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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徐高速水土保持驻点监测的做法与经验

徐敬华，邓　岚，丁富平，廖裕俭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动力学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摘　要：对湛徐高速水土保持驻点监测在项目管理、监测数据获得、监测频次安排等进行了探索：①监测过程中参与项
目水土保持管理，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促进了水土保持措施和整改意见的落实；②采取较高的监测频次，加强台
风、暴雨后加测，及时发现存在水土流失问题；③获得了较长序列的扰动土地面积、土石方调配和水土保持工程量数
据，但水土流失量数据的获得仍然是难点，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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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３月，水利部出台《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２００９］１８７号文）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生产建设项目监测的内容

和重点，对监测方法、频率、监测报告格式、报送制

度等均做出规定
［１］，其中要求监测机构实行驻点监

测。驻点监测需监测单位在工程现场设立项目部，安

排监测人员常住工地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与以往

监测单位定期到工程现场开展监测相比，其优势主要

是提高了监测频次，便于获得长序列、高密度的监测

数据，同时便于及时发现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及时与

建设单位沟通促进整改，但驻点监测的人力、物力投

入更高。当前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依然存在

着众多问题和不足，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和加强深

化
［２］。广东省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较

早，且做了大量研究
［３－６］，广东省《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管理规定》（粤水水保［２０１０］１２６号）第九
条为“逐步推行驻点监测，鼓励监测单位采用培训、

现场指导等形式参与建设单位的施工管理”，但目前

开展水土保持驻点监测的项目较少，有必要对水土保

持驻点监测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探讨，以提高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水平，切实防治生产建设项目造成

的水土流失。我院于２００９年９月起承担湛徐高速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并实行驻点监测。本项目为我院第一

宗实行驻点监测的生产建设项目，为了认真落实《意

见》要求，我们在监测实施过程中做了一些探索。

１　工程概况

湛（江）徐（闻）高速公路全长１１４ｋｍ，双向四车
道，路基宽度为２８０ｍ。全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低山
丘陵与沿海平原之间的台地区，地形平缓，一般高程

在２０～１４０ｍ，高差为１５～２５ｍ，项目区跨越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监督区，防治标准执行建设

类项目二级防治标准。本工程于 ２００９年 ６月开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建成通车。本工程划分为主线工程区、取
土场区、弃渣场区、施工临建区、临时道路区等５个水
土流失防治分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１０３８７６ｈｍ２，设
置２０个取土场，占地面积为６３２１ｈｍ２，取土总量为
３３５３９万 ｍ３，设置 ２３个弃渣场，占地面积为
４７０３ｈｍ２，弃渣总量为 １９１８２万 ｍ３。全线划分为
９个路基标段、２个路面标段、３个绿化标段。工程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在施工期委托

了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完工后及时开展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技术评估工作，并于２０１３年６月通过水利部
组织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１３８１９０４万元。
２　监测主要做法
２１　参与项目水土保持管理

《意见》中监测目的第一条为“协助建设单位落实

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管理”，但

目前部分建设单位未认识到监测对工程建设的有利作

用，积极性不高
［７］，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及措施

落实仍然是一个难点。我们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前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使建设单位认识监测单位是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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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管好施工单位，确保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对主体工程建设和运行有明显的帮助和好处。因此，

促成了水土保持监测合同是由建设单位、监测单位和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签订的三方合同，监理单位作为第

三方有责任协助监测单位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

测单位有责任对监理单位包含的水土保持工程监理提

出建议和指导。在开展现场监测过程中，监测驻点办

公室设在监理单位的总监办，监测单位通过提建议、

现场指导等方式参与项目水土保持管理。监测单位与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相互协作，加强交流

沟通，共同进行工程现场管理与检查，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有力促进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及存在问

题的整改。典型整改案例如下：①２００９年第四季度
初，南渡河（属二级水源保护区）特大桥桩基施工产生

的泥浆防护不到位，造成较严重的泥浆入河、入田现

象。监测单位随即提出了书面整改意见，但施工单位

在第四季度末仍未完成整改。为落实整改措施，监理

单位对该施工单位进行了罚款处理，并限期完成整改，

确保了整改意见的执行力度并及时消除了造成的水土

流失危害。②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湛徐高速已完成路基工
程，正在进行路面及绿化工程施工，但线外的部分取

土场、弃渣场还存在治理滞后现象，监测单位及时向

建设单位做了汇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建设单位以
粤湛徐建［２０１０］１４２号文下发了《关于要求做好湛徐高
速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下阶段水土保持工

作的总体要求，并指出１１个需整改点的位置、存在的
主要问题和整改要求。２０１０年底，各施工单位按照要
求完成整改，并经监测单位和监理单位核实，将落实

情况上报了建设单位。③湛徐高速进入试运行期后，
监测单位继续开展植被恢复期水土保持监测，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遂溪县水务局提出湛徐高速官田大桥桥头防护
措施不到位，泥沙经排水系统进入官田水库调水渠道，

造成渠道堵塞较严重，使位于官田大桥两侧的官田水

库东、西两库调水不畅，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造成

上游部分农田淹没。监测单位立即组织监测人员进行

了现场查勘，并向建设单位反映了问题。建设单位及

时组织人员对渠道淤积的泥沙进行了清理，并对桥头

坡体进行了防护，该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２２　监测频次和监测数据获得
由于实行驻点监测，工程施工期基本按照《意见》

要求频次进行，每月对全线进行一次全面巡查，强台

风暴雨后及时加测，水土流失灾害发生后１周内完成
监测，并对布设的监测点测量记录数据。特别注重线

外临时场地监测，对２３个弃渣场和２０个取土场全部
进行动态监测，做到１０～１５ｄ监测记录１次。由于监

理单位负责水土保持措施进度、治理等相关内容监理，

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因此监测

单位对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每月监测１次（《意见》
要求１０ｄ监测１次）。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数据主要包括扰动土

地面积、土石方数量、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工程量

等方面。本项目主线工程区扰动土地面积主要是由征

地红线范围结合监测单位发现一处测量记录一处的直

接影响区面积获得。弃渣场、取土场、临时堆土、施

工临建用地、施工便道等面积主要是通过实测获得。

由于监测频率较高，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对新增弃渣场、

取土场等要及时上报监测单位，监测单位及时进行现

场测量，因此本工程获得了扰动土地面积动态变化序

列数据，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工程临时占地变化情况，

有效防止了施工单位随意扩大扰动土地面积和破坏植

被现象，控制了工程造成的水土流失。工程土石方挖、

填数量、水土保持工程量等主要是通过各施工单位每

个月上报的水土保持调查表格和监理旬报、月报、计

量资料获得，对未计量的临时排水、拦挡等工程量通

过实测获得。较以往的监测项目，驻点监测获得的水

土保持工程量，特别是临时工程量更为准确。水土流

失量主要通过在各监测分区中的典型侵蚀单元布设钢

钎、简易径流小区等获得侵蚀模数，再根据各侵蚀单

元类型面积获得水土流失量。

２３　监测报告
《意见》规定每个季度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报告表，

本项目实施驻点监测，按照合同条款，水土保持监测

报告以月报形式提交，格式在《意见》规定的表格基础

上增加了阶段性监测成果章节，按照分区、分标段对

本月水土保持状况进行总结分析，针对工程存在的水

土保持突出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水土保持

要求、建议和相应的改进措施，问题较为突出时，以

函的形式发文。在植被恢复期，监测报告按照季报完

成，监测结束后，提交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本

项目共计完成监测报告及其他交流文件共１７份，监测
报告及时报送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在上报时口

头汇报本工程水土流失状况，以便水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检查。

３　经验
１）湛徐高速水土保持监测在开展过程中参与了项

目水土保持方面的管理，建立了监测单位、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良好沟通机制，使得本工程水

土保持措施，特别是临时措施落实到位，提出的水土

流失问题和整改意见及时落实，有效防治了工程造成

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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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监测频次是获得完整监测数据的前提，本项
目驻点监测基本按照《意见》要求的监测频次开展，获

得了较为准确的扰动土地面积、土石方数量和水土保

持工程量等动态序列数据，直观地反映出工程造成的

水土流失状况。

３）由于工程处于快速施工变化中，且目前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量监测手段有限，驻点监测也难获得

准确的水土流失量数据。笔者认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应注重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促进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的各项防治措施落实，弱化对水土流失量的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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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盾构穿越防汛堤坝施工中，应对切口水压、盾

构推进、泥水控制、同步注浆和密封油脂压注等各盾

构施工参数进行严格把控，及时调整参数动态化施工，

严禁施工参数超越设定区间；

３）盾构穿越区域内覆土受推进影响最为明显，是
穿越防汛堤坝的重点防护部位；

４）必要时对坝体进行预加固，如对坝脚进行抛石
稳压，对穿越区的坝体土体进行注浆加固等；

５）盾构穿越前，应对潮汐对坝体的变形规律进行
监测，控制在潮汐变化小的时段穿越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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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蒋建平．隧道穿越堤防时的堤顶面沉降规律研究［Ｊ］．水
运工程，２０１３（３）：２２－３０．

（本文责任编辑　王瑞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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