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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调查、评价、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监

测、水土保持管理、投资及效益分析。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辖区内依法设立的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新区和其他有

条件的区域水土保持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4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 51297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 

SL 773  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 

区域开发中的场地平整，市政道路、综合管廊、电力、电信、给排水、燃气管道、污水处理设施、

公园绿地等建设项目，一般由区域管理机构直接负责建设。 

 

边坡生态防护率 slop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ate 

区域内规划设计以植物措施为主进行防护的边坡面积占区域边坡总面积的比值。 

 

裸露地表防护率 protection rate of bare surface 

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临时堆土、挖填面等裸露地表，采取拦挡、覆盖、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

的面积占区域裸露地表总面积的比值。 

 

区域控制性指标 regional control indicators 

区域开发建设为防治水土流失，整体上应达到目标值的控制性指标，包括裸露地表防护率、表土保

护率及边坡生态防护率。 



 

表土保护率 percentage of protected topsoil 

区域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分比。 

4 基本规定 

评估范围应为依法批准的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范围，可依开发计划分期开展评估。 

水土保持区域评估主要针对对象为区域开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编制

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评估内容应包括调查和评价、措施及保障、结论与建议，并符合下列规定： 

a) 调查和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收集区域自然、社会经济资料和区域规划设计资料等基本资料； 

2) 开展区域土地利用、表土资源分布、水土流失、排水现状、水土保持敏感区等基础调查； 

3) 分析预测区域水土流失，进行区域水土保持评价。 

b) 措施及保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构建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分区开展防治措施布设； 

2) 制定水土保持监测总体方案，估算水土保持投资。 

c) 结论与建议应明确区域评估结论，提出调整建议或要求。 

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原则： 

a) 区域土石方宜全部利用，不应在区域外设置弃渣场； 

b) 应保护和利用表土资源，应剥尽剥、应保尽保； 

c) 控制和减少对原地貌、地表植被、水系的扰动和损毁，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 

d) 应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加强对挖填边坡、土石方中转场、表土堆放场等施工裸露面以

及区域周边水土保持敏感区的防护，着重做好区域截排水、拦挡、覆盖、沉沙等控制性措施，

严格控制径流含沙量，减少水土流失危害。 

5 区域调查 

一般规定 

5.1.1 区域调查应包括资料收集和外业调查。 

5.1.2 区域调查应符合 GB/T 51297 的规定。 

资料收集 

5.2.1 宜收集和利用正式发布的统计、规划资料，并根据工作需求，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保证

其真实可靠。 

5.2.2 应收集以下资料： 

a) 区域及其周边地形地貌、地质、气象等； 

b) 区域土地利用现状； 

c) 区域及其周边植被类型、林草覆盖率、主要树（草）种等； 

d) 区域土壤类型及其分布、土壤厚度、养分含量等； 

e) 区域及其周边河流水系、径流、洪水、地表汇流等； 

f) 区域及其周边城镇居民点分布、水土保持敏感区分布、交通道路、排洪沟渠及雨水管网现状等； 



g) 区域及其周边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水土保持规划及水土流失危

害情况等； 

h) 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批复，开发进度计划，交通、排水、绿化、竖向设计和土石方平衡、

边坡防护、防洪排涝等专项规划或设计。 

外业调查 

5.3.1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应利用现状水平年的遥感影像数据（分辨率应优于 2m），结合现场踏勘，核

实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湿地、村镇建设用地等有关地类分布情况。 

5.3.2 表土调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调查表土分布情况； 

b) 表土调查主要包括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酸碱度、土壤容重、土壤总孔隙度、土壤全氮、

土壤全钾、土壤全磷、土壤有效磷、土壤有机质等内容； 

c)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或地块分布，分地类、地形选择样点，抽样调查表土特性； 

d) 采样点应具代表性，充分考虑区域地块分布、地形地貌、现状地类等因素。采样点每 10 公顷

不应少于 1 个，地块零碎，地类、地形复杂的区域，应加大采样点密度。 

5.3.3 水土流失现状调查宜参照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相关规定，现场调查复核区域现状水土流失图斑分

布、强度和面积。 

5.3.4 排水现状调查应在收集到的水系图、水文资料的基础上，对区域周边上游沟道来水，区域内地

表汇水、排水通道及出口等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5.3.5 径流含沙量应调查区域上游主要水系、沟道汇入处，以及区域排水通道出口处的径流泥沙含量。 

成果要求 

5.4.1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填写附录 B.1 区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表。 

5.4.2 根据表土资源调查，填写附录 B.2 区域土壤调查表，绘制表土分布图、土壤剖面图。 

5.4.3 根据水土流失现状调查，填写附录 B.3 区域水土流失现状调查表。 

5.4.4 根据排水现状调查，填写附录 B.4 区域排水现状调查表，绘制排水现状图。 

6 水土保持评价 

一般规定 

6.1.1 水土保持评价应包括限制性因子排查、水土流失隐患度评价、规划方案合理性分析和表土保护

评价。 

6.1.2 从水土保持角度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设计等提出完善、优化或调整建议。 

限制性因子排查 

6.2.1 应排查区域开发是否涉及以下水土保持限制性因子，并明确处理要求或意见； 

a)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b) 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c) 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规定的其他限制性因子。 

6.2.2 区域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应提出区域规划调整建议。 

6.2.3 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区域控制性指标值应提高 1%～2%。 

水土流失隐患度评价 



6.3.1 水土流失隐患度评价指标应包括土石方挖填模数(W)、地表综合径流系数消长值(J)、林草植被

面积消长值(L)、敏感区面积率(M)。 

注1：土石方挖填模数指区域内可建设用地范围单位面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以万m3/hm2表示。 

注2：地表综合径流系数消长值指因下垫面变化，区域规划与现状相比，经过面积加权计算获得的综合径流系数减小

或增加的数值。 

注3：林草植被面积消长值指规划林草植被面积(含保留植被面积)相比区域现状林草植被面积减少或增加的值。 

注4：敏感区面积率指区域内水土保持敏感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水土保持敏感区包括：a)泥石流易发区、崩

塌滑坡危险区；b)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以及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区；c)重要河

流以及水库、山塘等重要水利设施；d)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

园、重要湿地；e)生态保护红线以内区域。 

6.3.2 水土流失隐患度评价指标赋值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水土流失隐患度评价指标赋值表 

指标 指标值范围 赋值 

土石方挖填模数(W) 

0≤W≤1 1 

1<W≤3 2 

3<W≤5 4 

W>5 8 

地表综合径流系数消长值(J) 
J≤0 1 

J>0 2 

林草植被面积消长值(L) 
L≥0 1 

L<0 2 

敏感区面积率(M) 

0≤M≤0.1 1 

0.1<M≤0.3 2 

M>0.3 4 

 

6.3.3 水土流失隐患值(R)按式（1）计算。 

 𝑅 = 𝑊 × 𝐽 × 𝐿 ×𝑀 ··················································· (1) 

式中： 

R—水土流失隐患值； 

W—土石方挖填模数； 

J—地表综合径流系数消长值； 

L—林草植被面积消长值； 

M—敏感区面积率。 

6.3.4 水土流失隐患度应分为一般隐患、较大隐患、严重隐患，分级按表 2 确定。 

表2 水土流失隐患度分级表 

水土流失隐患值(R) 水土流失隐患度 

R≤4 一般隐患 

4<R≤16 较大隐患 

R>16 严重隐患 



规划方案合理性评价 

6.4.1 平面布局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a) 从维护区域水土保持功能等方面分析规划用地的合理性； 

b) 从增加保护地表、减少扰动、林草植被面积消长、地表综合径流系数变化等方面分析规划用地

布局的合理性； 

c) 从对水土保持敏感区可能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说明专项规划的合理性。 

6.4.2 竖向布置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a) 根据区域土石方数量、挖填方边坡分布情况分析竖向布置的合理性；  

b) 区域挖填模数不宜超过 5万 m
3
/hm

2
，挖方边坡深度不宜超过 30m、填方边坡高度不宜超过 20m。

超过上述限值的，应进行合理性论证。 

土石方平衡评价 

6.5.1 土石方平衡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区域开发进度和施工工艺，进行土石方平衡分析； 

b) 应结合区域规划开发建设进度，制定土石方调配方案，绘制土石方调配方案图。 

6.5.2 区域土石方宜内部平衡。确需外借土石方的，应明确合法来源；存在余方的应综合利用，不应

在区域外设置弃渣场。 

6.5.3 需设置土石方中转场的，应明确土石方中转场位置、容量、堆置要求、后续利用方案；土石方

中转场选址应符合 GB 50433 弃渣场选址相关规定。 

表土质量评价 

6.6.1 应根据区域表土调查成果，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表土质量评价： 

a) 耕作层土壤评价应符合 TD/T 1048相关规定； 

b) 非耕作层土壤评价应符合表 3～表 5的土壤理化性质标准要求。 

6.6.2 应根据表土质量分析和评价结果，分析表土剥离范围、面积、剥离厚度、数量。 

6.6.3 应结合区域开发进度，确定表土堆存位置、容量、堆置要求、后续保护利用方案；表土堆存位

置选址应符合 GB 50433弃渣场选址相关规定。 



表3 草坪土理化性质标准要求 

项目 pH值 
全氮 

(g/kg) 

全钾 

(g/kg) 

全磷 

(g/kg) 

有效磷 

(mg/kg) 
有机质(g/kg) 

容重 

(g/cm³) 

总孔隙度 

(%) 

指标 
一级 

5.0～7.5 
≥1.0 ≥15 ≥0.6 ≥14 ≥20 ≤1.30 ≥45 

二级 ≥0.8 ≥12 ≥0.4 ≥9 ≥15 ≤1.40 ≥40 

 

表4 花坛土理化性质标准要求 

项目 pH值 
全氮 

(g/kg) 

全钾 

(g/kg) 

全磷 

(g/kg) 

有效磷 

(mg/kg) 
有机质(g/kg) 

容重 

(g/cm³) 

总孔隙度 

(%) 

指标 
一级 

5.0～7.5 
≥1.3 ≥27 ≥0.6 ≥14 ≥25 ≤1.20 ≥50 

二级 ≥1.0 ≥24 ≥0.4 ≥9 ≥20 ≤1.30 ≥45 

  

表5 树穴土理化性质标准要求 

项目 pH值 
全氮 

(g/kg) 

全钾 

(g/kg) 

全磷 

(g/kg) 

有效磷 

(mg/kg) 
有机质(g/kg) 

容重 

(g/cm³) 

总孔隙度 

(%) 

指标 
一级 

5.0～7.5 
≥1.0 ≥15 ≥0.6 ≥15 ≥23 ≤1.30 ≥50 

二级 ≥0.8 ≥12 ≥0.4 ≥10 ≥18 ≤1.40 ≥45 

 

 



7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般规定 

7.1.1 水土流失分析内容应包括区域开发过程中扰动地表面积、损毁植被面积。 

7.1.2 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应包括建设期土壤流失量、径流含沙量变化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

害。 

7.1.3 水土流失预测成果应明确各预测单元的土壤流失总量和新增土壤流失量。 

7.1.4 对已建成并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区域不再预测。 

预测方法 

7.2.1 区域开发过程中扰动地表面积、损毁植被面积应根据区域开发进度安排逐年进行分析。 

7.2.2 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土壤流失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照 GB 50433、SL 773规定的预测方法进行计算； 

b) 施工期预测单元面积为计划开发建设的区域。对已建成并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区域不再预

测。自然恢复期预测面积应扣除建筑物占地、地面硬化和水面面积； 

c) 每个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对应的土壤流失量测算方法所涉及的参数，应通过现场观测或取

样测定等方式获取；确无条件现场观测或取样测试时，可参考经验值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7.2.3 径流含沙量变化趋势应根据区域及周边径流含沙量调查成果、区域汇水分析结果，结合区域土

壤流失量和开发进度安排综合分析确定。 

7.2.4 水土流失危害预测应根据区域开发建设进度造成的土壤流失量情况，预测对防洪排水系统、生

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7.2.5 已开工的区域，应采用现场调查、影像分析等方式，调查已造成的水土流失及其影响，并提供

相关影像资料。 

预测结果分析 

7.3.1 应根据预测结果，分析区域开发建设可能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环节、重点区域，明确区域水土

流失防治和监测的重点区域及重点时段。 

7.3.2 应分析对当地、周边和对工程本身可能造成的危害形式、程度和范围等。 

8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区域控制性指标值 

8.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为评估范围。 

8.1.2 区域控制性指标值应根据水土流失隐患度按表 6 确定。 

表6 区域控制性指标 

区域控制性指标 
指标值 

严重隐患 较大隐患 一般隐患 

裸露地表防护率% 100 95 90 

 



  

表6 区域控制性指标（续） 

区域控制性指标 
指标值 

严重隐患 较大隐患 一般隐患 

表土保护率% 97 92 87 

边坡生态防护率% 85 90 95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8.2.1 分区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级分区应具有控制性、整体性、全局性；二级分区应结合开发进度、功能布局、施工组织、区域

汇水范围等情况划分，三级及以下分区应结合生产建设项目类型、建设进度、规划用途等划分。 

8.2.2 水土流失防治各分区之间应具有显著差异性。 

8.2.3 分区结果应采用文字、图、表说明。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8.3.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应遵循“区域总控+各区分控+项目自控”的原则。 

8.3.2 区域总控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充分考虑整体防控，在适宜位置布设有效的、可持续发挥防护作用的控制性措施。 

b) 区域总控措施应主要包括区域表土堆放场、土石方中转场的水土保持措施，重要水土保持敏感

区保护措施，以及区域大型临时沉沙设施、主要排水设施等。 

8.3.3 各区分控措施应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情况，做好防治分区内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及具体措施

布设。 

8.3.4 项目自控措施应根据项目的建设扰动特点，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技术标准进行布设，

见附录 C明确区域评估成果共享清单。 

防治措施布设和典型设计 

8.4.1 应结合现状地形及敏感区分布情况，保留现有低洼地作为沉沙设施，或新建大型沉沙设施，作

为区域集中沉沙设施。 

8.4.2 应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整体考虑，结合开发进度计划、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各分区挖填模

数及应保护表土总量，布设临时表土堆放场地、土石方中转场，并按照附录 D提出防护措施。 

8.4.3 各区措施布设应参照 GB 50433 的相关规定，根据各区特点和各类水土保持措施的适用条件，分

区分部位布设相应的措施。 

8.4.4 临时措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施工中应采取临时防护措施。 

b) 临时堆土应及时布设拦挡、覆盖措施。 

c) 施工扰动区域应及时布设临时排水和沉沙措施。 

d) 相对固定的裸露场地宜布设临时铺垫或覆盖措施；扰动后预计裸露 6 个月以上的场地应及时

实施临时绿化措施。 

8.4.5 水土保持措施典型布设应符合附录 D提出布设要求。 

8.4.6 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应分别选取 1个～2个代表性的项目进行典型设计。 

 



 

9 水土保持监测 

一般规定 

9.1.1 开发建设期间，区域管理机构应统一组织实施区域水土保持监测，监测成果供区域内项目共享

使用。 

9.1.2 区域水土保持监测应符合 GB/T 51240、GB 50433等标准的相关规定。 

监测范围和时段 

9.2.1 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应为评估范围以及区域开发过程中扰动及危害的其他区域。 

9.2.2 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应从区域开发建设施工准备期开始，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工后一年。 

监测内容 

9.3.1 区域监测内容应主要包括区域开发过程中各阶段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

土流失危害等。 

9.3.2 扰动土地情况应重点监测区域开发进度、扰动土地面积、挖填土石方数量、土石方周转和堆放

情况、取土（石、料）量、弃土（石、渣）量、表土剥离和保护情况，并分析表土保护率和土石方利用

率。 

9.3.3 水土流失状况应重点监测实际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强度，土壤流失量、区域汇流出口

径流含沙量及其动态变化情况。 

9.3.4 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应重点监测实际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的位置与数量，以及

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前后的防治效果对比情况等，并分析裸露地表防护率和边坡生态防护率。 

9.3.5 水土流失危害应重点监测水土流失对周边重要设施、水土保持敏感区造成影响及危害的方式、

数量及危害程度等。 

监测方法及频次 

9.4.1 区域水土保持监测应采用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测、实地调查、地面观测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水

土流失隐患度为“严重隐患”的区域宜开展实时水土流失动态监控。 

9.4.2 遥感监测或无人机航测每季度不应少于一期，分辨率应优于 2m。 

9.4.3 实地调查、地面观测监测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土流失隐患度为“一般隐患”和“较大隐患”区域，应每月开展一次； 

b) 水土流失隐患度为“严重隐患”区域，汛期应每 10 天监测一次，非汛期每月监测一次； 

c) 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时，应在 1 周内完成专项调查。 

监测点布设及监测成果 

9.5.1 监测点应按以下要求布设： 

a) 区域内部典型边坡、平台、临时堆土等各类典型侵蚀类型单元和其他重要地段应布设固定监测

点； 

b) 区域汇流出口应设置径流含沙量监测点； 

c) 区域周边重要设施和水土保持敏感区附近应布设水土流失危害监测点。 

9.5.2 监测成果应包括： 



a) 监测实施方案、监测季度报告、监测年度总结报告、监测总结报告、水土流失事件调查报告； 

b) 水土流失隐患度为“严重隐患”的区域月度监测报告。 

9.5.3 监测成果报告应充分反映监测内容动态变化情况、指出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并进行“三色评价”。 

10 水土保持管理 

管理等级 

10.1.1 根据区域水土流失隐患度划分管理等级，管理等级应按表 7 确定。 

表7 区域管理等级划分表 

指标 
管理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水土流失隐患度 严重隐患 较大隐患 一般隐患 

 

10.1.2 一级、二级管理区域应明确水土保持管理人员和管理费用，三级管理区域应明确相关水土保持

兼职管理人员。 

管理职责 

10.2.1 管理机构职责： 

a) 根据管理等级，设置水土保持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施设备，制订管理制度，明确岗

位职责，确定水土保持管理经费及其来源； 

b) 开工建设前，按规定编制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报批准设立区域的同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 

c) 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组织开展后续水土保持设计； 

d) 区域开工建设前，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e) 按规定组织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 

f) 应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10.2.2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单位职责：以批复的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为主要依据，与项目建设主体工

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设计，独立成章或编制水土保持专项设计报告。 

10.2.3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职责：按规定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协助区域管理机构全面掌握施工过程

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10.2.4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职责： 

a) 按规程规范要求开展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全面掌握区域水土流失动态； 

b) 发现水土流失隐患及危害，及时向建设单位反映情况，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c) 及时完成和报送监测成果。 

管理制度 

10.3.1 根据管理等级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10.3.2 管理制度应包括：水土保持日常管理规程，区域水土流失防治管理规定，进驻企业水土流失防

治工作细则，与管理等级相符的水土流失应急管理预案。 

11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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