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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工程概况 

1.1.1 工程建设主要内容 

（1）地理位置 

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昭会高

速”）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中国家高速公路网南北纵线银川—

昆明中的一段。工程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和贵州省西部，北接麻柳湾至昭通高速公

路，南接会泽至待补高速公路，线路起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由北向南经过昭

通市昭阳区、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止于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地理位置东经

103°16′～103°39′，北纬 26°25′～27°10′。 

（2）线路走向及长度 

昭会高速路线原则上尽量利用现有昭通至会泽二级公路作为一幅路基，根据

地形条件，新建另一幅路基，形成整体式路基、分离式路基，隧道、特大桥路段

均采用分离式路基。 

原水保方案（工可阶段）线路全长 118.079km（其中主线 106.179km，鲁甸

连接线 10km，江底连接线 1.9km），云南省境内 107.179km（其中主线 95.279km，

鲁甸连接线 10km，江底连接线 1.9km），贵州省境内 10.9km（全部为主线），全

线桥隧比 42.47%。 

工程实际（施工图阶段）线路全长 117.153km（其中主线 104.411km，鲁甸

连接线 10.842km，江底连接线 1.9km），云南省境内 106.293km（其中主线

93.551km，鲁甸连接线 10.842km，江底连接线 1.9km），贵州省境内 10.86km（全

部为主线），全线桥隧比 37.26%。线路长度较水保方案变化很小，仅减少了

0.926km，桥隧比减少 5.21%。 

原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与实际线路（施工图阶段）走向基

本一致，但局部地段仍然存在一定程度横向位移，经对比统计，横向位移超出

300m 路段共计 11.50km，详细路段统计情况见 1-1。 

工可阶段线路总长 118.079km，施工图阶段横向位超出 300m 的线路长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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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线路全长的百分比分别为 9.74%。 

表 1-1  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段落明细表 

序号 
行政 

区划 

变化地段（水保方案） 对应实际路线（施工图阶段） 

备注 
里程桩号 

长度 

（km） 
里程桩号 

长度 

（km） 

1 会泽县 A1K29+950~A1K30+835 0.89 上 K30+720~上 K31+480 0.76 
昭会高速全

线均位于山

区、丘陵区

中，工可阶段 

线路全长

118.079km 变

化线路总长

11.50km 占全

线比例为
9.74% 

2 会泽县 K55+880~K57+800 1.92 下 K56+440~下 K58+450 2.01 

3 会泽县 CK76+300~CK78+100 1.80 下 K76+150~下 K77+900 1.75 

4 会泽县 CK79+750~CK80+650 0.90 下 K79+650~下 K80+900 1.25 

5 会泽县 CK81+800~CK84+850 3.05 下 K82+210~下 K84+820 2.61 

6 会泽县 DK91+660~CK93+490 1.83 下 K91+820~下 K93+480 1.66 

7 会泽县 DK94+808~CK95+920 1.11 上 K94+780~上 K95+960 1.18 

合计   11.50  11.22 

（3）技术标准 

工程技术标准未发生变化。工程主要技术标准为新建高速公路，设计车速

80km/h，整体式路基宽 24.5m，分离式路基宽 12.25m。 

（4）工程组成 

①路基工程 

原水保方案路基长 67.93km（其中主线 56.09km，鲁甸连接线 9.94km，江底

连接线 1.9km），占线路全长的 57.53%。 

工程实际全线路基长 73.501km（其中主线 60.761km，鲁甸连接线 10.84km，

江底连接线 1.9km），占线路全长的 62.74%。 

路基长度较水保方案增加了 5.571km，增加了 8.20%。 

②桥梁工程 

原水保方案全线共计桥梁 132 座，全长 31378m，包括特大桥（单幅）1120m/1

座，大桥（单幅）27880m/89 座，中桥（单幅）2048m/31 座，小桥（单幅）330m/11

座，涵洞 230 道。 

工程实际全线共计桥梁 130 座，全长 29428.44m，包括特大桥（单幅）

2593.12m/2 座，大桥（单幅）24434.86m/82 座；中桥（单幅）2019.12m/29 座；

小桥（单幅）381.34m/17 座，涵洞 310 道。 

较原方案桥梁总减少 2 座，全长减少 1949.56m，长度减少了 6.2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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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桥增加 1 座，长度增加 1473.12m，大桥减少 7 座，长度减少 3445.14m，中

桥数量减少 2 座，长度减少 28.88m，小桥数量增加 6 座，长度增加 51.34m，涵

洞增加 80 道。 

③隧道工程 

原水保方案全线共计隧道 17 座，长 18710m：其中特长隧道 8260m/2 座，长

隧道 4510m/3 座，中隧道 4260m/6 座，短隧道 1680m/6 座。具体为：苟家坪子

隧道、洗羊塘隧道、白泥巴塘隧道、大坪隧道、江底隧道、头道河隧道、田湾隧

道、高粱地隧道、滥泥箐 1 号隧道、滥泥箐 2 号隧道、杨家箐隧道、台子上隧道、

上新塘隧道、新房子隧道、李子坪隧道、小桃园隧道、大梁子隧道。 

工程实际全线共计隧道 15 座，共长 14221m。其中长隧道 6320m/2 座，中隧

道 7154m/10 座，短隧道 747m/3 座。具体为：大口子隧道、洗羊塘隧道、田坝

隧道、大坪隧道、马鞍山隧道、巴家沟隧道、头道河隧道、田湾隧道、高粱地 1

号隧道、高粱地 2 号隧道、铁厂隧道、大山隧道、小洼子隧道、邱家垭口隧道、

青龙寺隧道。 

与原水保方案对比，工程实际建设隧道减少了 2 座，总长度减少 4489m。 

④互通工程 

已建二级公路共设置鲁甸、田坝、江底、迤车、阿都、黑土、会泽 7 处互通

式立交，除江底互通外，其余互通主线已按照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一次建成。本

工程仅需同步改扩建江底互通，其余互通沿用。 

互通工程实际建设情况与水保方案一致。 

⑤附属工程 

原水保方案附属工程包括新建鲁甸立交南综合服务区 1 处，改建迤车服务区

1 处，改建老厂停车区、野猪冲停车区，新建隧道管理所 11 处，变电站 6 处，

总占地 4.15hm
2。 

工程实际全线共设置服务区 1 处、停车区 1 处、高管段 1 处、养护区 2 处、

隧道管理所 11 处、匝道收费站 7 处，总占地面积为 9.64hm
2。 

《水保方案》设计根据《工可》设计资料进行设计，估算占地面积较为保守，

每处附属设施占地面积均较小，施工图阶段对本工程的全线附属设施重新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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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较原设计增加了 5.49hm
2。 

⑥改移工程 

原水保方案中，改移地方道路 8.4km，改移沟渠 3.2km，共计占地 16.88hm
2。 

工程实际改移道路 9.24km，改移沟道 5.68km，共计占地 12.51hm
2。 

工程实际建设较原水保方案改移道路增加 0.84km，改移沟渠增加 2.48km，

占地反而减少了 4.37hm
2。 

⑦施工生产生活区 

原水保方案中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共计 33 处，占地 6.60hm
2。 

工程实际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33 处，共占地 8.59hm
2。 

工程实际建设较原水保方案生产生活区个数一致，但实际建设位置根据施工

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位置发生了变化，占地增加了 1.99hm
2。 

⑧施工便道 

原水保方案中设置施工便道 110.24km（主体工程进场道路约 97.18km，其它

临时便道 13.06km，），共占地 49.61hm
2。 

工程实际施工便道总长 26.75km，共占地 11.72hm
2。 

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施工便道进行了优化，需要新建的施

工便道大幅减少，加之实际建设中设置的弃渣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均位于线路附

近，基本不需设置新的施工便道，故实际建设的施工便道长度和面积较原方案大

幅减少，长度减少了 83.49km，减少 75.73%，面积减小了 37.89hm
2，减少 76.38%。 

⑨取土场 

原水保方案中未设置取土场。 

工程实际建设中了 2 处取土场，共取土 119.49 万 m
3（1 号取土场 80 万 m

3，

2 号取土场 39.49 万 m
3），占地 6.07hm

2。 

⑩弃渣场 

原水保方案共设置了 26处弃渣场，设计容量为 432.49万m
3，堆渣量为 365.42

万 m
3（松方），共占地 54.63hm

2。 

工程实际设置弃渣场 26 处，渣场容量为 679 万 m
3，堆渣量为 528.12 万 m

3

（松方），共占地 55.85hm
2。2 号、7 号渣场与原方案设计的 Q3、Q8 渣场位置基



 

5 

本一致，堆渣量分别较原方案设计增加了 775%和 88.67%，弃渣增量均超过 20%，

其余 24 处弃渣场位置均发生变化，构成弃渣场重大变更。 

工程弃渣场个数虽然与原水保方案一致，总面积也相差很小，但大多数弃渣

场的位置、堆渣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故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

报告书。 

（5）工程占地及土石方 

原方案工程占地 447.87hm
2，其中永久占地 332.56hm

2，临时占地 115.31hm
2。

工程实际土石方总量为 1076.45 万 m
3，其中开挖土石方 678.76 万 m

3（含剥离表

土 57.16 万 m
3），填方 397.69 万 m

3（含表土回覆 57.16 万 m
3）。无外借方，产生

废弃方 281.07 万 m
3，折合松方 365.42 万 m

3。 

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430.03hm
2，其中永久占地 348.70hm

2，临时占地 81.33hm
2。

工程实际土石方总量为 1077.63 万 m
3，其中开挖土石方 667.72 万 m

3（其中表土

剥离 43.88 万 m
3），填方 409.91 万 m

3（其中表土回填 43.88 万 m
3），外借 119.49

万 m
3，产生废弃方 377.30 万 m

3，折合松方 509.35 万 m
3。 

与原水土保持方案对比，工程实际土石方总量差别不大，但开挖后可实际利

用的方量减少，造成实际建设过程中新增外借方 119.49 万 m
3，从而也导致弃渣

量增加，弃渣量较原方案增加 143.93 万 m
3，增加 39.38%。 

（6）工程投资及工期 

工程概算总投资额 70.73 亿元，其中土建投资 50.59 亿元。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底开工建设，2015 年 11 月完工。 

工程目前实际完成投资额 69.92 亿元（未结算），其中土建投资 50.59 亿元（未

结算）。已于 2012 年 12 月底开工建设，2015 年 9 月建成通车。 

工程现阶段实际投资（目前尚未结算）与原方案对比变化不大，建设工期缩

短了 2 个月。 

1.1.2 合同段划分 

本工程土建工程划分为 8 个合同段，路面工程为 4 个合同段，绿化工程为 4

个合同段，土建工程监理为 4 个合同段。 

各合同段划分情况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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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合同段划分情况一览表 

合同段类型 合同段编号 起止桩号 

土建工程 

1 K0+000~K13+710 

2 K13+710~K21+930 

3 K21+930~K29+150 

4 K29+150~ K41+100 

5 K41+100~K58+180 

6 K58+180~K77+800 

7 K77+800~K86+300 

8 K86+300~ K104+411 

路面工程 

1 K0+000~K21+930 

2 K21+930~K51+440 

3 K51+440~K77+800 

4 K77+800~K104+411 

绿化工程 

1 K0+000~K21+930 

2 K21+930~K41+100 

3 K41+100~K77+800 

4 K77+800~K104+411 

土建监理工程 

1 K0+000~K21+930 

2 K21+930~K41+100 

3 K41+100~K77+800 

4 K77+800~K104+411 

1.1.3 工程参建单位 

工程参建单位详见表 1-3。 

表 1-3  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参建单位 单位名称 合同段 

建设单位 云南昭会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 — 

主体设计单位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可、初设、施工图 

施工单位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土建 1 合同段 

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土建 2 合同段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 3 合同段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土建 4 合同段 

云南阳光道桥股份有限公司 土建 5 合同段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 6 合同段 

云南第二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 7 合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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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单位 单位名称 合同段 

施工单位 

中国路桥集团西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土建 8 合同段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路面 1 合同段 

云南路建集团宏程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路面 2 合同段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养护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路面 3 合同段 

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路面 4 合同段 

云南万得凯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绿化 1 合同段 

央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化 2 合同段 

云南恒达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 3 合同段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养护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 4 合同段 

监理单位 

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土建监理 1 合同段 

云南省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土建监理 2 合同段 

武汉中交路桥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土建监理 3 合同段 

湖南湖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土建监理 4 合同段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公司 — 

1.2 方案批复情况 

2012 年 1 月，受曲靖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承担本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2 年 4 月，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送审稿）。2012 年 5 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通过水利部水土保持

监测中心主持召开的专家审查会。2012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按照审

查意见修改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2 年 7 月 24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部以“水保函〔2012〕209 号”批复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1.3 弃渣场补充报告编制情况 

云南昭会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委托我公司（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

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的编写工作，接受委托后，

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

测单位一并逐一核查了弃渣（土）场位置及现状，我公司在对本项目工程变更情

况及主体设计核对分析的基础上，于 2017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公路昭通会泽段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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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变更核对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

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结合工程变化情况对工程是否构成重大变更进行了梳理，

根据梳理结果，本项目地点、规模变更、水土保持措施变化可以纳入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管理，但弃渣场变化属于重大变更，根据第五条规定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弃渣场补充）报告书，工程变更情况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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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工程变更情况对比分析表 

序号 变更管理规定 变更前（可研阶段） 变更后（施工图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变更 备注 

1 

建设 

项目 

地点 

规模 

（1）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乌江赤水河上中游重点治理区 

金沙江下游重点治理区 

乌江赤水河上中游重点治理区 

金沙江下游重点治理区 
无变化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2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 

以上的 
项目建设区 447.87hm2 项目建设区 430.03hm2 减少 3.98%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3 
（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 
1076.45 万 m3 1077.63 万 m3 增加 0.11%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4 

（4）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 

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原方案线路总长 118.079km 

实际线路总长 117.153km 

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 

约 11.22km 

变化 9.50%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5 
（5）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 

加 20%以上的 
110.24km 26.75km 减少 75.73%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6 
（6）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整累计 

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桥隧总长 50.09km 

实际桥隧总长 43.65km 

减少 6.44km 

减少 

12.86%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7 

水土 

保持 

措施 

（1）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57.16 万 m3 43.88 万 m3 减少 23.23%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8 （2）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231.30hm2 186.81hm2 减少 19.23%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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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一致 无变化 不构成 
纳入 

验收管理 

10 

弃渣场 

（1）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外 

新设弃渣场的 
26 处 

共 26 处，仅 2 处与方案一致，

渣量增加 

其余 24 处为新设弃渣场 

变化 24 处 构成重大变更 
编制渣场 

补充报告 

11 
（2）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 

以上的 
/ 

位置未发生变化的 2 处弃渣场

堆渣量均增加 20%以上 
变化 2 处 构成重大变更 

编制渣场 

补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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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弃渣场变更情况 

2.1 批复方案的弃渣场设置情况 

根据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共设置了 26 处弃渣场，共占地 54.63hm
2，设

计容量为 432.49 万 m
3，实际堆渣量为 365.42 万 m

3（松方），具体见表 2-1。 

方案设计弃渣场防治措施体系及工程量如下： 

（1）防治措施布局 

工程措施：浆砌石挡渣墙、截排水沟、急流槽、消力池、回覆表土、土地整

治 

植物措施：栽植灌木，种草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装土编织袋临时拦挡，临时种草护坡，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砂池。 

（2）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浆砌石挡渣墙 786m，截排水沟 7452m，急流槽 868m，消力池

23 座，回覆表土 16.39 万 m
3，土地整治 32.78hm

2
 

植物措施：栽植灌木 411 株，种草 27.95hm
2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10.92 万 m
3，装土编织袋临时拦挡 143.77m

3，临时种

草护坡 0.02hm
2，临时排水沟 2941m，临时沉砂池 2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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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原方案弃渣场情况表 

序号 对应桩号及位置 
弃渣量（万 m3） 弃渣场容积 

（万 m3） 

平均弃土 

高度（m） 

占地（hm2） 施工便道 

（m） 

弃渣场 

类型 

后期 

恢复方式 自然方 松方 林地 草地 合计 

Q1 A1K3+800 路右 200m 20.36 26.47 30.16 8 2.53 1.24 3.77 730 箐沟 植被恢复 

Q2 A1K7+750 路左 130m 19.5 25.35 27.78 6 4.62 0.01 4.63 400 箐沟 植被恢复 

Q3 A1K8+900 路右 260m 3.69 4.8 5.4 6 0.89 0.01 0.90 600 箐沟 植被恢复 

Q4 A1K11+800 路左 280m 11 14.3 16.25 5 2.97 0.28 3.25 220 箐沟 植被恢复 

Q5 A1K13+000 路右 90m 7.69 10 11.36 8 0.57 0.85 1.42 760 箐沟 植被恢复 

Q6 A1K15+750 路右 150m 16.8 21.84 25.6 8 1.95 1.25 3.20 485 箐沟 植被恢复 

Q7 A1K18+520 路左 200m 8.52 11.08 18.4 8 1.05 1.25 2.30 420 箐沟 植被恢复 

Q8 A1K20+650 路右 60m 7.34 9.54 11.04 8 0.67 0.71 1.38 100 箐沟 植被恢复 

Q9 A1K25+600 路右 200m 11.5 14.95 24 8 0.84 2.16 3.00 150 箐沟 植被恢复 

Q10 A1K28+350 路右 120m 7.2 9.36 10 8 0.00 1.25 1.25 120 箐沟 植被恢复 

Q11 A1K30+940 路左 410m 6.63 8.62 10.64 8 1.08 0.25 1.33 360 箐沟 植被恢复 

Q12 K32+950 路左 120m 9.5 12.35 18.65 5 2.85 0.88 3.73 535 箐沟 植被恢复 

Q13 K57+040 路左 315m 5 6.5 7.26 6 0.33 0.88 1.21 200 箐沟 植被恢复 

Q14 K58+100 路右 100m 5.6 7.28 8 8 0.38 0.62 1.00 340 箐沟 植被恢复 

Q15 K71+100 路左 220m 10.85 14.11 15.47 7 1.64 0.57 2.21 180 箐沟 植被恢复 

Q16 CK77+700 路左 270m 7.5 9.75 10 8 0.3 0.95 1.25 240 箐沟 植被恢复 

Q17 CK84+600 路右 232m 5.3 6.89 9.6 6 0.94 0.66 1.60 653 箐沟 植被恢复 

Q18 K87+100 路左 260m 8.29 10.78 14.85 9 1.65 0.00 1.65 230 箐沟 植被恢复 

Q19 DK92+000 路右 20m 18 23.4 27.83 11 1.27 1.26 2.53 150 缓坡 植被恢复 

Q20 DK92+850 路左 20m 18.3 23.79 26.3 10 1.47 1.16 2.63 150 缓坡 植被恢复 

Q21 DK94+100 路右 250m 27.23 35.4 36.6 10 0.66 3.00 3.66 240 缓坡 植被恢复 

Q22 DK97+800 路右 100m 9.56 12.43 13.8 10 0.00 1.38 1.38 120 缓坡 植被恢复 

Q23 DK98+520 路左 430m 10.85 14.11 15.8 10 0.98 0.6 1.58 1070 箐沟 植被恢复 

Q24 DK99+680 路左 210m 10.5 13.65 16 10 1.32 0.28 1.60 360 缓坡 植被恢复 

Q25 DK101+710 路右 568m 12.52 16.28 16.5 10 1.65 0.00 1.65 820 箐沟 植被恢复 

Q26 K105+080 路右 565m 1.84 2.39 5.2 10 0.52 0.00 0.52 580 缓坡 植被恢复 

 
合计 281.07 365.42 432.49 

 
33.13 21.50 54.63 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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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弃渣场实际布设情况 

工程实际设置弃渣场 26 处，共占地 50.75hm
2，容量 677.07 万 m

3，堆渣量

509.35 万 m
3。实际设置的 26 处弃渣场中，1 号弃渣场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2 号弃渣场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3~8 号弃渣场位于云南省鲁甸县，9~26 号

弃渣场位于云南省会泽县。实际设置的 26 处弃渣场中，2 号、7 号渣场与原方案

设计的 Q3、Q8 渣场位置一致外，其余 24 处弃渣场均为重新选址，位置与原方

案一致的 2 处弃渣场，堆渣量较原水保方案设计均增加 20%以上，弃渣场发生了

较大变化。工程实际使用弃渣场情况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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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实际弃渣场情况表 

序

号 
位置 

堆渣松 

方量 

（万 m3） 

堆渣容量 

（万 m3） 

占地 

面积 

（hm2） 

占地类型（hm2） 最大堆渣高

度 

（m） 

现状堆渣高程
(m) 

堆渣 

类型 

所属 

县市 旱地 
其他林

地 
其他草地 水浇地 

1 上 K3+860 右侧 100m 10.95 15 1.04 0.52 0.52   14 1980-1994 洼地型 昭阳区 

2 上 K8+700 左侧 30m 35 42 4.40 1.32  3.08  62 1968-2030 沟道型 威宁县 

3 上 K10+200 左侧 100m 17.42 26.8 1.02 0.61  0.41  35 1780-1815 沟道型 鲁甸县 

4 上K12+100 左侧路基旁 16.70 20 1.84   1.84  56 1724-1780 沟道型 鲁甸县 

5 上 K13+750 左侧 10.5 13 0.98  0.98   42 1700-1742 陡坡型 鲁甸县 

6 上 K17+680 右侧 70m 6.69 7.80 0.60   0.60  20 1596-1616 沟道型 鲁甸县 

7 上 K20+500 左侧 150m 16.13 18 1.41   1.41  43 1425-1468 沟道型 鲁甸县 

8 上 K22+460 左侧 300m 51.25 65 2.05   2.05  46 1394-1440 沟道型 鲁甸县 

9 上 K27+550 左侧 50m 10.13 13 0.99   0.99  39 1192-1231 临河型 会泽县 

10 上 K29+330 左侧 150m 9.68 12 1.22    1.22 11 1441-1452 临河型 会泽县 

11 下 K34+600 左侧 80m 20.58 25.8 2.00 1.60 0.40   27 1573-1600 临河型 会泽县 

12 下 K35+840 右侧 30m 5.12 7 0.64   0.64  9 1616-1625 沟道型 会泽县 

13 上 K41+100 右侧 20m 15.00 18.75 1.00 1.00    18 1641-1659 沟道型 会泽县 

14 下 K57+000 右侧 3000m 25 40 1.75 0.70  1.05  32 1774-1806 沟道型 会泽县 

15 上 K60+600 右侧 200m 8.40 10.72 0.78   0.78  11 1699-1710 沟道型 会泽县 

16 下 K76+304 左侧 50m 3.55 5.00 1.55   1.55  49 1863-1912 临河型 会泽县 

17 下 K77+700 左侧 100m 30.55 35.00 3.60 3.60    70 1900-1970 沟道型 会泽县 

18 下 K78+400 右侧 100m 34 42 3.33 3.33    29 1939-1968 沟道型 会泽县 

19 下 K79+650 左侧 100m 38.5 48 2.40 1.56 0.84   39 2016-2055 洼地型 会泽县 

20 下 K81+200 左侧 200m 15.13 21 1.87 1.87    52 2020-2072 沟道型 会泽县 

21 下 K82+000 右侧 50m 36 51 4.00 4.00    10 2030-2040 沟道型 会泽县 

22 下 K85+400 右侧 50m 47.54 60 3.41 3.41    20 2116-2136 沟道型 会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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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位置 

堆渣松 

方量 

（万 m3） 

堆渣容量 

（万 m3） 

占地 

面积 

（hm2） 

占地类型（hm2） 最大堆渣高

度 

（m） 

现状堆渣高程
(m) 

堆渣 

类型 

所属 

县市 旱地 
其他林

地 
其他草地 水浇地 

23 下 K87+300 右侧 150m 17.54 29 1.94 0.58  1.36  14 2206-2220 洼地型 会泽县 

24 下 K92+810 右侧 50m 3.50 17.5 2.42 2.42    7 2333-2340 洼地型 会泽县 

25 上 K94+600 右侧 100m 7.59 12.7 1.62 1.29  0.33  6 2336-2342 洼地型 会泽县 

26 上 K98+000 右侧 120m 16.9 21 2.89   2.89  41 2305-2346 沟道型 会泽县 

合计 509.35 677.07 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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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弃渣场变更主要原因及分析 

原水土保持方案为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由于设计深度限制，当时拟定

的弃渣场在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实际建设线路发生变化、原渣场选址位置难

以协调征地、地质环境条件不符合施工要求等原因，无法堆放在原水土保持方案

中确定的弃渣存放地。 

根据《G85 渝昆高速公路建设会泽段征地拆迁办公室关于昭会高速公路变更

取、弃土场的会议纪要》（2013 年 8 月 30 日）、《云南省南北高速公路大通道鲁

甸段建设协调领导组征地拆迁办关于昭会高速公路弃土场变更的会议纪要（2014

年 3 月 29 日）》，为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及工程建设施工创造更有利条件，必须变

更或取消部分弃土场，变更后弃渣场具体位置均由县拆迁办、县直相关部门、乡

（镇）、昭会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技术人员现场实地踏勘确定。 

经鲁甸县、会泽县拆迁办、县直相关部门、乡（镇）、昭会高速公路建设指

挥部技术人员现场实地踏勘后，最终确定启用原方案设计的 Q3、Q8（分别对应

变化后的 2 号、7 号弃渣场）2 处弃渣场，并另外重新选择了 24 处弃渣场，实际

共使用 26 处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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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弃渣场分析评价 

3.1  弃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弃土（石、渣）场选址应符合下

列规定： 

（1）、不得影响周边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的安全； 

（2）、涉及河道的，应符合治导规划及防洪行洪的规定，不得在河道、湖泊

管理范围内设置弃土（石、渣）场； 

（3）、禁止在对重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有重大影

响的区域布设弃渣场； 

（4）、不宜布设在流量较大的沟道，否则应进行防洪论证； 

（5）、在山区宜选择荒沟、凹地、支毛沟、平原区宜选择凹地、其他土地（裸

地）、风沙区应避开风口和易产生风蚀的地方。 

3.2 选址合理性分析 

（1）下游存在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的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经现场调查，项目实际选择的 26 处弃渣场中，4 号、5 号、6 号、12 号、19

号（共 5 处）下游存在公共设施。 

业主单位委托有关机构开展了安全评价工作和防洪论证工作。 

1）4 号弃渣场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1 合同 4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中论述： 

①弃土场位置选择：《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中 8.2.2 第 1

条规定“弃土场宜选择在储量大、地形低的洼地，或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荒

地或低产田地，并分级填筑弃土”，4 号渣场选址位于高速公路桥梁下方荒沟，

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②弃土场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F10-2006） 

4.3.4 规定“在地面横坡陡于 1：5 的路段，不得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

设置弃土场”，4 号弃渣场位于高速公路主线桥梁下方，不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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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设置弃土场。 

③弃土场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情况：4 号弃渣场下游为 G213 国道，经过

对弃土场的数值分析得出弃土场在自重作用下及考虑地震作用下边坡均处于稳

定状态，对下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较小。 

④弃土场与各类建筑物保持的一定安全距离：4 号弃土场坡脚挡渣墙距离

G213 国道 260m，安全防护距离相对较大，且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对下游

公路安全影响较小。 

⑤弃土场的支挡、截排水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4 号弃渣场采取了拦挡措施，

并已设置了相应的截排水设施，植被恢复较完善。 

根据安评报告结果可知 4 号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

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同时根据防洪

影响评价结论，4 号渣场截排水设施能满足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的过流能力要求。

在各项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4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游 213 国道造成影响，渣场

选址合理。 

2）5 号弃渣场 

根据 2017 年 2 月安评单位评价结果，5 号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根据有限

元强度折减法和极限平衡简化法计算的边坡安全系数分别为 1.22、1.207.均大于

规范要求，边坡处于稳定状态。但在降雨+地震工况下，根据计算结果，最小安

全系数 F=0.868，地震发生 5s 后，整体弃土场受到了剪应力作用，坡顶出现张拉

裂缝，即边坡失稳、坝体垮塌。为保证下游居民点和公共设施的安全，安评单位

根据结果提出削坡分台，并在下游新增一道拦砂坝。 

2017 年 5-9 月，建设单位根据安评结果对 5 号渣场重新进行了征地、削坡分

台，同时在下游新增了一道拦砂坝。经整改后，安评单位重新进行了分析评价，

根据最终安评报告《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2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中论述： 

①弃土场位置选择：《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中 8.2.2 第 1

条规定“弃土场宜选择在储量大、地形低的洼地，或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荒

地或低产田地，并分级填筑弃土”，5 号渣场选址位于高速公路路基下方荒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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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②弃土场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F10-2006）中

4.3.4 规定“在地面横坡陡于 1：5 的路段，不得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设置

弃土场”，5 号弃渣场位于高速公路主线桥梁下方，不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

上设置弃土场。 

③弃土场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情况：5 号弃渣场下游为 G213 国道和村庄，

经过对弃土场的数值分析得出弃土场在自重作用下及考虑地震作用下边坡均处

于稳定状态，对下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较小。 

④弃土场与各类建筑物保持的一定安全距离：5 号弃土场坡脚挡渣墙距离

G213 国道 110m，距离民居最小距离约 800m，安全防护距离相对较大，对下游

的公路及村庄安全影响相对可控。 

⑤弃土场的支挡、截排水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5 号弃渣场采取了拦挡措施，

并已设置了相应的截排水设施，但植被恢复不完善。 

根据安评报告结果可知 5 号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

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但植被措施恢

复不完善，本方案将新增绿化措施和平台马道排水沟。同时安评单位对本渣场后

期管护提出了要求：建立健全本渣场的边坡管理和检查制度，对弃渣场边坡重点

部位和有潜在滑坡危险的地段进行加固；对本弃土场边坡定期进行安全稳定性检

查，发现坍塌或滑落征兆，必须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上报相关部门。 

在各项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5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游 213 国道和居民点造

成影响，渣场选址合理。 

3）6、12 号弃渣场 

6 号、12 号渣场为沟道型弃渣场，弃渣场下游为本项目主线工程，根据现场

调查，6 号、12 号弃渣场下游沟道出口处主线工程均采取桥梁的形式进行了跨越，

设置的桥墩并未在沟道内，而是在沟道两侧，上游汇水不会对主体工程桥梁造成

影响，此外，根据现场调查，该两处弃渣场拦挡措施、截排水措施完善，且堆放

方量较小，堆渣高度不大，经计算，截排水措施能满足过流能力要求，渣体及挡

墙均符合稳定性要求，不会对下游主线桥梁造成影响，符合弃渣场选址约束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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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4）19 号弃渣场 

根据 2017 年 2 月安评单位评价结果，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

数分别为 1.575、1.408，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但在降雨+地震（地

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与极限平衡

法分析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059、1.094，虽均大

于规范要求，但考虑到本渣场失事对主线路基将产生不利影响，安评单位与建设

单位协商后，在渣场下边坡增加了一道挡墙，同时在渣顶上方新增截水沟。2017

年 5-9 月，建设单位根据安评结果对 19 号渣场重新进行了征地、削坡分台，同

时在下游新增了一道拦砂坝。经整改后，安评单位重新进行了分析评价，根据最

终安评报告《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2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中论述： 

①弃土场位置选择：《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中 8.2.2 第 1

条规定“弃土场宜选择在储量大、地形低的洼地，或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荒

地或低产田地，并分级填筑弃土”，19 号渣场选址位于岩溶凹地，符合上述规范

要求。 

②弃土场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F10-2006）中

4.3.4 规定“在地面横坡陡于 1：5 的路段，不得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设置

弃土场”，19 号弃渣场实际弃渣线地面横坡缓于 1:5，原地面标高低于昭会高速

公路主线标高，不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设置弃土场。 

③弃土场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情况：19 号弃土场下游无居民点，但南侧

高边坡下存在昭会高速公路主线，经过对弃渣场数值分析得出，弃渣场下边坡处

于稳定状态，不对建筑物安全造成威胁。 

④弃土场与各类建筑物保持的一定安全距离：19 号弃土场坡脚挡渣墙距离

距离昭会高速主线 10m，但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对下游公路安全影响较小。 

⑤弃土场的支挡、截排水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19 号弃渣场采取了拦挡措

施，并已设置了相应的截排水设施，但植被恢复不完善。 

根据安评报告结果可知 19 号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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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但植被措施恢

复不完善，本方案将新增绿化措施。同时安评单位对本渣场后期管护提出了要求：

建立健全本渣场的边坡管理和检查制度，对弃渣场边坡重点部位和有潜在滑坡危

险的地段进行加固，并定期组织进行安全稳定性检查，特别是集中降雨及地震发

生后，做好记录，若发现坍塌或滑落征兆，必须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上报相关

部门；对弃渣场进行巡查，条件允许情况下还可进行动态监测，监测内容主要以

变形监测为主，雨季来临之前对弃渣场进行巡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巡查数

据采集时间间隔，在外界扰动较大时（如地震后、暴雨期间）应加密巡查次数。 

在各项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19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游高速主线造成影响，

渣场选址合理。 

（2）经现场调查，项目实际选择的 26 处弃渣场中，下游均不存在工业企业。 

（3）经现场调查，项目实际选择的 26 处弃渣场中，5 号、18 号、21 号（共

3 处）下游存在居民点。 

1）5 号弃渣场 

5 号弃渣场下游同时存在公共设施，已在该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各项措

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5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游 213 国道和居民点造成影响，渣场

选址合理。 

2）18 号弃渣场 

18 号弃渣场下游 400m 存在居民点，该弃渣场建设单位设置了 2 道挡土墙进

行防护，但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业主单位在弃渣场堆放结束后，

委托了有关机构对渣场进行安全评价。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中论述： 

①弃土场位置选择：《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中 8.2.2 第 1

条规定“弃土场宜选择在储量大、地形低的洼地，或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荒

地或低产田地，并分级填筑弃土”，18 号渣场选址位于干沟道内，并对沟道采取

了有效的改移措施，弃土场不易受水流冲刷，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②弃土场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F10-20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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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规定“在地面横坡陡于 1：5 的路段，不得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设置

弃土场”，18 号弃渣场实际弃土线标高低于公路主线标高，符合上述规定。 

③弃土场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情况：18 号弃渣场下游 400m 为居民点，经

过对弃土场的数值分析得出弃土场在自重作用下及考虑地震作用下边坡均处于

稳定状态，不会对周边居民点及建筑物安全造成威胁。 

④弃土场与各类建筑物保持的一定安全距离：18 号弃土场坡脚挡渣墙距离

村庄距离 400m，安全防护距离相对较大，且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对下游

建筑物安全影响较小。 

⑤弃土场的支挡、截排水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18 号弃渣场采取了拦挡措

施，并已设置了相应的截排水设施，但植被恢复不完善。 

根据安评报告结果可知 18 号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

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同时 18 号渣

场截排水设施能满足上游过流能力要求，本方案将新增绿化措施。在各项措施发

挥作用的基础上，18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游居民点造成影响，渣场选址合理。 

3）21 号弃渣场 

21 号弃渣场下游 110m 存在居民点，目前该渣场堆渣基本与挡墙持平，基本

不存在堆渣边坡，在弃渣场两侧及上游均实施了截排水措施，已经实施植物措施，

长势良好，水土保持措施完善，但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业主单位

在弃渣场堆放结束后，委托了有关机构对渣场进行安全评价。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3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中论述： 

①弃土场位置选择：《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中 8.2.2 第 1

条规定“弃土场宜选择在储量大、地形低的洼地，或不易受水流冲刷的荒沟、荒

地或低产田地，并分级填筑弃土”，21 号渣场选址位于山间谷地中，且在弃渣场

侧面建有改移河道，弃渣场不易受水流冲刷，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②弃土场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F10-2006）中

4.3.4 规定“在地面横坡陡于 1：5 的路段，不得在高于路堑边坡顶的山坡上设置

弃土场”，21 号弃渣场实际弃土线标高低于公路主线标高，符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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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弃土场对居民点及建筑物影响情况：21 号弃渣场下游 110m 为居民点，经

过对弃土场的数值分析得出弃土场在自重作用下及考虑地震作用下边坡均处于

稳定状态，不会对周边居民点及建筑物安全造成威胁。 

④弃土场与各类建筑物保持的一定安全距离：21 号弃土场坡脚挡渣墙距离

村庄距离 110m，安全防护距离相对较大，且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对下游

建筑物安全影响较小。 

⑤弃土场的支挡、截排水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21 号弃渣场采取了拦挡措

施，并已设置了相应的截排水设施，但植被恢复不完善。 

根据安评报告结果可知 21 号弃渣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

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同时根据防洪

影响评价结论，21 号渣场截排水设施能满足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的过流能力要求。

本方案将新增绿化措施。在各项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上，21 号弃渣场不会对下

游居民点造成影响，渣场选址合理。 

（2）临河型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经现场调查，项目实际选择的 26 处弃渣场中，9 号、10 号、11 号、16 号（共

4 处）属于临河型弃渣场，设置在临河台地，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河道正常行洪，

业主单位委托编制了防洪论证报告并取得批复文件（会水务复〔2016〕49 号），

目前建设单位已经按照批复文件及防洪论证报告中的相关措施实施完毕，整改完

毕后的弃渣场能够符合治导规划及防洪行洪的规定并取得了河道主管部门的意

见（会水务复〔2017〕56 号），符合弃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3）布设在流量较大的沟道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3 号、4 号、7 号、8 号、13 号、17 号、20 号、21 号、22 号弃渣场（共 9

处）设置在较大流量沟道，业主单位也委托编制了防洪论证报告并取得批复文件

（会水务复〔2017〕23 号、鲁防汛办字〔2017〕13 号），目前已经按照批复文件

及防洪论证报告中的相关措施实施完毕，符合弃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4）其余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其余 1 号、2 号、13 号、14 号、15 号、23 号、24 号、25 号、26 号弃渣场

（共 9 处）均尽可能的选择荒沟、凹地进行堆放，下游无敏感点，无选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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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符合弃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综上所述，鉴于工程调整后的弃渣场位置均由县拆迁办、县级相关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昭会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技术人员现场实地踏勘确定。调整后

的弃渣场经过了相关单位设计、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水土保持防护措施，施工后期

建设单位委托了相关机构对有安全隐患的渣场进行了安全评价工作和防洪论证

工作，并根据安全评价单位意见和防洪论证意见进行了相关的整改，保障了下游

公共设施和居民点的安全。综上所述，在完善各项措施后，各渣场基本符合弃渣

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工程实际设置的 26 处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情况详见 3-1，各弃渣场现状照

片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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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弃渣场选址合理性分析表 

渣

场 

编

号 

位置 类型 

占地 

面积 

（hm2） 

堆渣

量 

（万 

m3） 

容量 

（万 

m3） 

最大 

堆渣 

高度 

（m）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中弃土（石、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专题 

选址合理性分析 

不得影响周边 

公共设施、工业企业、 

居民点等的安全 

涉及河道的，应符合 

治导规划及防洪行洪 

的规定，不得在河道、 

湖泊管理范围内设置 

弃土（石、渣）场 

不宜布设在流量较大 

的沟道，否则应进行 

防洪论证 

在山丘区宜 

选择荒沟、 

凹地、支毛沟， 

平原区宜选择 

凹地、荒地 

防 

洪 

论 

证 

安 

全 

性 

评 

价 
公共 

设施 

工业 

企业 

居民 

点 

1 上 K3+860 右侧 100m 洼地型 1.04 10.95 15 14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沟道 布置在洼地 — — 
1 号渣场位于路基附近一处洼地内，被云南松环绕，下游无公共设

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素，渣场选址合理 

2 上 K8+700 左侧 30m 沟道型 4.4 35 42 62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荒沟 — √ 

2 号弃渣场位于荒沟内，下游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

不存在制约性因素，目前渣场弃渣大部分已被当地村民利用，弃渣

堆放高度基本与挡土墙持平。该渣场进行了安全性评价，根据安全

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

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综

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3 上 K10+200 左侧 100m 沟道型 1.02 17.42 26.8 35 × × × 不涉及河道 鲁防汛办字〔2017〕13 号 — √ — 

3 号弃渣场位于荒沟内，下游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

不存在制约性因素，该渣场布置在流量较大的沟道，已编制防洪论

证并取得批复，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4 上 K12+100 左侧 沟道型 1.84 16.7 20 56 √ × × 不涉及河道 鲁防汛办字〔2017〕13 号 — √ √ 

4 号弃渣场下游 260m 处有公共设施，为 213 国道，无工业企业和

居民点，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处于稳定状态、挡墙

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

算均满足要求。此外，该渣场布置在流量较大的沟道，已编制防洪

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根据安全评价及防洪

论证结论，弃渣场自身稳定且满足行洪要求，不会对下游公路造成

影响。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5 上 K13+750 左侧 陡坡型 0.98 10.5 13 42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坡面 — √ 

5 号渣场布置在路基旁坡面上，渣场下侧 100m 处有公共设施，为

213 国道，且下游 800m 处居民点。为明确弃渣场是否会对下游公

共设施及居民点造成影响，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行了

安全性评价，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5 号弃渣场处于稳定状态、

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

项验算均满足要求，需加强运行期的巡查工作，及时疏通排水措施，

确保渣场运行安全，综上，该渣场不会对下游造成影响，选址合理。 

6 上 K17+680 右侧 70m 沟道型 0.6 6.69 7.8 20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于荒沟 — — 

6 号弃渣场下游 50m 处为主体工程上湾子头大桥，渣场堆放于一处

荒沟内，沟道出口并未正对桥墩，且弃渣场上游有现有公路，可以

将上游来水截走，渣场堆渣量不大，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

性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不会对下游造成影响。综上所述，该渣

场选址合理 

7 上 K20+500 左侧 150m 沟道型 1.41 16.13 18 43 × × × 不涉及河道 鲁防汛办字〔2017〕13 号 — √ √ 

7 号渣场位于路基附近旁一处沟道内，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

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素，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

行了安全性评价和防洪论证，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

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

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

批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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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

场 

编

号 

位置 类型 

占地 

面积 

（hm2） 

堆渣

量 

（万 

m3） 

容量 

（万 

m3） 

最大 

堆渣 

高度 

（m）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中弃土（石、渣）场选址约束性规定 专题 

选址合理性分析 

不得影响周边 

公共设施、工业企业、 

居民点等的安全 

涉及河道的，应符合 

治导规划及防洪行洪 

的规定，不得在河道、 

湖泊管理范围内设置 

弃土（石、渣）场 

不宜布设在流量较大 

的沟道，否则应进行 

防洪论证 

在山丘区宜 

选择荒沟、 

凹地、支毛沟， 

平原区宜选择 

凹地、荒地 

防 

洪 

论 

证 

安 

全 

性 

评 

价 
公共 

设施 

工业 

企业 

居民 

点 

8 上 K22+460 左侧 300 沟道型 2.05 51.25 65 46 × × × 不涉及河道 鲁防汛办字〔2017〕13 号 — √ √ 

8 号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素，

目前该渣场已经作为停车区使用，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

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和防洪论证，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

场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

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

得批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9 上 K27+550 左侧 50m 临河型 0.99 10.13 13 39 × × × 会水务复〔2017〕56 号 会水务复〔2016〕49 号 — √ — 

9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布置在河边台地，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

前已经按照防洪论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

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0 上 K29+330 左侧 150m 临河型 1.22 9.68 12 11 × × × 会水务复〔2017〕56 号 会水务复〔2016〕49 号 — √ — 

10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布置在河边台地，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

前已经按照防洪论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

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1 下 K34+600 左侧 80m 临河型 2 20.58 25.8 27 × × × 会水务复〔2017〕56 号 会水务复〔2016〕49 号 — √ √ 

11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布置在河边台地，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行

了安全性评价和防洪论证，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处

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

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

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2 下 K35+840 右侧 30m 沟道型 0.64 5.12 7 9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于荒沟 — — 

12 号弃渣场下游公共设施为主体工程路基，相距约 30m，渣场已设

置上游截水沟、下游排水沟，并顺接至自然沟道，主体工程在沟道

出口处设置了桥梁进行跨越，故沟道来水不会对主体工程造成影

响，该渣场措施基本完善。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3 上 K41+100 右侧 20m 沟道型 1 15 18.75 18 × × × 不涉及河道 会水务复〔2017〕23 号 — √ — 

13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前已经按照防洪论

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

场选址合理 

14 下 K57+000 右侧 3000m 沟道型 1.75 25 40 32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于荒沟 — — 
14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15 上 K60+600 右侧 200m 沟道型 0.78 8.4 10.72 11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于荒沟 — — 
15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16 下 K76+304 左侧 50m 临河型 1.55 3.55 5 49 × × × 会水务复〔2017〕56 号 会水务复〔2016〕49 号 — √ — 

16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布置在河边台地，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

前已经按照防洪论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

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7 下 K77+700 左侧 100m 沟道型 3.6 30.55 35 70 × × × 不涉及河道 会水务复〔2017〕23 号 — √ √ 

17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和防洪论

证，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处于稳定状态，该渣场已

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

该渣场选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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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 K78+400 右侧 100m 沟道型 3.33 34 42 29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于荒沟 — √ 

18 号渣场下游 400m 有居民点，但距离较远，目前弃渣基本与挡墙

持平，不存在边坡，平均堆高为 10.2m，措施完善，且业主在原有

渣场挡土墙后又增了一道挡墙，防止水土流失对下游造成影响，故

不会对下游居民点造成影响。此外，业主单位委托进行了安全评价，

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渣场处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

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

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19 下 K79+650 左侧 100m 洼地型 2.4 38.5 48 39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洼地 — √ 

19 号弃渣场下游无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但紧邻主体公路主线，原地

貌为一处洼地，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行了安全性评

价，根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弃渣场处于稳定状态。综上所述，

该渣场选址合理 

20 下 K81+200 左侧 200m 沟道型 1.87 15.13 21 52 × × × 不涉及河道 会水务复〔2017〕23 号 — √ — 

20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前已经按照防洪论

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

场选址合理 

21 下 K82+000 右侧 50m 沟道型 4 36 51 10 × × √ 不涉及河道 会水务复〔2017〕23 号 — √ √ 

21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但在下游 110m 处存在居

民点，目前该渣场堆渣基本与挡墙持平，基本没有边坡，措施完善，

建设单位委托有关单位对该渣场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和防洪论证，根

据安全性评价报告结论，该渣场排水设施满足泄洪要求、弃渣场处

于稳定状态、挡墙的滑动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墙底

界面强度等各项验算均满足要求，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

复文件，渣场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场选址合理 

22 上 K85+400 右侧 50m 沟道型 3.41 47.54 60 20 × × × 不涉及河道 会水务复〔2017〕23 号 — √ — 

22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该渣场已编制防洪论证并取得批复文件，目前已经按照防洪论

证批复意见，完善了相关措施，可满足行洪要求。综上所述，该渣

场选址合理 

23 下 K87+300 右侧 150m 洼地型 1.94 17.54 29 14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凹地 — — 
23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24 下 K92+810 右侧 50m 洼地型 2.42 3.5 17.5 7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 — — 
24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25 上 K94+600 右侧 100m 洼地型 1.62 7.59 12.7 6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凹地 — — 
25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26 上 K98+000 右侧 120m 沟道型 2.89 16.9 21 41 × × × 不涉及河道 不属于流量较大沟道 布置在荒沟 — — 
26 号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不存在制约性因

素，渣场选址合理 

合计  50.75 509.35 6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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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4.1 弃土（渣）场防护原则 

弃土（渣）场防护具体如下： 

（1）先挡后弃原则，弃土（渣）前应在设计位置先修建挡渣墙，然后弃土

（渣），弃土和弃渣分层堆放，并压实； 

（2）根据场地地形条件，按需要在弃土堆坡脚设挡渣墙防护，挡渣墙防护

工程措施及形式严格执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 

（3）由于沿线表土资源缺乏，弃渣场应尽可能剥离表土，并采取临时拦挡

措施； 

（4）对于周围汇水面积较大的弃渣场，应在其周围设置适宜的排洪沟，防

治径流对弃渣场的冲刷； 

（5）排洪沟与原排水系统连接处设置消能设施； 

（6）弃渣场弃渣结束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场地进行平整修复，回填表

土复耕或恢复植被防治水土流失。 

4.2 弃土（渣）场级别及拦挡工程建筑物级别 

弃渣场水土保持防护工程主要依据堆渣规模、渣场所处位置及失事后对工程

和环境的危害程度等进行设计，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将渣场划分等级，分别确定其渣场的防护工程等级。渣场等级划分分别为 1、2、

3、4、5 等，防护工程建筑物级别根据渣场级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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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弃土（渣）场等级、防护工程级别划分表 

行政

区划 
序号 位置 

是否

在环

境敏

感区

内 

渣场

类型 

下游公共基础设施及居民点情况 渣场规模 渣场失事

对主体工

程或环境

造成的危

害程度 

渣场

级别 

拦渣墙

（堤）

级别 

排洪

工程

级别 

防洪标准

[重现期

（年）] 

植被工程

级别划分 

永久截

（排）水措

施设计标

准 

弃渣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毕肖普法）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 

定安全系数 

挡渣墙（堤）抗 

倾覆安全系数 

公共基础设施 居民点 

堆渣松

方量(万
m3) 

最大

堆渣

高度
(m)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云南

省昭

通市

昭阳

区 

1#弃

渣场 

上 K3+860

右侧 100m 
否 

洼地

型 
无 无 10.95 14 无危害 5 5 5 1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贵州

省毕

节市

威宁

县 

2#弃

渣场 

上 K8+700

左侧 3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35 62 无危害 3 4 3 3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5 ≥1.10 ≥1.20 ≥1.05 ≥1.40 ≥1.30 

云南

省昭

通市

鲁甸

县 

3#弃

渣场 

上K10+200

左侧 10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17.42 35 无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4#弃

渣场 

上K12+100

左侧 
否 

沟道

型 

下游 260m 处为

G213 国道 
无 16.7 56 无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5#弃

渣场 

上K13+750

左侧 
否 

陡坡

型 

渣场下游 100m 处

有公共设施，为

213 国道 

下游 8000m处有一

处居民点 
10.5 42 较轻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6#弃

渣场 

上K17+680

右侧 70m 
否 

沟道

型 

渣场下侧 50m 处

为主体工程湾子

头大桥 

无 6.69 20 无危害 4 5 4 2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7#弃

渣场 

上K20+500

左侧 15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16.13 43 无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8#弃

渣场 

上K22+460

左侧 30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51.25 46 无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云南

省昭

通市

会泽

县 

9#弃

渣场 

上K27+550

左侧 50m 
否 

临河

型 
无 无 10.13 39 无危害 4 4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0#弃

渣场 

上K29+330

左侧 150m 
否 

临河

型 
无 无 9.68 11 无危害 5 5 5 1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1#弃

渣场 

下K34+600

左侧 80m 
否 

临河

型 
无 无 20.58 27 无危害 4 4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2#弃

渣场 

下K35+840

右侧 30m 
否 

沟道

型 

渣场下游 30m 处

为主体工程路基 
无 5.12 9 无危害 5 5 5 1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3#弃

渣场 

上K41+100

右侧 2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15 18 无危害 5 5 5 1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4#弃

渣场 

下K57+000

右侧 300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25 32 无危害 4 5 4 2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5#弃

渣场 

上K60+600

右侧 200m 
否 

沟道

型 
 无 8.4 11 无危害 5 5 5 1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6#弃

渣场 

下K76+304

左侧 50m 
否 

临河

型 
无 无 3.55 49 无危害 4 4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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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区划 
序号 位置 

是否

在环

境敏

感区

内 

渣场

类型 

下游公共基础设施及居民点情况 渣场规模 渣场失事

对主体工

程或环境

造成的危

害程度 

渣场

级别 

拦渣墙

（堤）

级别 

排洪

工程

级别 

防洪标准

[重现期

（年）] 

植被工程

级别划分 

永久截

（排）水措

施设计标

准 

弃渣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毕肖普法）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 

定安全系数 

挡渣墙（堤）抗 

倾覆安全系数 

公共基础设施 居民点 

堆渣松

方量(万
m3) 

最大

堆渣

高度
(m)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7#弃

渣场 

下K77+700

左侧 10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30.55 70 无危害 3 4 3 30 3  ≥1.25 ≥1.10 ≥1.20 ≥1.05 ≥1.40 ≥1.30 

云南

省昭

通市

会泽

县 

18#弃

渣场 

下K78+400

右侧 100m 
否 

沟道

型 
无 

该渣场下游 400m

有居民点 
34 29 无危害 4 5 4 2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19#弃

渣场 

下K79+650

左侧 100m 
否 

洼地

型 

渣场下游为主线

路基 
无 38.5 39 较轻危害 4 5 4 2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0#弃

渣场 

下K81+200

左侧 2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15.13 52 无危害 4 5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1#弃

渣场 

下K82+000

右侧 50m 
否 

沟道

型 
无 

下游右岸 110m 处

有村庄 
36 10 无危害 5 5 5 1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2#弃

渣场 

下K85+400

右侧 50m 
否 

沟道

型 
无 无 47.54 20 无危害 4 4 4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3#弃

渣场 

下K87+300

右侧 150m 
否 

洼地

型 
无 无 17.54 14 无危害 5 5 5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4#弃

渣场 

下K92+810

右侧 50m 
否 

洼地

型 
无 无 3.5 7.0 无危害 5 5 5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5#弃

渣场 

上K94+600

右侧 100m 
否 

洼地

型 
无 无 7.59 6.0 无危害 5 5 5 20 3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26#弃

渣场 

上K98+000

右侧 120m 
否 

沟道

型 

下游 60m 为主体

工程桥梁 
无 16.9 41 无危害 4 5 4 20 3 

5 年一遇

10min 短

历时暴雨 

≥1.20 ≥1.05 ≥1.20 ≥1.05 ≥1.4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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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措施布设及工程量 

4.3.1 措施布局 

本工程共设置弃土（渣）场 26 处，沟道型弃土（渣）场 13 处，坡地型弃土

（渣）场 4 处（其中缓坡 3 处，陡坡 1 处），凹地型弃土（渣）场 5 处，临河型

弃土（渣）场 4 处。 

原水保弃土（渣）场类型为 2 类，沟道型和缓坡地型，措施布局与原水保方

案措施布局基本一致，所有类型弃土（渣）场措施布局如下： 

沟道型、坡地型、临河型弃渣场布局：弃土（渣）前，需剥离表土，集中堆

放；在渣场底部布设排水盲沟，用于弃渣期间沟道正常排水；场区底部设挡渣墙。

弃渣过程中采用分级碾压堆放的方式堆放弃渣，弃渣高度每 8m 设平台，进行削

坡分级，堆渣边坡不大于 1:2。渣场设置在沟道内，渣场上游和两侧设截排水沟，

弃渣堆积平台和场内台面设截排水沟，截排水沟通向自然沟道一端设置消力池

（急流槽）与自然沟道连通，截排水沟、消力池构成排水系统，将洪水安全排入

自然沟道。堆渣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回覆表土，渣面及边坡植灌草恢复植被。 

洼地型：弃土（渣）前，需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弃渣过程中采用碾压堆放，

弃渣完成后平整渣顶，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然后复耕或植被恢复；对边坡

进行植被恢复。 

实际各弃土（渣）场弃渣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见表 4-2。 



 

57 

表 4-2  各渣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 

序号 渣场名称 位置 措施布局 

1 1#弃渣场 
上 K3+860 右侧

100m 
已实施边坡绿化，需完善渣顶复耕 

2 2#弃渣场 
上 K8+700 左侧

3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及截排水沟，需完善西侧截排水措施及植被恢

复。 

3 3#弃渣场 
上 K10+200 左侧

1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较完善的植物措施，需新增

消能措施 

4 4#弃渣场 上 K12+100 左侧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较完善的植物措施，需新增

消能措施 

5 5#弃渣场 上 K13+750 左侧 已修建拦挡措施及边坡分级，需完善马道排水及植物措施 

6 6#弃渣场 
上 K17+680 右侧

70m 
已修建拦挡措施，较完善的植物措施 

7 7#弃渣场 
上 K20+500 左侧

1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需完善马道排水及植物措施 

8 8#弃渣场 
上 K22+460 左侧

3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水沟，需完善坡面整治及植物措施 

9 9#弃渣场 
上 K27+550 左侧

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 

10 10#弃渣场 
上 K29+330 左侧

1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完善移交手续 

11 11#弃渣场 
下 K34+600 左侧

8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 

12 12#弃渣场 
下 K35+840 右侧

3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较完善的植物措施 

13 13#弃渣场 
上 K41+100 右侧

2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较完善的植物措施 

14 14#弃渣场 
下 K57+000 右侧

30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完善截排水措施、马道排水沟，清运垃圾，

植物措施 

15 15#弃渣场 
上 K60+600 右侧

2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排水沟，需加大排水沟尺寸，完善植

物措施 

16 16#弃渣场 
下 K76+304 左侧

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完善植物措施 

17 17#弃渣场 
下 K77+700 左侧

1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边坡分级、设截排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 

18 18#弃渣场 
下 K78+400 右侧

1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需新增消能

措施 

19 19#弃渣场 
下 K79+650 左侧

1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清理排水沟 

20 20#弃渣场 
下 K81+200 左侧

20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在渣场东北侧新增排水沟，北侧恢复植被 ，

南侧进行复耕或绿化 

21 21#弃渣场 
下 K82+000 右侧

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布设截水沟，需完善植物措施 

22 22#弃渣场 
下 K85+400 右侧

5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在渣场东侧新增排水沟，西侧沟道新增固

床坝，完善植物措施 

23 23#弃渣场 
下 K87+300 右侧

150m 
需对渣顶进行平整，完善植物措施或复耕 

24 24#弃渣场 
下 K92+810 右侧

50m 
完善植物措施或复耕 

25 25#弃渣场 
上 K94+600 右侧

100m 
需对渣顶进行平整，完善植物措施或复耕 

26 26#弃渣场 
上 K98+000 右侧

120m 

已修建拦挡措施，需完善渣场东、西侧排水，完善植物措施或

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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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渣场措施布设 

1#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境内，位于上行线 K3+860 右侧 100m，属

洼地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林地和旱地，占地 1.04hm
2。原地貌高程为

1980~1989m，现状堆渣高程 1980~1994m，容量 15 万 m
3，共计弃渣 10.95 万 m

3，

弃土后平均堆高为 10.52m，最大堆渣高度为 14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

范》，1 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

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目前建设单位已对渣顶进行整平，由于当地村民将在渣顶平台进行复耕，故

仅对弃渣场边坡进行了绿化，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草籽

进行撒播，撒播面积 0.41hm
2，无其它水土保持措施。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目前边坡绿化效果较好，但渣顶尚未复耕，建议尽快实施复耕措施，减少水

土流失。新增复耕面积 0.63hm
2。 

2#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 号弃渣场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境内，位于上行线 K8+700 左侧 30m，属

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和旱地，占地 4.40hm
2。原地貌高程为

1968~2010m，现状堆渣高程 1968~2030m，容量 42 万 m
3，共计弃渣 35 万 m

3，

堆渣结束后由于弃渣多为石质，被附近村民运走利用，目前现状实际堆渣量 15

万 m
3，平均堆高为 3.4m，最大堆渣高度为 62m，下边坡坡比为 1:7。根据《水

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 号弃渣场属 3 级渣场，按照 3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

拦挡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2 号弃渣场属于原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弃渣场，位置与原方案设计基本一致，

由于原水土保持方案并未对该弃渣场进行典型设计，故无法判断布局及措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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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一致，经比对，实际实施的工程量较原水土保持方案存在差别，实际实施的

挡土墙及排水沟断面尺寸均大于原方案设计断面尺寸。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设置拦渣墙长 84m，挡墙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迎坡比 1:0.1、

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采用 M7.5 浆砌石砌筑。断面形式见附图

4-2-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1 合同 2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3     2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土体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素填土 18.4 19 16 VII 

分析结果如下： 

2#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和极限平衡法（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

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 3.062、3.038，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

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4.056>1.200，倾覆验算满足：KO=491.176>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边坡较缓，边坡稳定；拦挡措施完善，挡墙发挥

着较好的拦挡功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西侧设置混凝土改移沟渠，总长 2000m，改移沟渠尺寸为 200×

150cm。 

对 2#渣场上游改移沟渠进行过流能力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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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并参照《防洪标准》

（GB50201-2014）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本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截排水设计标准采用设计按5年一遇10min短历时

降雨量考虑。 

设计截排水流量按《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公式确定： 

Q=16.67φqF          公式（4-1） 

式中：Q—设计截排水流量，m
3
/s； 

φ—径流系数； 

q—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降雨强度（mm/min）； 

F—汇流面积，km
2。 

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地表种类为细粒土坡面（0.40~0.65）和一般耕地

（0.40~0.60），径流系数取 0.40；2#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量为

1.95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0.53km
2。根据公式（4-1）可知，设计流量为

6.91m
3
/s。 

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截水沟过流能力复核采用谢才公式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RiACQ             公式（4-2） 

6
1

n

1
RC 

          公式（4-3）
 

式中：A—过水面积，m
2； 

  C—谢才系数； 

R—湿周，m； 

n—糙率。 

2#渣场西侧改移沟渠为混凝土浇筑，护面为光滑的混凝土护面，糙率取值为

0.015。根据公式（4-3）可知，2#渣场改移沟渠过流能力为 7.79m
3
/s＞设计流量

6.91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同时由于本渣场实施排水沟较长，纵坡

较缓，直接将汇水引入自然沟道内，本渣场不再新增消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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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成果见表 4-38。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根据以上计算可知，现有改移沟渠能够满足渣场西侧及上游过流。但根据地

形和现场调查可知，渣场东侧山体将产生汇水 0.06km
2，但目前未修建截排水措

施，建议新增截排水措施。 

③新增截排水措施设计 

根据公式（4-1），渣场东侧山体汇水面积 0.06km
2，设计流量为 0.72m

3
/s。

为保证渣场稳定性，在渣场东侧新增梯形土质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225，尺寸

为下底 80cm，上顶 122cm，深 70cm。根据计算，新增排水沟过流能力为 0.79m
3
/s

＞设计流量 0.72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 

因此 2#渣场东侧新增梯形土质截排水沟 327m。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2 号渣场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乔木选择了迎圣

诞树，灌木采用迎春、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

茅和黑麦草等。迎春采用幼苗，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先点播灌木草籽后喷

播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2.11hm

2，共种植

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704 株，迎春（高 30～50cm 以内幼苗）70357 株，

撒播草籽 2.11hm
2。但植被长势较差，大部分乔木、灌木树种未成活。 

②绿化现状评价 

同时由于本渣场部分区域被当地居民用于堆放碎石料，无法进行绿化，未绿

化面积为 2.29hm
2。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差，建议后期加强抚育管理和补植。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2#渣场东侧新增梯形土质截排水沟 327m。此外，目前 2 号渣场中部有部分

石渣，当地村民仍在继续使用，建议及时协调村民将其运走，便于尽早实施绿化

措施并对已绿化区域进行补植补种，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

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新增撒

播草籽面积 2.59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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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3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境内，位于上行线 K10+200 左侧

10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和其他草地，占地 1.02hm
2。原地貌高程

为 1780~1815m，现状堆渣高程 1780~1815m，容量 26.80 万 m
3，共计弃渣 17.42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7.08m，最大堆渣高度为 35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

范》，3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

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3#渣场已设置混凝土拦渣墙长 16m。挡墙高 4.0m，顶宽 1.0m、背坡比 1:0.36、

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3-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江底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0，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4     3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带 

18.0 20 19 VII 

3#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5     3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849 1.315 2.160 1.869 12.557 9.508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两侧均设置截排水沟，混凝土截排水沟总长 395m，截排水沟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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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0×60cm。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鲁甸县

弃土场（3#、4#、7#、8#）防洪影响评价》，“3#弃渣场布设于牛栏江支流田坝

河右岸支流大山沟道内，渣场上游为大山大桥，下游 70m 为田坝河交汇口，评

价河段为渣场所在河道至下游干流交汇口处 254m。防洪设计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

遇，弃渣场上游汇水面积为 0.06km
2，经分析计算，依照现状设计断面形状，牛

栏江支流田坝河不会对 3#弃土场挡土墙产生影响，同时 3#弃渣场排水沟能满足

所在沟道行洪要求”。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3#渣场现状截排水措施满足排洪要求。无需新增排水措

施。但由于 3 号弃渣场排水沟直接连接在挡墙上部，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

沟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由于本渣场各项措施已修建完成，不再新增跌水坎，而

在挡墙下游新增 1 个消力池。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1.02hm
2，撒播草籽 1.02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3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较完善，已经恢复植被且效果明显，但由

于渣场截排水沟与自然沟道无衔接措施，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

和消能措施，根据现场情况在挡墙下游新增消力池 1 个。 

4#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4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境内，位于上行线 K12+100 左侧主

线旁，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1.84hm
2。原地貌高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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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1779m，现状堆渣高程 1724~1780m，容量 20.00 万 m
3，共计弃渣 16.70 万

m
3，平均堆高为 9.08m，最大堆渣高度为 56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4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4#渣场已设置混凝土拦渣墙长 30m。挡墙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

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1.3~1.5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4-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1 合同 4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6     4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带 

18.5 30 18 VII 

4#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和极限平衡法（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

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 1.313、1.310，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

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5.20>1.200，倾覆验算满足：KO=31.500>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建

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4#弃渣场东西两侧设置混凝土排洪渠，总长 319m，排洪渠尺寸为 200×

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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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项目鲁甸县弃

土场（3#、4#、7#、8#）防洪影响评价》，“4#弃渣场位于位于牛栏江支流田坝

河支流马宗林沟道与茶场沟道中部，上游为马宗林大桥与茶场大桥，参照《防洪

标准》中公路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下游 300m 处为 213

国道，属一级公路，确定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弃渣场上游汇水面积为

1.15km
2，经分析计算，依照现状设计断面形状，4#弃土场能满足所在沟道行洪

要求”。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本渣场根据渣场级别确定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而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项目鲁甸县弃土场（3#、4#、7#、8#）防洪

影响评价》4 号渣场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通过标准选取“就高不就低”原则，

4 号渣场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4#渣场现状排洪工程满足 100 年一遇排洪要求。无需新

增排水措施。但由于 4 号弃渣场排洪沟直接连接在挡墙上部，需新增已有排水与

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由于本渣场各项措施已修建完成，不再新增跌

水坎，而在挡墙下游新增 1 个消力池。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1.84hm
2，撒播草籽 1.84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4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已经恢复植被且效果明显，但由于

渣场截排水沟与自然沟道无衔接措施，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和

消能措施，根据现场情况在挡墙下游新增消力池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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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5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大水井乡境内，位于上行线 K13+750 左侧

主线旁，属陡坡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林地，占地 0.98hm
2。原地貌高程为

1698~1744m，现状堆渣高程 1700~1742m，容量 13.00 万 m
3，共计弃渣 10.50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0.7m，最大堆渣高度为 42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5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5#渣场已设置扩大基础混凝土拦渣墙长 70m，其中 5m 高挡墙 50m，6m 高

挡墙 20m。5m 高挡墙顶宽 0.6m、背坡比 1:0.50、迎坡比 1:0.05、挡墙采用 C20

混凝土扩大基础，基础高 3m；6m 高挡墙顶宽 0.8m、背坡比 1:0.33、迎坡比 1:0.1、

挡墙采用 C20 混凝土扩大基础，基础高 3m。但由于本渣场在后期进行了边坡削

坡分级，原有挡墙被掩埋，已重新新建一座挡渣墙，长 76m，高 4m，顶宽 1.0m、

背坡比 1:0.36、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挡墙断面

形式见附图 4-5-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1 合同 2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7     5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18.4 28 16 VII 

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 2017 年 2 月安评单位评价结果，5 号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根据有限

元强度折减法和极限平衡简化法计算的边坡安全系数分别为 1.22、1.207.均大于

规范要求，边坡处于稳定状态。但在降雨+地震工况下，根据计算结果，最小安

全系数 F=0.868，地震发生 5s 后，整体弃土场受到了剪应力作用，坡顶出现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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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即边坡失稳、坝体垮塌。为保证下游居民点和公共设施的安全，安评单位

根据结果提出削坡分台，并在下游新增一道拦砂坝。 

2017 年 5-9 月，建设单位根据安评结果对 5 号渣场重新进行了征地、削坡分

台，同时在下游新增了一道拦砂坝。经整改后，安评单位重新进行了分析评价，

通过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SRM）和极限平衡法

（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

分别为 1.550、1.370，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及地

震作用下仍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1.237>1.200，倾覆验算满足：KO=5.057>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但

本方案提出以下建议： 

A、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但现在

部分渣体溢出挡墙外，需要进行清理。 

B、建议后期养护单位建立健全弃土场边坡管理和巡查制度，对弃土场边坡

重点部位和有潜在滑坡危险的地段进行加固。 

C、对本弃土场边坡定期进行安全稳定性检查，发现坍塌或滑落征兆，必须

及时采取安全措施，并上报相关部门。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5#渣场现状无截排水措施。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5#渣场属于陡坡型渣场，且上游为高速公路路基，路基已将上游汇水截流，

无需新增截排水措施。但考虑到渣体稳定性因素，需考虑渣体内部排水纵向排水

体系，本方案新增各分级平台马道排水沟，总长 180m，断面采用梯形断面，上

顶宽 0.6m，下底宽 0.3m，深 0.3m。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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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0.13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差，需对边坡进行撒草绿化，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

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

黑麦草等，撒播密度 80kg/hm
2，需恢复面积 0.85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5#弃渣场目前各项措施较不完善，需新增平台马道排水沟 180m，对渣体进

行修整完善，新增绿化恢复面积 0.85hm
2。 

6#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6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境内，位于上行线 K17+680 右侧

7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0.60hm
2。原地貌高程为

1596~1615m，现状堆渣高程 1596~1616m，容量 7.80 万 m
3，共计弃渣 6.96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1.6m，最大堆渣高度为 20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6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6#渣场已设置混凝土拦渣墙长 36m。挡墙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

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6-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江底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0，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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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6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8.5~19 20~30 25~30 

6#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9     6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983 1.306 2.050 1.808 10.235 8.382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建

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本项目渣场上游为乡村道路，将上游汇水截走，上游汇水面积勾绘为

0.01km
2，汇水面积较小，本渣场不再设计截排水沟。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0.60hm
2，撒播草籽 0.6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6#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已经恢复植被且效果明显，无需新增

措施。 

7#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7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境内，位于上行线 K20+500 左侧

15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1.41hm
2。原地貌高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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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1460m，现状堆渣高程 1425~1468m，容量 18.00 万 m
3，共计弃渣 16.13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1.44m，最大堆渣高度为 43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7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7#渣场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30m。挡墙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

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2 合同 3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0     7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带 

18.4 34.2 16.0 VII 

7#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和极限平衡法（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

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 1.353、1.312，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

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在地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与极

限平衡法分析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094、1.051，

均大于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暴雨+地震共同影响下弃土场边坡整体处于稳

定状态，但从有限元分析结果来看，在自重+暴雨+地震作用下，弃土场边坡局

部地段出现了剪切带，及边坡存在开裂变形的倾向。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2.007>1.05，倾覆验算满足：KO=32.168>1.3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建

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同时加强对本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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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边坡定期进行安全稳定性检查，发现坍塌或滑落征兆，必须及时采取安全措施，

并上报相关部门。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两侧均设置截排水沟，两侧设置截排水沟，采用 C20 混凝土浇筑，

矩形断面，断面尺寸 80×80cm，总长 216m。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鲁甸县

弃土场（3#、4#、7#、8#）防洪影响评价》，“7#弃渣场布设位于牛栏江右岸支

流大坪沟道内，渣场上游 30m 为高速公路桥梁，下游 300m 两岸为农田，防洪设

计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弃渣场上游汇水面积为 0.84km
2，经分析计算，依照

现状设计断面形状，7#弃土场能满足所在沟道行洪要求”。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7#渣场现状截排水措施满足排洪要求，但考虑到渣场稳定性要求，需补充完

善横向排水体系，建议补充马道排水沟 50m，断面采用梯形断面，上顶宽 0.6m，

下底宽 0.3m，深 0.3m。但由于 7 号弃渣场排水沟直接连接在挡墙上部，需新增

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由于本渣场各项措施已修建完成，

不再新增跌水坎，而在挡墙下游新增 1 个消力池。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1.41hm
2，撒播草籽 1.41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大部分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局部区域植物长势较差，建议进行补植补种，

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补植面积 0.47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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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措施完善，截排水措施需完善横向排水体系，建议补充

马道排水沟 50m；同时局部区域植物长势较差，建议进行补植补种，撒播灌木种

子 0.47hm
2。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根据现场情况

在挡墙下游新增消力池 1 个。 

8#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8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江底镇境内，位于上行线上 K22+460 左侧

30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2.05hm
2。原地貌高程为

1389~1434m，现状堆渣高程 1394~1440m，容量 65 万 m
3，共计弃渣 51.25 万 m

3，

平均堆高为 25m，最大堆渣高度为 46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8 号

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

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8#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 2 道浆砌石拦渣墙。1#挡墙长 14m，高 6.0m，顶

宽 1.2m、背坡比 1:0.49、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

2#挡墙长 10m，高 8.0m，顶宽 1.2m、背坡比 1:0.55、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8-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3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1     8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土体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素填土 18.4 19 16 VII 

分析结果如下： 

8#弃渣场边坡较陡，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

建工程土建 3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初步评价，该渣场无法达到

稳定要求，需进行削坡处理，但由于 8#渣场上方已修建连接两处的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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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削坡则会中断当地交通，对当地居民出行产生不利影响，为兼顾安全和当地居

民出行需求，经建设单位与安评单位协商，在 8#边坡上方增加截水沟，将边坡

上方的汇水截断，保证边坡无水流进入边坡体内，同时加强边坡的绿化，经过整

改后 8#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进行计算，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

为 2.200，大于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在地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与极

限平衡法分析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134、1.194，

均大于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暴雨+地震共同影响下弃土场边坡整体处于稳

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1.863>1.200，倾覆验算满足：KO=9.112>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8#渣场下边坡上修建矩形混凝土截水沟，长 106m，断面尺寸为 40×40cm，

该排水沟主要排出渣面上的汇水，避免渣场汇水对下边坡产生不良影响。 

②现状弃渣场截排水措施评价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

弃土场（3#、4#、7#、8#）防洪影响评价》“8#渣场布设于牛栏江右岸支流石令

沟内，由于上游被陡坎截断，上游汇水面积仅 0.15km
2，防洪设计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 2.02m
3
/s，洪水较小，因此可由已铺设的排水盲沟进行

泄洪，排水盲沟采用粒径 50cm 的片石堆砌，断面尺寸为 2.5×2.5m 矩形断面；

根据计算结果，排水盲沟泄流能力为 2.53m
3
/s，大于 20 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2.02m
3
/s，可以满足泄洪要求”。同时由于渣场东西两侧汇水面积较小，且渣顶

已硬化，汇水基本不会渗入渣体内部，因此两侧不再新增截排水。 



 

74 

综上所述，8#渣场现状排水基本满足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8#渣场渣顶大部分已经硬化，但由于渣体沉降，部分混凝土被敲碎，需重新

进行铺设。未硬化部分渣场顶面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

施，乔木选择了迎圣诞树，灌木采用迎春、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迎春采用幼苗，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

先点播灌木草籽后喷播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

面积 0.60hm
2，共种植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167 株，迎春（高 30～50cm

以内幼苗）16667 株，撒播草籽 0.6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大部分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局部区域植物长势较差，建议进行补植补种，

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补种面积面积 0.40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考虑新增坡面整治及植物恢复措施，将边坡进行整治后撒播草籽进行恢复，

需补植绿化面积 0.40hm
2。 

9#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9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上行线上 K27+550 左侧

50m，属临河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0.99hm
2。原地貌高程为

1192~1231m，现状堆渣高程 1192~1231m，容量 13 万 m
3，共计弃渣 10.13 万 m

3，

平均堆高为 10.23m，最大堆渣高度为 39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9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9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拦渣堤）采用 4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

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

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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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9#渣场在渣场边坡沿河侧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堤长 218m（本方案只将渣场沿

河侧砌筑挡墙的工程量计列入弃渣场拦渣堤工程量，沟底铺砌和右侧护岸墙不计

入本渣场工程量内）。挡墙高 6.6m，顶宽 1.5m、背坡比 1:0.25、迎坡比 1:0.05、

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9-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江底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2     9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土石比例 

19 25 24~28 50 

9#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13     9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794 1.195 2.316 1.949 12.291 8.782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弃土场

（9#、10#、11#、16#）防洪影响评价评审意见》可知，9#弃渣场位于牛栏江支

流洞坪河下游，弃渣场所在河段上游 25m 处有老公路桥梁，下游 20m 为河道跌

坎型喇叭状河床，所在河段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弃土场拦渣堤所在河段能

满足 20 年一遇的行洪要求。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并

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弃渣场平台设置混凝土矩形截水沟，总长 532m，断面尺寸为 100×100cm。

本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截排水设计标准采用设计按5年一遇10min短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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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考虑。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地表种类为细粒土坡面（0.40~0.65）和一般耕

地（0.40~0.60），径流系数取 0.40；9#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量为

1.83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0.096km
2。根据公式 4-1 可知，设计流量为 1.17m

3
/s。

计算成果见表 4-37。 

9#渣场平台截水沟为混凝土浇筑，护面为光滑的混凝土护面，糙率取值为

0.015。根据公式 4-2 可知，9#渣场改移沟渠过流能力为 1.76m
3
/s＞设计流量

1.17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计算成果见表 4-38。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排水断面满足过流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9#渣场渣顶和坡面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乔木选

择了迎圣诞树，灌木采用迎春、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

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迎春采用幼苗，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先点播灌木

草籽后喷播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0.44hm

2，

共种植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133 株，迎春（高 30～50cm 以内幼苗）13333

株，撒播草籽 0.44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大部分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局部区域植物长势较差，建议进行补植补种，

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需补植绿化面积 0.55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将边坡进行整治后撒播草籽进行恢复，需补植绿化面积 0.55hm
2。 

10#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0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上行线上 K29+330 左

侧 150m，属临河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水浇地，占地 1.22hm
2。原地貌高程为

1444~1449m，现状堆渣高程 1441~1452m，容量 12 万 m
3，共计弃渣 9.68 万 m

3，

平均堆高为 5.39m，最大堆渣高度为 11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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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取

1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渣场下边坡北侧沿河侧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246.2m，其中高 8.5m 挡墙长

172.2m，高 7.5m 高挡墙长 74m。8.5m 高挡墙顶宽 1.2m、墙身高 7.0m，顶部加

高 1.5m、背坡比 1:0.51、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8~2.0m，墙趾埋深为 1.2m。

断面详见附图 4-10-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迤车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4     10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9.0~19.5 20~25 32~34 

本方案选取 10#弃渣场 8.5m 高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15     10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2.157 1.571 2.312 2.039 13.440 10.591 

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渣场稳定性满足要求。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弃土场

（9#、10#、11#、16#）防洪影响评价评审意见》可知，10#弃渣场位于牛栏江支

流洞坪河下游，弃渣场所在河段上游 31m 处为行洪薄弱区域，下游河道宽敞，

所在河段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弃土场拦渣堤所在河段能满足 20 年一遇的设

计洪水标准行洪要求。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并

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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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10#弃渣场上游为原 213 线路基排水沟，现状无排水沟。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评价 

10#渣场现状排水基本满足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0 号渣场已按

照原设计实施了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1.22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植物措施已按照原设计实施，但目前由于国道 213 线改线施工，将渣场南侧

已实施植物措施破坏，作为拌合站正在使用，故暂不新增绿化措施。 

三、需要完善措施 

10#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植物措施已按照原设计实施，已经

恢复植被且效果明显。但目前由于国道 213 线改线施工，将渣场南侧已实施植物

措施破坏，作为拌合站正在使用，故暂不新增绿化措施。 

11#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1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纸厂乡境内，位于下行线 K34+600 左侧

80m，属临河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林地及旱地，占地 2.00hm
2。原地貌高程

为 1575~1600m，现状堆渣高程 1573~1600m，容量 25.8 万 m
3，共计弃渣 20.58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0.29m，最大堆渣高度为 27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

范》，11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拦渣堤）

采用 4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弃渣场永久性

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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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1#渣场在渣场下边坡沿河侧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133m，挡墙高 7.5m，

墙身 6.0m，加高 1.5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11-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4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6     11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土体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素填土 18.4 19 16 VII 

分析结果如下： 

11#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进行计算，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

为 2.703，大于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在地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分析

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171，大于规范要求，弃渣

场在自重+暴雨+地震共同影响下弃土场边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1.797>1.200，倾覆验算满足：KO=9.394>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弃土场

（9#、10#、11#、16#）防洪影响评价评审意见》可知，11#弃渣场位于迤北河下

游右岸坡地，弃土场拦渣堤所在河段采用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通过计算，现状

拦渣堤能满足 20 年一遇的行洪要求。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并

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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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弃渣场东南侧上游已设置混凝土矩形截排水沟，总长 360m，断面尺寸为

80×60cm。 

11号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截排水设计标准采用设计按5年一遇10min

短历时降雨量考虑。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地表种类为细粒土坡面（0.40~0.65）和

一般耕地（0.40~0.60），径流系数取 0.40；11#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

量为 1.83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0.11km
2。根据公式 4-1 可知，设计流量为

1.34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7。 

11#渣场东南侧截排水沟为混凝土浇筑，护面为光滑的混凝土护面，糙率取

值为 0.015。根据公式 4-2 可知，11#渣场截排水沟过流能力为 1.41m
3
/s＞设计流

量 1.34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计算成果见表 4-38。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评价 

11#渣场现状排水基本满足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目前正在实施植物恢复措施，绿化面积 1.58hm
2。11#渣场渣顶和坡面采用灌

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乔木选择了迎圣诞树，灌木采用迎春、

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迎春采

用幼苗，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先点播灌木草籽后喷播草种，采用混播的方

式，撒播密度 80kg/hm
2。共种植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528 株，迎春（高

30～50cm 以内幼苗）52780 株，撒播草籽 1.58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11 号弃渣场现有拦挡、排水措施能够满足需要，植物措施正在实施，需要

加强后期抚育，保证成活率和覆盖率。同时部分渣顶被当地居民占用自建房屋，

无法进行绿化恢复，故暂不进行绿化。 

三、需要完善措施 

11#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植物措施正在实施，需要加强后期

抚育，保证成活率和覆盖率。 

12#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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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下行线 K35+840 右侧

3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0.64hm
2。原地貌高程为

1616~1625m，现状堆渣高程 1616~1625m，容量 7.0 万 m
3，共计弃渣 5.12 万 m

3，

平均堆高为 8m，最大堆渣高度为 9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2 号弃

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

程采用 5 级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2#渣场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37m。挡墙高 2.5m，顶宽 0.8m、背

坡比 1:0.332、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0.5~0.8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

附图 4-12-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迤车镇，

地震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7     12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8.5~19 20~30 25~30 

12#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18     12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2.661 1.575 2.314 2.024 21.005 14.685 

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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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北侧设置梯形浆砌石排水沟，断面尺寸（380+400）×200cm，总长

249m，衬砌厚 50cm，下底衬砌厚 40cm。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对 12#渣场北侧排水沟进行过流能力校核： 

本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截排水设计标准采用设计按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量考虑。 

根据公式 4-1，经查表可知，12 渣场地表种类为细粒土坡面（0.40~0.65）和

一般耕地（0.40~0.60），径流系数取 0.40；12#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

量为 1.83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1.30km
2。根据公式 4-1 可知，设计流量为

15.86m
3
/s。 

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12#渣场北侧排水沟用浆砌石砌筑，糙率取值为 0.017。根据公式 4-2 可知，

12#渣场排水沟过流能力为 18.20m
3
/s＞设计流量 15.86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

的要求。 

计算成果见表 4-38。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根据以上计算可知，现有改移沟渠能够满足渣场北侧上游过流。但由于部分

地段浆砌石排水沟存在水损，建议及时进行修复。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2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0.64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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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已经恢复植被且效果明显，无需

新增措施。部分地段浆砌石排水沟存在水损，建议及时进行修复，本方案不计入

工程量。 

13#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3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上行线 K41+100 右侧

2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1.0hm
2。原地貌高程为 1642~1659m，

现状堆渣高程 1641~1659m，容量 18.75 万 m
3，共计弃渣 15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5m，最大堆渣高度为 18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3 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5

级标准，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

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3#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30m。挡墙高 6.0m，顶宽 1.2m、

背坡比 1:0.49、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

见附图 4-13-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迤车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19     13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9~20 10~15 32~36 

13#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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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13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 -- 2.195 1.941 7.839 6.689 

由于渣场坡面与拦渣墙齐平，故不再计算边坡稳定系数。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西侧设置梯形浆砌石排洪沟，断面尺寸（100+175）×150cm，总长

196.5m。衬砌厚 80cm，下底衬砌厚 40cm。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

弃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13#弃渣场布设于金宝

坪子沟道内，紧挨下游高速公路涵洞，侧重于安全考虑，13#弃渣场防洪设计洪

水标准最终确定为 100 年一遇。根据就高不就低原则，13 渣场采用 100 年一遇

标准。 

②现状弃渣场截排水措施评价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

弃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可知，13#弃渣场上游汇水

面积为 0.64km
2，经分析计算，现状排水断面不能满足要求，需加高 0.5m，宽

0.8m。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3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1.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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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3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措施完善，需加高排水沟 0.5m，采用 C20 混凝土浇筑；

植被恢复效果明显，无需新增绿化措施。 

14#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4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下 K57+000 右侧

3000m，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及其他草地，占地 1.75hm
2。原地貌高

程为 1764~1802m，现状堆渣高程 1774~1806m，容量 40 万 m
3，共计弃渣 25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4.28m，最大堆渣高度为 32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14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

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4#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28.5m。挡墙高 8.0m，顶宽 1.2m、

背坡比 1:0.55、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

见附图 4-14-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迤车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1     14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20~20.5 10 33~37 

14#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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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14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2.118 1.403 1.710 1.550 5.625 5.049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渣场目前无截排水措施。 

②新增截排水措施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本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0.13km
2，渣场现状无法满足排洪要求，本方案拟在渣

场北侧新增一条排水沟，长 360m。 

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地表种类为细粒土坡面（0.40~0.65）和一般耕地

（0.40~0.60），径流系数取 0.40；14#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量为

1.83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0.13km
2。根据公式 4-1 可知，设计流量为 1.59m

3
/s。

计算成果见表 4-37。 

b、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新增土质梯形排水沟为在渣场北侧新增梯形土质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225，尺寸为下底 90cm，上顶 144cm，深 90cm。根据计算，新增排水沟过流

能力为 1.90m
3
/s＞设计流量 1.59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详见表 4-38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渣场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防护，已实施绿化措施面积 0.47hm
2。目前由

于后期堆放垃圾，部分植物措施已被破坏。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恢复较差，基本不能满足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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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渣场需完善北侧截水沟 360m；同时该渣场应尽快清运堆放的垃圾，并恢

复植被，考虑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恢复，恢复面积 1.28hm
2；或尽快办理移

交手续，将本渣场移交给地方。 

15#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5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迤车镇境内，位于上K60+600右侧20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0.78hm
2。原地貌高程为 1699~1710m，

现状堆渣高程 1699~1710m，容量 10.72 万 m
3，共计弃渣 8.40 万 m

3，平均堆高

为 10.6m，最大堆渣高度为 11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5 号弃渣场

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

用 5 级标准，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

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5#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长 62.7m。挡墙高 4.0m，顶宽 1.0m、

背坡比 1:0.36、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0.8~1.1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

见附图 4-15-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迤车镇

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3     15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21~22 5 35~39 

15#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24     15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 -- 2.310 2.031 7.003 5.936 

由于渣场坡面与拦渣墙齐平，故不再计算边坡稳定系数。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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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弃渣场已在南侧设置截排水沟，浆砌石矩形断面，断面尺寸 100×100cm，

总长 250m。 

对 15#渣场排水沟进行过流能力校核：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截排水设计标准采用设计按5年一遇10min短历

时降雨量考虑。径流系数取 0.20；14#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降雨量为

1.83mm/min，上游汇水面积为 1.58km
2。根据公式 4-1 可知，设计流量为 9.64m

3
/s。

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已有排水沟为浆砌石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17，根据公式 4-2，本渣场截水

沟过流能力 6.32m
3
/s＜设计流量 9.65m

3
/s。排洪渠断面不满足要求。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渣场南侧排洪沟无法满足行洪要求，建议加高排洪沟。 

③新增截排水措施 

15#渣场排水沟尺寸加大为 100×150cm，过流能力为 10.26m
3
/s，大于设计

过流能力，因此建议将 15#排水沟尺寸加大为 100×150cm。详见表 4-38。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5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0.67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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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场区域植被长势较差，基本无法满足绿化要求，需新增绿化措施，采用灌

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

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新增绿化面积 0.11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5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措施完善，需加高排水沟 50cm，宽 40cm，同时恢复

植被且效果不明显，需新增绿化措施，绿化面积 0.11hm
2。 

16#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6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大桥乡境内，位于下 K76+304 左侧 50m，

属临河型弃渣场，原地貌为荒草地，占地 1.55hm
2。原地貌高程为 1863~1912m，

现状堆渣高程 1863~1912m，容量 5万m
3，共计弃渣 3.55万m

3，平均堆高为 2.29m，

最大堆渣高度为 49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6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

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4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

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6#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堤长 208m。拦渣堤高 4.0m，顶宽

1.0m、背坡比 1:0.36、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0.8~1.1m，墙趾埋深为 0.5m。后

期挡墙加高了 0.60m。断面形式见附图 4-16-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大桥乡，

地震峰值加速度 g 为 0.15，抗震设计烈度 V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5     16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21~22 5 34~38 

16#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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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16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358 1.265 1.576 1.403 4.884 4.292 

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临河型渣场对河道影响分析评价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弃土场

（9#、10#、11#、16#）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中描述：16#弃土场位于杨梅山小河

中游左岸坡地，已建 4.0m 高，顶宽 1.0m 的挡渣墙，弃土场上游河道左岸为耕地，

下游左岸为陡坡，右岸为高速公路桥墩，防洪设计标准为 20 年一遇。根据《国

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项目弃土场（9#、10#、11#、

16#）防洪影响评价评审意见》可知，弃土场拦渣墙所在河段需增高拦渣墙 0.48m。

截止到 2017 年 7 月，拦渣墙已加高 0.60m。 

③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无需新增拦挡措施。 

（2）截排水措施 

本渣场现状无截排水措施。根据现场调查，渣场上游为高速公路路基，路基

已有完善的排水措施，将上游汇水截走，汇水面积只有渣场本身的汇水，故本渣

场不再设计截排水措施。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6#渣场已实施

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1.55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绿化区域植被长势较好，基本达到绿化要求。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6#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植被绿化较好，无需新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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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7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K77+700左侧10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3.60hm
2。原地貌高程为 1900~1961m，

现状堆渣高程 1900~1970m，容量 35 万 m
3，共计弃渣 30.55 万 m

3，平均堆高为

8.49m，最大堆渣高度为 70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7 号弃渣场属 3

级渣场，按照 3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4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3

级标准，取 30 年一遇防洪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7#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 2 道浆砌石拦渣墙，总长 35.5m，其中 1#拦渣墙

长 23.7m，2#拦渣墙长 11.8，拦渣墙高 3.0m，顶宽 0.8m、背坡比 1:0.33、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0.5~0.8m，墙趾埋深为 0.5m。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6 合同 3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7     17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土体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素填土 18.4 19 16 VII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6 合同 3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初步评价，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

数分别为 1.469、1.257，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但在降雨+地震（地

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与极限平衡

法分析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134、1.194，均大于

规范要求，弃渣场在自重+暴雨+地震共同影响下弃土场边坡整体处于稳定状态，

但极易发生局部滑移失稳。为保证渣场的安全性，建设单位完善了渣场削坡分级、

截水沟及绿化措施。 

地震工况下，17#弃渣场 L 型排水沟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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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3.239>1.200，倾覆验算满足：KO=6.275>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17#弃渣场已在东侧设置 L 型改移沟渠，改移沟渠为梯形断面，断面尺寸

（248+386）×200cm，梯形边坡系数 m=1:0.25，总长 120m；改移沟渠旁混凝土

挡墙高 5.0m，顶宽 1.0m、背坡比 1:0.44、迎坡面垂直、墙踵埋深 1.1~1.3m，墙

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弃

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17#渣场位于杨梅山河右岸

支流小花箐左岸坡地，17#弃渣场防洪设计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上游汇水面积

为 1.35km
2。根据计算结果，L 型改移沟渠能够满足设计洪水行洪要求。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渣场东侧改移沟渠能够满足上游汇水排洪要求。为增加渣体的稳定性，在渣

顶上方布设了截水沟，截水沟长 50m，矩形混凝土浇筑，尺寸为 40×40cm。 

但考虑到渣体本身稳定性，需新增平台马道排水沟 650m，马道排水沟采用

梯形土质排水沟，尺寸为（30+60）×30cm。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藏柏、刺槐和

火棘，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

种，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目前正在

实施植物措施，采用撒灌草结合的方式进行，绿化面积 3.50hm
2。共种植紫叶李

（胸径 5-7cm 乔木，含 7cm）37 株，塔柏（高 160～180cm 以内塔柏，含 140cm）

190 株，迎春（高 30～50cm 幼苗，含 50cm）13333 株，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含 100cm）133 株，撒播草籽绿化 3.5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目前正在实施植物措施，加强后期抚育管理，保持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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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7#弃渣场目前各项措施较完善，需加强后期抚育管理，保持成活率。同时

新增平台马道排水沟 650m。 

18#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8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K78+400右侧10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3.33hm
2。原地貌高程为 1939~1968m，

现状堆渣高程 1939~1968m，容量 42 万 m
3，共计弃渣 34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0.2m，

最大堆渣高度为 29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8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

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

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18#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 2 道浆砌石拦渣墙，1#拦渣墙长 26.6m，高 8.8m，

顶宽 1.2m、背坡比 1:0.55、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

2#拦渣墙长 16.8m，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迎坡比 1:0.10、墙踵埋

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18-2。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1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8     18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土体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素填土 18.4 19 16 VIII 

18#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和极限平衡法（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

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 2.350、2.100，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

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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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2.841>1.200，倾覆验算满足：KO=6.561>1.4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本弃渣场已在西侧设置改移沟渠，浆砌石矩形断面，断面尺寸 150×100cm，

总长 360m。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径流系数取 0.22；18#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

时降雨量为 1.83mm/min。本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1.24km
2，根据公式 4-1，本渣场

设计流量为 8.32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已有排水沟为浆砌石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17，根据公式 4-2，本渣场已有

改移沟渠过流能力 8.39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8 所示。 

由表可知，本渣场截水沟过流能力 8.39m
3
/s＞设计流量 8.32m

3
/s。改移沟渠

断面能满足要求。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渣场西侧改移沟渠能够满足上游汇水排洪要求。但由于 18 号弃渣场排洪沟

直接连接在挡墙上部，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由于

本渣场各项措施已修建完成，不再新增跌水坎，而在挡墙下游新增 1 个消力池。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8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3.13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现状部分区域植物措施长势较差，需要进行补植补种，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

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

茅和黑麦草等，需补植补种面积 0.20hm
2。 



 

95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8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较完善，需新增已有排水与周边自然沟

道的衔接和消能措施，根据现场情况在挡墙下游新增消力池 1 个。同时植被恢复

效果不明显，需新增措施。考虑采取撒播草籽方式进行，绿化面积 0.20hm
2。 

19#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19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K79+650左侧100m，

属洼地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林地及旱地，占地 2.40hm
2。原地貌高程为

2015~2043m，现状堆渣高程 2016~2055m，容量 48 万 m
3，共计弃渣 38.50 万 m

3，

平均堆高为 16m，最大堆渣高度为 39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19 号

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

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取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拦渣墙长 110m，拦渣墙高 2.2m，顶宽 1.0m，背坡比 1:0.39、

迎坡比 1:0.10。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1 合同 2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29     19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21 0 40 VIII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2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初步评价，该渣场在自重作用下边坡最小安全系

数分别为 1.575、1.408，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但在降雨+地震（地

震烈度为 VII 度，加速度值为 0.10g 的地震）作用下，经强度折减法与极限平衡

法分析弃渣场的稳定性可知，最不利时的安全系数分别为 1.059、1.094，虽均大

于规范要求，但考虑到本渣场失事对主线路基将产生不利影响，安评单位与建设

单位协商后，在渣场下边坡增加了一道挡墙，同时在渣顶上方新增截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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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本渣场挡墙发挥着较好的拦挡功能，拦挡措施完善。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19#弃渣场已在西侧和平台上设置混凝土矩形排水沟，断面尺寸 80×60cm。

排水沟最终汇入路基排水系统内，总长 270m。 

由于渣场比周边高程大，汇水面积仅为渣体本身的面积，汇水面积为

0.03km
2，本渣场径流系数取 0.40，设计流量为 0.37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已有截排水沟为混凝土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17，根据公式 4-2，本渣场已

有截排水沟过流能力 0.77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8 所示。 

由表可知，本渣场截水沟过流能力 0.77m
3
/s＞设计流量 0.37m

3
/s。截排水沟

断面能满足要求。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渣场截排水沟能够满足上游汇水排洪要求。但现状排水沟部分路段被埋堵，

建议对淤堵路段进行清理。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19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0.52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目前部分边坡绿化效果较好，大多数区域绿化效果较差，需新增植物措施，

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新增绿化面积 1.86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19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但植被恢复效果不明显，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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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绿化面积 1.88hm
2。 

20#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0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K81+200左侧20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1.87hm
2。原地貌高程为 2020~2072m，

现状堆渣高程 2020~2072m，容量 21 万 m
3，共计弃渣 15.13 万 m

3，平均堆高为

8.09m，最大堆渣高度为 52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0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采用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

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20#渣场在渣场下游已设置 1 道浆砌石拦渣墙，拦渣墙长 196m，高 4m，顶

宽 1.0m、背坡比 1:0.36、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0.8~1.1m，墙趾埋深为 0.5m。

断面形式见附图 4-20-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五星乡

峰值加速度 g 为 0.20，抗震设计烈度 VI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30     20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7.5 28~30 17 

20#弃渣场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31     20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14.232 5.209 10.205 5.957 17.985 10.474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 

同时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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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县弃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中“20#弃渣场位于

烂泥箐沟道右侧坡地，20#弃渣场下游为高速公路桥梁野猪冲 1#大桥，单孔跨径

30m，位于 20m~40m 之间，15 孔跨径总长 450m，位于 100~1000m 之间，根据

公路桥涵分类，确定为大桥，参照《防洪标准》中公路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防

护等级和防洪标准中高速公路大、中桥的防护标准确定为 100 年一遇；根据防洪

计算结果可知，原控制断面未修建拦挡措施，不满足行洪要求，建议在弃土场一

侧修建 4.0m 高挡墙，以防洪水漫顶影响渣体稳定，因此在需在离河道 4m 距离

处新增 4m 高挡墙 41m。目前挡土墙已经完善，新增挡土墙长度包含在总长 196m

中。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弃渣场已在西南侧设置混凝土矩形排水沟 110m，断面尺寸 0.8×0.6m，末端

接入原有机耕道排水系统中。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但本渣场未形成完整的截排水系统。根据地形图量测，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0.08km
2，设计流量为 0.49m

3
/s。现状截排水措施无法满足要求。 

③新增截排水措施 

渣场需在渣场东北侧新增土质梯形截排水沟，截流上游汇水，截排水沟总长

250m，糙率取值为 0.0225，尺寸为下底 80cm，上顶 100cm，深 60cm。根据计

算，新增排水沟过流能力为 0.59m
3
/s＞设计流量 0.49m

3
/s，可满足上游汇水过流

的要求。计算成果见表 4-37 所示。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本渣场绿化较差，基本未实施绿化。 

②绿化现状评价 

需对渣场实施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

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先点播灌木草籽

后喷播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撒播密度 80kg/hm
2。需绿化面积 1.87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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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完善，需补充截排水措施，新增土质梯形排水沟，总

长 250m；植被恢复效果不明显，需新增措施，新增绿化面积 1.87hm
2。 

21#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1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 K82+000 右侧 5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4.0hm
2。原地貌高程为 2030~2039m，现

状堆渣高程 2030~2040m，容量 51 万 m
3，共计弃渣 36 万 m

3，平均堆高为 9m，

最大堆渣高度为 10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1 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

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5 级标准，

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在渣场下游已设置浆砌石拦渣墙，拦渣墙长 165m，高 8m，顶宽 1.2m、背

坡比 1:0.55、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扩建工程土建 7 合同 3

号弃土场工程安全性评价报告》，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32     21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地震烈度区域 

18.4 34.0 15.0 VIII 

21#弃渣场稳定性分析采用 Midas GTS NX 软件分别用有限元强度折减法

（SRM）和极限平衡法（SAM）进行计算比较，根据计算，该渣场在自重作用

下，边坡最小安全系数分别为 4.700、4.510，两种计算结果相近且均大于规范要

求，弃渣场在自重作用下处于稳定状态。 

地震工况下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挡渣墙滑移验算满足：

Kc=2.569>1.050，倾覆验算满足：KO=13.663>1.300。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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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a、截水沟洪峰流量确定 

弃渣场在东侧设置矩形截排水沟 418m，采用 C20 混凝土浇筑，断面尺寸

0.8×0.6m。经查表可知，本渣场径流系数取 0.40；20#渣场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

时降雨量为 1.83mm/min。本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0.02km
2，根据公式 4-1，本渣场

设计流量为 0.24m
3
/s。计算成果见表 4-37。 

b、已有截排水措施过流能力复核 

已有排水沟为混凝土排水沟，糙率取值为 0.015，根据公式 4-2，本渣场已有

改移沟渠过流能力 0.39m
3
/s＞设计流量 0.24m

3
/s，满足过流能力。计算成果见表

4-38 所示。 

c、渣场旁改移沟渠排洪能力校核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

弃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 

21#弃渣场位于猫猫箐沟道右侧坡地，上游汇水面积 0.64km
2，防洪设计洪

水标准最终确定为 20 年一遇，21#弃土场南侧挡墙共用改移河道形式，河道采用

梯形断面，河底宽 8m，堤顶高 2.5m，顶宽 0.8m，采用 M10 浆砌块石砌筑，河

底铺砌 0.4m，左右岸坡比 1:0.25，基础埋深 1.5m。根据计算，21#弃土场所在河

段均能满足设计洪水行洪要求。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现状截排水措施能够满足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21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3.8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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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部分区域植物措施长势较差，需要进行补植补种。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

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

茅和黑麦草等，补植面积 0.20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21 号弃渣场目前拦挡、截排水措施完善，但植被恢复效果不明显，需新增

措施。考虑采取撒播草籽方式进行，绿化面积 0.20hm
2。 

22#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2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 K85+400 右侧 5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3.41hm
2。原地貌高程为 2116~2142m，

现状堆渣高程 2116~2136m，容量 60 万 m
3，共计弃渣 47.54 万 m

3，平均堆高为

13.66m，最大堆渣高度为 20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2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采用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

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 

二、现有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22#渣场在渣场下游西南侧设置 1#浆砌石拦渣墙，长 91m，平均挡墙高 8.0m，

顶宽 1.2m、背坡比 1:0.55、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1.1~1.3m，墙趾埋深为 0.5m。

渣场东南侧沿较大沟道一侧设置 2#浆砌石沟道拦渣堤，总长 253.5m，平均高

3.0m，顶宽 0.80m、背坡比 1:0.33、迎坡比 1:0.10、墙踵埋深 0.8~1.1m，墙趾埋

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22-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五星乡

峰值加速度 g 为 0.20，抗震设计烈度 VI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33     22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8.5 30~3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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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弃渣场 8m 高挡墙的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34     22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2.162 1.418 1.799 1.464 9.162 6.765 

22#弃渣场挡墙和渣场边坡稳定。 

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

弃土场（13#、17#、20#、21#、22#）防洪影响评价》，22#弃渣场位于半边箐河

道左侧坡地，22#弃渣场防洪设计洪水标准最终确定为 20 年一遇，上游汇水面积

6.8km
2，2#拦渣堤满足过流能力要求。 

②渣场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从以上描述可知，渣场边坡和挡墙稳定性满足要求，但根据《国家高速公路

网 G85 渝昆高速昭通至会泽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会泽县弃土场（13#、17#、20#、

21#、22#）防洪影响评价》“从冲刷计算结果可看出，当出现 20 年一遇洪水时

22#存在冲刷，22#冲刷深度 0.59m，因此 22#需在沟道增设 1.0m 高固床坝，间隔

15m，共修建 17 座。 

因此 22#渣场需新增 1.0m 高固床坝，共布设 17 座。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本工程现状无截排水措施。 

②现状截排水措施评价 

但本渣场未形成完整的截排水系统。根据地形图量测，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0.05km
2，现状截排水措施无法满足要求。 

③新增截排水措施 

弃渣场在南侧新增梯形土质排水沟 270m。渣场上游汇水面积 0.05km
2，根

据公式 4-1 计算，渣场上游设计流量 0.49m
3
/s，计算结果详见表 4-37。新增截排

水措施断面尺寸为上顶 0.96m，下底 0.6m，深 0.6m，根据公式 4-2 计算得到过

流能力 0.50m
3
/s＞设计流量 0.49m

3
/s，满足过流能力。计算成果见表 4-38 所示。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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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乔木选择了迎圣诞树，灌

木采用迎春、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

草等。迎春采用幼苗，多花木兰、木豆采用草籽，先点播灌木草籽后喷播草种，

采用混播的方式，撒播密度 80kg/hm
2。绿化恢复面积 2.58hm

2，共种植圣诞树（高

80～100cm 幼苗）861 株，迎春（高 30～50cm 以内幼苗）43035 株，撒播草籽

2.58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现状部分区域植物措施长势较差，需要进行补植补种。采用灌木种子和草籽

混播的方式，灌木选择多花木兰、木豆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

茅和黑麦草等，补植面积 0.83hm
2。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弃渣场在南侧设置梯形土质截排水沟 270m，同时完善渣场 1.0m 高固床坝，

间隔 15m，共修建 17 座。现状部分区域植物措施长势较差，需要进行补植补种。

补植面积 0.83hm
2。 

23#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3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五星乡境内，位于下行线 K87+300 右侧

150m，属洼地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及其他草地，占地 1.94hm
2。原地貌高程

为 2202~2237m，现状堆渣高程 2206~2220m，容量 29 万 m
3，共计弃渣 17.54 万

m
3，弃土后平均堆高为 9m，最大堆渣高度为 14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

范》，23 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 

二、现有措施 

由于本渣场已被当地乡镇政府征用，作为工业园区用地，目前该区域正在进

行园区的场地平整。建议该渣场及时办理移交协议，不再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24#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4 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鲁纳乡境内，位于下行线 K92+810 右侧

50m，属洼地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占地 2.42hm
2。原地貌高程为 2333~2343m，

现状堆渣高程 2333~2340m，容量 17.5 万 m
3，共计弃渣 3.50 万 m

3，弃土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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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为 1.5m，最大堆渣高度为 7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4 号弃渣

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 

二、现有措施 

目前无水土保持措施。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24 号弃渣场目前尚未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由于该渣场为洼地型弃渣场，根

据现场调查，无需设置拦挡及截排水措施，渣场需整平，可用于复耕。需复耕面

积 2.42hm
2。 

25#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5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金钟镇境内，位于上K94+600右侧100m，

属洼地型弃渣场，原地貌为旱地和其他草地，占地 1.62hm
2。原地貌高程为

2336~2342m，现状堆渣高程 2336~2342m，容量 12.7 万 m
3，共计弃渣 7.59 万

m
3，平均堆高为 4.7m，最大堆渣高度为 6.0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25 号弃渣场属 5 级渣场，按照 5 级渣场标准防治。 

二、现有措施 

目前无水土保持措施。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25 号弃渣场目前尚未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由于该渣场为洼地型弃渣场，根

据现场调查，无需设置拦挡及截排水措施，渣场已经整平，可用于复耕。需复耕

面积 1.62hm
2。 

26#弃渣场 

一、基本情况 

26号弃渣场在云南省昭通市会泽县金钟镇境内，位于上K98+000右侧120m，

属沟道型弃渣场，原地貌为其他草地，占地 2.89hm
2。原地貌高程为 2295~2346m，

现状堆渣高程 2305~2346m，容量 21 万 m
3，共计弃渣 16.90 万 m

3，平均堆高为

5.84m，最大堆渣高度为 41m。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26 号弃渣场属 4

级渣场，按照 4 级渣场标准防治，其中拦挡工程采用 5 级标准，排洪工程采用 4

级标准，弃渣场永久性截排水措施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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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植被工程采用 3 级标准。 

二、现有措施 

1、工程措施 

（1）拦挡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拦挡措施 

26#渣场渣场下游已设置 5 道浆砌石拦渣墙，但由于下游 3 道挡墙应当地居

民要求修建，跟本渣场基本无关，本方案只统计 1~2#渣场，1#拦渣墙长 34m，

2#拦渣墙长 32m，总长 66m。1#、2#拦渣墙平均高 6.0m，顶宽 1.2m、背坡比 1:0.49、

迎坡比 1:0.1、墙踵埋深 0.8~1.1m，墙趾埋深为 0.5m，断面形式见附图 4-26-2。 

利用理正岩土工程软件 5.11 版进行计算，弃渣场抗滑稳定采用简化毕肖普

法，通过查阅《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渣场所处金钟镇，

地震峰值加速度 g 为 0.20，抗震设计烈度 VIII 度，材料计算参数选取见下表： 

表 4-35     26 号弃渣场稳定性分析参数选取一览表 

容重（kN/m
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19~20 10~15 32~36 

选取本渣场 1#挡墙进行验算，各项验算结果如下： 

表 4-36     26 号弃渣场稳定性计算结果 

弃渣场抗滑稳定系数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系数 土质地基挡渣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正常运用 非常运用 

2.679 1.612 2.074 1.656 7.793 5.839 

各项验算结果都满足要求。 

②现状拦挡措施评价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渣场基本能满足各项要求，建议加强挡墙后期养护，

必要时做好挡墙墙角的抗滑加固措施。 

（2）截排水措施 

①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措施 

26#渣场现状无排水沟措施。 

②现状弃土（渣）场截排水评价 

26 号弃渣场东侧新增土质梯形截排水沟，长 130m，上顶 1.22m，下底 0.8m，

深 0.7m。东侧上游汇水面积为 0.06km
2，设计流量为 0.55m

3
/s，糙率取值为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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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排水沟过流能力为 0.63m
3
/s＞设计流量 0.55m

3
/s，可满足东侧上游汇水

过流的要求。 

西侧新增土质梯形排水沟，长 190m，上顶 1.6m，下底 1.0，深 1.0m。西侧

上游汇水面积为 0.18km
2，设计流量为 1.65m

3
/s，糙率取值为 0.025，经计算，排

水沟过流能力为 1.73m
3
/s＞设计流量 1.65m

3
/s，可满足西侧上游汇水过流的要求。 

2、植物措施 

①绿化现状 

采用灌草结合的方式对渣场实施了植物恢复措施，灌木采用多花木兰、木豆

等，草籽选取戟叶酸模，紫花苜蓿，高羊茅和黑麦草等，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草种采用混播的方式，混播比例按 1:1:1:1，撒播密度 80kg/hm
2。26 号渣场已实

施植物措施，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0.80hm
2。 

②绿化现状评价 

由于目前该弃渣场渣顶堆放石渣当地村民正在进行利用，故植物措施仅实施

了少部分面积，采用撒播草籽方式进行，后期石渣利用完毕后，再进行全面恢复。 

三、需补充完善措施 

26 号弃渣场新增土质梯形截排水沟，长 320m。后期考虑灌草结合的方式进

行绿化，渣顶考虑复耕，绿化面积 2.89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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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各渣场设计流量计算表 

渣场编号 位置 
汇水面积 F

（km
2）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设计暴雨

q（mm/min） 

径流系数 φ 
设计排水流

量（m
3
/s） 

2#渣场 
西侧 0.53 1.95 0.40 6.91 

东侧 0.06 1.95 0.40 0.72 

9 渣场 西侧 0.096 1.83 0.4 1.17 

11 渣场 东南侧 0.11 1.83 0.4 1.34 

12#渣场 北侧 1.30 1.83 0.4 15.86 

14#渣场 北侧 0.13 1.83 0.4 1.59 

15#渣场 
南侧 1.58 1.83 0.2 9.64 

加高后 1.58 1.83 0.2 9.64 

18#渣场 改移沟渠 1.24 1.83 0.22 8.32 

19#渣场 截排水沟 0.03 1.83 0.40 0.37 

20#渣场 截排水沟 0.08 1.83 0.20 0.49 

21#渣场 东侧 0.02 1.83 0.4 0.24 

22#渣场 南侧 0.05 1.83 0.32 0.49 

26#渣场 
东侧 0.06 1.83 0.3 0.55 

西侧 0.18 1.83 0.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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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渣场截排水沟过流能力校核计算表 

渣场编

号 
位置 

底宽
b(m) 

水深
h0(m) 

边坡 m 糙率 n 底坡 i 

过水断

面 A

（m
2） 

湿周
x(m) 

水力半

径 R(m) 

谢才系数
C(m

0.5
/s) 

过流能力

Q(m
3
/s） 

设计流

量 

2#渣场 
西侧 2.00 1.50 

 
0.015 0.003 3.00 5.00 0.60 61.23 7.79 6.91 

东侧 0.80 0.70 0.30 0.0225 0.003 0.71 2.26 0.31 36.61 0.79 0.72 

9 渣场 平台截水沟 1.00 1.00 
 

0.015 0.003 1.00 3.00 0.33 55.51 1.76 1.17 

11 渣场 东南侧 0.80 0.60 
 

0.015 0.013 0.48 2.00 0.24 52.55 1.41 1.34 

12#渣场 北侧 3.00 2.00 0.25 0.017 0.002 7.00 7.12 0.98 58.65 18.20 15.86 

14#渣场 北侧 0.90 0.90 0.30 0.0225 0.006 1.05 2.78 0.38 37.81 1.90 1.59 

15#渣场 
南侧 1.00 1.00 

 
0.017 0.050 1.00 3.00 0.33 48.98 6.32 9.64 

加高后 1.00 1.50 
 

0.017 0.050 1.50 4.00 0.38 49.95 10.26 9.64 

18#渣场 改移沟渠 1.50 1.00 
 

0.017 0.028 1.50 3.50 0.43 51.08 8.39 8.32 

19#渣场 截排水沟 0.80 0.60 
 

0.017 0.005 0.48 2.00 0.24 46.37 0.77 0.37 

20#渣场 截排水沟 0.80 0.60 0.25 0.023 0.003 0.57 2.04 0.28 35.94 0.59 0.49 

21#渣场 东侧 0.80 0.60 
 

0.015 0.001 0.48 2.00 0.24 52.55 0.39 0.24 

22#渣场 南侧 0.60 0.60 0.25 0.025 0.005 0.45 1.84 0.24 31.64 0.50 0.49 

26#渣场 
东侧 0.80 0.70 0.30 0.025 0.002 0.71 2.26 0.31 32.95 0.63 0.55 

西侧 1.00 1.00 0.30 0.025 0.004 1.30 3.09 0.42 34.63 1.7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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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弃渣场已有措施工程统计汇总表 

渣

场 

编

号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挡渣墙 截排水沟 栽植乔木 栽植灌木 
撒播草

籽 

(hm2)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砌

石(m3) 

基础开挖

(m3) 

基础回填

(m3)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

砌石(m3) 

基础开

挖(m3) 

基础回

填(m3) 
紫叶李 塔柏 

迎春

（株） 

圣诞

树

（株） 

1# 
          

  
  

0.41 

2# 84.00 
 

1855.56 1113.34 512.13 2000.00 4640.00 
 

2969.60 1276.93   70357 704 2.11 

3# 16.00 162.24 
 

105.46 48.51 395.00 308.10 
 

197.18 84.79   
  

1.02 

4# 30.00 
 

662.70 397.62 182.91 319.00 797.50 
 

510.40 219.47   
  

1.84 

5# 76.00 770.64 
 

500.92 230.42 
   

    
  

0.13 

6# 36.00 795.24 
 

516.91 237.78 
   

    
  

0.60 

7# 30.00 
 

662.70 477.14 219.49 216.00 194.40 
 

124.42 53.50   
  

1.41 

8# 24.00 
 

677.66 371.44 224.86 106.00 57.24 
 

36.63 15.75   16667 167 0.60 

9# 218 
 

3270 1486.00 1289.56 532.00 808.64 
 

517.53 222.54   13333 133 0.44 

10# 246.20 
 

6385.87 4238.26 1949.60 
   

0.00 0.00   
  

1.22 

11# 133.00 3193.60 
 

2075.84 954.89 360.00 345.60 
 

221.18 95.11   52780 528 1.58 

12# 37.00 
 

195.03 113.69 52.30 249.00 
 

358.56     
  

0.64 

13# 30.00 
 

662.70 397.62 182.91 196.50 
 

668.10     
  

1.00 

14# 28.50 
 

1049.94 629.96 289.78 
   

    
  

0.47 

15# 62.70 
 

635.78 381.47 175.47 250.00 
 

380.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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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

场 

编

号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挡渣墙 截排水沟 栽植乔木 栽植灌木 
撒播草

籽 

(hm2)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砌

石(m3) 

基础开挖

(m3) 

基础回填

(m3)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

砌石(m3) 

基础开

挖(m3) 

基础回

填(m3) 
紫叶李 塔柏 

迎春

（株） 

圣诞

树

（株） 

16# 208.00 124.80 2109.12 1340.35 616.56 
   

    
  

1.55 

17# 35.50 
 

220.74 132.44 60.92 170 2158.11 
 

1363.91 586.48 37 190 13333 133 3.50 

18# 43.40 
 

1135.06 681.04 313.28 360.00 
 

619.20     
  

3.13 

19# 110.00 372.46 
 

142.10 99.37 270.00 302.40 
 

193.54 83.22   
  

0.52 

20# 196.00 
 

1987.44 1192.46 548.53 110.00 105.60 
 

67.58 29.06   
   

21# 165.00 
 

6078.60 3647.16 1677.69 418.00 468.16 
 

299.62 128.84   
  

3.80 

22# 344.50 
 

4928.70 2957.22 1360.32 
   

    43035 861 2.58 

23# 
   

  
   

    
   

24# 
   

  
   

    
   

25# 
   

  
   

    
   

26# 66 
 

2174.32 1155.35 672.25 
   

    
  

0.80 

合

计 
2219.8 5418.98 34691.92 24053.79 11899.53 5951.5 10185.75 2025.86 6501.59 2795.69 37 190 209505 2526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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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需新增措施工程量统计汇总表 

渣场编号 

工程措施 
植物 

措施 

复耕

(hm2) 
截排水沟 固床坝 排水沟 消力池 撒播 

草籽 

(hm2)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砌

石(m3) 
数量（座） 

M7.5 浆砌石

(m3) 

长度

（m） 

土方开挖

(m3) 

数量

（座） 

M7.5 浆砌

石(m3) 

土方开挖

(m3) 

土方回填

(m3) 

1#                     0.63 

2#           327 231.189     2.59   

3#               1 3.40 2.76 0.98     

4#               1 3.40 2.76 0.98     

5#           180 24.3     0.85   

6#                       

7#           50 6.75     0.47   

8#                   0.40   

9#                   0.55   

13# 196.5 157.2                   

14#           360 379.08     1.28   

15# 250 100               0.11   

16#                      

17#           650 87.75     
 

  

18#               1 3.40 2.76 0.9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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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场编号 

工程措施 
植物 

措施 

复耕

(hm2) 
截排水沟 固床坝 排水沟 消力池 撒播 

草籽 

(hm2) 

长度

（m） 

C20 混凝

土(m3) 

M7.5 浆砌

石(m3) 
数量（座） 

M7.5 浆砌石

(m3) 

长度

（m） 

土方开挖

(m3) 

数量

（座） 

M7.5 浆砌

石(m3) 

土方开挖

(m3) 

土方回填

(m3) 

19#                   1.88   

20# 
  

      250 142.50     1.87   

21#                   0.20   

22#       17 90.6 270 121.5     0.83   

23#                   
  

24#                     2.42 

25#                     1.62 

26#           320 338.91     2.89   

合计 446.5 257.2 0 17 90.6 2407 1331.979 3 10.2 8.28 2.94 14.12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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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弃渣场变更设计投资 

5.1 投资估算编制原则、依据及方法 

5.1.1 编制原则 

（1）、水土保持工程为主体工程的配套工程，主要由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和临时措施组成。弃渣场变更方案水土保持投资最终将作为主体工程投资的组成

部分，计入主体工程投资中； 

（2）、水土保持投资估算费用编制依据为已实施的部分，按实际发生计列；

主体工程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水土保持工程估算定额； 

（3）、弃渣场投资估算价格水平年与主体工程阶段保持一致，按2017年第3 

季度价格水平年计。 

5.1.2 编制依据 

（1）《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B06-2007，交通部

2008 年 1 月 1 日）； 

（2）《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B06-01-2007，交通部 2008 年 1 月 1 日）； 

（3）《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B06-02-2007，交通部 2008 年 1 月 1 日）； 

（4）《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B06-03-2007，交通部 2008 年 1

月 1 日）； 

（5）《公路工程施工定额》（交通部，2009 年 7 月 1 日）； 

（6）云交基建〔2013〕3 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公路基本

建设项目概算估算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的公告”； 

（7）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13 年 11 月 30 日起实施的《云南省公路工程基本

建设项目估算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 

（8）云交基建〔2012〕413 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云南省公路工程

人工工日单价的通知”； 

（9）云交基建〔2008〕804 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公

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估算预算编制办法》中人工费单价和规费费率的通知”； 

（10）云价费发 25 号文《云南省水土流失防治费及水土保设施补偿费的征

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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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费用计列的指导意见》（保监

(2005)22 号）； 

（12）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 100 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综[2008]78 号，2008 年 11 月 13 日）； 

（13《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和定额》(水利部[2003]67 号文)； 

（14）《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国家发

展改革委、建设部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15）交通运输部 2011 年第 82 号公告文件《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估

算编制办法》（JTG M20-2011）； 

（16）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执行《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费收费管理规定》

问题的批复（云水建管〔2007〕48 号）； 

（17）《云南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有关问题的意见》（云水保监字〔2010〕7 号）； 

（18）《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2014 年 5 月 7 日，

发改价格〔2014〕886 号）； 

（19）《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土流失防治费及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的征收标准

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价发[1997]25 号）； 

（20）《贵州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 111 号，

2009 年 3 月 24 日）； 

（21）云南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估算定额及有关规定； 

（22）部分非标定额采用估算定额基价和当地实价相结合计算； 

（23）主体工程招投标资料。 

5.1.3 编制方法 

5.1.3.1 基础单价 

（1）人工预算单价 

本段公路主要地处云南省境内，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云南省公

路工程人工工日单价的通知》（云交基建〔2012〕413 号），人工工资单价为 63.46

元/工日，7.93 元/工时。 

（2）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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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价格和其他材料与主体工程保持一致，材料预算价格的价格水平年

为 2017 年第三季度，同时考虑营改增影响，以不含增值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的价格进行计算。 

（3）苗木草种价格 

苗木、种子采用 2017 年第三季度当地市场价格加运杂费和采购及保管费计

算，根据《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

132 号），采购及保管费率按运到工地价的 2.3%计算；同时考虑营改增影响，以

不含增值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进行计算。 

（4）施工机械台时费 

根据主体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采用的机械台班价格计算，不足部分采用《水土

保持工程估算定额》附录一中的施工机械台时费进行计算，计算时施工机械台时

费定额的折旧费除以 1.17 调整系数，修理及替换设备费除以 1.11 调整系数，安

装拆卸费不变。 

（5）施工用水用电价格 

与主体工程一致。电：0.72 元/ kwh，水：2.0 元/m
3，风：0.12kwh。 

由于本工程已完工，单价跟主体工程保持一致。 

表 5-1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单价 备注 

1 基础开挖 m3 9.80 

由主体提供 

2 基础回填 m3 12.60 

3 M7.5 号浆砌挡墻 m3 350 

4 M7.5 号浆砌排水沟 m3 365 

5 C20 混凝土挡墙 m3 560 

6 C20 号砼挡墙排水沟 m3 680 

7 栽植迎春（包括树种价格） 株 6.13 

9 栽植圣诞树（包括树种价格） 株 19.91 

10 栽植紫叶李（包括树种价格） 株 259.97 

11 栽植塔柏（包括树种价格） 株 97 

12 撒播草籽（包括草籽价格） hm2 79800 

13 复耕 hm2 1458.71 

5.1.3.2 工程单价 

（一）工程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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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计划利润、税金组成。 

（二）取费标准 

（1）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包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和现场经费。  

直接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人工费按定额劳动量乘以人工单

价计算，材料费按定额材料用量乘以材料单价计算，机械使用费按定额机械使用

量乘以施工机械台时费计算。 

现场经费按直接费乘以现场经费费率计算。 

（2）间接费 

间接费按直接工程费乘以间接费率计算。  

（3）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之和乘以企业利润率计算。  

（4）税金 

根据《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

132 号）规定以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与企业利润三项之和的 11%计算，其中各项

费用均以不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费率）进行计算。 

其他直接费、现场经费、间接费、企业利润和税金的取费标准和费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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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工程单价费率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费率（%） 取费基数 

一 直接费   

1 基本直接费   

2 其他直接费   

（1） 工程措施 3.0 定额直接费 

（2） 植物措施 2.0 定额直接费 

3 现场经费   

（1） 工程措施   

① 土石方工程 5.0 定额直接费 

② 混凝土工程 6.0 定额直接费 

③ 其他工程 5.0 定额直接费 

（2） 植物措施 4.0 定额直接费 

二 间接费   

1 工程措施   

（1） 土石方工程   

（2） 混凝土工程 5.0 定额直接费 

（3） 基础处理工程 4.0 定额直接费 

（4） 其他工程 4.0 定额直接费 

2 植物措施 3.0 定额直接费 

三 企业利润   

1 工程措施 7.0 定额直接费 

2 植物措施 5.0 定额直接费 

四 税金 11 直接费+间接费+企业利润 

5.1.3.3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按工程措施费与植物措施费之和的 2%计算，不包括主体已列

投资； 

科研勘测设计费：结合工程实际计列开展相关安评及防洪论证编制发生的费

用；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以实际签订合同费用计列； 

监测、监理费：由于本报告主要针对弃渣场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

报告书，鉴于在施工过程中已委托相关监测、监理单位（与主体监理一起，未单

独委托水土保持监理），由于未完工，本项目监测仍在继续开展工作，因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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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保持监理费、水土保持监测费以实际建设单位委托费用为准。 

5.1.3.4 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按一至三部分投资合计的 6%计算，不计价差预备费。 

5.1.3.5 水土保持补偿费 

本报告仅主要针对弃渣场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水土保

持补偿费参照原《水保方案》执行。 

5.2 渣场变更设计投资 

5.2.1 投资主要指标 

变更后弃渣场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3028.9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2354.69

万元，植物措施费为 489.13 万元，独立费用 176.88 万元，基本预备费 8.28 万元；

其中云南省 2558.29 万元，贵州省 470.69 万元。 

表 5-3  变更后弃渣场水土保持总投资 

工程或费用名称 云南省境内 贵州省境内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967.74 386.95 2354.69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407.09 82.04 489.13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176.46 0.42 176.88 

建设管理费 56.46 0.42 56.88 

科研勘测设计费 120   120 

第四部分基本预备费 7 1.28 8.28 

总投资 2558.29 470.69 3028.98 

5.2.2 渣场已实施的水保措施投资 

弃渣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为 2882.6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2332.72 万元，植物措施费为 375.77 万元，独立费用为 174.17 万元。其中云南省

2434.57 万元，贵州省 448.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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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渣场已实施的水保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332.72 

1 弃渣场防治区       2332.72 

1.1 拦渣墙 m 2219.8   1556.25 

  M7.5 浆砌片石 m3 34691.92 350 1214.22 

  C20 混凝土 m3 5418.98 560 303.46 

  基础开挖 m3 24053.79 9.8 23.57 

  基础回填 m3 11899.53 12.6 14.99 

1.2 排水沟   5951.5   776.47 

  M7.5 浆砌片石 m3 2025.86 365 73.94 

  C20 混凝土 m3 10185.8 680 692.63 

  基础开挖 m3 6501.6 9.8 6.37 

  基础回填 m3 2795.69 12.6 3.52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375.77 

1 弃渣场防治区       375.77 

1.1 栽植紫叶李 株 37 259.97 0.96 

1.2 栽植塔柏 株 190 94 1.79 

1.3 栽植迎春 株 209505 6.13 128.43 

1.4 栽植圣诞树 株 2526 19.91 5.03 

1.5 撒播草籽 hm2 30.02 79800 239.56 

  一至二部分合计       2708.48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174.17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二部分之和的 2%计列 2% 54.17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120 

  一至三部分合计       2882.66 

工程总投资       2882.66 

表 5-5  云南省已实施的水保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946 

1 弃渣场防治区       1946 

1.1 拦渣墙 m 2135.8   1489.57 

  M7.5 浆砌片石 m3 32836.36 350 1149.27 

  C20 混凝土 m3 5418.98 560 303.46 

  基础开挖 m3 22940.45 9.8 22.48 

  基础回填 m3 11387.4 12.6 14.35 

1.2 排水沟   3951.5   456.43 

  M7.5 浆砌片石 m3 2025.86 365 73.94 

  C20 混凝土 m3 5545.75 680 377.11 

  基础开挖 m3 3531.99 9.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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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基础回填 m3 1518.76 12.6 1.9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314.4 

1 弃渣场防治区       314.4 

1.1 栽植迎春 株 139148 6.13 85.3 

1.2 栽植圣诞树 株 1822 19.91 3.63 

1.3 栽植紫叶李 株 37 259.97 0.96 

1.4 栽植塔柏 株 190 94 1.79 

1.5 撒播草籽 hm2 27.91 79800 222.72 

  一至二部分合计       2260.39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174.17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二部分之和的 2%计列 2% 54.17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120 

  一至三部分合计       2434.57 

工程总投资       2434.57 

表 5-6  贵州省已实施的水保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86.72 

1 弃渣场防治区       386.72 

1.1 拦渣墙 m 84   66.68 

  M7.5 浆砌片石 m3 1855.56 350 64.94 

  C20 混凝土 m3 0 560 0 

  基础开挖 m3 1113.336 9.8 1.09 

  基础回填 m3 512.1346 12.6 0.65 

1.2 排水沟   2000   320.04 

  M7.5 浆砌片石 m3 0 365 0 

  C20 混凝土 m3 4640 680 315.52 

  基础开挖 m3 2969.6 9.8 2.91 

  基础回填 m3 1276.93 12.6 1.6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61.37 

1 弃渣场防治区       61.37 

1.1 栽植灌木（迎春） 株 70357 6.13 43.13 

1.2 栽植乔木（圣诞树） 株 704 19.91 1.4 

1.3 撒播草籽 hm2 2.11 79800 16.84 

一至二部分合计       448.09 

工程总投资       448.09 

5.2.3 渣场需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渣场需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为 146.3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为 21.97

万元，植物措施费为 113.36 万元，独立费用为 2.71 万元，基本预备费 8.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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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云南省 123.72 万元，贵州省 22.60 万元。 

表 5-7  渣场需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1.97 

1 弃渣场防治区       21.97 

1.1 排水沟   2853.5   18.79 

  C20 混凝土 m3 257.2 680 17.49 

  土方开挖 m3 1331.979 9.8 1.31 

1.2 固床坝 座 17   3.17 

  M7.5 浆砌石 m3 90.6 350 3.17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13.36 

1 弃渣场防治区       113.36 

1.1 撒播草籽 hm2 14.12 79800 112.68 

1.2 复耕 hm2 4.67 1458.71 0.68 

  一至二部分合计       135.33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2.71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二部分之和的 2%计列   2% 2.71 

一至三部分合计       138.04 

四 基本预备费     6% 8.28 

五 工程总投资       146.32 

表 5-8  云南省需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1.74 

1 弃渣场防治区       21.74 

1.1 排水沟 m 2616.5   18.57 

  C20 混凝土 m3 257.2 680 17.49 

  土方开挖 m3 1100.79 9.8 1.08 

1.2 固床坝 座     3.17 

  M7.5 浆砌石 m3 90.6 350 3.17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92.69 

1 弃渣场防治区       92.69 

1.1 撒播草籽 hm2 11.53 79800 92.01 

1.2 复耕 hm2 4.67 1458.71 0.68 

  一至二部分合计       114.43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2.29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二部分之和的 2%计列   2% 2.29 

一至三部分合计       116.72 

四 基本预备费     6% 7.00 

五 工程总投资       123.72 



 

122 

表 5-9  贵州省境内需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0.23 

1 弃渣场防治区       0.23 

1.1 排水沟 m 237   0.23 

  土方开挖 m3 231.19 9.8 0.23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20.67 

1 弃渣场防治区       20.67 

1.1 撒播草籽 hm2 2.59 79800 20.67 

  一至二部分合计       20.9 

  第三部分  独立费用       0.42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二部分之和的 2%计列   2% 0.42 

一至三部分合计       21.32 

四 基本预备费     6% 1.28 

五 工程总投资       2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