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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公园复地

位置 新江口镇言程安置小区蓝天路一巷 57 号

建设规模及内容 总建筑面积为 31316m²

建设性质 房地产 总投资（万元） 32000

土建投资（万元） 28500 占地面积（hm²）
永久：4.58m²

/

动工时间 2017 年 1 月 完工时间 2020 年 12 月

土石方（万 m³）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80 1.15 0.35 /

取土（石、砂）场 场内挖填平衡，无需设置取土场

弃土（石、砂）场 场内挖填平衡，无需设置弃土场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 地貌类型 丘陵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²·a]
35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500

项目选址（线）

水土保持评价

本项目为房地产，由于本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且符合城乡规划要

求，符合城乡规划要求，选址唯一，无比选方案。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t）
46.08

防治责任范围（hm²） 4.58

防治标准

等级级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一级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

渣土防护率（%） 94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水土保持

措施及投

资（万元）

主体项目已有 景观绿化 投资（万元） 212.68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返还 4800m

³,土地平整 500m²，沉沙

池 2座，硬化层清除 50m

³。

投资（万元） 5.85

植物措施 / 投资（万元） /



临时措施

装土拦挡及拆除 96m，临

时苫盖 600m²,临时排水

沟 96m，沉砂池 4座，临

时撒播草籽 0.05hm².

投资（万元） 2.80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投资（万元） 0.17

水土保持监理费 投资（万元） /

科研勘测设计费 投资（万元） 2.00

水土保持监测费 投资（万元） 3.00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技术评估报告编制费
投资（万元） 1.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万元）
6.87

总投资（万元） 22.22

编制单位
宜昌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湖北同顺置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苗云江 法人代表及电话 肖涛 1582777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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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复地（8#、9#、10#）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说明

一、建设项目概况及进展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公园复地

工程性质：房地产

建设单位：湖北同顺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 4.58hm²，总建筑面积 146143.43m²

所属流域：长江流域

投资概算：工程总投资为 32000 万元；

建设工期：2017 年 1 月开工，计划于 2020 年 12 月完工，工期 4年。

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单位 数值

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m² 45804.20

规划总建筑面积 m² 146143.43

计容建筑面积 m² 128241.09

住宅建筑面积 m² 103702.83

商业建筑面积 m² 23730.61

配套建筑面积 m² 807.65

建筑占地面积 m² 4580

容积率 2.8



建筑密度 46.40

绿化率 % 35.10

2、地理位置

新江口镇言程安置小区蓝天路一巷 57 号，环湖路和玉岭北路交汇。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二、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公园复地项目总占地 45804m2，共 14 栋住宅楼，总建筑面积为 146143.43m2，

计容建筑面积 128241.09m2，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17902.34m2，建筑系数 28%，容

积率 2.8，绿地率 35.1%，停车位 737 个。分三期开发，一期为 1#、2#、3#、6#

二期为 7#、12#、13#、14#，三期为 8#、9#、10#。

三、自然环境简况

1、地形、地貌

松滋地处巫山山系荆门分支余脉和武陵山系石门分支余脉向江汉平原延伸

的过渡地带。市域地形西高东低。以枝柳铁路为界：其西为鄂西山地，向江汉平

原呈四级阶梯递降；其东为丘平原，平原地势则由北向南微倾，形成了山地—丘

岗—平原兼有的地貌特征，可概括为“六山一水三分田”。西南山地较高区海拔

600到 800米，低山区海拔在 200至 600米之间，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最高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D%E6%9F%B3%E9%93%81%E8%B7%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B2%8C%E7%89%B9%E5%BE%81


在西部卸甲坪大岭，海拔 815.1米。西北部和中部为广阔的丘陵岗地，海拔在 100

至 200米之间，丘冈绵延，宽谷低丘。平原湖区海拔在 50米以下，平展宽广，

河渠纵横，间有湖泊。最低点在南部王家大湖芦苇场，海拔 34.2米。

项目位于城区内，项目区整体地势为南高北低，北侧临近市政道路。项目区

内高程分布为 45.50~67.00m，场区通过阶梯过度大的地势差，道路利用缓坡连接

项目区内各建筑。项目区内原土地使用类型主要为坑塘水面、其他草地及城镇住

宅用地。

2、气象水文条件

松滋市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秋较长。年平均水量为

992.1~1404.1毫米之间。雨水丰沛，多在夏季，较长的降水过程都发生在 6~7月

份，雨热同季，全年积温较高，无霜期较长，年平均气温为 13.1℃~18℃，但随

着海拔高度上升而递减，每上升 100米降低 0.6℃。7月平均气温 24.1℃~28.8℃，

元月平均气温 1.7℃~6.5℃。极端最高气温 41.4℃，最低气温-15.6℃。其中三峡

河谷及清江、香溪河谷地带，由于高山对峙，下有流水，故在 600米以下存在逆

温层，冬季较暖和，极端最低气温小于-7℃的机会只有 5%。

四、水土保持措施分析及评价

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中排水沟、绿化措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本方案将这些

措施界定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其工程量和投资全部纳入水土保持方案

中。主体设计中纳入本方案的水土保持工程数量汇总及投资详见表 4－1。

表 4－1 主体设计中纳入本方案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汇总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项目名称 合计（万元） 备注

场区
工程措施 排水工程 52.68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160.00

合计 212.68

通过对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的分析与评价，主体工程设

计中的道路植物措施、排水能够满足本阶段水土保持技术要求，具有一定的水土

保持功能，这些工程都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纳入工程水土保持总估算。

本方案水土保持工程从开发建设项目产生的水土流失、施工扰动地表进行防

治的角度考虑而布设，结合主体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布设情况，新增以下措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8%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E%B6


（1）场区

水土流失主要来源于基础开挖施工期间产生的水土流失，为进行施工期排

水，建筑物及处理设施工程利用排水管周边临时排水沟，保障基础施工安全，同

时，减少雨水对土壤的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2）施工生产生活区

项目建设共布置 1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在绿化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

区水土流失主要来源于施工场地平整，砂石料临时堆放等。针对水土流失特点：

施工场地四周布设排水沟与沉砂池，通过沉砂池沉淀过滤，避免雨水对冲刷造成

土壤流失。

（3）临时堆土场区

本项目建设共布置 1 处临时堆土场，布置在绿化工程区。临时堆土场主要

为雨水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针对水土流失特点：本方案对临时堆土进行覆盖，

并且在临时堆土场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与沉砂池，通过沉砂池沉淀过滤，同时在

四周修建临时拦挡，避免雨水冲刷造成土壤流失。

因此，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分析，本项目主体设计措施及补充措施符合水土保

持要求。

五、分区防治措施及工程量

分析主体设计资料及相关数据，并结合现场实地调查勘测，依据主体工程布

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本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绝大部分集中在施工期，结合项目原始地貌可能造成

的水土流失情况、主体工程布局、施工特点等，本项目划分为 3个防治区：场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和临时堆土场区。

根据各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工程量汇总，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如下：

（1）场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800m³、沉沙池 2个。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1200m²。

（2）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硬化层清除 50m³，土地平整 500m³。



临时措施：排水沟 200m、沉砂池 2个。

（3）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措施：表土返回 850 m³，袋装土拦挡 96m、临时苫盖 600m²、排水沟 96m、

沉砂池 2个，临时撒播草籽 0.05hm²。

表 5－1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汇总表

措施 项目 单位 场区
施工生产生

活区

临时堆土

场区
合计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³ 4800 4800

表土返还 m³ 4800 4800

土地平整 m² 200 200

沉砂池

数量 个 2 2

土方开挖 m³ 6 6

砖砌 m³ 1.5 1.5

硬化层清除 m³ 50 50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长度 m 96 96

袋装土拦挡 m³ 96 96

袋装土拆除 m³ 96 96

临时苫盖 数量 m² 600 600

排水沟
长度 m 200 96 296

土方开挖 m³ 100 48 148

沉砂池
数量 个 2 2 4

土方开挖 m³ 6 6 12

临时撒播草

籽

面积 hm² 0.05 0.05

重量 kg 3.0 3.0

六、土石方平衡的分析及评价

本项目土石方的开挖回填主要是场内场坪建设以及少量的表土剥离及返还。

主体设计对主体工程土石方数量进行了汇总统计，汇总后，本项目总挖方 1.80



万 m³，总回填方 1.15 万 m³，本项目借方 0.35 万 m³将通过附近的项目多余弃方

调配而来。

七、水土流失量预测

经过对工程施工区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水土流失状况等方

面的综合分析，根据数学模型法来确定项目区各分区扰动后的土壤侵蚀模数值。

（1）扰动单元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计算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土壤流失类型属植被破坏型一般扰动，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如下：

Myz=RKLySyBETA （7-1）

式中:

Myz ----植被破坏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R ----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²·h)；

K ----土壤可蚀性因子，t·hm²·h/(hm²·MJ·mm)；

Ly ----坡长因子，无量纲；

Sy ----坡度因子，无量纲；

B ----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

E ----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T ----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

A ----计算单元的水平投影面积，hm²；

（2）降雨侵蚀力因子

本项目有多年平均降雨资料，降雨侵蚀力因子 R 取值 Rd，按公式（7-2）计

算多年平均降雨侵蚀力因子。

Rd=0.067Pd

1.627 （7-2）

式中：

Rd ----多年平均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²·h)；

pd ----多年平均雨量，（mm）。

本项目位于松滋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235.6mm，经计算，多年平均降雨

侵蚀力因子 Rd=0.067pd

1.627 =0.067*1164.11.627=5748.8 MJ·mm/(hm²·h)。

（3）土壤可蚀性因子



无法测量土壤粒径组成时，可参考《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附

录 C 选用土壤可蚀性因子值。本项目位于松滋市，通过查询，土壤可蚀性因子

值为 0.0043。

（4）坡长因子

坡长因子按公式（7-3）和公式（7-4）计算：

Ly=（λ/20）m （7-3）

λ=λxcosθ （7-4）

式中：

λ ----计算单元水平投影坡长度，m，对一般扰动地表，水平投影坡长

≤100m 时按实际值计算，水平投影＞100m 按 100m 计算；

θ ----计算单元坡度，（°），取值范围为 0°-90°；

m ----坡长指数，其中θ≤1° 时，m 取 0.2；1°＜θ≤3°时，m 取

0.3；3°＜θ≤5°时，m 取 0.4；θ＞5°时，m 取 0.5；

λx ----计算单元斜坡长度

（5）坡度因子

坡长因子按公式（7-5）计算，坡度 sinθ≤35°按实际计算，超过 35°时

按 35°计算。坡度为 0° 时，Sy取 0。

Sy=-1.5+17/[1+e
(2.3-6.4sinnθ）] （7-5）

式中：

E ----自然对数的底，可取 2.72。

（6）植被覆盖因子

本项目植被覆盖因子取 1。

（7）工程措施因子

没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因子应取 1。

（8）耕作措施因子

原地表有部分农田，耕作措施因子值通过下表计算得出。

T=T1T1 （7-6）

式中：

T1----整地及种植方式因子，无量纲；



T2----轮作制度因子，无量纲。

项目位于松滋市，通过查询和计算可得：T1 取值为 0.212，T2 取值为 0.33，

耕作措施因子值（T）为 0.070。

综合上述各因子取值，通过查询和计算可得：降雨侵蚀力因子 R 取值为

5748.8MJ·mm/(hm²·h)，土壤可蚀性因子 K 取值为 0.0041t·hm²·h/(hm²·MJ·mm),

植被覆盖因子 B 取值为 1，工程措施因子 E 取值为 1,耕作措施因子 T 取值为

0.070。

经计算，预测时段内，本项目预测期水土流失总量 46.08t，新增流失总量

42.41t，背景流失总量 3.67t。

表 7-1 水土流失预测

预测分区 预测时段

土壤侵蚀

背景值

t/(km²•a)

扰动后土

壤侵蚀模

数

t/(km²•a)

侵蚀面

积 hm²

侵蚀时

间 a

背景流

失量 t

预测流失

量 t

新增流失

量 t

场区
施工期 350 4500 4.58 4 1.51 19.35 17.85

自然恢复期 350 4500 0.17 2 1.20 15.48 14.28

小计 2.71 34.83 32.1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施工期 350 3000 0.05 0.5 0.09 0.75 0.66

自然恢复期 350 3000 0.05 2 0.35 3.00 2.65

小计 0.44 3.75 3.31

临时堆土

场区

施工期 350 5000 0.06 0.5 0.11 1.50 1.40

自然恢复期 350 5000 0.06 2 0.42 6.00 5.58

小计 0.53 7.50 6.98

合计 施工期 350 0.86 1.70 21.60 19.90

自然恢复期 350 0.17 1.97 24.48 22.51

总计 3.67 46.08 42.41

八、水土保持监测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区一致，面积 4.58hm²，

监测分区划分为场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场区。



本项目属于工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从施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结

束，分为施工期（包括施工准备期监测，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和自然

恢复期（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进行监测。

施工准备期对项目区水土流失背景值监测一次；施工期内巡查次数每月 3

次，降雨高峰期增加巡查 2到 3次；在定位监测点布设后产生的水土流失量每月

监测记录 1次，降雨或大风高峰期相应增加监测次数；正在实施弃渣场的弃（土、

石）渣量、表土剥离情况等每 10 天监测记录 1次；扰动地表面积、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及防治效果、临时措施等每 1个月监测记录 1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

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情况等每 3个月监测记录 1次，水土保

持措施监测精度 95%，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后 1周内完成监测。

九、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34.90 万元，主体已有工程费用 212.68 万元，新增

水土措施总投资 22.2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5.85 万元，临时措施费 2.80 万元，

独立费用 6.17 万元，水土保持费补偿 6.87 万元。详见表 9-1～表 9-8。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将有效地控制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水

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7%，表土

保护率达到 9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林草覆盖率 35.10%。



表 9-1 水土保持措施总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费

(元）

林草工程费

(元）

独立费用

(元）

新增水保投

资(元）

主体已有

(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58498 58498 526800

1 场区 51677 51677 526800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037 2037

3 临时堆土场区 4784 478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600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8030 28030

1 场区 7164 7164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1637 1637

3 临时堆土场区 18917 18917

4 其他临时工程 297 297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61731 61731

(一) 建设管理费 1731 1731

(二) 科研勘测设计费 20000 20000

(三) 工程建设监理费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30000 300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

验收技术评估报告

编制费

10000 10000

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 86528 0 61731 148259 2126800

基本预备费 5192

水土保持补偿费 68700

水保项目总投资 222150 2126800



表 9-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总估算表

序号 项目区或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58498.06

一 场区 51677.06

表土剥离 m³ 4800 9.21 44208

沉砂池

数量 个 2

土方开挖 m³ 6 15.44 92.64

砖砌 m³ 1.5 370.28 555.42

二 施工生产生活区 2037

土地平整 m² 500 1.13 565

硬化层清除 m³ 50 29.44 1472

三 临时堆土场区 4784

表土返回 m³ 800 5.98 4784



表 9-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总估算表

序号 项目区或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28014.83

一 场区 7164

临时苫盖 数量 m² 1200 5.97 7164

二 施工生产生活区 1636.64

排水沟
长度 m 200

土方开挖 m3 100 15.44 1544

沉砂池
数量 个 2

土方开挖 m3 6 15.44 92.64

三 临时堆土场区 18917.45

袋装土挡墙

长度 m 96

袋装土拦挡 m³ 96 127.99 12287.04

袋装土拆除 m³ 96 12.41 1191.36

临时苫盖 数量 m² 600 5.97 3582

排水沟
长度 m 96

土方开挖 m³ 48 15.44 741.12

沉砂池
数量 个 2

土方开挖 m³ 6 15.44 92.64

临时撒播草籽
面积 hm² 0.05 18185.79 909.29

重量 kg 3 38 114

四 其他临时措施 296.74

表 9-4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 征占地面积（hm²） 补偿标准（元/m²）合计（万元）

1 松滋市 元 4.58 1.5 6.87

合计 . 6.87



表 9-5 水土保持措施单价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单价（元）

1 表土剥离 m³ 9.21

2 表土返还 m³ 5.98

3 土地平整 hm² 11334.92

4 土方开挖 m³ 15.44

5 C20 混凝土 m³ 448.29

6 土工布苫盖 m² 5.97

7 苫盖拆除 m² 0.5

8 袋装土拦挡 m³ 127.99

9 拦挡拆除 m³ 12.41

10 硬化层清除 m³ 29.44

11 综合绿化 m² 163.67

12 植被护坡 m² 43.17

13 桂花树苗木 株 80

14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² 18185.79

15 狗牙根草籽 kg 38

16 种植费 株 2.07

17 边坡防护 m² 118.29

表 9-6 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单位：万元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项目名称 合计（万元） 备注

场区
工程措施 排水工程 5.68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33.36

合计 39.04

附 件

文件号 附件名

附件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审批表



附 图

图 号 图名

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2 项目总体平面布置图

附图3 施工生产生活区典型设计图

附图4 临时堆土场典型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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