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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2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2000 140 140
彩条旗限界（m） 0 280 28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

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0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1400 140 140
彩条旗限界（m） 0 280 280

兴隆

县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2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2000 380 380
彩条旗限界（m） 0 1160 116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

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0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1400 60 60
彩条旗限界（m） 0 120 120

水土流失

影响因子

降雨量（mm） — 472 591
最大 24小时降雨（mm） — 74 —

最大风速（m/s） — 3.1 —
土壤流失量（t） — 10.84 15.61

水土流失

灾害事件
无

存在问题

与建议

1、变电站区剥离表土未及时开展编织袋装土拦挡措施。

2、部分塔基区临时苫盖不全面，建议将裸露地表与临时堆土进行全面苫盖。

三色评价结论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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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冀北承德鹰城 110kV输变电工程

监测时段和

防治责任范围
2024年第 2季度，1.89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勾选）
绿色 □√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控制
15 15

本工程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本季度未发现

擅自扩大施工扰动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的施

工部位。

表土剥离

保护
5 5

本工程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文件的

要求落实表土收集保护措施，本季度不存在表

土收集保护措施未实施面积达到 1000平方米

的施工部位。

弃土（石、

渣）堆放
15 15 本工程不涉及永久弃渣，本季度不存在乱堆乱

弃或者顺坡溜渣等现象。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本工程本季度土壤流失量核算体积约立方米。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本工程本季度工程措施落实良好。

植物措施 15 15 本工程本季度无植物措施施工计划。

临时措施 10 4 本工程本季度临时苫盖和拦挡有 3处落实不及

时，扣 6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本工程本季度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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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说明

1.1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冀北承德鹰城 110kV输变电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

建设单位：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公司。

工程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建设内容和规模：

（1）新建站部分

承德鹰城 110kV 变电站终期规划安装主变 3× 50MVA，电压等级为

110/10kV，每台主变低压侧安装无功补偿电容器 2×4.8Mvar。110kV规划出线 3

回为电缆出线，主接线终期为单母分段接线；10kV规划出线 36回为电缆出线，

主接线终期为单母四分段接线。远期规划元宝山至寿王坟 110kV线路切入鹰城

110kV站。

本期安装主变 2×50MVA，电压等级为 110/10kV，每台主变低压侧安装无

功补偿电容器 2×4.8Mvar。110kV出线 2回，备用 1回均为电缆出线，主接线本

期为单母分段接线；10kV出线 24回，备用 12回均为电缆出线，主接线本期为

单母分段接线。本期上级电源由天文台和营子 220kV站 110kV侧提供。

（2）线路部分

本工程为 110kV 重要线路，新建线路起点为天文台变电站、营子变电站，

终点为鹰城变电站。

新建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线路起于天文台 220kV

变电站 110kV侧，止于鹰城 110kV变电站 GIS设备。架空线路全长约 19.5km，

单回架设。导线采用 1×JL3/G1A-300/40 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 1 根 48 芯

OPGW-90光缆，另 1根 JLB40-100 铝包钢绞线。线路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

兴隆县境内，全线地形比例：山区 85%，高山大岭 15%，交通条件较差。电缆

采用 ZR-YJLW03-64/110-1×630型电力电缆。天文台侧出线采用电缆排管敷设路

径 200m。电缆沟槽(1.0m×0.4m)50m，直埋电缆 30m，共计单回电缆路径 0.28km。

鹰城站侧计列在营子-鹰城 110kV线路工程（电缆部分）中。

新建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起于营子 110kV变电站，

止于鹰城 110kV变电站 GIS 设备。路径长度 8.94km，其中单回路架空线 6.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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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回路架空 2.36km，双回电缆 0.08km，折单长度 11.38km（架空 11.22km，电缆

0.16km）。另利旧双回路塔单侧线路 7.5km。新建段导线采用 1×JL3/G1A-300/40

钢芯铝绞线，利旧段更换 2 根 24 芯 OPGW-50 光缆；新建段单回架空段采用 1

根 48芯 OPGW-90光缆，1根 JLB40-100铝包钢绞线；新建双回架空段采用 2根

48芯 OPGW-90光缆。线路位于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境内，全线地形比例：山区

82%，高山大岭 6%，丘陵 12%，交通条件较差。电缆采用 ZR-YJLW03-64/110-1

×630型电力电缆。鹰城侧出线采用排管敷设长度为 50m，直埋电缆 30m，共计

双回电缆路径 0.08km。

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老爷庙西侧迁改电厂—汪庄 35kV线路建设内容，路径

约 0.78km，切改线路起点为电厂—汪庄 10#，终点为电厂—汪庄 13#，因在原线

路工程上进行迁改，故该报告中不涉及分区。

建设工期：本项目总工期为 13个月，项目于 2024年 4 月开工，计划 2025

年 5月完工。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 988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855万元。

地理位置：项目涉及两个县区，鹰手营子矿区和兴隆县，工程包括三部分，

即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和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位

于承德市营子区老爷庙附近，西侧距离老爷庙沟门约 550m，变电站进站道路由

北侧公路接引，交通便利，中心坐标为东经 117°40'26.87"，北纬 40°32'19.80"。

天文台 220kV 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 线路工程起点坐标为东经

117°32'21.44"，北纬 40°22'56.92"。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

工程起点坐标为东经 117°39'45.39"，北纬 40°34'46.87"。

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该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8.12hm2，其中鹰手

营子矿区段占地 7.99hm2，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 0.48hm2（包括变电站 0.47hm2、

进站道路 0.01hm2），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3.87hm2

（包括主体工程区 3.04hm2、牵张场地 0.30hm2、施工道路 0.53hm2），营子 220kV

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3.64hm2（包括主体工程区 2.90hm2、牵张

场地 0.24hm2、施工道路 0.50hm2）。兴隆县段占地 10.13hm2，天文台 220kV变

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7.69hm2（包括主体工程区 6.15hm2、牵张场

地 0.48hm2、施工道路 1.06hm2），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电站 110kV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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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2.44hm2（包括主体工程区 1.92hm2、牵张场地 0.18hm2、施工道路 0.34hm2）。

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项目建设土石方总量 108921m3，其中土

石方开挖 55105m3，土石方回填 53816m3，线路塔基区产生弃方 1289m3，采取就

地拦挡。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及河北省水

利厅《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本项目位于承

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和兴隆县，属燕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内，因此本项目

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一级标准（北方土

石山区）。

1.2本季度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概述

2024年 7月 14日，8月 28 日，9月 21日，对施工现场进行现场调查，同

时进行了水土保持表土剥离、临时占地、施工便道等现场监测。

2024年 10月，我公司在现场调查及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编制了本项目 2024

年第 3季度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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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及监测分区

2.1主体工程进度

本项目于 2024年 4月开工，截止 2024年 9月底，正在进行变电站主体施工，

输电线路工程处于基础开挖阶段，目前完成开挖 46基，组塔 0基，架线 0公里。

2.2监测分区

（1）监测范围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为已批复的《冀北承德鹰城 110kV输变电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为 18.12hm2，其中永久占地 1.35hm²，临时占地 16.77hm²。

（2）监测分区

根据项目建设区地形地貌特征、工程组成、施工扰动特点等，确定本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分区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一致。本工程水土

保持监测分区见表 2-2。

表 2-2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分区

建设项目

鹰手营子矿区段

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
变电站

进站道路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施工区

牵张场地

施工道路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

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施工区

地埋区

牵张场地

施工道路

兴隆县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施工区

地埋区

牵张场地

施工道路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变

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施工区

牵张场地

施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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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内容与方法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内容包括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弃土（石、渣）情况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以及项目区气象因子监测。

本期季报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法、遥感监测法及资料分析监测。

3.1 项目扰动面积监测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水土保持设计资料、施工租地协议文件、无人机航拍影

像、现场测量等方法进行测算。

截至 2024年 9月底，冀北承德鹰城 110kV输变电工程扰动面积为 1.89hm2。

表 3-1 工程施工扰动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防治分区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0.87 0.45 0.45
塔基施工区 13.05 0.59 0.59
地埋区 0.09 0 0

牵张场区 1.20 0 0
施工道路 2.43 0.02 0.02
变电站 0.48 0 0.83
合计 18.12 1.06 1.89

3.2 水土流失面积监测

本季度，主要水土流失面积为变电站区裸露场地面积，以及输电线路塔基及

施工区和施工道路，即 1.89hm2 。

表 3-2 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水土流失面积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0.45 0.45
塔基施工区 0.59 0.59

地埋区 0 0
牵张场区 0 0
施工道路 0.02 0.02
变电站 0.83 0.83
合计 1.89 1.89

3.3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根据监测组现场调查结果，本阶段工程存在水土流失主要为变电站区裸露地

表，因此建议施工方继续完善施工场地裸露区域的临时苫盖和拦挡工作，同时严

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落实相关水土保持措施。

在本季度无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发生。

经监测，本工程本季度土壤流失量约 10.84t，按容重 1.4t/m3，共 7.7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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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土壤流失量统计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土壤侵蚀

量/t

主体工程区

塔基区 0.45 0.45 2350 2.64
塔基施工区 0.59 0.59 2050 3.02

地埋区 0 0 0 0
牵张场区 0 0 0 0
施工道路 0.02 0.02 1850 0.09
变电站 0.83 0.83 2450 5.08
合计 1.89 1.89 10.84

3.4弃土、弃渣监测

根据批复的《冀北承德鹰城 110kV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

工程目建设土石方总量 108921m3，其中土石方开挖 55105m3，土石方回填

53816m3，线路塔基区产生弃方 1289m3，采取就地拦挡。项目建设前对表层土较

厚的区域进行表土收集，共计收集 46940.8m3，线路区收集表土堆放至各区域内，

不单独进行分区。

截止 2024年 9月，根据本工程施工图设计资料、现场查勘情况及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收资情况，目前本工程产生土石方挖填数量为 3.02万 m3，其中挖方数

量为 3.02万 m3，填方数量为 0万 m3。

3.5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根据监测组查阅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本工程本季度主要实施的水土保持

措施为：表土剥离、临时排水沟、密目网苫盖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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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措施

类型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设计总量 本季度 累计

工程

措施

鹰手营

子矿区

段

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

表土收集（m³） 58 0 102
覆土整地（m²） 194 0 0
浆砌石挡墙（m） 192 0 0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

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表土收集（m³） 10293.6 3792 3792
覆土整地（m²） 34312 0 0
浆砌石挡墙（m） 70 0 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表土收集（m³） 9679.2 3764 3764
覆土整地（m²） 32264 0 0
浆砌石挡墙（m） 60 0 0

兴隆县

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

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表土收集（m³） 20437.2 15597 15597
覆土整地（m²） 68124 0 0
浆砌石挡墙（m） 150 0 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浆砌石排水沟（m） 6472.8 1494 1494
表土收集（m³） 21576 0 0
覆土整地（m²） 45 0 0

植物

措施

鹰手营

子矿区

段

变电站 撒播草籽（hm²） 0.02 0 0
元宝山-袁庄π入石洞子沟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撒播种草（hm²） 3.34 0 0
栽植灌木（hm²） 0.091 0 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撒播种草（hm²） 3.14 0 0
栽植灌木（m²） 0.086 0 0

兴隆县

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

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撒播种草（hm²） 6.63 0 0
栽植灌木（hm²） 0.182 0 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撒播种草（hm²） 2. 1 0 0
栽植灌木（hm²） 0.058 0 0

临时

措施

鹰手营

子矿区

段

承德鹰城 110KV变电站

密目网苫盖（m²） 100 300 1500
编织袋挡墙（m） 50 0 0
土质排水沟（m） 190 0 190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

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2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2000 140 140
彩条旗限界（m） 0 280 28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0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1400 140 140
彩条旗限界（m） 0 280 280

兴隆县

段

天文台 220kV变电站至鹰

城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2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2000 380 380
彩条旗限界（m） 0 1160 1160

营子 220kV变电站至鹰城

变电站 110kV线路工程

编织袋挡墙（m） 100 0 0
密目网苫盖（m²） 1400 60 60
彩条旗限界（m） 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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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4.1结论

通过综合调查，本主体于 2024年 4月开工，截止 2024年 9月底，项目各项

水保措施落实良好。现场主要开展的水土保持措施为表土剥离、密目网苫盖措施

等。

本工程截止本季度累计扰动面积为 1.89hm2，目前本工程产生土石方挖填数

量为 3.02万 m3，其中挖方数量为 3.02万 m3，填方数量为 0万 m3，在本季度内

无直接或间接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

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现场主要是变电站临时堆土苫盖和拦挡措施不全。

4.2问题及建议

4.2.1上季度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无。

4.2.2 本季度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经监测组资料收集及现场查勘，本季度存在的问题如下：

现场主要是变电站临时堆土苫盖和拦挡措施不全。建议做好临时堆土的苫盖

和拦挡措施。

4.3下一步监测工作计划

（1）完成本工程 2024年第 3季度监测季度报告后，报送承德市水务局等，

协助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时完成季报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公司官

网、业主项目部、施工项目部的公示公开。

（2）落实现场水土保持问题整改。结合问题清单，督促施工单位认真落实

问题整改。

（3）坚持巡检制度。发现问题及时与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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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照片

2024年 9月（塔基区密目网苫盖和彩条旗限界）

2024年 8月（塔基区密目网苫盖和彩条旗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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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塔基区密目网苫盖和彩条旗限界）

2024年 9月（变电站密目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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