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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弃渣场选址、利用、治理问题向来是高速公路水土保持工作的难点。实践中由于客观因素存在

后期变更选址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增加以及恢复治理的成效不佳。本文以广宁高速

公路弃渣场选址变更、植被恢复为例，阐述了弃渣场变更因素和治理成效，提出生产建设项目类似问题

的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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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of site selection, utilizing and treatment of waste disposal area are always the difficul-
ties of highwa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practice, the location may be changed in later pe-
riod because of objective factors. This may increase the destroy degree of ecological environ-
ment and lead to less effect of restoration and treatment. In the paper, the waste disposal area of 
Guangde-Ningguo Highway was taken as examples, the factors of location change and treatment 
results were stated and th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 of problems of similar production construc-
tion project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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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速公路临时占地引起的水土流失是其施工期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公路建设期间，大量挖填、搬

运土石方，容易造成植被破坏，形成裸露地表，是水土保持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1]。高速公路的施工场

地、施工便道、取(弃)土场等临时占地中，取、弃渣场地环境管理与恢复治理是施工期水土保持的薄弱环

节，其选址、过程管理等问题较多，常常成为制约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关键因素[2] [3]。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观念不断提高，各级主管部门和工程参建方对环保、水保工作日益重视，生产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后期

恢复水平逐渐提高。 
当前在恢复生态学理论和实践方面走在前列的是欧洲和北美，在实践中走在前列的还有新西兰、澳

洲和中国。其中欧洲偏重矿地恢复，北美偏重水体和林地恢复，而新西兰和澳洲以草原管理为主，中国

则因人口偏多强调农业综合利用。我国很多学者都对弃土场水土流失进行了研究[4] [5]，弃渣场植被恢复

研究主要以西安理工大学的李占斌等人和西南林业大学的陈奇伯等人为主，其他研究弃渣场植被恢复的

科研人员较少。西安理工大学研究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弃渣场，偏重于保水剂在弃渣场植被恢复中的应

用，而西南林业大学对云南金安桥水电站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方向较多，但弃渣场研究样本较少，不能

全面和系统地说明植被恢复机理和机制。因此，植被恢复研究局限于本地区范围内，不能代表整个区域，

所得成果也不能应用到整个区域上。 
笔者就参与监测的扬州至绩溪高速公路广德至宁国段(以下简称广宁高速)弃渣场选址、管护及水土保

持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供高速公路水土保持技术人员参考。扬州至绩溪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上海至西安(G40)联络线扬州至溧阳(G4011)、溧阳至宁德(G4012)重要组成部分。广德至宁国段是

扬州至绩溪高速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徽省规划的“四纵八横”高速公路网“纵一”的联络线。广宁高

速全里程 37.796 km，双向 4 车道，路基宽 26 m，特大桥 1 座长 1170 m，大桥 15 座长 3838 m，设置誓

节、杨滩、河沥溪互通立交 3 处。主体工程于 2016 年 7 月开工，2018 年 10 月完工，2018 年 12 月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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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弃渣场设置和措施设计 

2.1. 弃渣场设置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扬州至绩溪高速公路广德至宁国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原方案)，工程估

算产生弃渣 44.16 万 m3 (含房屋拆迁弃渣 1.16 万 m3、结构物挖孔及钻孔弃渣 3.34 万 m3，拆除围堰 0.52
万 m3)，其中 2.37 万 m3 弃入弃渣场，1.77 万 m3 弃渣运至附近工业园用于场地平整，0.88 万 m3 弃入取土

场(取弃结合)。全线设弃渣场 2 处，渣场容量为 4.15 万 m3，弃方量 2.37 万 m3，占地面积 1.27 hm2 [6]。 

2.2. 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根据原方案，广宁高速弃渣场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工程施工前，

对弃渣场剥离表层土，剥离厚度约 20~30 cm。施工结束后，对堆渣顶部采取平整、改造、覆土等土地整

治措施。靠近排水沟一侧修建挡渣墙进行挡护，以防渣体失稳破坏。渣场截水沟沿弃渣场周边布置、通

过陡槽与弃渣场下游原沟道排水系统相连。弃渣场坡面采用狗牙根草籽护坡。对堆置在弃渣场沟尾的表

土，采用袋装表土拦挡，并撒播狗牙根草籽防护[7]。 

3. 弃渣场实际设置和措施实施情况 

3.1. 弃渣场实际设置情况 

工程实际施工时，由于线路调整、征地困难、施工方案调整等因素，导致本项目余方较方案阶段增

加 114.71 万 m3。全线新设 14 处坡地型弃渣场，占地 13.78 hm2，位置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均有

变化，均为新增弃渣场。14 处弃渣场中最大堆高为 17.2 m，最大堆渣量 17.78 万 m3。 

3.2. 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截至 2018 年 10 月工程完工，弃渣场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包括挡渣墙、排水沟、表土剥离、土地整

治(含表土回覆)、栽植毛竹、灌草混播等。弃渣场施工执行先拦后弃、先剥离表土后弃渣、弃渣分层堆放

等水土保持要求，有效控制了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经现场复核，3 年恢复期后仍存在部分区域地表

裸露，主要为石质坡面。运管单位于 2021 年补充实施坡面整治、撒播草籽、植生袋和排水沟等措施，有

效补充弃渣场前期治理恢复的不足。 

4. 存在的问题 

4.1. 设计弃渣场使用率低 

方案阶段设计弃渣 2.37 万 m3，设置弃渣场 2 处。工程实际弃渣较方案阶段增加 114.71 万 m3，设置

弃渣场 14 处，均为新增弃渣场，设计 2 处弃渣场均未使用。工程弃渣场变化除了工程路线、施工方案等

因素外，选址和征地困难成为山区高速公路弃渣场变更的主要制约因素。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滞后 

广宁高速总挖方 514.95 万 m3，除随挖随填和调配利用外，无法利用和堆存的土石方堆置在就近弃渣

场，共设弃渣场 14 处。弃渣场根据拦挡需要修砌挡渣墙 2596 m、排水沟 1653 m；栽植桂花、毛竹约 3
万株，撒播草籽 13.1 hm2，有效防止施工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弃渣时及时布设，植物措施

实施时间为工程施工尾期，中间存在空档期。从现场植被恢复情况看，地势平坦、土质较好的区域植被

长势良好，堆渣坡面、石质土层植被覆盖度较差。后期运管单位针对上述问题，因地制宜，横向开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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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放置植生袋，有效缓解石质土层植被恢复难的问题。 

4.3. 弃渣场施工问题多 

山区高速公路弃渣场选址常规由施工单位对接，其主要考虑征地价格、施工方便，导致弃渣场选址

一般地势偏僻，土质较差。弃渣场剥离表土、恢复植被等工作量大、施工难度大、施工成本高，日常管

护难度大。尤其个别弃渣场征地后即开始剥离表土，后期因为运距、土石方调配等因素导致弃渣场放弃

使用，无疑加大此类临时用地后期的恢复工作量，且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水土流失问题。 

5. 思考和建议 

5.1. 强化设计科学性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之前的可研深度调整为初设(施工图)深度后，项目取弃渣场设计

的可行性有所优化，但是水土保持方案相对主设的设计深度和预算执行力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弃渣场的

水土保持措施落地性差。作为生产建设项目管理单位来说，提高政治站位，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水保要求

摆入项目建设始终尤为重要。首先要协调水保方案和主体设计的一致性，强化主设单位和水保方案编制

单位设计的协调性，把水保措施和主体工程纳入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主设单位和水保方案编制单位的

联系，对施工过程出现的各种变化情况，及时针对现场情况变更措施设计，不能盲目套用措施类型。 

5.2. 提高过程协调性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是衡量水土保持措施能否落实的重要指标之一，首先是科学设

计，其次是措施的科学实施。措施的实施包括实施时间、位置、数量等衡量指标，简单来说就是合适的

时间布设合适的措施。多数生产建设项目尤其是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因为人员、地域、技术

等原因，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关注度不高，对水土保持恢复重视不够，这就需要水土保持设计、监理、监

测等参建单位做好谋划、参谋，积极反馈实施进展和变更设计，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5.3. 细化恢复标准性 

针对弃渣场等临时用地的恢复标准，包括植树、种草、复耕缺乏统一的验收标准。弃渣场占地类型

多样，如耕地、林地、草地、荒地等，施工结束验收移交可能涉及自然资源、林业、农业等多部门，不

同部门的验收标准缺乏衔接，导致临时占地后期恢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主要参照《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等技术规

范，但生产建设项目植物措施的设计还需参照《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造

林技术规程》(GB/T 1577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GB 16453)等其它技术标准。如皖北某高

速公路沿线设置取土场，利用结束后整治成鱼塘，并办理移交验收手续。后期自然资源部门要求整改，

恢复耕地。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不明确有关系，急需加强各区域性、行业性的标准衔

接。 

5.4. 强调治理系统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视野下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理念。某种意义来说，

山区高速公路弃渣场恢复治理可能涉及到山水林田湖草的一种或多种，这就要求工程管理和参建各方在

弃渣场恢复治理时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把新增的弃渣场统筹纳入当地生态文明系统予以考虑，改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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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单项治理模式，科学选择植被恢复品种，注重恢复治理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协调统一。 

6. 结论 

生产建设项目对地表扰动大，水土流失严重，尤其是弃渣场，土壤结构被破坏，土质松散，极易造

成水土流失。站在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解决弃渣场水土流失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生态恢复，把山水林田

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统筹考虑。科学认识生产建设项目弃渣场生态恢复存在的主观、客观制约因素，

强化设计科学性、提高过程协调性、细化恢复标准性、强调治理系统性，把生产建设项目弃渣场生态恢

复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 

项目课题 

安徽省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青年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弃渣场边坡水土流失对植被

恢复过程的响应，KY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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