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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盒湖南长沙岳麓区莲山 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
行业类别 输变电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

分公司

项目性

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长沙市水利局、长水保许决〔2022〕17号、2022年 5月 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长沙市水利局、长水保许决〔2024〕20号、2024年 5月 14

日

主体工程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长电建设〔2022〕83号、2022年 3月 28

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0月 30日开工建设，2023年 12月 30日竣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原方案：湖南科创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方案：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或

水土保持设计单位
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司

水土保持施工图

设计单位
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湖南省超高压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湖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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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

知》（水保〔2017〕365号），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组织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以及方案编制单位、水土

保持施工、监理等单位查勘了湖南长沙岳麓区莲山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查阅了相关

资料，于 2024年 6月 21日在长沙召开了湖南长沙岳麓区莲山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会，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包括莲山 110kV变电站及配套线路工程。

1、莲山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

站址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坪塘大道与连山路的西南角。场地内房屋已完成拆迁。自然地

面标高在 42.3-47.8m之间，相对高差为 5.50m，站址场平标高为 44.40m，高于 50年一遇

洪水位。站区进站道路从北侧的连山路引接，新建进站道路长 6m，采用公路型道路路面，

路宽 4.0m。

2、莲山 110kV变电站 T接学士桥~含浦 110kV线路（现学坪 I 线）、莲山 110kV变

电站 T接学士桥~坪塘 110kV线路工程（现学坪 II 线）

（1）电缆

本项目电缆敷设路径长 2.88km，电缆在已建成的岳麓区电力管廊内布线，电缆通道由

地方政府出资建设，不纳入本项目。

（2）架空线路

线路在莲坪路南侧新立一基电缆终端杆，电缆在此上杆，继续往南走右转并绕过长沙

市狮峰职业学校，架空线再往西走至待改造 110kV学坪Ⅰ、Ⅱ线 N7旁新立的双 T塔，架空

线路在此双回 T接 110kV学坪Ⅰ、Ⅱ线。本项目新建架空线路路径长约 0.82km，均为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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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新建杆塔 6基，其中自立式铁塔 3基，钢管杆 3基。

本项目于 2022年 10月 31日开工建设，2023年 12月 31日竣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承诺及设计主要内容

我公司委托湖南科创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湖南长沙岳麓区莲山 110kV输变电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方案报告表》），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为 7300m2，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土

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

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2022年 5月 9日，长沙市水利局以《湖南长沙莲山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许可决定书》（长水保许决〔2022〕17号）批复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中对项目施

工期间水土保持工作提出要求，要求切实落实好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及做好水土保持措

施防护。

2022年6月，我公司委托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工作，

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6800m2，挖填总量为 38460m3，土建投资为 923万元，细化了批

复方案中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成果，包括截排水沟、土地整治、碎石地坪、边坡植草皮绿化、

临时排水沟、临时覆盖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

2023年 12月，我公司委托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湖南长沙岳麓区莲山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表》（以下简称《方案变更报告表》），确定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472m2，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表土

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2024年 5月 14日，长沙市水利局以《关于湖南长沙莲山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变更审批的行政许可决定书》（长水保许决〔2024〕20号）批复本项目水土保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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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方案。

（三）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及投资完成情况

1、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投资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公司积极落实各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完

成情况如下：工程措施：排水沟 110m，碎石地坪 1500m2，透水砖地坪 415m2，表土剥离

与回覆 130m3，土地整治 1495m2；植物措施：边坡植草皮绿化 175m2，撒播灌草 1320m2；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53m，临时沉沙池 4座，临时覆盖 5449m2。由于本项目施工阶段

控制合理，故实施阶段与方案设计基本一致，可满足项目施工防治，施工未发生大规模扰

动。

本项目挖方总量为 4269m3（其中表土剥离 130m3），填方总量为 2374m3（其中表土

回覆 130m3），无借方，弃方 1895m3，弃方由长沙市润龙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运送至市政渣

土消纳场处置。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 25.38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08万元，植物措施 0.91万元，

临时措施 2.19万元，独立费用 18.47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73万元。

2、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情况：工程措施：截排水沟 360m，土地整治 2800m2，碎石地坪

2080m2，表土剥离及回覆 880m3；植物措施：铺草皮 1900m2，撒播灌草 900m2，种植杜鹃

200m2；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450m，临时排水沟 3座，临时拦挡 19m，洗车槽 1座，临

时覆盖 3520m2。

批复的挖方总量为 26959m3，填方总量为 13044m3，弃方 13915m2，无借方，弃方由

长沙市润龙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运送至市政渣土消纳场处置。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41.28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14.95万元，植物措施

3.65万元，临时措施费为 7.14万元，独立费用为 12.51万元，基本预备费 2.30万元，水土

保持补偿费 0.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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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复水土保持变更方案情况：工程措施：截排水沟 110m，碎石地坪 1500m2，土地

整治 1498m2，表土剥离及回覆 130m3；植物措施：边坡植草皮绿化 175m2，撒播灌草 1323m2；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253m，临时排水沟 4座，临时覆盖 5452m2。

批复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的挖方总量为 4269m3，填方总量为 2374m3，弃方 1895m2，无

借方，弃方由长沙市润龙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运送至市政渣土消纳场处置。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25.8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2.12万元，植物措施 0.93

万元，临时措施费为 2.20万元，独立费用为 18.47万元，基本预备费 1.42万元，水土保持

补偿费 0.73万元。

4、批复方案与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对比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现场调查，其水土保持措施对比详见下表。

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与原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对比表

分区及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

计

实际实

施

增减情

况
说明

站区

土地整治 m2 1300 300 -1000
实际施工阶段，站区占地面积

减少，造成植物措施面积减

少，故土地整治面积减少

截排水沟 m 280 110 -170
实际施工阶段，站区占地面积

减少，故截排水沟面积减少

碎石地坪 m2 2080 1500 -580 实际统计

透水砖地坪 m2 0 415 415
方案阶段透水砖地坪未计入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880 32 -848 实际施工阶段，变电站面积减

少，故相应措施量减少表土回覆 m3 880 32 -848

铺草皮 m2 1300 0 -1300 实际施工阶段，设计的铺草皮

调整为边坡植草皮绿化及撒

播灌草

边坡植草皮绿化 m2 0 175 175

撒播灌草 m2 0 125 125

临时排水沟 m 330 120 -210 实际统计

临时沉沙池 座 2 2 0 实际统计

临时拦挡 m3 15 0 -15 实际统计

洗车槽 座 1 0 -1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3360 4182 822 实际统计

进站道路 临时覆盖 m2 0 72 72 方案阶段未单独考虑进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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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路区域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土地整治 m2 500 0 -500

施工阶段，优化了设计方案，

减少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布设，

采用租用民房的方式

表土剥离 m3 40 0 -40

表土回覆 m3 40 0 -40

撒播草籽 m2 500 0 -500

临时排水沟 m 120 0 -120

临时沉沙池 座 1 0 -1

塔基及塔

基施工区

土地整治 m2 800 550 -250
实际施工阶段，塔基数量减

少，故土地整治面积减少

截排水沟 m 80 0 -80
实际施工阶段，设计的永久排

水沟调整为临时排水沟

表土剥离 m3 160 57 -103 实际施工阶段，塔基数量减

少，故相应措施量减少表土回覆 m3 160 57 -103

铺草皮 m2 600 0 -600
实际施工阶段，设计的铺草皮

和种植杜鹃调整为撒播灌草
撒播灌草 m2 200 550 350

种植杜鹃 m2 200 0 -200

临时排水沟 m 0 18 18 实际统计

临时拦挡 m3 4 0 -4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160 550 390 实际统计

牵张场

土地整治 m2 0 300 300
方案阶段未单独考虑牵张场

区域
撒播草籽 m2 0 300 300

临时覆盖 m2 0 300 300

接地极电

缆沟道

土地整治 m2 200 0 -200
后续设计阶段根据市政要求，

电缆部分由政府出资建设

铺草皮 m2 200 0 -200
后续设计阶段根据市政要求，

电缆部分由政府出资建设

施工便道

区

土地整治 m2 0 345 345

方案阶段未单独考虑施工便

道区域

表土剥离 m3 0 41 41

表土回覆 m3 0 41 41

撒播灌草 m2 0 345 345

临时排水沟 m 0 115 115

临时沉沙池 座 0 2 2

临时覆盖 m2 0 345 345
土地整治 m2 7388 8565 1177

5、批复变更方案与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对比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现场调查，其水土保持措施对比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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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与变更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对比表

工程或措施类型 单位
变更方

案设计

实际实

施

增减情

况
说明

站区

土地整治 m2 300 300 0 实际统计

截排水沟 m 110 110 0 实际统计

碎石地坪 m2 1500 1500 0 实际统计

透水砖地坪 m2 0 415 415
方案阶段透水砖地坪未计入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32 32 0 实际统计

表土回覆 m3 32 32 0 实际统计

边坡植草皮绿化 m2 175 175 0 实际统计

撒播灌草 m2 125 125 0 实际统计

临时排水沟 m 120 120 0 实际统计

临时沉沙池 座 2 2 0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4182 4182 0 实际统计

进站道

路区
临时覆盖 m2 72 72 0 实际统计

塔基及

塔基施

工区

土地整治 m2 553 550 -3 实际统计

表土剥离 m3 57 57 0 实际统计

表土回覆 m3 57 57 0 实际统计

撒播灌草 m2 553 550 -3 实际统计

临时排水沟 m 18 18 0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553 550 0 实际统计

牵张场

区

土地整治 m2 300 300 0 实际统计

撒播灌草 m2 300 300 0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300 300 0 实际统计

施工便

道区

土地整治 m2 345 345 0 实际统计

表土剥离 m3 41 41 0 实际统计

表土回覆 m3 41 41 0 实际统计

撒播灌草 m2 345 345 0 实际统计

临时排水沟 m 115 115 0 实际统计

临时沉沙池 座 2 2 0 实际统计

临时覆盖 m2 345 345 0 实际统计

6、批复方案投资与实际投资对比分析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相关资料，其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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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生的费用与方案报告表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投资 实际投资 变化量 变化原因

1 工程措施 14.95 3.08 -11.87

实际施工中，后续设计阶段优化，

线路长度减短，塔基数量减少，工

程措施投资减少 11.87万元。

2 植物措施 3.65 0.91 -2.74
实际施工中，未实施铺草皮更改为

边坡植草皮绿化，植物措施减少

2.74万元。

3 临时措施 7.14 2.19 -4.95
实际施工阶段，未实施临时拦挡和

洗车槽，导致临时措施投资减少

4.95万元。

4 独立费用 12.51 18.47 5.96 独立费用根据实际发生费用计列，

科研勘测设计费减少 1.74万元，建

设管理费减少 0.41万元，水土保持

监理费减少 3万元，水土保持验收

费增加 11.11万元。

4.1 建设管理费 0.51 0.1 -0.41

4.2 水土保持监理费 5.00 2 -3

4.3 水土保持验收费 2.50 13.61 11.11

4.4 勘测设计费 4.50 2.76 -1.74

5 基本预备费 2.30 0 -2.30 未发生，减少 2.30万元。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0.73 0.73 0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缴纳水

土保持补偿费为 0.73万元

7 总投资 41.28 25.38 -15.90
实际施工中，后续设计阶段优化，

线路长度减短，塔基数量减少，工

程措施投资减少 15.90万元

实际发生的费用与变更方案报告表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投资 实际投资 变化量 变化原因

1 工程措施 2.12 3.08 0.96 实际施工中，土地整治量减少

2 植物措施 0.93 0.91 -0.02 实际施工中，撒播灌草量减少

3 临时措施 2.2 2.19 -0.01 实际施工中，临时措施量减少

4 独立费用 18.47 18.47 0 根据水保〔2019〕160号文要求，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项目，应当依法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目为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无需进行水土

保持监测，因此，不再计列水土保持监

测费用。项目已经完成，基本预备费不

再计列

4.1 建设管理费 0.1 0.1 0

4.2 水土保持监理费 2 2 0

4.3 水土保持验收费 13.61 13.61 0

4.4 勘测设计费 2.76 2.76 0

5 基本预备费 1.42 0 -1.42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0.73 0.73 0

7 总投资 25.87 25.38 -0.49

7、水土保持方案有关指标变化说明

对比水土保持变更方案，变化情况如下：本项目地点未变、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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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量、表土剥离与回覆量未变，土地整治面积减少 0.20%，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0.20%，

水土保持方案总体变化未超过 5%且单项变化未超过 10%，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2023〕第 53号发布）、《湖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办法》（湘水发〔2022〕14号），水土保持方案变化纳入水土保持验收管理。

（四）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情况

我公司委托主体监理单位湖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同步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

工作。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划分包

括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三级，包括土地整治工程、降水蓄渗工程、斜坡防护工

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 5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包括场地整治、土地恢

复、防洪排水，降水蓄渗工程包括降水蓄渗，斜坡防护工程包括植物防护，植被建设工程

包括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临时防护工程包括覆盖、沉沙、排水共计 10个分部工程。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12月，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

成，工程达到合格标准。通过水土保持施工监理，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投资

得到严格控制，施工进度规划合理。

（五）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施工资料、监理资料确定工程建设过程中总占地面积为 5472m2，

较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 5472m2一致，主要是因为扰动面积控制合理，施工未发生大规

模扰动，故防治责任范围不变。变电站区建构筑物及硬化，线路工程区塔基基础硬化，无

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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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石方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

总面积

（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m2） 土石方情况（m3）

建构筑物

及硬

化面积

植物措

施

工程措

施
小计

永久弃

渣量

临时堆

土量

表土剥

离量

可剥离

表土量

变电站

区

站区 4182 1967 300 1915 4182 1895 32 32 32

进站道路 72 72 72

小计 4254 2039 300 1915 4254 1895 32 32 32

线路工

程区

塔基及塔基施工区 573 15 550 565 57 57 59

牵张场区 300 300 300

施工便道区 345 345 345 41 41 45

小计 1218 15 1195 1210 98 98 104

合计 5472 2054 1495 1915 5464 1895 130 130 136

表 5.2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完成情况表

指标名称
方案确

定值
评估依据 计算 结果 评估情况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5464/5472 99.85%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500/500 1.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9
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永久

弃渣、临时堆土数量/永久

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总量

2013/2025 99.41%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2
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

表土总量
130/136 95.59%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面积/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积
1495/1503 99.47%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

区总面积
1495/5472 27.32% 达标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

理度 99.8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9.41%，表土保护率 95.59%，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47%，林草覆盖率 27.32%。

（六）工程质量及运行情况

2023年 12月，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规定，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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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单位、分部工程质量评定和验

收工作。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包括 5个单位工程，10个分部工程，64个单元工程，其中

单元工程合格率 100%，分部工程合格率 100%，单位工程合格率 100%。本项目质量总体

评定为合格，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规范规程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的要求。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保持较完好。工程措施基本满

足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正在逐步发挥蓄水保土作用，随着植被覆盖度的提高，措施作用愈

来愈明显，有效维护了生态环境。有关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

可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保证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初步运行良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水土

保持效果。

（七）验收结论

我公司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依法依规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开展了水土保持

后续设计，落实了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

成了批复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

土流失；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本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八）后续管护要求

加强后期管护工作，确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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