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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3.1 水土流失现状 

3.1.1 水土流失现状 

（1）崇左市天等县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公报（2020 年），崇左市天等县轻度水土流失面积占

区域总水土流失面积 64.06%，因此工程项目区水土流失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本工程

所在区域属于西南土石山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容许土

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崇左市天等县水土流失面积见表 3.1-1。 

表 3.1-1     崇左市天等县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km2 

行政区划 水土流失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崇左

市 天等县 417.87 228.09 89.21 39.32 28.16 33.09 

比例（%） 100.00 54.58  21.35  9.41  6.74  7.92  
备注：此表数据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公报（2020 年）。 

（2）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本项目于 2019 年 3 月进场施工，2020 年 6 月完工，截止 2021 年 9 月踏勘现场，项

目水土流失情况具体如下：  

①主体工程区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及现场调查，主体工程区的初期雨水收集池、控制室、开票

室和办公室已建成、厂区道路、地面硬化工程及其他配套设施已建设完成，已建成总建

筑面积 1670.02m2，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建筑占地面积 1454.02m2，建筑密度 4.92%，

绿化面积 551.41m2，现状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现状地面已硬化，现状地貌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背景值为 300t/（km2·a)，土壤侵蚀模数在容许范围值内。 

②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施工时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1 处，位于项目中部的硬化地面内，占地面积

0.05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已于 2020 年 6 月归还主体建设为硬化地面，现状占地类型为

工业用地，现状地貌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300t/（km2·a)，土壤侵蚀模数在容许范

围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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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3.2.1 扰动地表面积预测 

根据本项目有关设计资料，结合实地查勘，对项目建设期开挖扰动地表、占压土地

的面积分别进行测算。本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 2.96hm2，详见表 3.2-1。 

表 3.2-1        项目扰动地表面积表        单位： hm2 

项目组成 行政
区划 

占地性质 
原地貌占地类

型及面积 合计 
现状占地类型

及面积(hm²) 合计 

永久 临时 其他草地  工业用地  
主体工程区 崇左

市天

等县 

2.96 0 2.96 2.96 2.96 2.9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 （0.05） （0.05） （0.05） （0.05） 

合     计  2.96 0 2.96 2.96 2.96 2.96 
说明：施工生产生活区是临时占用主体工程区场地，加括号表示面积不重复计列。 

3.2.2 损毁植被面积预测 

根据本工程有关设计资料，结合实地查勘，本工程建设损毁植被面积为 2.96hm2，

详见表 3.2-2。 

表 3.2-2        项目损毁植被面积统计表        单位： hm2 

项目组成 行政区划 
占地性质 原地貌占地类型及

面积 合计 

永久 临时 其他草地  
主体工程区 崇左市天

等县 
2.96 0 2.96 2.9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 （0.05） （0.05） 
合     计  2.96 0 2.96 2.96 

说明：施工生产生活区是临时占用主体工程区场地，加括号表示面积不重复计列。 

3.2.3 废弃土量预测 

本项目施工期无永久弃方。 

3.3 土壤流失量预测（调查） 

3.3.1 调查单元 

本项目为已开工补报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已结束，对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已

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进行调查，本方案调查范围为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调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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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包括主体工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共 2 个单元。具体各调查单元水土流失调查面积详

见表 3.3-1。 

表 3.3-1     各单元水土流失调查面积表    单位：hm2 

序号 调查单元 占地面积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预测面积 
自然恢复期预测面积 

1 主体工程区 2.96 2.91 0.06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05 0 

总   计 2.96 2.96 0.06 
备注：①施工生产生活区和临时堆土场是临时占用主体工程区用地，施工期主体工程区预测面

积需扣除施工生产生活区面积，故施工期主体工程区预测面积为 2.91hm2。 

3.3.2 调查时段 

本项目已于 2019 年 3 月开工， 2020 年 6 月完工，总工期 16 个月，本方案将预测

工程的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自然恢复期间的水土流失情况。根据《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结合工程建设区的特点，本项目预测时段分为

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自然恢复期，预测时段按最不利的情况考虑，超过雨季(5 月

至 9 月)长度的按一年计算，不超过雨季长度的按占雨季长度的比例计算。本项目为已

开工补报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已结束， 对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已造成的水土流

失量进行调查，。 

根据当地自然气候条件及植被生长情况并结合实际工程经验，一般情况下，林草植

被措施实施后发挥效益较快，施工结束后不采取任何措施达到扰动前土壤 侵蚀模数所

需时间基本在 2 年左右，故本项目自然恢复期预测时段按 2 年计。具体各区预测时段

见表 3.3-2。 

表 3.3-2          建设期各区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划分表 

序

号 
调查区域 工程建设期(含施工准备期）（a) 

调查时段（a)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1 主体工程区 2019 年 3 月~2020 年 6 月 1.50 1.33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2019 年 3 月~2020 年 5 月 1.42 / 
序

号 预测区域 工程建设期（a) 
调查时段（a)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1 主体工程区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 / 0.67 

备注：项目施工已结束， 本方案对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已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进行调查；自然

恢复期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10 月为调查时段，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5 月进行预测，自然恢复
期调查和预测时段共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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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土壤侵蚀模数 

（1）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根据项目区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及植被等情况，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中土壤水力侵蚀的强度分级标准，确定各个立地类型的土壤侵蚀模数。

详见表 3.3-3、表 3.3-4。 

表 3.3-3   项目区各地类原地貌土壤侵蚀情况表 

序号 土地利用类型 坡度

（°） 
林草覆盖

率（%） 
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 t/(km2·a) 
面积

（hm2） 
土壤侵蚀

强度 
1 其他草地 ＜5 - 500 2.96 微度 

根据项目各地类土壤侵蚀模数及各预测单元面积，按照加权平均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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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s 为平均侵蚀模数； iF为第 i 个工程面积； iM 为第 i 个地类的侵蚀模数。 

表 3.3-4  项目原地貌占地范围内各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表  单位：t/（km2·a） 

序号 项    目 其他草地 取值 

1 
主体工程区(hm2) 2.91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500 500 

2 
施工生产生活区(hm2) 0.05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500 500 
平均值  500 

根据加权平均公式计算得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500t/(km2·a)。 

表 3.3-5   项目区各地类现状地貌土壤侵蚀情况表 

序号 土地利用类型 坡度
（°） 

林草覆盖
率（%） 

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 t/(km2·a) 

面积
（hm2） 

土壤侵蚀
强度 

1 工业用地 ＜5° - 300 2.96 微度 
 

表 3.3-6  项目现状地貌占地范围内各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表  单位：t/（km2·a） 

序号 项    目 工业用地 取值 

1 
主体工程区(hm2) 2.91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300 300 

2 
施工生产生活区(hm2) 0.05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300 300 
平均值  300 

根据加权平均公式计算得现状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取 300t/(km2·a)。 

（2）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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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类比工程选择广西民族博物馆工程，两个工程气候条件相似，降雨量、土

壤类型、地形地貌相似，因此可以作为本项目的类比工程，详见表 3.3-7。 

表 3.3-7   本工程与类比工程条件对照表 

项 目  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

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 
广西民族博物馆工程（类比项目） 

地理位置 崇左市天等县 南宁市青秀区 

气候 

项目所处的崇左市天等县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温凉湿润，多

年平均气温 20.5℃，多年年平均降水

量 1459.1mm，多年平均风速 1.7m/s。 

项目所处的南宁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

特点是炎热湿润，多年平均气温 21.6℃，多

年年平均降水量 1304.2mm，多年平均风速

1.6m/s。 
地形地貌 低丘地貌 低丘地貌 
土壤类型 红壤土 红壤土 

施工方法 施工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建设、道路建

设等。 
施工主要包括场地平整、基础开挖、道路及

广场施工、临时弃土防护。 

项目分区 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 房屋建筑物区、道路及其它道路及配套服务
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弃渣场、自然景观区。 

水土流失类型 水力侵蚀 水力侵蚀 
水土流失区域划

分 
不属于国家级、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不属于国家级、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 
类比工程实测背景条件：广西民族博物馆工程于 2005 年 3 月进行施工准备，2008

年 10 月完工，建设内容包括房屋建筑物区、道路及其它道路及配套服务区、施工生产

生活区、弃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该工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总站于 2005

年 3 月开始水土保持监测，已获得监测成果。监测方法以现场调查为主，定点监测与巡

查相结合，监测时段 2005 年 3 月～2008 年 10 月，水土流失因子主要监测项目包括施工

扰动区域内地形地貌变化情况、工程区降雨情况监测(包括年降雨量，1h、6h、24h 最大

降雨强度，暴雨次数，降雨过程)、边坡绿化率及林草覆盖率。监测结果及考虑不采取

任何水保措施情况下的修正值详见表 3.3-8。 

表 3.3-8  广西民族博物馆工程扰动后水土流失监测结果 t/(km2·a) 

序

号 分区 
施工特点 模数取值 

施工准备期 施工期 
自然 施工 施工

期 
自然 

恢复期 准备期 恢复期 

1 房屋建筑物

区 

场地平整，边

坡修建拦挡和
排水设施 

施工场地为缓坡丘陵

地貌，地势起伏较大，

对场地部分区域进行

挖填，扰动较大。 迹地已

恢复，植

被没有

达到完
全防治

效果。 

9758 8750 

2110 2 
道路及其它 
道路及配套

服务区 

场地清理、平

整 
地势较为平坦，但需要

部分开挖及回填。 
8375 7510 

3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场地平整，周

边修建围墙和
排水设施 

部分区域需开挖，主要

修建一些临时房屋，土
方工程量较大。 

7847 5030 

4 弃渣场区 / 堆放在低洼地。 / 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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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下，综合考虑降雨、地形地貌及施工等因素对类比工程的

侵蚀模数进行修正，确定本工程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详见表 3.3-9。 

表 3.3-9 本项目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修正取值表 模数单位：t/(km2·a) 

本工程项目

分区 
类比工程分区 类比工程分

区侵蚀模数 
修正因子 修正系

数 
模数

取值 降雨因子 挖填因子 地形因子 
主体工程区 房屋建筑物区 8750 1.1 0.85 0.87 0.94 8225 
施工生产生

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

区 
5030 1.1 0.95 0.86 0.97 4862 

（3）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中关于土壤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标准，

结合广西区内项目水土流失监测经验，确定本项目中的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为

1500t/（km2·a）。 

3.3.4 调查结果 

（1）土壤流失量预测公式 

根本项目工程采用类比法进行土壤流失量预测，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

标准》（GB50433-2018）规定，本项目施工期及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jijiji

n

ij
TMFW 




1

2

1
 

式中：W—土壤流失量，（t）； 

j—预测时段，j=1，2，即指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两个时段； 

i—预测单元，i =1，2，3，……，n-1，n）； 

Fji—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面积（km2）； 

Mji—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km2•a））； 

Tji—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预测时段长（a）； 

（2）调查结果 

通过计算，本项目施工建设期已造成水土流失量为 362.67t，新增水土流失量

341.0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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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项目建设造成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序
号 调查单元 调查时段 

背景

值
（t/km

2•a） 

扰动后
侵蚀摸

数

（t/km2•
a） 

侵蚀面

积
（hm2

） 

侵蚀

时间

（a） 

背景流

失量

（t） 

调查流
失量（t） 

新增流
失量（t） 

1 建构筑物区 
施工期 500 8225 2.91 1.50 21.83  359.02  337.19 

自然恢复期 500 1500 0.06 1.33 0.40 1.20 0.80 
小计     22.23 360.22 337.99 

2 施工生产生
活区 

施工期 500 4862 0.05 1.42 0.36  3.45  3.09 
自然恢复期 500 1500 0 2 0.00  0.00  0 

小计     0.36 3.45 3.09 

合计 

施工期     22.19 362.47 340.28 
自然恢复期     0.40 1.20 0.80 
施工期及自
然恢复期     22.59 363.67 341.08 

（3）预测结果 

通过计算，本项目后续自然恢复期造成水土流失量为 0.60t，新增水土流失量 0.40t。 

表 3.3-11  项目建设造成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序

号 调查单元 调查时段 

背景
值

（t/km
2•a） 

扰动后

侵蚀摸

数
（t/km2•

a） 

侵蚀面
积

（hm2

） 

侵蚀

时间
（a） 

背景流

失量
（t） 

调查流

失量（t） 
新增流

失量（t） 

1 建构筑物区 
施工期 500 8225 2.91 0 0 0 0 

自然恢复期 500 1500 0.06 0.67 0.20 0.60 0.40 
小计     0.20 0.60 0.40 

合计 

施工期     0 0 0 
自然恢复期     0.20 0.60 0.40 
施工期及自
然恢复期     0.20 0.60 0.40 

（4）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量总量 

通过计算，本项目建设期造成水土流失量为 364.27t，新增水土流失量 341.4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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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2  项目建设造成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序号 调查单元 调查时段 背景流失量
（t） 调查流失量（t） 新增流失量

（t） 

1 建构筑物区 
施工期 21.83  359.02  337.19 

自然恢复期 0.60 1.80 1.20 
小计 22.43 360.82 338.39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期 0.36  3.45  3.09 

自然恢复期 0.00  0.00  0 
小计 0.36 3.45 3.09 

合计 

施工期 22.19 362.47 340.28 
自然恢复期 0.60 1.80 1.20 

施工期及自然恢复

期 22.79 364.27 341.48 

3.4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3.4.1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现场实地调查，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治理，未对当地造成较大的水土流失危害。 

3.5 指导性意见 

3.5.1 综合分析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2.96hm2，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 2.96hm2，损毁植被面积为

2.96hm2，施工期无弃方。因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364.27t，新增水土流失量

341.48t。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工程建设中水土流失具有以下特点：在施工期间，水土流失量

急剧增加，且水土流失形成快、流失集中、强度大、危害大。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

形式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工程建设期新增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主体工程区，因此，在

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为主体工程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时段为施工期。 

因主体设计中设计了砖砌排水沟、临时排水沟、等措施，保证了主体工程的安全运

行，又起到了控制水土流失量的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对施工期各防治区

也采取了临时覆盖等有效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很好的避免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水土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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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指导性意见 

本项目为建设类项目，在项目建成后，工程区由建筑物、地表硬化所覆盖，水土流

失量在容许值范围内。由于本项目为补报方案，且已施工完毕，经现场勘查，项目区土

壤侵蚀模数在容许范围值内，因此针对本项目的指导意见如下： 

（1）及时清理排水沟的淤泥和杂物，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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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4.1 防治区划分 

4.1.1 分区目的 

为方便项目水土流失预测和防治，分析各个单元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合理地布置水

土保持措施并进行分区典型设计，统计工程量。 

4.1.2 分区依据 

应根据实地调查（勘测）结果，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据工程布局、施工扰

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 

4.1.3 分区原则 

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遵循下列原则： 

（1)差异性原则。各防治分区之间的自然条件、造成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水土流

失的特点要具有显著的差异。 

（2)相似性原则。各防治分区内造成的水土流失主导因子、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

或方向应相近或相似。 

（3)整体性原则。各防治分区要覆盖整个防治责任范围，并考虑各分区相对集中和

完整性。 

4.1.4 分区结果 

根据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施工规划布

置以及水土流失特点，将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主体工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

共 2 个分区，面积共 2.96hm2，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者为建设单位——天等县和创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各防治分区面积详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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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行政区划 
占地性质 

合计(hm²) 
永久 临时 

主体工程区 
崇左市天等

县 

2.96 0 2.9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 （0.05） 

合     计 2.96 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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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防治等级及目标 
5.1 防治标准等级 

本项目所在的崇左市天等县水土保持区划属于全国土壤侵蚀属于Ⅰ水力侵蚀类型

区、Ⅰ5 西南土石山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复核划分成果》(水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划分我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桂政发[2017]5 号)，项目所在的崇

左市天等县不属于国家级、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但项

目位于崇左市天等县，项目位于崇左市天等县天等镇大隆村广西东泥天等水泥有限公司

厂区旁，项目不位于湖泊和已建成的水库周边、四级以上河道两岸 3km 汇流范围内，且

周边 500m 范围内无乡镇、居民点，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18）相关规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岩溶区三级标准。 

5.2 防治目标 

项目区属低山丘陵地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459.10mm，不属于干旱地区，水土流

失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率不作调整；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水力侵蚀为主，土壤

流失控制比应不小于 1；项目已建设完成，本项目施工期不涉及永久弃渣堆土、临时堆

土，故不计列渣土防护率；建设前期没进行表土剥离，故不计列表土保护率；本项目为

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属于工业类项目，主体设计绿化面积较小，绿化率 1.86%，属

于对林草植被有限制的项目，林草覆盖率按主体设计的 1.86%调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见表 5.2-1。 
表 5.2-1    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防治指标 

三级级标准 
按干旱

程度修

正 

按土壤

侵蚀强

度修正 

按地

形修

正 

按林草

植被限
制项目

修正 

采用标准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 89 
土壤流失控制比 - 89  +0.25   - 1.0 
渣土防护率（%） - 0.75     80 - 
表土保护率（%） 80 84     85 - 

林草植被恢复率（%） 85 85     - 89 
林草覆盖率（%） - 89    -15.14 - 1.8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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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措施 
6.1 措施总体布局 

主体工程施工及运行时已设计并实施了砖砌排水沟、土质临时排水沟、临时覆盖措

施、综合景观绿化，本项目于 2019 年 3 月进场施工，2020 年 6 月完工，截止 2021 年 9

月现场项目已建设完成，地面已硬化，排水沟排水顺畅，从整体感观，水土保持设施质

量较好，水土保持设施已发挥功能，土壤侵蚀模数小于容许范围值。本方案建议后续运

行过程中及时清理排水沟的淤泥和杂物，以保证其正常运行，为避免二次开挖造成的水

土流失，本方案不再新增水土保持防护措施。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见表 6.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见图 6.1-1。 

表 6.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序号 防治分区 主体已有措施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1 主体工程

区 

工程措施：砖砌排水沟、洗车池、沉沙池、 
临时措施：砖砌临时排水沟、土质临时排

水沟、集水井、临时覆盖 
植物措施：综合景观绿化 

/ 

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临时覆盖 / 

 

 

 
 

 

 

 

 
 

图 6.1-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主体工程

区 

主体已有 砖砌排水沟 工程措施 

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

体系 

主体已有 
土质临时排水沟、密目网临时覆盖 

施工生产
生活区 

主体已有 
砖砌临时排水沟、彩条布临时覆盖 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 

主体已有 综合景观绿化 
植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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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区措施布设 

6.2.1 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施工及运行时已对本区设计并实施了砖砌排水沟、土质临时排水沟、密目

网临时覆盖措施和综合景观绿化，本项目于 2019 年 3 月进场施工，2020 年 6 月完工，

截止 2021 年 9 月现场项目已建设完成，地面已硬化，排水沟排水顺畅，从整体感观，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较好，水土保持设施已发挥功能，土壤侵蚀模数小于容许范围值，本

方案不再对本区增设防护措施。 

6.2.2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营地已于 2020 年 6 月归还主体建设为硬化地面，目前所在区域土壤侵蚀模数

小于容许范围值，本方案不再对本区增设防护措施。 

6.2.3 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因此不再对防治措施进行典型设计。 

6.3 施工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因此不再对防治措施提出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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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7.1 投资估算 

7.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7.1.1.1  编制原则 

（1）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包括主体工程中已包括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和新增水土保

持工程投资。其中新增水土保持工程投资由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临时工程费、独

立费用、基本预备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组成。 

7.1.1.2  编制依据 

（1）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桂水基（2007）38 号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

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广

西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台时费定额》； 

（2）《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桂财税 〔2016〕37 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桂水基[2014]41 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局、水利厅《关于调整我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

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 [2017]37 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增值税计算标准的

通知》（桂水建设 [2019]4 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率

实施方案的通知》（桂人社规 [2019]9 号）； 

（7）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站文件《关于印<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要点>的通知》（桂水保监 [2020]1 号）； 

（8）国家和地方其他有关政策和法规。 

7.1.2 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 

7.1.2.1  编制说明 

本项目投资估算采用定额法，即根据设计图纸资料等计算出工程量，然后套用预算

定额单价，计算汇总后，再计取有关费用，从而得出水土保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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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单价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以主体工程投资估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设计

概(预)算编制规定》(桂水基[2007]38 号文)作为编制依据，计算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

时等预算价格，按费用构成的规定计算工程项目的单价，由分部工程费用构成总估算。 

①人工预算单价 

人工预算单价按《关于调整广西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人工预算单价的通知》（桂

水基[2016]1 号）规定的 59.68 元/工日计取，即 7.46 元/工时；进入直接费人工预算单价

仍按 3.46 元/工时执行，超过 3.46 元/工时部分（即 4.00 元/工时）的人工预算单价在工

程单价计算表的价差项内计列。 

②材料价格预算 

材料价格主要参照主体工程材料单价，材料价格水平年为 2019 年第 1 期。 

③施工机械台时费 

根据桂水基[2007]38 号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台时费定额》计算。 

（2）工程单价 

工程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和税金组成。各费率取值见表 7.1-1。 

表 7.1-1    主要定额费率表  

序
号 费用 取费标准 

费率（%）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1 其它直接费 直接费与其它直接费费率的乘积 3.50% 2.50% 

2 现场经费 直接费与现场经费费率的乘积 
土石方工程 4.00%、混凝土工
程 6.00%、模板工程 6.0%、其

他工程 5% 
4% 

3 间接费 管理费与社会保障及企业计提费
之和   

 管理费 直接工程费与管理费费率的乘积 
土石方工程 3.0%，混凝土工程
3.0%，模板工程 5.0%、其他工

程 4.0% 
3% 

 社会保障及
企业计提费 

按人工费与社会保障及企业计提
费费率的乘积 32.8% 32.8% 

4 企业利润 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之和与计算
税率之积 7% 5% 

5 税金 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
差价之和与计算税率之积 9% 9% 

6 可研扩大系
数 

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
差价、税金之和与计算税率之积 10% 10% 

（3）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 

①工程措施费：按工程量乘以单价指标计算。 

②施工临时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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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临时防护工程：按工程量乘以单价指标计算。 

B、其他临时工程：按（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2％计算。 

③水土保持独立费用 

A、工程建设管理费：按（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施工临时工程费）×2％计算，

本项目已完工，本次主体工程合并使用，不在计列。 

B、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费：结合实际情况，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费与主体一并使用，

故不方案不计列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费。 

C、科研勘测设计费：根据实际情况，本项目科研勘测设计费为 4.50 万元，包括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0 万元和勘测设计费 1.50 万元。  

D、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参考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的标准计列

计取，本项目按照 2.00 万元计列。 

④基本预备费按照前四部分之和的 6％计算。 

⑤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桂财税 [2016]37 号）、《关于调整我区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 [2017]37 号）凡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山区、丘陵区、风

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

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征

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1.1 元一次性计征，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2.96hm2，故水土保持补

偿费为 32512 元。 

7.1.2.2  估算成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2.53 万元，其中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9.75 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投资 0 万元，植物措施 0 万元，临时措施 0 万元，独立费用 6.50 万元(含水土保持监

理费 0.00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2.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0 万元，水土保

持补偿费 32512 元，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投资 12.7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7.29 万

元，植物措施 2.76 万元，临时措施 2.73 万元）。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总估算见表 7.1-2； 

分区措施投资见表 7.1-3； 

独立费用估算见表 7.1-4； 

分年度投资计划见表 7.1-5； 



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天等县和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城乡生活垃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38  

水土保持工程单价汇总见表 7.1-6。 

      表 7.1-2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总估算表         单位：万元 

编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新增投资费 

主体已

有投资 
投资合

计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

费用 小计 栽

(种)
植费 

苗木、

种子

费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0       0 7.29 7.29 
1 主体工程区 0       0 7.29 7.29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0 0 0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 0  0 2.76 2.76 
1 主体工程区   0 0   0 2.76 2.76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0  0 0 0 
三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0       0 2.73 2.73 
1 主体工程区 0    0 0.76 0.76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0       0 1.97 1.97 
3 其他临时工程 0       0 0 0 
 一至三部分合计 0 0 0  0 12.78 12.78 

四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6.50 6.50  6.50 
1 建设管理费       0 0   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 0   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4.50 4.50   4.50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2.00 2.00  2.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0 0 0 6.50 6.50 12.78 16.52 

五 基本预备费（一至四部分合计

6%）         0   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3.2512   3.256 
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9.75 12.78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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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分区措施投资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一 主体工程区    10.81 
1 工程措施      7.29 
① 砖砌排水沟（0.5m×0.3m） m 275 265 7.29 
2 临时措施      0.76 
① 土质临时排水沟 m 280  0.35 

 土方开挖 m3 89.60 22.33 0.20 
 土方回填（拆除临时措施） m3 89.60 16.57 0.15 

② 密目网覆盖 m2 1800 2.27 0.41 
3 植物措施      2.76 
① 综合景观绿化 m2 551.41 50 2.76 
二 施工生产生活区    1.97 
1 临时措施      1.40 
① 砖砌临时排水沟（0.4m×0.4m） m 88 215 1.89 
② 彩条布覆盖 m2 165 4.78 0.08 

三 其它临时工程（按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和植物措施费的 2％计） 元  2% 0 0 

合  计    12.78 
表 7.1-4  独立费用估算表 

序号 项目 取值依据 费用（万元）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与主体合并使用，按（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

+临时工程费）*2%计 
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按实际工程量核定 2.00 
4 科研勘测设计费 按实际工程量核定 4.50 

合计  6.50 
表 7.1-5    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 
  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投资 6.22 6.56 0 12.78 

一 工程措施 4.86 2.43 0 7.29 
二 临时措施 1.36 1.37 0 2.73 
三 植物措施 0 2.76 0 2.76 
  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0 0 0 6.07 

一 工程措施 0 0 0 0 
二 临时措施 0 0 0 0 
三 植物措施 0 0 0 0 
四 独立费用 0 0 6.50 6.50 
1 建设管理费 0 0 0 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 0 0 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0 0 4.50 4.50 

2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2.00 2.00 

五 基本预备费 0 0 0 3.0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0 3.256 3.256 
  合  计 6.22 6.56 9.75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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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水土保持工程单价汇总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主体已有水保措施单价  

一 工程措施    
1 砖砌排水沟（0.5m×0.3m） m 265  
2 砖砌临时排水沟（0.4m×0.4m） m 215  
3 人工挖排水沟 m3 22.33  
4 土方回填（拆除临时措施） m3 16.57  
5 密目网覆盖 m2 2.27  
6 彩条布覆盖 m2 4.78  

7.2 效益分析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为 2.945hm2（其中植物措施面积 0.055hm2，工程措施

面积 0.03hm2，硬化地面 2.86hm2），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为 2.96hm2，经计算得水土流

失治理度为 99.49%，见表 7.2-2。 

表 7.2-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扰动面
积

(hm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hm2)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 永久建筑、

硬化及水面

面积 
工程措

施面积 
植物措

施面积 
小计 

1 主体工程区 2.96 2.96 0.03 0.055 0.085 2.86 99.49 
合    计 2.96 2.96 0.03 0.055 0.085 2.86 99.49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量=500/500=1.0 

容许土壤流失量：容许侵蚀模数值为 500t/（km2·a）。 

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量：因为场地排水沟和地面硬化开始发挥作用，水土流失基本

得到控制，土壤蚀模数可降至 500t/（km2·a）以下，经计算得土壤流失治控制比为 1.0。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施工期不涉及永久弃渣堆土、临时堆土，不涉及渣土防护率。 

4、表土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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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保护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

分比。 

项目已建成完成，在建设前期没进行表土剥离，故不计列表土保护率。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区内可恢复植被面积 0.06hm2，植被恢复面积 0.055hm2，经计算得林草植被恢

复率 91.67%。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建设区植物措施总面积 0.055hm2，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2.96hm2，林草覆盖率为

1.86%。 

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计算详见表 7.2-2。 

表 7.2-2     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可恢复植

被面积
(hm2) 

恢复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

率(%) 
林草覆盖率

(%) 

1 主体工程区 2.96 0.06 0.055 91.67 1.86 
合    计 2.96 0.06 0.055 91.67 1.86 

7、综合防治指标的分析 

综上所述：本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可有效控制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确保工

程安全运行，同时减少对水土资源的破坏，恢复植被，美化环境，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本项目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实施

后，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96hm2，林草植被建设面积 0.055hm2，减少水土流失量

249.48t，项目已建成完成，本项目施工期不涉及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故不计列渣土防

护率；建设前期没进行表土剥离，故不计列表土保护率。 

项目综合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和实现值见表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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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工程实施水土保持方案后达到的防治目标 

评估指标 目标
值 评估依据 单位 数量 设计达

到值 
评估
结果 

水土流失
治理度 89%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2.945 
99.49%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2.96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1.0  达标 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

流失量 t/（km2a） 500 

渣土防护
率 -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和临时堆
土量 t / 

不涉及 不计
列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t / 
表土保护

率 - 
保护的表土数量 万 m3 / 

不涉及 不计
列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 

林草植被
恢复率 89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0.055 
91.67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0.06 
林草覆盖

率 1.86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0.055 

1.86 达标 
总面积 hm2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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