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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获得批复后再进行设计和施工。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大部分企业没有在可

行性研究阶段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此外,各个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普遍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并且水土保持设计过程中存在很多难点和重点,很多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不高。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 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工程勘测 

 

引言 

根据国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规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可以

减少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但是在设计水土保持方案的时候,也存在很多

问题,下面主要分析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现状和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发展现状 

水土保持方案是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的前提,但是当前水土保持方案后

续设计的发展状况却不是很好,施工单位对于水土保持方案后续的设计工

作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其发展速度缓慢。许多施工建设单位为了得到水利

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能够制作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开工前十

分重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但是在施工阶段,许多施工建设单位没有真

正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内容,也没有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更深入的修

改和设计,没有发挥出水土保持方案的真正价值。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水利

主管部门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2000多个建设项目中,落实和开展水土保持

方案后续设计工作的还不到200个。施工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很

少能邀请水土保持工作的相关人员参与到工程建设当中,水土保持方案

的后续设计不容乐观同时也迫在眉睫。下面就着重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后

续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和设计重点难点提出相应

的解决措施。 

2 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还处于发展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在

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以及水土保持建设管理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下

文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2.1施工单位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施工单位都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甚至在可行性研

究阶段没有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是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并不具有可行

性。此外,水利部门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水土保持方案没有进行严格审查,

没有深入施工现场核实情况,或者是对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施工没有进

行有效监督,导致水土保持效果不好,水土流失现象仍然很严重。施工单

位很可能为了节约成本而在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时偷工减料,隐瞒事实,

躲避监管,导致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低下,没有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程

的真正效用。 

2.2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施工难点多 

因为施工单位并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没有水土保持意识,同时水土

保持工程中的确存在很多设计施工难点和重点,导致水土保持工程不能得

到有效实现。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施工难点主要在于拦渣工程,拦渣工程

是建立在弃土弃渣场比选优化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设计标准、工

程类型。主要工程类型有： 

2.2.1拦渣坝：拦渣坝分有来水和无来水两类,有来水时应考虑防洪问

题,参照骨干坝技术规范执行；无来水时不考虑防洪,但应考虑排水措施,一

般采用多次成坝,首建初级坝,设计可参考尾矿坝技术规范。库容在100万m
3

以上的大型拦渣坝应从技术、经济、水土保持方面进行方案比选。 

2.2.2挡渣墙：分为重力式、扶壁式、悬臂式等,本阶段应选定挡墙型

式,确定典型断面,重点是挡墙型式的技术经济比较和稳定性分析。 

2.2.3拦渣堤：在河流治导线、河床形态、河岸稳定性、行洪能力等

分析基础上选定堤线,初步确定典型断面；明确堤内土地整治措施和利用

方向,重点是行洪能力分析、堤体稳定性计算。 

2.2.4围渣堰：基本选定场址,确定典型断面,重点是稳定性分析,可参

考贮灰场和赤泥库设计标准。 

2.2.5水库死库容弃渣场应采取拦挡措施,弃渣物质组成中悬移质较

多时应采取砌石护压措施。目前拦渣工程中存在比较多的重难点,仍然需

要逐一攻克。 

2.3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缺乏专业人才 

由于我国大部分工程企业都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时也没有较高要求,因此没有安排专业人员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所以水

土保持设计方面的人才培养并不充足,也就不能设计出专业可行性高的水

土保持方案。 

3 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般来说,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可以分为前期设计和后期设计,前期

设计主要是对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建造进行指导,后续设计主要是对水土

保持工程施工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及后续的维护,下面是针对上述水土保持

方案后续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 

3.1施工单位要合理设计水土保持方案,严谨申报 

施工单位在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对施工现场的各种情

况全面了解,之后结合施工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水土保持要求制定合

理的水土保持施工计划,根据水利部门的要求,及时提交水土保持方案和

环境影响报告书,完成施工单位的职责；水利部门在收到施工单位提交的

水土保持方案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后,要组织相关人员前往施工现场进行

实地调查,充分了解施工现场的情况,并且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水土保持方

案和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核实,提出修改意见,再对修改后的报告和方案

进行复审。除此之外,水利部门还要认真履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的监督责

任,对施工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治疗和水土保持效果,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3.2重视专业人才培养,编制专业水土保持方案 

在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中,要注重对施工建设基础设施的管理,加强

对施工过程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明确施工单位和水利部门的各项职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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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计水土保持方案。在设计水土保持方案时,要充分收集施工区域的各

项情况,并且安排专业的设计人员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设计,安排专业的

评估人员对设计方案进行水土保持能力评估,并且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预

演,发现设计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解决,在对水土

保持方案进行设计的时候也要注意合理安排各种基础设施,在保证水土保

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同时逐渐形成系统的水土保

持建设方案,逐渐完善水土保持基础设施的配置形成配套的水土保持设施,

提高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质量,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除此之外,还要

注重水土保持专业人才的培养,合理分配水土保持人才。 

3.3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攻克水土保持重难点 

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的重难点是拦渣工程,拦渣工程有多种类型,

下面针对各种类型的拦渣工程难点进行分析。 

3.3.1拦渣坝。拦渣坝上游有来水和无来水、一次成坝和多次成坝是

有区别的,上游无来水时一般可采用首建初级坝、多次成坝,拦渣坝稳定系

数确定和参数测定或选取及其分析方法应参考坝工设计标准；上游有来水

时则应确定防洪标准,进行洪水计算,并详细设计坝型、断面等。一般坝高

超过5m,原则上进行结构设计与基础设计。 

3.3.2挡渣墙。分为重力式、扶壁式、悬臂式等,水土保持工程多采用

重力式,除对挡渣墙进行稳性分析外,周边有来水时应分析来水量并进行

排水措施的设计。重力式挡墙高度一般不超过8m,挡墙高度6m左右可采用

悬臂式,挡墙高度6-10m,一般采用扶壁式。 

3.3.3拦渣堤。其稳定分析应考虑渗透压力,结构和基础设计则应考虑

河流治导线、河床形态、河岸稳定性、曲流顶冲、行洪能力；对于截弯取

直,弃渣造地工程的拦渣堤设计,应充分考虑行洪能力、防洪标准、对岸安

全防冲。 

3.3.4围渣堰。主要是进行稳定性分析,应参考贮灰场和赤泥库的设计

标准。 

除了拦渣工程之外,在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后续设计时也要充分考虑

防洪排水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一般来说,设计防洪排水工程时要基本选定

工程型式,线路布设,并进行水文计算,确定断面设计。防洪标准一般宜按5

级建筑物考虑(一般情况10－20年一遇)、洪水计算公式应注意采用小面积

汇流公式计算,并分析其合理性。 

3.3.5对于护坡工程,基本确定工程布置和选定工程型式,进行相关计

算,确定典型断面。从技术、经济、水土保持等方面分析选择工程型式,

并力求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工程型式一般有浆砌石护坡、干砌石护坡、挡

土墙、喷锚支护、格网框条、挂网等。可按岸坡防护工程、边坡支护等相

关标准执行。滑坡体治理应确定治理措施体系,选定工程型式和断面,具体

设计标准参考边坡设计标准与规范。 

3.3.6对于泥石流防治工程,应对弃土弃渣或取石场所在小流域或沟

谷进行泥石流危险性评价。泥石流危险性较大的沟谷或小流域应尽量避

开。若无法避开时应采取防治措施,合理确定防治标准,基本确定工程布置,

初步选定工程型式与断面。若泥石流对主体工程可能造成安全危害的,应

由主体工程设计考虑。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

先是施工单位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不具有专业性和

可行性,这主要是因为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人员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

甚至是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其次是水土保持方案的后续设计中但的确存

在很多重难点,而且很多重难点仍然没有攻破,导致施工单位有心无力,有

水土保持建设的意愿,但是没有水土保持建设的专业能力,就导致我国存

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水土保持工程,本文主要针对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

的重难点——拦渣工程和防洪排水工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希望能给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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