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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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规模

三亚片区的大隆东输水渠 6+775~9+287
段新建、赤田干渠改造、田间排沟整治、

灌溉提水泵站及南繁基地内渠道改造、

新建和乐东片区的长茅东西输水渠及

抱套西输水渠改造、田间排沟整治、灌

溉提水泵站及南繁基地内新建渠道等。

建设单位、联系人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84385.38万元

工程总工期
本工程于 2020年 8月开工，2023年 3月完工，

施工总工期 33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

持监测中心站
联系人及电话

张歆
027-82926732

自然地理类型 丘陵地貌、滨海平原地貌 防治标准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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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查、地面观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现场调查、遥感监测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监测
现场调查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现场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巡查、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75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101.17hn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785.57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72077m3，表土回填 72077m3，浆砌石排水沟 1752m，复耕 7.43hm2，土地整治

1.01hm2。

植物措施
草皮护坡 215580.65m2，全面整地 2.71hm2，撒播草籽绿化 23.14hm2，幼林抚育 1.9hm2，

栽植乔木 210株，栽植灌木 710株。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73995m2，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10673.3m2，临时排水沟长度 40767m，临时沉砂池

92座，碎石铺砌 2275m2。

监测

结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9.17
防治措施面积

（hm2）
46.66

永久建筑物及

硬化面积

（hm2）

37.73
扰动土地总

面积（hm2）
85.16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7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hm2）
85.16 水土流失总面积（hm2） 85.16

拦渣率 97 98.9 工程措施面积（hm2） 8.63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表土保护率 92 94.21 植物措施面积（hm2） 38.03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t/km2·a）
46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09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38.8 林草类植被面积（hm2） 38.03

林草覆盖率 27 44.66
实际拦挡弃渣量

（万 m3）
14.49 总弃渣量（万 m3） 14.49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各项防治目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及国家一级标准的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1、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2、基本上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实施；

3、未产生较大水土流失危害。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继续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对存在已损坏的措施及时修补，全面提高

水土流失防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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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强海

南优势种子繁育基地的规划建设与用地保护；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提

出“加强海南优势种子繁育基地建设”。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发改

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南繁规划》，划定了 26.8万

亩适宜南繁科研育种的区域，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用途管制。作为全国优

良种子的摇篮，南繁基地建设日益得到国家重视，其建设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实施乐亚片南繁基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可加强三亚、乐东地区南繁科研育

种的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最大限度保障南繁保护区内农田灌溉用水及防洪防

涝安全，有效改善南繁基地的灌溉条件和区域生态条件，对促进南繁育种基地的

健康发展、保障海南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和自贸区（港）建设、推动海南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乐东片共新建渠道 4条，长度为 6.782km；改造

加固渠道 4条，长度 25.237km；整治田间排涝沟 1条，总长度 6.355km；新建提

灌泵站 4座，配备管道 11.6777km；配套渠系建筑物 222座，其中维修渡槽 3座、

水闸 34座、倒虹吸 1座、斗门 24座、公路涵 16座、人行步级 68座；交叉建筑

物 78 座，其中客水 19 座、机耕桥 31 座、人行桥 8 座、桥涵 20 座。管理所 3

座。。

三亚片区共新建渠道 3条，总长度为 3.915km；改造加固渠道 7条，长度为

7.263km；田间排涝沟整治 2条，总长度 2.544km；田间排洪沟整治 5条，总长

度 12.729km；新建提灌泵站 2座，配备管道 8.687km；配套渠系建筑物 26座，

其中渡槽 2座、水闸 6座、暗涵 7座、路涵 9座、人行桥 1座、消力池 1座；交

叉建筑物 15座，其中公路桥 3座，机耕桥 7座、倒虹吸 1座、拦污栅 1座、人

行步级 3座。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9年 5月 13日通过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

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琼发改审批[2019]667号）。

2020年 3月 26日，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海南省南

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初步设计报告（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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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审批[2020]398号）。

建设单位委托位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海南省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20 年 5

月编制完成《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于 2020年 6月 2日获得《海南省水务厅关于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

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琼水审批[2020]11号）。

本项目分为主体工程区、施工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场区、弃

渣场区、专项设施迁建区等 6个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项目占地总面积为 85.16hm2，

其中永久占地 41.4hm2，临时占地 43.76hm2。工程施工过程中共产生挖填总量

171.91万 m3，其中总开挖土石方共计 113.5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总土

石方填筑量 58.41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综合利用 40.6万 m3（主要用于

利国镇红五村辽望塔矿坑治理 24.6万 m3、九所镇抱浅村矿坑治理 12.3万 m3，

以及南滨农场土地及道路整治 3.7万 m3），永久弃渣量为 14.49万 m3，弃渣运

往乐东 1#弃渣场回填。

工程总投资 7.24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4.65万元。项目于 2020年 8月开工，

2023年 3月完工，施工总工期 33个月。

在监测阶段过程中，我站依据监测实施方案，布设了相应的监测点，定期开

展监测工作。监测工作开展以来，我监测项目部采用调查监测、地面观测和资料

收集与分析等多种方法，对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

土流失状况及造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进行了

全面监测，积累了大量监测数据和图片资料，全面掌握了项目建设过程中扰动土

地及整治情况，以及水土保持设施施工情况和治理效果。在监测期间，我站共完

成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11期，监测年度报告 3期；并根据水土保持监测与

调查数据的采集、整编、汇总、统计和总结分析情况，于 2023年 8月完成了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在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

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及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力支

持与配合，相关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

致以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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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工程概况

海南优势种子繁育基地（简称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位于

海南省乐东县和三亚市境内。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三亚片区的大隆东输水渠

6+775~9+287段新建、赤田干渠改造、田间排沟整治、灌溉提水泵站及南繁基地内渠道

改造、新建和乐东片区的长茅东西输水渠及抱套西输水渠改造、田间排沟整治、灌溉提

水泵站及南繁基地内新建渠道等。

乐东片共新建渠道 4条，长度为 6.782km；改造加固渠道 4条，长度 25.237km；整

治田间排涝沟 1条，总长度 6.355km；新建提灌泵站 4座，配备管道 11.6777km；配套

渠系建筑物 222座，其中维修渡槽 3座、水闸 34座、倒虹吸 1座、斗门 24座、公路涵

16座、人行步级 68座；交叉建筑物 78座，其中客水 19 座、机耕桥 31座、人行桥 8

座、桥涵 20座。管理所 3座。。

三亚片区共新建渠道 3条，总长度为 3.915km；改造加固渠道 7条，长度为 7.263km；

田间排涝沟整治 2条，总长度 2.544km；田间排洪沟整治 5条，总长度 12.729km；新建

提灌泵站 2座，配备管道 8.687km；配套渠系建筑物 26座，其中渡槽 2座、水闸 6座、

暗涵 7座、路涵 9座、人行桥 1座、消力池 1座；交叉建筑物 15座，其中公路桥 3座，

机耕桥 7座、倒虹吸 1座、拦污栅 1座、人行步级 3座。

项目占地总面积为 85.16hm2，其中永久占地 41.4hm2，临时占地 43.76hm2。工程施

工过程中共产生挖填总量 171.91万 m3，其中总开挖土石方共计 113.5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总土石方填筑量 58.41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综合利用 40.6万 m3

（主要用于利国镇红五村辽望塔矿坑治理 24.6 万 m3、九所镇抱浅村矿坑治理 12.3 万

m3，以及南滨农场土地及道路整治 3.7万 m3），永久弃渣量为 14.49 万 m3，弃渣运往

乐东 1#弃渣场回填。

本工程计划 2020年 4月开工建设，2022年 7月完工，预计建设总工期 28个月。实

际于 2020年 8月开工，2023年 3月完工，施工总工期 33个月。

工程总投资 7.24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4.65亿元。建设单位为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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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渠线布置避开居民房，不涉及搬迁人口的安置问题。工程涉及

10kV输电线路 16.16km，低压线路 24.68km，涉及通讯设施 6.72km。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地质

（1）三亚市

三亚地区的地质构造为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褶皱构造不甚发育，仅在大茅洞至南

丁岭一带见小型向斜，枢纽呈 S形弯曲，整体上呈北东～南西向。该部为中奥陶统尖岭

组（O2J）两翼多被侵入岩吞蚀。两翼地层产状随着轴面的弯曲而变化。断裂构造较发

育，主要有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和南北向四组。东西向断裂，表现为压性或压扭性，

局部地段表现为强性或强扭性，断裂倾角一般较陡；北东向断裂，比较发育，规模也较

大，多数表现为逆时针扭动的压扭性，局部见到压性（逆冲）和强性；北西向断裂，主

要表现为顺时针扭动的压扭性；南北向断裂，主要表现为强性或强扭性，断裂规模较小，

断面陡直。

（2）乐东县

乐东县的地质构造由母岩和母质中生第二期花岗岩组成。以花岗岩闪长岩、石英闪

长岩为主，其次是白垩纪粉砂岩、砾岩、砂岩、页岩以及第四期纪海相近沉积物、近代

河海冲积物、浅海沉积物。这些不同的成土母岩和母质对土壤的形成，具有热带性的特

征。

1.1.2.2地形地貌

（1）三亚市

三亚市北靠高山，南临大海，地势自北向南逐渐倾斜，形成一个狭长状的多角形。

市区三面环山，北有抱坡岭，东有大会岭、虎豹岭和海拔 393m的高岭（狗岭），南有

南边岭，形成环抱之势，山岭绵延起伏、层次分明。延伸的山岭将藤桥至梅山一带沿海

平原分割成东、中、西三个自然区。

（2）乐东县

乐东县北高南低，背山面海。北、东及东南面山脉环绕，西北和东北部高，海拔 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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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山峰聚集连绵，于东北向西南境界上 500～800m的低山横亘起伏，中部和东北部

及昌化江沿江两岸为宽广的丘陵盆地，西南部为海拔 50m以下的滨海平原和台地，低平

开阔，构成了东、北、西北三面环山，西南部向南海敞开，犹如一个大马蹄形，呈阶梯

状下降的地貌，地貌组合为山地、丘陵、丘陵盆地、滨海平原四大部分。山地与丘陵地

占全县总面积的 70%，丘陵盆地占 18%，滨海平原占 12%。

工程区属于丘陵地貌和滨海平原地貌。

1.1.2.3气象

（1）三亚市

项目三亚片区属丘陵地貌和滨海平原地貌，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受季风影响

大，四季不分明，气温较高，多年平均气温 24.5℃。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475.5mm，

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匀，每年 5月～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90%以上，降水年

际变化较大，具有明显的丰枯水年之分。

（2）乐东县

项目乐东片区属滨海平原地貌，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受季风影响大，四季不

分明，气温较高，多年平均气温 25℃。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500mm，降水年内分配不

均匀，每年 5月～10月为雨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80%以上，降水年际变化较大，具

有明显的丰枯水年之分。

1.1.2.4水文

（1）三亚市

三亚市境内有中、小河流 12条，集雨面积 500km2以上的有宁远河、藤桥河；集雨

面积 100km2以上的有三亚河、大茅水、龙江河；集雨面积 100km2以下的有九曲水、六

道水、烧旗水、文昌水、东沟溪、石沟溪、茅彭水。

宁远河 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 89.09km（境内 62.45km），流域面积 1093km2（境

内 818km2），河床平均坡降 0.00462m，总落差 1101m，发源于保亭县好把钮山东南麓，

从西向东南流，沿途汇集叔爹溪、抱乱溪、红安溪、雅边溪、卡把溪、龙潭溪等 10多

条大、小支流，再流经崖城镇南至港门，汇入流域面积 73平方公里的郎芒河后流入海。

该河在本市境内的主支流上兴建中型水库 1宗，小一型水库 6宗，小二型水库 1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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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 9宗，控制面积 124.21km2。流域区内有高峰、育才、雅亮、崖城、保港、港西 6

个乡镇，南岛、立才、南滨三个国营农场，人口 50531人，耕地 43742亩。

藤桥河 由东河和西河组成，东河为主流，发源于保亭县的昴岭南麓，自西向东南

流，经保亭县的大本、金江、加茂等地，由新民水陂起进入市境黎场、田湾至藤桥南田

官头村，汇入西河（流域面积 279km2），后注入合口港入海。流程 57km，市境内 17km，

流域面积 700km2，市境内 197km2，河床平均坡降 0.0575m，总落差 1264m，在市境内

的主支流上.兴建小一型水库 3宗，小二型水库 3宗，山塘 3宗，控制面积 25.51km2，

流域区内有藤桥镇和南田农场，人口 41503人，耕地面积 3701亩。

三亚河 由六罗水、水蛟溪、半岭水三条河组成，六罗水为主流，发源于三亚市和

保亭县交界的中间岭右侧高山南麓，自北向南流，合汇入林家支流，至水源池转向东南

流，至黄獠村转向南流，穿过妙林田洋，在金鸡岭附近汇入支流水蛟溪，流域面积

76.5km2，至月川村南汇入支流半岭水，流域面积 123km2，经三亚市区注入三亚港入海，

流程 28.8km，流域面积 337.02km2，河床平均坡降 0.00609m，总落差 959.21m，在各条

支流上兴建中型水库 4 宗，小一型水库 1 宗，小二型水库 5 宗，山塘 4 宗，控制面积

163.59km2，流域内有高峰乡二个管理区，羊栏镇、荔枝沟镇、河东区、河西区、南新

农场等，人口 88712人，耕地 57047亩。

大茅水 发源于甘什岭南麓，自北向南流，经上、下半岭村，至新村转向西南流，

经大茅、中廖、田独、新村等，至红土坎村支流后注入榆林港入海，流程 28km，流域

面积 116km2，河床平均坡降 0.0126m，在各条支流上兴建小一型水库 2宗，小二型水库

5宗，山塘 1宗，控制面积 33.12km2，流域内有田独和红沙镇，人口 11326人，耕地 15277

亩。

龙江河 发源于北山岭东南麓，自西北向东南流，至落根田洋转向南流，经草厂、

田仔落、青塘等村，至林旺村转向东南流，至顶汶村汇入下丈支流后入海，流程 18.25km，

流域面积 111.61km2，河床平均坡降 0.0135m，在各条支流上兴建小一型水库 2宗，小

二型水库 3宗，控制面积 15.04km2。流域内有林旺镇，人口 15424人，耕地面积 24173

亩。

（2）乐东县

乐东县境内的主要河流有昌化江（包括其支流乐中河、大安河、南巴河）和望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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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昌化江在县内的流域面积为 1333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46％，望楼河流域面积为

827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28％，此外还有白沙河、宁远河、佛罗河等中小河流。

昌化江 昌化江是海南岛第二大河流。发源于琼中县五指山空示岭，为过境最大河

流。乐东县内的干流总长 62km，除三大支流外，干流域面积 509km2，主要支流有：

乐中河：发源于乐东县东部堡笔岭，向北流经志仲至三平的龙眼村，出口流入昌化

江干流，全长 49km，流域面积 378km2，沿途有支流崇龙溪、昂外溪流入。

大安河：发源于乐东县南部牛岭，向北流经大安、至番豆村与昌化江干流汇合，全

长 35km，流域面积 378km2。

南巴河：发源于尖峰岭北部，向东北流至扬力村人昌化江，干流全长 36km，流域

面积 300km2。

望楼河 是乐东县流入海的最大河流，发源于本县西部尖岭南麓，向东流经南寨折

东北流经将军岭北麓，又折向西南流经溪宛村、长茅、响水、石门等至望楼港入海。干

流全长 87km，流域面积 827km2，总落差 800m，由河源至溪宛，河床比降很陡，溪宛

以下比较平缓，但在响水附近，落差集中达 40余米。

白沙河 发源于乐东县西部尖峰岭西南麓，向西南经尖峰镇老邢田于白沙港入海，

干流全长 26km，流域面积 166km2。主要支流有长湾溪，全长 15km。

佛罗河 发源于乐东县西部铁色岭，向西流经三曲沟、佛罗镇、丹村入海。干流长

23km，流域面积 118km2。

宁远河支流 在乐东县境内有两条支流。一支流在志仲镇，另一支流在福报乡，合

计流域面积 160.1km2。

1.1.2.5土壤

（1）三亚市

三亚市耕地土壤受成土母质、地形、地貌、热带水热条件和生物作用及人类活动等

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类型适宜不同植物生长的多种土壤，并呈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分布。

耕地地带性土壤从南到北垂直成阶地分布，高程 6m以下为滨海沉积物形成的滨海沙土，

10～40m为浅海沉积的燥红壤，40m以上为砖红壤。

（2）乐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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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县属滨海平原燥红土、滨海砂土土区，主要分为三种土群：滨海砂土土群、滨

海平原燥红土土群和冲积平原潮土田土群。滨海砂土土群位于土区沿海滨缘，成带状分

布，主要土壤类型是滨海砂土，质地砂性属松砂土至紧砂土，土壤养分含量低，表层有

机层 0.11%左右；滨海平原燥红土土群主要是由浅沉积过程的各级阶地和泻湖，根据其

形态特征肥力各有差异，表层养分有机质含量在 0.5%～1.2%之间；冲积平原潮土田土

群位于望楼河下游的出口处，主要包括潮土田、泥肉田和潮土地等，潮土田积层深厚，

质地均一，轻壤至中壤，耕层有机质含量 1.4%～1.8%，泥肉田土壤熟化度高，质地适

中，耕作层土色较暗，较深厚，养分较高，有机质 1.8%～2.5%，潮土地土体质地属松

砂土至紧砂土，透水性强，保水保肥性较差，耕层有机质 1.2%左右。

经现场调查，工程区土壤以砖红壤、滨海沙土及燥红土为主。

1.1.2.6植被

（1）三亚市

三亚市地处热带地区，植被呈多样性。总体上，山地顶部为山地雨林，低山丘陵为

热带雨林，沟谷雨林，沿海丘陵为常绿季雨林和落叶雨林。在森林破坏后的坡地，残生

稀树灌丛或茅草。滨海地区为沙质草地。台地平原为农作物植被，以水稻、甘蔗、橡胶

为主。经现场调查项目植被覆盖率约为 46%。

（2）乐东县

乐东县在热带季风气候条件的各种生境因素的作用下，发育成复杂多样的热带植被

类型。但较原始的，发展到稳定阶段的森林植被，面积逐渐减少，而且多分布于海拔 600～

800m以上的山地或沟谷地区。广大面积的山地丘陵目前已由次生林、灌丛和山地草原

所代替；平原及部分丘陵台地则以人工植被为主，如橡胶林及农作物群落等等。经现场

调查项目植被覆盖率约为 42%。

1.1.2.7其他

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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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2.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为加强公司对建设工程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全面落实各项保护措施，

实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目标，本工程成立了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

施建设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系统领导小组以及现场施工管理领导小组。建管部作为

日常管理部门负责水土保持工程落实和完善，有关施工单位通过招标、投标承担水土保

持工程的施工，施工单位都是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具备一定技术、人才、经济实力的

较大型企业，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完善。工程监理单位也是具有相当工程建设监理经

验和业绩，能独立承担监理业务的专业咨询机构。

建设工程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工作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步投产使用，

严格贯彻“三同时制度”。实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监理、监测制度，委托有关专业机

构承担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

建设过程中，严把材料质量关、承包商施工质量关、监理单位监理关，更注重措施

成果的检查验收工作，把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保障了工程质量和林草的成活

率和保存率。

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监控、施工单位的监督、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确保水

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基本到位，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了防治责任范围内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

1.2.2 “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建设管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严格贯彻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1、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2019年 5月 13日，本工程获得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南省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琼发改审批[2019]667号）。

2020年 3月 26日，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海南省南繁基地

（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初步设计报告（琼发改审批

[2020]398号）。

建设单位委托位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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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20年 5月编制完成《海

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于 2020年 6

月 2日获得《海南省水务厅关于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琼水审批[2020]11号）。

2、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

主体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严格按照主体设计，大部分水土保持措施优先准备、

提前施工，采取了临时排水、围挡、遮盖等措施，确保工程施工期间有效预防和治理水

土流失。

3、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施工期间，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提前准备与实施；主体工程竣工前基本完成了水土保

持措施建设。各施工单位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之后方可申请支付、离场。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共同发挥水土流失防护效益。

1.2.3水土保持设计与变更备案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号，

2016年 3月 24日）的内容第三、四对比，本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土石方挖填总量、表土剥离量、植物措施面积、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

系、弃土场等均未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

四的变更条件。本工程后续设计中没有达到重大变更要求，不需要编报水土保持变更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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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重大变化或变更梳理对照表

办水保〔2016〕65号文规定 批复水保方案阶段 工程实施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

重大变化

或变更

备注

第三条水土保持方案经批

准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

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涉及

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增加 30%以上的；开挖填筑

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的；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

部分横向位移超出 300米以

上的长度累计达到原设计

线路长度 20%以上的；施工

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度增

加 20%以上的；桥梁改路堤

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公里以上的，有以上情形

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

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

案，报水利部审批。

（1）生产建设项目地点、规模

发生重大变化的
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 海南省三亚市、乐东县 无 否

（2）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海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

海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
无 否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

加 30%以上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01.17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85.16hm2。

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减少 16.01hm2。
否 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5.82%。

（4）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挖方 108.05 万 m³，填方

73.82 万 m³，开挖填筑土

石方总量 181.87万 m³。

挖方 113.5万 m³，填方 58.2
万 m³，开挖填筑土石方总

量 171.91万 m³。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

量较批复水保方案

减少 9.96万 m³。
否

开 挖 填 筑 土 石 方 总 量 减 少

5.48%。

（5）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

分横向位移超出 300米以上的长

度累计达到原设计线路长度 20%
以上的

/ / / 否

（6）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

度增加 20%以上的
/ / / 否

（7）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

堑累计长度 20公里以上的
/ / / 否

第四条水土保持方案实施

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

下列重大变更之一的，生产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补充

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

水利部审批。

（1）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的
10.19万 m³ 7.2万 m³

剥离表土总量减少

2.99万 m³。
否 剥离表土总量减少 29.34%

（2）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
以上的

48.35hm2 38.03hm2 减少 10.32hm2。 否 减少 21.34%。

（3）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

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基本一致 / 否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

定的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

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

（1）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

渣场外新设弃渣场的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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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水保〔2016〕65号文规定 批复水保方案阶段 工程实施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

重大变化

或变更

备注

到 20%以上的，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在弃渣前编制弃渣

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水利部审批。

（2）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
以上的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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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水土保持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为掌握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以及水土保持措施效

果等，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

范》等规定和要求，于 2020 年 8 月，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站（以下称“我站”）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承接任务以来，我站组建了“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选派技术能力强、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本项目监测工

作，保证项目监测的技术力量。2020 年 9 月，在充分收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主体工程设计文件、工程进度计划及项目区基础资料的基础上，我站编制完成了《海南

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并在现场修

建了 22 处固定监测点。2020 年 10 月，结合第一次监测进行全线现场勘查，明确了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优化了监测点的布设，确定了监测重点和敏感点，进一步

完善了监测实施方案。

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 月，我站严格按照水利部《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文）、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湖北省

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及监测实施方

案等要求开展现场监测工作。在现场勘察查勘中，采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定位观

测、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等方法，对工程建设中新增的水土流失现象、水土流失状况、

弃土弃渣情况、水土保持工作落实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其防护效果、水土保

持工程设计和管理等进行了监测，对现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最

大限度减少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我站先后多次对项目建设区开展了常规监测，将本工程监测时段分施工期和自然恢

复期两个时段，其中施工期 33 个月（即 2020 年 8 月至 2023 年 3 月，监测 33 个

月）和自然恢复期（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监测 7 个月）进行监测。本工程

截止至今，我站共提交的技术成果主要有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份，季度报告共 11

期，年度报告 3 期。在整个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期，监测组始终与工程建设指挥部保

持着密切地沟通和联系，对巡视监测中所发现的不规范施工行为及时反映和报告建设单

位，同时积极配合建设单位做好工程水土保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建设单位对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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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给予了极大地支持和帮助。监测过程中，针对施工中路堑边坡和路堤边坡，以及取、

临时堆土场形成的边坡，每次监测完毕后在监测季报中都提出要求，要求：（1）边坡

成型一处就须及时防护一处；（2）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的不足；（3）临时堆土场堆土前

需先拦后弃等问题。施工单位基本采纳，主体工程边坡防护，补充临时防护措施；但临

时堆土场的防护要相对滞后些。2023 年 8 月，在现场全面勘查、统计监测季度报告数

据的基础上，结合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资料，我站编制完成《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

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顺利完成了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

监测任务。

1.2.5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1）2021年 1月 19日，海南省水务厅组织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和相关市县水务局

对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开展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了监督检查意见。

（2）2021年 6月 9日，海南省水务厅联合三亚市水务局、乐东黎族自治县水务局、

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对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了监督检查意见。

表 1-2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统计表

监督检查意见名称或函号 存在问题 整改回复

1、海南省水务厅关于迈湾

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水利

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

见的函（琼水保移函

〔2021〕12号）

1.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滞后，临时防

护措施不到位；

1.已完善施工道路区临时排

水措施，已完善临时堆土场临

时拦挡、排水措施。

2.部分渠道施工作业扰动面大，施工作

业面地表裸露且未采取临时防护措施；。

2.已完善施工作业面地表裸

露的问题并采取临时防护措

施。

3.表土未按要求剥离、堆存；

3.施工单位根据已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做好项目区内表

土剥离、并集中堆方。

4.乐东 1#弃渣场未按弃渣堆置方案及时

布设防护措施

4.乐东 1#弃渣场水土保持防

治责任移交给养殖基地。

2、海南省水务厅关于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

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

函

1.总干渠 K0+200处渠道边坡裸露、坡面

防护措施不到位。渠道左岸外边坡涉及

河道管理范围，占压和破坏河道岸坡植

被，且坡脚无拦挡措施，坡面防护措施

不到位。

1.已对渠道左岸外边坡进行

削坡至河道管理范围外，为防

止水土流失进行了植草作业，

完善了坡面上植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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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严格按照要求实施表土剥离措施，

现场未见堆存表土。

2.施工单位加大表土剥离力

度，做到应剥尽剥、综合利用

的目的，且对剥离出来的表土

集中堆存并采取苫盖等防护

措施。

3.临时堆土场堆土已结束，尚未实施临

时拦挡、土地整治、植被恢复等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滞后。

3.已完成临时堆土场的土地

整治、植被恢复等措施。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落实情况

2020年 8月，建设单位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以下简

称“中心站”）承担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中心站成立了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项目部。

2020年 9月，中心站组织相关监测技术人员，对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

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全线开展了第一次全面监测和现场查勘，了解地形地貌、地质、土壤、

植被、交通、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现状和背景情况，收集了主体工程大量的建设资料。

2020年 9月，在外业工作基础上，编制完成工程《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

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并上报海南省水务厅。2020年 9月~2023年

8月，在此期间内共开展了 32次现场监测工作，通过对现场收集的资料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总结，并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针对向建设单位提出水土流失防治整改建议。

同时，监测人员按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的要求，结合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在

项目区内布置监测点，对建设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抽样调查，复核项目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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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反映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状况和对周围环境的水土流失影响等。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2020年 7月，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通过合同谈判的形式中

标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承担海南省

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0年 8月，长江长

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与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水

土保持监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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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中心站及时组建监测机构、选派技术骨干成立“海南省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项目部成员共计 6人，详细情

况见表 1-1。

表 1-1 监测项目部人员组成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监测单位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中心站

监测项目部

项目负责人 张歆

监测工程师

张勇

彭超

陈修鹏

周媛

林庆明

占羽檬

孙驷阳

1.3.3 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参考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流失预测，结合各个区域的

水土流失特点及工程进度，按照“全面监测、典型监测、重点监测、便于监测”的原则，

总体布设固定监测点 22个，详见表 1-3。

表 1-3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

号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经度 纬度 位置 名称

1

主体工程区

108°47′3.80″ 18°32′23.60″ 长茅西干渠渠尾附近 1#监测点

2 108°50′34.88″ 18°31′43.73″ 长茅西干渠 2#监测点

3 108°53′4.43″ 18°31′7.64″ 长茅西支 1#斗渠 4#监测点

4 108°54′10.67″ 18°32′18.25″ 长茅西干黄流干斗 5#监测点

5 108°55′20.08″ 18°29′36.44″ 龙塘河支流田间排涝沟 9#监测点

6 108°54′4.76″ 18°27′57.14″ 龙塘河排涝沟 10#监测点

7 108°57′7.06″ 18°29′1.32″ 长茅 2#东干斗 11#监测点

8 109°0′56.54″ 18°24′44.41″ 岭落泵站管道 12#监测点

9 109°11′52.23″ 18°23′50.17″ 妹洲田间排沟 14#监测点

10 109°11′4.69″ 18°22′19.45″ 白超田间排沟 15#监测点

11 109°12′11.36″ 18°20′50.13″ 大隆东干渠 18#监测点

12 109°42′31.58″ 18°21′32.04″ 赤田干渠 20#监测点

13
施工道路区

108°52′53.59″ 18°31′23.76″ 长茅西干渠 18+600 3#监测点

14 108°55′57.16″ 18°33′4.81″ 长茅西干渠起点附近 8#监测点

15 109°12′53.60″ 18°24′14.56″ 大隆东干斗 1施工道路 13#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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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经度 纬度 位置 名称

16 109°21′26.85″ 18°20′5.91″ 华丽田间排洪施工道路 19#监测点

17
施工生产生活

区

108°49′24.01″ 18°32′0.48″ 乐东片 1#拌合站 7#监测点

18 108°54′25.14″ 18°32′57.78″ 乐东片 2#拌合站 6#监测点

19 109°12′13.79″ 18°21′26.27″ 三亚片拌合站 17#监测点

20 临时堆土场区 109°12′17.88″ 18°21′10.42″ 三亚片临时堆土场 16#监测点

21 弃渣场区 108°46′28.46″ 18°32′47.60″ 赖元村弃渣场 21#监测点

22 临时堆土场区 108°9′79.42″ 18.48′28.92″ 乐东片临时堆土场 23#监测点

1.3.4 监测设施设备

投入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设备为越野车、手持 GPS、测距仪、卷尺、量杯、笔记

本电脑、数码照像机等，各项设施设备均得到有效使用。

监测设施设备详见表 1-4。

表 1-4 监测设施设备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1 野外监测用车 辆 1

2 笔记本电脑 台 3

3 数码照相机 台 3

4 GPS 台 2

5 全站仪 台 2

6 测距仪 台 1

7 皮尺 把 3

8 钢卷尺 把 3

9 1/1000分析天平 台 6

10 取土钻、取土环、取土盒 套 25

11 烘箱 台 5

12 取样桶、过滤瓶、滤沙架 套 25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本工程由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区和临时堆土场区等组成。本工程属点状工程，结

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监测方法采用实地测量、地面观测、资料分析和遥感监测的方法，

并积极探讨远程监控、实时监测系统等新方法应用。对防治责任区范围内水土流失进行

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具体根据监测内容与指标确定。

实地量测：依靠设计资料，结合测距仪、全站仪、GPS、皮尺等量测工具，对工程

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水土保持措施等等进行实地量测，掌握工程建设实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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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地面观测：依靠 GPS 定位并结合测距仪等量测方法对监测点和已布设的观测

设施以及 GPS控制点进行量测、计算，分析水土保持措施的稳定性、完整性、安全性；

通过径流观测小区、简易观测场建设，布设观测桩等设施定量监测水土流失量；结合主

体工程建设的临时及永久排水沟，建设沉沙池，观测水土流失量。

遥感监测：通过对监测区实地查勘和量测获取水土保持相关技术数据与遥感信息提

取、判读相互应正，评价全区植被覆盖度和生长情况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状况和效果

等，分析水土流失潜在危害以及发展趋势。计算水土流失量并对其评价。

资料分析：对已经存在的各种资料档案，以查阅和归纳的方式了解所需资料。并通

过现场调查确认。

1.3.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2020年 8月~2023年 8月，中心站完成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

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包括《监测实施方案》1份、《监测季度报告》11份，《监

测年报》3份。2023年 8月，中心站编写完成《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

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于建设期每个季度后一个月提交给建设单位并上报海南

省水务厅，监测年报于每年 1月底随第四季度报告表报送。监测总结报告随水土保持验

收申请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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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扰动土地情况

工程建设扰动土地情况监测指标包括扰动范围、扰动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

等，监测方法为资料分析法和实地量测法。见表 2-1。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和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备注

扰动范围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参考主体设计资料，定期收集施工单位工

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开工内容和工程进展，

初步确定扰动地表范围。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根据资料分析结果，各防治区内工程建设

期间每月实地量测一次。

扰动面积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参考主体设计资料，定期收集施工单位工

程建设周报和月报，掌握工程开工内容和工程

进展，初步确定扰动地表范围。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根据资料分析结果，每月开展一次实地测

量，与扰动范围实地量测同步开展。

土地利用类型

及变化情况

资料分析 每月一次

参考主体设计资料，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

报、月报，根据工程进度分析，依据统计的扰

动范围、扰动面积确定。

实地量测
每两月一

次

根据资料分析结果、扰动范围和扰动面积

实地量测结果，每两月开展一次实地量测，现

场核实土地利用类型及变化，与扰动范围实地

量测同步开展。

2.2取料（土、石）、弃渣（土、石）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的监测内容包括取料（土、石）场位置和数量、

弃渣（土、石）场位置和数量、弃渣（土、石）临时堆放场位置和数量、各场地土石方

量、表土剥离量、防治措施类型和数量等。监测方法为实地调查法、资料分析法和实地

量测法。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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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监测内容、频次和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备注

弃渣（土、石）

场位置和数量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定期收集工程建设月报，实地调查、定位，做

好记录。

临时堆放场位

置和数量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定期收集工程建设月报，实地调查、定位，做

好记录。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结合分析调查结果，实地量测每个堆放场占地

面积。

土方量和表土

剥离量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定期收集工程建设月报，实地调查、定位，做

好记录。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结合施工图设计，实地量测核实土方量和表土

剥离量。

防治措施类型

和数量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定期收集工程建设月报，实地调查是否采取防

护措施。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结合施工图设计，实地量测防护措施类型和工

程量。

2.3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开工和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

林草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监测方法为资料分析法、实地量测法

和实地调查法。见表 2-3。

表 2-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频次和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备注

措施类型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实地调查是否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开工与完工日

期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确定措施开工日期和完工日期。

措施位置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实地调查是否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实地定位。

规格、尺寸、数

量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每周定期收集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实地调查是否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核实水土

保持设施类型。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结合设计，实地量测措施的规格、尺寸、面积，

计算工程量。

林草覆盖度（郁

闭度）
实地量测 三月一次

实地量测采取的植物措施工程量，计算行草覆

盖度或乔木郁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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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实地调查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护效果。

运行状况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实地调查措施的运行状况、保存状况，及时发

现损坏状况并反馈。

2.4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渣（土、

石）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方法为资料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实地量

测法。见表 2-4。

表 2-4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频次和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备注

水土流失面积
资料分析 每周一次

主要结合工程建设周报，掌握工程进展，确定

扰动土地面积和水土流失面积。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定点量测扰动土地面积和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流失量 实地量测 每月一次
定点量测监测点（断面）侵蚀沟数量，计算代

表范围的土壤流失量。

潜在土壤流失

量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结合设计以及水土流失预测，计算若不采取措

施产生的土壤流失量。

水土流失危害 实地调查 每月一次

定期调查措施的运行状况，调查产生的水土流

失是否影响耕作，是否对工程建设安全和进度

造成影响，是否堵塞灌溉渠或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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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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1）方案设计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永久征地、

临时占地以及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 101.17hm2，均属于三亚市和乐

东县。详见表 3-1。

（2）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征地图，结合现场踏勘，本工程施工活动全部

集中在项目征占地范围内，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在施工扰动范围，与原方案设计基本

一致。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85.16hm2，其主体工程区 52.64hm2，施工道路区 16.7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8hm2，临时堆土场区 2.58hm2，弃渣场区 6.67hm2，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hm2，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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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项目区 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责任范围 施工防治责任范围 实际-设计（+/-）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2.62 5.28 27.9 20.16 5.28 25.44 -2.46 -2.46

施工道路区 7.35 7.35 8.4 8.4 1.05 1.0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82 2.82 2.68 2.68 -0.14 -0.14

弃渣场区 6.04 6.04 -6.04 -6.04

临时堆土区 1.03 1.03 1.6 1.6 0.57 0.57

专项设施迁建区 0.12 0.21 0.33 0 -0.12 -0.21 -0.33

小计 22.74 22.73 45.47 20.16 17.96 38.12 -2.58 -4.77 -7.35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3.09 6.2 29.29 21 6.2 27.2 -2.09 -2.09

施工道路区 8.35 8.35 8.3 8.3 -0.05 -0.05

施工生产生活区 5.33 5.33 3.2 3.2 -2.13 -2.13

弃渣场区 12.04 12.04 6.67 6.67 -5.37 -5.37

临时堆土区 0.98 0.98 0.98 0.98

专项设施迁建区 0.24 0.45 0.69 0.24 0.45 0.69

小计 23.33 32.37 55.7 21.24 25.8 47.04 -2.09 -6.57 -8.66

合计 45.07 55.1 100.17 41.4 43.76 85.16 -3.67 -11.34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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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建设期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主要变动的原因如下：

（1）主体工程区

通过查阅相关设计及施工、监理等资料，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取消了谷姑水

库泵站、西干三分渠 2#干斗、大隆南干斗 1建设，后续设计优化，调整长茅西干黄流干

斗、后河田间排涝沟、新增南木引水渠建设，使得主体工程区占地面积较方案批复占地

面积减少 4.55hm2，其中永久占地减少 4.55hm2。

（2）施工道路区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取消了谷姑水库泵站、西干三分渠 2#干斗、大隆南干斗

1建设，后续设计优化，调整长茅西干黄流干斗、后河田间排涝沟、新增南木引水渠建设，

虽然导致施工便道总长度减少，但施工道路宽度较方案设计宽度增加了，导致施工便道

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占地面积增加了 1hm2。

（3）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实际共设置 7处施工生产生活区，较方案设计的 10处减

少了 3处，因此导致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占地面积减少 2.27hm2。

（4）弃渣场区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设置弃渣场 1处，占地面积 6.67hm2，较方案设计弃渣场减

少 3处，因此弃渣场较方案设计占地面积减少 11.41hm2。

（5）临时堆土场区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实际需要设置临时堆土场，位置和面积发生变化，因此，

较方案设计的 1处临时堆土场占地面积增加 1.55hm2。

（6）专项设施迁建区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渠线布置避开居民房，不涉及搬迁人口的安置问题。工程涉及

10kV输电线路 16.16km，低压线路 24.68km，涉及通讯设施 6.72km。

3.1.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监测人员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复核，

在工程施工期间，本工程各防治分区的地表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动和占压。项目建设

区实际发生的扰动地表面积为 85.16hm2。各防治区扰动土地面积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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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程扰动地表面积监测表 单位：hm2

监测分区 项目建设区
建设期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实际扰动土

地面积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5.44 1.9 20 25.44 25.44 25.44

施工道路区 8.4 0.32 6.99 8.4 8.4 8.4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8 0.15 2.68 2.68 2.68 2.68

弃渣场区

临时堆土场区 1.6 0.98 1.6 1.6 1.6

专项设施迁建区

小计 38.12 2.37 30.66 38.12 38.12 38.12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7.2 18.68 25.2 27.2 27.2 27.2

施工道路区 8.3 8.3 8.3 8.3 8.3 8.3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 0.76 3.2 3.2 3.2 3.2

弃渣场区 6.67 6.5 6.67 6.67 6.67 6.67

临时堆土场区 0.98 0 0.98 0.98 0.98 0.98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69 0.69 0.69 0.69

小计 47.04 34.24 45.04 47.04 47.04 47.04

合计 85.16 36.61 75.7 85.16 85.16 85.16

3.2 取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原水保方案未设置取土场，通过查阅设计、施工、监理资料，以及现场复核，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未设置取料场。

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设置 4处弃渣场，共计占地面积 18.08hm2，总

弃渣量 34.23万m3。弃渣场设计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弃渣场设计情况一览表

序号 渣场名称 位置
渣量

(m³)

占地

面积

(hm²)

渣场

类型

平均堆

高(m)

渣场容量

(m³)

渣顶高程

(m)
占地类型

1
乐东片区

1#渣场

乐东

赖元村
129503 6.67 平地型 1.94 182652 42.50 其他土地

2
乐东片区

2#渣场

乐东

立公村
111924 5.37 沟道型 2.08 180512 88.00

工矿仓储

用地和其

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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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亚片区

1#渣场

三亚

坝头村
52512 3.04 平地型 1.73 106982 7.50 其他土地

4
三亚片区

2#渣场

三亚

抱头村
48348 3.00 平地型 1.61 279826 43.50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工矿

仓储用地

合计 342286 18.08 749972

3.3.2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弃渣量监测结果

在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根据参建单位提供的施工报告、监理报告，结合现场调查

结果，工程建设期间启用乐东片区 1#弃渣场，弃渣场占地面积 6.67hm2，实际堆渣量 14.49

万 m3。弃渣场监测结果见表 3-4。

表 3-4 弃渣场监测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名称

地理位置
渣场容量

(万 m³)

平均堆高

（m）

累计堆放

量（万 m3）

占地面

积

（hm2）

备注
县 乡镇 村

1
乐东片区

1#弃渣场
乐东县 黄流镇 赖元村 18.27 2.1 14.49 6.67

移交手续

已办理

合

计
18.27 0 14.49 6.67

3.3.3弃渣对比分析

本工程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共设计 4处弃渣场，共计占地面积 18.08hm2，总弃渣量 34.23

万m3，实际启用乐东片区 1#弃渣场，弃渣场占地面积 6.67hm2，实际堆渣量 14.49万 m3。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实际启用乐东片区 1#弃渣场，未启用方案设计的另外 3处的弃渣场，

建设单位采取优化设计和合理调配土石方以及周边项目综合利用的方法，在实际施工过程

中产生的永久弃方总量为 14.49万m3，弃方全部运往乐东片区 1#弃渣场，该处弃渣场设计

容量满足永久弃方堆置的要求。详情见表 3-5。

表 3-5 弃渣场对比分析表

方案设计弃渣场 实际设置弃渣场

堆渣量

（万 m3）

占地面积

（hm2）

位置 弃渣场名

称

弃渣场名

称

位置 占地面积

（hm2）

堆渣量

（万 m3）

12.95 6.67
乐东

赖元村

乐东片区

1#渣场

乐东片区

1#渣场

乐东

赖元村
6.67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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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5.37
乐东

立公村

乐东片区

2#渣场

52.51 3.04
三亚

坝头村

三亚片区

1#渣场

48.35 3.00
三亚

抱头村

三亚片区

2#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根据竣工结算资料及监测结果分析，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共产生挖填总量 171.91

万 m3，其中总开挖土石方共计 113.5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总土石方填筑量 58.41

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综合利用 40.6万 m3（主要用于利国镇红五村辽望塔矿坑

治理 24.6万 m3、九所镇抱浅村矿坑治理 12.3万 m3，以及南滨农场土地及道路整治 3.7

万 m3），永久弃渣量为 14.49万 m3，弃渣运往乐东 1#弃渣场回填。根据实际发生的土

石方平衡情况分别见表 3-6。

表 3-6 工程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挖方 填方 综合利用 弃方

表土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土石

方
小计 方量 去向 方量 去向

主体工程

区
1.94 105.59 107.53 1.94 50.5 52.44 40.6

矿坑治理及育

种基地整地
14.49

乐东 1#弃

渣场

施工道路

区
3.59 0.23 3.82 3.59 0.23 3.8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1.67 1.67 1.67 1.67

专项设施

迁建区
0.48 0.48 0.48 0.48

合计 7.2 106.3 113.5 7.2 51.21 58.41 40.6 14.49

本工程土石方变化原如下：

（1）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区设计土石方总开挖量 98.29万 m3；总回填量 64.06万 m3，永久弃方 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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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3（堆置在取弃土场内）。实际土石方开挖量 107.53万 m3，较设计量增加了 9.24万

m3；土石方回填量 52.44 万 m3，较设计量减少了 11.62万 m3；永久弃渣量 40.6万 m3，

较设计永久弃渣量减少 25.29hm2；新增土石方综合利用 40.6万 m3。

原因分析：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取消了谷姑水库泵站、西干三分渠 2#干斗、

大隆南干斗 1建设，后续设计优化，调整长茅西干黄流干斗、后河田间排涝沟、新增南

木引水渠建设，加强了土石方综合利用，使得挖方量增大，填方量减小，弃渣量减小。

（2）施工道路区

施工道路区设计土石方总开挖量 4.5万 m3；总回填量 4.5万 m3，无永久弃方。实际

土石方开挖量 3.82万 m3，较设计量减少了 0.68万 m3；土石方回填量 3.82万 m3，较设

计量减少了 0.68万 m3，无永久弃渣。

原因分析：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为可研阶段，土石方量是以地形图进行估算的，而实

际施工过程中，土石方量是以实际地形地貌进行测量计算的，因此，与方案相比减少 0.68

万 m3。

（3）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道路区设计土石方总开挖量 4.76万 m3；总回填量 4.76万 m3，无永久弃方。实

际土石方开挖量 1.67万 m3，较设计量减少了 3.09万 m3；土石方回填量 1.67万 m3，较

设计量减少了 3.09万 m3，无永久弃渣。

原因分析：实际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占地面积减少 2.27hm2，且因水

土保持方案为可研阶段，土石方量是以地形图进行估算的，而实际施工过程中，土石方

量是以实际地形地貌进行测量计算的，因此，与方案相比减少 3.09万 m3。

（4）专项设施迁建区

专项设施迁建区设计土石方总开挖量 0.5万 m3；总回填量 0.5万 m3，无永久弃方。

实际土石方开挖量 0.48万 m3，较设计量减少了 0.02万 m3；土石方回填量 0.48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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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设计量减少了 0.02万 m3，无永久弃渣。

原因分析：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为可研阶段，土石方量是以地形图进行估算的，而实

际施工过程中，土石方量是以实际地形地貌进行测量计算的，因此，与方案相比减少 0.02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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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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内容，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如下：

表土剥离 101871m3，表土回填 101871m3，浆砌石排水沟 5612m，浆砌石挡

渣墙 70m，C20砼排水沟 628m，沉砂池 2座。详情见表 4-1。

主体工程建设期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工期 24个月，因

此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间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之间，其中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施工时间计划安排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2月。

表 4-1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表土回填 m3 34849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表土回填 m3 41824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表土回填 m3 23209

弃渣场区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C20砼排水沟 m 628

沉砂池 座 2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表土回填 m3 1989

4.1.2 工程措施实施监测结果

通过现场调查勘测和查阅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结合主体工程施

工进度和水土保持进度要求，分区域实施了表土剥离、表土回填、排水沟、沉砂

池等措施。经分析统计，项目建设区各分区共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72077m3，表土回填 72077m3，浆砌石排水沟 1752m，复耕 7.43hm2，土地整治

1.0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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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0年 8

月至 2022年 2月之间。

各分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分年度实施工程量、总工程量汇总情况见表 4-2。

表 4-2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如下：

草皮护坡 48237m2，全面整地 42.96hm2，撒播草籽绿化 24.59hm2，幼林抚育

24.59hm2，栽植乔木 17805株，栽植灌木 40790株。

主体工程建设期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工期 24个月，因

此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间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其中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施工时间计划安排在 2022年 1月至 2022年 7月。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详情见表 4-3。

表 4-3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分区 工程或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总量

分区
工程或措

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分年度完成工程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19416 8560 10856

表土回填 m3 19416 14856 4560

浆砌石排

水沟
m 1752 1752

排水沟 m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35916 16542 19374

表土回填 m3 35916 22658 13258

复耕 hm2 6.16 6.16

施工生产生活

区

表土剥离 m3 16745 15802 943

表土回填 m3 16745 13057 3688

复耕 hm2 1.27 1.27

临时堆土场区 土地整治 hm2 1.01 1.01



第 4章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 32

主体工程区
渠道内外草皮护坡 m2 3865

撒播草籽绿化 hm2 48237

施工道路区

全面整地 hm2 15.7

栽植乔木 株 3272

栽植灌木 株 4908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幼林抚育 hm2 2.94

施工生产生活区

全面整地 hm2 8.15

栽植乔木 株 2087

栽植灌木 株 3126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幼林抚育 hm2 1.88

临时堆土区

全面整地 hm2 1.03

栽植乔木 株 1144

栽植灌木 株 1144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幼林抚育 hm2 1.03

弃渣场区

全面整地 hm2 18.08

栽植乔木 株 11302

栽植灌木 株 30138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幼林抚育 hm2 18.08

专项设施迁建区

栽植灌木 株 1474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幼林抚育 hm2 0.66

4.2.2 植物措施实施监测结果

根据实地勘察及查阅参建单位及监理单位提供的总结资料，本工程施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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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类型包括：撒播草籽等。项目建设区各分区共完成水土

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如下：草皮护坡 215580.65m2，全面整地 2.71hm2，撒播

草籽绿化 23.14hm2，幼林抚育 1.9hm2，栽植乔木 210株，栽植灌木 710株。

根据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2年 1月至 2022年 7月之间。

各分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分年度实施工程量、总工程量汇总情况见表 4-4。

表 4-4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包如下：

密目网苫盖 39179m2，草袋土拦挡 8390m2，草袋土拆除 8390m2，临时排水

分区 工程或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分年度完成工程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体工程区
渠道内外草皮护坡 m2 215580.65 215580.65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7.32 17.32

施工道路区

全面整地 hm2 1.09 1.09

栽植乔木 株 200 200

栽植灌木 株 70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77 0.77

幼林抚育 hm2 1.09 1.09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全面整地 hm2 0.1 0.1

栽植乔木 株 10 10

栽植灌木 株 1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1 0.1

幼林抚育 hm2 0.1 0.1

临时堆土区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34 1.34

弃渣场区
全面整地 hm2 0.71 0.71

撒播草籽绿化 hm2 3.04 3.04

专项设施迁

建区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57 0.57

幼林抚育 hm2 0.5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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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55563m，临时沉砂池 104座，碎石铺砌 375m，土方夯实 10925m3，水泥砂浆

抹面 70677m2。

主体工程建设期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工期 24个月，因

此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间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7月，其中水土保持

临时措施施工时间计划安排在 2020年 6月至 2022年 2月。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详情见表 4-5。

表 4-5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临时工程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m2 24500

施工道路区

拦挡长度 m 18590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土方夯实 m3 9895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沉沙池 座 9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m2 1200

拦挡长度 m 550

袋装土拦挡 m3 264

袋装土拆除 m3 264

临时排水沟 m 6535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土方夯实 m3 1000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沉沙池 座 12

碎石铺砌 m3 3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m2 12000

拦挡长度 m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临时排水沟 m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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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开挖 m3 95

土方夯实 m3 3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沉沙池 座 2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m2 1479

4.3.2 临时措施实施监测结果

临时措施监测方法主要采取巡查监测及查阅资料的方式。根据现场勘测及往

期季度、年度报告，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分区已按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施了各

项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如在裸露边坡及临时堆土实施临时覆盖等。项目建设区各

分区共完成：临时苫盖 73995m2，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10673.3m2，临时排水沟长

度 40767m，临时沉砂池 92座，碎石铺砌 2275m2。

根据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2月之间。

各分区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施工情况见表 4-6。

表 4-6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临时工程措施措施类型和工程量

防治分

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工程

量

各年度完成工程量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施工道

路区

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m3 9549.30 1332 5753.3 2464

临时排

水沟

排水沟长度 m 34852 6894 15959 11999

排水沟开挖 m3 13548.70 2679 7672.7 3197

土方夯实 m3 11202.70 2192 5156.7 3854

水泥砂浆抹面 m2 51406.60 19987 20899.6 10520

沉沙池 座 76 18 37 21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临时苫盖 m2 61981 26646 35335

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m3 413 413

临时排

水沟

排水沟长度 m 5783 2506 3277

排水沟开挖 m3 1041 451 590

土方夯实 m3 579 239 34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552 2310 4242

沉沙池 座 14 6 8

碎石铺砌 m3 2275 1250 1025

临时堆 临时苫盖 m2 6000 340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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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场区

弃渣场

区

临时苫盖 m2 6014 6014

临时拦挡 m3 711 711

沉沙池 座 2 2

临时排

水沟

临时排长度 m 132 132

排水沟开挖 m3 112 112

土方夯实 m3 287 287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注重水土保持工作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按照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专项设计的要求，结合各防治分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因害

设防地实施了全面有效的水土保持防护措施。

工程建设期间针对水土保护措施实施类型、数量、保存状况、运行状况与防

治效果监测。土地整治等措施有效保护了宝贵的表土资源，保持土壤肥力，确保

地貌恢复；排水沟、临时沉沙池等措施确保施工区域积水及时排出；工程施工结

束后，及时对占用、破坏的地块进行恢复；对项目建设区内实施了绿化美化，提

高区域绿化率和生态环境。

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监测，结合工程施工对地表扰动方式、扰动程度、造成水

土流失以及采取的防护措施效益分析，可以确定水土保持措施均得到了及时落

实，水土保持措施在保持土壤肥力、控制水土流失、地貌恢复、绿化美化等方面

来看，均达到预期效果。本工程水土保持管理规范、严格规范施工、及时落实水

土保持措施，建设期间未产生因水土流失造成影响施工进度和施工安全的事件，

施工临时用地地貌恢复均得到地方认可并顺利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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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建设期间各防治分区扰动面积监测结果，截止 2023年 7月，该工程项

目建设区面积为 101.17hm2，建设期（含施工准备期）其中实际发生的扰动地表

面积为 85.16hm2。工程各建设阶段水土流失面积见表 5-1。

表 5-1 工程各建设阶段扰动土地及水土流失面积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分区
项目建设

区

分年度水土流失面积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5.44 1.9 20 25.44 25.44

施工道路区 8.4 0.32 6.99 8.4 8.4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8 0.15 2.68 2.68 2.68

弃渣场区

临时堆土场区 1.6 0 0.99 1.6 1.6

专项设施迁建区

小计 38.12 2.37 30.66 38.12 38.12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7.2 18.68 25.2 27.2 27.2

施工道路区 8.3 8.3 8.3 8.3 8.3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 0.76 3.2 3.2 3.2

弃渣场区 6.67 6.5 11.54 6.67 6.67

临时堆土场区 0.98 0 0.98 0.98 0.98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 0.69 0.69 0.69

小计 47.04 34.24 49.91 47.04 47.04

合计 85.16 36.61 80.57 85.16 85.16

5.2 土壤流失量

监测计算结果表明，自 2020年 8月工程开工至 2023年 7月期间，累计造成

土壤流失量 10117.19t，其中 2020年度土壤流失量 1637.29t，2021年度土壤流失

量 4721.92t，2022年度土壤流失量 3358.98t，2023年度土壤流失量 399t。详情见

表 5-2。

表 5-2 本工程建设期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一览表

时间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侵蚀量（t）

2020年度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1.9 1.82 134.58

施工道路区 0.32 0.32 31.4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5 0.1 13.21

临时堆土场区 0 0 2.03

弃渣场区 0 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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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设施迁建区 0 0 1.14

小计 2.37 2.29 207.52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18.68 11.29 784.49

施工道路区 8.3 8.3 326.11

施工生产生活区 0.76 0.3 34.06

弃渣场区 6.5 6.5 283.84

专项设施迁建区 0 0 1.28

小计 0 26.39 1429.78

合计 36.61 28.68 1637.29

2021年度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0 14.9 884.23

施工道路区 6.99 4.85 275.6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8 1.88 71.35

临时堆土场区 0.99 0.99 55.07

弃渣场区 0.05 0.05 62.6

专项设施迁建区 0 0 2.72

小计 30.71 22.67 1351.62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5.2 6.5 1838.82

施工道路区 8.3 3.13 536.44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 2.06 119.02

弃渣场区 11.54 11.54 798.19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69 14.08

临时堆土场区 0.98 0.98 63.75

小计 49.91 24.9 3370.3

合计 80.62 47.57 4721.92

2022年度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5.44 10.96 992.49

施工道路区 8.4 4.07 252.5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8 1.88 75.35

临时堆土场区 1.6 1.6 91.08

弃渣场区 0.05 0.05 64.82

专项设施迁建区 0 0 0.68

小计 38.17 18.56 14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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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7.2 11.8 907.85

施工道路区 8.3 2.49 145.36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 2.6 45.7

弃渣场区 11.54 11.38 748.4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58 7.763

临时堆土场区 0.98 0.98 26.95

小计 51.91 29.83 1861.69

合计 90.08 48.39 3358.98

2023年度

三亚片区

主体工程区 25.44 16.89 118

施工道路区 8.4 5 30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8 0.79 9

临时堆土场区 1.6 1.6 11

弃渣场区 8

专项设施迁建区

小计 38.12 18.56 175

乐东片区

主体工程区 27.2 15.23 108

施工道路区 8.3 2.51 17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 0.67 5

弃渣场区 6.67 3.04 89

临时堆土场区 0.98 0.87 1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69 3

小计 47.04 29.83 224

合计 85.16 48.39 399

5.3 水土流失危害

本项目在建设中，各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较为布局合理，采取了适合本区域、

本项目特点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建设中产生的堆渣流失以及工程施工扰动

中产生的水土流失被较好的控制，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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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根据对本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的实际量测，并结合工程

措施质量评定，计算目前尚未治理的裸地面积，进而得到水土流失治理度。项目工程扰

动压占土地面积 85.16hm2，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37.73hm2，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46.66hm2，

包括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面积 8.61hm2，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 38.03hm2，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为 84.39hm2。该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1%，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目标 98%。

具体详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hm2）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

度（%）
永久建筑

物及硬化

面积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区 52.64 52.64 20.44 0.19 31.89 52.52 99.77

施工道路区 16.7 16.7 9.19 6.16 1.09 16.44 98.44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8 5.88 4.42 1.27 0.1 5.79 98.47

弃渣场区 6.67 6.67 3.57 3.04 6.61 99.1

专项设施迁建区 2.58 2.58 1.01 1.34 2.35 91.09

临时堆土区 0.69 0.69 0.11 0.57 0.68 98.55

小计 85.16 85.16 37.73 8.63 38.03 84.39 99.1

6.2 渣土防护率

根据施工记录及监理资料，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共产生挖填总量 171.91万 m3，其

中总开挖土石方共计 113.5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总土石方填筑量 58.41万 m3

（其中表土 7.2万 m3），综合利用 40.6万 m3（主要用于利国镇红五村辽望塔矿坑治理

24.6万m3、九所镇抱浅村矿坑治理 12.3万m3，以及南滨农场土地及道路整治 3.7万m3），

永久弃渣量为 14.49万 m3，弃渣运往乐东 1#弃渣场回填。

通过资料查阅及估算分析，程建设期需拦挡 62.29万 m3土石方，包括了表土、弃渣、

临时堆土及综合利用方堆放，均设置防护措施，扣除弃渣运输过程中撒落和流失，经核

实实际堆放渣场有效拦挡弃渣量约 61.6万 m3，该工程实际渣土防护率达到 98.9%，拦

渣效果较好，达到《方案》目标值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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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

分比。本项目方案批复的可剥离表土总量为 10.19万 m3，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本工程防

治责任范围减小 16.01hm2，且土地利用类型与方案批复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导致

可剥离表土总量减少，经复核计算，本工程实际可剥离表土总量为 7.80万 m3，采取保

护措施的表土数量为 7.2万 m3，该工程实际表土保护率达到 92.32%，达到水土保持防

治责任目标值 92%。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结合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与强度，并通过典型调查，结

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采用综合估判的方法，估算典型地段的土壤侵蚀模数和

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综合确定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和控制比。

经过计算分析，工程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治理后，项目区的土壤容许侵蚀模数

为 500t/km2·a。根据监测现场植被调查情况和项目区植被恢复情况进行综合验收，工程

防治责任范围内平均侵蚀模数为 469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07。达到水土保

持防治责任目标值 1，符合防治水土流失的要求。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对植物措施的调查和抽样检测结果，通过查阅大量主体工程施工、占地和绿化

等有关资料，项目区面积 85.16hm2，建筑物及场地硬化面积 37.73hm2，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面积 8.61hm2，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38.8hm²，已恢复达标的林草植被面积为 38.03hm²，

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02%，达到方案设计防治目标 98%。详见表 6-2。

表 6-2 项目工程林草植被恢复率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

（hm2）

永久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

（hm2）

工程措施

（hm2）

可绿化面积

（hm2）

植物措施

（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主体工程区 52.64 20.44 0.19 32.01 31.89 99.63

施工道路区 16.7 9.19 6.16 1.35 1.09 80.74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8 4.42 1.27 0.19 0.1 52.63

弃渣场区 6.67 3.57 3.1 3.04 98.06

临时堆土区 2.58 1.01 1.57 1.34 85.35

专项设施迁建区 0.69 0.11 0.58 0.57 98.28

小计 85.16 37.73 8.63 38.8 38.03 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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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区面积。

经现场监测，项目建设区 85.16hm2，采取植物措施面积 38.03hm2，林草覆盖率为

44.66%，达到方案设计的防治目标 27%。详见表 6-3。

表 6-3 项目工程林草覆盖率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hm2） 植物措施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主体工程区 52.64 31.89 60.58

施工道路区 16.7 1.09 6.53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8 0.1 1.7

弃渣场区 6.67 3.04 45.58

临时堆土区 2.29 1.34 51.94

专项设施迁建区 0.98 0.57 82.61

小计 85.16 38.03 44.66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监测结果表明，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方案批复

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01.17hm2，实际产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85.16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实际产生的项目建设区面积与方案批复的减少了

16.01hm2。

项目建设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渠道变更取消 7.37km、排沟变更取消

0.907km、泵站配套管线变更取消 0.505km、参建单位通过优化设计、加强施工管理

等手段，结合实际施工条件及相关部门要求，施工作业严格控制在征地范围内，降

低对周边环境影响，有效降低水土流失程度。

参建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各防治区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的要求

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

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得到了有效治理，实际水土流失治理度 99.1%，达到批

复《方案》的目标值。详情见表 7-1。

7.1.2 土石方变化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设计土石方开挖 108.05万m3，回填量 73.82万m3，

永久弃渣量 34.23万m3，全部运往最近的弃渣场回填。

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共产生挖填总量 171.91 万 m3，其中总开挖土石方共计

113.5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总土石方填筑量 58.41万 m3（其中表土 7.2万

m3），综合利用 40.6万 m3（主要用于利国镇红五村辽望塔矿坑治理 24.6万 m3、九

所镇抱浅村矿坑治理 12.3万 m3，以及南滨农场土地及道路整治 3.7万 m3），永久

弃渣量为 14.49万 m3，弃渣运往乐东 1#弃渣场回填。

参建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临时堆土场区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的

要求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防治效果明显，永久弃渣得到了有效治

理，实际拦渣率 98.9%，表土保护率 92.32%，均达到批复《方案》的目标值。详情

见表 7-1。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已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能有效防止新增水土流失，实现项目区环

境的恢复和改善，水土保持效果能够达到预期防治目标，治理效果显著。

主要完成的工程量为：

（1）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72077m3，表土回填 72077m3，浆砌石排水沟 1752m，

复耕 7.43hm2，土地整治 1.01hm2。

（2）植物措施：草皮护坡 215580.65m2，全面整地 2.71hm2，撒播草籽绿化

23.14hm2，幼林抚育 1.9hm2，栽植乔木 210株，栽植灌木 710株。

（3）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73995m2，袋装土拦挡及拆除 10673.3m2，临时排水

沟长度 40767m，临时沉砂池 92座，碎石铺砌 2275m2。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得到实施，防治措施布设到位，

建成后具有一定景观效果，设施质量合格，保水保土效果显著，能够有效地防治建

设区域内的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达到《方案》设计的防治目标。详情见表

7-1。

表 7-1 六项指标一览表

分类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9.1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07

拦渣率 97 98.9
表土保护率 92 92.3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02
林草覆盖率 27 44.66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本项目已经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比较合理，对项目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

失发挥了较为明显的防治作用，能有效地控制部分区域的水土流失，但本项目水土

保持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建议后期管理单位加强管理维护。

（1）在自然恢复期加强对项目区内灌渠、排涝沟、排水沟等措施的管理维护

以及绿化区域植被的管护，确保其正常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2）建议管理单位在后续灌渠使用过程中，继续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

强巡查，对存在质量问题或已损坏的措施予以及时修补，全面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效

益。



7.4综合结论

该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到主体工程管理体系，按照

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临时防护措施，重视水土

流失防治与生态保护工作。根据监测成果分析，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水土保持“三同时”得到落实

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纳入主体工程管理，将水土保持纳入主体设计，由工程部

全面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确保水土保持措施全面得到落实，发挥水土 流失防治作

用。

（2）水土流失在施工期间得到有效控制。各项防护措施得到了全面、及时的

落实，临时堆土、开挖面均得到有效防护，从而降低了降雨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水

土流失量，工程建设区域内未发生大面积土壤侵蚀的事件，工程建设期无一例因水

土流失造成的施工质量、进度与安全事故。

（3）三色评价结果：本工程共开展三色评价 12期，总得分 1050分，平均得

分 87.5分，三色评价结果为绿色。

（4）经监测与分析，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各

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因此，监测项目部认为，海

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基本到位。



8 附件与附图

8 附件与附图

8.1 附件一 各年度现场监测照片

8.1.1 监测工作照片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水土保持培训会
建设工程 2021 年度环水保工作落实推进会议

主体工程区

现场调查
植物样方监测点



渠道内外草皮护坡

现场调查

表土集中堆放苫盖、拦挡

现场调查

无人机数据采集 施工坡面监测

8.1.2 本工程 2020年影像集

（1）主体工程区

位置：长茅西干渠 18+600处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长茅西干渠 18+600处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长茅西干渠起点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长茅西干渠终点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金鸡田间排沟

拍摄日期：2020.9.17

位置：妹洲田间排沟

拍摄日期：2020.9.17

（2）施工道路区

位置：长茅西干渠 18+600处施工道路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长茅西干渠 18+600处施工道路

拍摄日期：2020.9.17

位置：长茅西干渠终点处施工道路

拍摄日期：2020.9.15

位置：长茅西干渠起点处施工道路

拍摄日期：2020.9.15



（3）施工生产生活区

位置：乐东片 1#拌合站

拍摄日期：2020.9.16

位置：乐东片 1#拌合站沉淀池

拍摄日期：2020.9.16

位置：乐东片 2#拌合站和施工驻地

拍摄日期：2020.9.16

位置：乐东片 2#拌合站沉淀池正在施工

拍摄日期：2020.9.16

位置：三亚片 1#拌合站正在施工

拍摄日期：2020.9.17

位置：三亚片 1#拌合站正在施工

拍摄日期：2020.9.17



（4）弃渣场区

位置：乐东片区 1#弃渣场

拍摄日期：2020.9.17

位置：乐东片区 1#弃渣场

拍摄日期：2020.9.17



8.1.3 本工程 2021年影像集

（1）主体工程区

长茅东干渠 K0+300-K0+450

拍摄日期：2021.3.31

位置：长茅总干渠

拍摄日期：2021.3.26

长茅东干渠 K0+400-K0+550

拍摄日期：2021.6.24

位置：长茅总干渠

拍摄日期：2021.5.26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2+209

拍摄日期：2021.6.10

位置：妹洲田间排沟整治K0+350

拍摄日期：2021.6.16



位置：大隆东干渠 K9+100

拍摄日期：2021.10.20

位置：赤田干渠K10+000

拍摄日期：2021.10.20

（2）施工道路区

位置：长茅东干渠 K0+300-K0+450

拍摄日期：2021.3.31

位置：长茅总干渠

拍摄日期：2021.3.26

位置：长茅东干渠 K0+700

拍摄日期：2021.8.3

位置：长茅总干渠

拍摄日期：2021.5.26



位置：大隆东干渠 K9+400

拍摄日期：2021.10.20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9+800

拍摄日期：2021.12.22

（3）施工生产生活区

位置：乐东片 2#拌合站

拍摄日期：2021.3.31

位置：乐东片 2#拌合站

拍摄日期：2021.3.31

位置：乐东片 3#拌合站

拍摄日期：2021.6.30

位置：西干渠管理所

拍摄日期：2021.4.9



位置：乐东片 1#拌合站正在做拆除工作

拍摄日期：2021.6.25

位置：东干渠管理所

拍摄日期：2021.8.4

（4）临时堆土场区

位置：乐东片临时堆土场区

拍摄日期：2021.4.21

位置：乐东片临时堆土场区

拍摄日期：2021.6.13

位置：三亚片临时堆土场区

拍摄日期：2021.4.11

位置：三亚片临时堆土场区

拍摄日期：2021.6.15



（5）弃渣场区

位置：乐东片区1#弃渣场

拍摄日期：2021.3.30

位置：乐东片区1#弃渣场

拍摄日期：2021.3.30

8.1.4 本工程 2022年影像集

（1）主体工程区

长茅西干渠 K19+800段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大隆东干渠 K9+200段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6+100-K16+000段

拍摄日期：2022.4.5

位置：长茅总干渠

拍摄日期：2022.5.4



位置：长茅东干渠 0+000-0+670段

拍摄日期：2022.5.4

位置：龙塘河排涝沟末段

拍摄日期：2022.6.13

位置：长茅西干渠

拍摄日期：2022.11.2

位置：龙塘河排涝沟末段

拍摄日期：2022.11.2

（2）施工道路区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9+800段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长茅 2#东干斗 K0+150段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大隆东干渠 K9+400段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金鸡田间排捞沟 K1+200段

拍摄日期：2022.2.24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6+100-K16+000段

拍摄日期：2022.4.5

位置：长茅 2#东干斗 000+000-000+150

拍摄日期：2022.5.4

位置：长茅西干渠 K19+000～K19+300段

拍摄日期：2022.11.2

位置：长茅西干渠边坡植草养护

拍摄日期：2022.11.2

（3）施工生产生活区



位置：西干渠管理所

拍摄日期：2022.3.23

位置：石门水库管理所

拍摄日期：2022.4.1

位置：东干渠管理所

拍摄日期：2022.3.23

位置：乐东 2#拌合站沉砂池

拍摄日期：2022.3.23

（4）临时堆土场区

位置：乐东片区临时堆土场（已整地复耕）

拍摄日期：2022.3.9

位置：乐东片区临时堆土场（已整地复耕）

拍摄日期：2022.3.9



8.1.4 本工程 2023年影像集

（1）主体工程区

位置：管理站

拍摄日期：2023.6.28

位置：大隆东干斗 2

拍摄日期：2023.6.28

位置：长茅西干渠

拍摄日期：2023.4.13

位置：岭落泵站

拍摄日期：2023.6.28

（2）施工道路区

位置：长茅西干渠

拍摄日期：2023.4.13

位置：南黎斗渠

拍摄日期：2023.6.28



位置：大隆续建段

拍摄日期：2023.6.28

位置：大隆东干斗 2

拍摄日期：2023.6.28



8.2附件二 监测季度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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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0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0年 10月 19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目前正在进行长茅西干渠

和龙塘河田间排涝沟的改造加固工作。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17.10 17.10

主体工程区 57.19 9.17 9.17

施工道路区 15.7 6.86 6.86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76 0.76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0

弃渣场区 18.08 0.31 0.31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1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34.22 1.55 1.55

乐东 1#弃渣场 12.95 1.55 1.55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7.1 17.1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4372 4372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0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0

排水沟 m / 0 0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4252.5 4252.5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440 440

表土回填 m3 23209 210 210



2

弃渣场区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0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0 0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

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0

表土回填 m3 1989 0 0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2458 2458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350 35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4994 4994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6 6

施工生产生

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袋装土拦挡 m3 264

袋装土拆除 m3 264

临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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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排水沟 m 6535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土方夯实 m3 1000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临时堆土场

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408 408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20 20

排水沟开挖 m3 95 5 5

土方夯实 m3 3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沉沙池 座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排水沟开挖 m3

土方夯实 m3

专项设施迁

建区
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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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目网 m2 1479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820.6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113.4

最大风速(m/s) 18.7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239.31

施工道路区 128.27

施工生产生活区 14.33

临时堆土场区 0.82

弃渣场区 36.52

专项设施迁建区 0.98

小计 420.23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拟订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监测阶段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有：

1、长茅西干渠已开挖渠段一侧施工便道未布设临时排水措

施。

2、长茅西干渠已开挖渠段的临时堆土未布设临时苫盖、拦

挡措施。

3、乐东 1#弃渣场未进行表土剥离措施。

建议：

1、由于当前正值雨季，水力侵蚀较强，渠道开挖和施工便

道应增设临时苫盖、排水、拦挡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2、建议长时间堆置的土方需完善苫盖措施，沟渠边坡存在

严重侵蚀现象，建议未及时修筑挡墙的边坡采取苫盖措施。

3、弃渣场堆渣前应进行表土剥离，保护表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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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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3 季度，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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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土剥离保

护
5 2

乐东片 1#弃渣场表土剥离未实施面积达到

3000平方米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3 土壤流失总量超过 28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5
工程措施中表土剥离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5

处

植物措施 15 15 /

临时措施 10 6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

合计 100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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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1年 1月 1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目前正在进行长茅

西干渠和龙塘河田间排涝沟的改造加固工作。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19.51 36.61

主体工程区 57.19 11.41 20.58

施工道路区 15.7 1.76 8.62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15 0.91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0

弃渣场区 18.08 6.19 6.5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1 2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34.22 4.95 6.5

乐东 1#弃渣场 12.95 4.95 6.5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9.56 36.61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4188 8560

表土回填 m3 34849 4560 4560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12289.5 16542

表土回填 m3 41824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300 740

表土回填 m3 23209 200 410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6740 6740

表土回填 m3 / 6740 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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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0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0 0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0

表土回填 m3 1989 0 0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3379 337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1332 1332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1332 1332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4436 6894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2329 2679

土方夯实 m3 9895 2192 2192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14993 19987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12 18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2560 256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袋装土拦挡 m3 264

袋装土拆除 m3 264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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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开挖 m3 1176 101 101

土方夯实 m3 1000 80 80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2310 231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6 6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1250 1250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482 89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106 1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52 52

袋装土拆除 m 546 52 5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40 60

排水沟开挖 m3 95 10 15

土方夯实 m3 3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沉沙池 座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排水沟开挖 m3

土方夯实 m3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0

水土流

失影响

降雨量(mm) 743.75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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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最大风速(m/s) 17.7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455.66

施工道路区 229.30

施工生产生活区 22.74

临时堆土场区 1.21

弃渣场区 272.42

专项设施迁建区 1.44

小计 982.77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监测阶段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有：

1、长茅西干渠 K20+100段内，施工便道没有修建临时排水沟；

2、长茅西干渠 K27+100~K27+300段，沟渠侧边临时堆土未采取

苫盖措施；沿水流方向左侧临时边坡未按设计坡比开挖，无临边

防护措施；

3、长茅西干段渠 K28+150和 K19+700~K19+880段，剥离的表

土只实施了苫盖；

4、三亚片区新设弃渣场未办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

建议：

1、施工便道应该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补充临时排水沟和沉砂

池；

2、针对渠道附近长时间堆置的临时堆土，应及时采取苫盖措施

或运弃至渣场，渠道挡墙段施工临时开挖边坡应按设计坡比 1：

0.75进行放坡，及时采取临边防护措施；

3、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项目区内表土拦挡及苫盖等

防护措施；

4、新选弃渣场应尽快取得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选址

意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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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0 年第 4 季度，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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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土剥离保护 5 3
乐东片 1#弃渣场表土剥离只苫盖未实施拦挡

措施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9 土壤流失总量超过 65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2
工程措施中表土剥离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8

处

植物措施 15 15 /

临时措施 10 7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

合计 100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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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1年 3月 31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目前正在进行长茅

西输水渠（7+425-31+185）改造加固、龙塘河田间排

涝沟整治工程、长茅总输水渠改造加固、长茅东干渠

改造加固工程、抱套西输水渠改造加固工程、长茅西

渠管理所以及长茅东渠管理所。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10.72 40.83

主体工程区 57.19 3.21 23.79

施工道路区 15.7 0.76 9.38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08 0.99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0

弃渣场区 18.08 6.67 6.6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34.22 1.7 8.20

乐东 1#弃渣场 12.95 1.7 8.20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0.72 40.83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8560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4560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0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1363.33 17905.33

表土回填 m3 41824 5259.83 14116.33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6852.67 7592.67

表土回填 m3 23209 5535.17 5945.17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0

表土回填 m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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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挡渣墙 m /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排水沟 m / 0

沉砂池 座 2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483 752

表土回填 m3 1989 483 752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2628 6007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1531.36 2863.36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1531.36 2863.36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3706 13845.67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1747.21 5061.42

土方夯实 m3 9895 1264.20 3456.2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4261.04 24248.04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8 3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9309.25 19200.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124.33 124.3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195.67 195.67

袋装土拆除 m3 264 195.67 195.67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944 1344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268.67 3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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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夯实 m3 1000 57 232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1016.25 5468.5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3 9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489.5 206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55 201

袋装土拦挡 m 546 116 228

袋装土拆除 m 546 5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84 2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18 57

土方夯实 m3 30 20 48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167 34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1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562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235.8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37.1

最大风速(m/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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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558.26

施工道路区 193.8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5.16

临时堆土场区 1.21

弃渣场区 146.9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44

小计 926.86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监测阶段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有：

1、长茅东干渠 K0+300~K0+450段，沟渠侧边临时堆土未采取苫

盖措施；

2、长茅西干渠临时堆土场无临时拦挡及排水措施；

3、长茅西干渠 K29+940段内长期未扰动的土质边坡未采取临时

苫盖措施；

4、长茅西干渠 K29+100段，施工便道未修建临时排水沟，存在

明显侵蚀痕迹。

建议：

1、针对渠道附近长时间堆置的临时堆土，应及时采取苫盖措施

或运弃至渣场；

2、完善临时堆土场临时拦挡、排水及沉沙池措施；

3、对裸露的坡面及时采取临时苫盖，对于主体已经完工的区域

及时补充植物措施；

4、施工便道应该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补充临

时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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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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1 季度， 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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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4
表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平方

米的位置存在 1处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0 临时堆土存在5 处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9 土壤流失总量 60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6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4处

植物措施 15 15 目前尚未布设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10 5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临时

拦挡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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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1年 7月 20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目前正在进行长茅

西输水渠（7+425-31+185）改造加固、龙塘河田间排

涝沟整治工程、长茅总输水渠改造加固、长茅东干渠

改造加固工程、长茅西渠管理所以及长茅东渠管理所、

大隆东干渠续建段、大隆东干斗 2、白超田间排沟整治、

妹洲田间排沟整治。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13.65 54.48

主体工程区 57.19 9.07 32.86

施工道路区 15.7 2.63 12.01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7 1.69

临时堆土场区 1.03 1.18 1.18

弃渣场区 18.08 0 6.6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07 0.07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6.29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6.29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3.65 54.48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8560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4560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0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1363.33 17905.33

表土回填 m3 41824 5259.83 14116.33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6852.67 7592.67

表土回填 m3 23209 5535.17 5945.17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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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回填 m3 / 0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挡渣墙 m /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排水沟 m / 0

沉砂池 座 2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483 752

表土回填 m3 1989 483 752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2628 6007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1531.36 2863.36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1531.36 2863.36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3706 13845.67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1747.21 5061.42

土方夯实 m3 9895 1264.20 3456.2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4261.04 24248.04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8 3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9309.25 19200.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124.33 124.3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195.67 195.67

袋装土拆除 m3 264 195.67 195.67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944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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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开挖 m3 1176 268.67 369.67

土方夯实 m3 1000 57 232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1016.25 5468.5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3 9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489.5 206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55 201

袋装土拦挡 m 546 116 228

袋装土拆除 m 546 5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84 2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18 57

土方夯实 m3 30 20 48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167 34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1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562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降雨量(mm) 235.8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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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最大风速(m/s) 2.5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558.26

施工道路区 193.8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5.16

临时堆土场区 1.21

弃渣场区 146.9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44

小计 926.86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监测阶段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有：

1、妹洲田间排沟整治 K0+550~K0+650段，施工便道没有修建临

时排水沟；

2、大隆东干渠 K7+800段内，剥离的表土只实施了苫盖措施；

3、长茅东干渠 K1+200段内，排水渠上边坡裸露、坡陡，存在边

坡失稳垮塌现象。

建议：

1、施工便道应该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补充临时

排水沟；

2、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对剥离出来的表土集中堆积并增设

拦挡防护措施；

3、需尽快按设计要求削坡至设计坡比固坡，坡面上植物措施，若

植物措施滞后，用防雨布苫盖减少坡面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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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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2 季度， 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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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土剥离保护 5 3
大隆东干渠 K7+800段内剥离的表土只实施了

苫盖措施，未实施拦挡措施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7 土壤流失总量 82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6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4处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达到 1处

临时措施 10 6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临时

拦挡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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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1年 10月 15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目前乐东片区已开

工部位为长茅西输水渠段、龙塘河田间排涝沟、长茅

总输水渠、长茅东输水渠、抱套西输水渠、长茅西渠

管理所六个施工作业面，新建渠道和泵站暂未施工。

其中长茅西干渠总长 23.76km，累计完成渠道 23.46km，

完成率 98.7%；长茅总干渠总长 0.217km，累计完成渠

道 0.217km，完成率 100%；长茅东干渠总长 1.24km，

累计完成渠道 1.24km，完成率 100%。三亚片区已开工

部位为大隆东干渠续建段、大隆东干斗、白超排涝沟、

管理站排洪沟、后河排涝沟正在施工。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11.55 65.89

主体工程区 57.19 8.95 41.81

施工道路区 15.7 0.45 12.46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1.42 2.97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4 1.58

弃渣场区 18.08 0 6.6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33 0.4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1.55 65.89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5947 14507

表土回填 m3 34849 9947 14507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0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8976.67 2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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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回填 m3 41824 8541.67 22658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4258.83 11851.5

表土回填 m3 23209 3600.08 9545.2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0

表土回填 m3 / 0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挡渣墙 m /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排水沟 m / 0

沉砂池 座 2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481.5 1233.5

表土回填 m3 1989 481.5 1233.5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1461 7468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2249.18 5112.533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2249.18 5112.533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4959 18805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2674.71 7736.13

土方夯实 m3 9895 2115.60 5571.8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9614.02 33862.07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10 4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9803.75 29004.2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78.67 20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114.3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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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土拆除 m3 264 114.33 310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200 1544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150.83 520.5

土方夯实 m3 1000 80 312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5468.5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1 10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409 2474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50 251

袋装土拦挡 m 546 50 278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2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57

土方夯实 m3 30 0 48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34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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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642.5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83.2

最大风速(m/s) 8.6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768.20

施工道路区 230.31

施工生产生活区 71.02

临时堆土场区 59.01

弃渣场区 296.15

专项设施迁建区 6.99

小计 1431.68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监测阶段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有：

1、大隆东干渠 K9+100~K9+200，施工便道没有修建临时排水沟；

2、长茅总干渠植物措施滞后，存在明显侵蚀痕迹；

3、长茅西干渠 K19+000～K19+300段，植物措施存活率低，没

有起到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建议：

1、施工便道应该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及时补充临

时排水沟；

2、对裸露的坡面应及时采取临时苫盖措施，对于主体已经完工

的区域及时补充植物措施；

3、选择当地适生树草种，补植补种，加强抚育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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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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3 季度， 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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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6 土壤流失总量 965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7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3处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达到 1处

临时措施 10 5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临时

拦挡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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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月 6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计划

取消 6.791km），累计完成 35.316km，完成率 70.18%；

排沟总长 22.494km（计划取消 1.2km），累计完成

18.498km，完成率82.24%；泵站配套管线总长20.085km

（计划取消 0.798km），累计完成 8.436km，完成率 42%；

配套渠系建筑物 300座，累计完成 261座，完成率 87%。

备注：取消量纳入已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9.81 75.7

主体工程区 57.19 3.39 45.2

施工道路区 15.7 2.83 15.29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2.91 5.88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39 1.97

弃渣场区 18.08 0 6.67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29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9.81 75.7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4909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4909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0

排水沟 m / 0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9034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2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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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4690.5 16542

表土回填 m3 23209 3921.75 13467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0

表土回填 m3 / 0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挡渣墙 m / 0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排水沟 m / 0

沉砂池 座 2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484.5 1718

表土回填 m3 1989 484.5 1718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2127 9595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1972.77 7085.3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1972.77 7085.3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4048 22853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2615.57 10351.7

土方夯实 m3 9895 1776.90 7348.7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7024.53 40886.6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15 55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8890.75 37895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12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103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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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土拆除 m3 264 103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412 19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170.5 691

土方夯实 m3 1000 108 420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1083.5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4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1016 349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55 3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278

袋装土拆除 m 546 226 278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2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57

土方夯实 m3 30 0 48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34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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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358.9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48.7

最大风速(m/s) 4.3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773.78

施工道路区 157.52

施工生产生活区 47.21

临时堆土场区 35.78

弃渣场区 270.71

专项设施迁建区 5.85

小计 1290.8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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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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4 季度，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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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0 土壤流失总量 55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9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1处

植物措施 15 13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存活率不达标达到2 处

临时措施 10 0

临时措施中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4

处；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3 处；临

时拦挡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3 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

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2年 4月 8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2年 3月

31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计划

取消 6.791km），累计完成 48.07km，完成率 95.52%；

排沟总长 22.494km（计划取消 1.2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计划取消 0.798km），累计完成 12.281km，完成率

61.15%；配套渠系建筑物 300座，累计完成 291座，

完成率 95.33%。取消量纳入已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9.46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7.44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1.41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6.67

弃渣场区 18.08 0.61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9.46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1752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13258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203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3278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146 1864

表土回填 m3 1989 146 1864

植物措

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117688.33 117688.33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6.66 6.66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5.6 5.6

栽植乔木 株 3272 0 0

栽植灌木 株 4908 400 4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 0

幼林抚育 hm2 2.94 0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1.11 1.11

栽植乔木 株 2087 0 0

栽植灌木 株 3126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 0

幼林抚育 hm2 1.88 0 0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30 0.30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39 0.39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71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3.04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69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69 0.69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4094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2464 9549.3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2464 9549.3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11999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3197 13548.7

土方夯实 m3 9895 3854 11202.7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10520 51406.6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21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24086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110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35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159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251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20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268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268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30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49 106

土方夯实 m3 30 42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29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711

沉沙池 座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132



排水沟开挖 m3 112

土方夯实 m3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424.6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42.5

最大风速(m/s) 5.2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822.34

施工道路区 157.52

施工生产生活区 47.21

临时堆土场区 33.33

弃渣场区 270.71

专项设施迁建区 5.86

小计 1336.97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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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1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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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4 存在 1处乱堆乱弃

水土流失状况 15 10 土壤流失总量 56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8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2处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存活率不达标达到 1处

临时措施 10 6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

处；临时拦挡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8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2年 7月 15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计划

取消 6.791km），累计完成 48.08km，完成率 95.54%；

排沟总长 22.494km（计划取消 1.2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计划取消 0.798km），累计完成 13.381km，完成率

66.62%；配套渠系建筑物 289座（乐东 212座，三亚

77座），累计完成 286座，完成率 98.96%。取消量纳

入已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0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0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0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6.67

弃渣场区 18.08 0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0.85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0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0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0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1864

表土回填 m3 1989 0 1864

植物措

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97892.33 215580.7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66 17.32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1.65 7.25

栽植乔木 株 3272 200 200

栽植灌木 株 4908 20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77 0.77

幼林抚育 hm2 2.94 1.09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0.26 1.37

栽植乔木 株 2087 10 10

栽植灌木 株 3126 1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01 0.01

幼林抚育 hm2 1.88 0.01 0.01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72 1.01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83 1.22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0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 0.69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0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0 9549.3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0 9549.3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0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0 13548.7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11202.7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0 51406.6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0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0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0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0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0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0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64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106

土方夯实 m3 30 0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651.3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82.5

最大风速(m/s) 8.4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485.8

施工道路区 94.13

施工生产生活区 36.4

临时堆土场区 26.9

弃渣场区 183.72

专项设施迁建区 0.86

小计 827.81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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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2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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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2 土壤流失总量 35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9 工程措施不及时达到 1处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 1处

临时措施 10 7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

处；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

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0月 5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2年 9月

30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计划

取消 6.791km），累计完成 50.324km，完成率 100%；

排沟总长 22.494km（计划取消 1.2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计划取消 0.798km），累计完成 13.955km，完成率

69.48%；配套渠系建筑物 289座（乐东 212座，三亚 7

座），累计完成 289座，完成率 100%。取消量纳入已

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0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0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0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临时堆土场区 1.03 0 6.67

弃渣场区 18.08 0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10.85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措

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0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0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0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1864

表土回填 m3 1989 0 1864

植物措

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0 215580.65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 17.32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0 7.25

栽植乔木 株 3272 0 200

栽植灌木 株 4908 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 0.77

幼林抚育 hm2 2.94 0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0 1.37

栽植乔木 株 2087 0 10

栽植灌木 株 3126 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 0.01

幼林抚育 hm2 1.88 0 0.01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 1.01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 1.22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0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 0.69

临时措

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0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0 9549.3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0 9549.3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0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0 13548.7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11202.7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0 51406.6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0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0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0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0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0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0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64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106

土方夯实 m3 30 0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0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0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0 132

排水沟开挖 m3 0 112

土方夯实 m3 0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568.3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104.7

最大风速(m/s) 6.3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329

施工道路区 73.13

施工生产生活区 18.72

临时堆土场区 30.9

弃渣场区 183.72

专项设施迁建区 0.86

小计 636.33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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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3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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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4 表土剥离保护措施存在 1处未实施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2 土壤流失总量 32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成活率不达标 1处

临时措施 10 8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

处；临时排水措施落实不到位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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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月 6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变更

取消 7.37km），累计完成 50.324km，完成率 100%；

排沟总长 22.494km（变更取消 0.907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变更取消 0.505km），累计完成 20.085km，完成率

100%；配套渠系建筑物 293座（乐东 216座，三亚 77

座），累计完成 293座，完成率 100%。取消量纳入已

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0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0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0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弃渣场区 13.07 0 6.67

临时堆土场区 6.04 0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0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

措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0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0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0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1910

表土回填 m3 1989 0 1910

植物

措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0 215580.65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 17.32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0 7.25

栽植乔木 株 3272 0 200

栽植灌木 株 4908 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 0.77

幼林抚育 hm2 2.94 0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0 1.37

栽植乔木 株 2087 0 10

栽植灌木 株 3126 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 0.01

幼林抚育 hm2 1.88 0 0.01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 1.01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 1.22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0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 0.69

临时

措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0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0 9549.3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0 9549.3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0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0 13548.7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11202.7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0 51406.6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0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0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0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0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0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0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106

土方夯实 m3 30 0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132



排水沟开挖 m3 112

土方夯实 m3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

流失

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468.3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64.7

最大风速(m/s) 3.5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263.2

施工道路区 73.13

施工生产生活区 18.72

临时堆土场区 26.9

弃渣场区 175.07

专项设施迁建区 0.863

小计 557.87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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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4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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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3 土壤流失总量 278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9 土地整治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 1处

临时措施 10 8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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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至 2023年 3月 31

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3年 4月 15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变更

取消 7.37km），累计完成 50.324km，完成率 100%；

排沟总长 22.494km（变更取消 0.907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变更取消 0.505km），累计完成 20.085km，完成率

100%；配套渠系建筑物 293座（乐东 216座，三亚 77

座），累计完成 293座，完成率 100%。取消量纳入已

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0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0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0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弃渣场区 13.07 0 6.67

临时堆土场区 6.04 0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0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

措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0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0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0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1910

表土回填 m3 1989 0 1910

植物

措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0 215580.65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 17.32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0 7.25

栽植乔木 株 3272 0 200

栽植灌木 株 4908 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 0.77

幼林抚育 hm2 2.94 0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0 1.37

栽植乔木 株 2087 0 10

栽植灌木 株 3126 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 0.01

幼林抚育 hm2 1.88 0 0.01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 1.01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 1.22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0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69

临时

措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0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0 9549.3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0 9549.3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0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0 13548.7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11202.7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0 51406.6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0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0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0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0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0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0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106

土方夯实 m3 30 0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132



排水沟开挖 m3 112

土方夯实 m3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

流失

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421.8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42.5

最大风速(m/s) 5.1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246

施工道路区 97

施工生产生活区 26

临时堆土场区 33

弃渣场区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27

小计 429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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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1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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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3 土壤流失总量 220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 1处

临时措施 10 9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1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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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30日

项目名称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蔡杰

18217883195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3年 7月 10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张歆

18986052060

主体工程进度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于 2020年 8月 1日正式开工，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渠道（新建或加固改造）总长 50.324km（变更

取消 7.37km），累计完成 50.324km，完成率 100%；

排沟总长 22.494km（变更取消 0.907km），累计完成

22.494km，完成率 100%；泵站配套管线总长 20.085km

（变更取消 0.505km），累计完成 20.085km，完成率

100%；配套渠系建筑物 293座（乐东 216座，三亚 77

座），累计完成 293座，完成率 100%。取消量纳入已

完成量计算百分比。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地

面积

（hm2）

合 计 101.17 0 85.16

主体工程区 57.19 0 52.64

施工道路区 15.7 0 16.7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5 0 5.88

弃渣场区 13.07 0 6.67

临时堆土场区 6.04 0 2.58

专项设施迁建区 1.02 0 0.69

取土（石、料）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石、渣）场数量（个） 4 0 1

弃土（石、渣）

量（万 m3）

合 计 73.52 0 14.49

乐东 1#弃渣场 20.5 0 14.49

乐东 2#弃渣场 11.19 0 0

三亚 1#弃渣场 5.25 0 0

三亚 2#弃渣场 4.83 0 0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01.17 0 85.16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

措施

主体工程区

表土剥离 m3 34849 0 19416

表土回填 m3 34849 0 19416

浆砌石排水沟 m 5612 0 1752

排水沟 m /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41824 0 35916



表土回填 m3 41824 0 359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3209 0 16745

表土回填 m3 23209 0 16745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 m3 /

表土回填 m3 /

浆砌石挡渣墙 m 70 0 0

挡渣墙 m /

C20砼排水沟 m 628 0 0

排水沟 m /

沉砂池 座 2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表土剥离 m3 1989 0 1910

表土回填 m3 1989 0 1910

植物

措施

主体工程区

绿化美化工程

挖方渠道过水断

面以上未衬砌断

面绿化

m2 3865 0 0

渠道内外草皮护

坡
m2 48237 0 215580.65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铺植草皮 hm2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 17.32

施工道路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5.70 0 7.25

栽植乔木 株 3272 0 200

栽植灌木 株 4908 0 70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2.94 0 0.77

幼林抚育 hm2 2.94 0 1.0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8.15 0 1.37

栽植乔木 株 2087 0 10

栽植灌木 株 3126 0 1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8 0 0.01

幼林抚育 hm2 1.88 0 0.01

临时堆土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03 0 1.01

栽植乔木 株 1144 0 0

栽植灌木 株 114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03 0 1.22

幼林抚育 hm2 1.03 0 0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工程

全面整地 hm2 18.08 0 0.71

栽植乔木 株 11302 0 0

栽植灌木 株 30138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18.08 0 3.04

幼林抚育 hm2 18.08 0 0

专项设施迁建区

植被恢复工程

栽植灌木 株 1474 0 0

撒播草籽绿化 hm2 0.66 0 0.69

幼林抚育 hm2 0.66 0 0.69

临时

措施

主体工程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24500 0 0

临时拦挡

袋装土拦挡 m3

袋装土拆除 m3

施工道路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18590 0 13689

袋装土拦挡 m3 7580 0 9549.30

袋装土拆除 m3 7580 0 9549.30

临时排水

排水沟长度 m 48500 0 34852

排水沟开挖 m3 11640 0 13548.70

土方夯实 m3 9895 0 11202.7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2565 0 51406.6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90 0 76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 0 61981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50 0 323

袋装土拦挡 m3 264 0 413

袋装土拆除 m3 264 0 413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6535 0 3056

排水沟开挖 m3 1176 0 1041

土方夯实 m3 1000 0 579

水泥砂浆抹面 m2 7506 0 6552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12 0 14

临时铺砌

碎石铺砌 m3 375 0 2275

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2000 0 6000

临时拦挡

拦挡长度 m 506 0 506

袋装土拦挡 m 546 0 546

袋装土拆除 m 546 0 546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528 0 528

排水沟开挖 m3 95 0 106

土方夯实 m3 30 0 9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06 0 630

沉沙工程

沉沙池 座 2 0 2

弃渣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6014

临时拦挡

袋装土 m3 711

沉沙池 座 0 2

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沟 m 132



排水沟开挖 m3 112

土方夯实 m3 287

专项设施迁建区
临时苫盖

密目网 m2 1479 0 562

水土

流失

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336.1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33.3

最大风速(m/s) 4.6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50

施工道路区 25

施工生产生活区 12

临时堆土场区 10

弃渣场区 48

专项设施迁建区 0

小计 14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收集项目工程相关资料和图件；

2、根据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规模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拟订

土壤侵蚀特点；

3、测量施工用地区水土流失；

4、核实占地、方案土壤侵蚀背景值、水土流失监测、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实施和保存情况；

5、建立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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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3 年第 2 季度，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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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无新增扰动面积

表土剥离保护 5 5 /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

水土流失状况 15 14 土壤流失总量 145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

植物措施 15 14 已落实的植物措施覆盖率不达标 1处

临时措施 10 10 临时措施中临时苫盖措施落实不及时达到 2处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8



8.3附件三 监测委托合同























8.4项目监测工作其他相关资料

8.4.1附件四《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琼水审批〔2020〕11号）









8.4.2附件五《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琼发改审批〔2019〕667号）







8.4.3附件六《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初步

设计报告及概算的批复》（琼发改审批〔2020〕398号）













8.4.4附件七 南繁基地水行政监督检查意见及回函

（1）2021年 1月 19日，海南省水务厅组织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和相关市县水

务局对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开展水土保持方案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了监督检查意见。



















（2）2021年 6月 9日，海南省水务厅联合三亚市水务局、乐东黎族自治县水

务局、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对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了监督检查意见。























8.4.5附件八 土方综合利用协议

（1）乐东片区土方综合利用协议：







（2）三亚片区土方综合利用协议：





8.5 附图

附图 1：南繁基地地理位置图



附图 2：南繁基地监测分区及监测点布设图



附图 3：南繁基地防治责任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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