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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

监测时段：2023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湖南邵阳隆回北 220kV输变电工程

建设单位联

系人及电话

彭文峰

17773103231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2023年 10 月 20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及电

话

李建兴

13832876163

主体

工程进度

截止 2022年 9月 30日，变电站土建完成 90%，电气完成 60%；进站道路施工完成

100%；。线路工程完成 287基塔基础浇筑，杆塔组立 241基，架线 42.763km。

指 标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扰动地表

面积

隆回北

220kV变电

站

站区 hm2 2.88 0 2.78
进站道路 hm2 0.58 0 0.1

施工生产生活区 hm2 0.1 0 0.58
弃土场区 hm2 0.42 0 0

220kV送电

线路工程

塔基区 hm2 3.36 0.24 3.16
塔基施工场地 hm2 1.27 0.2 1.32

接地极电极沟道 hm2 0.84 0.76 1.52
牵张场 hm2 0.42 0.27 1.81

施工道路 hm2 1.29 0.36 0.36
合计 hm2 11.16 1.83 11.63

弃土（石、

渣）量

弃渣场 万 m3 / /
渣土防护率 %

水土保持工程进度（工程措施）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表土剥离 m3 5110 0 4344
表土回覆 m3 5110 4344 4344
截排水沟 m 1310 0 750
土地整治 m2 4800 3500 3500
碎石地坪 m2 7537 3500 3500

骨架植草护坡 m2 6900 0 6900
沉砂池 座 0 1 1

进站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950 0 950
表土回填 m3 950 0 950
截排水沟 m 670 0 400

骨架植草护坡 m2 2800 1300 2800
土地整治 m2 2000 0 15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50 0 250
表土回覆 m3 2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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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 m2 1000 0 0

弃土场区

截排水沟 m 300 0 0
土地整治 m2 4100 0 0
沉砂池 座 2 0 0

塔基区

表土剥离 m3 5640 225 5132
表土回填 m3 5640 3938 5132
截排水沟 m 8370 170 170
土地整治 m2 23500 6700 67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土地整治 m2 12700 6000 7400

接地极电极沟道区 土地整治 m2 8400 0 0

牵张场

剥离表土 m3 630 200 200
土地整治 m2 4200 0 0
表土回覆 m3 630 0 0

人抬道路 土地整治 m2 12900 0 0
水土保持工程进度（植物措施）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喷播 m2 0 0 6900
进站道路 喷播 m2 0 0 28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复耕 m2 1000 0 0

弃土场区
栽植杜鹃 株 4100 0 0
播撒草籽 m2 4100 0 0

塔基区
铺草皮 m2 23500 0 0

撒播草籽 m2 0 0 14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复耕 hm2 0.15 0.1 0.12
播撒草籽 hm2 1.12 0 0
种植杜鹃 株 11200 0 0

接地极电极沟道区 撒播草籽 hm2 0.84 0 0

牵张场区
撒播草籽 hm2 0.42 0 0
种植杜鹃 株 4200 0 0

施工道路

播撒草籽 hm2 1.29 0 0
种植杜鹃 株 12900 0 0

水土保持工程进度（临时措施）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临时排水沟 m 550 0 150
编织袋挡墙 m3 200 0 0
防尘网覆盖 m2 5500 1000 49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150 0 0
临时沉砂池 座 1 0 0

进站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 440 0 0
临时沉砂池 口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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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区
编织袋挡墙 m3 2511 651 651
防尘网覆盖 m2 6340 2000 63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编织袋挡墙 m3 634 0 0
防尘网覆盖 m2 9510 3000 7800

牵张场
编织袋挡墙 m3 312 0 0
防尘网覆盖 m2 480 100 100

水土流失影响因

子

本季度降水量

mm

邵阳县 2023年 7月份降水量为 40.6mm，

8月降水量为 142.9mm，9月降水量为

30.3mm。

新邵县 2023年 7月份降水量为

112.5mm，8月降水量为 171.7mm，9月
降水量为 17.4mm。

隆回县 2023年 7月份降水量为 10.5mm，

8月降水量为 146.7mm，9月降水量为

25.3mm。

最大 24小时降雨 mm 70.9（7月 15日）（新邵县）。

最大风速（m/s） /

水土流失量
季度土壤流失量为 107.05t，累计土壤流失量为 258.03tt。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与建议

（1）变电站区加强临时苫盖。

（2）塔基区建议加强排水沟措施和临时拦挡措施实施，

确保“三同时”。
（3）部分杆塔组完塔后植被未恢复，建议及时土地整

治撒播草籽，确保植物措施发挥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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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试行）

项目名称 湖南邵阳隆回北 220kV输变电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

治责任范围
2023年第 3季度，11.63hm2

三色评价结论（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控制范围

控制
15 15

本工程施工实际施工阶段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未

发现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的施工

点位。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工程对施工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部分均进行表土剥

离及保护，并进行拦挡苫盖进行防护，未发现表土剥

离保护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的施工点位。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无永久弃方，不涉及弃渣场。

水土流失情况 15 15
本工程本季度土壤流失量 107t，核算后体积约为

76m3，未超过 100m3。此项不扣分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8
3处塔基土地整治实施滞后。扣 6分,3处土地整治滞

后，扣 6分

植物措施 15 9 3处组塔后植物措施未实施 扣 6分

临时措施 10 4
变电站 1 处临时苫盖实施滞后,2 处塔基进行临时拦

挡。扣 4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工程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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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湖南邵阳隆回北 220kV输变电工程

工程地点：湖南邵阳市邵阳县、隆回县、新邵县

建设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工程类型：输变电工程

建设工期：总工期为 12个月，即 2022年 11月～2023年 11月。

工程规模：本工程包括新建隆回北 220kV变电站 1座(占地面积 3.56hm2)；

220kV送电线路 3回：即隆回-隆回北 220kV线路（长度 47.5km，其中单回路架

设 46.9km，双回路架设 0.6km）、长阳铺-隆回北 220kV线路（长度 47km，其

中单回路架设 46.4km，双回路架设 0.6km）、长隆Ⅰ线与隆平Ⅰ线隆回侧搭接 220kV

线路（长度 3km，全部单回路架设）。

项目建设性质：输变电新建工程

工程总投资：工程总投资 3621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5433万元。

1.2 项目区概况

隆回北 220kV变电站位于隆回县境内，站址范围内高程在 335m～360m之

间，最大高差约 25m，丘陵地貌；220kV线路位于隆回县、邵阳县、新邵县境内，

所经地区海拔高度在 150m～900m之间，地形起伏较大，主要为丘陵地貌。项目

区所在的区域属于长江流域，线路沿线未经过重要水利设施和重要保护目标。项

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邵阳县平均气温 16.8℃，平均风速 2.1m/s，多年平均降

雨量 1263.7mm，降雨主要集中在 4~8月，10年、20年一遇最大 1小时暴雨强度

分别为 64.1mm、68.8mm；隆回县平均气温 16.9℃，平均风速 1.7m/s，多年平均

降雨量 1293.2mm，降雨主要集中在 4~8月，10年、20年一遇最大 1小时暴雨强

度分别为 46.2mm、51.5mm。新邵县平均气温 17.1℃，平均风速 1.8m/s，多年平

均降雨量 1287.6mm，降雨主要集中在 4~8月，10年、20年一遇最大 1小时暴雨

强度分别为 62.3mm、71.8mm。项目区植被主要为杉树、松树、灌木、楠竹、和

农作物等，项目区无国家保护珍稀树种，项目区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隆回

县森林覆盖率为 59.90%；邵阳县森林覆盖率为 46.39%；新邵县森林覆盖率为

57.48%。项目区土壤主要类型为红壤。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属南方红壤区，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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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侵蚀为主，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土壤侵蚀以微度侵蚀为主。

2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1监测机构和人员

2022年 10月，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委托北京江河惠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水土保持监测任务。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立刻

成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本工程监测项目部由 4 人组成，其中监测负责人 1

人、监测工程师 2人、遥感工程师 1人，详见表 2.1-1。
表 2.1-1 本工程监测项目部人员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或职称 专业 在本项目中担任职责

李建兴 男 高 工 水利水电工程 监测负责人

黎俊敏 男 工程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监测工程师

王晓霞 女 工程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监测工程师

廖 月 女 工程师 水利工程 遥感工程师

2.2监测时段及频次

2.2.1监测时段

根据项目建设和水土流失产生特点，监测时段自施工准备开始至设计水平年

结束。本工程于 2022年 11月正式开工，建设单位 2022年 10月委托我单位开展

的工作，监测项目部成员结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月报等相关资料文件，并采

取了调查监测、查阅施工与主体监理资料、遥感监测等监测方法，编制完成并提

交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2.2监测频次

扰动土地情况每月监测记录。正在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每月监测记录 1

次，其他每季度监测 1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保持植

物措施生长情况等每 3个月监测记录 1次。遇暴风、大风等情况及时加测。

2.3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1）采用遥感、查阅资料等监测方法对各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进

行了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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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降雨量等气象资料，收集施工及监理单位主体工程施工进度等相

关资料，结合现场监测分析项目区扰动土地面积及土石方挖填方数量、流向。

（3）完成了《湖南邵阳隆回北 220kV输变电工程 2023年第 2季度监测季报》，

并报送至建设单位。

2.4监测点布设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和监测

实施方案中监测点布设原则和选址要求，在实地踏勘的基础上，针对本工程区工

程特点、施工布置、水土流失的特点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布局特征，在不同类型区

域分别设置长期和临时观测（监测）站点或断面。截止本季度末，本项目共布设

监测点 7个。详见表 2.4-1和图 2-1

表 2.4-1监测点布设一览表

分 区 监测点名称 类型 监测点位置

塔基区 监测点 1# 标桩法 G20塔基施工区域

塔基施工区 监测点 2# 标桩法 G24塔基施工区域

临时道路区 监测点 3# 标桩法 G20

临时道路区 监测点 4# 调查法 G24

变电站 监测点 5# 沉砂池 变电站

塔基区 监测点 6# 标桩法 M17塔基施工区域

塔基施工区 监测点 7# 标桩法 M56塔基施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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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固定监测点 G24塔基固定监测点

施工道路路固定监测点 施工道路调查监测点

变电站沉砂池监测法 调查监测点

M17固定监测点 M56固定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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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方法和内容

3.1监测方法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采用遥感影像、资料收集以及类比法等监测方法进行现

场复核监测，实现了扰动范围监测无死角，重要的动态指标监测及时跟进的目的。

3.1.1 遥感监测

利用遥感进行水保监测其实质是利用遥感资料对各种地物（或水保监测对象）

进行分类提取，进而确定各种地物的分布范围、变化情况以及面积大小。则下一

步现场监测将超标的塔基作为重点核实，并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恢复办法和避免

后续同类情况发生。

3.1.2资料收集

收集项目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如：区域降雨、气象水文要素等；收集有关工

程占地、施工设计、招投标、监理、质量评定、竣工决算等资料，以便于汇总统

计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数量、程度、质量等；收集有关挖填土石方及弃土弃渣的地

点、数量等资料，收集掌握土地整治面积、整治后土地利用形式等。

3.1.3测钎法

（1）测钎法观测场布设情况

观测对象（坡面）为一般有裸露坡面、植被坡面、苫盖坡面，地面组成物质

为以当地的为准。实测坡度以实际情况为准(被观测的坡面应放置一年左右的时

间，完成自然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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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沉沙池法

主要在变电站排水出口布设沉沙池进行监测。沉沙池容积为划定范围内一

次最大降雨产流量。汛期每月监测一次，遇有一次降雨大于 50mm时加测一次。

旱季每年年底监测一次，每年 5月监测一次。每次将集沙池的水排干，将集沙

池的泥沙晾干，再用烘干箱烘干，称重。该泥沙量即为该时段该划定区域产生

的水土流失量。

3.2监测内容

3.2.1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情况

（1）项目区气象因子

根据监测：邵阳县 2023年 7月份降水量为 40.6mm，8月降水量为 142.9mm，

9月降水量为 30.3mm。

新邵县 2023年 7月份降水量为 112.5mm，8月降水量为 171.7mm，9月降水

量为 17.4mm。

隆回县 2023年 7 月份降水量为 10.5mm， 8 月降水量为 146.7mm，9 月降

水量为 2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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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项目区降水统计表

行政区域 月份 降雨量（mm）
降雨天数

（d）
最大降雨量

（mm）/日期

侵蚀性降雨天

数

邵阳县

7 40.6 9 19.5（7.16） 1
8 142.9 16 29.5（8.27） 7
9 30.3 9 9.6（9.3） /

新邵县

7 112.5 6 70.9（7.15） 2
8 171.7 14 53.9（8.20） 5
9 17.4 5 8.4（9.14） /

隆回县

7 10.5 7 5.3（7.15） /
8 146.7 15 65.3（8.14） 4
9 25.3 6 8.4（9.13） /

（2）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隆回北 22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工

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1.16hm2。

通过遥感、调查监测，本季度新增扰动面积 1.83hm2，累计扰动面积 11.63hm2。

根据分区统计站区累计 2.78hm2，进站道路 0.58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1hm2，

塔基区 3.46m2，塔基施工场地区 1.32hm2，施工道路区 1.81hm2。扰动土地面积

详见表 3.2-4~3.2-5。
表 3.2-4 本季度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 目 组 成 方案设计 累计 本季度新增 累计

隆回北

220kV变电

站

站区 2.88 2.78 0 2.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 0.1 0 0.1

进站道路 0.58 0.58 0 0.58
弃土场区 0.42 0 0 0

小计 3.98 3.46 0 3.46

220kV送电

线路

塔基区 3.36 2.92 0.24 3.16
塔基施工场地 1.27 1.12 0.2 1.32

接地极电极沟道 0.84 0.76 0.76 1.52
施工道路 1.29 1.54 0.27 1.81
牵张场地 0.42 0 0.36 0.36

小计 7.18 6.34 1.83 8.17
合 计 11.16 9.8 1.83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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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本季度行政区域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行政区 项目组成 方案设计 累计 本季度新增 累计

邵阳县 220kV 送电线路 0.16 0.14 0.00 0.14
新邵县 220kV 送电线路 0.28 0.26 0.00 0.26

隆回县

220kV 送电线路 6.74 5.94 1.83 7.77
隆回北 220kV 变

电站
3.98 3.46 0.00 3.46

小计 10.72 9.40 1.83 11.23
合计 11.16 9.80 1.83 11.63

（3）土石方监测情况

通过查阅监理资料，截止目前工程共计挖方 6.9万 m3（含表土剥离 0.62万

m3），填方 5.3万 m3（含表土回覆 0.1万 m3），临时堆存 0.52万 m3，综合利用

0.58万 m3。详见表 3.2-5。
表 3.2-5 本工程土石方开挖统计表 单位：万 m3

工程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综合利用
临时

堆存
表

土

土石

方

表

土

土石

方

调

入

来

源
调出

出

向
土石方

隆回

北

220kV
变电

站

站区 4344 54460 48654 0 0 5806 4344
施工生产

生活区
250 0 0 0 250

进站道路 950 7965 950 2295 0 5670 0
弃土场区 0 0 0 0 0 0 0

小计 5544 62424 950 50949 5670 5806 4594

220kV
送电

线路

塔基区 564 1260 0 1260 0 0 0 564
塔基施工

场地
0 0 0 0 0 0 0

接地极电

极沟道
0 0 0 0 0 0 0

人抬道路 0 0 0 0 0 0 0
牵张场地 0 0 0 0 0 0 0

小计 564 1260 0 1260 0 0 0 564
合计 6108 63684 950 52209 0 5670 5806 5158

3.2.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1）水土流失类型

通过现场调查和监测，本工程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主要形式为因

降雨形成的沟蚀，主要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堆土和开挖边坡，主要集中在陡坡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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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施工区域包括站外边坡、站区、塔基区。

（2）水土流失量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经过监测计算，本季度土壤流失量为 107.05t，累计土

壤流失量为 258.03t，详见表 3.2-6。
表 3.2-6 分区统计土壤流失量表

项 目 组 成 扰动面积 硬化面积
水土流

失面积

侵蚀模

数

侵蚀量

（t）

隆回北

220kV变

电站

站区 2.78 2.10 0.68 4630.00 7.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0 0.10 0.00 4630.00 0.00

进站道路 0.58 0.10 0.48 4630.00 5.56
弃土场区 0.00 0.00 0.00 0.00

小计 3.46 2.30 1.16 13.43

220kV送

电线路

塔基区 3.16 0.08 3.08 4100.00 31.57
塔基施工场地 1.32 0.00 1.32 4100.00 13.53

接地极电极沟道 1.52 0.00 1.52 4100.00 15.58
施工道路 1.81 0.00 1.81 3816.00 17.27
牵张场地 0.36 0.00 0.36 2500.00 2.25

小计 8.17 0.08 8.09 93.62
合 计 11.63 2.38 9.25 107.05

3.2.3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在本季度内无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

3.2.4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1）工程措施

本季度完成及累计工程措施详见表 3.2-7。
表 3.2-7 本季度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表土剥离 m3 5110 0 4344
表土回覆 m3 5110 4344 4344
截排水沟 m 1310 0 750
土地整治 m2 4800 3500 3500
碎石地坪 m2 7537 3500 3500

骨架植草护坡 m2 6900 0 6900
沉砂池 座 0 1 1

进站道路区

表土剥离 m3 950 0 950
表土回填 m3 950 0 950
截排水沟 m 670 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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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植草护坡 m2 2800 1300 2800
土地整治 m2 2000 0 15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 m3 250 0 250
表土回覆 m3 250 0 0
土地整治 m2 1000 0 0

弃土场区

截排水沟 m 300 0 0
土地整治 m2 4100 0 0
沉砂池 座 2 0 0

塔基区

表土剥离 m3 5640 225 5132
表土回填 m3 5640 3938 5132
截排水沟 m 8370 170 170
土地整治 m2 23500 6700 67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土地整治 m2 12700 6000 7400

接地极电极沟道区 土地整治 m2 8400 0 0

牵张场

剥离表土 m3 630 200 200
土地整治 m2 4200 0 0
表土回覆 m3 630 0 0

施工道路 土地整治 m2 12900 0 0

（2）植物措施

本季度完成及累计植物措施详见表 3.2-8。
表 3.2-8 本季度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喷播 m2 0 0 6900
进站道路 喷播 m2 0 0 28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复耕 m2 1000 0 0

弃土场区
栽植杜鹃 株 4100 0 0
播撒草籽 m2 4100 0 0

塔基区
铺草皮 m2 23500 0 0

撒播草籽 m2 0 0 14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复耕 hm2 0.15 0.1 0.12
播撒草籽 hm2 1.12 0 0
种植杜鹃 株 11200 0 0

接地极电极沟道

区
撒播草籽 hm2 0.84 0 0

牵张场区
撒播草籽 hm2 0.42 0 0
种植杜鹃 株 4200 0 0

施工道路
播撒草籽 hm2 1.29 0 0
种植杜鹃 株 129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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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时措施

本季度完成及累计临时措施详见表 3.2-8。

表 3.2-9 本季度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分区 项 目 单位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站区

临时排水沟 m 550 0 150
编织袋挡墙 m3 200 0 0
防尘网覆盖 m2 5500 1000 49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150 0 0
临时沉砂池 座 1 0 0

进站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m 440 0 0
临时沉砂池 口 2 0 0

塔基区
编织袋挡墙 m3 2511 651 651
防尘网覆盖 m2 6340 2000 6300

塔基施工场地区
编织袋挡墙 m3 634 0 0
防尘网覆盖 m2 9510 3000 7800

牵张场
编织袋挡墙 m3 312 0 0
防尘网覆盖 m2 480 100 100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通过调查，施工单位采取了临时防护措施，临时排水沟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目前本项目处于施工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正在实施之中，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

施均发挥防护效益。

3.2.5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据现场调查监测，累计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达到 11.63hm2。

3.2.6主体工程进度

本工程为输变电工程，截止 2022 年 9月 30 日，变电站土建完成 90%，电

气完成 60%；进站道路施工完成 100%；。线路工程完成 287基塔基础浇筑，杆

塔组立 241基，架线 42.76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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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管理情况

本工程建设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严格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三同时制度，精心组织实施已批复的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

持工作，防治水土流失，确保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成立

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的实施。

5存在问题

（1）变电站存在部分裸露地表，临时苫盖落实不到位

（2）塔基区临时拦挡未落实和建筑垃圾未清理。

6结论与建议

（1）变电站区加强临时苫盖。

（2）塔基区建议加强排水沟措施和临时拦挡措施实施，确保“三同时”。

（3）部分杆塔组完塔后植被未恢复，建议及时土地整治撒播草籽，确保植

物措施发挥生态效益.

7综合评价

（1）本季度无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

（2）三色评价。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相关规定，综合评价本季度水土保持效

果为黄色。

8下一步监测工作计划

（1）向建设单位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并协助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及时完成季报在建设单位官网、业主项目部、施工项目部的公

示公开。

（2）开展下季度现场勘察，并对重点监测区域进行遥感监测。发现问题及

时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进行沟通，配合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现

场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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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影像资料

变电站

进站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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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塔基复耕 H8塔基复耕

G2塔基裸露未苫盖 G17植被恢复

G123植被恢复 G134植被恢复

M68截排水沟及植被未恢复 M81植被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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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5塔基复耕

M122塔基植被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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