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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现状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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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践的研究和思考,指出了目前我国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中存在的技术瓶颈和管理体制缺陷。分析了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监理的内在联

系。提出了走出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困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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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in High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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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echnical bo tt leneck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dm inist rat ion sy stem ex ist ing i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m onitoring in highw ay const ruct ion pro jects w ere put fo rw ar d on the basis of the r esearch and

consider at ion on monito ring pract ices 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 uction pro jects. The inter- relat ions of mon-i

to ring and supervision w ere analyzed as w ell. Some suggestions w ere proposed to so lve the problems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m onitor ing.

Keywords: soi 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supervision

1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现状

开发建设项目对地貌的破坏最严重,水土流失动

态变化最大,是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 同时也是水土

保持监测的难点。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在我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而公路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则是最近几年

才发展起来的。

公路建设项目具有与传统水土保持项目不同的

特性。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是针对人为条件下的

工程水土流失, 具有工期较长(一般为 3~ 4 a) , 土石

方工程量大,对项目沿线扰动剧烈,时空变化快,难于

追溯,跨越不同的地质地貌类型, 形成的水土流失类

型复杂等特点; 而传统的水土保持项目是在原生状态

下、变化缓慢的、类型单一的自然土壤流失,在监测方

法、监测内容、监测频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

水利部颁布实施的5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6

( SL277 ) 2002) ,对开发建设项目(包括交通铁路行

业)水土保持监测做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在监测工作

开展过程中,对于如何根据项目施工类型确定监测区

域、监测内容; 如何兼顾项目时空特征, 设置监测点

位,确定监测频率;如何根据监测点位、监测内容选择

监测方法等均未见详细阐述,操作性较差, 使得目前

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无章可循, 各

行其是。

2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中存在
的问题

  如上所述,由于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在我

国刚刚起步,监测单位也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工作

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定的理论和技术难题。主要

表现在如下方面。

2. 1  理论和技术难题

由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刚刚起步,许多

在监测工作实际中遇到的基础问题缺乏理论支撑和

技术支持。



监测单位在工作过程中, 发现对于公路建设项目

作为线状工程, 如何在满足时空特性的同时科学合理

地设置监测点位,如何针对监测内容选定监测方法等

都缺乏理论依据。

SL277 ) 20025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6针对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虽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往往很难满足其点位设置的前提条件。

如钢纤法,不但不易于维护, 也很难解决坡面的自然

沉降问题;对于监测点位的选址原则、设置数量、定点

要素等更是无从谈起;如何依据工程实地情况进行监

测方法的选择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

2. 2  设置专职专业水土保持监理的必要性

首先,为了确保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质量,准确计量水土保持工作量, 必须设置专职专业

的水土保持监理。

其次,工程进入施工期, 不可避免地进行一些设

计变更,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不能进行动态的设

计,根据工程施工实际情况, 灵活地进行水土保持防

护,也需要水土保持监理的专业技术支持。

再次,水土保持工作投入大、经济效益短时间难

以体现。不能完全依靠承包商积极主动、保质保量地

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更需要水土保持监理监督其施

工行为,督促其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另外, 施工单

位没有具备水土保持知识的技术人员, 对待水土保持

工作认识程度不够, 对于填报水土保持措施资料往往

不能胜任。因此,更需要水土保持监理对他们进行指

导,完成该部分工作内容。

目前全国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阶

段,更需要专职、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

2. 3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环境政策中的/ 谁污染, 谁治理0原则,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工作是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的。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 /谁污染, 谁治理0, 不一定是最经

济的;尤其对于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这一原则

更显现出其不适应性。

首先,由于项目建设单位是水保监理单位和水保

监测单位的甲方,支付水保监理单位和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服务经费; 水保监理单位和水保监测单位很难在

工作中时刻保持公正和中立。项目建设单位很少因

为水保工作而影响主体工程的施工;因此水保监理单

位也就很难发出停工整改的指令。如此,则水保监理

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工作成果相应受到削弱。

3  建 议

3. 1  大力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仍存在诸

多理论和技术难题,需要大力开展立项研究。

其次, 还需不断开展监测技术培训, 提供交流的

机会和平台,不断提高整体监测技术水平。

3. 2  设置专职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

设置专职、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 可以迅速扭转

水土保持工作难于开展和开展不力的状况;能够从专

业的角度监督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提高公路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性。设置专职、专业的水土保

持监理,可以对承包商的施工行为和水土保持工作开

展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 规范承包商的施工

行为。

设置专职、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 可以跟水土保

持监测单位联动,将监测结果与监理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设置专职、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可以科学、有序

地积累水土保持工作数据和资料,为水土保持专项验

收提供坚实依据。

3. 3  设立建设项目环境管理项目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 在工程预算中, 将环境

保护资金独立列算,与项目建设指挥部平行成立项目

环境保护项目部,做到专款专用, 由该项目部统筹管

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该项目部应大致包括环境监察室、环保办公室、

水保办公室等,各室分管投诉、监理、监测等, 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形成系统的、立体的、联动的金字塔型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体系。

总之, 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刚

刚起步,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同时

也存在体制层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有关专家和有关

部门进行研究、呼吁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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