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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区各阶段照片展示 

枢纽区 

  

枢纽区大坝现状（2015.10） 枢纽区大坝现状（2016.3） 

  

枢纽区大坝现状（2016.12） 枢纽区大坝现状（2017.7） 

弃渣场区 

  

1#弃渣场（2016.3） 弃渣场（2016.6） 



  

1#弃渣场（2016.12） 1#弃渣场（2017.7） 

  

7#弃渣场-老尖山隧洞入口（2016.12） 7#弃渣场-老尖山隧洞入口（2017.7） 

  

8#弃渣场-老尖山隧洞出口（2016.12） 8#弃渣场-老尖山隧洞出口（2017.7） 



  

新增弃渣场-绞苴隧洞入口（2016.12） 新增弃渣场-绞苴隧洞入口（2017.7） 

移民安置区 

  

移民安置区（2016.3） 移民安置区（2016.12） 

  

移民安置区（2017.7） 

 

 

 

 

 

 

 



施工营场地区 

  

枢纽区临时施工营场地（2016.3） 枢纽区临时施工营场地（2016.12） 

  

枢纽区临时施工营场地（2017.7） 

渠道区 

  



  

输水渠道现状 

  

  

1#倒虹吸 

2#倒虹吸 

3#倒虹吸 
4#倒虹吸 



  

道路区 

  

永久进库公路 

  

临时施工便道 

 

 

 

 

 

 

 

 

5#倒虹吸 

绞苴隧洞出口 



料场区 

  

新增粘土料场 规划粘土料场 

  

风化泥岩料场 石料场 

二、典型水土保持措施展示 

  

1#弃渣场排洪沟 7#弃渣场下游沟道拦挡 



  

枢纽区喷砼护坡 枢纽区喷砼护坡、混泥土排水沟 

  

道路下边坡浆砌石挡墙 进库公路排水沟 

  

浆砌石护坡 枢纽区空地绿化 



  

施工营场地整地、绿化 弃渣场绿化 

三、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弃渣边坡侵蚀沟测量 无人机观察渠道沿线现状情况 

  

弃渣场排洪沟尺寸测量 向业主了解工程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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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 

建设单位、联

系人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联系人：李国华 13708788234 

建设地点 大姚县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9048.52 万元 

建

设

规

模 

红豆树水库为中型水库，

总库容为 1531.17 万 m3，

工程等别为Ⅲ等 

工程总工期 54 个月，2012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云南淩屹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振翔 
15925134125 

自然地理类型 中高山河谷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标准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地面观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量测结合资料

分析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监测 
实地量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现场调查法 

监

测

内

容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现场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1040t/km²·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177.678hm²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²·a 

水土保持估算投资 392.18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²·a 

防

治

措

施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2096.89m，喷砼护坡 16056.39m2，浆砌石护坡 748.26m2，混凝土排

水沟 2336m，土地整治 11.28hm2，拦洪坝 8.3m 

（2）植物措施：植物措施面积 27.42hm2，工程量为：栽植乔木 46940 株、灌木 9019 株、爬藤 2262

株、撒播草籽 11.87hm2 

（3）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250m、临时土工布覆盖 2100m2 

分类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5 96.84 

防治

措施

面积 

29.98 
hm² 

永久建筑

物及硬化

面积 

66.81 
hm² 

扰动土地

总面积 

163.51 
hm²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97 97.08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177.58hm² 

水土流失总面

积 
29.98hm²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1.68hm² 

容许土壤流失

量 
500t/km²·a 

林草覆盖

率（%） 
27 27.13 植物措施面积 27.42hm² 

监测土壤流失

情况 
490.49t/km²·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 96.91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28.29hm² 

林草类植被面

积 
27.42hm² 

防

治

效

果 

拦渣率（%） 95 95.05 
实际拦挡弃渣

量 
25.54 万

m³ 
总弃渣量 26.87 万 m³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林草植被恢复率未达标，主要是：石料场、渠道隧洞口弃渣场、渠道施工带主

要为石质边坡，土壤匮乏，气候干燥，不具备绿化条件 

监

测

结

论 

总体结论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项目区水土保持工作，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且能持续、

安全、有效运行，能有效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 

主要建议 

（1）进一步完善植物措施，并确保其成活率和覆盖率达到要求； 

（2）运行期注重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及巡查； 

（3）高度重视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治理及管护责任，积极配合当地相关主管部

门，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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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红豆树水库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东部的龙街镇石关村附近的

龙街河上游支流石关河上，水库坝址距大姚县城 36km，距龙街镇人民政府 20km。

为方便施工期间交通运输，建设单位新建一条场 12.5km 的施工便道，新建道路

起点位于元大公路大坡头，终点接枢纽区大坝，交通运输条件十分方便。 

红豆树水库坝型为粘土心墙风化石碴料坝壳坝，水库总库容 1531.17 万 m3，

正常库容 1175.21 万 m3，兴利库容 1099.57 万 m3，死库容 75.64 万 m3，根据《水

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工程规模为中型，工程

等别为三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洪道、输水隧洞等均按三级建筑物设计，

次要建筑物按四级设计，临时工程按五级建筑物设计。 

本项目实际工期为 54 个月（2012 年 12 月开工，2017 年 5 月完工）。总投资

2.145 亿元（不含移民安置增加投资），其中土建投资 1.249 亿元。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大姚县水

利局（后成立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工作）于 2010

年 2 月委托楚雄欣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工作。2010 年 8 月 31 日，云南省水利厅以“云水保﹝2010﹞233 号”文

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015 年 10 月建设单位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委托云南淩屹立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我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公司监测组于

2015 年 10 月首次进场开展监测工作。 

接受委托后，针对工程实际情况，我公司立即组织水保监测技术人员，对工

程区进行了全面的踏勘调查，详细调查项目区自然情况、水土流失背景与水土保

持现状等，结合工程的施工任务安排、施工工艺及总体布局，重点调查防治措施

实施情况，并进行现场布设监测点，对现场水土流失情况提出监测完善意见。 

监测时段内我公司工作组共计开展监测工作 9 次，2015 年 1 次（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次（3 月、8 月、12 月）、2017 年 3 次（3 月、7 月、11 月）、2018

年 2 次（3 月、7 月）。 

监测时段内，我公司主要的监测内容为：一是重点监测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监测总结报告                                                       前言 

 2 

责任范围、扰动原地表面积、损坏土地和植被数量、土石方平衡情况、防护措施

是否到位、施工过程中是否设有临时防护措施，项目区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

等情况；二是监测工程建设期和植被恢复期两个时段内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强度和土壤流失量等情况；三是监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

持措施落实、防治效果及维护和工程运行等情况。2018 年 8 月，我公司技术人

员对监测期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整理、汇总和分析，编写完成《大姚县红豆树水库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现场调查及工程建设资料分析，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施

工过程中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针对坝肩开挖边坡、渠道区外侧沟道、上坝

公路、弃渣场等区域实施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相关资料

分析，截止 2018 年 8 月，经统计，本工程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2096.89m，喷砼护坡 16056.39m2，浆砌石护坡

748.26m2，混凝土排水沟 2336m，土地整治 11.28hm2，拦洪坝 8.3m。具体工程

量为：C20 混凝土 3559.44m3，M7.5 浆砌石 15333.83m3，土地整治 11.28hm2。 

2、植物措施：植物措施面积 27.42hm2，工程量为：栽植乔木 46940 株、灌

木 9019 株、爬藤 2262 株、撒播草籽 11.87hm2。 

3、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250m、临时土工布覆盖 2100m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截至 2018 年 8 月，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流失六项防治

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8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08%，拦渣率

达到 95.0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6.91%，林草覆盖

率为 27.13%。六项指标除林草植被恢复率外，均达到了方案拟定目标值。林草

植被恢复率未能达到方案目标值的原因为：石料场、渠道隧洞口弃渣场、渠道施

工带裸露面主要为石质边坡，且土壤匮乏，气候干燥，工程投资所限不具备全面

绿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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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1 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 

建设单位：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建设地点：龙街镇石关村委会；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 

所属流域：龙川江流域； 

水库规模：水库规模为中型，工程等级为Ⅲ等，总库容为 1531.17 万 m3； 

建设工期：54 个月（2012 年 12 月开工，2017 年 5 月完工）； 

工程投资：总投资 2.145 亿元（不含移民安置增加投资），其中土建投资 1.249

亿元。 

1.1.1.2 项目地理位置及交通 

红豆树水库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东部的龙街镇石关村附近的

龙街河上游支流石关河上，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龙川江干流蜻岭河支流。水库

流域中心坐标为东经 101°23′,北纬 25°29′,水库坝址距大姚县城 36km，距龙街

镇人民政府 20km。为方便施工期间交通运输，建设单位新建一条场 12.5km 的施

工便道，新建道路起点位于元大公路大坡头，终点接枢纽区大坝，交通运输条件

十分方便。 

1.1.1.3 项目建设规模及特性 

查阅相关竣工资料，红豆树水库坝型为粘土心墙风化石碴料坝壳坝，水库总

库容 1531.17 万 m3，正常库容 1175.21 万 m3，兴利库容 1099.57 万 m3，死库容

75.64 万 m3，根据《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工程规模为中型，工程等别为三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洪道、输水隧洞等

均按三级建筑物设计，次要建筑物按四级设计，临时工程按五级建筑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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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工期为 48 个月，即 2010 年 11 月~2015 年 10 月；实际建设工期

为 54 个月，即 2012 年 12 月~2017 年 5 月；实际完成总投资 19048.52 万元，土

建投资 12500 万元。 

红豆树水库主要建筑物由大坝、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灌溉渠系建筑物组

成。根据扰动地表及水土流失产生的特点将项目区划分为：枢纽区、道路区、渠

道区、移民安置区、料场区、施工营地区、临时堆土场、弃渣场区和水库淹没区。

本工程特征见表 1-1。 

表 1-1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特性表 

一、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 

建设地点 云南省大姚县龙街乡红豆树村 

建设单位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流域面积 85km2 总库容 1550.63 万 m3 

设计坝高 60.4m 坝顶长 6m 

溢洪道长 299.0m 溢洪道宽 12m 

校核洪水位 1925.82m 设计洪水位 1924.22m 

建设规模 

正常蓄水位 1920.50m 死水位 1920.50m 

建设进度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总工期 54 个月 

总投资 2.145 亿元 土建投资 1.249 亿元 

二、工程组成 

拦河坝 粘土心墙风化料分区坝，坝顶高程 1926.90m，坝顶宽 6m，长 168.0m 

导流输水隧洞 
导流输水隧洞布置在顺流右岸，全长 439.54m，采用 M7.5 浆砌石进行

衬砌 

溢洪道 
无闸门控制的开敞式溢洪道，控制段宽 12m，总长 272.25m，由引水渠

段、控制段、转弯段、渐变段、陡槽段、消力池段和尾水段组成 

枢

纽

区 

水库管理所 位于拦河坝左岸上游约 100m 处，占地约 0.32hm2 

渠道区 

干渠全长 25.92km。明渠 22.80km、隧洞 2 座 1.374km、暗渠 1.12km、

渡槽 14 座长 0.266km、倒虹吸管 6 座 1.81km 渠道主要为浆砌石水泥砂

浆抹面结构 

永久进库道路 实际建设过程共新建进库公路 12.5km 道

路

区 新建临时道路 新建至粘土料场、倒虹吸、隧洞等施工临时道路共 6.48km， 

弃渣场区 实际启用弃渣场 4 个，规划弃渣场启用 3 个，新增弃渣场一个  

料场区 实际启用 4 个料场，其中 2 个粘土料场，1 个石料场，1 个泥岩料场 

施工营地区 主要为业主营地和施工单位营地，占地 0.31hm2 

移民安置区 
包含居民安置点、生产安置点、配套设施，占地面积 35.303hm2，移民

安置区实际由大姚县红豆树大坡水库小平地移民安置点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 

临时表土堆场 主要占用粘土料场空地，实际未启用 

水库淹没区 水库淹没区占地面积 59.9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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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项目组成及现状 

一、枢纽区 

枢纽区主要包括拦河坝、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和水库管理所等部分组成，

规划占地面积 4.314hm2。其中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均位于拦河坝右岸，水库

管理所位于左岸上游约 100 处。 

拦河坝：红豆树水库拦河坝推荐坝型为粘土心墙风化料分区坝，坝顶宽 6m，

长 168.0m，坝顶设置 0.9m 高的防浪墙，坝高 60.4m（以建基面起算），目前大坝

已建设完成。 

溢洪道：溢洪道为无闸门控制的开敞式溢洪道，控制段宽 12m，堰顶高程

1920.50m，即正常蓄水位。总长 272.25m，由引水渠段、控制段、转弯段、渐变

段、陡槽段、消力池段和尾水段组成。 

导流输水隧洞：输水隧洞进口底板高程 1885.40m，由进口段、龙抬头压力

段、竖井段、无压洞段、出口分水池段组成。压力段为直径 1.8m 的圆形洞，无

压段为 2.0×2.3m 城门洞型，洞身为 C25 钢筋混凝土衬砌结构，全长 439.54m 。 

水库管理所：位于大坝左岸上游约 100m 半山坡处，占地面积约 0.2hm2，边

坡已实施相应的拦挡和喷浆护坡措施。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枢纽区实际建设过程中组成及布置情况较原方案规划情

况未发生改变，实际占地面积为 4.314 hm2。 

二、渠道区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渠道断面形式有浆砌块石明渠、倒虹吸管、C20

钢筋砼衬砌隧洞、C25钢筋砼衬砌渡槽等形式，全长 25.92km，其中：明渠 22.80km、

隧洞 2 座 1.374km、暗渠 1.12km、渡槽 14 座长 0.266km、倒虹吸管 6 座 1.81km。

目前渠系建筑已投入运行，运行情况正常。 

表 1-2   渠道组成情况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明渠 km 22.80 均采用混凝土浇筑 

倒虹吸 座 6 全长 1.81km 

输水隧洞 km 0.91  

渡槽 座 14 全长 0.266km，均采用矩形断面，C20 钢筋砼结构 

三、道路区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的道路主要分为永久进库公路和临时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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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实际新建永久进库公路 12.5km，枢纽施工区内部以及至料场、弃渣场施

工便道共 2.39km，渠道施工新建现有乡村道路连接倒虹吸、隧洞口的临时便道

共计 4.09km，合计 6.48km。共计 18.98km，与原方案规划基本一致。 

表 1-3   实际启用道路特性表 

道路性质 道路名称 道路长度 
路面宽

（m） 
备注 

永久道路 永久进库公路 12.5km 6 连接大坝和元大公路大坡头段 

枢纽区 2.39km 3~5 主要为枢纽区内部及连接料场、弃渣场 

临时道路 渠道区临时施

工道路 
4.09km 3~5 

主要是渠道连接隧洞、倒虹吸、弃渣场等的

路 

合计 18.98km   

四、弃渣场区 

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主体设计单位对沿线的弃土场加强了工程地质与水文

地质的勘察工作。施工阶段注重土石方的利用，重新复核规划弃渣场 4 个，占地

面积 3.618hm2。目前总弃土量为 26.87 万 m3。弃渣场实施浆砌石挡土墙 33m、

混凝土挡墙 80m 和上游截水沟 358.91m。详细情况见表 1-4。 

表 1-4   实际启用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位  置 

占地 

面积 

（hm2） 

地貌 

类型 

设计 

容量 

（万 m3) 

目前弃 

土量 

（万 m3) 

备注 

1#弃渣场 
大坝下游左侧

约 1000m 处 
2.978 

沟谷

型 
12.854 24.60 

混凝土截水沟 358.91m，上

游及下游浆砌石挡墙共计

33m 

7#弃渣场 
老尖山输水隧

洞入口 
0.25 

沟谷

型 
0.237 1.45 

修建 2 座拦渣坝，长 20m，

C20 混凝土浇筑 50m3 

8#弃渣场 
老尖山输水隧

洞出口 
0.15 

沟谷

型 
0.37 0.47 

修建 2 座拦渣坝，长 20m，

C20 混凝土浇筑 50m3 

新增 1#弃

渣场 

绞苴输水隧洞

入口 
0.24 

沟谷

型 
 0.28 

修建 2 座拦渣坝，长 40m，

C20 混凝土浇筑 300m3 

合计   3.618   15.05 26.87  

五、料场区 

实际施工过程中，为避让农田，满足大坝填筑要求，合理利用渠道开挖土石

方，原规划粘土料场位置发生变更，实际变为原规划位置的东南侧山坡；进场道

路老梅树村段道路左侧新增一个粘土料场；大坝下游原规划泥岩料场未启用，大

坝上游规划泥岩料场和渠道区规划石料场未发生变更，料场实际占地 8.14hm2。

实际启用料场情况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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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实际启用料场特性表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hm2） 

设计开采量(万

m3) 

目前开采量

(万 m3) 

新增 1#粘土料场 进场公路老梅树村 0.74 / 7.04 

1#粘土料场 原规划位置东南侧 4.81 15.76 3.88 

1#风化泥岩料场 大坝上游 900m，左侧 2.21 106.95 40.34 

石料场 3#倒虹吸北侧 900m 0.38 35 8.42 

合计  8.14  59.68 

六、施工营场地区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渠道施工生活区通过租赁沿线村庄民房解决，渠道施工

为线型工程不需集中设置大型施工场地，利用渠道施工带、隧洞口等空地即可满

足材料堆放、砂浆搅拌等施工。因此，施工生产、生活区主要布置在枢纽区，包

括业主营地和施工单位营地，施工场地主要布置在施工区征地范围内。 

经统计，工程实际施工生产区占地 0.1hm2，施工生活区占地 0.21hm2。 

七、 临时表土堆场 

根据《水保方案》，规划临时表土堆场主要设置于取土（石）料厂的空地上，

实际未启用。 

八、移民安置区 

根据《水保方案》，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区包含居民安置点、生

产安置点、配套设施，占地面积 35.3hm2。 

目前移民安置区已全部投入运行状态，实际建设内容较原规划内容未发生改

变。 

九、 水库淹没区 

水库淹没区占地面积 62.43hm2，目前已开始蓄水。 

1.1.1.5 土石方情况 

一、《水保方案》土石方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如下：

本项目开挖量为 64.85 万 m3，表土剥离为 6.08 万 m3 回填利用 52.84 万 m3；表土

剥离 2.81 万 m3，临时存于临时堆土场内，全部用作后期绿化覆土；剩余 18.03

万 m3（自然方）全部堆放在指定的弃渣场。如按松方系数 1.30 计，需要处理的

土石方和废石约为 23.44 万 m3（松方），这些废弃的土石方和废石需要统一堆放

在规划的堆放场地内。详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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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水保方案》土石方平衡及弃渣流向表                        

回填（万 m3） 利用（万 m3） 弃渣（万 m3） 
分区 

占地面积

（hm2） 

开挖 

（万 m3） 

剥离 

（万 m3）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自然方 松方 
备注 

枢纽区 4.31 21.51  0.41 溢洪道回填 6.01 大坝填筑 15.08 19.51  

渠道区 37.73 24.89  23.52 渠道基础回填 0  1.38 1.97  

道路区 10.85 7.68  7.68 路基回填 0     

料场区 8.60 0 6.08 3.27 场地平整回填 2.81 绿化覆土    

弃渣场区 3.92 1.57  0  0  1.57 2.04 挡墙基础开挖 

移民安置区 35.30 8.96  8.96 场地平整回填 0     

临时施工营地 0.33 0.24  0.24 场地平整回填 0     

合计 101.04 64.85 6.08 44.08  8.82  18.03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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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土石方情况 

根据竣工资料，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开挖量为 96.75 万 m3，表土剥离为 4.93

万 m3，回填利用 81.01 万 m3；剩余 20.67 万 m3（自然方）全部堆放在启用的 4

个弃渣场。按松方系数 1.30 计，需要处理的土石方和废石约为 26.87 万 m3（松

方），这些废弃的土石方和废石需统一堆放在启用的 4 个弃渣场内。土石方实际

情况详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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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项目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        单位：万 m3 

回填（万 m3） 利用（万 m3） 弃渣（万 m3） 
分区 

占地面积

（hm2） 

开挖 

（万 m3） 

剥离 

（万 m3）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自然方 松方 
去向 

枢纽区 4.31 23.78 0 0.31 大坝填筑 4.53 大坝填筑 18.94 24.6 1#弃渣场 

渠道区 37.73 34.28 0 32.55 渠道基础回填 0   1.73 2.2 7#、8#、新增渣场 

道路区 10.85 29.36 0 29.36 路基回填 0   0 0   

料场区 8.60 0 4.93 4.93 场地平整回填 0 0 0 0   

弃渣场区 3.92 0.06 0 0   0.06 
挡墙基础

回填 
0 0  

移民安置区 35.30 9.06 0 9.06 场地平整回填     0 0   

临时施工营地 0.33 0.21 0 0.21 场地平整回填     0 0   

合计 101.04 96.75 4.93 76.42 0 4.59   20.6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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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自然概况 

一、地形地貌 

水库位于大姚县龙街乡石关村委会的红豆树村，于石洞水库下游，属金沙江

水系、龙川江元谋段—蜻蛉河上游的龙街河支流、水库地处龙街河上游支流—石

关河上。石关河发源于石洞水库上游的妙峰大山、水井塘、王五山、大石头阱，

在红豆树上游分为南北两条支流，北支流为滑力坡～大块子，南支流为石洞水

库～雾露阱。石关河西起王五山、妙峰大山分水岭以下，经红豆树、石关、在小

团山汇入龙街河，流经龙街盆地、鼠街盆地在元谋大河边、虎溪一带汇入蜻蛉河。

根据石关河、龙街河发育特征和地貌成因类型大致可分为：构造侵蚀地形和构造

侵蚀堆积型地形。 

二、地质、地震 

项目区地处云南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内侧，盾地北端，川滇南北向构造与姚

安凹断褶皱以东末端，于龙街倾伏背斜西侧，距南北向元谋断裂直线距离约

50km。工程区地处大姚台凹与姚安凹断褶束夹持的地块内（见构造纲要图），于

龙街倾没背斜的西侧，水库东部距元谋大断裂约 50km。区内以红色碎削岩建造

为主，呈单斜构造展布，区域构造活动性相对较弱，晚近时期以风化剥蚀、堆积

为主，新构造运动迹象不明显。距南部约 18km 的牟定～姚安次级北西向断裂，

走向上兼右行扭动，受其影响区域稳定性相对较差。 

基本地震烈度：根据工程区域内地质构造性质、分布规律及地震发生的历史、

震级、烈度综合分析：各次历史性地震烈度都在Ⅶ度以下、(见姚安、大姚 6.0

级地震烈度分布图、姚安地震等震线图)。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 0.1g，地震动反映谱特征 0.45s。 

三、气候 

本水库径流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由于受海拔高低差异性和季风气候的影

响，形成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春暖干旱、秋凉湿润、年温差小、日温差大、降

雨集中、干湿分明、降雨随高程增加而增加的立体气候特征。根据大姚县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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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程 1879m）多年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5.6℃，平均日照时数为 2570

小时。极端最高气温 33.0℃（1993 年 6 月 4 日）极端最低气温-6.1℃（1982 年

12 月 20 日）。多年平均降水量 811.4mm，年内分布不均，汛期 5～10 月降雨量

占年降雨量的 91%，7、8 月两个月占 49.2%，枯季（11～次年 4 月）占 9%。多

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2749.9mm（Φ20c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65%。多年平均风速

3.5mm/s，主风向为西南和偏南风。年无霜期 220 天左右。 

四、水文河流 

红豆树水库位于大姚县龙街乡红豆树村附近的龙街河上，属龙川江水系蜻岭

河支流龙街河上游。流域中心坐标为东经 101°23′,北纬 25°29′,水库坝址以上控

制径流面积 85.0km2，主河长 15.9km，主河比降为 21.7‰。水库流域水系呈扇形

状分布，径流区南北最长 15.1km 东西最宽 10.6km，流域海拔高程在 1870～

2730m 之间，流域平均海拔高程为 2279m。 

流域上游建有石洞小(一)型水库一座，于 2006 年底建成，水库坝址距红豆

树水库坝址 7.2km,石洞水库控制径流面积 34.1km2，主河长 8.7km，主河比降为

27‰，总库容为 130.32 万 m3，兴利库容为 83.14 万 m3；石洞～红豆树水库区间

控制径流面积 50.9km2，主河长 11.6km，主河比降为 20.3‰。 

流域河流发源于南部的雾露箐梁子、涧水塘一带，为龙街河上游右岸支流，

由南流向北，经石洞村、红豆树村汇入左岸支流后，向东经石关、仓屯、龙街等

地于新昌附近汇入蜻蛉河。 

五、土壤 

据大姚县土壤普查资料,全县土壤按五级分类制分为 8 个土类，14 个亚类，

59 个土种，37 个变种。主要土壤为暗棕壤、棕壤、黄棕壤、紫色土、红壤、冲

击土、盐土、水稻土等。非地带性土壤有紫色土，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9%，地

带性土壤为红壤。金沙江一带海拔 1200m 以下有燥红土分布。土壤垂直带谱明

显，在海拔 2300～3657m 之间为高山土，高山土包括暗棕壤、棕壤、黄棕壤三

个土类，在 3200m 以上分布暗综壤，2600～3200m 为棕壤，2300～2600m 为黄

棕壤，2300m 以下为紫色土，红壤、水稻土、盐土等。 项目区土壤肥沃，多为

棕壤、黄棕壤、暗棕壤、水稻土。 

六、植被 

大姚县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云南松林区。主要的植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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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热河谷及低山丘陵灌丛草坡：主要分布在海拔 1500m 以下地区，多为

稀树灌丛草坡，树种为硬阔叶。 

(2)暖性、温凉性常绿阔叶林及云南松林：分布在海拔 2000～2800m 地区，

主要乔木树种有云南松、油杉、华山松、栎类、滇桢楠、桤木、西南桦，灌木主

要有山茶、杜鹃、滇杨梅等；草本有金发草、蕨类、紫茎泽兰等。 

(3)温凉性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类型：分布在海拔 2800～3200m 的大、

小百草岭一带地区。主要树种有冷杉、铁杉、石栎等，其中 2900m 左右地区，

华山松、云南松等高大乔木散生于常绿阔叶林中。阔叶林树种有栲、栎类、银木

荷、香樟等，下木层有山玉兰、三棵针、楠烛、杜鹃等。林内附着有丰富的苔藓

类、蕨类。 

(4)寒温性高山灌丛草甸：分布于海拔 3000m 以上地区。主要树种有石栎矮

树树林及多种杜鹃。草本有牛毛草、车前草、龙胆草等。 

项目区内以次生灌木为主，植被较好，植被覆盖率达 75%以上。 

1.1.2.2 区域水土流失情况 

按照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标准，项目建设区属以水利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

区，土壤侵蚀强度容许值为 500t/km2·a，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侵蚀。根据“云南

省水利厅公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

公告》大姚县属于滇中北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一级标准。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所在龙街河流域植被长势较好，水库上游人类活

动影响较小。项目枢纽区及渠道沿线土壤侵蚀强度均为轻度侵蚀，主要以水力侵

蚀为主。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1.2.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1、水土保持管理组织机构 

红豆树水库开工后，建设单位大姚县红红豆树水库建设管理局高度重视工程

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专门设置了主管安全（环保）的领导岗位并部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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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立安全监察与环境保护部，全面负责辖区安全、水保、环保工作，项目

管理部门设置安全与环水保负责专员，紧密联系各参建单位。 

2、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与各参建单位签订了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协议，在合同中明确了责

任与义务。同时每年与各施工单位签订《水保目标责任书》，确保水保管理责任

层层落实；水保监理制定了监理规划、监理细则以及年度监理工作计划，按时召

开水保监理协调会议，开展日常现场巡查和监测，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下发通知并

督促整改；施工单位制定了施工阶段水保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等多项

制度办法措施；建设单位委托主体监理单位定期对施工单位进行考核，根据考核

结果进行奖罚，促进各施工单位更加积极地履行自身水保责任。综上所述，本项

目水土保持管理体系较为健全。 

3、规章制度 

日常工作中，建设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以及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切实做好各项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为加强管理力度，同时建

设单位制定了水土保持信息报送制度，按要求向县政府主管部门定期报送水土保

持相关材料，确保水土保持管理不脱节。 

为了保护乡镇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由于本项目施工作业造成环境破

坏，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加强对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做好环

境污染和水土流失的预防及治理工作，建设单位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

《环境保护实施细则及水土保持实施细则》，制度贯穿整个项目建设期执行，状

况良好。 

1.2.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其批复情况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大姚县水

利局（后成立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负责本项目的建设工作）于 2010

年 2 月委托楚雄欣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工作。2010 年 8 月 31 日，云南省水利厅以“云水保﹝2010﹞233 号”文

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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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初步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77.67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162.742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14.937hm2；水

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 392.18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计列 13.26 万元，方案新增投

资 378.92 万元。 

1.2.3 水土保持变更备案情况 

根据《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

理的通知》（云水保〔2016〕49 号）要求，必须办理水土保持变更备案后方可办

理水土保持验收相关工作。 

工程建设过程中，主体工程、永久道路、弃渣场、料场布置均发生了部分变

更，建设单位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向大姚县

水务局提交《关于红豆树水库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请示》（大红水建〔2015〕12

号），就变更情况进行了报备。2015 年 12 月 25 日，大姚县水务局以《关于红豆

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批复》（大水发〔2015〕61 号）对红豆树水库水

土保持变更进行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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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工程变更概况统计表 

项目 水保方案规划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枢纽区 

大坝为粘土心墙风化料分区坝，坝顶宽 6m，

坝顶长 168m，坝高 60.4m，上游坝坡 C15

砼护坡，下游坝坡 C15 砼框格网草皮护坡；

开敞式溢洪道，总长 299m；导流输水隧洞布

置在右岸，洞身长 122.2m；建设水库管理所

占地 0.2hm2 

大坝为粘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宽 6m，坝高

60.4m，坝顶长 168m，上游坝坡 C20 预制砼护

坡，下游坝坡 C20 框格梁草皮护坡；正槽无闸

控制驼峰堰溢洪道，总长 272.25m；导流输水

隧洞布置在右岸，全长 439.54m；建设水库管

理所占地 0.32hm2 

导流输水隧洞长度增增加，水库管理所占地增

加，其他变化不大 

永久道路

区 

从营盘山附近接大姚至龙街三级公路，新修

10km 

从元（谋）大（姚）公路大坡头新开挖一条全

长 12.5km 的进场公路直通枢纽工程施工现场 

由于原规划粘土主料场受征地条件限制，启用

备用料场，为满足施工运输要求，进库公路位

置、长度均发生变更 

渠道区 

全长 26.75km，其中：明渠 23.54km、隧洞 1

座 0.91km、渡槽 30 座长 0.49km、倒虹吸管

5 座 1.81km 

全长 26.88km，其中：明渠 22.79km、隧洞 2

座 1.374km、暗渠 1.12km、渡槽 14 座长

0.266km、倒虹吸管 6 座 1.81km 

总长度、走向基本一致，为避开蹦膜箐石料场

及鼠街砂料场对渠道工程的影响，技施设计时

对渠道工程建筑物进行了局部调整，新增渠道

隧道 1 座/479.6 米（绞苴隧道），增加倒虹吸 1

座（崩膜箐倒虹吸） 

料场区 
规划粘土料场 1 处、风化泥岩料场 2 处、石

料场 1 处 

启用粘土料场 2 处（规划 1 处、新增 1 处），

风化岩料场 1 处（启用坝上规划的 1#，坝下

2#未启用），石料场 1 处（规划） 

由于外购砂料受限、料场征地困难、土料储量

不足等原因，新增 1 处粘土料场，取消 1 处风

化泥岩料场 

弃渣场区 
规划弃渣场 9 处，占地总计 3.917hm2，堆渣

量 21.60 万 m3 

实际布置弃渣场 4 个；启用规划的 1#、7#、8#

弃渣场（大坝左侧、1~5#倒虹吸相应规划的 2、

3、4、5、6、9 弃渣场均未启用），并在新增

的绞苴隧洞入口新增弃渣场 1 个 

倒虹吸区域挖方用于场地和路面回填，多余部

分运至隧洞口弃渣场堆放；根据新增隧洞需要

增加弃渣场 1 处 

临时道路

区 

新建至粘土料场、倒虹吸、隧洞等施工临时

道路共 10.3km，进坝道路改扩建已有道路

实际布设 6.48km，包括枢纽施工区内部以及至

料场、弃渣场施工便道共 2.39km，渠道施工新
根据实际情况布置，临时道路长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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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水保方案规划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13km 建现有乡村道路连接倒虹吸、隧洞口的临时便

道共计 4.09km 

施工营地

区 

包括施工材料堆放场地、施工单位临时营地、

业主临时营地，占地共 0.333hm2 

工程实际施工生产区占地 0.1hm2，施工生活区

占地 0.21hm2 
基本一致 

临时表土

场区 
布置在四个料场位置 实际未启用 未启用，料场剥离土方及时回填利用 

移民安置

区 

库区淹没规划搬迁农户 76 户 333 人（为基准

年 2009 年数量，人口自然增长率取 8‰），

安置区位于鼠街村委会的小平地。其中：居

民安置点占地 2.776hm2，布置宅院 87 处，

总 建 筑 面 积 16503.9m2 ， 土 院 坝 面 积

5367.9m2；生产安置点占地 32.527hm2，配套

1 座 5 万 m3灌溉调节坝塘，灌渠 1.9km 

水库涉及龙街镇石关村委红豆树、塌土箐两个

村民小组共 85 户 368 人移民搬迁安置，其中，

货币安置 14 户，异地搬迁安置 71 户。安置区

位于鼠街村委会的小平地，居民安置点、生产

安置点及配套设施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 

水库淹没

区 

总库容 1547.63 万 m3，正常库容 1175.21 万

m3，死库容 75.64 万 m3，设计洪水位

1924.22m，正常蓄水位 1920.50m，死水位

1885.40m 

总库容 1531.17 万 m3，正常库容 1175.21 万

m3，死库容 75.64 万 m3，设计洪水位 1924.08m，

正常蓄水位 1920.50m，死水位 1888.90m 

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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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情况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2015年 10月 8日委托云南淩屹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承担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截止 2018 年 8 月，我公司

已提交的监测成果如下： 

1、《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方案》 ； 

2、《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报告（2015 年、2016 年）》（共

计 2 期）； 

3、《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2016 年第一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共计 8 期）； 

4、《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2018 年 8 月）。 

以上监测成果按照水土保持监测规程以及相关规范要求，及时提交至建设单

位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项目部设置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了及时掌握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

情况、运行情况及水土流失动态防治效果，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主体工程的运行

安全，同时保证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顺利通过并投入运行，大姚县红豆树水库

工程建设管理局于 2015年 10月委托云南淩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 

为保障监测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我公司组织一支专业知识强、业务水

平熟练、监测经验丰富的水土保持监测队伍，成立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组，针对该项目实际情况，落实各项监测工作，明确责任到人，详细分工，同时

加强与当地水土保持主管部门联系，以便及时获取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新信息。 

本工程实行总监测工程师负责制，专业监测工程师受总监测工程师委托行使

合同文件赋予监测单位的权利，全面负责现场的监测工作。同时组成数据分析组，

负责实测数据归档、分析以及报告的编写。具体人员和分工见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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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人员配置表 

分组 组长 专业或从事工作 监测上岗证号 工作内容 

朱  武 水土保持、水工 第（5549）号 全面负责监测工作安排与实施 领导 

小组 蒋乐英 水土保持、水工 第（5548）号 负责现场协调与工作进度安排 

乔昱霖 水土保持 第（5547）号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监测小 

区的选点与布设；水土流失状况 

监测，负责文本编写 

白厚院 水土保持 第（5552）号 

负责水土流失因子监测，植物措 

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的调查工 

作，面积测绘 

李振翔 水土保持 第（4604）号 

负责监测工作的协调人员组织与 

工作进度计划；负责水保设施水 

土流失状况及效果监测 

技术 

小组 

汪天然 水土保持、水工 第（5546）号 负责资料收集统计 

1.3.2 监测技术方法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流程如下： 

接收任务→资料收集→前期调查→内业整理→编制监测工作计划→实地监

测→提交监测意见→复核监测意见落实情况→提交监测总报告→配合水土保持

措施专项验收。 

红豆树水库工程属于点型和线型结合的项目，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测量、

地面观测、资料分析和现场调查等。 

1.3.3 监测时段及频次 

1、监测时段 

我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接受红豆树水库水土保持监测委托，监测工作介入时

工程已处于施工中期。因此，本工程监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及自然恢复期，为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7 月，共计 34 个月。 

施工期监测时段：20 个月，2015 年 10 月~2017 年 5 月（共计 1.67 年）； 

试运行期监测时段：14 个月，2017 年 6 月~2018 年 7 月（1.17 年）。 

2、监测频次 

本项目监测时段内共计开展监测工作 9 次，2015 年 1 次（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3 次（3 月、8 月、12 月）、2017 年 3 次（3 月、7 月、11 月）、201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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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3 月、7 月）。 

1.3.4 监测点布设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我公司监测组

在本工程监测时段内，共计布设了 9 个监测点，其中观测型监测点 1 个，调查型

监测点 7 个，巡查型 1 个。监测点布设情况详见表 1-10。 

表 1-10   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对象/布设位置 监测点数 备注 

1 水土流失背景情况 全区 1 调查型 

2 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全区 1 调查型 

3 土石方平衡情况 全区 1 调查型 

4 扰动土地面积 全区 1 调查型 

5 边坡稳定情况 全区 1 调查型 

6 水土流失状况 1#弃渣场回填边坡 1 观测型 

1#弃渣场截水沟 调查型 
7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

效果 枢纽区植被恢复情况 
2 

调查型 

8 水土流失危害 全区 1 巡查 

1.3.5 监测设备 

监测设施设备使用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项目监测设施设备配备情况表 

序

号 
设施和设备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设    施 

1 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 3m×3m 个 1 用于观测土壤侵蚀量 

2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

果调查样方 

根据措施

类型而定 
个 4 

用于观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

运行情况 

3 
植被生长状况调查样

方 
5m×5m 个 0 

用于调查植被措施实施情况以

及植被生长状况 

二 设    备 

1 激光测距仪 ELITE1500 台 1 便携式 

2 测高仪  台 1  

3 手持式 GPS 展望 台 1 监测点、场地、渣场的定位量测 

4 罗盘  套 1 用于测量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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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尺、卷尺  套 1 测量植物生长状况 

6 数码照相机 佳能 台 2 用于监测现场的图片记录 

7 数码摄像机 佳能 台 1 用于监测现场的影像记录 

8 易耗品    样品分析用品、玻璃器皿等 

9 幅材及配套设备    各种设备安装补助材料 

1.3.6 监测阶段成果提交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于 2015 年 10 月接受委托并按时开展，截止 2018

年 3 月，各阶段监测组提交的监测成果有： 

（1）施工期、自然恢复期（2015 年 10 月~2018 年 2 月）：各年度监测年度

报告（共 1 期），各年每季度的监测季度报告（共 8 期）以及相关的完善意见。 

（2）自然恢复期末（2018 年 7 月）：监测总结报告。 

以上监测成果按照水土保持监测规程以及相关规范要求，及时提交至建设单

位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1.3.7 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及落实情况 

我公司监测组在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针对项目区水土保持不足

之处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了监测完善意见，并督促建设单位及时落实。监测意见

主要落实情况如下： 

我公司工作组于 2015 年 10 月进场监测，核对《水保方案》，发现项目区仍

存在水土保持不完善地方，我公司工作组根据调查情况提出了项目存在的问题和

完善意见，经进场复核时项目区针对监测意见主要落实情况如下：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监测总结报告                             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20 

 
完善 1#弃渣场外围截水沟、坡面分台、绿化（2016 年 3 月） 

 
1#弃渣场外围截排水、坡面分台、绿化（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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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监测内容 

2.1.1 扰动土地情况 

项目扰动土地分为永久征占地和临时占地，永久征占地面积一般在项目建设

时已经确定，临时占地面积则随着工程进展有一定变化。扰动土地情况监测主要

是通过监测核实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的面积、扰动土地的利用类型等，确定施工

期和试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A 永久性占地 

永久性占地是指项目建设征地红线范围内、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管辖和承担

水土保持法律责任的地方。永久性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保持监

测是对红线范围地区进行认真复核，监测项目建设及生产有无超范围开发的情

况，以及各阶段永久性占地的变化情况。 

B 临时性占地 

临时性占地是指因主体工程开发需要、临时占用的部分土地，土地管辖权仍

属于原单位（或个人），建设单位无土地管辖权。水土保持监测是复核临时性占

地利用类型、面积以及有否超范围使用。 

C 扰动土地面积 

扰动土地面积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扰动土地行为造成破坏或占

用的面积。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行为，均属于扰动土地行为。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为认真复核扰动土地面积。 

红豆树水库工程委托开展监测工作时，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开工，项目区除库

区外已经全面扰动。因此，本项目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实地测量结合

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监测频次为 9 次。 

2.1.2 防治责任范围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面积在项

目建设初期能基本确定，有少部分区域可能随着工程进展有一定变化，防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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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通过监测项目区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确定建设期防治责任

范围。 

（1）项目区占地监测 

本项目项目区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保持监测是对红线围地

认真核查，监测建设单位有无超越红线开发的情况。 

（2）直接影响区 

主要监测直接影响区的面积、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 

根据项目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确定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防治责任范围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实地测量结合资料

分析的方法进行，监测频次为 9 次。 

2.1.3 取料、弃渣情况 

为满足水库大坝的填筑要求，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实际启用 4 个料场，其

中 2 个粘土料场，1 个风化石料场，1 个石料场。水保监测工作主要监测开采量、

开采面积、防护措施进展情况。监测频次为 9 次。 

本工程启用 4 个弃渣场用于堆存工程建设产生的弃土弃渣，主要监测弃渣

量、岩土类型、弃土弃渣堆放情况（面积、堆渣高度、坡长、坡度等）、防护措

施进展情况及拦渣率。监测频次为 9 次。 

取料、弃渣监测方法主要是现场调查取料、弃渣的位置，初步量测占地面积、

堆置面积和方量动态，结合施工单位提供的工程月报、监理单位提供的监理月报

和工程计量资料，最终确定取料、弃渣的动态情况。 

2.1.4 水土保持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主要为：防治措施的类型、数量、质量，防护

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防治目标

监测等。 

本项目委托开展监测工作时主体工程处于施工中期，已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

措施有：弃渣场下游浆砌石拦挡、进场道路排水沟、部分渠道区下游沟道浆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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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挡等措施。针对已经实施的工程措施，监测组通过实地测量结合资料分析的方

法进行措施类型、位置、实施时间、规格、数量、防治效果的复核调查，对于已

实施的临时防护措施主要通过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监测频次为 9 次。 

监测进场后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弃渣场外围截水沟、石料场下游挡

墙、进场公路下游沟道挡墙、坝肩喷浆护坡、坝肩边坡截排水沟、弃渣场绿化、

施工扰动空地绿化等。针对监测进场后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组通过实地测

量的方法进行措施实施时间、数量、防治效果等的调查监测，监测频次为 9 次。 

2.1.5 水土流失情况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因子监测及土壤侵蚀量的监测。 

（1）水土流失因子 

主要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区的地形地貌、气象、土壤、植被、水文、社会

经济因子进行调查。 

A 地形地貌因子：地貌形态、海拔与相对高差、坡面特性及地理位置。 

B 气象因子：项目区气候类型分区、降雨、气温、无霜期、风速与风向等因

子。其中，降雨因子主要为多年平均降雨量。 

C 土壤因子：土壤类型、地面组成物质、土壤容重。 

D 植被因子：项目区植被覆盖度、主要植被种类。 

E 水文因子：水系形式、河流径流特征。 

F 土地利用情况：项目区原土地利用情况。 

G 社会经济因子：社会因子及经济因子。 

水土流失因子的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通过对水土流失因

子的监测，确定工程区不同区域造成水土流失的不同影响因素。 

（2）土壤侵蚀量监测 

土壤侵蚀量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量

等反映整个土壤侵蚀情况的指标。 

A 土壤侵蚀强度 

项目各个监测分区的土壤侵蚀强度监测，土壤侵蚀强度分为微度侵蚀、轻度

侵蚀、中度侵蚀、强烈侵蚀、极强烈侵蚀及剧烈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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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壤侵蚀模数 

单位面积土壤及其母质在单位时间内侵蚀量的大小。是表征土壤侵蚀强度的

定量指标。 

C 土壤侵蚀量 

监测项目区内发生的风力、水力、重力等侵蚀所产生的土壤侵蚀总量。 

根据项目区自然条件分析，项目区属河谷地貌，多年平均气温 15.6℃，年平

均降水量 811.4mm，降水日数在 100~160d 之间，项目区内植被覆盖率达 75%以

上。综合判断项目区地表未扰动情况下为轻度水力侵蚀区。 

监测组通过在项目区布设的 1 个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侵蚀针监测样方），

获取典型地段的水蚀强度，然后根据已经测算的样地土壤侵蚀量计算整个坡面及

项目区的土壤侵蚀模数。土壤流失监测频次为 2 次。 

2.2 监测内容 

2.2.1 实地测量 

实地测量是指定期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

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机、测距仪、测高仪、标杆和尺子等工具，测定扰动土

地面积、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取料弃渣场地面积等。填表记录每个扰

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堆渣和开挖面坡长、坡度、岩土类型）及水土保持

措施（拦挡工程、护坡工程和土地整治工程等）实施情况。 

2.2.2 地面观测 

通过本项目布置的监测设施（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进行实测，获得某一有

代表性地区的侵蚀模数作为基础，再根据本项目其他区域的实际的地形地貌、气

候特征、地面组成物质、植被覆盖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

侵蚀类型、弃土（弃渣）的堆放形态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各侵蚀单元的平

均侵蚀模数，从而求得全区的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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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资料分析 

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的工程月报、监理单位提供的监理月报和工程计量资料，

以及工程审批、土地使用资料等，对工程征占地面积、土石方挖填及平衡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等进行分析整理，作为现场踏勘的基础参照材料，通过现

场核查，最终获得相关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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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分为项目建设

区和直接影响区。设计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177.67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62.742hm2，直接影响区 14.937hm2。 

3.1.2 监测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建设情况，确定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总面积为 177.58hm²。其中，项目建设区 163.51hm2，直接影响区 14.07hm2。 

表 3-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 

面积（hm2） 序

号 
项目分区 

规划 实际 变化 

变化比

例（%） 
备注 

一 项目建设区 162.74 163.51 +0.77  +0.47  

1 枢纽区 4.31  4.45  +0.14  +3.15  水库管理所面积增加 

2 永久道路区 6.00  10.45  +4.45  +74.12 
实际新建进库公路 12.5km，

道路位置及长度均发生变更 

3 渠道区 11.88  11.48  -0.41  -3.42  新增隧洞 1 座，明渠长度减少 

4 水库淹没区 59.90  62.43  +2.53  +4.22  根据实际淹没面积统计  

5 移民安置区 35.30  35.30  0.00  0.00  一致 

6 渠道施工带 25.85  23.09  -2.76  -10.66  随明渠长度减少而减少 

7 料场区 8.60  8.14  -0.46  -5.35  根据实际启用料场统计 

8 弃渣场区 3.92  3.62  -0.30  -7.63  根据实际启用弃渣场统计 

9 临时道路区 4.85  4.25  -0.60  -12.32  实际建设临时道路长度减少 

10 施工营地区 0.33  0.31  -0.02  -6.91  
根据实际布置临时施工场地

统计 

11 临时堆土场 1.80  0.00  -1.80  -100.0 未启用 

二 直接影响区 14.94  14.07  -0.87  -5.81  
临时施工道路、渠道工程明渠

等线性工程长度减少 

三 防治责任范围 177.68 177.58 -0.10  -0.05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实际值较方案规划值减少了 0.10hm2，

其中项目建设区增加了 0.77hm2，直接影响区减少了 0.87hm2。防治责任

范围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料场和弃渣场启用数量与原规划不一致，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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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数量较原规划数量减少。具体原因见表 3-1 分析。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经统计，截止 2018 年 3 月，本项目累计防治责任范围为 177.58hm2，其中项

目建设区 163.51hm2，直接影响区 14.07hm2。各年度及各阶段防治责任范围情况

见表 3-2 分析。 

表 3-2   各年度扰动面积监测记录表 

扰动面积（hm2） 
项目分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一、项目建设区 163.51 163.51 163.51 163.51 

枢纽区 4.450 4.450 4.450 4.450 

渠道区 34.57 34.57 34.57 34.57 

道路区 14.70 14.70 14.70 14.70 

料场区 8.14 8.14 8.14 8.14 

弃渣场区 3.62 3.62 3.62 3.62 

临时施工营场地区 0.31 0.31 0.31 0.31 

移民安置区 35.30 35.30 35.30 35.30 

水库淹没区 62.43 62.43 62.43 62.43 

二、直接影响区 14.07 14.07 14.07 14.07 

三、防治责任范围 177.58 177.58 177.58 177.58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主体规划设计 1 个粘土料场、2 个块石（碎石料场）、1

个风化泥岩料场，规划占地 8.6hm2。开采石料、土料共计 181.15 万 m3。 

表 3-3   规划料场情况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hm2） 

设计储量 

(万 m3) 

设计开采量

(万 m3) 

粘土料场 龙潭丫口箐沟 3.35 15.76 11.17 

1#风化泥岩料场 坝址上游 900m 左右 2.1 106.95 103.69 

2#风化泥岩料场 坝址下游 600m 左右 2.1 205.22 38.3 

石料场 
石关村委会所在地向小团山

方向约 500m 简易公路 
1.05 35 27.99 

合计  8.6  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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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取土（石、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实际启用 4 个料场，共计占地 8.14hm2。 

1、1#土料场位于大荞地土料场北东侧的箐沟中、距大荞地平距约 300m，占

地 4.81hm2； 

2、新增粘土料场位于进库公路约 3.3km 处左右两侧，占地 0.74hm2； 

3、1#风化泥岩料场位于大坝上游 900m 处左侧，占地 2.21hm2； 

4、石料场位于石关村委会所在地向小团山方向约 500m 简易公路之上，占

地 0.38hm2。 

3.2.3 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根据相关的竣工资料，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共取料 59.68 万 m3，其中：土

料 10.92 万 m3（新增粘土料场 7.04 万 m3，1#土料场 3.88 万 m3）、风化泥岩料 40.34

万 m3，石料场 8.42 万 m3。 

表 3-4   实际启用料场情况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

（hm2） 

设计开采量(万

m3) 

目前开采量

(万 m3) 

新增粘土料场 进场公路老梅树村 0.74 / 7.04 

大荞地粘土料场 

大荞地土料场北东侧

的箐沟中、距大荞地

平距约 300m 

4.81 15.76 3.88 

1#风化泥岩料场 大坝上游 900m，左侧 2.21 106.95 40.34 

石料场 3#倒虹吸北侧 900m 0.38 35 8.42 

合计  8.14  59.68 

表 3-5   取土（石、料）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序号 料场 方案设计 实际取料 增减情况 

1 粘土料场 11.17 3.88 -7.29 

2 1#风化泥岩料场 103.69 40.34 -63.35 

3 2#风化泥岩料场 38.3 / -38.30 

4 石料场 27.99 8.42 -19.57 

5 新增粘土料场 / 7.04 +7.04 

合计  181.15 59.68 -121.47 

取料量减少的原因主要如下： 

1、粘土料基本与规划开采量一致，未发生较大变化； 

2、石料和风化泥岩料减少主要是由于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开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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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部分外购石料和风化泥岩料。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共产弃渣 21.60 万 m3（松方），规划布置 9 个弃渣

场进行堆放工程弃渣，规划弃渣场占地面积共计 3.917hm2，容量共计 21.87 万

m3。 

表 3-6   规划弃渣场特性表 

容积 弃渣 
名称 里程 位置 地形 

占地

（hm2） (m3) (m3) 
备注 

1#弃渣场 大坝右侧 冲沟 1.963 12.97  12.85  

2#弃渣场 大坝左侧 冲沟 1.574 6.85  6.76  

处理枢纽

区弃渣 

3#弃渣场 1+989 1#倒虹吸 冲沟 0.032 0.22  0.21  

4#弃渣场 4+985 2#倒虹吸 缓坡 0.05 0.19  0.19  

5#弃渣场 9+933 3#倒虹吸 冲沟 0.102 0.36  0.35  

6#弃渣场 18+245 4#倒虹吸 冲沟 0.042 0.24  0.23  

7#弃渣场 老尖山隧洞出口 冲沟 0.053 0.34  0.33  

8#弃渣场 绞苴隧洞出口 冲沟 0.052 0.38  0.37  

9#弃渣场 23+714 5#倒虹吸 冲沟 0.049 0.32  0.31  

处理渠道

区弃渣 

合计    3.917 21.87  21.60   

3.3.2 弃土（石、渣）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根据竣工资料及现场调查情况，本项目实际启用 4 个弃渣场，其中原规划弃

渣场 3 个（1#、7#、8#）和新增弃渣场 1 个，共计占地 3.62hm2。其中： 

1、1#弃渣场位于大坝下游左侧约 1000m 处，占地面积 2.98hm2； 

2、7#弃渣场位于老尖山输水隧洞入口，占地面积为 0.25hm2； 

3、8#弃渣场位于老尖山输水隧洞出口，占地面积为 0.15hm2； 

4、新增弃渣场位于绞苴输水隧洞入口，占地面积为 0.24hm2。 

3.3.3 弃土（石、渣）量监测结果 

根据竣工资料，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开挖量为 96.75 万 m3，较规划土石方

增加 25.82 万 m3；回填利用 81.01 万 m3，较原规划设计增加 28.11 万 m3；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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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7 万 m3（自然方），松方为 26.87 万 m3，较规划设计增加 2.64 万 m3。全部堆

放在启用的 4 个弃渣场。详细情况见表 3-7。 

表 3-7   弃渣场启用情况 

编号 位  置 
占地面积 

（hm2） 

地貌 

类型 

设 计 容 量

（万 m3) 
弃土量（万 m3) 

1#弃渣场 
大坝下游左侧约

1000m 处 
2.98 沟谷型 12.85 24.60 

7#弃渣场 老尖山输水隧洞入口 0.25 沟谷型 0.24 1.45 

8#弃渣场 老尖山输水隧洞出口 0.15 沟谷型 0.37 0.47 

新增 1#弃渣场 绞苴输水隧洞入口 0.24 沟谷型  0.28 

合计   3.62   13.46 26.87 

表 3-8   弃渣场规划与监测对比情况 

面积（hm2） 堆渣量（万 m3） 
编号 

设计 监测 变化 设计 监测 变化 
备注 

1#弃渣场 1.96  2.98 1.02  12.85 24.6 +11.75  

2#弃渣场 1.57  0 -1.57  6.76 0 -6.76 

3#弃渣场 0.03  0 -0.03  0.21 0 -0.21 

4#弃渣场 0.05  0 -0.05  0.19 0 -0.19 

5#弃渣场 0.10  0 -0.10  0.35 0 -0.35 

6#弃渣场 0.04  0 -0.04  0.23 0 -0.23 

未启用 

7#弃渣场 0.05  0.25 0.20  0.33 1.45 +1.12  

8#弃渣场 0.05  0.15 0.10  0.37 0.47 +0.1  

9#弃渣场 0.05  0 -0.05  0.31 0 -0.31 未启用 

新增弃渣场 0.00  0.24 0.24  0 0.28 +0.28  

合计 3.92  3.62 -0.30  21.6 26.87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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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土石方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自然方）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序号 分区 

开挖 回填 弃方 开挖 回填 弃方 开挖 回填 弃方 

1 枢纽区 21.51 6.42 15.08 23.78 4.84 18.94 2.27 -1.58 3.86 

2 渠道区 24.89 23.52 1.38 34.28 32.55 1.73 9.39 9.03 0.35 

3 道路区 7.68 7.68  29.36 29.36 0 21.68 21.68 0 

4 料场区 6.08 6.08  0 4.99 0 -6.08 -1.09 0 

5 弃渣场区 1.57 0 1.57 0.06 0 0 -1.51 0 -1.57 

6 移民安置区 8.96 8.96  9.06 9.06 0 0.1 0.1 0 

7 临时施工营地 0.24 0.24  0.21 0.21 0 -0.03 -0.03 0 

8 合计 70.93 52.90 18.03 96.75 81.01 20.67 25.82 28.11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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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土石方工程较《水保方案》有所增加，增加的主要原

因如下： 

1、进库公路位置和长度增加，导致道路区开挖土石方增加； 

2、渠道区新增一条输水隧洞和倒虹吸，导致开挖土石方增加； 

3、枢纽区由于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长度增加、水库管理所占地面积增加

导致枢纽区开挖土石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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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1、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情况如下： 

（1）主体设计：无； 

（2）方案新增：浆砌石挡墙 241.6m，浆砌石截水沟 509.5m，暗涵 200m，排

洪沟 1366.2m，拦洪坝 101.4m，全面整地 9.33hm2。 

具体工程量如下：土石方开挖 7387.5m3，浆砌石量 2118.9m3，砂浆抹面 660.5m2，

C20 钢筋砼 199.9m3，C15 砼 1467m3，覆土 27979.7m3。详细情况见表 4-1。 

表 4-1   《水保方案》新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统计表 

防治分区 措施 数量 
土石方

（m3） 

浆砌石

（m3） 

抹面

（m2） 

C20 钢

筋砼

（m3） 

C15 砼

（m3） 

覆土

（m3） 

枢纽区 全面整地 0.42hm2      1248 

移民安置 全面整地 0.13hm2      378 

料场区 全面整地 8.60hm2      25800 

浆砌石挡墙 241.6m 416.5 1602.5     

截水沟 509.5m 191.1 85.6 494.5    

暗涵 200m 331.3 183.2 166 199.9   

排洪沟 1366.2m 6374.6    1467  

拦洪坝 101.4m 74 247.6     

弃渣场区 

全面整地 0.18hm      553.7 

合计   7387.5 2118.9 660.5 199.9 1467 27979.7 

2、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根据业主提供资料及现场调查统计，本项目实际实施工程措施量为：浆砌石挡

墙 2096.89m，喷砼护坡 16056.39m2，浆砌石护坡 748.26m2，混凝土排水沟 2336m，

土地整治 11.28hm2，拦洪坝 8.3m。具体工程量为：C20 混凝土 3559.44m3，M7.5 浆

砌石 15333.83m3，土地整治 11.28hm2。详细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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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分区 工程措施 单位 数量 
C20 砼

（m3） 

M7.5 浆

砌石

（m3） 

土地整

治（hm2） 
备注 

溢洪道 喷砼护坡 m2 14484.19 1448.42    

大坝 M7.5 浆砌石挡墙 m 172   117.86  

喷砼护坡 m2 1122.2 112.22    

M7.5 浆砌石护坡 m2 430   150.95  
导流隧

洞 
M7.5 浆砌石挡墙 m 12.5   17.22  

喷砼护坡 m2 450 45    

M7.5 浆砌石挡墙 m 60   95.93  

主体不

计入水

保投资 

水库管

理所 
混凝土排水沟 m 95 51.3    

主体计

入水保

投资 

枢

纽

区 

全区 土地整治 hm2 0.43     0.43 
方案新

增 

M7.5 浆砌石挡墙 m 403.24   1317.74   

M7.5 浆砌石护坡 m2 318.26   703.94   

主体不

计入水

保投资 
永久道路区 

M7.5 浆砌石排水

沟 
m 12775   7409.5   

主体计

入水保

投资 

渠道工程区 M7.5 浆砌石挡墙 m 1142.5   3293.69   

M7.5 浆砌石挡墙 m 952   928.2   

主体不

计入水

保投资 

混凝土排水沟 m 1775 958.5     

主体计

入水保

投资 

移民安置区 

土地整治 hm2 0.12     0.12 
方案新

增 

M7.5 浆砌石挡墙 m 127.35   319.98   
料场区 

土地整治 hm2 7.76     7.76 

M7.5 浆砌石挡墙 m 179.3   940.82   

拦洪坝 m 8.3   38   

C20 排洪沟 m 466 944     
弃渣场区 

土地整治 hm2 2.97     2.97 

方案新

增 

合计       3559.44 15333.83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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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肩喷砼护坡 导流输水隧洞喷砼、浆砌石护坡 

  

枢纽区浆砌石挡墙 土地整治 

  

进库公路浆砌石排水沟 进库公路浆砌石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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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下边坡浆砌石挡墙 风化泥岩料场下游浆砌石挡墙 

  

弃渣场拦洪坝 弃渣场土地整治、排洪沟、挡渣墙 

图 4-1   部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示意图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1、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情况为： 

（1）主体设计：拦河坝坝坡草皮护坡 13257m2； 

（2）方案新增：栽植圆柏 5000 株，人工换土 5000 株，需要圆柏苗木 5500 株；

栽植金叶女贞 20 株，人工换土 20 株，需要金叶女贞 22 株；栽植杜鹃 80 株，人工

换土 80 株，需要杜鹃 88 株；栽植爬山虎 10907 株，人工换土 10907 株，需要爬山

虎苗木 11997 株；栽植栓皮栎 64517 株，人工换土 64517 株，需要栓皮栎苗木 70969

株；撒播车桑子 8.600hm2，需要车桑子树种 430kg；撒播黑麦草 0.542hm2，需要黑

麦草草籽 27.10kg；抚育管理面积为 36.827hm2。 

 

渠道 

浆砌石挡墙 

挡渣墙 

土地整治 

排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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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水保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统计表 

栽植乔木 栽植灌木 撒播车桑子 撒播黑麦草 抚育管理 

分区 栓皮栎

（株） 

爬山虎

（株） 

面积

(hm2) 

草籽量

（kg） 

面积

(hm2) 

草籽量

（kg） 
(hm2) 

枢纽区   100     0.416 20.8 0.416 

道路区 5000           3 

渠道区 31223           15.091 

料场   10907 8.6 430     8.6 

弃渣场区 12444           3.706 

临时道路 12422           3.727 

施工营场地区 1111           0.333 

临时表土堆场 6004           1.8 

移民安置区 1314       0.126 6.3 0.126 

 69518 11007 8.6 430 0.542 27.1 36.827 

2、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业主提供资料及现场调查统计，本项目实际实施植物措施量为：红豆树水

库工程共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27.42hm2，工程量为：栽植乔木 46940 株、灌木 9019

株、爬藤 2262 株、撒播草籽 11.87hm2。 

表 4-4   植物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分区 植物措施 
措施面

积（hm2） 

栽植乔

木（株） 

栽植灌

木（株） 

栽植爬

藤（株） 

撒播草

籽（hm2） 
备注 

植草护坡 1.11    1.11 坝坡框格植草 

枢纽区 
空地绿化 0.43 820 8199 2262 0.43 

滇朴、花椒、樱

花、爬山虎、大

叶黄杨 

永久道路区 
行道树及

两侧绿化 
1.35 1100   1.35 

滇朴、红叶石

楠、黑麦草 

渠道工程区 栽植乔木 13.77 40770    花椒 

移民安置区 景观绿化 0.12 550 820  0.12   

料场区 植被恢复 5.56 3700   3.78 
滇朴、花椒、樱

花 

弃渣场区 植被恢复 2.97    2.97 
车桑子、戟叶酸

模、黑麦草 

临时道路区 植被恢复 1.87    1.87 
车桑子、戟叶酸

模、黑麦草 

施工营地区 植被恢复 0.24    0.24 
车桑子、戟叶酸

模、黑麦草 

合计  27.42 46940 9019 2262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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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坡框格植草 空地绿化 

  

行道树 管理所边坡绿化 

  

弃渣场绿化 空地绿化（栽植乔木、灌木） 

图 4-2   部分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示意图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1、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设计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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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设计：无； 

（2）方案新增：红豆树水库工程方案新增临时防护措施工程量为：料场临时排

水沟 6290m，开挖土石方 1509.5m3，拦挡剥离料编织袋 2491.3m3。 

表 4-5   《水保方案》新增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统计表 

土质排水沟 临时拦挡 

项目分区 
长度（m） 

开挖土石方

（m3） 
长度（m） 

编织袋临时拦

挡（m3） 

粘土料场 2264 543.4 313 846.3 

1#风化泥岩料场 1686 404.6 230 620.1 

2#风化泥岩料场 1686 404.6 230 620.1 
料场区 

石料场 654 157 150 404.9 

合计 6290 1509.6 923 2491.3 

2、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询问及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在施工期间，针对各施工

区域采取了临时防护措施，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为：临时排水沟 4250m、临时土工

布覆盖 2100m2。 

表 4-6   临时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分区 临时排水沟（m） 土工布（m2） 

料场区 2200 800 

枢纽区 750 1300 

临时道路区 1300  

合计 4250 2100 

 

  

临时土质排水沟 临时覆盖措施 

图 4-3   部分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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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效果 

4.4.1 水土保持措施汇总情况 

1、枢纽区 

（1）工程措施：喷砼护坡 16056.39m2，浆砌石挡墙 244.5m，浆砌石护坡 430m2，

混凝土排水沟 95m，土地整治 0.43hm2。 

（2）植物措施：大坝坝坡植草护坡 11128.92m2，空地栽植乔灌木和爬藤绿化

面积共计 0.43hm2，完成栽植滇朴 540 株、樱花 80 株、花椒 200 株、爬山虎 2262

株、大叶黄杨 8199 株； 

（3）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750m，临时覆盖 1300m2。 

2、渠道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1142.5m； 

（2）植物措施：植被恢复面积 13.77hm2，施工带完成栽植花椒 40770 株； 

（3）临时措施：未实施。 

3、道路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403.24m，浆砌石排水沟 12775m，浆砌石护坡

318.26m2； 

（2）植物措施：临时道路撒播车桑子、戟叶酸模、黑麦草混播 1.87hm2，永久

道路栽植行道树 1100 株，包括滇朴、红叶石楠各 550 株，道路两侧边坡撒播草籽

1.35hm2； 

（3）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1300m。 

4、料场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127.35m，土地整治 7.76hm2； 

（2）植物措施：栽植滇朴 1500 株、花椒 1200 株、樱花 1000 株，车桑子、戟

叶酸模混播； 

（3）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200m，临时覆盖 800m2。 

5、弃渣场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179.3m，拦洪坝 8.3m，C20 排洪沟 466m，土地整

治 2.9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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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措施：车桑子、戟叶酸模、黑麦草混播 2.97hm2； 

（3）临时措施：未实施。 

6、移民安置区 

（1）工程措施：浆砌石挡墙 952m，混凝土排水沟 1775m，土地整治 0.12hm2； 

（2）植物措施：绿化 0.12hm2，完成栽植乔木 550 株、灌木 820 株、撒播黑麦

草 0.12hm2； 

（3）临时措施：未实施。 

7、施工营场地区 

（1）工程措施：未实施； 

（2）植物措施：车桑子、戟叶酸模、黑麦草混播 0.24hm2； 

（3）临时措施：未实施。 

表 4-7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表 

序号 分区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全面整地 hm2 0.42 0.43 

喷砼护坡 m2 / 16056.39 

浆砌石护坡 m2 / 430 

浆砌石挡墙 m / 244.5 

工程措施 

混凝土排水沟 m / 95 

撒播黑麦草 hm2 0.416 / 

坝坡框格植草 m2 / 11128.92 

栽植滇朴 株 / 540 

栽植花椒 株 / 200 

栽植樱花 株 / 80 

栽植爬山虎 株 / 2262 

植物措施 

栽植大叶黄杨 株 / 8199 

临时排水沟 m / 750 

1 枢纽区 

临时措施 
土工布覆盖 m2 / 1300 

工程措施 浆砌石挡墙 m / 1142.5 

栽植栓皮栎  株  31223  
植物措施 

栽植花椒  株   40770 
2 渠道区 

临时措施 / / / / 

M7.5 浆砌石挡墙 m / 403.24 

M7.5 浆砌石护坡 m2 / 318.26 工程措施 

M7.5 浆砌石排水沟 m / 12775 

栽植栓皮栎  株  17422  

3 道路区 

植物措施 

混播车桑子、黑麦草、戟

叶酸模  
hm2 /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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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草籽  hm2 / 1.35 

栽植滇朴 株 / 550 

栽植红叶石楠 株 / 55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 1300 

全面整地 hm2 0.13 0.12 

M7.5 浆砌石挡墙 m  952 工程措施 

混凝土排水沟 m  1775 

栽植栓皮栎  株  1314  

撒播黑麦草 hm2 0.126 0.12 

栽植花椒 株  550 
植物措施 

栽植红叶石楠 株  820 

4 
移民安置

区 

临时措施 / / / / 

浆砌石挡墙 m 241.6 179.3 

截水沟 m 509.5  

暗涵 m 200  

排洪沟 m 1366.2 466 

拦洪坝 m 101.4 8.3 

工程措施 

全面整地 hm2 0.18 2.97 

栽植栓皮栎  株  12444  

植物措施 混播车桑子、黑麦草、戟

叶酸模  
hm2  2.97 

5 弃渣场区 

临时措施 / / / / 

全面整地 hm2 8.60 7.76 
工程措施 

浆砌石挡墙 m / 127.35 

栽植爬山虎  株  10907  

撒播车桑子  hm2 8.60  

栽植滇朴  株   1500 

栽植花椒 株  1200 

植物措施 

栽植樱花 株 / 1000 

临时排水沟  m 6290 2200 

临时拦挡  m 923  

6 料场区 

临时措施 

临时覆盖  m2  800 

工程措施 / / / / 

栽植栓皮栎  株  1111  

植物措施 混播车桑子、黑麦草、戟

叶酸模  
hm2  0.24 

7 
施工营场

地区 

临时措施 / / / / 

4.4.2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针对道路区、枢纽区挖填边坡实施拦挡、支护和

排水、弃渣下游拦挡、截排水系统、工程扰动面积的土地平整等实施，措施布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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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量在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基础上根据工程实际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满足项目区水

土流失防治需要。 

植物措施主要针对永久建筑物周边空地、弃渣场、临时施工场地、道路外侧空

地及边坡等地段实施，措施布局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措施实施量基本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量。但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时段较短，且绿化区域场地

缺少覆土，导致目前植物措施覆盖度一般，需加强植物措施的抚育管护，及时补植

补种，确保植物措施发挥其水土保持效益。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主要针对施工期间的临时土方苫盖，场地临时排水、覆

盖等实施，措施布局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措施实施量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量有

所欠缺，建设单位后续项目需要提高认识，注重施工期间水土流失的防治。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措施实施基本到位，能够有效防治

因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各项措施保存良好，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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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监测进场时，项目是开工多年，项目区已全部扰动，各分区水土流失面

积变化情况如下： 

1、枢纽区：施工期枢纽区全部扰动，扰动面积为 4.45hm2，扰动区域均发生水

土流失现象。建设完工后，枢纽区基本被硬化地面（水库管理所 0.32hm2、枢纽大

坝 2.50hm2，含工程护坡 1.65hm2）和植物措施（坝坡植草 1.11hm2、乔灌草和爬藤

植物绿化 0.43hm2），水土流失面积为 1.63hm2。 

2、渠道区：施工期渠道全线扰动，扰动区域均发生水土流失现象。建设完工后，

输水渠道为硬化地面，不产生水土流失现象，其余施工作业带已实施植被恢复，水

土流失现象轻微。 

3、道路区：监测进场时道路区已施工完毕，已实施相应的拦挡和排水措施，路

面均为土质路面。项目建设完工后，道路区下边坡已进行植被恢复，未进行路面硬

化，全线均发生水土流失现象。 

4、料场区：施工期和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均为扰动面积，试运行期料场已进

行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现象轻微，石料场和风化泥岩料场部分区域为石质边坡和场

地，不产生山水土流失。 

5、弃渣场区：施工期和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均为扰动面积，试运行期料场已

进行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现象轻微。 

6、移民安置区：主要扰动区域为居民安置点，占地 2.78hm2，施工期全部扰动，

均发生水土流失现象。试运行期均被建筑和硬化地面覆盖，流失区域为景观绿化区

0.12hm2。 

7、施工营场地：主要为建设单位营地和施工单位营地，建设期均被临时建筑覆

盖，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现象。试运行期，拆除部分临时建筑，目前保留业主营地，

拆除迹地进行整地绿化。 

8、水库淹没区：水库淹没区未发生扰动，不进行水土流失预测。 

经统计，本项目扰动地表面积为 163.51hm2，监测时段内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为 100.78hm2，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49.2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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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项目水土流失面积统计情况      单位：hm2 

水土流失面积 
项目分区 

扰动土

地面积 施工期 试运行期 
备注 

枢纽区 4.45 4.45 3.21 试运行被硬化地面和建筑覆盖 

渠道 11.48 14.47 0.38 试运行期被硬化地面覆盖 渠道

区 施工作业带 23.09 3.29 14.09  

临时道路区 4.25 4.25 1.90  

永久道路区 10.45 10.45 1.39 扣除浆砌石护坡 0.03hm2 

料场区 8.14 8.14 5.59 扣除石质边坡和场地 

弃渣场区 3.62 3.62 3.02  

移民安置区 2.78 2.78 0.13 不包含生产安置点 

施工营场地区 0.31 0 0.26 
施工期被临时建筑和临时硬化场

地覆盖基本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合计 68.57 68.26 29.98  

5.2 土壤流失量 

5.2.1 土壤侵蚀强度分析 

自 2015 年 10 月监测工作开展以后，我公司监测小组对项目各分区的水土流失

特征进行分类，通过 1#弃渣场布设的侵蚀针监测样方结合同区域项目流失强度及

《水保方案》进行分析取得项目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取值详

见表 5-2。 

表 5-2   各分区侵蚀模数汇总表 

项目分区 流失特征 侵蚀模数（t/km2·a） 

枢纽区 
施工期，扰动频繁，裸露面积较大，水土流失严重；试

运行期基本被硬化建筑和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6000 450 

渠道区 
施工期扰动频繁，流失严重；试运行期渠道被硬化地面

覆盖，施工作业带进行植被恢复 
6000 450 

道路区 

施工期，拦挡、排水措施不完善，扰动频繁；试运行期，

已实施拦挡、排水措施，边坡进行植被恢复，水土流失

得到治理 

5000 450 

料场区 

施工期扰动频繁，裸露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试运行

期，料场不再扰动，已进行植被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治

理 

8000 600 

弃渣场区 

施工期弃渣场扰动频繁，土石方松散，裸露面积大，截

排水措施不完善，水土流失严重；试运行期弃渣场得到

植被恢复，拦挡、截排水措施布置完善，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治理； 

8000 600 

移民安置区 施工期，地基、路基开挖扰动频繁，裸露面积大，水土 30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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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严重；试运行期，基本被硬化地面、建筑、植被覆

盖，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施工营场地区 

施工期被临时建筑、临时硬化场地覆盖，基本不存在水

土流失现象；试运行期已进行整地绿化，且地势平坦，

水土流失的到有效治理 

/ 300 

5.2.2 土壤流失量分析 

1、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分析 

根据监测统计资料，监测时段内施工期造成的土壤流失量为 6850.34t，详细情

况见表 5-3。 

表 5-3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分区 流失面积（hm2） 流失时段（a） 侵蚀模数（t/km2·a） 流失量（t） 

枢纽区 4.45 1.67 6000 445.89  

渠道区 34.57 1.67 6000 3463.91  

道路区 14.7 1.67 5000 1227.45  

料场区 8.16 1.67 8000 1090.18  

弃渣场区 3.62 1.67 8000 483.63  

移民安置区 2.78 1.67 3000 139.28  

施工营场地区 0 1.67 0 0.00  

合计 68.28   6850.34  

2、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分析 

本项目试运行期监测时段为 2017 年 6 月~2018 年 7 月，共 14 个月（1.17 年）。

根据监测资料统计，监测时段内试运行期产生的土壤流失量为 171.99t，确定试运行

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490.49t/km2·a：详细情况见表 5-4。 

表 5-4   试运行期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分区 流失面积（hm2） 流失时段（a） 侵蚀模数（t/km2·a） 流失量（t） 

枢纽区 3.21 1.17 450 16.90  

渠道区 14.47 1.17 450 76.18  

道路区 3.29 1.17 450 17.32  

料场区 5.59 1.17 600 39.24  

弃渣场区 3.02 1.17 600 21.20  

移民安置区 0.13 1.17 150 0.23  

施工营场地区 0.26 1.17 300 0.91  

合计 29.98   1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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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流失量汇总分析 

综上所述，本项目因建设造成监测时段内的土壤流失总量为 7022.33t（建设期

6850.34t，试运行期 171.99t）。其中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为渠道区、道路区、料场区和

弃渣场区。详细情况见表 5-5。 

表 5-5   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量汇总表 

分区 合计 施工期（t） 试运行期（t） 占比（%） 

枢纽区 462.79  445.89  16.90  6.59 

渠道区 3540.10  3463.91  76.18  50.41 

道路区 1244.77  1227.45  17.32  17.73 

料场区 1129.42  1090.18  39.24  16.08 

弃渣场区 504.83  483.63  21.20  7.19 

移民安置区 139.51  139.28  0.23  1.99 

施工营场地区 0.91  0.00  0.91  0.01 

合计 7022.33  6850.34  171.99  100.00 

水土流失对周边造成的影响主要有： 

（1）渠道区：渠道主要为线性，渠道区下侧经过农田、河流、村庄、林地、草

地等，产生水土流失会影响农田作物生长，堵塞河流沟道，影响村庄周边的生态环

境。为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已在渠道沿线进行植被恢复和部分水土流失严

重区域设置浆砌石挡墙。 

（2）道路区：道路区路基下侧多为林地、草地和农田，水土流失会影响下侧自

然沟道通畅情况，沿线农田作物生长。为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已在道路沿

线进行植被恢复和部分水土流失严重边坡区域设置浆砌石挡墙。 

（3）弃渣场：1#弃渣场下游靠近河流，水土流失现象会影响河流的通畅，其余

弃渣场下游均有自然汇水沟道，水土流失会堵塞自然沟道，且造成大面积裸露区域。

为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建设单位已实施相关的就排水沟、拦洪坝、挡渣墙和植被恢

复。 

（4）料场：粘土料场发生水土流失会影响周边环境，造成大面积裸露区域。石

料场下游靠近河流，水土流失会影响周边自然环境和河流通畅。为有效治理水土流

失，建设单位已实施相关的就拦挡和植被恢复措施。 

5.3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监测组现场调查，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监测总结报告                                     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48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红豆树水库工程工程建设累计扰动土地面积 163.51hm2，综合整治面积共计

158.34hm2（包括建筑物、硬化、路面、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水域面积），扰动

土地整治率为 96.84%，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目标值 95%。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单位：hm2 

扰动地

表面积 

建筑物、硬

化及路面 

工程措

施面积 

植被措

施面积 
水域 

整治面

积 

扰动土地

整治率 防治分区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 

枢纽区 4.45  1.24  1.65  1.54    4.43  99.52  

永久道路区 10.45  8.75  0.03  1.35    10.13  96.98  

渠道区 11.48  10.55        10.55  91.94  

水库淹没区 62.43        62.43  62.43  100.00  

移民安置区 35.30  35.17    0.12    35.29  99.96  

渠道施工带 23.09  8.75    13.77    22.52  97.52  

料场区 8.14      5.56    5.56  68.30  

弃渣场区 3.62      2.97    2.97  82.09  

临时道路区 4.25  2.35    1.87    4.22  99.29  

施工营地区 0.31      0.24    0.24  77.42  

合计 163.51  66.81  1.68  27.42  62.43  158.34  96.84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红豆树水库工程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面积共计 29.98hm2（扰动土地面积扣除

建筑物、硬化、路面、水域以及石质边坡面积），完成治理面积 29.10hm2（工程措

施及植物措施面积），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08%，达到方案目标值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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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扰动地

表面积 

建筑物、硬

化及路面 

工程措

施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水域 

石质

边坡 

流失

面积 

治理

面积 

水土流失

治理度 防治分区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 

枢纽区 4.45  1.24  1.65  1.54  0.00    3.21  3.19  99.33  

永久道路区 10.45  8.75  0.03  1.35  0.00  0.31  1.39  1.38  99.63  

渠道区 11.48  10.55  0.00  0.00  0.00  0.54  0.38  0.00  0.00  

水库淹没区 62.43  0.00  0.00  0.00  62.43    0.00  0.00  —— 

移民安置区 35.30  35.17  0.00  0.12  0.00    0.13  0.12  90.23  

渠道施工带 23.09  8.75  0.00  13.77  0.00  0.25  14.09  13.77  97.72  

料场区 8.14  0.00  0.00  5.56  0.00  2.55  5.59  5.56  99.46  

弃渣场区 3.62  0.00  0.00  2.97  0.00  0.60  3.02  2.97  98.41  

临时道路区 4.25  2.35  0.00  1.87  0.00    1.90  1.87  98.42  

施工营地区 0.31  0.00  0.00  0.24  0.00  0.05  0.26  0.24  92.31  

合计 163.51  66.81  1.68  27.42  62.43  4.30  29.98  29.10  97.08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根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结合实地调查，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永

久弃方 26.87 万 m³（松方），集中堆放于 4 个弃渣场内，各弃渣场均实施了拦挡措

施，目前存渣量为 25.54 万 m³。施工期间产生的临时存土都堆放在开挖地段附近，

并能及时的回填利用。通过调查得知项目施工期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因此确

定本项目拦渣率为 95.05%，达到方案确定目标值（95%）。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监测组经现场调查，结合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参考项目所在区域的土壤侵蚀

类型和强度，本项目所在地的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监测统计，

项目区试运行期内（1.17 年）产生的土壤流失量为 171.99t，项目区流失面积为

29.98hm2，计算得出试运行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490.49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

达到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1.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红豆树水库工程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共计 39.31hm2，除去建筑物、硬化、路

面、工程措施、水域以及石质边坡等不可绿化面积后，项目区可绿化面积为 28.2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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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植物措施面积为 27.42hm2。因此，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6.91%，未达到方案目标

值 99%。 

表 6-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扰动地

表面积 

建筑物、

硬化及

路面 

工程措

施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水域 

石质边

坡 

林草可

恢复面

积 

林草植

被恢复

率 
防治分区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hm2 % 

枢纽区 4.45  1.24  1.65  1.54  0.00  0.00  1.56  98.63  

永久道路区 10.45  8.75  0.03  1.35  0.00  0.31  1.36  99.62  

渠道区 11.48  10.55  0.00  0.00  0.00  0.54  0.38  0.00  

水库淹没区 62.43  0.00  0.00  0.00  62.43  0.00  0.00  —— 

移民安置区 35.30  35.17  0.00  0.12  0.00  0.00  0.13  90.23  

渠道施工带 23.09  8.75  0.00  13.77  0.00  0.25  14.09  97.72  

料场区 8.14  0.00  0.00  5.56  0.00  2.55  5.59  99.46  

弃渣场区 3.62  0.00  0.00  2.97  0.00  0.60  3.02  98.41  

临时道路区 4.25  2.35  0.00  1.87  0.00  0.00  1.90  98.42  

施工营地区 0.31  0.00  0.00  0.24  0.00  0.05  0.26  92.31  

合计 163.51  66.81  1.68  27.42  62.43  4.30  28.29  96.91  

6.6 林草植被覆盖率 

红豆树水库工程建设区面积为 101.09hm2（不含水库淹没区），实施植物措施面

积 27.42hm2，因此，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为 27.13%，达到方案目标值 27%。 

表 6-4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扰动地表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覆盖率 
防治分区 

hm2 hm2 % 

枢纽区 4.45  1.54  34.61  

永久道路区 10.45  1.35  12.92  

渠道区 11.48  0.00  0.00  

移民安置区 35.30  0.12  0.34  

渠道施工带 23.09  13.77  59.63  

料场区 8.14  5.56  68.30  

弃渣场区 3.62  2.97  82.09  

临时道路区 4.25  1.87  44.00  

施工营地区 0.31  0.24  77.42  

合计 101.09  27.42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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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防治指标分析评价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截止 2018 年 8 月，本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指标的

达标情况见表 7-1。 

表 7-1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与方案目标对比情况表 

指标 一级标准值 方案指标值 实现指标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治理率% 95 95 96.84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7 97.08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1.0 1.0 达标 

拦渣率% 95 95 95.05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 96.91  不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7 27.13  达标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动态监测结果分析，截至 2018 年 8 月，红豆树水库工程

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6.8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08%，拦渣率达到 95.0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6.91%，

林草覆盖率为 27.13%。六项指标除林草植被恢复率外，均达到了方案拟定目标值。

林草植被恢复率未能达到方案目标值的原因为：石料场、渠道隧洞口弃渣场、渠道

施工带裸露面主要为石质边坡，且土壤匮乏，气候干燥，工程投资所限不具备全面

绿化的条件。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工程措施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对枢纽区实施浆砌石护坡、喷砼护坡，渠道区实

施的浆砌石拦挡，弃渣场下游挡护、截排水沟、拦洪坝，道路排水系统、边坡支护

和工程扰动面积的土地平整等实施，措施布局和措施量在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基础上

根据工程实际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满足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需要。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布局合理、措施体系比较完善、设施保存

完好，具备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2、植物措施评价 

植物措施主要针对枢纽区空地、弃渣场、临时施工场地、道路外侧空地及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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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段实施，措施布局满足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措施实施量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量。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布局合理、实施到位，在美化运行管理区

的同时又起到了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但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时段较

短，且绿化区域场地缺少覆土，导致目前植物措施覆盖度一般，需加强植物措施的

抚育管护，及时补植补种，确保植物措施发挥其水土保持效益。 

3、临时措施评价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主要针对施工期间的场地临时排水和临时覆盖措施，措

施实施量较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量有所欠缺，建设单位后续项目需要提高认识，注重

施工期间水土流失的防治。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布局基本合理、措施基本实施到位，

能够有效防治工程建设期间工程措施未到位之前的水土流失。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监测组经过分析本项目监测工作，并根据现场情况，结合水土保持相关规范要

求，对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各分区植物措施长势不理想，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对各区域植物措施的补植补

种和抚育管理； 

2、加强对道路区的排水和拦挡措施的维护，及时清理淤积堵塞的排水

沟；  

3、建议建设单位高度重视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治理及管护责任，积极配合当地

相关主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工作，指派专人负责运行期水土保持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7.4 综合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红豆树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基本上合理可行。在工程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能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保障水土保持投资专项使用，有效控制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

流失。在施工过程中，多数分项工程能及时跟进水土保持措施，取得了较好的防护

效果。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监测总结报告                                                          7、结论 

 53 

截至 2018 年 8 月，随着工程区各项水保措施已完全发挥防护作用，取得了较好

的水土保持防护效果。通过项目区巡查及查阅工程资料，项目建设未发生水土流失

危害。项目区的六项防治指标均已达到方案设定的目标值。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

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行，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维护措施落实到位，符

合交付使用要求，但运行期间需持续进行植被恢复工作。 















































枢纽区大坝

输水渠道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地理位置图

大姚县红豆树水库工程项目区位于大姚县龙街乡红豆树村附近的龙

街河上，属龙川江水系蜻岭河支流龙街河上游，水库规模为中型，工程

等级为Ⅲ等。流域中心坐标为东经101°23′，北纬25°29′工程距县城

36km，距州府楚雄市106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