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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水管（m） 3190 1000 3565
混凝土排水沟（m） 3520 817 3382
混凝土圬工（m3） 2781 0 2000

生态停车场（植草砖）（hm2） 1.75 0.10 1.76
铺透水砖（hm2） 49500 500 50000

植物

措施

景观绿化（hm2） 18.95 0.20 19.30
灌草混播（hm2） 6.73 0 6.68
植乔木（株） 15750 764 15764

临时

措施

洗车池（个） 2 0 2
临时拦挡（m） 2145 0 0

临时排水沟（m） 6420 0 2790
临时沉砂池（个） 15 0 5

临时彩条布覆盖（m2） 16390 0 3500
临时密目网覆盖（m2） 54500 0 73500

水土流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 498 872.5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61 —

最大风速(m/s) — 14 —

水土流失量（t） — 100.27 2074.3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

问题

及建

议

（1）主体工程区

现场调查时，发现 10#学生宿舍楼后的景观河道坡面处于裸露状态，无临时措施。

由于该区域为景观河道坡面，遇到强降雨天气容易对该坡面造成直接冲刷，污染河

道。3#食堂前有一处裸露地表，无临时措施，遇到降雨时该裸露地表的土石方容易

随雨水流失到附近区域，造成水土流失。11#宿舍楼后方一处电线杆堆土裸露，且临

近交通道路，遇到降雨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建议施工单位尽快对 10#学生宿舍楼、11#学生宿舍楼后方的电线杆裸露堆土及

3#食堂的裸露区域进行植草覆盖，避免雨水直接冲刷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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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南宁师范大学武鸣校区（二期）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2 年第 3 季度， 51.25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3

按赋分方法，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存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米的按照

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

完为止。

本项目除取土场区外，各工程分区均按照设计

红线范围施工，经统计得分为 13分。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按赋分方法，表土剥离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

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

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

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施工部分已按方案设计对可剥离表土进

行了剥离，经统计得分为 5分。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按赋分方法，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

地外新设弃渣场且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的，存在 1处
3 级以上弃渣场的扣 5 分，存在 1 处 3 级以下弃渣

场的扣 3分；乱堆乱弃或者顺坡溜渣，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目前不设弃土场，无弃土，与方案批复

的一致，故得分为 15分。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按赋分方法，根据土壤流失总量扣分，每 100
立方米扣 1分，不足 100立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

完为止。

本季度土壤流失总量为 100.27t，按 1.35t/m3换

算为 74.27m3，每 100m3扣 1 分，小于 100m3不扣

分，按赋分方法，得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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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18

按赋分方法，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拦挡、截排

水、工程护坡、土地整治等）落实不及时、不到位，

存在 1处扣 1分；其中弃渣场“未拦先弃”的，存

在 1处 3级以上弃渣场的扣 3分，存在 1处 3级以

下弃渣场的扣 2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设置，主体工程已完成建

设，各项工程措施已基本完成布设，经统计，得分

为 18分。

植物措施 15 13

按赋分方法，植物措施未落实或者已落实的成

活率、覆盖率不达标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存在 1
处扣 1分，超过 1000平方米的按照其倍数扣分（不

足 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扣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已完工，植物措施已基本布设完毕，植

物措施覆盖率达标且存活率较高，经统计，得分为

13分。

临时措施 10 10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拦挡、排水、苫盖、

植草、限定扰动范围等)落实不及时、不到位，存在

1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本项目各工程区在可进行临时拦挡、排水和苫

盖等措施的边坡、坡脚、坡顶等区域均已设置临时

防护措施，部分区域由于正在施工临时措施需完善

加强。经统计，得分为 10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按赋分方法，一般危害扣 5分；严重危害总得

分为 0。
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得分 5分。

合计 100 94
得分 80 分及以上的为“绿”色，60 分及以上

不足 80分的为“黄”色，不足 60分的为“红”色。

备注：1.监测季报三色评价得分为各项评价指标得分之和，满分为 100分。

2.发生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或者拒不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限期整改要求的生产建设

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三色评价结论为红色，总得分为 0。

3.上述扣分规则适用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不超过 100公顷的生产建设项目，

各项评价指标（除“水土流失危害”）按上述扣分规则的两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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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我公司于 2022年第 3季度对本项目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临时堆土场

区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进行了巡查监测，同时收集工程施工资料，

现场调查结合工程施工进度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汇总、编写《南宁师范大学武鸣

校区（二期）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2022年第 3季度），顺利完成本季

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我公司监测人员在监测过程中对工程现场采取了重点调查与巡查监测相结

合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

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等。对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和临时堆土场区等区域重点

监测。

3.1地表扰动情况

3.1.1主体工程区地表扰动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区已完成建设，截止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已完工，本季

度新增扰动面积 0hm2，累计总扰动面积约 46.20hm2。主体工程现状及扰动情况

如图 3.1-1所示。

主体工程区场地照片：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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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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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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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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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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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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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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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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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主体工程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图 3.1-1 主体工程区现状照片

3.1.2施工生产区情况

本项目实际施工单位将施工生产区设置于三期工程用地范围内，占地面积约

0.30hm2，截至 2022年 9月底，施工生产区共有 1处集中场地，用于施工工人住

宿以及堆放机械材料等。本季度新增面积为 0hm2，累计总占地约为 0.30hm2。施

工生产区现状及扰动情况如图 3.1-2所示。

施工生产区现状图片：

位置：施工生产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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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施工生产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施工生产

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图 3.1-2 施工生产区现状照片

3.1.3弃渣去向情况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不设置弃渣场。

3.1.4临时堆土场区情况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本工程临时堆土场区并非原水

土保持设定的区域，而是就近堆放在已开挖的主体工程区周围，主要用于堆放主

体工程施工中开挖的土方，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临时堆土场区堆放的土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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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回填，已新增扰动土地面积为 0hm2，累计扰动面积约为 4.75hm2。临时堆土

场区现状及扰动情况如图 3.1-3所示。

临时堆土场区现状图片：

位置：临时堆土

场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位置：临时堆土

场区

拍摄时间：2022
年 9月

图 3.1-3 临时堆土场区现状照片

3.1.5取土场区情况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已停止取土，取土场区现已为其他项目建设

场地，故该取土场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本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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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3.2.1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总扰动土地面积为 57.92hm2，其中主体工程

建设扰动土地面积为 46.20hm2；施工生产区扰动土地面积 0.30hm2；临时堆土场

区扰动土地面积为 4.75hm2；因本项目取土场区在上季度已被其他项目使用，现

已建成厂房，故取土场区不属于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主体工程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主体工程区已建设完毕，本项目主体工程区

新增占地面积 0hm2，主体工程区扰动土地面积约为 46.20hm2，部分为永久用地、

部分为临时占地，本项目主体工程区本季度水土流失面积约为 46.20hm2。

（2）施工生产区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施工生产区新增占地面积 0hm2，施工生产区

面积约 0.30hm2，为临时用地，施工生产区主要为活动板房建设，主要用于施工

工人日常生活和堆放材料、机械，施工生产区内部分区域已采取铺设透水砖、景

观绿化、临时排水沟等措施，因此水土流失面积约 0.30hm2。

（3）临时堆土场区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临时堆土场区新增占地面积 0hm2，临时堆土

场区扰动总面积约 4.75hm2，目前临时堆土场区的土石方已开始回填，本季度水

土流失面积 4.75hm2。

（4）取土场区水土流失面积

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取土场区已被其他项目使用，故取土场区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与本项目无关。

3.2.2水土流失量计算

本项目建设区位于南宁市武鸣区范围内，所在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为水力侵

蚀，目前项目处于完工阶段，期间部分区域未对地表和景观河道坡面裸露区域实

施绿化措施，可能会导致水土流失。

通过监测点、监测点代表的监测分区和整个监测范围进行分析项目造成的土

壤流失量，确定监测点侵蚀模数。侵蚀模数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计算得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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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模数的确定以《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作为

依据，即由各监测点的地形地貌、下垫面类型和植被覆盖度，结合简易水土流失

观测场、监测点沟壑状况及下游沟道淤积状况、农田淤埋状况和周边植被状况等，

综合确定影响土壤侵蚀侵蚀强度的工程开挖面土质因子、工程堆积体土石质因子、

坡长因子、坡度因子、植被覆盖因子、工程措施因子、耕作措施因子、径流冲蚀

力因子等因子，分析、计算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总量。

根据水土流失量计算，本季度本项目扰动后主体工程区土壤侵蚀强度为

810t/（km2·a），临时堆土场区土壤侵蚀强度为 540t/（km2·a），施工生产区土

壤侵蚀强度为 400t/（km2·a），截止至 2022年 9月底，本项目取土场区已被其

他项目使用，故取土场区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与本项目无关。土壤流失均控制在

平台施工范围内，暂不考虑水土流失量，因此本季度项目建设区产生的土壤流失

量约为 100.27t，详见表 3.2-1。
表 3.2-1 本季度水流失情况表

项目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本季度土壤侵蚀模数[t/
（km2·a）]

水土流失量（t）

主体工程区 46.20 810 93.56

临时堆土场区 4.75 540 6.41

施工生产区 0.30 400 0.30

合计 51.25 100.27

3.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本季度，我公司对工程建设区及周边可能造成的影响区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

情况进行了巡查监测，结合监测点位，对项目建设区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

进行监测，由于本项目已建设完毕，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和临时堆土场区内

的水土保持措施大部分已得到落实，较大程度将水土流失控制在项目占地区内。

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情况详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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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情况表

主体工程区

现

状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经过现场调查，施工单位已在主体工程区内布设了生态停车场、铺设透水砖、混

凝土排水沟、绿化覆土、景观绿化等措施。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照

片



- 19 -



- 20 -



- 21 -

盖板排水沟

盖板排水沟

盖板排水沟

透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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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产区

现

状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经过现场调查，施工单位在施工生产区内已布设了排水沟、铺设透水砖、景观绿

化等措施。

生态停车场（植草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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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照

片

临时堆土场区

现

状

水

土

保

现场调查发现，临时堆土场区现已经过整治，并覆表土进行绿化。

盖板排水沟

透水砖

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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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措

施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照

片

景观绿化

透水砖

景观绿化

透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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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本项目建设区存在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问题：现场

调查发现主体工

程区内的景观河

道坡面裸露，遇到

降雨，土方容易随

雨水流失到景观

河，造成水土流

失。

建议：施工单位应

及时在景观河道

坡面种植草皮，尽

快对裸露坡面进

行绿化，防止雨水

对裸露坡面的直

接冲刷。

裸露坡面

裸露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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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现场

调查发现主体工

程区 3#食堂馆附

近地表裸露，未实

施植草种树，遇到

降雨容易冲刷地

表，造成水土流

失。

建议：施工单位应

及时在该裸露地

表进行场地绿化，

避免雨水对裸露

地表的直接冲刷。

裸露地表

裸露地表

3#食堂

3#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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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现场

调查发现主体工

程区 11#学生宿舍

楼后方一处电线

杆堆积的堆土裸

露，且临近交通道

路，遇到降雨容易

冲刷堆土，造成水

土流失及污染道

路。

建议：施工单位应

及时在该裸露区

域进行绿化，避免

雨水对裸露堆土

的直接冲刷。

存在的问题：现场

调查发现主体工

程区 2#教学楼西

北面景观河道桥

底堆土裸露，且临

近交通道路，遇到

降雨容易冲刷堆

土，易造成水土流

失。

建议：施工单位应

及时在该裸露区

域进行绿化，避免

雨水对裸露堆土

的直接冲刷。

裸露堆土

裸露堆土

11#学生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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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阶段监测结论

（1）主体工程区

现场调查时，主体工程区已建设完毕，10#学生宿舍楼、11#学生宿舍楼、12#

学生宿舍楼、13#学生宿舍楼、14#学生宿舍楼已交付使用；1#教学楼、2#教学楼、

3#教学楼已完成主楼体建设，景观绿化、透水砖、排水沟、雨水排水管、生态停

车场等措施均已建设。部分景观河道的坡面呈裸露状态，容易在降雨时造成水土

流失；主体工程区内的 3#食堂附近地表裸露，无临时覆盖及景观绿化措施。

建议施工单位及时在景观河道裸露坡面种植草皮和在 3#食堂馆附近的裸露

地表植树种草，以防止雨水对裸露地表的直接冲刷造成水土流失。

（2）施工生产区

现场调查发现，施工生产区已完成建设，场地内已布设透水砖、排水沟及景

观绿化等措施。

建议后续工作中继续完善施工生产区内的水土保持措施，加强对区内的植物

措施的管理工作，如发现植被缺损或枯死现象，应及时对其进行补植等。

（3）临时堆土场区

经过现场勘查，临时堆土场已完成使用，场地内已进行土地整治、景观绿化

排水沟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建议在后续施工中，加强对场地内的管理，定期巡查场地内的相关水土保持

措施，如发现场地内的绿化措施有枯死现象，应及时采取补植措施，以防止造成

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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