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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

措施

临时围挡（m2） 680 280 530

临时排水沟（m） 900 170 270

临时沉沙池（座） 5 0 1

防尘网苫盖（m2） 37000 600 13800

临时洗车槽（座） 1 0 1

洒水降尘（台时） 390 38 137

临时透水铺装（hm2） 0 0.01 0.01

水土流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4月 7.5mm，5月 45mm，6月 19mm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5月 31日 13mm

最大风速（m/s） 8.56m/s

水土流失量（t） 165.57 5.33 36.10

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 4月至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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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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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强防尘网覆盖措施力度；

2、加强洒水降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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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项目概况

顺义区顺义新城第13街区SY00-0013-6008、SY00-0013-6009地块R2二类居住

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位于顺义区新城第13街区，项目用地四至范围是：

东至乾安东路，南至智源街，西至和安路，北至马场西路。本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11hm2，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2.84hm2，临时占地0.27hm2。建设内容包括10栋住

宅楼，1所幼儿园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配建道路及绿化工程等。本项目总投资估

算为114048万元。其中土地取得费用91155万元，所需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解决。

项目拟于2019年9月开工，2021年3月竣工，总工期17个月。

项目实际于2019年10月开工。本季度主要进行主体建筑物基础施工，扰动面

积2.84hm2，挖填土方量为9.45万m3。

1.2项目水土保持分区

根据《清华大学国家安全平台及研究基地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

（以下简称《水影响评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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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水土流失防治区：建筑物工程区、道路与管线工程区、绿化

工程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及临时堆土场。通过对施工资料核对和现场监测结果，

本项目主体设计和现场施工内容与《水影响评价报告》无重大调整。因此，本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按照《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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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hm2，截至本季度施工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总面积2.8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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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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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7，新增土壤流失量为150.8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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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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临时堆土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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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位于顺义区，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本项目属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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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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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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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包括基坑周边密目网围挡680m
2
，临时排水沟200m，

临时沉沙池 1座；



顺义区顺义新城第 13街区 SY00-0013-6008、SY00-0013-6009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A33
基础教育用地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表

7

②道路与管线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透水砖铺装 0.27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

网覆 2000m2，洒水车洒水 390 台时，施工出入口洗车槽 1座，临时排水沟 300m，

临时沉沙池 1座；

③绿化工程区：工程措施包括下凹式绿地 0.76hm
2
，雨水调蓄池 1座；植物措

施包括绿化美化 1.53hm2；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覆盖 15000m2，临时排水沟 200m，

临时沉沙池 1座；

④施工生产生活区：工程措施包括土地整治 0.12hm2；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

沟 100m，临时沉沙池 1座。

⑤临时堆土区：工程措施包括土地整治0.27hm2；植物措施包括撒播草籽54kg；

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沟 100m，临时沉沙池 1座，防尘网苫盖 20000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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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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hm2，其中

永久占地 2.84hm2，临时占地 0.27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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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项目 防治责任范围 重点防治项目

建筑物工程区 0.85 场地开挖、土方回填

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0.46 施工材料堆放、路基、管线开挖、场地平整

绿化工程区 1.53 绿化恢复

临时施工场地 （0.12） 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

临时堆土场 0 临时堆土、绿化恢复

合计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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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监测分区：建筑物工

程区、道路与管线工程区、绿化工程治区、临时生产生活区及临时堆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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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临时堆土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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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水影响评价报告》，本项目建设初期各水土保持防治分区的监测重点项

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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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物工程区：括基坑周边密目网围挡、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2）道路与管线工程区：透水砖铺装、防尘网覆盖、洒水车洒水、施工出入

口洗车槽、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3）绿化工程区：下凹式绿地、雨水调蓄池、绿化美化、防尘网覆盖、临时

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4）临时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

（5）临时堆土场：土地整治、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防尘网

苫盖。

根据现场监测主要发生临时围挡、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防尘网苫盖、

临时洗车槽、洒水降尘及临时透水铺装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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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特点，已布设 5个监测点位进行水土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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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年）

建筑物

工程区

土石方量、扰动地表

情况、水土流失量观

测、林木生长发育状

况

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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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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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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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生产生活

区

扰动地表情况、水土

流失量观测
调查监测

每月 1次，若遇特征暴雨

（50mm/d）加测 测点 4

临时堆土区
临时防护工程、水土

流失量

调查监测、

实地量测

每月 1次，若遇特征暴雨

（50mm/d）加测
测点 5

合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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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0月开工。2019年 11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开展本

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监测调查本季度主要为建筑物主体基础施工阶段。

3.2本季度监测图片

编号 测 1

地点 建筑物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裸露地表防尘网覆盖

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临时透水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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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施工出入口临时洗车池

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洒水降尘

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施工便道临时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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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测 2

地点 道路与管线工程区

时间 2020.6.30

临时排水沟

3.3主要工程量统计

截止 2020年 6月底，主要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数量：

1、防尘网覆盖 13800m2；

2、临时排水沟 270m；

3、洒水车洒水 137台时；

4、临时洗车池 1座；

5、临时沉沙池 1座；

6、临时拦挡 530m2；

7、临时透水铺装 0.01hm2。

3.4问题与建议

本季度处于主体建筑物基础施工阶段，裸露地表需及时进行防尘网覆覆盖，

同时应加强洒水降尘等水保措施，以减少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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