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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石、渣）

量（m3）

合计量/弃渣场总数 0/0 0/0 0/0

渣土防护率（%） 94.2 94.9 94.8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hm2） 131.98 2.45 124.30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进

度

工

程

措

施

山

西

省

山

丘

区

直

流

线

路

塔基区

表土剥离
hm2 16.81 0 16.73

万m3 5.06 0 5.02

表土回覆 万m3 5.06 0.50 4.52

浆砌石护坡 m3 1214 612 835

浆砌石挡渣

墙
m3 2656 758 2458

浆砌石排水

沟

m 527 305 385

m3 408 236.12 298.06

土地整治 hm2 48.06 0.33 16.37

耕地恢复 hm2 26.11 3.08 10.63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hm2 1.39 1.02 1.56

万m3 0.42 0.11 0.16

表土回覆 万m3 0.42 0.08 0.12

土地整治 hm2 13.20 1.23 1.87

耕地恢复 hm2 6.72 0.82 1.25

跨越施工

场地区

土地整治 hm2 8.72 4.83 5.62

耕地恢复 hm2 3.28 2.07 2.41

施工

道路区

表土剥离
hm2 14.54 0.00 17.78

万m3 43600 0.00 3.56

表土回覆 万m3 43600 0.23 0.23

土地整治 hm2 61.28 0.35 0.35

耕地恢复 hm2 35.60 1.21 1.21

山

丘

区

迁

改

线

路

塔基区

表土剥离
hm2 0.17 0.12 0.12

m3 0.05 0.04 0.04

表土回覆 m3 0.05 0.04 0.04

浆砌石挡渣

墙
m3 1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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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恢复 hm2 0.92 0.21 0.21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hm2 0.06 0 0

m3 200 0 0

表土回覆 m3 200 0 0

耕地恢复 hm2 0.88 0.45 0.45

跨越施工

场地区
耕地恢复 hm2 0.20 0.16 0.16

施工道路

区

表土剥离
hm2 0.46 0.23 0.23

m3 1400 0.07 0.07

表土回覆 m3 1400 0 0

耕地恢复 hm2 3.07 0 0

植

物

措

施

山

西

省

山

丘

区

直

流

线

路

塔基区
恢复林地 hm2 29.40 0.13 0.62

撒播草籽 hm2 48.06 0.87 4.14

牵张场区
恢复林地 hm2 11.52 0.01 0.08

撒播草籽 hm2 13.20 0.01 0.38

跨越施工

场地区

恢复林地 hm2 8.16 0.02 0.02

撒播草籽 hm2 8.72 0.01 0.57

施工

道路区

恢复林地 hm2 54.70 0.12 0.12

撒播草籽 hm2 61.28 0.35 0.35

临

时

措

施

山

西

省

山

丘

区

直

流

线

路

塔基区

植生袋装土

拦挡
m3 9675 0 4500

密目网苫盖 m2 129000 5400 166560

彩条旗围护 m2 58050 0 59375

铺设彩条布 m2 96750 0 41660

泥浆沉淀池 座 6 0 12

牵张场区

铺设彩条布 m2 16600 1025 15375

密目网苫盖 m2 12450 425 6375

铺设钢板 m2 16600 900 13500

彩条旗围护 m 13280 725 10875

跨越施工

场地区
彩条旗围护 m 18000 1330 25830

施工道路 彩条旗围护 m 0 2372 2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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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密目网苫盖 m2 0 0 1080

植生袋装土

拦挡
m3 43600 518 4785

临时排水沟
m 9870 694 4118

m3 1332 82 494

素土夯实 m3 1332 82 494

铺设钢板 m2 0 0 150

迁

改

线

路

塔基区

植生袋装土

拦挡
m3 100 60 60

密目网苫盖 m2 2000 1200 1200

彩条旗围护 m 840 504 504

铺设彩条布 m2 1400 840 840

牵张场区

铺设彩条布 m2 1000 550 550

密目网苫盖 m2 620 340 340

铺设钢板 m2 800 400 400

彩条旗围护 m 680 360 360

跨越施工

场地区
彩条旗围护 m 300 120 120

施工道路
区

植生袋装土
拦挡

m3 1400 200 200

临时排水沟
m 960 240 240

m3 129.6 29 29

素土夯实 m3 129.6 29 29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 34~77 /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9.1~24.7 /

最大风速（m/s） / 5.1~7.8 /

土壤流失量

（t）

直流线路

塔基区 / 337.53 113.05

牵张场区 / 48.44 4.76

跨越施工场地区 / 41.10 4.04

施工道路区 / 408.71 182.22

迁改线路
塔基区 / 2.94 0.98

牵张场区 / 1.37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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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施工场地区 / 0.49 0.05

施工道路区 / 10.06 4.48

合计 / 850.63 309.73

水土流失

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

开展情况

（1）2024年 10月，完成本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总第 5期）》编

制工作，并在建设单位官方网站、业主项目部、施工项目部进行公示。

（2）2024年 10月~12月，通过地面观测、无人机低空遥感、资料分析、巡查监

测等方法对本段工程 2024年 4 季度的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扰动土地情况、水土

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水土流失危害等进行监测。

（3）对照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专项设计文件，对监测过程发现的问题，共

形成 2份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单，反馈业主项目部、监理项目部及施工项目部，督

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减少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

（4）根据海委关于下发海河流域部批生产建设项目疑似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图斑

的函。对 3、4标的疑似图斑进行复核，并填报复核情况表。

（5）根据本季度监测成果，形成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并开展三色

评价工作。

存在问题

与建议

存在问题：

1、已完成组塔及架线的塔基区未及时进行土地整治及耕地恢复；

2、部分塔基存在溜坡溜渣情况，虽然进行了整改，但仍存在部分溜渣清理不到

位，土地整治不到位的情况；

3、施工道路区临时排水沟措施落实不到位；

4、施工道路临时拦挡措施落实不到位。

建议：

1、已完成组塔架线的塔基及时进行土地整治，耕地恢复，并根据原地貌情况开

展植被恢复工作；

2、严格落实拦挡措施，已发生溜渣塔基及时进行清渣，溜渣清理干净后开展土

地整治及植被恢复工作；

3、落实施工道路临时排水沟措施；

4、道路未完成土地整治前，临时堆土及边坡采取袋装土拦挡措施。

三色评价结

论
黄色（详见三色评价赋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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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陇东-山东±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

建设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工程起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什社乡送端换流站，止于山东省泰

安市东平县受端换流站。途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 5个省级行政区，

8个地级市行政区，31个县级行政区。

建设性质：新建输变电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送端换流站、送端接地极、受端换流站、受端接地极；

±800kV直流线路 933.90km，送端接地极线路 29.20km，受端接地极线路 67.80km

（其中 55.30km与本工程±800kV直流主线同塔架设，单独立塔架设 12.50km），

迁改线路 6.10km。

本项目山西段建设内容包括：±800kV直流线路工程、迁改线路工程。直流

线路途径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蒲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长治市沁源县、

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区、黎城县、平顺县，涉及 2个地（市）行政区，11个

区（县）级行政区，线路长度为 315.8km，新建塔基 645 基，施工塔基号为：

N1502Y～N2244。迁改线路工程包括①220kV霍明 I、II 回、②500kV霍临 I线、

③220kV乐荀（永乐～安泽）I回，新建线路 4.0km，新建铁塔 12基，拆除线路

2.8km，拆除铁塔 8基。

根据流域管辖范围划分，山西段晋 1标、晋 2标属于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辖范

围，晋 3标、晋 4标属于海河水利委员会管辖范围。

相关参见单位见表 1-1。

表 1-1 相关参建单位一览表

项目 建管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所属流域

±800kV
直流线

路

晋1标
国网山西

省电力公

司建设公

司

中国电力工程

顾问集团东北

电力设计院有

限公司

吉林省送变

电工程有限

公司 山东诚信工

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黄河水利委

员会管辖范

围

晋2标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湖南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国网山西送

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

https://www.so.com/link?m=bDh7GX28uPCszjfadyNeSe6TWdll6MEMGEdG/bHH5D2idJ+TEjTANBdZb9HQ3qUHIop6QnYjWT0F07bdbSTmhqfibM3lv4Ckt4fQIcAnlimNL+Q1TfsMc/kQtURJzuUyWOYtEqUvERAbf8aoHoCGIDtsUm5cHxBApitSW5kpun0RyU9bGxWNkgjrOpOJlhes0
https://www.so.com/link?m=bDh7GX28uPCszjfadyNeSe6TWdll6MEMGEdG/bHH5D2idJ+TEjTANBdZb9HQ3qUHIop6QnYjWT0F07bdbSTmhqfibM3lv4Ckt4fQIcAnlimNL+Q1TfsMc/kQtURJzuUyWOYtEqUvERAbf8aoHoCGIDtsUm5cHxBApitSW5kpun0RyU9bGxWNkgjrOpOJlhes0
https://www.so.com/link?m=bDh7GX28uPCszjfadyNeSe6TWdll6MEMGEdG/bHH5D2idJ+TEjTANBdZb9HQ3qUHIop6QnYjWT0F07bdbSTmhqfibM3lv4Ckt4fQIcAnlimNL+Q1TfsMc/kQtURJzuUyWOYtEqUvERAbf8aoHoCGIDtsUm5cHxBApitSW5kpun0RyU9bGxWNkgjrOpOJlhes0
https://www.so.com/link?m=bDh7GX28uPCszjfadyNeSe6TWdll6MEMGEdG/bHH5D2idJ+TEjTANBdZb9HQ3qUHIop6QnYjWT0F07bdbSTmhqfibM3lv4Ckt4fQIcAnlimNL+Q1TfsMc/kQtURJzuUyWOYtEqUvERAbf8aoHoCGIDtsUm5cHxBApitSW5kpun0RyU9bGxWNkgjrOpOJlhe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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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3标 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山西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

北京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山西锦通工

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

司

海河水利委

员会管辖范

围晋4标
青海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

司

山西省直流线路开工时间为 2023年 7月 29日，计划 2025年 6月完工，总

工期 24个月。

1.2 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2022年 4月 13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召开陇东-山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可研工作启动会。2022年 11月 8日，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印发本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

2022年 8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南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院”）分省份

中标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

2023年 2月，西南院负责汇总编制完成了《陇东～山东±800kV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23年 3月 8日，水利部水许可决〔2023〕13号《陇东～山东±800kV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许行政许可决定书》予以行政许可。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防治措施总体布局结合工程实际和项目区特点，因地制

宜提出水土保持总体布局，明确综合防治措施体系，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

时措施有机结合。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见表 1-2。

表 1-2 本项目山西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山丘区
线路
工程

塔基区

工程措施

浆砌石护坡、浆砌石挡渣墙、浆砌石排水

沟、表土剥离及回覆、土地整治、耕地恢

复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恢复林地

临时措施
植生袋装土拦挡、密目网苫盖、彩条旗围

护、彩条布铺垫、泥浆沉淀池

牵张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回覆、土地整治、耕地恢复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恢复林地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彩条布铺垫、铺设钢板、彩

条旗围护

https://www.so.com/link?m=eeqdd4I17rxV3xu2NUb5OgfyFFMWG7D8Aw9NSlq8N+GlYo16Ju4msWgBqZVq5jH29fwITpI3QGQtOLpmvuCzPIMe16MGBt4mzFv3nsU0wYp1pZmAxcTL3p6eERbP9AUxF/+rrOQwH7XaVFVcSfKUu1u+QcXS18eTe2M4n9/4GfxR5/Ainv/1OiiCKx8jPlU/Tk6DYo0I2lHIhgFIb69PYzv4hnaTDZEur
https://www.so.com/link?m=eeqdd4I17rxV3xu2NUb5OgfyFFMWG7D8Aw9NSlq8N+GlYo16Ju4msWgBqZVq5jH29fwITpI3QGQtOLpmvuCzPIMe16MGBt4mzFv3nsU0wYp1pZmAxcTL3p6eERbP9AUxF/+rrOQwH7XaVFVcSfKUu1u+QcXS18eTe2M4n9/4GfxR5/Ainv/1OiiCKx8jPlU/Tk6DYo0I2lHIhgFIb69PYzv4hnaTDZEur
https://www.so.com/link?m=eeqdd4I17rxV3xu2NUb5OgfyFFMWG7D8Aw9NSlq8N+GlYo16Ju4msWgBqZVq5jH29fwITpI3QGQtOLpmvuCzPIMe16MGBt4mzFv3nsU0wYp1pZmAxcTL3p6eERbP9AUxF/+rrOQwH7XaVFVcSfKUu1u+QcXS18eTe2M4n9/4GfxR5/Ainv/1OiiCKx8jPlU/Tk6DYo0I2lHIhgFIb69PYzv4hnaTDZEur
https://www.so.com/link?m=eeqdd4I17rxV3xu2NUb5OgfyFFMWG7D8Aw9NSlq8N+GlYo16Ju4msWgBqZVq5jH29fwITpI3QGQtOLpmvuCzPIMe16MGBt4mzFv3nsU0wYp1pZmAxcTL3p6eERbP9AUxF/+rrOQwH7XaVFVcSfKUu1u+QcXS18eTe2M4n9/4GfxR5/Ainv/1OiiCKx8jPlU/Tk6DYo0I2lHIhgFIb69PYzv4hnaTDZEur
https://www.so.com/link?m=ueIHmexMMtFFMxo2/Gt5E/fbuH8HUzC4je5F/QHKHk9jfKQ2u/xRTmsrC+pB1Wu5kAxPd4Zsdn1AF8kidm83XHxagP+EGAj+03uLax0Aw45DYsbugWn+7Y14++rSIgskMjGiZRAVDE4E+m3oPQ8jR+/LcbfWbZ8I08TTvkqLlgmio5FtRvwskvLR5+oJj8LdBSUfTanq2E1kwYOkLLAWZ+cfAKGUsnCkk39t6+E7Vi0/mO7lojKngeVJw0BQ=
https://www.so.com/link?m=ueIHmexMMtFFMxo2/Gt5E/fbuH8HUzC4je5F/QHKHk9jfKQ2u/xRTmsrC+pB1Wu5kAxPd4Zsdn1AF8kidm83XHxagP+EGAj+03uLax0Aw45DYsbugWn+7Y14++rSIgskMjGiZRAVDE4E+m3oPQ8jR+/LcbfWbZ8I08TTvkqLlgmio5FtRvwskvLR5+oJj8LdBSUfTanq2E1kwYOkLLAWZ+cfAKGUsnCkk39t6+E7Vi0/mO7lojKngeVJw0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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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跨越施工
场地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耕地恢复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恢复林地

临时措施 彩条旗围护

施工道路
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回覆、土地整治、耕地恢复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恢复林地

临时措施 植生袋装土拦挡、临时排水沟、素土夯实

1.3 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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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

〔2020〕161号等有关技术规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季度主要开展的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如下：

（1）2024年 10月，完成本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总第 5期）》

编制工作，并在建设单位官方网站、业主项目部、施工项目部进行公示。

（2）2024年 10月~12月，通过地面观测、无人机低空遥感、资料分析、巡

查监测等方法对本段工程 2024年 4季度的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扰动土地情况、

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水土流失危害等进行监测。

（3）对照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专项设计文件，对监测过程发现的问题，

共形成 2份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单，反馈业主项目部、监理项目部及施工项目部，

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落实水土保持责任，减少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

（4）根据海委关于下发海河流域部批生产建设项目疑似存在水土流失问题

图斑的函。对 3、4标的疑似图斑进行复核，并填报复核情况表。

（5）根据本季度监测成果，形成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并开展

三色评价工作。

2 监测原则、目标及方法

2.1 监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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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

〔2020〕161号）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要求，为更好的反映工程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状况及防治现状，掌握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过程与投

入使用初期水土流失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分析水土保持工程的防治效果，针对本

项目提出如下监测原则：



10

（1）全面监测与重点监测相结合

结合工程特点及实际情况，在对工程进行全面监测的同时，在建设期针对输

电线路塔基区、临时施工场地区等水土流失严重区域进行重点监测。掌握其水土

流失动态变化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防治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

可能的减少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2）多种监测方法综合运用

监测方法主要为地面观测，采取调查监测和巡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及时获

取水土流失状况的背景、动态数据和水土流失强度、程度信息。多种监测方法的

综合运用主要是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综合运用各种方

法可以互相弥补及检验，它们的结果也可以互为验证。

（3）固定监测与巡查监测相结合

拟定定点为该项目监测的主要方法，同时辅以调查监测、临时监测、巡查监

测等方法。本项目扰动面积相对较大，以定点监测为主，并辅以调查监测、巡查

监测和临时监测相结合，依据工程进度和当地地形地貌、水土流失等特性确定临

时监测点，以扩大点位监测的覆盖面。

（4）客观真实原则

通过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实地测量、试验分析等）所获得的监测

数字需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测定，所有监测相关数字必须保证客观真实，

不进行编造、虚构，用数据说话，使得监测工作更加具有依据性和指导性，所提

交的监测成果报告应定性、定量进行评价。

（5）常规监测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水土保持监测的常规监测手段较为实用，但是精确性、数据代表性等方面较

差，本项目采取常规监测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采用调查询问、巡查、

收集资料等常规监测手段，辅以 GPS技术、测距仪技术及无人机遥感监测等先

进手段，使得监测数据更加精确多样。

（6）技术、经济可行性和操作性强的原则

根据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各监测分区存在不同的水土流失特点，因此，

需结合该项目建设情况、水土流失及保持现状、方案的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方案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确定技术、经济可行和操作性强的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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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目标

结合工程建设情况及水土流失特点，监测水土流失量及水土流失的主要影响

因子；分析各因子对流失量的作用情况，分析监测部位水土流失量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通过对水土流失成因、动态变化情况监测，水土流失危害分析，评价工程

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对项目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监测和分析水土保持效益；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效果。

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建议；根据工程特点及实际监测情况编

制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并协助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实

施情况，加强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管理，优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

工程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

果，提出水土保持改进措施，减少人为水土流失；及时发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

患，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对策建议；提供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技术依据和公众监督基

础信息，促进项目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及时恢复等。

2.3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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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

〔2020〕161号）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

要求，监测主要采取调查监测法、定位监测法、资料分析法、巡查法、遥感监测

法。

（1）调查监测法

定期或不定期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定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机、

标杆、皮尺、卷尺等工具，按不同地貌类型分区测定扰动地表类型及扰动面积，

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扰动土地类型、开挖面坡长、坡度）及水土保

持措施（排水沟、沉沙池、土地整治工程、植被恢复等）实施情况。

（2）定位监测法

主要针对水土流失量的变化、水土流失程度变化和拦渣保土量等指标进行定

点、定位观测。主要采用沉沙池法、测钎法。

（3）资料分析法

通过收集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征占地手续、施工记录、监理记录资料等，分



12

析确定工程施工扰动范围、土石方挖填数量、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数量等情况。通

过收集同类工程水土流失监测成果，预测本工程在施工阶段发生的水土流失数量。

（4）巡查法

不定期地对施工现场进行踏勘，若发现较大的扰动类型的变化（如新出现堆

渣或堆渣消失、开挖面采取了措施等）或流失现象，及时监测记录。

（5）遥感监测法

利用无人飞行器进行自动化、智能化、专用化的获取项目区的空间遥感信息，

完成遥感数据处理、应用分析最终获得项目区的遥感影响资料，全面、直观的对

项目区施工动态进行监测。

3 本季度主要监测成果

3.1 本季度监测内容、监测分区及监测重点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内容包括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弃土（石、渣）情况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以及项目区气象因子监测。

主要监测方法为调查监测法、资料分析法、遥感监测法。

根据工程进展情况，直流线路于 2023年 7月 29日开工，本季度直流线路主

要处于组塔及架线施工阶段，施工进度情况见表 3-1，监测重点区域为塔基区和

施工道路区（含索道）、牵张场。

表 3-1 施工进度统计表

施工标段
本季度 累计

基础施工 组塔施工 架线长度 基础施工 组塔施工 架线长度

山西省

晋 1标 0 3 18.375 140 140 83.145
晋 2标 0 2 53.563 214 214 110.893
晋 3标 0 0 6.700 129 129 55.800
晋 4标 0 0 18.889 142 142 75.539

迁改线路 12 12 4.000 12 12 4.00
合计 12 17 101.527 637 637 329.377

3.2 工程扰动面积监测情况

本季度直流线路新增扰动面积 44.65hm2。各防治分区扰动面积详见表 3-2。

表 3-2 各防治分区扰动面积监测统计表 单位：hm2

分区 本季新增扰动面积 累计扰动面积

山 山 直流
塔基区 0.00 82.13

牵张场区 0.27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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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省

丘

区

线路 跨越施工场地区 0.10 13.47

施工道路区 0.73 87.82

迁改

线路

塔基区 0.76 0.76

牵张场区 0.45 0.45

跨越施工场地区 0.16 0.16

施工道路区 2.03 2.03

合计 4.50 202.70

3.3 土壤流失面积监测情况

土壤流失面积为总扰动面积扣除已硬化面积。经统计计算：

本季度直流输电线路已施工塔基塔腿平均直径为 1.4m，塔基单腿硬化面积

为 1.54m2，四个腿的硬化面积为 6.15m2，本季度新增土壤流失面积及累计流失

面积见表 3-3。

表 3-3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分区
土壤流失面积

本季度 累计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0.00 81.63
牵张场区 0.27 15.88

跨越施工场地区 0.10 13.47
施工道路区 0.73 82.36

迁改线路

塔基区 0.71 0.71
牵张场区 0.45 0.45

跨越施工场地区 0.16 0.16
施工道路区 2.03 2.03

合计 4.45 197.19

3.4 工程土石方量监测

根据施工资料、监理日志以及现场调查复核，截止本季度末，土石方统计情

况见表 3-4。

表 3-4 土石方量统计表 单位：万 m3

分区

挖方 填方

表土
一般

土石方
小计 表土

一般

土石方
小计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5.02 34.06 39.08 5.02 34.06 39.08
牵张场区 0.16 1.18 1.26 0.13 0.95 1.08

施工道路区 3.56 11.36 14.92 0.23 1.14 1.37
迁改线路 塔基区 0.04 0.12 0.16 0.04 0.1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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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张场区 0 0 0 0 0 0
施工道路区 0.07 0.14 0.21 0 0 0

合计 8.85 46.86 55.63 5.42 36.27 41.69

3.5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根据遥感影像及监理、施工单位数据，本季度工程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的区域

主要为塔基区及施工道路区。上述区域采取了临时限界及苫盖、彩条布铺垫、泥

浆沉淀池及铺设钢板等防护措施。本季度没有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本季度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730t/(km2·a)，水土流失总量为 850.63t，新增

水土流失量为 309.73t。水土流失量统计情况见表 3-5。

表 3-5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量统计表 单位：t

分区
本季度 累计

总量 新增 总量 新增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337.53 113.05 1873.62 916.76
牵张场区 48.44 4.76 126.21 23.59

跨越施工场地区 41.10 4.04 90.00 9.92
施工道路区 408.71 182.22 2014.53 1074.27

迁改线路

塔基区 2.94 0.98 2.94 0.98
牵张场区 1.37 0.14 1.37 0.14

跨越施工场地区 0.49 0.05 0.49 0.05
施工道路区 10.06 4.48 10.06 4.48

合计 850.63 309.73 4119.18 2030.20

3.6 本季度主要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

（1）工程措施

本季度主要开展的工程措施为直流线路工程浆砌石护坡、挡渣墙、排水沟以

及土地整治及耕地恢复，详见表 3-6。

表 3-6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措施量

本季度 累计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表土剥离
hm2 0 16.73
万 m3 0 5.02

表土回覆 万 m3 0.50 5.02
浆砌石护坡 m3 612.00 835.00

浆砌石挡渣墙 m3 758.00 2458.00
浆砌石排水沟 m 305.00 385.00

土地整治 hm2 236.12 2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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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恢复 hm2 4.32 20.69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hm2 0.03 1.59
万 m3 0.01 0.16

表土回覆 万 m3 0.01 0.13
土地整治 hm2 0.04 1.91
耕地恢复 hm2 0.02 1.27

跨越施工场地区
土地整治 hm2 0.04 5.66
耕地恢复 hm2 0.02 2.43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hm2 0 17.78
万 m3 0 3.56

表土回覆 万 m3 0.23 0.23
土地整治 hm2 0.35 0.35
耕地恢复 hm2 1.21 1.21

迁改线路

塔基区

表土剥离
hm2 0.12 0.12
万 m3 0.04 0.04

表土回覆 万 m3 0.04 0.04
浆砌石挡渣墙 m3 0.00 0.00

耕地恢复 hm2 0.21 0.21

牵张场区

表土剥离
hm2 0 0
万 m3 0 0

表土回覆 万 m3 0 0
耕地恢复 hm2 0.45 0.45

跨越施工场地区 耕地恢复 hm2 0.16 0.16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
hm2 0.23 0.23
万 m3 0.07 0.07

表土回覆 万 m3 0 0
耕地恢复 hm2 0 0

（2）植物措施

本季度已完成架线的塔基区开始陆续开展植被恢复工作，主要为栽植乔灌木

及撒播草籽，其中栽植乔灌木恢复林地面积为 0.28hm2，撒播草籽面积为 1.24hm2，

详见表 3-7。

表 3-7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措施量

本季度 累计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恢复林地 hm2 0.13 0.62
撒播草籽 hm2 0.87 4.14

牵张场区
恢复林地 hm2 0.01 0.08
撒播草籽 hm2 0.01 0.38

跨越施工场地区 恢复林地 hm2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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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草籽 hm2 0.01 0.57

（3）临时措施

本季度主要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铺设彩条布、密目网苫盖、钢板铺垫、彩条

旗围护等，详见表 3-8。

表 3-8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措施量

本季度 累计

山西省 山丘区

直流线路

塔基区

植生袋装土拦挡 m3 0 4500

密目网苫盖 m2 5400 166560
彩条旗围护 m2 0 59375
铺设彩条布 m2 0 41660
泥浆沉淀池 座 0 12

牵张场区

铺设彩条布 m2 1025 15375
密目网苫盖 m2 425 6375
钢板铺垫 m2 900 13500
彩条旗围护 m 725 10875

跨越施工场地区 彩条旗围护 m 1330 25830

施工道路区

彩条旗围护 m 2372 24668
密目网苫盖 m2 0 1080

植生袋装土拦挡 m3 518 4785
临时排水沟 m 694 4118
素土夯实 m3 83 494
铺设钢板 m2 0 150

迁改线路

塔基区

植生袋装土拦挡 m3 60 60
密目网苫盖 m2 1200 1200
彩条旗围护 m 504 504
铺设彩条布 m2 840 840

牵张场区

铺设彩条布 m2 550 550
密目网苫盖 m2 340 340
铺设钢板 m2 400 400
彩条旗围护 m 360 360

跨越施工场地区 彩条旗围护 m 120 120

施工道路区

植生袋装土拦挡 m3 200 200
临时排水沟 m 240 240
素土夯实 m3 29 29

3.7 项目区气象因子监测

山西段项目主要涉及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蒲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

长治市沁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区、黎城县、平顺县。根据区域设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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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级气象因子统计，项目区内 2024年 4季度各县降雨量在 34~77mm之间，最

大 24小时降水量在 9.1~24.7mm之间，最大风速在 5.1~7.8m/s之间。

表 3-9 气象因子统计表

行政区域 降雨量 mm 最大 24小时降雨量 mm 最大风速 m/s

山西省 临汾市

大宁县 77 24.7 5.8
蒲县 64 14.4 7.8

洪洞县 53 17.9 5.7
古县 46 14.4 5.1

安泽县 55 13.2 7.3

山西省 长治市

沁源县 56 17.4 5.9
襄垣县 34 10.1 6.2
黎城县 35 9.1 6.3
平顺县 38 9.5 6

4 问题及建议

4.1 综合情况

通过查阅施工资料、监理资料及现场监测得知，陇东~山东±800kV特高压直

流工程（山西段）直流线路本季度正在开展基础浇筑及组塔，截止本季度末，共

完成基础浇筑 625基，完成组塔 625基，架线 325.377km，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类

型主要为工程措施：表土剥离、表土回覆、浆砌石护坡、浆砌石挡土墙、浆砌石

排水沟、土地整治、耕地恢复；植物措施：撒播草籽、栽植乔灌木；临时措施：

彩条旗围护、密目网苫盖、彩条布铺垫、袋装土拦挡、泥浆沉淀池、临时排水沟

等。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措施整体情况较好。目前已实施完成的水

保措施在减少新增水土流失方面发挥了作用。

4.2 上季度存在问题整改回复情况

主要存在问题为塔基区及施工道路区有溜坡溜渣现象，雨季雨水冲刷导致塔

基区、施工道路区出现侵蚀沟，组塔架线施工结束后未及时进行土地整治、植被

恢复，临时措施未落实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监测单位发出监测意见单 2份，

施工单位进行了整改，部分塔位整改不能满足监测意见要求，已要求施工单位进

一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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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问题整改前后对比照片

现场问题 整改情况

N0903
施工道路可见冲沟，未落实临时排水沟措施

施工单位已进行整改，对冲沟进行平整，并

进行土地整治

N0917
施工道路可见侵蚀沟

施工单位已进行整改，对冲沟进行平整，并

进行土地整治

N0940
未采取植物措施

施工单位已进行整改，采取撒播草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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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35
未采取植物措施

采取撒播草籽措施

N1322
未进行土地整治

施工单位已整改，已进行土地整治

N1524
未进行土地整治

施工单位已整改，已进行土地整

N1530
未采取植被恢复措施

施工单位已整改，已撒播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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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85
塔基及施工道路存在溜渣现象

施工单位已整改，清理溜渣，进行土地整治

N1689
塔基区及施工道路存在溜坡溜渣现象

施工单位已整改，清理溜渣，进行土地整治

本季度，海委组织开展了 2024年度海河流域部批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遥

感解译与判别工作，解译的陇山工程疑似图斑经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监测

单位复核后，对确为工程施工扰动的图斑进行了确认，并对现场问题进行了初步

整改，并将回函及图斑复核情况表发挥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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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本季度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根据本季度监测结果，本季度存在的问题如下：

（1）已完成组塔及架线的塔基区未及时进行土地整治及耕地恢复；

（2）塔基溜坡溜渣整改后仍有溜渣未清理干净，建议进一步清理；

（3）施工道路区临时排水沟措施落实不到位；

（4）施工道路临时拦挡措施落实不到位。

建议：

（1）已完成组塔架线的塔基及时进行土地整治，耕地恢复，并根据原地貌情

况开展植被恢复工作；

（2）严格落实拦挡措施，已发生溜渣塔基及时进行清渣，溜渣清理干净后开

展土地整治及植被恢复工作；

（3）落实施工道路临时排水沟措施；

（4）道路未完成土地整治前，临时堆土及边坡采取袋装土拦挡措施。

表 4-2 本季度现场问题

现场问题照片 现场问题照片

N0998
塔基区及施工到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N1013
塔基区及施工到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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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08L
塔基区及施工到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N1389
塔基区及施工到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N1560
塔基区及施工道路未完成耕地恢复

N1586
塔基区及施工道路未完成耕地恢复

N1695
塔基区及施工道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N1701
塔基区及施工道路土地整治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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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一步监测工作安排

（1）完成本季度监测报告后，及时报送黄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水利委员会、

山西省水利厅，协助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季报公示工作；

（2）督促施工单位对 2024 年四季度监测过程中发现的水土保持问题进行

整改，并复核整改落实情况。

（3）完成 2025 年 1 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完成全线无人机巡查工作。

（4）完成常规水土保持监测任务，遇大风、暴雨天气加大监测频次。主要

监测任务如下：

①全面调查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情况。

②巡查及调查监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现状，合理建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

③对固定监测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完成季度相关监测数据收集。

④汇总统计至下期监测为止，项目区实际占用、扰动破坏面积、地形地貌、

降雨、水系、土壤、植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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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季度现场影像（部分）

临时防护措施

N1027密目网苫盖 N1501密目网苫盖

N1508密目网苫盖 N1509密目网苫盖

N1512密目网苫盖 N1521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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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37Y密目网苫盖 N1652袋装土拦挡

N1696袋装土拦挡及密目网苫盖 N1728袋装土拦挡及密目网苫盖

工程措施

N1040 浆砌石挡土墙 N1201 浆砌石挡土墙

N1202浆砌石挡土墙 N1205浆砌石挡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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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210浆砌石挡土墙 N1588RX浆砌石挡土墙

N1569浆砌石护坡 N1597L浆砌石护坡

N1599L浆砌石护坡 N1600LX浆砌石护坡

N1038浆砌石排水沟 N1207浆砌石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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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15 浆砌石排水沟 N1326 浆砌石排水沟

N0910土地整治 N0915土地整治

N0987-1土地整治 N1036 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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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57X土地整治 N1597L土地整治

N1603LX土地整治 N1682土地整治

N0938耕地恢复 N0945耕地恢复

N1221耕地恢复 N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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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81 耕地恢复 N1712耕地恢复

植物措施

0975 N1325

N1332G N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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