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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防治 目标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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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 以国家有关建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的法规为依据
,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阐述了开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特点和编制关键
。

明确指出《水土保持方案》应具备法律的

强制性
、

以施工范围为核心的小区域性
、

实施单位的可操作性及对当地造成不利影响的补偿性

4 个特点
。

《水土保持方案》应包括施工区
、

影响 区
、

保护 区在内的防治范 围
。

防治 目标应为人为

新增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
、

原生地 面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治理
、

工程施工和运行得 到安全 防护

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

同时应以施工建设区
、

影响 区人为水土流失及土地荒 (沙 )漠化防

治为重点
,

并控制上游来洪
、

风 口动力源
、

地表扰动和弃渣物质源
。

关链词 水土保持方案 开发建设项 目 防治 目标

O bje e tiv e a n d E m Ph a s is o f 5 0 11 a n d W
a te r C o n se r v a tio n P r o g r a m

in D e v e lo Pin g C o n s tr u c tio n a l P r o je c t

C入a , , g M d o d e

W
a , , g X i, Zc l: e , : g M “

M
u d u o G a o j ia ) :11 , , g

(A d n , i, : ; s tra t iv 。 B , ‘二 a “ ‘、f th 。 UP Po r a n d Ml d d le R e a c h e s

of Y ello : 。 R z 二。 r , the Y ell~ R iv 扩r

〔沁m n ‘1 5 、1 0 2 :

of w
o t,. ,

〔
’
‘J, : 、,. 八

,“ , , ‘介
一

,

八了; , , is t即 of IV 口 te r R e : o :‘r c e s ,

7 1 0 0 4 3
,

X i
, a n

M
u , ; ic iP a l; t夕 ’

A b s tr a e t A e e o r d in g t o n a t io n a l r e le v a n t la w s , eh a r a e te r is r ie s a n d th e d e s ig n in g k e y o f 5 0 11

a n d w a te r e o n s e r v a tio n p r o g r a m in d e v e lo p in g e o n s t r t一e t io n a l p r o je e t a r e e x p o u n d e d t h r o t l g h

e o m b in in g th e t he o r y w ith p r a e t ie e
.

It 15 e le a r ly p o in t e d o u t t ha t the p r o g r a m s h o u ld p o s s e s

fo u r e ha r a e t e r is t ie s ,

w h ie h 15 e o e r e e d by la w
,

w it h in a s m a ll r a n g e p e r m rn it te d fo r e o n s t r u e -

tio n ,

fe a s ib ilit y
, a n d e o m p e n s a b ility fo r lo e a l 10 5 5 o f u n fa v o u r a ble e ffe e t

.

T he p r o g r a m o u g h t

to in elu d e a r e a s o f e o n s t r u e t io n , e ffe e t a n d p r o te e t io n ,

its o b je e t iv e s o f p r e v e n t io n a n d e o n t r o l

a r e a s fo llo w
s ,

(1 ) th e n ew fo r rn e d m a n 一

m a d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5 5 15 e o n tr o le d b a s ie a lly
;
(2 )

the p r im a r y 5 0 11 a n d w a te r 10 5 5 15 h a r n e s s e d effe e t iv e ly ; (3 ) th e p ro je e t e o n s t r u e t io n a n d o -

p r e a t io n 15 p e r o te e t e d s e e u r e ly ; (4 )t h e lo e a l e e o n o m ie d e v e lo p m e n t 15 p r o m o te d
.

B e s id e s
·

th e

Pr e v e n t io n a n d e o n t r o l o f rn a n 一

m a d e 5 0 11 a n d w a te r 10 5 5 a n d la n d d e s e r t ifie a tio n s h o u ld b e

ta k e n a s t he k ey ; th e flo o d fro m t一p p e r r e a e h e s ,
the p o w e r s o u r e e o f w in d g a p

,
th e s u r fa e e t L一r -

b u le n e e a n d th e s e d im e n t s o u r e e s h o u !d b e e o n t r o !le d
.

收稿 日期
: 2 9 9 6一 l一 1 0



水 1几保持 通报 第 拓 卷

K e yw o r d s s o xl :、一ld w a 生。 r e o lls e r v a t io ll p r o g r a n : ; d e v e lo p in g e o n s t r o je tio n a l p r o je e r ; o bje e t iv e s

r) f l) ,
一

e 、
,

e 一: t 1 0 一l 。 [ zd e o x: tr o l

f 问题的提出

我国人 口 众 多
,

水土 资源相对臣之
.

水土流失严重
。

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

水

土流失和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将更加严峻
。

许多开发建设 项 目的施工
,

缺乏水土保持忧患意识
.

在不搞任何水土保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

乱采乱挖
,

大面积破坏地表植被
,

随意向河道倾置弃

土弃碴
.

阻碍行洪
.

造成严重的人为新增水土流失
,

后果十分严重
。

1 99 1 年我国颁布了《水土保

持法 》
,

相继又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

《国务院茉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
、

《开发

建设晋陕蒙接壤 区水土保持规定》等有关法规
。

明确提出
:

凡在 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新建的生

产建设和资源开发项 目
,

都要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
.

各级计划

部门在审批项 目时要严格把关
,

同时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
。

对此水利部
、

国家计

划委员会
、

国家 环境保护局发布了关 于印发《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的通 知
.

1 9 9 5 年水利部 以 5 号令发布了《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管理规定》
,

对水土保持方

案的管理
、

审批及编制内容
,

都作了具体规定
。

但不少建设单位和方案编制单位对水土保持方

案应具备的特点
、

涉及的范围
、

防治目标和重点不十分明确
,

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
,

直接地影

啊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的贯彻执行
。

我们通过晋陕蒙接壤区神府东胜矿 区水土保持规划

和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实践
,

认为体现水土保持方案的特点
,

突出防治重

点
,

明确防治 目标是编制好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关键
。

同时我们就水土保持方案的特

点
、

范围
、

防治 目标和防治重点进行探讨
,

期望能对各类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提

供依据
。

2 水土保持方案的特点及防治范围

2
.

1 水土保持方案特点

经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一般的大 区域或流域水土保持规划不同
,

其

自身特点表现为
:

2
.

1
.

1 法律的 强制性
。

国发 (1 9 9 3 年 )5 号文明确规定
,

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新建的开发

建设项 目的水土 保持方案必须编报
.

经过审批
.

工程才能动工 ; 已建项 目 3 个月内必须补报《水

土保持方 案》 水土保持方案必须付诸实施
。

必须按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规模
、

标准
、

时序实施
.

并接受水保监督部门的检查
、

验收
。

不是有钱就能搞
,

就实施
;

没钱就可以不搞
,

不实施
,

或部分

实施
。

而是具有强制性
.

要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

2
.

1
.

2 以施工点为核心的小 区域性
。

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范围
.

不同于流域规划和按地

貌界
、

行政 区界划定的区域规划
。

一切为保护施工安全
、

保证工程运行
.

把施工造成的人为水土

流失影啊减少到最小程度
.

因而防治范围是围绕施工点或施工沿线划定的小区域范围
。

这个范

围是根据征地范困
,

施工开挖
、

弃碴的地貌部位
,

弃碴 方式及洪水
、

沙害
、

泥石流的源地而确定

的
。

可能是集
‘

}
,

连 片
.

也可能是零碎的 ; 可能是以施工点为核心的局部的汇流区和堆沙地 (露天

开采
、

建厂取料等 )
.

也可能是窄带状的
.

如公路
、

铁路
、

引水工程沿线
。

总之是围绕着施工的影

响保护范 围而定
.

不能随意划定
。

2
.

1
.

3 实施单位的可 操作性
。

水土保持方案不是大区域宏观指导性的规划
.

也 不是一般

措施到位 的流域规划
。

防洪拦碴
、

护路
、

护岸
、

护矿等工程措施及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林草措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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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计水平
,

而且设计 防护标准要与防护对象的标准相适应
,

要提出实施的时限及保证措

施
。

总之要达到定位
、

定性
、

定量和定序
。

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

便于监督部门监督检查
。

2
.

1
.

4 对 当地造成不利影响的 补偿性
。

大型开发建设项目施工中的开挖
、

弃碴
,

必然对当

地的环境质量
、

工农业生产
、

群众生活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

对河流
、

水库
、

农田
、

林草措施构成

一定威胁
。

所以水土保持方案应在布设工程施工 防护设施的同时
,

应注重为改善当地环境质

量
,

发展当地工农业生产
,

改善群众生活
,

创造必要的条件
。

在蓄水拦泥淤地
,

复垦造田
、

农 田防

护
、

生物措施安排上尽可能和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

对施工造成的不利影响和损失应予以补

偿
。

2
.

2 水土保持方案防治范围

水土 保持方案防治范围的划定
,

是一个 比较复杂涉及因素较多的问题
。

但总的原 则是一切

要从 实际需要 出发
,

按照
“

谁开发
,

谁保护
” 、 “

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
”

的原则
,

科学地 合理地划

定方案的 防治范围
。

方案的防治范围应包括项 目施工区
,

影响区 以及预防保护区
。

2
.

2
.

1 项 目施工 区
。

即开发建设项 日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工工程占地涉及的范围
·

包括

工程基建开挖
、

取料场开挖
、

扰动地表排弃上石碴的场地
,

该区是引起 人为水土流失及风蚀沙

漠化的主要物质源地
。

2
.

2
.

2 影响区
。

即
_

E 程施工 内接影 [lli,J
.

可能造成损失或灾
’

翔钩地区
.

包括地表沦散; 七少丈

坡弃土弃碴在暴雨径流
,

洪水 飞风沙作用
一

户
“

f能危及的范围
.

可能导致滑坡
、

塌 方
、

泥 石流
、 ’

卜段

沙埋的频发地段
。

直接影响区范围的划定要从实际出发
.

在较强的风
、

水动 勺条件 下
,

山于施工

原因可能 危害到哪里
,

界线就划到那里
。

既不能人为的缩小范围
.

也不能无根据地漫无边际地

划分
。

2
.

3
.

3 预 防保护 区
。

即对工程施工或运行构成严重威胁的
_

卜游产拱区或周田风 ! 丁
、

飞少地
:

该区是引起新增水土流失
.

危害工程及下游的主要动力源地
。

建设单位 要做到安全施 l 和保证

工程运行
,

免遭水毁
、

沙埋
,

在该区必须布设防护设施
。

3 水土保持方案防治 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 目标是根据建立水土保持方案的报告制度的法规精神及要 解决的主

要问题而确定的
,

是由《方案》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

明确《方案 》的防治 目标是保证编制好水土

保持方案
,

解决主要问题的关键
。

根据神府东胜矿区水土保持规划及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
,

我们认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应确定以下防治日标
:

3
.

1 人为新增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

控制施工所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是方案编制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

无论是对产洪区
·

风 口沙

地动力源的控制
,

还是对施工 区物质源的稳定
.

都是为实现这个 目标服务的
。

除上游拦控工程

及主风 向的防风固沙工程外
.

关键要高标准布设防洪拦碴工 程
,

土地 复垦工程及边坡削坡开

级
、

导流
、

砌护工程
。

地表破坏而弃耕的
,

一定要恢复耕地
.

破坏林草植被的一定要恢复植被

除工程占地
、

生活区占地外
.

土地复垦及恢 复植被面积
,

必须占到破坏地表面积的 9。% 以上
.

各类措施布设的拦碴量
.

要占到总弃碴量的 80 % 以上
。

3
.

2 原生地面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治理

水土保持方案除必须强化防洪拦碴
、

复垦护坡工程措施外
,

还应加强梯田
、

现地
、

水地等基

本农田的建设
,

营造水土保持林及防风固沙林
。

使《方案 》防治范围的植被粗盖度达 4。% 以上
.

治理程度达 50 % 以上
,

天然水土流失量减少 6。%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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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建设项 目的施工安全应得到保证

大型开发建设项 目及配套设施的施工
,

必须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

山西安太堡露天矿大滑

坡
,

陕蒙界河活鸡兔露夭矿矿坑遭洪水冲毁
、

淤漫
,

神朔铁路被水毁无 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人员伤亡
。

所以对 险工段上游沟道
,

坡面
、

集沙处必须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措施
。

确保施工

免遭洪水
、

风沙侵袭
,

防治水土流失的危害

3
.

4 确保建设工程安全运行
,

抵御工程设计年限的洪水
、

沙暴灾害
。

水土保持方案设置的防护体 系不仅要能保护施工安全
,

而且工程竣工后也能保护其安全

运行
。

在工程设计年限内
,

设计标准应能抵御洪水
、

泥石流的毁坏或沙袭沙埋
,

使水利电力工程

不因水土流失的加剧
,

和泥沙土碴填淤而提前报废
。

工程运行的设计标准
,

应按工程设计运行

年限而确定
。

3
.

5 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要能为发展当地工农业生产
、

改善群众的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防护措施布设
、

复垦造田
、

道路修建
、

劳力安排等方面和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

以补偿

因施工占地造成的不利影响或损失
。

4 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重点及对策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突出防治人为新增水土流失及土地荒 (沙 )漠化为重点
。

重点设防
、

重

点监督的区域为施工建设 区
; 重点治理 区域为直接影响区

。

上游拦洪拦泥措施及风 口 防风固沙

措施也绝对不能忽视
。

总的防治对策为控制上游洪水
、

风 口动力源
、

固定施工区物质源
,

实现新

增水土流失和夭然水土流失二者兼治
; 而预防保护区则 以控制原生地面水土流失及风蚀沙化

为主
。

目的都在于控制上游
,

减缓灾害威胁
,

施工区及影响区提高抗御洪水风沙灾害的能力
,

并

减少向大江大河下游输送泥沙
。

施工区的基建
、

取料
、

采矿开挖场地
,

应尽量减少破坏植被
。

除工程竣工逐步回填进行土地

复垦外
,

开挖裸露土地
,

必须植树种草或农耕
,

恢复植被
,

防止水土流失 ; 开发建设项 目施工和

生产中造成的岩土
、

砰石
、

废碴等废弃物要结 合土地复垦
、

修路
、

修堤等等加以利用
,

不允许向

河道
、

水库
,

行洪滩地
,

农 田或道路上倾倒
。

废碴要安排固定的弃碴场
。

根据情况安排布设拦碴

坝
、

围碴堰或挡碴墙
,

碴堆下部砌护导流
、

上部造林种草
,

营造绿地
,

防风固碴
。

修建铁路
、

公路

和水利工程等所形成 的高陡边坡
,

或地界以内的山坡地
,

要进行必要的削坡开级
。

采取砌护
、

导

流等措施
,

防止滑坡
,

塌方
、

泻溜等对建设项 目造成危害
。

在生产区
、

生活区及工程沿线还应布

设必要的绿化美化或生物防护措施
。

直接影响 区既要布设 护矿
、

护路
、

护岸
、

护 田
、

护村 (镇 )工程措施
,

又要大 力造林种草
,

加强

水土保持
、

防风固沙生物防护体系的建设
.

保护耕地
,

开发耕地
,

兴修梯田
、

坝地
.

水地等基本农

田
。

增强抵御新增水土流失及洪涝
、

干旱
、

风沙灾害的能力
。

在预防保护区应加强 以防洪拦泥为主的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
。

在主要产洪沟道布设必要的

防洪拦泥拦沙治沟骨干坝和淤地坝
,

同时加强坡面治理
,

兴修梯田
,

造林种草
、

防风固沙
、

减缓

洪水风沙对施工区及工程运行的威胁
。

对已开工或计划近期施工的防护设施
.

方案编制工作深度要达到扩大初设标准
,

提出平面

布局图和工程设计图
。

要定性
、

定位
、

定量
、

定序
,

提出实施完工的时限
。

对远期施工或预防保

护区防护措施的工作深度应达到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规划水平
,

但关键的防洪拦泥骨干工程亦

应达到初步设计水平
,

安排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

同时验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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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制实施方案的保证措施

目标确定
,

重点突出的水土保持方案
,

只有付诸实施
,

才能实现确定 目标
,

解决施工中产生

的突出间题
,

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及社会生态效益
。

而编制和实施《方案》则需要开发建设
.

水

行政监督
,

流域治理等有关部门及《方案》编制单位各负其责
。

互相配合
、

通 力合作
,

才能编好

《方案》
,

将《方案》变成现实
。

(l) 开发建设部门要从国家整体利益
,

长远利益及 自身安全考虑
,

树立忧患意识
,

严格按照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规定办事
,

及时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

并经审批后坚决予以实施
。

按《方

案 》拟定防治措施标准
,

布局及实施顺序
、

时限
,

完成防护治理措施的实施任务
。

无力组织实施

的按规定 向水行政管理部 门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或补偿费
,

由水保部 门组织实施
。

(2) 水行政监督部门
,

流域治理部门
,

要加强宣传《水土保持法》及有关水土保持方面的法

规
、

条例等
,

并监督实施
。

对主动积极编制实施水土保持方案
,

并取得明显成绩的要表彰奖励
,

对消极抵制水利部 19 9 5 年 5 号令的不编制《方案》或不按《方案》实施
,

在施工中造成严重水土

流失
,

酿成 巨大损失的要批评
、

教育和处罚
,

直接追究开发建设单位有关领导的责任
。

(3 )(( 方案 》编制单位除科学合理划定防治范 围及施工区
、

影响 区
、

预防保护区外
,

要按工程

设计及开工现状和同类情况造成水土流失的实际
,

确定新增水土流失物质源和动力源
,

估算预

测新增水土流失量及新增入河碴量
,

估算危害程度
。

并经充分论证后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安

排布设各分 区的防护设施
,

搞好应急关键防护措施的扩大初设
,

拟定实施的顺序及时限
。

对开

发建设单位应承担的防治费用要根据已颁定额进行概算
,

所需投资列入工程总概算
。

对预防保

护 区的防治费用
,

要提出合理的资金匹配方案
。

匹配总的原则是
: “

开发建设部门防护治理为

主
,

国家
,

地方政府补助与群众投劳相结合
”

多方 合作承担预防保护区的任务
。

建设单位承担的

防治费用
,

一般应占预防保护区总防治费用的 30 %一 50 %
。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刚起步实施
,

将会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认识
.

成为每个开发建

设单位的自觉行动
。

水土保持方案将通过实践的检验更加完善
,

为改善生态环境
、

保证施工运

行安全
,

减少入河泥沙
,

促进经济发展
,

加速脱贫致富步伐
,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