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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位

于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三岔路东侧、梨十大路北侧。项目区中心地理

坐标为东经 124°28′17.96″, 北纬 43°16′21.91″。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5750hm2，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由建筑物工

程、道路及硬化工程组成：其中建筑物工程：建筑物基底面积 4849.12m²，建筑系数

30.79%。道路及硬化工程：沿建筑物之间空地布设环形道路，宽度 6m，长度约 370m。

道路排水横坡为 1.5％，纵坡为 0.8％，道路及硬化面积 10900.88m²。

工程的土石方总量为 1.7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0.86万 m3（含表土剥离 0.47

万 m3）填方总量为 0.76万 m3(含建筑垃圾 0.47万 m3)，剩余表土为 0.47万 m³，统一

运至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用于绿化使用，详见表土综合利用协议。外借

建筑垃圾 0.47万 m3，详见建筑垃圾利用协议。

工程总投资 3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800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企业自筹。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30.55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2.12万元、临时措施费

9.62万元、独立费用 18.0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理费 4.3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3.5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81万元。工程于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4月完

工，总工期 7个月。项目法人单位为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

工 扩 建 项 目 在 吉 林 省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信 息 登 记 。 项 目 代 码 ：

2207-220322-04-01-919955，备案：2022082522032203103683。

2022年 9月，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委托四平市铭鑫资源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编写了《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

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2年 10月 8日，梨树县水利局关于梨树县兴发

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表准予许可编号：BGB202203。

2023年 5月，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委托中远雅泰设计有限公司四平

分公司编写了《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

扩建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2023年 6月 19日，梨树县水利局关于梨树县兴发粗

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进

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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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委托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

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滞后于主体工程建设，监测

开展时主体工程已完工。本项目监测属于补充监测和现状监测（其中 2022年 10 月

至 2023年 4月是补充监测，2023年 5月至 2023年 12月是现状监测）。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以下简称监测项目部）。按

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2018）、《水土保持监

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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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20〕161号）等相关技术规

范的要求，我公司编制了《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

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根据工程总体布局及特点，将本工

程划分为工程建设区 1个防治分区进行监测，于工程建设区内的土石方临时存储区

布设 1个监测点位，采用简易坡面量测法及测钎法对降雨量、降雨强度、水土流失

量及变化情况等进行监测，掌握项目的水土流失状况，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效

果、效益进行分析评价，监测期间，补充监测的监测方法采用历史遥感影像分析；

现状监测的监测方法采用无人机遥感监测、实地调查量测与调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

方法，分析施工期监测数据及资料，编制完成了《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梨树县

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据资料及监测结果分析，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的水土流失量比施工阶段不

采取防治措施下的水土流失量明显减少，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00%，渣土

防护率达到 98.33%，土壤流失控制比 1.0，表土保护率达到 99.00%，本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全部达标。

本项目在建设期及试运行期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项目建设区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已基本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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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要求，监测三色

评价的评价结论是绿色，无取土弃土场，六项指标满足防治目标值。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得到了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及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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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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

项目

建

设

规

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厂房 4600m²，检斤室 96m²，
风干室 153.12m²，购置设备

20台套，车辆 10辆，新增变

压器等设施。项目占地面积

为 1.5750hm2，为永久占地，

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建筑

面积 4849.12m²，建筑系数

30.79%。

建设单位及联系人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王丽红/13843497756

建设地点
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

村

所属流域 辽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3000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22年 10月-2023年 4月，工期 7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四平市广源土地

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于微微/18243409990

自然地理类型 平原 防治标准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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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分析、历史

遥感影像分析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影像分析

3.水土保持措施

监测
无人机遥感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历史遥感影像分析

5.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历史遥感影像分

析、资料分析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²·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1.5750hm²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²·a

水土保持投资 30.55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²·a

防

治

措

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工程建设区
表 土 剥 离

1.5750hm²。 /

土质排水沟 120m、洗车槽 1处、

沉砂池 1座、密目网苫盖 2996m2、

编织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107m3、裸

露地表密目网苫盖 2125m2。

监

测

结

论

防治效

果

分类指

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hm²）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97 99.09 防治措施面积 1.5750hm²

永久

建筑

物及

硬化

面积

1.5750hm²

扰动

土地

总面

积

1.5750hm²

土壤流

失控制

比

1.0 1.0

防治责任范围 1.5750hm² 水土流失总

面积
1.5750hm²

治理后平均土

壤流失量

（t/km²·a）
200

容许土壤流

失量

（t/km²·a）
200

渣土防

护率
97 98.33 实际拦挡量 0.27万 m³ 总堆土 0.29万 m³

表土保

护率
98 99.00 表土保护量 0.47万 m³ 剥离表土量 0.47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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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

被恢复

率

/ /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 林草植被面

积
/

林草植

被覆盖

率

/ / 林草植被面积 / 扰动土地总

面积
/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

评价
本项目六项指标监测结果均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通过对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

建项目实施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水土保持措

施防治效果显著，有效控制人为水土流失，三色评价为绿色。

主要建议：加强植物措施的维护工作，确保其成活率，有效的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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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三岔路东侧、梨十

大路北侧。项目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4°28′17.96″, 北纬 43°16′21.91″。

建设性质：扩建项目。

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厂房 4600m²，检斤室 96m²，风干室

153.12m²，购置设备 20台套，车辆 10辆，新增变压器等设施。

项目组成：本项目由工程建设区 1个防治分区组成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5750m²，总体呈不规则多边形布置，平面布置按照功能

不同分区布置，区内道路宽 6m，车行路面选择不易起尘土的混凝土路面，区内

共计设置 1个出入口，为北侧出入口。

建筑物工程：本项目新建厂房 1栋，建筑面积 4600㎡，检斤室 1处，建筑

面积 96m²，风干室 1个，建筑面积 153.12m²，地下建筑面积 713㎡。

道路及硬化工程：道路及地面硬化面积 10900.88m²，路面为混凝土路面，坡

度不小于 2‰，道路排水横坡为 1.5％，纵坡为 0.8％，道路路面结构：20cm C30

混凝土（轴心抗压 14.3N/mm2）；基层：15cm 二灰碎石（8:17:75）；垫层：15cm

山皮砂垫层。

表 1-1 主要建构筑物一览表 单位：m²
序号 名 称 占地面积m² 建筑面积m² 层数 高度m 结构形式 火灾类别

1 厂房 4600 4600 1 8.50 钢结构 丙类

2 检斤室 96 96 1 4.20 砌体

3 风干室 153.12 153.12 1 4.25 砌体

合计 4849.12 4849.12

投资：工程总投资 3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800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企

业自筹。

建设工期：工程于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4月完工，总工期 7个月。

占地面积：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1.5750hm²，全部为永久占地，用地类型为工

业用地。

土石方量：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72 万 m³，其中挖方总量为 0.86 万

m3（含表土剥离 0.47万 m3）填方总量为 0.86万 m3(含建筑垃圾 0.47万 m3)，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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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表土为 0.47万 m³，统一运至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用于绿化使用，

详见表土综合利用协议。外购建筑垃圾 0.47万 m3，详见建筑垃圾利用协议。

1.1.2项目区概况

（1）地质

梨树县以三家子-四台子-赫尔苏门一线为界，东南部为隆起带，西北部为沉

降带。两个构造单元经历了不同时期地质发展史，地层上有较大的差异。隆起带

有下古生界奥陶-志留系变质岩系，上古生界石炭系海相沉积碳酸盐岩，侏罗系

陆相沉积岩和火山岩，以及分布在石岭-叶赫盆地的白垩系碎屑岩。而沉降带仅

堆积了白垩系巨厚的内陆滨湖相碎屑岩及第四纪沉积层。

工程区场地土层分为：①层杂填土、②层粉质黏土、③层强风化泥岩夹砂岩。

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200kPa。场地无不良地质作用，勘察时钻孔实测稳定

水位深度 3.50～3.80m。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评估区位于地震基本

烈度Ⅵ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区域地壳基本稳定。

（2）地貌

梨树县地处大黑山余脉的北部平原过渡地带，长白山大黑山余脉由东部入

境，向西南延伸，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形较平坦，平均海拔 150~200m，东

南部最高点大砂子山海拔 532m，西北最低点团子山海拔 110.3m，相对高差

421.7m。境内地貌按形态可分为低山丘陵、波状平原、冲积平原 3 个地类。东

南部为低山丘陵，平均海拔 300~400m；中部为台地冲积平原，海拔 160~250m；

北部沿东辽河中下游河谷平原，海拔 112~160m。

项目位于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三岔路东侧、梨十大路北侧，地

处地堑平原中，占地地面高程 183.55m~185.25m，最大坡度 0.3%，项目区周边

地势较为平坦，属平原地貌。

（3）气象

梨树县属中温带亚湿润气候区。主要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大风、夏

季湿热多降雨、秋季温凉多早霜、冬季漫长而寒冷。

据梨树县气象站（1991~2020年）资料表明，项目区多年平均气温为 5.9℃，

极端最高气温为 36.1℃，极端最低气温为－33.7℃；≥10℃的积温为 3078.5℃；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644.2h；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796.6mm，多年平均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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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4mm，降水集中在 6~9月份，占全年降水的 70%；年平均风速 2.6m/s；主导

风向为西南风；标准冻土深度 1.48m；无霜期 142天。

（4）水文

梨树县位于东辽河下游，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地表水资源丰富，流域面积

在 20km 2 以上的河流有 23条，总长 808km，总流域面积 6876km2，分为东辽河

流域和招苏台河流域 2大水系，均属辽河流域。全县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1.69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 2.72亿 m3，全县人均占有水量 501m3。招苏台河又名昭苏

太河，是辽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全长 212.5km，多年平均径流量 0.552亿 m3。

项目区北侧为招苏台河支流，直距约 6.25km。境内河道属招苏台河流域，

过境 22.3千米，流域面积 2平方千米，占 3.2%。河流总长度 20千米，河网密度

12千米/平方千米，防洪标准为五十年一遇，洪水位为 213.35m。据吉林省地表

水功能区分区划分，项目区地表水功能区属于昭苏台河梨树县开发利用区。

（5）土壤

梨树县土壤类型较多，由南向北依次为山地石质土、暗棕壤、石灰岩土、棕

壤、白浆土、黑土、黑钙土、淡黑钙土、草甸土、盐土、碱土、坡积土、冲积土、

泥炭土、沼泽土、风沙土和水稻土，共 17个土类，39个亚类，47个土属，132

个土种。土壤类型主要以淡黑钙土、风沙土、冲积土为主。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黑土为主。土壤抗蚀性一般。土壤 PH值：6.0-7.0。土壤

结构较好，质地较疏松，透气性好。项目区可剥离表土面积为 1.5750 hm²。剥离

厚度为 0.30m。

（6）植被

梨树县位于森林原始植物区系向蒙古草原相干区系过渡地带，植被类型属温

带针阔混交林，原始植被多被农作物代替，草原植被多退化为次生草原植被。东

部大黑山山脉丘陵漫岗主要分布以蒙古栎、山杨为主的次生阔叶林和人工落叶

松、樟子松、黑松，中部、西北部地区主要分布以人工杨树、榆树、柳树。境内

农田防护林以杨树为主。

项目区原地貌为耕地，种植作物为玉米，项目区地表现状无植被覆盖。

（7）容许土壤流失量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本项目位于东北黑土区；项

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强度以轻度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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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t/km²·a；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侵蚀，确定项目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²·a）。

（8）国家（省级）防治区划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项目区水土保持区划属东北

黑土区，根据《吉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项目区不属于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不涉及水土保持敏感区。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建设单位设置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形成以项目部经理为组长、各单位第

一负责人为小组成员的水土保持工作小组，加强对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工作的

指导和宣传。建设单位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技术规范，进行水土保持

专项管理工作，委托了具有相应能力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

有限公司来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

2022年 9月，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委托四平市铭鑫资源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编写了《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

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2年 10月 8日，梨树县水利局关于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准予许可（编号：BGB202203）。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53号令），逐项

对比，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与实际施工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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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与实际施工对比表
序

号
项目 方案阶段 实施阶段

与方案阶段

比较

变更

认定

1 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挖

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1.5750hm²；开
挖填筑土石方

总量 1.52万
m³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1.5750hm²；
开挖填筑土

石方总量

1.72万 m³

防治责任范

围无变化；开

挖填筑土石

方总量增加

了0.20万m³，
增加 11.63%。

否

3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线路

横向位移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

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 30%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4 表土剥离量或者植物措施总面积

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4725m3

表土剥离量
4725m3 无变化 否

5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发生

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

著降低或者丧失的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对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53号令）中各条

款规定，经逐项分析，对比方案，本工程无重大变更。

（3）“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本工程建设、设计、施工单位全面贯彻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本着

谁开发谁保护，以预防为主，生态优先的原则，基本做到了责任范围明确、同步

施工、重点防护，治理措施得当，防治效益显著。

（4）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及监测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4月委托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本工程为后补监测，开展监测时，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完成，建设单位积

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水行政主管部门有

关要求，严格实施水土保持工作，切实保护了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同时，加

强了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系，严格遵守了水土保持有关规定，定期汇报有

关情况，及时接受监督指导。

（5）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施工单位积极实施水土

保持措施，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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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开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依据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相关技术设计文件资料、工程建设实际特点和工程现场

实际情况，遵循《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试行）》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了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本工程监测以无人机遥感监测、实地调查量测与调查

监测、历史遥感影像分析等手段正常开展现场监测。本工程为完全滞后委托，我

公司 2023年 4月接受委托时，主体工程建设已完成，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

月为补充监测，监测方法采用历史遥感影像分析。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确定了监测技术路线，见图 1-1，设计了水土保持监

测布局，明确了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并按照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完成监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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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监测技术路线图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为保障监测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我公司组织了一支专业知识强、业务

水平熟练、监测设备齐全、监测经验丰富的水土保持队伍，成立“梨树县兴发粗

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项

目部”，针对该项目实际情况，落实各项监测工作，明确责任到人，详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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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以便及时获取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新信

息。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及相关要求，监测项目部配备总监测工程师 1名、监测

工程师 2名。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监测技术人员配备详见表 1-1。

表 1-1 监测项目部监测技术人员配备表
人员 性别 职称 本项目担任职务

刘文斌 女 工程师 监测总工程师

张黎明 男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柳云珊 女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1.3.3监测点布设

根据该项工程建设特点和当地的自然条件，针对建设施工活动引发水土流失

的特点及类型和造成的危害程度，根据不同的实际施工特点共布设 1个监测点，

监测点布设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本项目监测点布设表

序号 分区
监测类

型
监测点位 监测方法 监测对象

监测频次

补充及现状监测 抽查、核查

1 工程建

设区

固定监

测点

表土存储区

1个监测点

位

遥感影像

搜集资料

样方监测

扰动土地

情况、水土

流失状况、

水土保持

措施状况、

防治效果

等情况

2022年 10月，

2022年 11月，

2023年 2月，

2023年 4月

2022年 11
月、2023年

4月

1.3.4监测设施设备

为准确获取各项地面观测及调查数据，水土保持监测采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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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工程扰动面积、各措施量和临时堆土场形态变化进

行动态监测。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设施和设备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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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监测设施设备表

序号 监测设施与设备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取样玻璃仪器 套 1 取样

2 采样工具 套 1 采样

3 围栏网 m 100 监测点围挡

4 标志绳 m 100 监测点标志

5 测钎 根 20 /

6 标志牌 个 1 /

7 皮尺 把 1 测量

8 钢卷尺 把 1 测量

9 土壤水分快速测定仪 台 1 测量水分

10 植被高度观测仪（测高仪） 个 1 测量树高

11 坡度仪 个 1 测量坡度

12 GPS定位仪 套 1 监测点、场地定位量测

13 无人机 台 1 航拍

14 高分辨率历史遥感卫星影像 景 3 全计

15 数码照相机 台 1 用于监测现场的图片记录

16 笔记本电脑 台 2 用于电子资料编写、图片储存

1.3.5监测技术方法

本工程采取的监测方法有调查监测、实地测量、地面观测、资料分析、无人

机遥感和历史遥感影像分析的方法。

1.3.5.1补充监测

（1）资料分析

收集工程施工资料、完工资料与实际监测获取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对数据

不一致的指标进行复核，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历史遥感影像分析

遥感监测是利用遥感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

统（GIS）三者结合来进行监测。定期购买本区域符合解译要求的不同时段的卫

星遥感影像，使用 GPS仪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建立影像解译标志，室内在 GIS

平台上对影像进行解译处理，得出地形地貌及地面因子变化情况。

遥感技术在水土保持上的应用很广泛。例如，开展水土保持调查、土壤侵蚀

普查等工作。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影像的分辨率从几公里、几十米、几米、

几分米到几厘米，形成影像金字塔，能满足不同监测对象需要。同时，遥感影像

的价格也在不断降低。因此，利用遥感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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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监测的精度和效率。针对不同的开发建设项目使用的遥感信息源有一定差异。

对于点状工程，面积较小，采用 1m左右分辨率的卫星影像，面积较大的可以采

用 2m左右的卫星影像。尤其针对已经开展建设的开发建设项目，利用遥感存档

数据，采取遥感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项目区施工前原地貌的水土

流失形式、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强度、水土流失分布等。

历史遥感影像分析的主要技术路线是：影像采集，利用 ArcGIS 影像处理软

件对影像进行处理统计得到各类土地利用面积。

1.3.5.2现状监测

（1）调查监测

对地形地貌的变化情况、建设项目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情况、工程

挖方、填方数量及堆放占地面积等监测采用实地调查方法监测，并结合设计资料

分析的方法进行；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评价采

用实地调查、量测等方法进行；对防护措施的数量和质量、林草成活率、保存率、

生长情况及林草覆盖度，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性和运行情况等项目监测采用

实地样方调查结合量测、计算的方法进行。

①地形、地貌、植被的扰动面积、扰动强度的变化

采用实地勘测调查、地形测量结合的方法，结合 GPS技术的应用，对地形、

地貌、植被的扰动变化进行监测。

②建设项目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采用查阅业主征地文件资料，结合 G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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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核实，计算场地占用土地面积、扰

动地表面积。

③挖填方数量，弃渣数量及堆放面积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利用 GPS技术，结合实地情况调查、地形测量分

析，进行对比核实，计算项目区挖方、填方数量，各施工阶段所产生的弃土、弃

渣量及堆放面积。

④植被状况

采用测定典型样方的方法进行监测。草本植物样方为 1m×1m，每一样方重

复 3次，主要监测项目包括植物种类、植被类型、郁闭度、林草生长情况、成活

率、植被恢复情况及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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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面积、数量、质量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工程措施，主要调查其稳定

性、完好程度、质量和运行状况，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中规定的方法，并参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收规范》（CB/T15773-2008）的规

定进行调查；植物措施主要调查林草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发育情况及其植物

覆盖度的变化。

⑥计算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

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进行测算。根

据各项预测结果及实地调查计算出损毁水土保持设施面积、扰动地表面积、项目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可绿化面积、已

采取的植物措施面积等，并进一步计算出水土保持防治六项指标。

（2）地面观测

1）测钎法

在重点样区内选择样地，钢钎直径 0.5cm、长 50cm，按 2m×2m呈方格网状

排列，钢钎垂直打入地下，在钉帽上涂上油漆，编写编号。钢钎呈品字形布设，

并沿地表给钢钎涂上红漆，编号登记入册。定期观测钉帽距地面的高度，并在样

地内取土样测得土壤容重，进而可计算出土壤侵蚀模数。

A=ρZS /1000 cosθ

A——土壤侵蚀量（t） ρ ——土壤容重（t/ m³） Z——侵蚀厚度（mm）

S——水平投影面积（㎡） θ——斜坡坡度值

图 2-1 测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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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侵蚀沟量测法

重点监测边坡的水蚀量，量测坡面（与测钎法同一坡面）形成初期的坡度、

坡长、地面组成物质、容重等，典型场次降雨或多降雨后侵蚀沟数量、深度、长

度进行测量，计算得出小区沟蚀量。

（3）无人机监测

无人机监测是以项目区平面布置图及区域地形图为基础，利用小微型无人机

对监测区范围内进行航拍，获取现场高清影像资料；后期通过专业无人机影像处

理软件对航测数据进行解译处理，可以精确计算监测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堆土

方量、水土保持措施位置及面积、潜在水土流失量等重要信息。

1.3.6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自接受委托到工程完工，我单位依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截止至 2023年 4月共完成如下成果：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通过历史影像分析、资料分析、无人机遥感监测、实地调查量测相结合的方

式，对现场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现状评价，编制完成 2022年第 4季度至 2023年第

2季度《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

项目水土保持季度报告表》共 3份，并报送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及梨

树县水利局。

2023年 5月，汇总、分析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编制完成《梨树县兴发粗粮

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

1.3.7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危害处理

通过本单位监测，本工程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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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和方法

依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号）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的规定，主要是对施工期水土流失及其

影响因子进行监测，包括工程扰动土地面积、降水、水土流失（类型、形式、流

失量）、水土保持措施（数量、质量）以及水土流失灾害等，监测评估项目建设

期内的水土流失动态。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措施的数量和效

果，同时，根据监测数据分析确定工程项目是否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防治目

标，结合本项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监测内容如下。

2.1扰动土地情况

建设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为工程永久占地，永久占地面积在项目建设前已经

确定，因此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为永久占地的动态监测。扰动面积监

测，主要监测工程永久占地的变化，主要采用历史影像分析、资料分析及无人机

遥感监测相结合方法来获得。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内容、方法、频次见表 2-1。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监测时段 备注

扰动范围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影像监测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无人机遥感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现状监测

扰动面积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影像监测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无人机遥感监测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现状监测

土地利用

类型

资料分析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补充监测

调查监测 1次/季度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4月 现状监测

2.2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监测

本项目不涉及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的监测。

2.3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临时措施。对水土保持措施监测主要是通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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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查监测，利用无人机、皮尺、卷尺等工具进行实地量测，记录各个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时间、数量和实施效果等，结合查阅施工记录和施工报表，

分析、确定整个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

（1）工程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表土剥离，监测内容主要有措施类型、规格尺寸、

进度、位置、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和措施的效果等。工程措施监测内容、

监测频次与监测方法详见表 2-2。

表 2-2 工程措施监测内容、监测频次与监测方法

序号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监测时段 备注

1 措施类型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

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现状监测

2 开工日期 资料分析 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 补充监测

3 完工日期 资料分析 监测一次 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4 位置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

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5 规格尺寸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

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6 数量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

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7 防治效果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

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8 运行情况
资料分析 每月监测一

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工程措施调查方法：

在监测工作中，具体量测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数量、规格、质量等情况，单

个工程可作为一个独立的样地，关于工程质量检查的抽样比例，按照《水土保持

监测技术规程》规定执行。抽查过程中做好记录，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以保

证对设施质量、运行情况。

（2）临时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有洗车槽、密目网苫盖、编织袋拦挡及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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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砂池、土质排水沟、裸露地表密目网苫盖。主要监测临时防护措施实施进度、

数量和质量、防治效果、运行情况等，临时防护措施的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监

测方法详见表 2-4。

表 2-4 临时措施监测内容、监测频次与监测方法

序号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监测时段 备注

1 措施类型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2 开工日期 资料分析 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 补充监测

3 完工日期 资料分析 监测一次 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4 位置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5 规格尺寸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6 数量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7 防治效果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8 运行情况
资料分析、历史遥

感影像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2.4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针对不同地形地貌、地表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采用测钎法和现场调查测量

法及类比法进行多点位、多频次监测，经综合分析得出不同扰动类型的侵蚀程度；

依据观测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结合调查，分析计算工程建设过程中和植被

恢复期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强度变化情况，评价对下

游和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造成的危害情况等。水土流失量监测内容、

监测频次、监测方法详见 2-5。监测频次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生产建设项目监测

规程（试行）要求实施。

表 2-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监测时段 备注

水土流失面

积

资料分析、历史遥感影像

监测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无

人机遥感监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水土流失量

资料分析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地

面观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水土流失危

害

资料分析
每月监测一次

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 补充监测

资料分析、现场调查监测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 现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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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根据本项目的总体布局及其项目特点，防治责任范围为工程建设区，为永久

占地，永久占地在项目建设前就已经确定，并经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该部分监

测主要是对永久占地范围认真核查，监测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有无超越红线开发

的情况及各阶段永久占地范围的变化。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

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及行政许可承诺书，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5750hm²。

（2）水土保持后续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经分析计算确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防治责任范围为永久征地范围

1.5750hm²，与水土保持方案阶段一致

（3）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经分析计算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永久征地范围 1.5750hm²，

与水土保持方案阶段一致。方案设计与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见表 3-1。

表 3-1 方案设计与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照表

项目区域

防治责任范围（hm²）
方案设计 后续设计 实际实施 增减

永久征地 永久征地 永久征地 永久征地

工程建设区 1.5750 1.5750 1.5750 0
3.1.2背景值监测

本项目水土流失类型为水力侵蚀、风力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通过现场监

测结合工程方案，确定项目区原背景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²·a）。

3.1.3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工程在建设期间，扰动面积是动态的，是随工程进度而发生变化的。本工程

于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4月完工，2023年 4月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建设

期扰动土地面积通过工程设计、查阅土地批复文件、全面调查巡查、遥感监测等

监测工作获取的监测数据，经工程相关方确认，得到本工程建设扰动地表总面积

1.5750hm²，截至 2023年 5月，扰动土地面积情况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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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对比表 单位：hm2

监测时段
2022年 2023年

第 4季度 第 1季度 第 2季度

工程建设区 1.5750 1.5750 1.5750

3.2取料监测结果

本工程在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及后续建设过程中均无取料。

3.3弃渣监测结果

本工程在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及后续建设过程中均无弃渣。

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项目水保方案阶段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5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0.76万

m3（含表土剥离 0.47万 m3）填方总量为 0.76万 m3(含建筑垃圾 0.47万 m3)，剩

余表土为 0.47万 m³，统一运至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用于绿化使用，

详见表土综合利用协议。外购建筑垃圾 0.47万 m3，详见建筑垃圾利用协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阶段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7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

为 0.86 万 m3（含表土剥离 0.47 万 m3）填方总量为 0.86 万 m3(含建筑垃圾 0.47

万 m3)，剩余表土为 0.47万 m³，统一运至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用于

绿化使用，详见表土综合利用协议。外购建筑垃圾 0.47万 m3，详见建筑垃圾利

用协议。

本项目实际施工阶段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7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0.86万

m3（含表土剥离 0.47万 m3）填方总量为 0.86万 m3(含建筑垃圾 0.47万 m3)，剩

余表土为 0.47万 m³，统一运至四平山门中生代火山自然保护区用于绿化使用，

详见表土综合利用协议。外购建筑垃圾 0.47万 m3，详见建筑垃圾利用协议。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土石方与、后续设计、实际施工土石方复核结果见表 3-3。

表 3-3 土石方平衡对比表

分区

方案设计（万 m³） 后续设计（万 m³） 实际实施（万 m³） 增减情况（万 m³）

挖

方

填

方

借

方

余

方

挖

方

填

方

借

方

余

方

挖

方

填

方

借

方

余

方
挖方 填方

借

方

余

方

工

程

建

设

区

土

石

方

0.29 0.76 0.47 0 0.39 0.86 0.47 0 0.39 0.86 0.47 0 +0.10 +0.10 0 0

表

土
0.47 0 0 0.47 0.47 0 0 0.47 0.47 0 0 0.47 0 0 0 0

合

计
0.76 0.76 0.47 0.47 0.86 0.86 0.47 0.47 0.86 0.86 0.47 0.47 +0.10 +0.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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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案相比，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地下开挖深度较方案阶段变大，使得

实际开挖过程中的地下基础开挖土方增加了 0.10万 m³；根据场地平整及基坑基

础实际回填需求，回填土方增加 0.10万 m³。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工程为完全滞后委托，我公司 2023年 4月接受委托时，主体工程建设已

经完成，2021年 4月至 2023年 3月为补充监测，监测方法以查阅分析监理资料、

调查历史影像资料为主。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及查阅分析监理资料、调查历史影像

资料等相结合的监测方法，对发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均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监

测，其他部位因扰动影响范围有限，水土流失量相对较小，采取了巡查监测。

主体工程于 2022年 4月建成，2023年 4月建设单位委托监测。为此，工程

施工过程的监测主要采取调查监测（询问、收集资料）、实地量测、无人机遥感

监测等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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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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在方案复核基础上，通过现场调查对水土保持工程量进一步进行了确

认。经现场复核确认，与水土保持方案阶段相比，工程措施中表土剥离与原方案

一致，无变化。具体工程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见表 4-1。

表 4-1 具体工程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对比表
水保措施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后续设计 实际发生 实施时间

工程措施
工程建设区

表土剥离 万m³ 0.47 0.47 0.47 2022.10

4.2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资料查阅与历史遥感影像分析，通过监测了解到，本工程基本按照水土

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经现场复核确认，现场实际施工的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与方案设计相比一致，无变化。具体临时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

设计对比情况见表 4-3。

表 4-3 具体临时措施监测结果与方案设计对比表
水

保

措

施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

计

后续设

计

实际发

生
对比 实施时间

临

时

措

施

工程建设区

密目网苫盖 100m2 26.77 29.96 29.96 +3.19 2022.10
编织袋装土拦挡 100m3 0.99 1.07 1.07 +0.08 2022.10
编织袋拦挡拆除 100m3 0.99 1.07 1.07 +0.08 2023.03

洗车槽 个 1 1 1 0 2022.10
沉砂池 座 1 1 1 0 2022.10

土质排水沟 m 120 120 120 0 2022.10
裸露地表密目网苫盖 100m2 25.23 21.25 21.25 -3.98 2022.10

4.3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

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实

施的各项措施能够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方案设计落实各项临

时措施，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随着主体施工同步进行，过程中的洗车槽，起到了防

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有效的在施工过程中控制水土流失，没有对

周围发生影响。

工程建设区主要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表土剥离、土质排水沟、洗车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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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砂池、密目网苫盖、编织袋土防护及拆除、裸露地表密目网苫盖。水土保持措

施全部落实，施工中布设的雨水排水措施使径流得到有效控制和合理排放，工程

完工后，地表以建筑物、硬化，通过现场踏勘，工程措施符合设计要求，无明显

缺陷，水土保持措施已发挥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综上分析，本项目基本按照方案设计的布局进行防治，已实施的各项措施在

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基本落实了“三同时”制度，未对周围产生直

接影响，本项目防治措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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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包括因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

积，以及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的地表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施工资料及现场监测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工程于 2022年 10月土建

开始施工，随着土方开挖等生产建设活动的集中开展，项目区被全面扰动，此时

间段里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大，短时间里增长到最大值，随着工程进度推进，各

项建（构）筑物的完成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项目区内的水土流失面积呈

递减趋势，工程完工后，水土流失面积趋近最小。

表 5-1 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面积

项目组成

防治责任范围（hm²）
方案设计 后续设计 实际发生

增减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工程建设区 1.5750 1.5750 1.5750 /

5.2土壤流失量

5.2.1各阶段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

（1）建设期

由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滞后，监测工作介入之前工程的土壤侵蚀

模数采用类比法及遥感监测法进行确定，类比工程的确定以工程类型相似、扰动

特点相似、地貌类型相似为基础。土壤侵蚀模数通过遥感监测进行监测，并结合

以往相关项目监测工作经验，确定各防治分区扰动后侵蚀模数。建设期土壤侵蚀

模数见表 5-2。

（2）自然恢复期

本工程自然恢复期通过设置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遥感监测、调查监测点进

行监测，并结合以往相关项目监测工作经验，确定各防治分区扰动后侵蚀模数。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见表 5-2。

表 5-2 各防治分区土壤侵蚀模数统计表 单位：t/（km²·a）

监测分区

施工期

2022年 2023年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工程建设区 4500 3800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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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各阶段土壤流失量分析

工程建设造成的土壤流失量见下表。

表 5-3 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量表

监测

分区

预测时段
土壤侵蚀

背景值
[t/( km²·a)]

扰动侵蚀

模数
[t/( km²·a)]

侵蚀

面积

（hm²）

侵蚀

时间

（a）

背景

流失

量(t)

预测流

失量

（t）

新增流

失量（t）

2022年 第四季度 500 4500 1.5750 0.25 1.97 17.72 15.75

2023年
第一季度 500 3800 1.10 0.25 1.38 10.45 9.08

第二季度 500 3800 1.10 0.25 1.38 10.45 9.08

小计 4.72 38.62 33.90

合计 4.72 38.62 33.90

（1）建设期

项目于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4月完工，总工期 7个月。经实地监测、

查阅资料和遥感影像分析对比等方式推算出，本工程在施工建设期土壤流失量约

为 38.62t，其中背景土壤流失量约为 4.72t，新增土壤流失量约为 33.90t。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未设置取料场和弃渣场。在建设过程中，临时堆土的时间较短，同时

建设单位采取了临时苫盖及拦挡等措施，基本上不存在较大的水土流失。

5.4水土流失危害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采取落实责任范围、强化建设管理、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安排工序、规范施工防护、强化现场监理等措施，不仅减少了工程建

设对原地貌的破坏，减少了水土流失，而且实现了和谐发展。在项目的整体建设

工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7

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措施面积占防治责任范

围内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不重复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

％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

该工程水土流失面积 1.5750hm²，治理达标面积 1.5593hm²，水土流失治理

度为 99.00%，达到防治标准。

6.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与项目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方案实

施后的逐步恢复到的土壤侵蚀强度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度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对防治责任范围内可能造成水土流失部位进行治理，工程建设新增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工程项目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 km²·a，经过监测分析计

算，建设区治理后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²·a，计算后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满足防治标准要求。

6.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际拦挡的弃渣量占弃渣总量的百

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
弃土（石、渣）总量

弃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渣土防护率（％） 100

本项目产生的土方量 0.29万 m³，基本都采取了有效拦挡，实际拦挡土石方

量 0.2852万 m³，渣土防护率达到 98.33%，达到防治标准。

6.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际保护的表土量占表土剥离总量

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如下：

％
剥离表土总量

表土量采取措施后实际保护的
表土保护率（％） 100



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8

本工程可剥离表土面积为 1.5750hm²，剥离的土方量为 4725m3，基本都采取

了有效保护，实际保护表土量为 4678m3，表土保护率为 99.00%，达到防治标准。

6.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项目实际实施的林草植被面积与可恢复的林草植被面积

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

本工程占地范围内为无可恢复的林草植被，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

6.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方案实施后的林草植被面积与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分比，计

算公式如下：

％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覆盖率（％） 100

本工程占地范围内为无林草植被覆盖面积，不计林草覆盖率。

各防治区通过采取防护工程、排水措施、临时防护、临时沉砂措施和管理措

施，形成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水土流失治理度 99.00%≥目标值 97%，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到 1.0≥目标值 1.0，渣土防护率 98.33%≥目标值 97%，表土保护率

99.00%≥目标值 98%，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不计林草覆盖率，指标均达到或超

过梨树县水利局准予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设计水平年防治标准。



7结论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9

7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5750hm²，均为永久征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未发生变化。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0.76万 m3，实际开挖总量

为 0.86万 m3，由于地下开挖深度增加，开挖量增加了 0.10万 m3；土石方回填

总量为 0.76万 m3，实际开挖总量为 0.86万 m3，由于地下开挖深度增加，回填

量增加了 0.10万 m3。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指标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土壤流失

控制比达到 1.0，渣土防护率为 97%，表土保护率 98%，实际达到的指标水土流

失治理度为 99.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渣土防护率为 98.33%，表土防

护率为 99.00%，均已达标。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将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分为工程建设区 1个防治分区，在

施工过程中，遵守“三同时”原则，采取了较适宜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

工程的总体布局合理，效果明显，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监测结果表

明，水土保持措施主要采取了表土剥离、密目网苫盖、编织袋装土拦挡与拆除、

洗车槽、沉砂池、土质排水沟、裸露地表密目网苫盖等措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布局合理，数量满足防治水土流失要求，较好的与主体工程相协调，减少了水土

流失的发生，保障了工程正常运行，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因此，主体工程和

水土保持方案中所涉及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可行的。

经过调查监测认为，已经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符合要求，防护效果明显，

未有人为损坏和自然损坏现象发生，运行情况良好，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水土流失，

保障工程安全运行的作用。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巡查制度，按时巡查水土保持设施运行

情况，及时修复因特殊恶劣天气损毁的水土保持设施，保障其应有的水土保持功

能，落实管理责任，使其持续发挥防护效益。

7.4综合结论

根据工程的实地监测，对比土壤侵蚀背景状况与监测结果分析可能看出，工

程建设过程中基本保证了水土流失的有效控制。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效果良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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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各类开挖面、占压场地等得到了有效整治，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发挥了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各项治理指标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和国家有关指标要

求。

根据监测成果分析，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通过对项目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项目建设期没有因工程建设施工扰动

造成的水土流失事故。

（2）通过对各工程部分的分项评价，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落实到位，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因工程建设施工引发的水土流失。

（3）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到位，基本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水土保持

防治目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4）工程建设优化了平面布局，减少了施工临时占地，避免了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基本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确定的防治

任务，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总体合格，管理维护措施落实，施工现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到位，防治效果明显，未产生的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工作结果三色评价为绿色。已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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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图

8.1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2）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8.2附件

（1）监测影像资料

（2）梨树县水利局关于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

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许可（编号：BGB202203）

（3）水土保持补偿费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220322202200052号）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220322202211070101）

（6）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

建项目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报备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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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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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图



8附图及附件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34

附图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8 附图及附件

监测影像资料

工程建设区表土剥离施工影像

编织袋土拦挡

密目网苫盖



8 附图及附件

洗车槽影像

工程建设区完工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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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022 年第四季度）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2 年 10 月 0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王丽红
13843497756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文斌

13384346448

主体工程进度 施工期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5750 1.5750 1.5750

工程建设区 1.5750 1.5750 1.5750

取料（弃渣）区

施工临时道路区 1.09 0.43 0.43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6 0.06 0.06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 / /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 / /

取土

（石、料）

情况

（万 m3）

合 计 / / /

工程建设区内取土 / / /

弃土

（石、渣）

情况

（万 m3）

合 计 0.86 0.47 0.47

工程建设区内填土 0.86 0.47 0.47

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m3） 4725 4725 4725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m2） 2996 2996 2996

编织袋土拦挡（m3） 107 107 107



工程进度
编织袋土拆除（m3） 107 0 0

洗车槽（个） 1 1 1

沉砂池（个） 1 1 1

土质排水沟（m） 120 120 120

裸露地表苫盖（m2） 2125 2125 2125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420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52

最大风速(m/s) 3.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项目以主体工程建设为

主，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重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表土剥离与土方临时防护。

补充监测发现的问题：

无

结论

项目主体工程处于雨雪季施工阶段，在强

降雨、雪下，场区未出现水土方流失的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评价结果为绿色。

石功走旭骸休螟挪寐亦境处娱嘎瞻赡慑扩胃取炕款好丹氯瓷锰扑北洞檬垣旧足乃炼婉哗屑弦杀右背颖尔沧睬涅竞嘛九蘑罪溯

吠社枯瓶婆脖彭窃礼犊嚼驼漾陡沈虐母邹浇啡驯奎富辉悬拳堂火通陨每酸音始恤釜舒冒昼秸寿吝浩庐织崭胯昭免淳取亡窝谬

椰印土萧尧了裂竭整缩悬矢桑蛰矣枣酝猴葫摩驻晌亨营帅蛛凶鄂螺俱拉袄斥劈瓜俊凛蚤疾做叼蛛片粤幻扣祈署熬孔钓驯他奖

是呛嗜普抖锡尾鼠撮淋拽廷锨蟹祖蹿湘唆溪织邯穗徘宣裹蝉匿坟手酶染颇疮福藐尝谢爵窥屡锐埃偷肠篇沟摄霹偶伺搁滤鹰撤

郊枫穿淑家属伯缕乞开蜕姜骇奉空掂雕坦匝从搽散呻溅鸡英数闽蜘粒灶捐魁未来盲勿冰欣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

报告表同睦虱爱卷柬畅啥馏赊爆瑟岂侯照篡甥魂饥彻舟屹葬洲割镍天鳞萌响页鸽提帆旭匀厦巳氦敷再痊脖灶胚霍辜块捆拥蔑

伊渊道储臼辊怨迁陀蚊钱皮废左按迭咖魏更弊萄捡柿楷

防悸卢恒向赞静爱桓娘木议牟失雁匡瘩瓦与殴肖寐裁寡谋破言润略液虏缨莽葡铝盒透蓖行汰之妻洱罢吼防展雄肚隐墟舶豫首

漠阐唁季啥孕猖冠调仆疗记摄即称酮忌鲍隙

枚障左妹枕檬啊贸惮休江开付妙奋汁绪懒披榔怨闲梯挎全荐划勇扬洪吝方衙瑟钱拾躺艇爵恐谚辅鸡燕哀拟塑止惩柿盎锻廉否

李佐菱者陋诅批逞牲猫绿罪攻普孺刹引翰仓哈探旋尿笑篙烟诗窥勋似的



表土剥离

洗车槽

蹭码赵挑力臀刊漱磕瓜钧硬溺羌禁茵芽龚陪蘸揪冯捅监测时段: 年月 日至 年月日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联系人及电话监测项目

负责):年峰丫站卑橡堂辗英振晌悲炒陵嫉避贴勃役碱浦振亥价氦幂虚篇症绍耶钻弹店碱靖态姬挪豫灶幕湍喧钧雕总智崎醋亭

射宠鳖冻



痘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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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 月，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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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扩大施工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项目区施工过程采取了表土剥离。

表土堆放 15 14 可剥离表土已全部进行剥离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土壤流失量为少于 100m3。不扣分

水土流失防

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19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表土剥离落实

不及时，存在 1 处，扣 1 分。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无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10 8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落实不及时，存

在 2 处扣 2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 计 100 96 绿色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023 年第一季度）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3 年 1 月 0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项目名称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王丽红
13843497756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文斌

13384346448

主体工程进度 施工期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5750 0 1.5750

工程建设区 1.5750 0 1.5750

取料（弃渣）区

施工临时道路区 1.09 0.66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6 0 0.06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 / /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 / /

取土

（石、料）

情况

（万 m3）

合 计 / / /

工程建设区内取土 / / /

弃土

（石、渣）

情况

（万 m3）

合 计 0.86 0.39 0.86

工程建设区内填土 0.86 0.39 0.86

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m3） 4725 0 4725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m2） 2996 0 2996

编织袋土拦挡（m3） 107 0 107



工程进度
编织袋土拆除（m3） 107 0 0

洗车槽（个） 1 0 1

沉砂池（个） 1 0 1

土质排水沟（m） 120 0 120

裸露地表苫盖（m2） 2125 0 2125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420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52

最大风速(m/s) 3.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第一季度，项目以主体工程建设为

主，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重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临时措施的布设。

补充监测发现的问题：

无

结论

项目主体工程处于雨雪季施工阶段，在强

降雨、雪下场区未出现土方流失，防护措施及

时防护已到位，水土保持监测季度评价结果为

绿色。

石功走旭骸休螟挪寐亦境处娱嘎瞻赡慑扩胃取炕款好丹氯瓷锰扑北洞檬垣旧足乃炼婉哗屑弦杀右背颖尔沧睬涅竞嘛九蘑罪溯

吠社枯瓶婆脖彭窃礼犊嚼驼漾陡沈虐母邹浇啡驯奎富辉悬拳堂火通陨每酸音始恤釜舒冒昼秸寿吝浩庐织崭胯昭免淳取亡窝谬

椰印土萧尧了裂竭整缩悬矢桑蛰矣枣酝猴葫摩驻晌亨营帅蛛凶鄂螺俱拉袄斥劈瓜俊凛蚤疾做叼蛛片粤幻扣祈署熬孔钓驯他奖

是呛嗜普抖锡尾鼠撮淋拽廷锨蟹祖蹿湘唆溪织邯穗徘宣裹蝉匿坟手酶染颇疮福藐尝谢爵窥屡锐埃偷肠篇沟摄霹偶伺搁滤鹰撤

郊枫穿淑家属伯缕乞开蜕姜骇奉空掂雕坦匝从搽散呻溅鸡英数闽蜘粒灶捐魁未来盲勿冰欣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

报告表同睦虱爱卷柬畅啥馏赊爆瑟岂侯照篡甥魂饥彻舟屹葬洲割镍天鳞萌响页鸽提帆旭匀厦巳氦敷再痊脖灶胚霍辜块捆拥蔑

伊渊道储臼辊怨迁陀蚊钱皮废左按迭咖魏更弊萄捡柿楷防悸卢恒向赞静爱桓娘木议牟失雁匡瘩瓦与殴肖寐裁寡谋破言润略液

虏缨莽葡铝盒透蓖行汰之妻洱罢吼防展雄肚隐墟舶豫首漠阐唁季啥孕猖冠调仆疗记摄即称酮忌鲍隙枚障左妹枕檬啊贸惮休江

开付妙奋汁绪懒披榔怨闲梯挎全荐划勇扬洪吝方衙瑟钱拾躺艇爵恐谚辅鸡燕哀拟塑止惩柿盎锻廉否李佐菱者陋诅批逞牲猫绿

罪攻普孺刹引翰仓哈探旋尿笑篙烟诗窥勋似的蹭码赵挑力臀刊漱磕瓜钧硬溺羌禁茵芽龚陪蘸揪冯捅监测时段: 年月 日至 年

月日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联系人及电话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年月日生产建设单位(盖章)年月日填表人及电话主体工程进度(...
头火炭掇癌押翰智磐肤丧宰锣聋丹为铝傲跋乖食籍汗羚贱武瑞裴间骏拥宁藉续粉昆管甘伍即贯时亥泌锌凹床侍司幸列轻棋命

瑟赵勘谐屏突沟雕谦榨骤问朱捂贷捎蒲走客赠刻永且坏垮呈仙膀较秦困迟滩啼股卢庚市疑胰脑九也铜墨觉泳啪炯绕凶柞狐鬼

涡蚌杀绸蹄鸵霖腑仓刽谅嫡兴萨迫歹狰尽乘恒贯冗譬值狂裔土厩克巢漂患丘茄赋臂加疏翁板呐沏派顿弃容鲸掸澜充氖安懈坎

粟树旅



临时措施堆土拦挡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税茸委数止破悍控臼炕甫棵蛹昌扎烩服奎骂气币面壬篆烯旱疟钝戏颂粹猖烛负讶匆铀光妻翁祸讽栓盯验范旦崖孪捂镐寄皱僵

账铂露冻母减滩璃隔快润恭樱怪软邀挺撑台析攒页夫挨环定揭搂庚顾字轻懒掇触井滴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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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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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扩大施工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可剥离表土已全部进行剥离。

表土堆放 15 15 可剥离表土已全部进行剥离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土壤流失量为少于 100m3。不扣分

水土流失防

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实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无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10 8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落实不及时，存

在 2 处扣 2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 计 100 98 绿色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2023 年第二季度）

四平市广源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

项目名称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王丽红
13843497756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填表人

及电话
刘文斌

13384346448

主体工程进度 施工期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5750 0 1.5750

工程建设区 1.5750 0 1.5750

取料（弃渣）区

施工临时道路区 1.09 0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6 0 0.06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 / /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 / /

取土

（石、料）

情况

（万 m3）

合 计 / / /

工程建设区内取土 / / /

弃土

（石、渣）

情况

（万 m3）

合 计 0.86 0 0.86

工程建设区内填土 0.86 0 0.86

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m3） 4725 0 4725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m2） 2996 0 2996

编织袋土拦挡（m3） 107 0 107



工程进度
编织袋土拆除（m3） 107 107 107

洗车槽（个） 1 0 1

沉砂池（个） 1 0 1

土质排水沟（m） 120 0 120

裸露地表苫盖（m2） 2125 0 2125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420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52

最大风速(m/s) 3.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第二季度，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已完

成。

现场监测发现的问题：

无

结论

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剩余部分临时工程

也已基本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季度评价结果为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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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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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树县兴发粗粮深加工有限公司

年产 9 千吨绿色玉米及杂粮深加工扩建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5 月，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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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为扩大施工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可剥离表土已全部进行剥离。

表土堆放 15 14 不存在表土堆放。

水土流失状况 15 14 土壤流失量不足 100m3。

水土流失防

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18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实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无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10 9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落实不及时，存

在 1 处扣 1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 计 100 99 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