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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灌木（株） 600 0 127

栽植花卉（株） 780 0 0

铺草皮（hm2） 1.94 0.00 0.00

下凹式绿地（hm2） 1.85 0.00 0.00

临时

措施

防尘网覆盖（m2） 2487 0 3422

袋装土拦挡（m3） 78 0 55

编织袋拆除（m3） 78 0 55

人工挖排水沟（m3） 35 0 50

原土夯实（m3） 24 0 40

临时沉沙池（座） 1 0 1

临时洗车池（座） 1 0 1

洒水车洒水（台时） 50 0 436

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

降雨量（mm） 1月 5mm，2月 29mm，3月 7mm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2月 14日 14mm

最大风速（m/s） 3月 13日 7.3m/s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 1-3月，我单位进场对项目水土保

持情况、施工进度情况进行调查、监测，未发现

水土流失现象，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存在问题与建议
本项目目前处于主体工程施工状态，要注意做好

洒水降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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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项目概况

北京东方仙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库房及附属设施用房位于北京市顺义

区李桥镇，李家桥村南。四至范围为：北至现状企业，西至现状道路，南至现状

企业，东至首钢冷轧厂。项目总用地面积为5.06hm2，全部为建设用地。本项目

容积率1.24，建筑密度59.28%，建筑高度11m，绿化率为38.32%。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办公楼、库房、门房等。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535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800万元。本项目分两期建

设，其中一期已于 2012年 12月开工，2013年 6月完工，一期已完成验收，二

期已于 2019年 4月开工，计划 2019年 10月完工。

1.2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确定本次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 3个区域，即建筑物工程区、道路与管线工程区、生产生

活与绿化区。

1.3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结合实地调查，项目施工损坏水土保持设

施总面积为 4.79hm2。

1.4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通过类比法确定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得出本项目一期工程水土流失总量

为 10.95t。

本项目结合工程施工工艺、进度安排，根据不同的预测时段和预测单元（分

区）面积，分别采用不同的预测土壤侵蚀模数，对二期工程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和新增水土流失量进行分析预测，二期工程在预测期内

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55.66t，其中施工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46.67t，自然恢复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8.99t。

综上所述，本项目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66.61t。

根据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强度的变化，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时段应

在施工期土石方堆放与回填，重点部位是建筑物工程区和生产生活与绿化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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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期及时进行动态监测。

1.5水土保持防治设计

1.5.1防治目标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项目

区属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防治标准应执行二级标准，即建设类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二级标准。项目防治目标详见表 1-1、表 1-2。

表 1-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计算表

防治目标

标准目标值 按降

水量

修正

按侵蚀

强度修

正

按规划

条件修

正

采用目标值

施工

期

设计水

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平

年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 * *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5 * * *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 0.8 * +0.2 * 0.7 1.0

拦渣率(%) 95 95 * * *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 * * 97

林草覆盖率(%) * 25 * * * 25

表 1-2 北京市房地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序号 量化指标
防治目标要求（%）

平原项目

1 土石方利用率 ＞90

2 表土利用率 ＞98

3 临时占地与永久占地比 ＜10

4 雨洪利用率 ＞90

5 施工降水利用率 ＞80

6 硬化地面控制率 ＜30

7 边坡绿化率 -

1.5.2防治措施体系图

项目区为平原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按照建筑物工程区、道路与管线工

程区、生产生活与绿化区等 3个防治分区进行布局，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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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工程防治区

道路与管线工程防治区

生产生活与绿化防治区

建筑物四周排水沟

表土剥离及覆盖

土地平整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停车场透水砖

表土剥离及覆盖

土地平整

洒水车洒水

防尘网覆盖

道路两侧绿化

土地平整

绿化工程

表土剥离及覆盖

集雨池

人工挖排水沟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防尘网覆盖

下凹式绿地

临时洗车池

临时措施 防尘网覆盖

原土夯实

沉沙池

临时沉沙池

植物措施
下凹式绿地

建筑物周边绿化
植物措施

下凹式绿地

图 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1.5.3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报告书中水土保持措施包括：

①建筑物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土地平整 0.04hm2，表土剥离 0.36万 m3，

表土覆盖 0.01万 m3，建筑物周边排水 156m；植物措施包括建筑物周边绿化

0.04hm2，下凹式绿地 0.04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覆盖 366m2；

②道路与管线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土地平整 0.15hm2，表土剥离 0.03万

m3，表土覆盖 0.04万 m3，停车场透水砖铺设 0.05hm2，植物措施包括道路与管

线区绿化 0.15hm2，下凹式绿地 0.15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覆盖 161m2，洒水

防护 50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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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生产生活与绿化区：工程措施包括土地平整 1.75hm2，集雨池 1座，沉沙

池 1座，表土剥离 0.18万 m3，表土覆盖 0.53万 m3；植物措施包括绿化工程

1.75hm2，下凹式绿地 1.66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覆盖 1960m2，袋装土拦挡

78m3，编织袋拆除 78m3，人工排水沟 35m3，原土夯实 24m3，临时沉沙池 1座，

临时洗车池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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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地段和重点项目

根据预测结果，工程施工期的新增水土流失较为突出，建设期的主要监测内

容包括：各施工场地的土体变化情况、水土流失量和植被因素及其它水土流失因

子的变化等，监测重点应包括：建筑物工程区和生产生活与绿化区。

2.1监测范围

项目区周边布设了围墙，因此确定水土流失监测范围为项目建设区 5.06hm2。

2.2监测分区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工程实际情况，本项目划分为 3个监测分

区：建筑物工程监测区、道路与管线工程监测区、绿化工程监测区。

2.3监测重点地段

根据本项目监测范围、重点防治区的划分和水土流失特征，水土保持监测的

重点时段为施工期土石方堆放时段，重点部位是建筑物工程区和生产生活与绿化

区，自然恢复期过后对方案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2.4监测重点项目

（1）建筑物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

（2）道路与管线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

（3）绿化工程监测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植被恢复情况。

2.5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中监测点布设原则和选址要求，

在实地踏勘的基础上，针对工程特点、施工进度、施工布置、水土流失特点和水

土保持措施的布局特征，本次监测共设置3个监测点，其中建筑物工程监测区设

置1个，道路与管线工程监测区设置1个，绿化工程监测区设置1个。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时段及频率，详见下表。

表 2-2 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内容情况表

监测分区 监测点位 监测点 监测内容

建筑物工程区 临时堆土区 测点 1 (1)降雨量、降雨强度等；(2)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及程度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道路填方 测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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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水土流失分布、面积及水土

流失量；(4)挖方、填方量；(5)堆土

防护、土石方调运；(6)植被恢复。

生产生活与绿化区 植被恢复 测点 3

合计 3测点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表（2020年第 1季度）

9

3本季度监测情况

3.1工程进度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从 2018年 10月开始实施。本季度未施工。

3.2主要工程量统计

本季度无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3.3问题与建议

注意做好冬季防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