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水土保持方案

股票名称：设计股份
股票代码：603018



1.项目概况

2.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 防治责任范围与分区

4.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5.水土保持措施

6.水土保持监测

7.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8.结论

2



PART   01
项 目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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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背 景

 宁淮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宁淮铁路客运通道功能的需要；

 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 年）》中近期实施的过

江通道项目;

 是加快区域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是缓解既有铁路过江通道压力、促进跨江融合发展的需要；

 是紧密苏北、苏南地区联系，促进江苏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代码：2211-320000-04-01-219368）



项 目 界 面

宁淮城际铁路北起江苏省淮安市，经

洪泽区、金湖县、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止于江苏省南京市，

正线长216.94km（含上元门过江通道）。

上元门：北接南京北站、南连南京站

分江苏段（DK19+826~DK95+760，DK141+244~DK154+300）、六合西至南京北段

（DK154+300~DK199+150）、上元门过江通道段（改NHDIK199+150 ~ DK221+301以及安

徽段分别单独立项。

其他三段均取得了水保方案批复：江苏段（苏水许可〔2020〕1 号,不含上元门过江通道）、

安徽段（皖水保函〔2020〕438 号）、六合西至南京北段 （苏水许可〔2022〕37号）。



前期设计工作及行政手续

建设单位：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铁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1）主体设计情况

 可究报告已取得批复（不公开）；

 目前处于初步设计阶段。

（2）相关专题情况

 用地：已取得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

 洪评：批复（朱家山河、大顶山泄洪沟、梅庄夹河、

南十里长沟），审查意见（长江）；

 航评：批复意见（长江）；

 不可避让：省市2级论证意见，省林业局、市人民政府、

市绿化园林局出具意见

 环评：已报送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 项目名称：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

• 建设性质：新建铁路工程

• 地理位置：南京市浦口区、江北新区、栖霞区（无陆域）、鼓楼区、玄武区

• 工程等级及规模：正线为双线高速铁路，设计速度200km/h（局部限速：

南京北站东端咽喉区80km/h、南京北站西端120km/h）。

• 建设内容：正线共设1座新建车站、1座既有车站，新建4座线路所，新建隧

道1座（越江段 2.30km），特大桥1 座，中桥1座，框架桥3座，刚架桥2座。

• 投资：工程总投资292.12亿元，其中土建投资216.17亿元。

• 工期：总工期2023年11月底~2029年11月底，小计6年（72个月）。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线路由南京北站宁淮宁蚌车场东侧引出，沿规划廊道西跨铁路疏解区、朱家山河后紧坡向下，于南汽集团南

侧浦泗路中央分隔带入地；入地后线路先后沿浦泗路、浦仪高架东行至江北岸，尔后线路折向南下穿浦仪高架、桥

北污水处理厂，并以单洞双线隧道形式穿越长江；在江南岸线路继续沿规划铁路廊道下穿上元门水厂、地铁 3 号线、

幕府西路，于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操场出地面后先后跨过中央北路、十里长河，最终引入既有南京站沪宁城际场，

实现宁淮城际铁路与沪宁城际铁路贯通运营。

正线总长20.44km（先导4.05，剩余16.39），桥梁长度4.41km，隧道长度13.97km，路基长度2.06km，桥隧

比89.92%。

正线起点
改 NHDIK199 +150

终点：
DK221+300.76

正线终点
改 NHDIK 203+200

正线起点
DK204+915.00 入地

出地

正线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 1）南京北站枢纽相关工程

• （1）正线（改 NHDIK199+150~改 NHDIK 203+200）4.05km，

包含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6台12线、上元门同步实施工程；

• （2）南京北右线绕行1.60km；

• （3）南京北动车走行线：宁淮动走左线（3.21km），宁淮动走右线

（3.22 km）；

• （4）宁滁蚌铁路同步实施工程：宁滁蚌城际左线（6.32km）、宁滁

蚌城际右线（6.30km），宁滁蚌接车线（1.49 km）。

• （5）宁淮京沪联络线：上行联络线（1.85km），下行联络线（2.08

km）；

• 2）上元门过江隧道工程及引入南京站相关工程

• （1）正线（DK204+915.00~ DK221+300.76）16.39km，含隧道，

南京站站改。

• （2）南京站动车走行线改建工程：动左线（0.44 km），动右线

（1.13 km）。

项目建设基本内容平面示意图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行政
区划 起始里程 终止里程 长度

(km)
合计

（km） 备注

一、正线 20.44 
浦口区 改 NHDIK199+150.00 改 NHDIK199+980.64 0.83 0.83 先导段

江北
新区

改 NHDIK199+980.64 改 NHDIK203+200.00 3.22 
13.29 

先导段
DK204+915.00 DK205+280.00 0.37 剩余段
DK205+280.00 DK214+981.56 9.70 剩余段，隧道

栖霞区 DK214+981.56 DK215+592.47 0.61 0.61 剩余段，隧道，
无陆域占地

鼓楼区 DK215+592.47 DK219+250.00 3.66 3.66 剩余段，隧道
DK219+250.00 DK221+248.23 2.00 2.00 剩余段

玄武区 DK221+248.23 DK221+300.76 0.05 0.05 剩余段
二、南京北右线绕行 1.60 

浦口区 改NH右DIK199+800.00 改NH右DIK199+980.64 0.18 0.18 先导段
江北
新区 改NH右DIK199+980.64 改NH右DIK201+402.77 1.42 1.42 先导段

三、南京北动车走行线 6.42 
浦口区 NHDZDIK196+667.39 NHDZDIK199+873.80 3.21 3.21 先导段
浦口区 NHDZYDIK196+637.88 NHDZYDIK199+855.64 3.22 3.22 先导段

四、宁滁蚌铁路同步实施工程 12.61 
浦口区 NCBYDIK193+668.00 NCBYDIK199+963.64 6.30 6.30 先导段
浦口区 NCBDIK193+663.03 NCBDIK199+981.81 6.32 6.32 先导段
浦口区 NCBJCDK196+754.00 NCBJCDK198+243.44 1.49 1.49 先导段接车线

五、宁淮京沪联络线 3.94 

江北
新区

NHJHSLDIK201+362.48 NHJHSLDIK203+215.9
7 1.85 1.85 先导段

NHJHXLDIK201+221.81 NHJHXLDIK203+303.6
1 2.08 2.08 先导段

六、南京站动车走行线改建工程 1.57 

鼓楼区 DYK0+0.00 DYK1+126.43 1.13 1.13 剩余段
DZK0+0.00 DZK+442.43 0.44 0.44 剩余段

项目建设基本内容平面示意图



依托工程

1、新建南京至淮安城际铁路
本项目为其组成部分，其余段已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江苏段（苏水许可〔2020〕1 号,不含上元门过江

通道）、安徽段（皖水保函〔2020〕438 号）、六合西至南京北段 （苏水许可〔2022〕37号）。

2、新建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
水利部以水许可决〔2021〕74号批复水土保持方案。

本项目与依托项目关系：

本项目利用其已征南京北站占地及部分路基占地。

南京北站宁淮/宁蚌场及铁上海至合肥段工程（含南京北站沪渝蓉场、南京枢纽普速系统（江北地区）改建

工程）统筹考虑，统一设相关工程按与沪渝蓉高计，同步实施原则考虑，本工程不含站房工程，均归属于新建

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工程（水保方案已含）。



轨道工程

 正线无砟轨道，引入南京站时采用有砟轨道，之间设置过渡段。

 有砟轨道道床采用一级碎石道砟。单线道床顶面宽度 3.40m，砟肩堆高15cm，

道床边坡 1∶1.75。

 无砟轨道道床采用钢筋混凝土现场分块浇注而成，道床宽度 2.80m。

 减振地段道床板宽度为 3.0m。



路基工程

 本工程正线路基2.06km，占正线线路全长 5%。地面高程从江北至江

南28.48~6.34m，轨面设计标高30.12~ 12.53m。

 南京北动走行线路基0.21km，地面高程25.06~27.05m，轨面设计标高

23.42m。

 宁淮京沪联络线路基0.32km，地面高程25.02~27.03m，轨面设计标高

23.37m。

 南京站动车走行线改建工程路基0.78km。地面高程9.40~14.12m，

轨面设计标高12.74~21.89m。

 正线无砟轨道，引入南京站时采用有砟轨道，之间设置过渡段。

 无砟轨道路基面宽度：双线13.6m，

线间距5.0m。

 有砟轨道路基面宽度：单线7.8m。



 边坡：

（1）路基边坡高度≤8m时，1：1.5；边坡

高度＞8m时，0～8m为1：1.5，8～16m

为1：1.75。每级变坡点处设2m宽边坡平

台。

（2）路基边坡采用预制混凝土正六边形空

心砖+灌草防护。

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
 （1）路基外设置排水沟，底宽 0.6m，深0.6m 梯形水沟，0.15m 厚素混凝土浇筑。

 （2）无砟轨道地段路基面线间每隔 50m 左右设置1个集水井。



路基工程

 路基绿化：路基绿化设计范围包括铁

路用地界内路基边坡及路堤坡脚或路

堑堑顶绿化林。

 坡脚护道处栽植 1 排灌木并撒播草籽，

排水沟外侧栽植 2 排灌木并撒播草籽，

灌木每穴沿线路纵向间距 1.0m。



桥涵工程

宁淮正线：双线线特大桥4050m/1座，中桥1座-93m，框架桥3座-214m，刚架桥2座-53m。

宁淮京沪联络线：单线特大桥3935.29m/2 座，框构桥 1387.80 平米/1 座；

南京北动车走行线：单线特大桥6424.36 延米/2 座；

南京站动走线：单线特大桥 1568.86延米/2座；

宁滁蚌左右线及接车线：单线特大桥 14103.86 延米/3 座。

本项目新建涵洞1处。



桥梁工程

 宁滁蚌特大桥、宁淮动走特大桥

涉水桥墩1组，迎水坡桥墩2组，大顶山泄洪沟规划改河，上下游50m，河口

由规划20m增加到25m，规划河道提前实施，补偿工程不纳入本工程实施

 十里长河双线刚架桥

涉水桥墩1组，补偿工程：桥上游各30m段两岸堤防按规划断面和堤防进行建

设和加固，并进行河道清淤削坡。

*梅庄夹河改移



桥梁工程

 南京特大桥

桥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主要跨越 G40 沪陕高速、朱家山河、

G104 国道、后河等。

桥址范围为 DK199+150～DK203+200，正线桥梁全长

4050m.

桥位处共有宁滁蚌左线+宁淮动走左线+宁淮正线+宁淮动走右

线+宁滁蚌右线 6 线铁路，线间距分别为 6+6+5+6+6m。

于 NHDIK198+988 处跨越后河，于 NHDIK202+950 处双线

跨越朱家山河（一跨过河）。



桥梁绿化

 本项目桥梁地段桥下范围内选择耐阴草种进行绿化。

 用地界边缘处每侧各栽植 2 排灌木，灌木每穴沿线路纵向间距 1.0m。

 联络线桥台锥坡撒播草籽及栽植灌木。



隧道工程

新建正线隧道1座，采用单洞双线形

式，总长 13.970km ，占线路全长

的68.3%，其中江域段长 2.30km，

设计行车速度 200km/h.

沿线控制性节点5处，分别为下穿浦

泗立交匝道桥、地铁 11 号线盾构

区间、浦仪高架主线桥、桥北污水

处理厂以及上元门水厂等节点。



隧道工程
行政区划 起始里程 终止里程 长度(km) 工点 备注

江北新区
DK204+915.00 DK205+040.00 0.13 路基 剩余段

DK205+040.00 DK205+280.00 0.24 江北U型槽 剩余段

江北新区

DK205+280.00 DK205+476.00 0.2 隧道江北框架段 剩余段，隧道

DK205+476.00 DK205+500.00 0.02 隧道江北工作井 剩余段，隧道

DK205+500.00 DK214+981.56 9.48 隧道盾构段 剩余段，隧道

栖霞区 DK214+981.56 DK215+592.47 0.61 隧道盾构段
剩余段，隧道，

无陆域占地

鼓楼区

DK215+592.47 DK217+220.00 1.63 隧道盾构段 剩余段，隧道

DK217+220.00 DK217+860.00 0.64 隧道矿山法段 剩余段，隧道

DK217+860.00 DK219+067.00 1.21 隧道盾构段 剩余段，隧道

DK219+067.00 DK219+091.00 0.02 隧道江南工作井 剩余段，隧道

DK219+091.00 DK219+250.00 0.16 隧道江南框架段 剩余段，隧道

鼓楼区
DK219+250.00 DK219+550.00 0.3 江南U型槽 剩余段

DK219+550.00 DK219+671.75 0.12 路基 剩余段



隧道工程
全隧纵断面采用深埋 V 坡方案，江南

江北各1处工作井，江北1处斜井。
隧道主要采用盾构法施工，两端洞口

工作井、框架段及 U 型槽采用明挖法施
工，江南幕府山白云岩段局部采用矿山法
施工+盾构空推通过。

本隧道江北明挖段与工作井位于浦泗
路路中，江南明挖段与工作井位于金碧路
路侧，江南斜井洞口（DK217+450）设
置于上元门水厂南侧永济大道中央绿化带
内。盾构段穿越城市主城区。隧道按江北
洞口、斜井洞口、江南洞口共3个工区，
3个工作面组织施工。



站场工程
本项目贯通正线共设2座车站，其中南京站为既有车站，南京北站为新建车站。相关宁滁

蚌同步实施工程、宁淮动走线工程、宁淮京沪联络线等相关的4个线路所。



站场工程
本项目贯通正线共设2座车站，其中南京站为既有车站，南京北站为新建车站。相关宁滁

蚌同步实施工程、宁淮动走线工程、宁淮京沪联络线等相关的4个线路所。

占 用 南 京 站 城 际 场
动走线线位引入城际场
并与沪宁城际正线贯通，
于宁淮正线两侧还建动
走线。



站场工程
（1）林场西线路所
为宁滁蚌同期实施工程，该线路所敷设方式为桥梁，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林场西线路所涉及 8 处 42 号接轨道

岔工程。
（2）侯庄、梅庄线路所
宁滁蚌右线通过宁滁蚌接车线连接至宁淮动走线，设侯庄线路所及梅庄线路所。两线路所敷设方式均为高架。
侯庄线路所涉及 1 处 42 号接轨道岔工程，梅庄线路所涉及 1 处18 号接轨道岔工程及安全线 1 处 12 号道岔工

程。

（3）林场线路所
林场线路所林场线路所按照与改京沪

客车线同步实施考虑，敷设方式为路基，
位于南京市地铁三号线北侧，林场线路所
涉及2 处18 号接轨道岔工程及安全线1 处
12 号道岔工程。



改移工程
 改移道路

本项目改移道路15处-4921m（先导段9处-747m，剩余段6处-4174m），占地面积15.65hm2（先导段1.40hm2，剩余段

14.25hm2）



改移工程



改移工程

本项目改移暗涵1处-
643m，均为矩形断面，
涵口尺寸为2.8×4.0m，
面积0.39hm2，暗涵顶部
为硬化路面。



改移工程

梅庄夹河自后河至鱼塘段与南

京北站用地冲突，需改移。

改移后河道长度1011m，河底

高程5.5m，堤顶高程10.00m，河

口宽22m，底宽4m，边坡1:2。占

地约6.72hm2。



施工组织及进度

共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总面积22.54hm2，其中先导段设置15.00hm2、剩余段设置

7.54hm2（另有3.45hm2临时占用改移工程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具体包括拌合站2处（先导段设置）、填料加工站1处（先导段设

置）、梁场1处（先导段设置），施工场地3处（剩余段设置）、桥梁施工场地3处

（剩余段设置）。



施工组织及进度

施工便道路面采用5.0m宽，为红线

外临时用地，均设置在先导段，剩

余段利用现有道路。具体见下表。

路面采用厚15cm的泥结碎石路面。

本工程全线设置便道便桥17.645km，

临时占地8.82hm2。



施工组织及进度

钻渣设置3处土方临时周转
场，总面积约0.99hm2，均位于
用地红线内，临时占用施工生
产生活区，堆土区域堆高不高
于2.5m。

设置2处表土堆存场，总面积
约3.98hm2。均位于用地红线内，
临时占用站场工程区、施工生
产生活区，堆土区域堆高不高
于3.0m。



占地情况

本项目永久占地109.21 hm2。其中本项目新征占地89.72hm2（含改移

22.76hm2），另扰动新建沪渝蓉沿江高铁上海至南京至合肥段工程已征占地

15.54hm2，南京站既有用地3.95hm2。

工程临时占地共计31.36hm2，其中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占地22.54hm2

（另有3.45 hm2临时占用改移工程区），施工便道临时占地8.82hm2。临时

堆土区临时占用本项目其他工程区4.97hm2（临时占用站场工程区3.85hm2，

临时占用站场工程区1.12hm2）。



土石方工程

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431.98万m3，

其中挖方总量为356.74万m3（含表土剥离

量9.60万m3）、

填方总量为75.24万m3（含表土回覆量

9.60万m3），

工程移挖作填利用总量66.75万m3（含表

土利用量9.60万m3），

借方8.49万m3，

余方总量289.99万m3。



土石方依托工程
1）江苏省肿瘤医院江北国际合作分院项目
属于新建工程，由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批准建设（宁新区管审备（2020）740号）。该项目位于江北新区中

央商务区，2021年11月取得水保方案批复（宁新区管审水告〔2021〕38号）。

本项目与依托项目关系：本项目计划综合利用江苏省肿瘤医院江北国际合作分院项目8.49万m3余方作为本项目工程借方回填使

用，已和该工程土方单位签订供土协议，达成初步供土意向。

2）安徽省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产业第二片区开发建设工程
5.57km2，包含众多待生产建设工程，用地性质多为工业用地，建设工程多为工业厂房工程。片区现状多低洼地，规划多为工

业用地，从防洪及规划角度考虑，需进行场地回填垫高，规划建设周期2018~2030年。

本项目与依托项目关系：本项目计划将余方运至该项目进行综合利用，经沟通，该片区可接收本工程最大土方量约为280万m3，

已签订意向性协议，待本工程施工后进一步签订相关协议。

3）石湫街道向阳村废坑塘复垦项目
石湫街道向阳村废坑塘复垦项目经由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石湫街道办事处会议讨论通过，同意该村废弃坑塘回填后复垦，共

计需要土方58万m3，分批实施。现阶段计划2023年年底开工。

本项目与依托项目关系：本项目计划将余方运至该项目进行综合利用，经沟通，该片区可接收本工程最大土方量约为30万m3，

已签订意向性协议，待本工程施工后进一步签订相关协议。



施工组织及进度
施工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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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概况

 地貌类型：从北向南：徐准黄泛平原区、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和长江三角洲平原区。

 气象：以苏北灌溉总渠为界，北部：半湿润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南部：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水系：淮河流域，沿线跨越多条河流，主要有苏北灌溉总渠、宝射河、北澄子河、盐邵河、老通

扬运河和新通扬运河。跨越桥梁：均已取得相关洪评批复，工程实施履行相关要求

 土壤：水稻土、黄棕壤、沼泽土、田园土。

 植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淮安段沿线林草植被覆盖率约22%，扬州段沿线林草植被覆盖率约

28% 。

 区域内基本农田分布广、数量大的现实客观上导致路线无法避让基本农田。本项目已最大程度优

化设计,永久用地占用基本农田的，通过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实现占补平衡。



水土保持区划及重点防治区

 根据《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的公告（苏水农〔2014〕48号），

线路经过的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江北新区

盘城街道、泰山街道、沿江街道属于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鼓楼区和玄武区属于省级水

土流失易发区。



生态敏感区
依据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本工程涉及2处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南京八卦洲省级湿地公园、南京幕燕省级森林公园、1处江苏省生态

空间管控区——浦口桥北滨江湿地公园。工程以隧道形式下穿Ⅱ南京八卦洲省级湿地公园539m、南京幕燕省

级森林公园259m、浦口桥北滨江湿地公园2302m。符合相关要求。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

准》、

《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

对工程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进行逐

条分析和评价。

项目选线不涉及湖泊和水库，以桥梁形式穿越沿线河道，不涉

及河流两岸植物被保护带。

局部涉及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不可避

让，但经环境影响评价，采取保护措施后，工程对其影响可接

受。

项目涉及基本农田的永久占地区域按相关要求办理占补平衡，

临时占地区域实施土地复垦。

工程所在地区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

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工程建设区不涉及占用全

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水

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等。

综上：项目选址选线存在水土保持制约因素，但无法避让，需执行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并优化建设方案和施工工艺。



防治指标



以主体工程设计功能为主，同时兼有水土保持功能，本方案不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也不纳入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主体工程方案的水保分析评价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主体设计具有水保工程的措施 需补充完善的

水土保持措施界定为水土保持的措施 不界定为水土保持的措施

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 路堤空心块护坡、路基排水及顺接工程 桩板式挡土墙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路堤空心块护坡、路堤植物防护 / /

临时措施 / / 路基边坡临时排水顺接工程、临时苫
盖

桥梁工程区

工程措施 / / 表土剥离及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桥下绿化 / /

临时措施 筑岛施工填筑及拆除 钢板桩围堰、双壁钢围堰及吊箱围堰 桥梁钻渣防护工程、临时苫盖

隧道工程区

工程措施 / / /
植物措施 / / /

临时措施 / / 临时排水及顺接工程，临时苫盖

站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站场排水顺接工程 边坡防护、支挡工程 表土剥离及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边坡灌草防护、站内综合绿化 / /

临时措施 / 边坡拦挡 临时排水及沉沙工程，临时苫盖

改移工程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 表土剥离及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边坡绿化防护、绿化 / /

临时措施 / / 临时排水及沉沙工程，临时苫盖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工程措施 / / 表土剥离及土地整治、复耕

植物措施 / / 场地绿化
临时措施 / / 临时排水及沉沙工程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 / 表土剥离及土地整治、复耕

植物措施 / / 场地绿化
临时措施 / / 临时排水及沉沙工程

临时堆土区

工程措施 / / /
植物措施 / / /

临时措施 泥水分离器、泥浆沉淀池、临时挡墙 / 临时排水及沉沙工程，临时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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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责任范围及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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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估测/预测

• 扰动地表面积：140.57hm2。

• 损毁植被面积：14.76hm2。

• 单元划分：

 同防治分区。

• 预测范围：140.57hm2。

经分析计算，本工程预测土壤流失总量为9888t，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1159t，新增

土壤流失量8774t



水土流失估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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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计算，本工程预测土壤流失总量为9888t，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1159t，新增

土壤流失量8774t



PART  05
水土保持措施

50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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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时段：2023年6月底～2029年12月。

 监测范围：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方法：实地调查、地面观测和资料分析

 （采用集沙池+排水出口监测法、边坡侵蚀沟法、土壤流失模型估测法及遥

感监测）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项目施工全过程各阶段扰动土地

情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



水土保持监测

本项目为线性工程，综合考虑各水土流失防治区特点采用均匀分布的方式选

取共计12处监测点，

 其中路基工程区布设2处，

 桥梁工程区布设2处，

 站场工程区布设1处，

 隧道工程区布设2处，

 临时堆土区布设2处，

 施工便道区布设1处，

 施工生产生活区布设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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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估算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3822.76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1901.41万元，植物措施361.97万元，临时措施700.88万元，

 独立费用528.61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59.28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150.00

万元，勘察设计费124.33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150.00万元，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编制费45.00万），

 基本预备费209.59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120.04万元（1200372.48元）



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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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项目建设的选址选线、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等方面基本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的规定。

2. 通过水土保持分析论证，在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实施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后，

能有效防止新增水土流失，实现项目区环境的恢复和改善，本工程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分析

是可行的。

3. 根据下阶段的施工组织设计，应进一步细化工程中已有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落实

本报告提出的水土保持措施；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加强对土方临时转运的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工作。

4. 施工结束后，依据批复的水保方案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验收，

确保项目区各项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

结论



请各位专家、领导批评指正！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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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邮编: 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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