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和陆川县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基本建设、道路硬

化、农村小城镇住房改造的发展，对建筑花岗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市场前景广阔，价

格稳中有升。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露天开采条件良好，采矿工艺简单，

基建期短，投资少，见效快。为了满足陆川县对建筑花岗岩的需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于 2014年 3月 11日取得陆川县

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采矿许可证。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陆川县城区

南西 169°方向，直线距离约 45Km处，行政区划属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管辖。矿区中心

位置地理坐标为：东经：110°20′29″，北纬：21°55′13″。盘龙至古城的乡镇公路从矿区

西面约 300m处经过，从矿区到乡镇公路约有 500m的矿山简易公路相接，可通行大型

自卸汽车，交通条件比较方便。

本项目由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投资建设，总投资 35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0万元，均为业主自筹，矿山开采规模 12万 t/a，占地面积 11.91hm2，实际挖方总量

为 42.08万 m3，填方总量为 0.5万 m3，外运利用 41.58 万 m3，无永久弃方。本项目建

设期实际工期为 1个月，为 2014年 9月；运行期从 2014年 10月开始，目前一直在开

采当中。

2006年 5月委托北流市矿业公司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石嘴石场花岗石矿资

源储量简测地质报告》；

2010年 9月委托北流市矿业公司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石嘴石场建筑用花岗

石矿开发利用方案》；

2011年 3月委托广西北海水文工程矿产地质勘查研究院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

脚石嘴石场建筑用花岗石矿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

2013年 1月委托来宾地质勘查院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石嘴石场 2012年度

储量报告》；

2016年 4月，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

石场开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通过审批，2016年 5月 3日取得《陆川县水利

局关于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函》（陆水函[2016]20



号）。

2016年 12月委托广西北海水文工程矿产地质勘查研究院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

楼脚石嘴石场建筑用花岗石矿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

2017年 12月委托北流市铜州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

石嘴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 2017年度矿山储量年报》；

2018年 6月委托北流市铜州矿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楼脚石

嘴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年报》，该资源储量已经陆川县国土资源局审查（陆

国土资源储字【2018】17号）予以备案；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目标是：对水土流失动态实施监测分析，为水土流失防治

提供依据；对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评级，为水土保持管护提供依据；对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进行评价，为工程行政验收和管理运行提供依据。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以巡查监测的监测方法为主。在各防治责任区进行全面调

查和巡查，监测工程施工对土地的扰动情况的处理情况、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情况、水土

保持工程的稳定完好情况等。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已建成，对防治水土流

失、保护水土资源和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的安全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总体上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

定的防治目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

水利部第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187号文《关于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和水利部办水保[2015]247号文《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于 2019 年 5 月委托

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查阅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总结、监理报告和相关图片等资料，并结合现场调

查推算本项目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等情况，开展

水土保持效果监测。我公司经认真分析研究，于 2019 年 6 月编制完成《陆川县古城镇

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

建设内容及

规模

建设内容包括采矿场区、生产生活区、矿

山道路区、排土场区和旧排土场区等，采

矿规模为 12万吨/年，开采深度由

+143m～+70m标高

建设单位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

建设地点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

流域管理机构 珠江水利委员会

工程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35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0万元，均为业主自筹

工程总工期 建设工期：2014年 9月，共 1个月；运行期为 2014年 10月至今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贤伟/18878784028
自然地理类型 桂东南低山丘陵区 防治标准 二级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地面观测、实地量测 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3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4 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资料分析、地面观测

5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地面观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11.91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41.23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砖砌排水沟 83m、撒播草籽 0.81hm2、种植乔木 1375株、种植灌木 220株、临时土质排水沟 623m、临

时土质沉沙池 1座

监

测

结

论

防治

效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14% 防治措施面积 0.85hm2 永久建筑物

及硬化面积
2.164hm2 扰动土地总

面积
3.04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97.03%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1.91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0.876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已包含在植

物措施面积内）
（0.001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拦渣率 95 / 植物措施面积（含自然恢复） 0.85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500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03%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876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0.85hm2

林草覆盖率 22 27.96%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各项指标基本达到预定目标

总体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本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

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经试运行，

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

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继续作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工作，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进议行补植和养护，控制区

域水土流失的发生。生产区有裸露的情况，建议对裸露边坡及地表进行补植补种。

注：1.由于项目尚未闭矿，各个防治分区要继续利用，因此可恢复植被面积比较少，永久建筑占地比例比较大，植物措施实施面

积较小，导致目前林草植被恢复率、覆盖率偏低。2.由于矿山尚未闭矿，故矿山采场区（8.87hm2）不纳入本次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统计

计算。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建设扰动面积为 3.04hm2，由于本项目为采矿项目，扰动活动从工程

开工建设一支持续到现在。施工建设活动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场地建设、

开采矿体，裸露区域在雨季形成重要土壤流失源。由于本项目未闭矿，除采矿区

域一直开采作业，根据土壤流失动态监测结果，在 2014年 9 月，随着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的建设完成，其他生产生活区域水土流失逐渐降至轻度，植物措施的水

土流失防治功效逐渐发挥出来，土壤流失量降低至容许土壤流失量。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砖砌排水沟 83m。通过现场勘查各项

措施运行效果、量测外观尺寸，项目区内各项工程措施实施情况良好，运行稳定。

区内排水沟按设计尺寸进行施工，保存较完整，无坍塌、裂缝现象。各项工程措

施的有效实施对项目区内土体的保护及为后续的植物措施的落实发挥了良好的

水土保持作用。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撒播草籽 0.81hm2、种植乔木 1375株、种植灌木 220

株。通过沿线巡视以及典型植被样地调查，各防治分区扰动地表基本完成植被绿

化工作。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土质排水沟 623m、临时土质沉沙池 1座。针

对项目区内易发水土流失的部位，施工期布设了有效的临时防护措施，减轻了项

目工程施工扰动对外界造成的影响，有效减轻了项目水土流失。

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石嘴石场开采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一定量的

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初步发挥效益，总体看该

工程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比较重视，基本按照批复的《陆川县古城镇楼脚村

石嘴石场开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要求施工，基本完成了批

复文件确定的防治任务，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根据监测过程中掌握的情况，监测单位从项目治理的实际出发，总结出存在



的问题，同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供建设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参考。

本工程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1）项目建设区内部分绿化工程成活率偏低，出现植被稀疏现象，建议对

其补植补种。

（2）工程运营管理单位继续认真做好经常性的水土保持措施管护工作，明

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确保水保设施完好并长期发挥作用，防止发生新的水

土流失。

（3）总结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维护

提供指导。

（4）运营管理单位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员

和技术保障。

2.建议

（1）总结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

提供指导，同时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和植物养护，确保其发挥长远水

土保持效益。

（2）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

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员和技术保障。

（3）本工程基建工程施工结束后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施工期水土流失情

况只能通过施工及监理记录了解，后续工程开工前应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确

保监测工作全程实施。

7.4 综合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本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

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

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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