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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各地房地产业快速发展。 但是在城市开发建设过

程中乱堆、乱挖、乱倒、乱弃等人为活动行为，致使城市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不仅造成生态失衡，影响城市生态

景观，而且危害城市基础设施和防洪安全。 房地产开发

造成的水土流失已成为城市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

［

１

］

。

水土保持监测不仅是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

测的有效补充，而且是检验项目水土保持防治工程技

术合理性及水土保持方案的科学性，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是有效遏制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水土流失的重要手

段

[2,3]

。

目前，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在全国范围内

正处于起步阶段，房地产项目监测更是如此。 本文以江

西省近几年开展的多项房地产项目监测实施经验为基

础，对房地产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方法等进行探讨

和研究。

1 监测工作概况

目前水土保持监测规程及相关的要求中规定水土

保持监测内容比较多、指标不具体，且定性化指标多于

定量化指标。 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规程比较成熟，比

如：环境监测中水、气、声的监测，监测内容具体，指标

明确；监测点的设置和要求有明确规定，不同项目侧重

点不同，重点比较突出。 水保监测内容笼统、不具体化，

导致监测重点不突出。

现今开发建设项目类型多，每个项目水土流失情

况及特点均不同。 房地产项目水土流失特点重点在施

工期，存在的问题着重反映在弃土去向和施工区泥水

排放情况、对地下雨水管网的影响、对周边市政道路的

影响以及施工场地扬尘等。 本文结合实际监测，针对房

地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相关内容提出看法和见

解。

2 监测设计

2.1

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一般包括项目建设区及其直接影响区。

项目建设区主要为建设围墙范围内的面积，直接影响

区域包括主体建设项目以及取弃土等区域的影响范

围。 根据房地产项目的特点，建设期监测划分一般情况

是和防治分区一致，如主体工程区、施工场地区。 但实

际监测设计，应依据实际地形情况，径流流向等综合考

虑。 防治分区是为了方便措施布置，而监测分区是为了

便于监测区域水土流失量整体控制的完整性，不宜强

行分割，建设周期短的中小型项目可以不进行监测分

区。

2.2

监测内容与指标

监测内容应结合方案水土流失危害预测内容和实

际情况进行筛选，监测重点关注的是水土流失危害。 水

摘 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意见》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提出了指导性工作的要求和意见，但不能满足房地产建设项目的监测需要，监测工作缺乏针对性和行业间的差异.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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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危害的影响往往涉及项目区之外，对外界造成

破坏和干扰，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和纠纷，损害他人的利

益，因此外部监控极为重要，应是监测的重点。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量。 流失量的指标类似环境专

业中排污指标，虽然影响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流失正常

情况不利己，也不利于外界，通常情况泥沙流失不是很

严重，但纵观开发建设项目遍及各地，其累积效能对

大、小区域的影响还是相当的明显，所以流失量的监测

从大局上看，是必须的。 对于一个单个的项目来说，流

失量是监测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然后水土保持设施

和扰动范围对房地产项目来说， 它的扰动范围随意性

相对较小，比较容易受到约束。 通常水土流失监测内容

包括流失因子、流失动态、防治效果等。

（

1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对于城区内的房地产项目，

基本上地形相对平整，地形、地貌变化情况可不作为监

测指标；但对于在山地区域建设的项目，地形起伏变化

较大，地形，地貌的变化可间接反映水土流失的强度和

潜在侵蚀强烈性，可用作分析和修正水土流失强度的

一个指标。 弃土、弃渣量也是重点关注的指标，这类项

目通常在城区或城郊，弃土处理难度较大，在以往的监

测过程中，有些施工单位偷排弃土、就近丢弃，成了一

个水土流失的隐患，是监测的重点，要重点调查、暗访

这些弃土量及去向（其它项目利用情况，或堆放地点、

范围）。 这些情况应摸清楚，涉及违法乱排乱弃，应及时

向有关部门汇报。 监测单位虽属中介，受建设单位委

托，但要有职业责任感。

（

2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它包括水土流失面积、程

度和水土流失量的变化

［

４

］

。这

３

个指标中，着重关注量的

变化。 房地产项目相对来说区域比较闭合， 排水较集

中，去向比较明确，流失的泥沙通常以悬移质的方式排

出，可以通过检测径流量中的悬浮物的含量、次降雨

量，来评价水土流失量的情况和强度。

（

3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各类防治措施的数量

和质量，林草措施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

率，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以及各

类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房地产项目防治效果指标着重放在施工期，水土

流失控制比，渣土拦挡率，渣土应有合理的、合规的堆

放地点，包括其他项目调走利用，都纳入拦渣率的范

围，对于乱倒乱弃，偷排等渣土，不纳入到拦渣率范畴，

哪怕这些堆放的渣土确实被其他形式拦挡。 对于房地

产园林绿化的相关指标可不作为监测指标的主要指

标，直接反应一个绿化率即可。

（

4

）水土流失危害的监测。 危害的监测是监测的重

点关注对象，比如流失的泥土对周边道路的影响，雨水

造成路面泥泞，晴天车辆通过造成严重的扬尘；施工场

地扬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流失的泥沙对市政雨水

管网的影响。 这几项内容是房地产项目最主要的影响

方面，施工场地风蚀扬尘，周边市政环境影响的监控是

重点，对市政管网的影响，这是个多项目累积影响结

果，也难以调查，不作为监测指标。 因此要求施工期土

壤流失控制比必须符合方案中的施工期土壤流失控制

比的值。

2.3

监测方法、频次

2.3.1

监测方法

房地产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一般采取地面观测和调

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

（

1

）背景值监测。 采取现场调查的方法，由于城区

Google

地球基本有高清卫星影像结合现场，基本能掌握

监测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和土地类型分布。 绘制水土流

失现状和土地利用现状图。

（

2

）工程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及其类型监

测。 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对项目扰动区域采用全面调查

的方法进行监测，调查项目各分区的扰动原地貌类型、

面积等，确定项目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及其变化情况。

（

3

）工程土方挖、填数量，以及弃土数量监测。 通过

查阅主体工程报告、监理资料和实地查勘、测量，监测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方挖、填数量和弃渣数量及流向。

着重对弃土量以及弃土去向进行跟踪调查，在基坑开

挖时期，着重驻点监测和跟踪调查监测。

（

4

）水土流失量主要采用沉沙池、泥沙含量和径流

量等进行定位观测和现场调查等方法监测水土流失量

及其不同时段的变化规律。

（

5

）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措施防护状况及效果监测。

通过采用全面调查法，确定项目各分区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的防护效果及其稳定性情况。

（

6

）水土保持林草成活率、覆盖率和生长情况监

测。 调查一次，不作为监测重要内容。

（

7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采用现场调查法监测水土

流失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情况。

2.3.2

监测频次

房地产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安排根据不同的区

域和监测内容进行确定。 虽然监测要求中对监测频次

和记录都有要求，但对房地产项目来说，应适当作相应

的调整。

（

1

）项目各分区背景值监测应在工程施工开始前调

查

1

次

［

５

］

。

（

2

）建设期临时弃土拦挡效果至少每月监测

1

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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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土壤流失控制比每月

1

次，土石方调配期间，借土和

弃土情况，不间断地开展跟踪监测（驻点监测），施工期

遇暴雨期（单日降雨量

≥50mm

）应及时加测流失量和

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水土流失危害每次现场都须监

测。

（

3

）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危害情况等监测频次为随

机，即每次在现场开展监测期间，应关注水土流失危

害情况。

（

4

）其他指标参照监测规程和相关要求进行。

3 结 语

房地产项目相对于其他开发建设项目来说，首先

房地产项目建设地点一般位于城区，施工造成的水土

流失危害主要体现在城区市政排水系统、附近道路泥

泞、空气固体颗粒物增加等，以及建设过程中常见渣

土乱倒乱弃的现象较为明显，监管难度大；其次项目建

设工期相对于电厂、公路等建设项目来说较短；项目总

平面布局紧凑，挖填土石方量较大，工程完工后，项目

区内基本无水土流失。 因此房地产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着重于施工期监测，重点是对施工场地区域的土壤流

失控制情况，扬尘和对周边环境影响，工程弃土、取土

的去向和来源、地点等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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