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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 主体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13 控

制单元地块，本项目西起龙颈坳路 ，东至科学路 ，红线宽度26m ，

设计速度为30km/h，道路长度 370.914m，为双向4车道，城市次干

道。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16238.08㎡，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照明工程、燃气工程、绿化工

程和其他附属工程等。

1.2 主要建设过程

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开工，2024 年 3 月 25 日完工，施工

工期为 40 个月。

工程施工分为工程准备期、主体工程建设期和工程运行期三个

阶段。根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的原则，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也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第一阶段工程准备期

工程施工准备期，主体工程主要完成了场地平整、场内外交通、

施工用水用电、对外交通、施工材料等项目。相应水土保持措施主

要完成了排水工程和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工程等措施。

第二阶段主体工程建设期

主体工程建设期 ，主体工程主要完成了路基基础、市政管线工

程等配套设施。

第三阶段工程运行期



主体工程完建期 ，主体工程完成了交通工程、附属设施、绿化

设施等工作。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完成了主体工程区绿化工作。

总的来看，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基本上能够按照与主体工程“三

同时”进度进行实施。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如下：

1）2015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旺北

路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深龙发改〔2015〕178 号）。

2）2018 年 7 月 31 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

局下发了《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LG-2018-0160

号）。

3）2019 年 11 月 12 日，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旺东路（龙

颈 坳路-科学路）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龙发改〔2019〕731 号）。

4）2019 年 5 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标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服务。

5）2019 年 6 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并于 2019 年 7 月 8 日 取得了深圳市龙岗

区水务局的备案回执（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20〕 96 号）。

6）2020 年 11 月，建设单位召开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会，建设、

设计、监理和施工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会。

7）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开工，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完工，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一并完工；施工期间，本项目将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和内容落实到施工过程中，落实了拦挡、排水、沉砂、



覆盖等相关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实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8）2020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项目跨越 3 个年度汛期，

施工单位结合工程施工进度组织落实了水土保持度汛防护措施。

1.3 工程投资和工程完成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工程概算总投资 4240.10 万元 ，其中

水土保持投资 435.24 万元。工程实际总投资 3268.38 万元，其中实

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380.50 万元。

1.4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及设计、设施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5 月委托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

制了《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

》。根据专家方案技术审查意见，方案编制单位于 2019 年 5 月编

织完成了《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

批稿）并报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审批。2019 年 7 月 8 日，深圳市龙

岗区水务局以（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19〕49 号）予以备案。

建设单位根据水保方案以及水保备案批复要求，将各项水土保

持防护措施纳入到本工程施工组织中，严格落实施工期临时排水、

沉砂、拦挡以及覆盖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项目完工后，

新种植的景观绿化和永久排水系统发挥了功效，本项目已不存在水

土流失现象。



二、工程概况及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1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

建设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署；

建设地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本项目西起龙颈坳路，

东至科学路。

工程建设规模：红线宽度 26 m，设计速度为30km/h，道路长度

370.914m，双向 4 车道，城市次干道。项目总用地面积 16238.08 ㎡

，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

程、 照明工程、燃气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附属工程等。

平面布置设计：路线大致呈南北走向，道路中线基本按照规划

线位的中线，以30km/h 设计车速标准细微调整后形成，以满足行车

舒适安全的技术要求。

道路横断面设计：横断面布置为：5.5m（人行道+下凹式绿地）

+15m（车行道）+5.5m（人行道+下凹式绿地）=26m。

道路纵断面设计： 纵断面高程控制主要依据片区竖向规划标

高、龙颈坳路设计标高、沿线其他规划路口竖向规划标高，全线最

大纵坡 4.202%，最小纵坡 0.3%，最小坡长100m。

排水工程设计：本道路设计采用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绿化工程设计 ：主体设计绿化是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之间 ，主

要以简洁且具有一定绿量且耐湿、耐旱的乔木为主，应选择抗性强

的比较低矮的灌木，绿化总面积 1010㎡。



项目实际总挖方 8.68 万 m³，总填方 0.69万 m³，总弃方 8.35 万

m³，弃方外运至大铲湾码头（一期）处理。项目实际总投资 3268.38

万元 ，2020 年 11 月 5 日开工 ，2024 年 3 月 25 日完工。项目区位

置图见图 2-1 ，主要参建单位一览表见表 2-1。

图 2-1 项目区位置图

表 2-2 项目主要参建单位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名称

1 建设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署

2 主体设计单位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4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5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2 项目区自然和水土流失情况

2.2.1 项目区地形、地貌情况

本道路场地地貌单元属山间丘陵地貌 ，总体地势为北高东低，

场地标高 117.31-124.1m 之间。

根据区域地质及钻探揭露，钻孔深度范围地层自上而下可分

为三大层 ，即第四系人工填土层、第四系坡洪积层、第四系残积层

和下燕山期花岗岩组成。场地地下水类型有第四系填土层上层滞水、

砂和残积土层内的空隙水及基岩裂隙水三类。场地上层滞水主要接

受大气降水的深入补给，场地内孔隙水、裂隙水为四周裂隙水渗入

补给。场地地形东高西低，地下水由东向西形成径流。

2.2.2 气象、水文

（1）气象

深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

温暖湿润，光热充足，日照时间长，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22.4℃

，最高37℃，最低-1.4℃。春夏多雨，平均年降雨量1933.3mm，

日照2120.5h。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年平均风速2.6m/s，大风日数

平均 7.3 天。灾害性天气有台风、寒潮、寒露和干早等。

（2）水文

本项目位于东江水系观澜河流域，观澜河位于深圳市中北部，

是东江水系石马河的上游段，源于大脑壳山，自南向北流经布吉镇

、平湖镇(君子布河)、龙华镇、观澜镇、光明农场，在观澜镇企坪

下进入东莞市境内。观澜河水系发育分布如扇形。一级支流19条，



二级支流10条，三级支流:冷水坑。项目区周边东南侧为岗头水库

、西南侧为岗头河。岗头河跨越布吉、龙华两镇，发源于布吉镇的

雷公山，由东南流向西北，有左支在象角塘村西汇入，右支在新围

仔村东侧汇入，穿过梅观高速公路后进入龙华镇，于清湖村西汇入

观澜河。流域面积 12.8km?，其中城镇面积 2.6km?，蓄水工程控

制面积 2.38km?.河长7.5km(其中暗涵0.35km)，平均坡降5.7%。

龙华镇境内河长只有1.22km，另有0.27km为龙岗区与宝安区的界

河。本项目不在河道和水库管理范围线内，项目区与河流水系关系

详见附图03。

本工程现状主要为硬化地面和绿地，根据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

技术文件-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规范(SZDBZ145-2015)，

项目建设区现状情况下，综合径流系数为0.25。

2.2.3 植被、土壤情况

该区域的土壤类型以赤红壤为主。土壤表层有机质多在2.0%左

右，表层有机质含量仅0.2~0.4%。由于本区暴雨较多，加上长期的

人为活动干扰，许多原有的植被覆盖地段成为裸露地面，在丘陵地区

常有水土流失现象。场地部分路段为少量现状草地，周边均为待开发

及后期规划地块，周边植被主要有糖胶树、观光木、散尾葵、女贞、

大叶榕、小叶榕等少量植被。

2.2.4 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

项目施工前场地内原有少量草地，水土流失风险较小。总体上

来说区域内的土壤结构良好 ，土壤抗侵蚀能力强，水土流失程度轻



微，原状水土流失侵蚀模式为500t/k㎡ ·a。但是工程施工后，将造

成的扰动和开挖会导致土壤结构松散 ，遇到雨季很容易形成地面径

流，携带泥沙进入下游河道以及周边的雨水管网，造成淤塞。

从引起水土流失的外营力分析，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并

且伴随有少量的人为侵蚀，所以施工时实施临时水土保持措施是十

分必要的。

2.3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3.1 弃土弃渣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资料，总挖方量 8.68 万 m³，总填方量 0.69万 m³，
总借方量 0.36 万 m³，总弃方量 8.35 万 m³，土石方承诺运至政府合
法弃土点。

根据施工、监理单位等资料，经核实工程实际总挖方量 8.38 万

m³，总填方量 0.08 万 m³，总弃方量 8.30万 m³，弃方外运至大铲湾

码头（一期）处理。

2.3.2 开挖和占压土地、植被破坏情况

本工程建设用地是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遵循保护环境、尽可能减少用地、合理利用土地

的原则进行永久及临时性用地的规划。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项施

工活动尽可能控制在规划用地范围内。

根据工程有关的设计资料，结合实地查勘，对项目建设期开挖

扰动地表、占压土地和损坏林草植被的面积分别进行测算。工程扰

动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面积为 16238.08㎡。

2.3.3 水土流失主要形式和危害



水土流失危害往往具有潜在性，若形成水土流失危害后才实施

治理，不但造成了土地资源破坏和土地生产力下降、淤积河流等问

题 ，而且治理难度大、费用高。因此，必须根据有关经验，综合分

析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对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进行预测，

根据预测结果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本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

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降低土壤肥力，影响植物生长

因工程扰动原地貌的面积达 16238.08㎡，土石方的开挖及其它 建设

活动，势必会引起地表植被损坏，使裸露地表在雨水冲刷下引起水

土流失，从而带走土壤表层的营养元素，破坏土壤的理化性质， 影

响植被的生长。

（2）影响现有道路交通

道路周边沿线路网丰富，工程施工及运输过程，如土石撒落在

运输道路上，都将影响现有道路的正常交通秩序与行车安全。

（3）影响场地内项目的正常施工

水土流失产生的泥沙 ，如果不采取措施，将影响正常的施工，

使施工区地面泥泞，排水不畅，影响施工作业和施工进度。对工

程造成直接危害及经济损失。

（4）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质量

项目区附近民宅较为密集，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噪音及运输过

程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 ，浑水横流，不仅会影响工程的

正常施工 ，而且将对周边居民生活质量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3.1 方案报批和工程设计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5

月委托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旺北路（龙颈坳路-

科学路）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

根据专家方案技术审查意见，方案编制单位于 2019 年 5 月编

织完成了《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

批稿）并报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审批。2019 年 7 月 8 日 ，深圳市

龙岗区水务局以（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19〕49 号）予以备案。

建设单位根据水保方案以及水保备案批复要求，将水土保持防

护措施纳入到主体工程施工组织中 ，落实施工期临时排水及拦挡措

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

3.2 水土保持设计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如下：

表 3-1 防治目标

序号 防治目标 方案目标 备注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强制性指标

2 渣土防护率（%） 99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2.5

4 表土保护率（%） 92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6 林草覆盖率（%） 27



7 施工期裸露地表覆盖率 100

引导性指标

8 边坡生态防护率（%） ≥99

9 硬化地面透水铺装率（%） ≥50

10 绿地下凹率（%） ≥50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分别

如下：

表 3-2 水保方案中主体已列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1 道路绿化工程 ㎡ 1120

2 施工围挡 m 870

表 3-3 水保方案中新增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临时排水沟 m 260

2 单级沉沙池 座 4

3 三级沉砂池 座 2

4 洗车池 座 1

5 土工布覆盖 ㎡ 10000

6 土袋拦挡 m 500



四、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4.1 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4.1.1 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局对《旺东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进行备案批复（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19〕49 号）

可知，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6238.08㎡。

4.1.2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查勘复核，项目施工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

围和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一致，均为 16238.08㎡。

4.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评估

4.2.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区的水土流失特点、防治责任和防治目

标，遵循治理与防护相结合、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治理水土

流失与恢复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原则，对项目区采取系统的防治措施，

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4.2.2 分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1）路基及边坡区

工程措施布局主要有：剥离和回填表土；植物措施布局主要有：

完工后，对道路和边坡进行景观绿化；临时措施布局主要有：施工前，

道路周边设置施工围挡，施工出入口设洗车池，并对表土进行剥离和

防护；施工期，场地周边布设临时排水沟和沉沙池，临时堆土和裸露

地表采用土工布覆盖。



（2）管线工程区

临时措施布局主要有：管沟内布设集水井，对管沟开挖临时堆土

采用袋装土拦挡和临时覆盖。

（3）表土堆置区

临时措施布局主要有：堆土区坡脚布设袋装土拦挡，周边布设排

水沟和沉沙池，堆土面临时覆盖。

4.3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根据施工记录与图片资料、监理报告等档案资料，工程水土保持

工程 、植物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为：道路绿化工程 1010㎡ ，施

工围挡 889m；临时排水沟 188m；单级沉沙池 3 座；三级沉沙池 6 座；

洗车池 1 座 ；土工布覆盖 16665㎡；土袋拦挡 116m。

项目区实施水土保持设施工程量汇总及方案设计工程量与实际

工程量对比情况见表 4-1。

表 4-1 设计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对比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方案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化情况

一 主体已有

1 道路绿化工程
㎡ 1120 1010 -110

2 施工围挡 m 870 889 +29

二 水保方案新增设计

1 临时排水沟 m 260 188 -72

2 单级沉沙池 座 4 3 -1

3 三级沉砂池 座 2 6 +4



4 洗车池 座 1 1 0

5 土工布覆盖
㎡ 10000 16665 +6665

6 土袋拦挡 m 500 116 -384

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量与水保方案对比，实际完成的水土保

持设施部分工程量发生了变化。

总体而言，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重视主体工程区的水土流失防治

工作，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进行防护，施工过程中的水土

流失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完成的工程量可以满足工程水土流

失防治的需要。

4.4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报批稿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为 435.24 万

元。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380.50 万元 ，实际投资以竣工决

算为准。实际完成投资比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有所差异 ，主要原因为 ：

减少了排水沟、沉沙池、土工布等的工程投资，增加了景观绿化面积、

施工围挡的工程投资。



五、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5.1 管理体系和措施

5.1.1 建设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建设单位在质量管理方面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观念 ，

开工前就详细制定了《管理手册》，明确了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 ，

提出了质量管理的目标，完善了各种管理制度，确立了工程质量检

验控制标准，并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优良的施工质量。

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工序质量检查：成立了工程检查

评比领导小组和检查评比工作小组。通过不定期和定期的月度、季

度、年度检查对各承包人的施工质量等进行具体的检查和考核评比；

制定和完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实现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树立质量样板工程 ，提高整体质量：根据施工各阶段进行的情

况，评选实体质量和外观质量较好的项目树为样板工程，也使项目

的施工质量得到了整体的提高。

严抓监理管理 ，确保监理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监理工程师第一

线全过程全方位监管的积极作用。并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情况进行

监督。

5.1.2 监理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严格履行监理合同并监督施工合同的实施 ；做好事前监理，采

取有效的事前措施，把质量问题消除于萌芽状态；所有工程未经承

包人自检的拒绝检查；对承包人试验人员所进行的试验检测工作进

行旁站；认真审查承包人所报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措施，对于一



般工序进行巡检或抽检，对于关键工序必须坚持跟班旁站 ；加强对

进场材料的检验工作，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对进场进行妥善管理；强

调工序质量责任制，明确分工 ，责任到人。此外，对施工单位的质

量管理体系和计量体系建立情况进行审查 ，复查施工单位实验室资

质，跟踪检查施工单位质保体系运行情况。对承包商技术检验、施

工图纸会审、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检查验评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施

工质量事故分析、停复工指令等各项工作按程序进行，保证了质量

体系的正常运作。

5.1.3 施工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从项目经理部到各工程施工队实行领导责任制，质量目标层层

分解，终身责任，有专职质检工程师对整个工程进行全方位施工检

测，同时施工队设质检员，工班有专人兼职质检工作，施工中坚持

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一级包一级，一级保一级，抓好施工生

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严格有效的管

理，尽可能地减少水土流失。

5.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价情况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水土保持建设与主

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建立健全了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对进

入工程实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抽样检查、试验，有效

保证了工程质量。

5.2.1 工程设施评定标准

对于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评定，项目划分依据《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规定的工程质量评定规定，

分值和评定结果直接引用质量检测单位的质量检测结论。工程质量

评定标准见表 5-1。

表 5-1 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质量
等级 分值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分项）工程

合格 75~95

⑴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⑵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
部合格；
⑶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5%以上；
⑷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
全

⑴ 单 元 工 程 质 量 全
部合格；
⑵ 中 间 产 品 质 量 及
原 材 料 质 量 全 部 合
格

⑴工程材料符合设计和规范
要求；
⑵外型尺寸符合设计要求 ；
⑶砼强度 、砌石砂浆强度符
合要求；
⑷工程无建筑物变型、裂缝、
缺陷 、塌陷等情况

优良 ≥95

⑴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
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 ， 主
要分部工程质量优良，且无施
工质量事故；
⑵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
部合格；
⑶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85%以上；
⑷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
全

⑴ 单 元 工 程 质 量 全
部合格；其中50%以
上优良，主要单元工
程、重要隐蔽工程及
关 键 部 位 的 单 元 工
程 质 量 优 良 且 无 质
量事故；
⑵ 中 间 产 品 质 量 及
原 材 料 质 量 全 部 合
格

⑴工程材料符合设计和规范
要求；
⑵外型尺寸符合设计要求 ；
⑶砼强度 、砌石砂浆强度符
合要求；
⑷工程无建筑物变型、裂缝、
缺陷 、塌陷等情况

5.2.2 检查内容

主要检查内容包括：

（1）检查施工记录、单元工程验收资料、监理工程师检查意见、

完成的工程量；

（2）检查工程材料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3）通过查阅有关资料 ，检查隐蔽工程；

（4）现场检查分部工程外型尺寸、外观情况等；

（5）检查砼强度、砌石砂浆标号是否符合要求；

（6）现场检查分部工程是否存在工程缺陷，如建筑物变形、裂



缝、缺损、塌陷等及其处理情况；

（7）判定工程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8）工程总体评价是否达到质量标准，功能是否正常发挥，总

体评价质量等级。

5.2.3 工程设施质量评定结果

内业核查：通过查阅施工管理制度、工程质量检验、质量评定

记录，以及现场查勘，共查阅有关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资料（主

要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项目 ，如植物措施乔木、灌木种植质量评

定）。以上试验报告单签字齐全 ，均满足设计标号要求。评估组认

为：项目监理资料中有关水土保持工程合格率为100% 。其质量检

验和评定程序严谨 ，资料详实，工程质量合格 ，达到了规范设计要

求。

外业勘察：通过现场调查， 目前各设施运行情况良好，未出现

开裂、坍塌等情况，工程质量合格 ，达到了设计标准。

综上所述，根据工程资料检查及现场质量抽查，评估组认为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质量合格，建筑物结构

尺寸规则，外表美观 ，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工程措施质量总

体合格。

5.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价情况

本项目道绿化面积 1010㎡。

采取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和外业调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施工区进

行全面调查 ，核实植物措施面积 1010㎡，核实率 100％ 。根据现场



检查结果，评估组认为完成植物措施面积属实。

5.3.1 核查范围和内容

本次核查的范围：项目建设区。

核查的主要内容：对绿化面积进行全面核实，评估绿化任务量

完成情况，并对绿化质量进行核查及质量评定。

5.3.2 核查方法

绿化面积核查方法是利用绿化施工设计图纸 ，经现场核查，从

图斑上核实绿化范围，并求算绿化面积。对个别无图纸资料的绿化

地块采用测距仪、皮尺等量测。

绿化质量核查的方法主要采用现场调查，利用样方实测林草植

被覆盖度，在该区的成活率或覆盖度。并以成活率或覆盖度作为主

要依据，结合造林合理密度进行评定。

5.3.3 核查标准

造林成活率： 大于 85%确认为合格 ，计入完成绿化面积 ；在

41%~85%之间的需要补植，计入完成绿化面积，同时列入遗留问题

和建议中；不足 41%（不含 41%）的为不合格。不合格的需要补植，

不计入绿化面积，列入遗留问题和建议中。

林草覆盖度：林草覆盖度大于 60%确认为合格，计入完成绿化

面积；林草覆盖度在 40%~60%之间为补植，计入完成绿化面积，同

时列入遗留问题和建议中；林草覆盖度不足 40%者为不合格，不计

入绿化面积，列入遗留问题和建议中。



5.3.4 核查结果

评估组对工程的植被覆盖度及生长状况进行了抽查，抽查结果

见表 5-2。

表 5-2 项目区植物措施实施状况抽查情况表

工程分区
质量情况

抽样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数 优良率（%） 质量等级

项目建设区 2 2 100 2 100 合格

合计 2 2 100 2 100 合格

抽查的 2 个单元工程的林草植被覆盖度均在 96%以上，工程质量

评定为合格。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评估组认为：各分区植物成长良好，覆盖 度均

在 99%以上，植物措施质量总体为合格。



六、水土保持监测

经核实，建设单位未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本项目施工期间

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后续的其他施工项目过程中，建议建设单

位或施工单位自行开展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关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以便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后水土流失及防治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尽管本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但经过现场踏勘 ，收集

有关资料，结合项目区水土流失特点，对项目施工期内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及水土流失防治效益进行了解， 目前，本项目景

观绿化和道路排水系统已发挥功效，不存在水土流失。



七、水土保持监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未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工作，

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之中。委托监理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开展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不仅有利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建设现场管理，保证工程质量 ，提高投资效益 ，而且在督

促项目参建单位提高水土保持意识，贯彻水土保持法，落实“三同

时”制度 ，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主体总监办全面负责整个项目的监理组织实施及管理工作 ，总

监代表处负责管辖内项目的监理组织实施及管理工作，并安排专门

工作人员负责此项工作。按监理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监理单位在

驻地办分别配置了专职环保、水保监理工程师。

各监理单位监理了工程质量责任制、现场监理跟班制，质量情

况报告制、质量例会和质量奖惩制；施工单位设有专职质量检测机

构和检测人员。执行工序质量“三控制”、纠正施工中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项目，保证了工程质量。

监理单位根据国家有关的规程规范，结合工程建设特点 ，编制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和施工技术要求，以此为依据开展工程监

理工作，对沉砂、排水、拦挡等工程实施监理，水土保持监理符合

规范要求，方法可行，水土保持监理成果可靠。



八、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定期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督

检查工作 ，提出了监督检查意见，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能及时按照

检查意见要求逐项落实整改并进行闭环处理 ，消除项目施工期间水

土流失隐患的问题。具体监督检查意见记录表，详见附件。

同时，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能较好结合主体施工进度采取相应

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对现场存在水土流失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对损毁的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修复，有效防治了水土流失。施工期间，

本项目未产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总体良好。



九、水土保持效果评价

9.1 工程运行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建成运行后，其安全稳定性、暴雨后的完好

情况，工程维修、植物补植情况。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完工。其水土保持措施

已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各项治理措施均已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在

运行期间其管理维护工作由建设单位统一负责管理与维护，建立管

理养护责任制 ，落实专人 ，落实经费 ，管理制度化。对工程出现的

局部损坏进行修复与加固，不断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

发现问题及时补充完善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 ，发挥长期、稳

定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有关水土保持的管理责任落实较好，并取

得了较好效果，各项措施均稳定、安全有效运行，后期维护管理工

作均有保证 ，达到水土保持管护维护要求。

9.2 水土保持效果

（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建设区宗水土流失面积共计

16238.08㎡，根据对本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

施的实际量测，水土保持措施达标面积 16238.08㎡，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为 100%，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98%。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里面地面均已被硬化或绿化，项目区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

， 项目区内土壤侵蚀模数为500t/（k㎡ ·a）。项目区水土流失的允

许 值为500t/（k㎡ ·a）， 因此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方

案防 治目标值。

（3）渣土防护率

根据项目施工、监理单位等资料，项目实际总挖方 8.38 万m³，

总填方 0.8 万 m³，总弃方 8.3 万 m³，弃方外运至大铲湾码头（ 一

期）处理。土方在转运过程中均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 ，实际渣土

防护率为99%以上 ，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4）表土保护率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原有少量草地进

行了表土剥离，堆放在项目用地红线内，用于后期绿化种植土。表

土保护率95% ，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对植物措施的调查和抽样监测结果，通过查阅大量主体工

程 施 工 、 占 地 和 绿 化 等 有 关 资 料 ，本 项 目 防 治 责 任 范 围 为

16238.08㎡，实际可绿化面积为 1010㎡。实际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10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 ，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6）林草植被覆盖率

项目建设总用地面积为 16238.08㎡，实际可绿化面积为 1010㎡，

林草覆盖率为27% ，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9.3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见表 9-1。

表 9-1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方案报告表

确定的防治

标准

本工程实际

防治标准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8 100 达标

2 渣土防护率 % 99 99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 2.5 2.5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 92 93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100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 27 28.6 达标



十、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评价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

的防治责任 ，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在工

程施工过程中，以生态优先和保护土地为理念，将人与自然和谐的

指导思想贯穿到水土保持设施建设中，优化施工设计和工艺程序，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内容落实防治措施，工程质量满足了设

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

质量责任明确 ，管理严格 ，经过建设各方的紧密配合，地方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协作，使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有效

的治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

任明确 ，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

经实地抽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查阅，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布局合理，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要求，基本实现控制水

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设计目标；工程档案管理规范，竣

工资料齐全 ，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规范，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

体合格。试运行情况良好 ，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整体上已

具备水土保持功能 ，能够满足国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要求。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认为本项目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所要

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基本

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合格。



十一、综合结论

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编报了水土保持

方案。在工程建设期间能够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积极落实防治

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对项目建设区实施了适当的水土

保持措施：排水沟、施工围挡、林草植被恢复等措施。 目前，项目

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发挥排水作用 ，大部分区域的植被生长情况较

好，基本不存在人为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小组通过实地抽查和对相关档案资料

的查阅结果认为：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能够履行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 ，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内容落实防治措施，工程质量满足

了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

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 ，管理严格 ，经过建设各方的紧

密配合，使得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实施

了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设计确定的拦挡以及绿化等措施 ，防护措施

整体到位，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区域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

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试运行情况良好 ，可以

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功能持续有效发挥。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项目较好完成了水保批复的水土流失防

治任务，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符合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和投入使用。



十二、遗留问题及建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经过工程建设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基

本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项目区总体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土保持

综合防护体系，项目各防治区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布局合理 ，防治效

果明显。后期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进一步采取必要的加强：

（1）做好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维修和管护。各项水土保持

设施目前功能良好，但因本地区夏季的降水相对集中，容易引起重

力侵蚀。因此 ，落实维修与管护工作十分重要，对薄弱环节要及时

防护，避免裸露地表，及时清淤，保证排水通畅 ，巩固已建水土保

持成果 ，确保主体工程安全运营。

（2）加强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管理，以备验

收核查。



十三、附件及附图

13.1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关于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备案回

执（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19〕49 号）；

3、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旺北路前期工作计划

的通知（深龙发改〔2015〕178 号）；

4、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变更坂田13 控制单元旺北路等 9

个项目实施单位的函（深龙发改函〔2018〕457 号）；

5、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划资源选 LG-2018-0160

号；

6、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深龙发改〔2019〕731 号）；

7、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施工图设计（水土保持专篇），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8、弃土去向；

9、单位、分部工程验收纪录资料；

10、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13.2 附图

1、项目完工后现场照片集；

2、项目区位位置图；



3、项目汇水分析及防治责任范围图；

4、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15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旺

北路前期工作计划的通知（深龙发改〔2015〕178 号）。

2）2018 年 7 月 31 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岗管理

局下发了《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LG-2018-0160

号）。

3）2019 年 11 月 12 日，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旺北路（龙颈

坳路-科学路）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龙发改〔2019〕731号）。

4）2019 年 6 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标本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编制服务。

5）2019 年 6 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并于 2019 年 7 月 8 日 取得了深圳市龙岗区

水务局的备案回执（深龙水务水保备案〔2019〕 49 号）。

6）2020 年 11 月，建设单位召开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会，建设、

设计、监理和施工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会。

7）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开工，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完工，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一并完工；施工期间，本项目将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和内容落实到施工过程中，落实了拦挡、排水、沉砂、

覆盖等相关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实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8）2020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本项目跨越 3 个年度汛期，

施工单位结合工程施工进度组织落实了水土保持度汛防护措施。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附件 7：



附件 8：



附件 9：











附件 10：









附件 1： 完工后现场照片集



附件 2：项目区域位置图



附件 3：项目汇水分析及防治责任范围图



附件 4：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件 4：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附件 4：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旺北路（龙颈坳路-科学路）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
	一、前言
	1.1 主体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1.2 主要建设过程
	1.3 工程投资和工程完成情况
	1.4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及设计、设施落实情况
	二、工程概况及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1 工程概况
	2.2 项目区自然和水土流失情况
	2.2.1 项目区地形、地貌情况
	2.2.2 气象、水文
	2.2.3 植被、土壤情况
	2.2.4 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

	2.3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3.1 弃土弃渣情况
	2.3.2 开挖和占压土地、植被破坏情况
	2.3.3 水土流失主要形式和危害


	三、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3.1 方案报批和工程设计过程
	3.2 水土保持设计情况

	四、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4.1 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4.1.1 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4.1.2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4.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评估
	4.2.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4.2.2 分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4.3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4.4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五、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5.1 管理体系和措施
	5.1.1 建设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5.1.2 监理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5.1.3 施工单位管理体系和措施

	5.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价情况
	5.2.1 工程设施评定标准
	5.2.2 检查内容
	5.2.3 工程设施质量评定结果

	5.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价情况
	5.3.1 核查范围和内容
	5.3.2 核查方法
	5.3.3 核查标准
	5.3.4 核查结果


	六、水土保持监测
	七、水土保持监理
	八、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九、水土保持效果评价
	9.1 工程运行情况
	9.2 水土保持效果
	9.3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十、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评价
	十一、综合结论
	十二、遗留问题及建议
	十三、附件及附图
	13.1 附件
	13.2 附图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