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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工程建设将沟通铜陵市与长江北岸

的芜湖市（无为县）、合肥市（巢湖市、庐江县）联系的，成为重要过江通道、南

北高速公路网交通流量的转换以及沿江东西走向交通量转换的通道组成部分。其实

施将构筑一条内连皖江城市、外通长三角的便捷通道，有利于加强中部欠发达省份

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联系，促进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转化成经济优势，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施安徽省东向发展

战略、加快皖江城市群发展、构筑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位于芜湖市无为县和铜陵市铜陵县，

工程路线起于无为县神墩村东的刘家庄附近，与省北沿江高速巢湖至塔桥段衔接，

自西北往东南方向延伸，经塔桥南、姚沟东、高沟东，在石板洲与合福铁路客运专

线、庐铜铁路共线，利用铜陵公铁大桥跨越长江，经永丰、西更、周桥，沿鲇鱼山

东山脚布线，下穿宁安城际铁路后，在钟鸣东顺接在建的铜南宣高速公路，与南沿

江高速公路衔接形成枢纽互通，建设里程全长约 40.61km。全线按高标准公路标准

建设，设计时速 100km/h。全线设桥梁 25061.9/23，其中特大桥 18762.8/9 座，分离

立交 408/3 座，互通立交 4 处、服务区 1 处、管理分中心 1 处。 

本工程包括主要包括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互通立交区、服务管理设施

区、弃渣场、施工营地区以及施工道路区共 7 部分组成，工程总占地 270.69hm
2，其

中永久占地 211.45hm
2，临时占地 59.24hm

2；工程总挖方 163.42 万 m
3，填方 196.34

万 m
3，借方 52.93 万 m

3，弃方 20.01 万 m
3，其中 13.75 万 m

3 运至弃渣场区，6.26

万 m
3 运至取土区（取弃结合）。本工程由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工程总投资 51.30 亿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38.02 亿元；工程于 2013 年 1 月开

工，2016 年 4 月完工。 

2012 年 8 月 11 日，安徽省发改委以《关于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

线工程立项的批复》（皖发改基础函„2012‟856 号）同意本项目立项； 

2012 年 11 月 6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皖发改基础函„2012‟1185 号

文下发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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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批复》； 

2013 年 3 月 21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皖发改设计函„2013‟266 号文

下发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初步设计的批

复》； 

2013 年 7 月 12 日，国土资源部以国土函„2013‟509 号文下发了《国土资源部

关于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 

2013 年 8 月 7 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以皖交建管„2013‟143 号文下发《安徽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2012 年 8 月，由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铜陵长江公铁利用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2 年 9 月 3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2012﹞1083 号”批复了《合福铁路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4 年 2 月，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承

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0 年 8 月编写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

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工程施工单位为安徽省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四局集团四公司、中铁

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安徽省光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肥九狮园林建设公司（绿化单位）、中

徽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单位），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一并实施；工程未开

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一并进行，监理单位为安徽省

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本工程于 2013 年 1 月开工，2016 年 4 月完工，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

实施。 

2020 年 6 月，建设单位组织了施工、监理单位开展了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

工程验收，根据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单位分部工程均通

过验收，质量评定为合格。 

2019 年 11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根据《贯彻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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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的实施意见》（皖水保„2018‟569 号），在现

场查勘、查阅资料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12 月编写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

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工程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内容，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

监理工作，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

格，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效果明显，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措施

已得到落实，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本项目实际发生与不通过验收标准情形分析表 

序

号 
皖水保函„2018‟569 号文 本项目实际发生 

是否符合验

收要求 

1 
未依法依规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或水土保持方案未取得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复的 

依法依规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并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符合 

2 

依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

行）》（办水保„2016‟65 号），需要办理水土方案变更但未依

法履行变更手续的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

存在重大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符合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和未按规定要求报送监测成果的 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 符合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废弃土石渣堆放在水保方案确

定的专门存放地 
符合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落实的 

已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落实 
符合 

6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未达到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的 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符合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符合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材料弄虚作假

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无 符合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或本项目建设单位此前建设并

已竣工验收的其他开采矿产资源类项目，有开采期水土保持补偿

费未缴纳的 

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符合 

10 
对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见，未按期整改落

实并报送整改报告的 

落实了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 
符合 

11 存在其它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不存在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情形的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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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臵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铜陵市铜

陵县，起点位于北沿江高速公路，终点位于铜陵县钟鸣镇东。地理位臵见图 1.1。 

 

本项目地理位臵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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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芜湖市无为县和铜陵市义安区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高速公路 

建设内容：新建路线长度 40.61km（芜湖市无为县境内长 25.50km，铜陵市铜陵

县境内长 15.11km），路基长 15.55km；全线设桥梁 25061.9/23，其中特大桥

18762.8/9 座，分离立交 408/3 座，互通立交 4 处、服务区 1 处、管理分中心 1 处，

其中服务区仅完成场地平整和硬化，养护工区未实施。 

工程占地：总占地面积 270.69hm
2，其中永久占地 211.45hm

2，临时占地

59.24hm
2
 

土石方量：挖方 163.42 万 m
3，填方 196.34 万 m

3，借方 52.93 万 m
3，弃方

20.01 万 m
3。  

建设工期：项目于 2013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4 月完工，总工期 40 个月。 

工程总投资：投资 51.30 亿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38.02 亿元 

1.1.3 项目投资 

工程实际总投资 51.30 亿元，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臵 

本项目主要由本工程包括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互通工程区、沿线设施

区、取土场区、弃渣场区、施工营地区及施工道路区共 8 部分组成。 

1、路基工程区 

路基工程区包括路基 15.55km（线路全长 40.61km，扣除桥梁 25.06km（含分离

立交）后，路基长 15.55km），路面宽 30m、22.5m，占地 71.66hm
2。 

路 基 工 程 中 挖 方 路 段 2.6km （ 桩 号 K8+980~K9+492 、

K35+140~K35+279/K35+407~K35+510/K35+765~K36+483/K36+708~K37+000/K38+7

25~K39+178/K39+348~K39+690），其余路段为填方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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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路段 

 
挖方路段 

2、桥涵工程区 

本工程共建设桥梁 25061.9/23，其中特大桥 18762.8/9 座，分离立交 408/3 座，

占地 60.49hm
2。 

3、互通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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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共设互通立交 4 处。 

序号 交叉桩号 互通名称 
线路长度

（km） 

占地面积

（hm2） 
备  注 

1 K0+000 塔桥枢纽 1.17 18.95 
 

2 K15+839 高沟互通立交 1.218 14.03  

3 K32+983 铜陵北互通 1.155 13.20  

4 K41+314 钟鸣枢纽互通 2.599 24.76 
其中 BEFG 匝道由省投资集团负

责建设，不纳入本项目 

合计 6.14 70.94 
 

 

  
2015 年遥感影像（塔桥枢纽） 2016 年遥感影像（塔桥枢纽） 

  
2017 年遥感影像（塔桥枢纽） 2018 年遥感影像（塔桥枢纽） 

  

  
2013 年遥感影像（高沟互通立交） 2014 年遥感影像（高沟互通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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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遥感影像（高沟互通立交） 2016 年遥感影像（高沟互通立交） 

  

  
2013 年遥感影像（铜陵北互通） 2014 年遥感影像（铜陵北互通） 

  
2015 年遥感影像（铜陵北互通） 2016 年遥感影像（铜陵北互通） 

  

  
2013 年遥感影像（钟鸣枢纽互通） 2014 年遥感影像（钟鸣枢纽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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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遥感影像（钟鸣枢纽互通） 2016 年遥感影像（钟鸣枢纽互通） 

 

4、沿线设施区 

本工程沿线设施包括收费站 2 处，管理处 1 处，方案布设的服务区及养护工区

未修建，施工中对服务区进行了场地平整和硬化，由于征地问题，服务区未修建，

现状无水土流失现象，沿线设施区占地 8.93hm
2。 

5、取土场区 

本工程施工中开挖段多余土方用于填方段道路回填；实际施工中主设作了调

整，重新选择了 2 处取土场（取弃结合），减少了土方运距，占地面积 8.77hm
2，取

土量 52.93 万 m
3。各取土场情况详见 3.3 小节。 

6 弃渣场区 

本工程共设臵 1 个弃渣场，共弃渣 13.75 万 m
3，占地 1.96hm

2。弃土场情况详

见 3.2 小节。 

7、施工营地区 

本工程共布设施工场地 10 处，总占地 27.70hm
2，施工营地区设臵情况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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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施工营地设置情况表 

序号 位臵 占地（hm2） 备注 

1#施工场地 无为县襄安镇汪桥村 1.70 1 标 

2#施工场地 无为县泥汊镇 3.53 

2 标 

3#施工场地 无为县泥汊镇 3.11 

4#施工场地 无为县泥汊镇 1.29 

5#施工场地 无为县高沟镇 3.87 

6#施工场地 无为县泥汊镇 0.39 

7#施工场地 无为县高沟镇 5.64 

8#施工场地 无为县高沟镇 0.3 3 标 

9#施工场地 铜陵县东联乡 5.69 4 标 

10#施工场地 铜陵县钟鸣镇 2.18 5 标 

合计  27.70  

 

8、施工道路区 

施工过程中修建施工临时道路 40.38km，占地面积 20.81hm
2，各标段施工道路

设臵情况见表 1.2。 

表 1.2  施工道路设置情况表 

标段 设置地点或桩号 长度（m） 
占地面积 

（m2） 

路基宽度 

（m） 

路面宽度 

（m） 
道路性质 路面类型 

一标 

K0+445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69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9+17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0+000～K1+767 1767 5333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1+767～K7+186 5326 16000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7+186～K9+540 2354 7067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小计 12447 43400 
    

二标 

K9+630 500 25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1+51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2+58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9+540～K10+070 864 6048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10+070～K15+135 1665 11661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小计 5029 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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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施工道路设置情况表（续表） 

标段 设置地点或桩号 长度（m） 
占地面积 

（m2） 

路基宽度 

（m） 

路面宽度 

（m） 
道路性质 路面类型 

三标 

K16+970 200 1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7+200 200 1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7+900 400 2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7+945 400 2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9+808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0+56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0+560～K22+800 2240 112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4+10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4+100～K25+10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15+135～K15+200 48 336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15+200～K19+775 2283 15981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19+775～K25+501 2940 16058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小计 12711 74100 
    

四标 

K28+850 500 25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30+200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31+875 1000 50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K27+989～K31+910 2690 12893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31+910～K36+962 3181 22261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小计 8371 48600 
    

五标 

K36+962～K41+588 1315 9207 7 6 新建 碎石路面 

K39+900 500 2500 5 4 改建 水泥混凝土 

小计 1815 11707 
    

总计 40373 208016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施工标段划分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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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施工标段划分情况表 

标段 施工内容 施工时间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路基 1 标 K0+000～K9+540 2013.9~ 安徽省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公

路工程建

设监理有

限公司 
 

路基 2 标 K9+540～K15+135 2013.9~ 中铁四局集团四公司 

路基 3 标 K15+135～25+501.573 2013.9~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 4 标 K27+989.658～K36+962 2013.9~ 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 

路基 5 标 K36+962～K43+095.352 2013.9~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面 1 标 K0+000～K25+501.573 2014.6~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路面 2 标 
K27+989.658～
K43+095.352 

2014.6~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绿化 1 标 K0+000～K25+501.573 2015.8~2015.10 合肥九狮园林建设公司 

绿化 2 标 
K27+989.658～
K43+095.352 

2015.8~2015.10 中徽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附属房建工程 1 标 铜陵北收费站 2014.10~ 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附属房建工程 2 标 高沟收费站 2014.10~ 安徽省光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表 1.4 项目主要参建单位见表 

序号 单位分类 单位名称 

1 建设单位 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3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安徽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5 工程设计单位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施工单位 

安徽省交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四局集团四公司、中铁十二局

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九狮园林建设公司、中徽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宏盛建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光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 监理单位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8 运行管理单位 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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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土石方情况 

通过查阅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实地调查，本工程共挖方 163.42 万 m
3，

填方 196.34 万 m
3，借方 52.93 万 m

3，弃方 20.01 万 m
3。各标段土石方情况如下： 

1）K0+000～K9+540：挖方 24.25 万 m
3，主要为清基清表土方；填方 73.90 万

m
3，其中清基清表回填 17.99 万 m

3，取土区调入 35.80 万 m
3，K27+989～K36+962

调入 20.11 万 m
3，弃方 6.26 万 m

3 运至 1#取土场。 

2）K9+540～K15+135：挖方 6.18 万 m
3，主要为桥台基础开挖及钻孔灌注桩泥

浆，填方 6.18 万 m
3。 

3）K15+135～K25+501：挖方 13.48 万 m
3，主要为桥台基础开挖及钻孔灌注桩

产生的土方；填方 13.48 万 m
3，主要为桥台回填土方 5.16 万 m

3，其余的摊平在周

边。 

4）K27+989～K36+962：挖方 74.61 万 m
3，主要为清基清表及挖方路段的开挖

土方，填方 44.21 万 m
3，主要为填方路段的回填土方；调出 25.42 万 m

3，其中

20.11 万 m
3 调出至 K0+000～K9+540，5.21 万 m

3 调出至 K36+962～K43+095；弃方

5.08 万 m
3，运至弃土场。 

5）K36+962～K43+095：挖方 24.79 万 m
3，主要为清基清表及挖方路段的开挖

土方，填方 38.46 万 m
3，其中 17.13 万 m

3 来源于 2#取土场，5.21 万 m
3 来源于

K27+989～K36+962；弃方 8.67 万 m
3，运至弃土场。 

6）施工营地区：挖方 11.75 万 m
3，主要为场地平整土方；填方 11.75 万 m

3。 

7）施工道路区：挖方 8.36 万 m
3，主要为施工道路平整土方，填方 8.36 万

m
3。 

土石方流向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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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5    土石方平衡对比及流向表               单位：万 m
3 

序

号 

行政

区划 
桩号 

挖方 填方 借方 调入 调出 弃方 

方案 实际 方案 实际 方案 实际   方案 实际 

1 
无为

县 

K0+000～
K9+540 

40.43 24.25 104.59 73.90 98.13 35.80 20.11  33.97 6.26 

2 
无为

县 

K9+540～
K15+135 

3.05 6.18 
 

6.18 
  

  3.05 
 

3 
无为

县 

K15+135～
K25+501 

7.93 13.48 
 

13.48 
  

  7.93 
 

4 
铜陵

县 

K27+989～
K36+962 

8.91 74.61 
 

44.21 
  

 25.32 8.91 5.08 

5 
铜陵

县 

K36+962～
K43+095 

81.94 24.79 46.54 38.46 
 

17.13 5.21  35.40 8.67 

7 
 

施工营地区 17.0 11.75 5.37 11.75 
  

  11.63 
 

8 
 

施工道路区 12.79 8.36 4.36 8.36 
  

  8.43 
 

9 
 

合计 172.05 163.42 160.86 196.34 98.13 52.93 25.32 25.32 109.32 20.01 

变化原因 

K0+000～K9+540：施工图优化工艺，对软土路基段填土高度小于 4m 采用加筋

垫层方案，减少该段中软土段挖土及填土数量。 

K9+540～K15+135、K15+135～K25+501：方案阶段只考虑了灌注桩转孔弃

渣，未考虑桥墩基础开挖，增加了桥墩基础平台开挖，土方量增加。 

K27+989～K36+962：施工中本标段挖方路段较多，土石方挖填数量增加。 

K36+962～K43+095：施工图优化工艺，对软土路基段填土高度小于 4m 采用加

筋垫层方案，减少该段中软土段挖土及填土数量。 

施工营地区：实际布设施工场地面积较方案减少，场地平整挖填土石方数量减

少。 

施工道路区：施工中施工道路尽量利用现有道路，施工道路占地面积减少，挖

填土石方量减少。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征地红线和结合实地调查，工程实际占地面积为 270.69hm
2，按建设区域分

为：路基工程区 71.66hm
2，桥涵工程区 60.49hm

2，互通工程区 70.37hm
2，沿线设施

区 8.93hm
2，取土场区 8.77hm

2，弃渣场区 1.96hm
2，施工营地区 27.7hm

2，施工道路

区 20.81hm
2。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第 15

页 

表 1.6    工程占地性质、类型、面积表 

行政区

划 
工程分区 

数量

（hm2

）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耕地 园地 林地 
住宅

用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其它

用地 

永久 

占地 

临时

占地 

无为县 

路基工程区 49.28 39.86 2.58 0.54 1.04 2.82 0.34 2.1 49.28 
 

桥涵工程区 39.47 17.86 1.27 1.02 1.81 0.86 7.45 9.2 39.47 
 

互通工程区 32.98 20.77 1.07 1.97 1.42 1.08 0.98 5.69 32.98 
 

沿线设施区 7.14 4.56 0.52 0.1 0.1 0.05 0.02 1.79 7.14  

取土场区 5.64 5.62 
    

0.02 
  

5.64 

施工营地区 15.06 12.54 0.13 0.15 0.62 0.23 0.17 1.39 
 

15.06 

施工道路区 13.8 8.58 1.3 0.12 0.15 3.95 0.65 7.56 
 

13.8 

小计 163.37 109.79 6.87 3.9 5.14 8.99 9.63 27.73 128.87 34.5 

铜陵县 

路基工程区 22.38 8.92 2.25 3.14 0.69 1.32 2.69 3.37 22.38 
 

桥涵工程区 21.02 9.51 1.04 3.07 2.5 2.28 2.62 
 

21.02 
 

互通工程区 37.39 20.25 7.19 6.24 1.06 1.87 
 

0.78 37.39 
 

沿线设施区 1.79 1.51 0.1 0.05 0.05 0.01 0.01 0.06 1.79 
 

取土场区 3.13 
  

3.13 
     

3.13 

弃渣场区 1.96 1.05 0.14 
  

0.02 0.01 0.74  1.96 

施工营地区 12.64 8.26 1.2 1.89 0.1 0.02 
 

1.17 
 

12.64 

施工道路区 7.01 2.85 0.6 1.35 0.03 0.94 
 

1.24 
 

7.01 

小计 107.32 52.35 12.52 18.87 4.43 5.97 5.33 6.3 82.58 23.19 

合计 270.69 162.14 19.39 22.77 8.86 12.43 10.66 13.66 211.45 59.24 

1.1.8 移民安臵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本工程拆迁房屋 69360m
2，电力电讯线路 177 根，拆迁垃圾 1.3 万 m

3，运至弃

渣场，不涉及专项设施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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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项目区域内地貌包括山地、丘陵、平原等，地形起伏较大，总趋势表现为南北

两端高、中部低，地形变化与地貌变化相一致。本项目地貌单元为沿江低山丘陵平

原区。项目区施工前地貌类型见图 1.2。 

 

图 1.2. 项目区施工前地形地貌图 

2）气象 

项目区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 15.9℃，多年平均降雨量

1392.4mm，10 年一遇最大 24h 降水量 190mm，年均蒸发量 1493mm，无霜期

244d，最大冻土深度 10cm。 

3）水文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长江流域，跨越主要河流为西河、花渡河。 

4）土壤和植被 

主要土壤类型为黄棕壤和水稻土，主要植被类型为北亚热带常绿落叶混交林。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安徽省人民政府关

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文及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区位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内。根据《土壤侵蚀分类

终点 

起点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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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标准》，项目区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

（km
2
·a）。 

本项目不涉及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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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项目区河流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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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2 年 10 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

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2 年 11 月 6 日，安徽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皖发改基础函„2012‟1185 号文下发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合福

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 

2013 年 2 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初步设计》；2013 年 3 月 21 日，安徽省发改委以《关于合福铁路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皖发改设计函„2013‟266

号）批复了本工程初步设计。 

2013 年 7 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施工图设计》；2013 年 8 月 7 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以《关于合福

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皖交建管„2013‟143

号）批复了本工程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2 年 8 月，由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铜陵长江公铁利用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2 年 9 月 3 日，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2012﹞1083 号”批复了《合福铁路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根据办水保（2016）65 号文，本工程不需要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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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变更对比表 

序号 内容 批复方案中 工程实际 结论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重点治理区 

位于省级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

区 

位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区 
不涉及重大变更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

以上的 

项目建设区
349.51hm2 

项目建设区 270.69hm2 不涉及重大变更 

3 挖填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332.91 万 m3 
挖填土石方 359.76 万

m3，增加 8.1% 
不涉及重大变更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

位移超过 300m 的，累计达到该

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 不涉及 不涉及重大变更 

5 
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的 

施工道路
62.6km 

施工道路 40.38km 不涉及重大变更 

6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

80.65 万 m3 

实际剥离量 60.86 万

m3，表土剥离量减少

24%。 

不涉及重大变更 

7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108.41hm2 

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面

积 115.99hm2。  
不涉及重大变更 

8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

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

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主要有排水、

植被恢复、土

地整治、边坡

防护措施 

各防治区的措施体系与

批复的水保方案基本一

致 

未发生变化 

9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

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专

门堆放地外新设弃渣场的，或弃

渣场堆渣量超过 20% 

弃渣场 1 处，

取土场（取弃

结合） 

实际利用 1 处，弃土场

堆土量未超过 20%；取

土场（取弃结合） 

不涉及重大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一并开展了招标及设计施工。 

2013 年 2 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初步设计》（含水土保持工程）。 

2013 年 7 月，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施工图设计》（含水土保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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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安徽省水利厅以“皖水保函„2012‟1083 号”对《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20.34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 349.51hm

2，直接影响区 69.38hm
2。 

3.1.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调查和定位监测结果，查阅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及竣工资料，本项目建设期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70.69hm
2，其中永久占地 211.45hm

2，临时占地 59.24hm
2。 

行政区划 工程分区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 

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无为县 

路基工程区 49.28 
 

49.28 0 49.28 

桥涵工程区 39.47 
 

39.47 0 39.47 

互通工程区 32.98 
 

32.98 0 32.98 

沿线设施区 7.14  7.14 0 7.14 

取土场区 
 

5.64 5.64 0 5.64 

施工营地区 
 

15.06 15.06 0 15.06 

施工道路区 
 

13.8 13.8 0 13.8 

小计 128.87 34.5 163.37 0 163.37 

铜陵县 

路基工程区 22.38 
 

22.38 0 22.38 

桥涵工程区 21.02 
 

21.02 0 21.02 

互通工程区 37.39 
 

37.39 0 37.39 

沿线设施区 1.79 
 

1.79 0 1.79 

取土场区 
 

3.13 3.13 0 3.13 

弃渣场区  1.96 1.96 0 1.96 

施工营地区 
 

12.64 12.64 0 12.64 

施工道路区 
 

7.01 7.01 0 7.01 

小计 82.58 24.74 107.32 0 107.32 

合计 211.45 59.24 270.69 0 2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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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对比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270.69hm
2，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减少

148.19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减少 78.83hm

2，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69.36hm
2，实际扰

动与水土保持方案对比表详见 3.2。 

 表 3.2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对比 

类型 名称 
面积（hm2） 

较方案增加或减少 
方案设计 实际 

项目建设区 

路基工程区 58.56 71.66 +13.10 

桥涵工程区 84.45 60.49 -23.96 

互通工程区 102.33 70.37 -31.96 

沿线设施区 12.60 8.93 -3.67 

取土场区 22.74 8.77 -13.97 

弃渣场区 1.96 1.96 / 

施工营地区 38.78 27.70 -11.08 

施工道路区 28.10 20.81 -7.29 

小计 349.52 270.69 -78.83 

直接影响区 

路基工程区 9.52 0 --9.52 

桥涵工程区 13.15 0 -13.15 

互通工程区 2.07 0 -2.07 

沿线设施区 0.78 0 -0.78 

取土场区 0.65 0 -0.65 

弃渣场区 0.35 0 -0.35 

施工营地区 2.46 0 -2.46 

施工道路区 29.18 0 -29.18 

拆迁安臵区 11.2 0 -11.2 

小计 69.36 0 -69.36 

合计 418.88 270.69 -148.19 

监测数据和方案设计变化的主要原因： 

1、路基工程区：方案阶段路基长度 12.82km，施工图设计增加线路长度，路基

长度为 15.11km，路基工程区占地增加。 

2、桥涵工程区：方案阶段桥梁宽度按 33.5m 计，施工图对 K0+000~k16+332、

K32+321~K43+095 段桥梁宽度调整为 26m，同时桥梁工程区中央绿化带未实施，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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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宽度减少，占地面积减少。 

3、互通工程区：主要为钟鸣互通中 BEFG 匝道由省投资集团负责建设，不纳入

本项目，互通工程区面积减少。 

4、沿线设施区：主要原因是无为养护工区未实施，沿线设施区面积减少。 

5、取土场区：取土场区布设位于岗丘地带，增加了取土深度，占地减少，同时

主设对道路开挖段土方综合利用，借方数量减少，取土场区面积减少。 

6、施工营地区：施工过程中部分项目驻地为临时租用当地已有设施，不需新建

施工营地，占地面积相应减少。 

7、施工道路区：主要原因是施工过程由于取土场减少，进行取土的取土场位于

线路附近，施工道路相应减少；同时，施工过程尽量使用既有道路，减少施工道路

临时用地，由方案阶段新、改建施工道路 62.60km 调整为实际 40.38km，占地面积

相应减少。 

8、直接影响区：直接影响区未发生，面积减少 69.36hm
2。 

3.2 弃渣场设臵 

（1）水保方案设臵的弃土场 

水保方案共设臵 1 处弃土场，占地面积 1.96hm
2，弃方量 22.13 万 m

3。 

表 3.3  水保方案的弃渣场基本情况表 

序号 面积（hm2） 占地类型 弃土量（万 m3） 平均堆高（m） 

1# 1.96 耕地 22.13 10.0 

合计 1.96  22.13  

 

（2）实际布设的弃土场 

本工程利用方案布设的 1 处弃土场，占地面积 1.96hm
2，弃土量 13.75 万 m

3；

取土区取弃结合，弃土量 6.26 万 m
3。总弃渣量 20.01 万 m

3。 

1#弃土区主要为 K27+989~K34+095 段弃方；取土区为 K0+000~K9+540 段弃

方。 

根据工程施工、监理、竣工资料并复核，本工程总弃方 20.01 万 m
3，其中 13.75

万 m
3 运至弃土区，6.26 万 m

3 运至取土场（取弃结合）。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第 24 页                                                                                           

表 3.4   弃土区特性表 

编号 对应桩号 中心坐标 

面积

（hm2

） 

占地类

型 

地形地

貌 

弃土

高度

（m） 

弃土量

（万 m3） 
后期利用 

级

别 

1#（方

案 1#） 

K35+500

左侧 

N：118°01'09" 

E：31°01'12" 
1.96 

耕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洼地 8 13.75 绿化 5 级 

小计 1.96    13.75   

1#取土区（取弃结

合） 

N：117°52'09" 

E：31°12'16" 
5.64 耕地 平地 1~2m 6.26 复耕 5.64hm2  

合计     20.01   

 

弃土场 

  
弃土场（施工前 2013 年 10 月） 弃土场（施工中，2014 年 10 月） 

 

 

弃土场（2019 年 12 月） 弃土场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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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场现状 

3.3 取土场设臵 

 

 

实际布设取土区 
方案设计取土区 

方案设计取土区 

方案设计取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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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布设取土区与方案设计对比图 

（1）水保方案的取土场 

水保方案共设臵 3 处取土场，取弃结合，占地面积 22.74hm
2，取土量 98.13 万

m
3。 

表 3.5   水保方案的取土场基本情况表 

序号 位臵 面积（hm2） 占地类型 取土量（万 m3） 取土深度（m） 

1# K0+000 9.19 耕地 45.17 5.5 

2# K6+100 4.88 耕地 16.42 4.0 

3# K9+200 8.67 耕地 36.54 5.0 

合计 22.74  98.13  

（2）实际布设的取土区 

本工程施工中开挖段多余土方用于填方段道路回填；实际施工中主设作了调

整，重新选择了 2 处取土场（取弃结合），减少了土方运距，占地面积 8.77hm
2，取

土量 52.93 万 m
3，具体见表 3.5。 

表 3.6   取土场特性表 

编号 对应桩号 中心坐标 
面积

（hm2） 

占地

类型 

地形

地貌 

取土深度

（m） 

取土量（万

m3） 

取土结束最终

用途 

1# 
K9+200

右侧 

N：117°52'09" 

E：31°12'16" 
5.64 耕地 平地 5~6 35.80 复耕 5.64hm2 

2# 
K42+725 

右侧 

N：118°04'02" 

E：30°58'42" 
3.13 林地 岗地 5~6 17.13 绿化 

合计 8.77    52.93  

 

实际布设取土区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第 27

页 

1#取土场 

位臵：无为县襄安镇莲花村 

中心坐标：N：117°52'09"；E：31°12'16" 

占地面积：5.64hm2；取土深度：5~6m；取土量：35.80 万 m3；取土后用途：复耕 

  
1#取土场（施工前，2019 年 4 月） 1#取土场（施工中，2014 年 10 月） 

  
1#取土场（施工结束后，2015 年 12 月） 1#取土场（施工结束后，2016 年 12 月） 

 
1#取土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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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土场 

位臵：铜陵县钟鸣镇长郑村 

中心坐标：N：118°04'02"；E：30°58'42" 

占地面积：3.13hm2；取土深度：5~6m；取土量：17.13 万 m3；取土后用途：绿化 

 
 

2#取土场（施工前，2013 年 10 月） 2#取土场（施工中，2014 年 9 月） 

 

 

 

2#取土场（施工结束后，2015 年 12 月） 2#取土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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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情况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根据建设特点及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

要求，以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重点治理与综合防护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由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有机结合的总体格局。其中，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排水系统

的布设、护坡及土地整治等；植物措施主要是撒播草籽、栽植乔灌木和铺设草皮

等。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如下： 

1）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开始建设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在道路两侧

布设 C25 预制砼边沟、急流槽、截水沟，中央分隔带布设了盲沟；对开挖及填筑边

坡采用锚杆框架防护、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植物措施：对路基中央绿化分隔带及路侧绿化采取乔灌草结合的方式进行防

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了临时排水、临时沉沙等临时措施，对临时堆土采取了

密目网覆盖、撒播狗牙根草籽及袋装土围挡等临时措施。 

2）桥涵工程区 

工程措施：施工中对桥台采用浆砌片石及预制六棱块护坡，施工结束后对桥面

下侧进行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对桥面下侧撒播狗牙根草籽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临时围堰，桥墩周边布设沉砂池。 

3）互通工程区 

工程措施：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中对互通工程区两侧布设 C25 预制砼边

沟及急流槽，对边坡采用浆砌片石骨架护坡及混凝土进行防护。 

植物措施：对互通工程区边坡乔灌草结合的方式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临时排水沟排出雨水，对临时堆土采取撒播草籽进行防

护。 

4）沿线设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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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施工前对场地内进行表土剥离，施工中布设了雨水管道及场地排水

沟，对停车场区域采取透水砖进行防护。 

植物措施：对场地内空闲区域采取乔灌草结合的方式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临时排水沟，排出场地雨水。 

5）取土场区 

工程措施：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布设土质排水沟，同时进行土地

整治。 

临时措施：对 2#取土场区采取撒播草籽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临时排水沟。 

6）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开始建设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布设了挡渣墙及土地整治措

施。 

植物措施：对弃渣场采取撒播草籽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施工中布设临时排水措施。 

7）施工营地区 

工程措施：开始建设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措施。 

植物措施：对未复耕区域撒播草籽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在施工场地内布设临时排水沟，对未硬化区域进行临时绿化防护，

增加了碎石临时覆盖。 

8）施工道路区 

工程措施：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措施。 

植物措施：施工结束后对土地整治区域撒播草籽进行防护； 

临时措施：在施工道路单侧布设临时排水沟，对路面进行了碎石临时覆盖。 

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根据实际施工需

要，局部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任

务，防治措施体系基本完成，总体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各区水保措施变化情况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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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变化情况表 

分区 水保方案设计的措施布局 实际实施的措施布局 变化情况及原因 

路基工

程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骨架护坡、混凝土

排水沟、急流槽、截水沟 

表土剥离、C25预制砼边沟，急流

槽、截水沟、锚杆框架护坡、浆砌

片石骨架护坡 

初设调整了排水沟及边坡的材料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植被恢复 乔灌草植被恢复 / 

临时

措施 

沉砂池、撒播狗牙根草籽、袋

装土围挡 

排水沟、沉砂池、撒播狗牙根草

籽、彩条布覆盖 

施工中利用土工布进行了苫盖，未

布设袋装土拦挡 

桥涵工

程区 

工程

措施 

骨架护坡、浆砌片石排水沟、

急流槽 

浆砌片石护坡、混凝土预制块六棱

块护坡、土地整治 
利用路基排水沟排出雨水 

植物

措施 
灌草结合防护 撒播草籽 

初设调整设计，未修建中央隔离带

绿化 

临时

措施 
围堰拆除、沉砂池 围堰拆除、沉砂池 / 

互通工

程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混凝土排水沟、骨

架护坡 

表土剥离、C25预制砼边沟、急流

槽、混凝土护坡、浆砌片石骨架护

坡 

初设调整了排水沟及边坡的材料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植被恢复 乔灌草植被恢复 / 

临时

措施 

袋装土围挡、排水沟、撒播狗

牙根草籽 
排水沟、撒播狗牙根草籽 施工中袋装土围挡未实施 

沿线设

施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骨架护坡，浆砌片

石排水沟 

表土剥离、C25预制砼边沟、雨水

管道、场地排水沟、透水砖硬化 

初设优化了排水走向，场地周边采

用砖墙，未设臵骨架护坡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植被恢复 乔灌草植被恢复 / 

临时

措施 
排水沟 排水沟 排水沟长度减少 

取土场

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土质排水沟 新增取土场周边排水设施 

植物

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 

临时

措施 
排水沟、袋装土围挡 排水沟 施工中袋装土围挡未实施 

弃渣场

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挡渣墙、土地整治 表土剥离、挡渣墙、土地整治 / 

植物

措施 
 撒播草籽 新增 

临时

措施 
排水沟、袋装土围挡 排水沟 施工中袋装土围挡未实施 

施工营

地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 / 

植物

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增加撒播草籽面积 

临时

措施 
排水沟、沉砂池、袋装土围挡 排水沟、临时绿化、碎石临时覆盖 

增加临时绿化及碎石临时覆盖，袋

装土围挡未实施 

施工道

路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 表土剥离、土地整治 / 

植物

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 

临时

措施 
排水沟、碎石临时覆盖 排水沟、碎石临时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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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实施时间总体是 2013 年 3 月~2016 年 4 月，工程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

施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表 3.8。 

表 3.8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及时间情况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布设位臵 

路基工程区 

C25 预制砼边沟（m） 24250.9 2014.4~2015.6 道路两侧 

急流槽（m） 983 2014.5~2015.10 道路两侧 

截水沟（m） 2753.5 2014.4~2015.10 道路两侧 

中央分隔带盲沟（m） 5302.5 2014.4~2015.10 中央分隔带 

锚杆框架防护（m） 2430 2014.10~2014.12 道路边坡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3） 73035 2014.6~2015.4 道路边坡 

表土剥离（万 m3） 23.66 2013.6~2013.12 扰动区域 

桥涵工程区 

浆砌片石护坡（m3） 310.15 2014.7~2015.2 桥台区域 

混凝土预制六棱块护坡（m3） 128 2014.8~2014.12 桥台区域 

土地整治（hm2） 53.74 2015.10~2015.12 桥梁下侧 

互通工程区 

C25 预制砼边沟（m3） 5473.27 2014.6~2015.2 道路下侧边坡 

急流槽（m3） 216.25 2014.6~2015.2 道路边坡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2） 33441 2014.4~2015.3 道路边坡 

现浇砼（m3） 2442.3 2014.4~2015.3 道路边坡 

预制砼（m3） 1578.6 2014.4~2015.3 道路边坡 

表土剥离（万 m3） 19.14 2013.6~2013.11 扰动区域 

沿线设施区 

表土剥离（万 m3） 2.85 2013.11~2014.3 扰动区域 

雨水管道（m） 1635 2014.10~2014.12 场地内部 

C25 预制砼边沟（m） 1150 2014.10~2014.12 场地周边 

场地排水沟（m） 710 2014.10~2014.12 场地内部 

透水砖硬化（hm2） 400 2015.2 停车场区域 

取土场区 

表土剥离（万 m3） 2.63 2013.10~2014.5 扰动区域 

土地整治（hm2） 8.77 2015.12 扰动区域 

排水沟（m） 800 2015.11 取土场周边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万 m3） 0.59 2014.4 扰动区域 

挡渣墙（m） 300 2019.12 弃渣场周边 

土地整治（hm2） 1.96 2016.2 扰动区域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万 m3） 7.25 2013.8~2014.6 扰动区域 

土地整治（hm2） 27.70 2015.12~2016.2 扰动区域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万 m3） 4.74 2013.6~2014.9 扰动区域 

土地整治（hm2） 13.50 2015.12~2016.2 扰动区域 

3.5.2 工程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 

工程措施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量比较详见表 3.9。变化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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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项目实际完成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变化原因 

路基工程区 

C25 预制砼边沟（m）  24250.9 +24250.9 
初设阶段调整排水沟材料及长度 

浆砌片石排水沟（m） 12793  -12793 

急流槽（m） 4292.92 983 -3903.92 初设优化急流槽布设，减少数量 

截水沟（m） 800 2753.5 +1953.5 增加挖方段截水沟长度 

中央分隔带盲沟（m）  5302.5 +5302.5 新增 

锚杆框架护坡（m）  2430 +2430 初设新增了锚杆框架护坡，路基

长度增加，工程量增加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2） 70363 73035 +2672 

表土剥离（万 m3） 18.09 23.66 +5.57 
路基长度增加，占地面积，可剥

离表土面积增加 

桥涵工程区 

浆砌片石护坡（m3）  310.15 +310.15 

初设调整桥台防护形式 
混凝土预制六棱块护坡

（m3） 
 128 +128 

骨架护坡（m3） 54.41  -54.41 

浆砌片石排水沟（m3） 5.46  -5.46 桥台区域雨水通过路基工程布设

的排水沟，排出 急流槽（m） 331.2  -331.2 

土地整治（hm2）  53.74 +63.74 新增 

互通工程区 

C25 预制砼边沟（m3）  5473.27 +5743.27 

初设阶段调整排水沟材料及长度 急流槽（m3） 2214 216.25 -1997.75 

浆砌片石排水沟（m3） 3647  -3647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2） 36373 33441 -2932 

初设新增混凝土边坡防护形式 现浇砼（m3）  2442.3 +2442.3 

预制砼（m3）  1578.6 +1578.6 

表土剥离（万 m3） 10.23 19.14 +8.91 
增加了表土剥离的厚度，表土量

增加 

沿线设施区 

表土剥离（万 m3） 1.26 2.85 +1.59 
增加了表土剥离的厚度，由方案

0.15 变为 0.3m，表土量增加 

骨架护坡（m2） 35486  -35486 
场地四周采用砖墙进行防护，骨

架护坡未实施 

浆砌片石排水沟（m） 3558  -3558 

调整的排水结构形式，由于服务

区未实施，排水沟长度减少 

急流槽（m） 2160  -2160 

C25 预制砼边沟（m）  1150 +1150 

雨水管道（m）  1635 +1635 

场地排水沟（m）  710 +710 

透水砖硬化（hm2）  400 +400 新增 

取土场区 

表土剥离（万 m3） 6.82 2.63 -4.19 
取土场占地减少，可剥离表土量

减少 

土地整治（hm2） 22.73 8.77 -13.96 
取土场占地减少，后期土地整治

数量减少 

土质排水沟（m） 1030 800 -230 部分利用周边现有排水沟 

弃渣场区 

表土剥离（万 m3） 0.59 0.59 /  

挡渣墙（m） 200 300 +100 新增 

排水沟 1180  -1180 利用路基及周边自然排水沟 

土地整治（hm2） 1.96 1.96 /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万 m3） 11.63 7.25 -4.38 

施工营地面积减少，可剥离表土

面积减少 

土地整治（hm2） 10.06 27.70 +17.64 新增 

施工道路区 
表土剥离（万 m3） 8.43 4.74 -3.69 

施工道路面积减少，可剥离表土

面积减少 

土地整治（hm2） 4.59 13.50 +8.9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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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预制砼边沟 C25 预制砼边沟 

  
锚杆框架护坡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混凝土预制六棱块护坡 管理区雨水管道 

  
管理区围墙排水沟 管理区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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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管理区挡墙 取土场区土质排水沟 

  
施工场地土地整治 施工场地土地整治 

  
施工场地土地整治 取土场区土地整治 

 

3.5.3 植物措施 

本项目植物措施主要集中在 2015 年 8 至 2015 年 10 期间完成。具体工程量见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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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植物措施工程量及时间汇总表 

防治分区 苗木品种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臵 

路基工程区 

蜀桧 株 16186 

2015 年 8 月

~2015 年 10 月 

中央分隔带 

木槿 株 2542 

花石榴 株 2456 

红花紫薇 株 1228 

金桂 株 1243 

红花夹竹桃 株 1865 

红花酢浆草 m2 10899 

马尼拉草皮 m2 33147 

香樟 株 1181 

边坡绿化 

栾树 株 1181 

广玉兰 株 1034 

乌桕 株 1034 

夹竹桃 株 837 

紫叶李 株 837 

木芙蓉 株 572 

木槿 株 572 

喷播植草 m2 90971.8 

红花夹竹桃 株 2008 

路堑绿化 红花紫薇 株 254 

木槿 株 540 

狗牙根草籽 m2 6276 

桥梁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53.74  

互通工程区 

香樟 株 894 

边坡 

紫薇 株 12452 

栾树 株 340 

海桐球 株 1687 

花石榴 株 384 

迎春 株 4687 

雪松 株 216 

红叶石楠 株 562 

龙柏球 株 167 

爪子黄杨 株 3675 

植草护坡 m2 67555.6 

沿线设施区 

丁香 株 60 

收费站内部 

金桂 株 40 

广玉兰 株 88 

日本晚樱 株 63 

水杉 株 246 

海桐球 株 98 

红叶石楠树 株 16 

紫薇 株 36 

红叶李 株 12 

红叶石楠球 株 64 

银杏 株 42 

批把 株 6 

红叶石楠 hm2 0.16 

红花檵木 hm2 0.21 

海桐 hm2 0.06 

法国冬青 hm2 0.24 

马尼拉草皮 hm2 1.2 

撒播草籽 hm2 0.4 

取土场区 撒播草籽 hm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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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区 撒播草籽 hm2 1.96  

施工营地区 撒播草籽 hm2 21.6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13.50  

3.5.4 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 

项目实际绿化面积 115.99hm
2，较方案设计绿化面积 108.41hm

2 增加了

7.58hm
2。植物措施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量比较详见表 3.11。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工程量 

变化原因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值 

路基工程区 

植草护坡（hm2） 8.55 9.09 +0.54 

路基长度增加，绿化面积

增加 场地内绿化（hm2） 2.38 
 

-2.38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0.83 4.41 +4.41 

桥涵工程区 

植草护坡（hm2） 0.66 
 

-0.66 
初设调整桥台边坡采用浆

砌石防护 

场地内绿化（hm2） 4.99 
 

-4.99 
初设进行优化，未设臵中

央分隔带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0.18 

 
-0.18 

撒播草籽（hm2） 
 

53.74 +53.74 新增 

互通工程区 

喷播植草（hm2） 4.42 6.76 +2.34 初设增加边坡绿化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1.23 
 

-1.23 
初设进行调整，未设臵中

央分隔带 

沿线设施区 

植草护坡（hm2） 4.31 
 

-4.31 
初设调整挡护形式，利用

围墙直接防护 

场地内绿化（hm2） 0.63 1.80 +1.17 
收费站面积增加，绿化面

积增加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1.20 
 

-1.20 
服务站未修建，中央分隔

带未布设 

取土场区 撒播草籽（hm2） 3.47 3.13 -0.34 
取土场面积减少，绿化面

积减少 

弃渣场区 撒播草籽（hm2） 
 

1.96 +1.96 新增 

施工营地区 撒播草籽（hm2） 14.20 21.60 +7.40 新增 

施工道路区 撒播草籽（hm2） 12.33 13.50 +1.17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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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程边坡绿化 路基工程边坡绿化 

 
 

路基工程边坡绿化 路基工程边坡绿化 

  
路基工程边坡绿化 桥面下侧绿化 

  
收费站管理区绿化 收费站管理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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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管理区绿化 收费站管理区绿化 

  
施工场地绿化 弃渣场绿化 

 

3.5.5 临时措施 

根据查阅工程计量，临时措施施工在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主要采取的

临时措施有： 

1）路基工程区：排水沟 11289m，沉沙池 2 座，撒播狗牙根草籽 2.10hm
2，彩条

布覆盖 23000m
2，袋装土围挡 1500m

3。 

2）桥涵工程区：围堰拆除 4.30 万 m
3，沉沙池 110 个。 

3）互通工程区：排水沟 2700m，撒播狗牙根草籽 3.6hm
2。 

4）施工营地区：排水沟 3500m，临时绿化 2.3hm
2。 

5）取土场区：排水沟 320m。 

6）弃渣场区：排水沟 300m。 

7）施工道路区：排水沟 34500m，碎石临时覆盖 16000m
3。 

3.5.6 临时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 

临时措施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量比较详见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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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项目实际完成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工程量 

变化原因 方案设

计 

实际完

成 
变化值 

路基工程区 

排水沟（m） 1200  11289 +10089 施工需要，增加排水长度 

沉砂池（个） 18  2  -16 施工需要，仅布设 2 座沉砂池 

撒播狗牙根（hm2） 6.33  2.10  -4.23 
临时堆土堆放时间较短，仅用彩条布

进行苫盖 

彩条布覆盖（m2） 45000 23000  -22000 彩条布重复利用 

袋装土围挡（m3） 7700  1500  -6200 
临时堆土堆放时间较短，部分堆土未

实施 

桥涵工程区 
围堰拆除（万 m3） 4.95  4.30  -0.65 

施工需要，围堰土方较水保方案减

少，围堰拆除土方减少 

沉砂池（个） 110  110  0 / 

互通工程区 

袋装土围挡（m3） 8500  0  -8500 
施工中对临时堆土堆放时间较短，未

进行袋装土围挡 

排水沟（m） 7100 2700 -4400 根据施工需要，排水沟数量减少 

撒播狗牙根（hm2） 4.3 3.6 -0.7 互通工程区占地减少，工程量减少 

沿线设施区 排水沟（m） 2300 1200 -1100 根据施工需要，减少了排水沟布设 

取土场区 
排水沟（m） 648 320 -328 

取土场面积减少，临时排水沟长度减

少 

袋装土围挡（m3） 1147.5 0 -1147.5 未布设 

弃渣场区 
土质排水沟（m） 736 300 -436 根据施工需要，临时排水沟长度减少 

袋装土围挡（m3） 1845 0 -1845 施工中未布设 

施工营地区 

排水沟（m） 1850 3500 1650 根据施工需要，增加排水沟数量 

沉砂池（个） 18 0 -18 施工中未布设 

临时绿化（hm2） 0 2.3 2.3 新增临时绿化 

碎石临时覆盖（m3） 0 750 750 新增 

袋装土围挡（m3） 1120 0 -1120 施工营地未堆放临时堆土 

施工道路区 
排水沟（m） 62000 34500 -27500 施工道路长度减少，施工中仅对单侧

布设排水沟，工程量减少 碎石临时覆盖（m3） 30000 16000 -14000 

 

  
施工营地区排水 临时道路临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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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营地区排水 临时苫盖 

  
临时苫盖 临时排水 

 
 

泥浆池 临时绿化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按照施工结算情况，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总投资为 51.33

亿元。从实施情况看，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资 6624.07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投

资（7562.49 万元）减少了 938.42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见表 3.13，与

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见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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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262.57 

一 路基工程区 1767.76 

二 桥涵工程区 99.17 

三 互通工程区 781.86 

四 沿线设施区 210.96 

五 取土场区 86.59 

六 弃渣场区 41.02 

七 施工营地区 158.45 

八 施工道路区 116.76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2885.45 

一 路基工程区 1848.14 

二 桥涵工程区 30.24 

三 互通工程区 646.54 

四 沿线设施区 326.45 

五 取土场区 6.12 

六 弃渣场区 3.82 

七 施工营地区 14.23 

八 施工道路区 9.91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124.48 

一 路基工程区 37.18 

二 桥涵工程区 51.47 

三 互通工程区 3.54 

四 沿线设施区 0.52 

五 取土场区 0.09 

六 弃渣场区 0.08 

七 施工营地区 22.06 

八 施工道路区 9.54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85.97 

一 建设管理费 21.54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28.76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40.67 

四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合同价） 52 

五 水土保持监测费 25 

六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18 

一~四部分合计 6458.47 

基本预备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5.6 

水土保持总投资 66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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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投资对比表  

项目组成 工程量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序

号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量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2769.61 3262.57 492.96 

一 路基工程区 
  

1246.87 1767.76 520.89 

1 表土剥离（m3） 180900 236600 84.84 106.47 21.63 

2 C25 预制砼边沟（m） 
 

26527 
 

553.25 553.25 

3 浆砌片石排水沟（m3） 12793 
 

268.64 
 

-268.64 

4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2） 70363 73035 777.28 821.3 44.02 

5 锚杆框架护坡（m） 
 

2430 
 

124.6 124.6 

6 中央分隔带盲沟（m） 
 

5302.5 
 

76.54 76.54 

7 截水沟（m） 800 2753.5 17.6 61.26 43.66 

8 急流槽（m） 4282.92 982 98.51 24.34 -74.17 

二 桥涵工程区 
  

71.97 99.17 27.2 

1 骨架护坡（m2） 5441 
 

59.85 
 

-59.85 

2 浆砌片石排水沟（m3） 5.46 
 

4.51 
 

-4.51 

3 急流槽（m） 331.2 
 

7.61 
 

-7.61 

4 浆砌片石护坡（m3） 
 

310.15 
 

20.17 20.17 

5 混凝土预制六棱块护坡（m3） 
 

128 
 

14.52 14.52 

6 土地整治（hm2） 
 

53.74 
 

64.48 64.48 

三 互通工程区 
  

529.06 781.86 252.8 

1 表土剥离（m3） 102300 191400 47.98 86.13 38.15 

2 浆砌片石排水沟（m3） 3647 
 

30.05 
 

-30.05 

3 浆砌片石骨架护坡（m2） 36373 33441 400.11 382.4 -17.71 

4 C25 预制砼边沟（m3） 
 

5473.2 
 

181.73 181.73 

5 急流槽（m3） 2214 216.25 50.92 4.32 -46.6 

6 混凝土护坡（m3） 
 

4020.9 
 

127.28 127.28 

四 沿线设施区 
  

475.25 210.96 -264.29 

1 表土剥离（m3） 12600 28500 5.91 12.83 6.92 

2 骨架护坡（m3） 35486 
 

390.34 
 

-390.34 

3 浆砌片石排水沟（m） 3558 
 

79 
 

-79 

4 C25 预制砼边沟（m） 
 

1150 
 

34.56 34.56 

5 雨水管道（m） 
 

1635 
 

142.51 142.51 

6 场地排水沟（m） 
 

420 
 

18.82 18.82 

7 透水砖硬化（hm2） 
 

400 
 

2.24 2.24 

五 取土场区 
  

206.62 86.59 -120.03 

1 表土剥离（m3） 68200 26300 31.99 11.84 -20.15 

2 土地整治（hm2） 22.73 8.77 174.34 74.55 -99.79 

3 土质排水沟（m） 1030 800 0.29 0.2 -0.09 

六 弃土场区 
  

33.54 41.02 7.48 

1 表土剥离（m3） 5900 5900 4.78 4.78 0 

2 挡渣墙（m） 200 300 6.81 10.24 3.43 

3 排水沟（m） 1180 
 

2.76 
 

-2.76 

4 土地整治（hm2） 1.96 1.96 26 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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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投资对比表（续表）  

项目组成 工程量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七 施工营地区 
  

131.55 158.45 26.9 

1 表土剥离（m3） 116300 72500 54.54 33.89 -20.65 

2 土地整治（hm2） 10.06 21.6 77.01 124.56 47.55 

八 施工道路区 
  

74.75 116.76 42.01 

1 表土剥离（m3） 84300 47400 39.54 22.24 -17.3 

2 土地整治（hm2） 4.59 13.5 35.21 94.52 59.3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3878.43 2885.45 -992.98 

一 路基工程区 
  

1238.6 1848.14 609.54 

1 植草护坡（hm2） 8.55 9.09 901.25 1064.24 162.99 

2 场地内绿化（hm2） 2.38 
 

249.82 
 

-249.82 

3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0.83 4.41 87.53 783.9 696.37 

二 桥涵工程区 
  

1538.6 30.24 -1508.36 

1 植草护坡（hm2） 0.66 
 

177.83 
 

-177.83 

2 场地内绿化（hm2） 4.99 
 

1344.55 
 

-1344.55 

3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0.06 
 

16.22 
 

-16.22 

4 撒播草籽（hm2） 
 

53.74 
 

30.24 30.24 

三 互通工程区 
  

271.28 646.54 375.26 

1 喷播植草（hm2） 4.42 6.76 212.21 646.54 434.33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1.23 

 
59.07 

 
-59.07 

四 沿线设施区 
  

805.74 326.45 -479.29 

1 植草护坡（hm2） 4.31 
 

469.67 
 

-469.67 

2 场地内绿化（hm2） 0.63 1.8 129.12 326.45 197.33 

3 中央隔离带绿化（hm2） 1.2 
 

206.95 
 

-206.95 

五 取土场区 
  

6.75 6.12 -0.63 

1 撒播草籽（hm2） 3.47 3.13 6.75 6.12 -0.63 

六 弃渣场区 
   

3.82 3.82 

1 撒播草籽（hm2） 
 

1.96 
 

3.82 3.82 

七 施工营地区 
  

9.35 14.23 4.88 

1 撒播草籽（hm2） 14.2 21.6 9.35 14.23 4.88 

八 施工道路区 
  

8.11 9.91 1.8 

 
撒播草籽（hm2） 12.33 13.5 8.11 9.91 1.8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450.65 124.48  -326.17  

（一）临时防护措施 
  

438.46 124.48  -313.98  

一 路基工程区 
  

149.68 37.18 -112.5 

1 排水沟（m） 1200 11289 0.33 3.24 2.91 

2 沉砂池（个） 18 2 2.46 0.27 -2.19 

3 撒播狗牙根（hm2） 6.33 2.1 4.17 1.38 -2.79 

4 彩条布覆盖（m2） 45000 23000 14.54 7.64 -6.9 

5 袋装土围挡（m3） 7700 1500 126.56 24.65 -1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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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投资对比表（续表）  

项目组成 工程量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二 桥涵工程区 
  

58.97 51.47 -7.5 

1 围堰拆除（万 m3） 4.95 4.3 57.07 49.57 -7.5 

2 沉砂池（个） 110 110 1.9 1.9 0 

三 互通工程区 
  

145.61 3.54 -142.07 

1 袋装土围挡（m3） 8500 0 139.71 
 

-139.71 

2 排水沟（m） 7100 2700 3.07 1.17 -1.9 

3 撒播狗牙根（hm2） 4.3 3.6 2.83 2.37 -0.46 

四 沿线设施区 
  

0.99 0.52 -0.47 

1 排水沟（m） 2300 1200 0.99 0.52 -0.47 

五 取土场区 
  

14.16 0.09 -14.07 

1 排水沟（m） 648 320 0.19 0.09 -0.1 

2 袋装土围挡（m3） 1147.5 0 13.97 
 

-13.97 

六 弃渣场区 
  

30.53 0.08 -30.45 

1 土质排水沟（m） 736 300 0.2 0.08 -0.12 

2 袋装土围挡（m3） 1845 0 30.33 
 

-30.33 

七 施工营地区 
  

21.38 22.06  0.68  

1 排水沟（m） 1850 3500 0.51 0.96 0.45 

2 沉砂池（个） 18 0 2.46 
 

-2.46 

3 临时绿化（hm2） 0 2.3 
 

10.32 10.32 

4 碎石临时覆盖（m3） 0 750 
 

1.24 1.24 

5 袋装土围挡（m3） 1120 0 18.41 9.54  -8.87  

八 施工道路区 
  

17.14 9.54  -7.60  

1 排水沟（m） 62000 34500 17.14 9.54  -7.60  

（二）其它临时工程 
  

12.19 
 

-12.19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04.9 185.97 -18.93 

一 建设管理费 
  

21.54 21.54 0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28.76 28.76 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40.67 40.67 0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68.93 52 -16.93 

五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5 25 0 

六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20 18 -2 

一~四部分合计 
  

7320.57 6458.47  -862.10  

基本预备费 
  

76.92 
 

-76.92  

水土保持补偿费 
  

165 165.6 0.60  

水土保持总投资 
  

7562.49 6624.07  -9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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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6624.07 万元，包括：工程措施 3262.57 万元，植物

措施 2885.45 万元，临时措施 124.48 万元，独立费用 185.97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65.6 万元。变化的原因如下： 

1）工程措施投资增加了 492.96 万元，主要是路基工程区改变边坡防护的材

料，增加排水沟长度，投资增加 520.89 万元；桥涵工程区增加土地整治措施，投资

增加 27.2 万元；互通工程区增加排水沟、护坡、表土剥离量，投资增加 252.8 万

元；沿线设施区骨架护坡未实施，投资减少 264.29 万元；取土场区面积减小，相应

措施工程量减少，投资减少 120.03 万元；弃土场区增加挡墙工程量，投资增加 7.48

万元；施工营地及施工道路的土地整治措施增加，投资增加；总工程措施投资增加

492.96 万元。 

2）植物措施减少了 992.98 万元，主要是初步设计未考虑桥涵工程区中央分隔

带及场地内绿化，投资减少 1508.36 万元；路基工程区提高乔灌木的数量，投资增

加 609.54 万元；互通工程区增加绿化面积，投资增加 375.26 万元；沿线设施区绿化

面积减少，投资减少 479.29 万元；取土场区绿化面积减少，投资减少 0.63 万元；新

增弃渣场区绿化，投资增加 3.82 万元；施工营地区及施工道路区绿化面积增加，投

资增加。总绿化投资减少 992.98 万元。 

3）临时措施：临时措施费较方案相比减少了 313.98 万元，主要是各区域临时

堆土周边袋装土围挡未布设，投资减少。  

4）独立费用根据实际发生计列，减少 18.93 万元。 

5）基本预备费与主体合并使用，未单独计列，减少 76.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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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建设实行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和

合同制，对工程质量建立了“政府监督，企业管理、社会监理，企业负责”的管理

模式。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管理纳入整个工程质量管理中。 

（1）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制定了《合福

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质量管理办法》，成立了安全环保部，负责质

量管理工作，并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定

期检查和专职工程师不定期巡查制度。同时还制定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

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

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

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2）主体设计单位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在设计总

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常住工地，专业配臵齐全，有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设计管理实行标准化、体系化管理机制。对项目的设计进度、质量进行控

制，负责各专业的统一管理并协调内外各专业的组织和技术接口关系。设计单位不

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供图质量和进度满足工程需要，现场代表能经常

巡视工地，对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提醒有关方注意；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关键性工程和

隐蔽工程的验收工作，参加各种质量会议。 

（3）主体工程施工监理为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实现总

监负责制，按照合同管理、技术管理、信息管理和现场管理职能划分，设臵了相关

的职能部门，配备了各专业的监理工程师，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

规范化监理。 

监理部监理设臵了比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了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

则。重视对施工方法及施工工艺的审查，实行事前控制，对隐蔽工程、施工重点部

位和关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理，对已完工程组织质量验收和评定等，发现质量问题限



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第 48 页                                                                                           

期整改，对质量缺陷进行闭环管理，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 

（4）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

细化操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单位根据行业质

量标准要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各施工单

位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负责人、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中间控制、下设供应、财

务、施工、质检等部门，形成自上而下、自管理层至作业层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明确职责全面控制施工质量管理的每个环节。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与现场监理

密切配合，服从业主、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坚持对工程原材料、中间产

品及成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查和测试，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处理。 

综上，建设单位及工程各参建单位均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机构，质量目标和管

理职能明确，配臵了质量管理专职人员，制定了相应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对重要

工程和重要工序还制定了专门的质量保证措施，质量管理运行有效。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分部工程验收签证、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和相关的质量评

定材料，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包括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斜坡

防护工程及植被建设工程。本工程项目划分为 5 个单位工程，6 个分部工程，1613

个单元工程。项目划分情况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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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1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路基工程锚杆框架护坡 25 

路基工程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244 

桥涵工程浆砌片石护坡 16 

桥涵工程混凝土预制六棱块护

坡 

14 

互通工程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121 

互通工程混凝土护坡 22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桥涵工程区土地整治 54 

取土场区土地整治 9 

弃土场区土地整治 2 

施工营地区土地整治 28 

施工道路区土地整治 14 

3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路基工程边沟 243 

路基工程急流槽 10 

路基工程截水沟 28 

互通工程边沟 134 

互通工程急流槽 3 

沿线设施区边沟 12 

沿线设施雨水管道 17 

沿线设施排水沟 8 

取土场土质排水沟 8 

4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桥涵工程区绿化 54 

沿线设施区绿化 2 

取土场区绿化 4 

弃渣场区绿化 2 

施工营地区绿化 22 

施工道路区绿化 14 

线网状植被 
路基工程区绿化 312 

互通工程区绿化 124 

5 拦渣工程 墙体 弃渣场周边 6 

合计 5 6  1613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

量评定均为合格，具体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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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质量评定 
总数 合格项目 合格率（%） 总数 合格项目 

合格率

（%） 

防洪排导工程 1 1 100 463 463 100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1 1 100 107 107 100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1 2 100 503 503 100 合格 

斜坡防护工程 1 1 100 534 534 100 合格 

拦渣工程 1 1 100 6 6 100 合格 

合计 5 6 100 1613 1613 100  

注：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划分并评定。 

4.3 弃渣场区稳定性评估 

本工程共布设的 1 处弃渣场，位于铜陵县钟鸣镇上周村（经纬度：北 31°

01'12"东 118°01'09"），占地面积 1.96hm
2，弃渣量 13.75 万 m

3；取土区取弃结合，

弃渣量 6.26 万 m
3，现状复耕。根据现场调查，弃渣场周边布设浆砌砖挡墙，弃渣场

区稳定性较好，对周边无不良影响。 

表 4.3  弃渣场区特性表 

编号 对应桩号 中心坐标 

面积

（hm2

） 

占地类

型 

地形

地貌 

弃土高

度

（m） 

弃土量

（万 m3） 
周边有无影响 

级

别 

1# 
K35+500

左侧 

N：118°01'09" 

E：31°01'12" 
1.96 

耕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洼地 8 13.75 无不良影响 5 级 

小计 1.96    13.75   

取土区（取弃结合） 
N：117°52'09" 

E：31°12'16" 
5.64 耕地 平地 1~2m 6.26 无不良影响  

合计     20.01   

 

4.4 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各防治分区质量评价结果和各方有关单位的抽查共同认定，本工程完成的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基本保存完好，工程的结构尺寸符合要求，施工工艺和方法满足

技术规范；工程外观质量基本合格，林草植被总体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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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建成后，运行正常，具有水土流失防治功能，充分发挥了水

土保持效益。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区施工扰动土地面积为 270.69hm
2，各项措施共计完成整治面积

268.44hm
2，其中工程措施 9.15hm

2，植物措施 115.99hm
2，建构筑物及道路硬化面积

143.30hm
2，项目区平均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17%，高于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目

标值 97%。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成果表 

防治 

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扰动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建筑物及道

路硬化面积 
小计 

路基工程区 71.66 2.17 13.50 55.87 71.54 99.8 

桥涵工程区 60.49  53.74 6.57 60.31 99.7 

互通工程区 70.37 1.24 6.76 62.23 70.23 99.8 

沿线设施区 8.93 0.1 1.80 6.96 8.86 99.2 

取土场区 8.77 5.64 3.13  8.77 100 

弃渣场区 1.96   1.96  1.96 100 

施工营地区 27.70  21.60 6.05 27.65 99.8 

施工道路区 20.81  13.50 5.62 19.12 91.8 

合计 270.69 9.15 115.99 143.30 268.44 99.17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百分比。项目区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127.39hm
2，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

施治理面积为 125.14hm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23%，高于一级标准目标值

97%。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成果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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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占地 

面积

（hm2） 

扰动 

面积

（hm2） 

建筑物及

道路硬化

（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路基工程区 71.66 71.66 55.87 15.79 2.17 13.50 15.67 99.2 

桥涵工程区 60.49 60.49 6.76 53.92  53.74 53.74 99.7 

互通工程区 70.37 70.37 62.23 8.14 1.24 6.76 8.0 98.3 

沿线设施区 8.93 8.93 6.96 1.97 0.1 1.80 1.90 97.1 

取土场区 8.77 8.77  8.77 5.64 3.13 8.77 100 

弃渣场区 1.96  1.96   1.96  1.96 1.96 100 

施工营地区 27.70 27.70 6.05 21.65  21.60 21.60 99.8 

施工道路区 20.81 20.81 5.62 15.19  13.54 13.50 98.9 

合计 270.69 270.69 140.69 127.39 9.15 115.99 125.14 98.23 

 

5.2.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之比。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和《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SL190-2007），本项目建设区为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工程容

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目前项目区的实际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450km

2
·a。 

经计算，该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开发建设产生的

水土流失。 

5.2.4 拦渣率 

根据监测成果并复核，本工程拦挡率为 98%，高于方案目标值 95%。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恢复率为项目建设

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根据监测，至试运行期，项

目区可恢复林草面积为 116.14hm
2，实施植物措施面积为 115.99hm

2，林草植被恢复

率为 99.87%，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99%。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115.99hm
2，占项目建设区面积 269.14hm

2 的 42.85%，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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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占地面积 

（hm2） 

可恢复面积 

（hm2） 

植物措施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覆盖率 

（%） 

路基工程区 71.66 13.52 13.50 99.8 18.8 

桥涵工程区 60.49 53.75 53.74 99.9 88.3 

互通工程区 70.37 6.79 6.76 99.5 9.6 

沿线设施区 8.93 1.81 1.80 99.4 20.1 

取土场区 8.77 3.13 3.13 100 35.7 

弃渣场区 1.96 1.96 1.96 100 100 

施工营地区 27.70 21.64 21.60 99.8 77.9 

施工道路区 20.81 13.54 13.50 99.6 70.1 

合计 270.69 116.14 115.99 99.87 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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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

位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计、监理、施

工、设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

方的职责、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

严格资金管理，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 

6.2 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从工程开工以后做的第一要事，就是从工程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管

理工作入手，抓紧施工组织设计审定，建章建制，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专门

制定了《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指引》、《工程质量、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要点》等一系

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

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

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6.3 建设管理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公司将涉及水土保持措施的

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工程招标工

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

正和诚信”的原则，实行公开招标，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等单位均通过招标确定。 

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施工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制定

了《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协调、解决本单位以及与相邻单位在施工中出现的各类

安全文明施工问题。在此基础上注重措施成果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

验收结合起来，保障了工程质量和植树林草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6.4 水土保持监测 

6.4.1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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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工期未同步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建设单位于 2014 年 2 月委托安徽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开展水土保持补充监测工

作。 

监测合同签订后，监测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要

求，从 2014 年 2 月开始，采用调查监测、资料分析、遥感监测、实地量测等监测方

法，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进行全面监测和补充调查，

于 2020 年 7 月编制完成《合福铁路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 

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卫星影像比对和查询施工、监理资料，共布臵了

8 个监测点，具体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调查点及调查内容表 

序号 监测分区 监测点或调查点 相对位臵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1 

路基工程区 

填方段路基 K4+700 
坡面水土流失 

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 

2 挖方段路基 K38+600 
坡面水土流失 

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 

3 桥涵工程区 西河特大桥 K10+200 
防护措施 

地表扰动 
调查监测 

4 互通工程区 钟鸣互通  K41+314 
防护措施 

水土流失量 
调查监测 

5 沿线设施区 铜陵北管理处 K32+983 
防护措施 

地表扰动 
调查监测 

6 弃渣场区 K36+151 右侧渣场 K36+151 
防护措施 

水土流失量 
调查监测 

7 取土场区 1#取土场 K9+200 
防护措施 

地表扰动 
调查监测 

8 取土场区 2#取土场 K42+725 
防护措施 

地表扰动 
调查监测 

9 施工营地区 堆料场、拌合场 K9+000 
防护措施 

地表扰动 
调查监测 

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 

1）防治责任范围调查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及卫星影像分析，项目建设期实际占地面积为 270.69hm
2，全部为

项目建设区。 

2）弃土弃渣调查结果 

本工程共挖方 163.42 万 m
3，填方 196.30 万 m

3，借方 52.93 万 m
3，弃方 20.01

万 m
3，其中 13.75 万 m

3 运至弃渣场区，6.26 万 m
3 运至 1#取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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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措施监测成果 

工程措施：路基工程区：C25 预制砼边沟 24250.9m，急流槽 983m，截水沟

2753.5m，中央分隔带盲沟 5302.5m，锚杆框架护坡 2430m，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73035m
2，表土剥离 23.66 万 m

3；桥涵工程区：浆砌片石护坡 310.15m
3，混凝土预

制六棱块护坡 128m
3 ，土地整治 53.74hm

2 ；互通工程区： C25 预制砼边沟

5473.27m
3，急流槽 216.25m

3，混凝土护坡 4020.9m
3，浆砌片石骨架护坡 33441m

2，

表土剥离 19.14 万 m
3；沿线设施区：表土剥离 2.85 万 m

3，C25 预制砼边沟 1150m，

雨水管道 1635m，场地排水沟 710m，透水砖硬化 400m
2；取土场区：表土剥离 2.63

万 m
3，土地整治 8.77hm

2，土质排水沟 800m；弃渣场区：表土剥离 0.59 万 m
3，土

地整治 1.96hm
2，挡渣墙 300m；施工营地区：表土剥离 7.25 万 m

3，土地整治

21.60hm
2；施工道路区：表土剥离 4.74 万 m

3，土地整治 13.50hm
2。 

植物措施：路基工程区绿化面积 13.50hm
2；桥涵工程区绿化面积 53.47hm

2；互

通工程区绿化面积 6.76hm
2；沿线设施区绿化面积 1.80hm

2；取土场区绿化面积

3.13hm
2；弃渣场绿化面积 1.96hm

2；施工营地区绿化面积 21.60hm
2；施工道路区绿

化面积 13.50hm
2。 

4）防治目标监测成果 

扰动土地整治率 99.1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23%，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拦

渣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99.87%，林草覆盖率 42.85%。 

6.4.2 监测工作评价 

本工程施工期未同步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但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做

好了排水、绿化等防护措施，基本上满足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防治要求，达到了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防治效果，防治效果 6 项指标可信。监测单位通过遥感、资料

分析等监测手段，取得建设期的水土流失数据，监测数据基本可信，圆满的完成了

本项目的监测工作。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未开展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中，由安徽省公

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内容，监理单位查阅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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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施工资料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同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

参建单位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工程现场调查，抽样调查、量测，开展工程

外观质量检查，检查工程缺陷，并与批复的水保方案和监理资料对照，核实各项水

保措施工程量。 

经过建设监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证，投资得到严格控制，

工程实现了按计划进度实施。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2018 年 8 月，安徽省水利厅对本项目进行了监督检查，出具了《关于印发部省

审批跨市生产建设项目 2018 年度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函》（皖水保函﹝2018﹞

1882 号）。 

建设单位及时进行了整改： 

1、根据弃渣场现场情况，在弃渣场裸露区域撒播了草籽，对弃渣场周边砌挡土

墙。 

2、积极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已开展水土保持专项招标工作。 

2019 年 7 月 2 日，安徽省水利厅对本项目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督检查，采取书

面检查方式，检查内容包括：工程基本情况、水土保持重大设计变更、水土保持措

施落实、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历次检查整改落

实、水土保持设施自验和报备等情况；弃渣场、取土场等重点部位的设计变更以及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自接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后，填写了水土保

持监督检查表，编制了电子版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汇报材料，已报送。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165 万元，实际已缴纳 16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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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在建设期和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安徽芜铜

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制定了运行

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

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设施

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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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履行基本完整。 

2、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批复的要求。 

3、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流失

防治任务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已通过验

收。 

4、工程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由安徽芜铜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维

护。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存在问题：无 

建议：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长期发挥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