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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

防尘网覆盖（m2） 6767 0 6952

临时排水沟（m） 490 0 405

洒水车洒水（台时） 676 5 1398

临时洗车池（座） 1 0 2

临时沉沙池（座） 1 0 2

施工降水蓄水池（座） 1 0 1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10月 37mm，11月 37mm，12月 3mm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10月 5日 12mm
最大风速（m/s） 7.6m/s

水土流失量（t） 69.30 0.05 44.86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 10-12月，我单位对施工

现场水土保持情况、施工进度情况进

行监测，项目区布设了集雨池、透水

砖铺装、园林绿化、洒水降尘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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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冬季做好植物的防冻养护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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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顺义新城第22街区北部，地处东北六环内，四至范围：东至现状

居住区，南邻现状企业，西至裕庆路东侧绿化用地，北至裕民大街南侧绿化用地。

本项目建设区用地性质为F2公建混合住宅用地。根据钉桩坐标成果，规划项

目总用地面积1.78hm2，均为建设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为81241.62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39065m2（住宅部分面积为15626m2，公建部分面积为23439m2），地下

建筑面积42176.62m2。建设内容包括商品房及商业和办公、地下车库、道路工程

及绿化工程等。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本项目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20.85万m3，其

中挖方15.89万m3，填方4.96万m3，余方15.05万m3，借方4.12万m3。余方包括14.42

万m3基坑余方和0.63万m3建筑垃圾。项目余方由施工单位负责调运并承担调运过

程中的水土保持责任，运往北京市木林渣土消纳场处理。借方由施工单位负责外

购。项目土石方主要包括表土回覆、基坑及管线挖方、基坑回填、地下室上方覆

土、项目区回填等。经过土石方优化利用，土石方利用率为96.04%。

项目计划于2017年5月开工，预计2019年4月完工，总工期24个月。实际工期

为2017年7月开工，预计2022年4月完工。

1.2 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根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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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防治区：建筑物工程防治区、道路与管线工程防治区、

绿化工程防治区。

1.3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及数量

根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结合实地调查，项目施工损坏水土保持

设施总面积1.78hm2，本季度施工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总面积0hm2，截至目前为止损

坏水土保持设施总面积1.78hm2。

1.4 水土流失量预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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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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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积，分别采用不同的预测土壤侵蚀模数，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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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预测共产生土壤流失量

为69.3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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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施工期土石方开挖与堆放时段，重点部位是绿化工程区，自然恢复期过后对方案

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1.5 水土保持防治设计

1.5.1 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本项目位于顺义新城第22街区北部，依据《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本项目属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

防治标准应执行一级标准，即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项目区挖填方

工程较多，施工过程应注重环境保护，建设过程尽可能对临时堆放的土（石、渣）

进行拦挡防护，完工后扰动区域及时布设林草措施。项目区土壤侵蚀以微度侵蚀

为主，土壤流失控制比取1.0。项目防治目标详见表1.5-1~1.5-3。

表 1.5-1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防治目标

标准目标值 按降

水量

修正

按侵蚀

强度修

正

按主体

设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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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30

除了达到上述国家标准，还需达到《北京市房地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

术导则》规定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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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北京市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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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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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达到上述国家标准，项目区雨水控制与利用须达到《雨水控制与利用工

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中关于下凹式绿地率及透水铺装率的要求。

表 1.5-3 北京市平原房地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序号 量化指标 目标值

1 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 ≥30m3

2 绿地中用于滞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率 ≥50%

3
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

室外庭院透水铺装率
≥70%

1.5.2 防治措施体系图

根据本工程水土流失的特点，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将工程措施、植物措

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以对周边环境和安全不造成负

面影响为出发点，侧重施工过程中的临时防护，同时配合主体工程设计中已有的

水土保持设施进行综合规划布设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根据不同分区的特点，

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将土地整治和植物措施相结合，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在

施工场地加强临时措施的拦挡防护，减少施工建设对周围地区造成影响。本项目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图见图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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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

1.5.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

为了防治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本项目主

体工程设计中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提出了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将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水土保持方案中防治措

施按分区进行布设。通过各分区布设水土保持措施，本方案中采取措施主要有：

①建筑物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回填 0.03万 m3，节水灌溉 0.10hm2，集

雨池 1座，沉沙池 1座；植物措施包括：屋顶绿化 0.10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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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覆盖 3000m2，临时排水沟 490m；

②道路与管线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人行道透水铺装 0.26hm2，地下车库出

入口处排水沟 10m；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覆盖 500m2，洒水车洒水 676台时；

③绿化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平整场地 0.62hm2，表土回覆 0.17万 m3，节水

灌溉 0.62hm2；植物措施包括绿化工程 0.62hm2，集雨式绿地 0.33hm2；临时措施

包括防尘网覆盖 3267m2，施工降水蓄水池 1座，临时洗车池 1座，临时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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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区。

2.1 监测范围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78hm2，全部

为永久用地，本次监测主要对建设区范围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各分区监测面积见

下表。

表 2.1-1 防治责任范围内监测面积表

地貌类型 序号 防治分区 监测单元 监测面积（hm2）

平原区

1 建筑物工程区 基础挖方等 0.53

2 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管线挖方等 0.63

3 绿化工程区 绿化工程等 0.62

合计 1.78

2.2 监测分区

根据水影响评价报告及工程实际情况，本项目划分为 3个监测分区：建筑物

工程区、道路与管线工程区及绿化工程区。

2.3 监测重点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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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施工期土石方开挖与堆放时段，重点部位是绿化工程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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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工程区：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

（2）道路与管线工程区：水土流失、道路铺装、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植被

恢复情况。

（3）绿化工程区：下凹式绿地、水土保持工程稳定性、植被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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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项目特点、水土流失特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总

体布局，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本次监测共布设 3个监测点进行水土流失的定点定

位观测。水土保持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时段及频率，详见下表。

表 2.5-1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

监测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时期及频次

监测点
（2017~2022年）

建筑物工程区

土石方量、扰动地

表情况、水土流失

量观测

调查监测、定

点监测

6~9月份，每月 1次，若遇

特征暴雨（50mm/d）加测
测点 1

道路与管线工

程区
水土流失量观测 调查监测

6~9月份，每月 1次，若遇

特征暴雨（50mm/d）加测
测点 2

绿化工程区

临时防护工程、水

土流失量、林木生

长发育状况

调查监测、实

地量测、沉沙

池

6~9月份，每月 1次，若遇

特征暴雨（50mm/d）加测
测点 3

每年春季返青、秋季浇冻水

之前各 1次

合计 3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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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季度监测情况

3.1 工程进度

主体工程于 2017年 7月开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开工前委托，本季度主

要为室外工程施工阶段。

3.2 本季度监测图片

编号 测 1

地点 建筑物工程区

时间 2021.11.8

主体建筑物现状

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1.12.15

项目区透水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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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测 3

地点 绿化工程区

时间 2021.12.15

项目区下凹式绿地整改后效果

照片，下凹深度达标。

编号 测 3

地点 绿化工程区

时间 2021.12.15

下凹式绿地

编号 测 3

地点 绿化工程区

时间 2021.12.15

项目区东侧绿化



13

3.3 主要工程量统计

截止 2021年 12月底，主要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数量：

1、平整场地 0.62hm2；

2、防尘网覆盖 6952m2；

3、临时排水沟 405m；

4、临时沉沙池 2座；

5、洗轮机 2座；

6、洒水车洒水 1398台时；

7、临时蓄水池 1座；

8、表土回填 0.20万 m3；

9、透水铺装 0.25hm2；

10、集雨池 2座；

11、节水灌溉 0.58hm2；

12、绿化面积 0.58hm2

13、屋顶绿化 0.18hm2。

3.4三色评价

本项目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详见附表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3.5 问题与建议

建议冬季做好植物的防冻养护等措施，确保植物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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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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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 SY00-0022-6014F2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项目

监测时段和防

治责任范围
2021 年第 四 季度、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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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对红线范围外的区域进行

扰动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项目范围内不涉及表土剥

离

弃土（石、渣）

堆土
15 15

不存在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渣场

且未按规定履行手续、乱堆乱

弃或者顺坡溜渣的现象。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根据水土流失总量每 100m3扣
1分，截至本季度水土流失总

量为 44.86t，因此不扣分。

水土流失

防治成效

工程措施 20 16
本季度处于室外工程施工阶

段，部分透水砖有损坏的迹

象，验收前需及时更换。

植物措施 15 15
本季度处于室外工程施工阶

段，与主体工程相对应的植物

措施施工及时到位。

临时措施 10 10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落实

及时、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项目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事件

合计 100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