度进行

监测。结合施工资料、竣工图纸，通过现场调查对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数量、

质量、面积及植物措施的成活、保存和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频次与

方法见表 2-2。

表 2-2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水土保持措施类型 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

开工与完工日期 完工后监测一次 查阅施工日志和监理资料

水土保持措施位置、数量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

工程措施规格、尺寸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卷尺测量

植物措施林草覆盖度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卷尺测量、现场调查

临时措施规格、尺寸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卷尺测量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状况 自然恢复期每季度一次 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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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土（石、

渣）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采用实地量测和资料

分析的方法，即结合工程竣工图纸、卫星影像等分析情况，实地测量核实土壤流失面

积、土壤流失量和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监测频次为土壤

流失面积监测每季度 1次；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

失量每季度 1次，遇暴雨等加测。

水土流失情况的监测内容、频次和方法详见表 2-3。

表 2-3 水土流失情况的监测内容、频次和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方法 备注

水土流失面积 每季度一次 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遇暴雨等加测

土壤流失量 每季度一次 地面观测和资料分析 遇暴雨等加测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每季度一次 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 遇暴雨等加测

水土流失危害 每季度一次 实地量测 遇暴雨等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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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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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3.2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2.60 hm2，直接影响区 0.60hm2。

（2）实际施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建设期实际发生防治责任范围为

2.60hm2，均为项目建设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范围详见表 3-1。

（3）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60hm2，项目区围蔽施工，扰动范围

均在红线范围内，无直接影响区，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比方案设计减少

0.60hm2。详见表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范围 实际范围 增减（+/-） 变化原因

项目建设区
主体工程区 2.20 2.20 0.00 项目区围蔽施工，扰动范

围均在红线范围内，无直

接影响区

代征绿地区 0.40 0.40 0.00

直接影响区 0.60 0 -0.60

总计 3.20 2.6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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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背景值监测

通过现场查勘，确定项目所在区域的土壤流失背景值定为 500t/（km2·a）。

3.1.3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本工程建设工期为 2016年 1月~2019年 12月，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对各项

占地进行严格控制。根据占地资料、协议工程图纸和现场调查情况，分析统计扰动土

地面积 2.60hm2，均为永久占地。

3.2取土监测结果

3.2.1设计取料情况

根据批复的《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本工程无借方。

3.2.2实际取料情况

通过查阅相关工程设计、施工资料及现场监测调查核实，实际施工过程中挖填

平衡，不涉及取土场。

3.2.3取料对比分析

本工程无借方，未设置取土场，与方案一致。

3.3弃渣监测结果

3.3.1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批复的《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本工程无弃方，不涉及弃渣场。

3.3.2实际弃渣情况

通过现场监测及询问施工、监理单位核实，本工程无弃方，不涉及弃渣场。

3.2.3弃渣对比分析

本工程实际无弃方，未设置弃渣场，与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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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土石方红线内平衡，无取土场及弃渣场，与方案设计一致。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

本工程实际无取土场、弃渣场。由于本工程施工集中点在主体工程区土建施工，

可能造成土壤侵蚀强度高。因此将监测重点部位设定为主体工程区，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对对水保工作高度重视，所采取的临时排水和覆盖等各项水保防治措施效果明

显。施工期间，项目区无发生严重水土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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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及现场调查，本工程完成工程措施为种植土回填 0.61万 m3。项目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见表 4-1。

表 4-1 工程措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种植土回填 万 m3 0.37 2019.10.01~2019.10.30

代征绿地区 种植土回填 万 m3 0.24 2019.10.01~2019.10.30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及现场调查，本工程共计完成景观绿化 0.66hm2、全面整地 0.40hm2、

绿化恢复 0.40hm2。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见表 4-2。

表 4-2 植物措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景观绿化 hm2 0.66 2019.10.01~2019.10.30

代征绿地区
全面整地 hm2 0.40 2019.10.01~2019.10.30

绿化恢复 hm2 0.40 2019.10.01~2019.10.30

4.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询问走访现场施工、监理人员结合监测人员现场调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

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包括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及临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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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临时措施工程量及实施进度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完成工程量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区

基坑截排水沟 m 975 2016.5.1~2016.5.7

集水井 个 4 2016.5.1~2016.5.7

沉沙池 个 2 2016.5.1~2016.5.7

临时排水沟 m 433 2016.5.1~2016.5.7

临时苫盖 hm2 0.35 2016.5.1~2016.5.7

代征绿地区

临时排水沟 m 220 2016.5.1~2016.06.28

临时苫盖 hm2 0.40 2016.5.1~2016.06.28

编织土袋拦挡 m 220 2016.5.1~2016.06.28

4.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通过现场查勘，工程实现了控制和减少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水土保持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林草覆盖率 40.77%。试运行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

（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9%。各项指标均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水土保持

设施进行防护，周边未发现冲刷、滑坡等水土流失现象，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适

用得当、防护效果显著，符合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目前，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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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掌握水土流失面积变化的动态变化实质上

是掌握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的变化。根据现场情况，截至 2020年 12月，本工程

水土流失面积总为 2.60hm2。

5.2土壤流失量

5.2.1土壤流失背景值

根据批复的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执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标准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容许值 500t/km2·a。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区原地形以平原为主，不易发生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强度属

轻度侵蚀以下，土壤侵蚀背景值为 500t/km2·a。

5.2.2施工期土壤侵蚀量

工程于 2016年 1月开工，各类型的土壤侵蚀容计量和相应的地质条件有关，南

方降雨量大，水力侵蚀强。根据南方土壤侵蚀构成，土壤侵蚀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降雨，

其次也与地面坡度、地块类型、植被种类和植被覆盖度等水土流失主要因子有关。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并参照面蚀分级指标和水力侵蚀强度分级，确定项目区土质开

挖坡面、堆填坡面扰动类型及平台扰动类型土壤侵蚀模数。

通过确定的扰动类型侵蚀模数结合现场监测得到的扰动面积，计算得出监测时段

内项目各分区每季度平均侵蚀强度及水土流失量。各季度土壤侵蚀强度及流失量见表

5-3、5-5。

表 5-1 面蚀（片蚀）分级指标

地类
地面坡度（°）

5～8 8～15 15～25 25～35 >35

非耕地林

草覆盖度

（%）

60～75 轻度 中 度

45～60 轻度

度 中 度

中 度 强 烈

30～45 轻度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30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剧 烈

坡耕地 轻度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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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

级别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平均流失厚度

（mm/a）

微度 <200，<500，<1000 <0.138，<0.345，<0.690

轻度 200，500，1000～2500 0.138，0.345，0.690～1.724

中度 2500～5000 1.724～3.448

强烈 5000～8000 3.448～5.517

极强烈 8000～15000 5.517～10.345

剧烈 >15000 >10.345

注：本表流失厚度系按广东省当地平均土壤干密度 1.45g/cm3折算。

本工程按扰动土地类型划分主要为平台侵蚀类型。平台包括各种施工场地、施工

过程中开挖和堆填形成的比较平坦的地面，其特点是地面平坦、地表比较密实，降雨

入渗很少，容易形成地表径流，造成土壤向平台外流失，但因地表比较密实、地面平

坦，一般很少形成侵蚀细沟，流失相对较小。在地面有零星堆渣时，流失会加剧。本

工程的平台扰动类型一般地面坡度小于 5-8°，根据土壤侵蚀分级分类标准，属轻度侵

蚀，施工期土壤流失总量 108t，详见表 5-3。

表 5-3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计算

监测时段

防治分区
时期

水土流失面积

（hm2）

侵蚀模数值

(t/km2)
侵蚀量（t）

主体工程区

2017年 1季度 2.53 0 0

2017年 2季度 2.53 699 17

2017年 3季度 2.53 1177 30

2017年 4季度 2.53 246 6

2018年 1季度 2.53 334 8

2018年 2季度 2.53 623 16

2018年 3季度 2.53 233 6

2018年 4季度 2.53 233 6

2019年 1季度 2.53 162 4

2019年 2季度 2.60 178 5

2019年 3季度 2.60 233 6

2019年 4季度 2.60 150 4

合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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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植被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自然恢复期绿地土壤流失量主要采取样地调查林草覆盖度和侵蚀沟推算流失量。

通过现场勘查，在主体工程区设立典型样地，调查植被覆盖度和侵蚀沟情况，见表5-4。

表 5-4 样方调查情况表

位置 防治措施 生长情况

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区） 乔灌草绿化 成活率 98%

主体工程区（代征绿地区） 乔灌草绿化 成活率 98%

通过样地调查和巡查，项目区内绿化恢复良好。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中面蚀（片蚀）分级标准（见表 5-1），土壤侵蚀强度属于轻度范围

内，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为 0.5t。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情况详见表 5-5。

表 5-5 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表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

（hm2）

侵蚀模数值

(t/km2)
侵蚀量(t)

主体工程区 0.66 500 0.3

代征绿地区 0.40 500 0.2

合计 1.06 500 0.5
注：已减去硬化面积。

5.2.4土壤流失量分析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按水保方案要求完善各项水保措施。施工结束，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经过自然恢复，项目区地面硬化、各项防护措施及植被措施的落实，

有效发挥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生态效益，区内土壤侵蚀模数降至 500t/(km2·a)，原

扰动地表基本转为无危害类型。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没有设置弃渣场和取料场，不涉及潜在土壤流失。

5.4水土流失危害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布设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有效将水土流失控

制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对外没有造成影响；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

施，进一步防范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翻阅工程资料结合现场调查，未发现水土流失

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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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施工记录和现场调查核实，本工程扰动土地总面积 2.60hm2，其中建构筑物

硬化面积为 1.53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2.60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

达到方案确定目标值的要求，详见表 6-1。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

设区面

积（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硬化固化 小计

主体工程区 2.20 2.20 0.66 0.01 1.53 2.20 100

代征绿地区 0.40 0.40 0.40 0 0 0.40 100

小计 2.60 2.60 1.06 0.01 1.53 2.60 100

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施工记录和现场调查核实，本工程扰动土地总面积 2.60hm2，水土保持措施

面积约为 1.07hm2，建筑物及硬化面积约为 1.53hm2，扰动土地治理总面积为 1.07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达到方案确定目标值的要求，详见表 6-1。

表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

设区面

积（hm2）

建筑物

及硬化

面积

（hm2）

水土流

失总面

积（hm2）

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2.20 1.53 0.67 0.66 0.01 0.67 100

代征绿地区 0.40 0 0.40 0.40 0 0.40 100

小计 2.60 1.53 1.07 1.06 0.01 1.07 100

6.3拦渣率

工程无弃方，没有产生大的水土流失，根据现场监测、施工记录显示，拦渣率达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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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治理后的容许土壤流失量与平均土壤流失

强度之比。

根据各防治防治责任分区的治理情况，工程及植物措施实施后，本工程各分区的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根据项目监理资料及现场调查，确定项目治理后的平均土壤

流失量小于 500t/km2·a，项目建设区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达到方案确定目标值。

6.5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

本工程通过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区共实施林草措施总面积 1.06hm2，林草植

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0.77%。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防治效果分详见表

6-3。

表 6-3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防治效果分析

防治分区
扰动地表面积

(hm2)

可绿化面积

（hm2）

植物措施治

理达标面积

（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

林草覆盖

率（%）

主体工程区 2.20 0.66 0.66 100 30

代征绿地区 0.40 0.40 0.40 100 100

小计 2.60 1.06 1.06 100 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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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资料结合现场查看

和遥感数据分析获得。本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2.60hm2。土石方挖方 4.37万 m3，

填方 4.37万 m3，无借方，无弃方。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扰动区域在占地

红线范围内，并较好地完成了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截止 2020年 12月，项目区六项

指标均已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目标值。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涉及的工程措施主要有种植土回填 0.61万 m3；景观绿化 0.66hm2,、全面

整地 0.40hm2、绿化恢复 0.40hm2；临时排水沟 653m、基坑截排水沟 975m、编织土

袋拦挡 220m、临时苫盖 0.75hm2。

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各项设施保存完好，工程

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景观效果与生态效益良好，具备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各分

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基本实施到位，地表植被恢复情况良好，各项措施水土保持

效益发挥得当，扰动地表经治理后防治水土流失的功能基本得以恢复。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通过对项目区的全面调查监测，本工程水土流失在自然恢复期已得到有效控制，

但仍存在少量遗留问题，待进一步改进：

（1）建议在以后工程建设中，应在开工前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加强对水保设施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发现损坏情况，及时修复处理。加

强管理、维护已实施的工程措施，以保证其正常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7.4综合结论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结果表明：自工程完工以来，工程水土保持效果较好，施工

期没有对项目区以外区域造成影响。通过现场查勘及对相关工程资料查阅，项目区的



南沙档案信息规划展览中心（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3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到位，植物措施实施后养护到位，水土保持效果明显。根据施工监

理资料，项目建设区未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监测结果表明：各项措施运行良好，

水土保持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100%，

土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40.77%。各项

指标均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基本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建

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通过回访调查，本工程建设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

事故。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认真履行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

任，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布局合理，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

全、有效运行，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维护措施落实到位，可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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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和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布设图；

（3）监测影像资料；

（4）工程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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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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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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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影像资料

主体工程区临时排水及临时苫盖（施工期）

主体工程区沉沙池（施工期）

主体工程区临时排水沟及洗车池（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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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区施工期情况 体工程区施工期临时苫盖情况

主体工程区施工期临时排水沟情况 主体工程区临时排水沟及临时苫盖情况

代征绿地区施工期临时苫盖情况 代征绿地区施工工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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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区现状 主体工程区现状

主体工程区现状 主体工程区道路现状

主体工程区排水现状 主体工程区排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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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征绿地区现状 代征绿地区现状

代征绿地区现状 代征绿地区现状

主体工程区现状 代征绿地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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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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