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卷12期 聚知刊出版社
建筑技术与创新 JZK publishing

31

浅谈水土保持在公路工程弃土场选址与设计中的作用
康颖禄 甄昕源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省武汉市，430058；

摘要：水土保持是公路工程弃土场选址与设计的核心约束条件，其通过科学规划与生态设计，显著降低水土流失

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并提升工程可持续性。本文结合理论与案例，系统分析水土保持在选址与设计中的具体作

用，提出地形适应性、水文地质避让、生态敏感区保护等原则，并强调排水系统、边坡防护及植被恢复等技术措

施的重要性。研究表明，水土保持不仅是法规要求，更是实现工程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为未来公路工程

绿色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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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建设中，弃土场因大规模土石方堆放，易引发

水土流失、边坡失稳及生态破坏。例如，福建某新建铁

路工程因弃土场选址不当，多次变更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1]
。山区地形复杂、降雨集中，弃土

场若缺乏科学设计，可能诱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威胁周边居民安全
[2]
。

水土保持通过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减少土壤侵

蚀、改善水文循环，是公路工程生态安全的核心保障。

其不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规要求，

更通过降低环境修复成本、延长工程寿命，推动可持续

发展
[3]
、

[4]
。

本文旨在探讨水土保持对弃土场选址与设计的指

导作用，结合案例提出优化路径，为工程实践提供理论

支持。研究框架涵盖水土保持原则、设计技术及案例分

析，最终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 水土保持的基本原理与工程要求

1.1 水土保持的核心理念与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们不断的追

求，水土保持日益重要。水土保持强调“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核心目标包括：减少地表径流冲刷、增强土

壤抗蚀性、恢复植被覆盖。例如，弃土场的复垦通过梯

田建设与土地整治，可有效改善弃土场地表结构，减少

泥沙入河
[5]
。

1.2 水土保持在公路工程中的法规与标准

公路工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水土流失对环

境造成的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要求弃

土场必须纳入水土保持方案，确保选址与设计符合安全

性、生态化和经济性原则
[3]
。《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工作规定》同样要求弃土场必须与主体工程一同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
[6]
。在公路工程、水利水电等领域也存在诸

多水土保持的规范和标准。如《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技术

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广东省

地方标准《广东省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技术指南》。

1.3 水土保持与工程可持续性的关联

水土保持与工程可持续性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推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护。水土

保持措施能够减少土壤侵蚀，防止土地退化，为工程建

设提供稳定的土地资源基础。通过减少泥沙进入水体、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支持工程的长期运行。水土流失可

能导致地基不稳、河道淤积等问题，威胁工程安全。通

过水土保持措施减少泥沙淤积、滑坡等灾害，可以显著

降低工程后期维护和修复的成本。在工程规划中融入水

土保持理念，如采用生态护坡、植被覆盖等措施，既能

实现工程功能，又能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建设绿色基础

设施，既能实现水土保持目标，又能提升工程的生态效

益和社会价值。科学的水土保持设计可降低后期维护成

本。例如，贵州某高速公路弃土场通过植被恢复与排水

系统优化，减少50%的泥沙流失，同时提升边坡稳定性
[6]
。

2 水土保持在弃土场选址中的作用

2.1 地形地貌适应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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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在弃土场选址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地形地貌适应性原则的指导下，能够有效减少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环境，并确保弃土场的长期稳定性。从地形地

貌角度考虑，优先选择沟谷、洼地等“肚大口小坡缓”

地形，减少挡土墙工程量并增强弃土稳定性。例如，三

峡库区某公路项目通过 GIS 技术筛选沟谷地带，降低防

护成本 30%[4]。陡坡区域（坡度＞25°）需规避，如地

形条件复杂，即使远运也无法满足弃土规模，必须设置

足够的拦挡措施，以确保弃土场长久稳定安全
[7]
。

2.2 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从水文地质条件考虑，应优先选择地质结构稳定、

排水条件良好、汇水面积小和地下水欠发育的场区，并

设计完善的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对弃土场稳定性造成影

响的区域，确保弃土场的长期安全。同时，弃土场选址

应避开断层、活动断裂带、岩溶和软弱地层等不良地质，

避免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远离国家

划定的河湖管理线范围、饮用水源保护地和水库等水体，

不得侵占河湖名录中的主要沟道。柴卓等
[8]
在弃土场设

计中充分考虑上游汇水对弃土场的威胁，设置导水隧洞

将沟道上游汇水引至弃土场下游，避免弃土场周围积水，

影响弃土场的稳定性，取得了良好的工程效果。

2.3 环境敏感区避让策略

弃土场选址应远离居民点、水源地与自然保护区。

前期选址勘察时，遵循“应到尽到”原则，摸清选址范

围内用地性质、权属单位，对下游敏感点应做到“熟门

熟路”，溃坝分析不仅要对弃土场所在支沟的下游敏感

点进行分析，更要考虑渣体汇入下一级支沟或河道后，

可能引起的堰塞湖或下一级支沟下游的敏感点。充分考

虑弃土场对下游的影响，不能避让时，应提前规划拆迁

或重新选址。例如，青海三江源某公路因弃土场占用保

护区，引发环保部门严查，最终调整选址至荒山区域
[9]
。

2.4 工程可行性优化

弃土场选址应靠近主要交通干线（如高速公路、国

道），便于弃土运输和资源化利用，交通便利性与施工

成本需平衡。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和严格管理，可

以实现弃土场的高效运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创

造经济和社会效益。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支

持，弃土场的优化将更加智能化和可持续化。毕节南环

公路项目通过缩短平均运距至 1公里内，减少运输费用

并降低环境影响。

3 水土保持在弃土场设计中的作用与实践

3.1 水土保持的前瞻性

水土保持应提前介入弃土场的设计。《水土保持工

程设计规范》（GB 51018）将弃土场按照洪水处理方式、

与河沟相对位置、地形条件等分为五种类型，即库区型、

平地型、坡地型、临河型和沟道型，其中沟道型按洪水

处理方式又分为截洪式、滞洪式和填沟式，对于临河型

弃土场的定义为临近河湖管理线，且最大洪水位能够影

响到坡脚线以上的弃土场。弃土场设计过程中，应根据

不同的类型，开展专项设计或专题论证，如沟道型弃土

场需开展水工结构专项设计、行洪论证和地质灾害安全

性评估；临河型弃土场只需进行行洪论证即可。除此之

外，所有弃土场还需进行安全稳定性评估，包括场区稳

定性、堆渣体稳定性以及场区和堆渣体的整体稳定性，

对弃土场下游存在敏感点的，还需进行弃土场溃坝分析，

以评估对下游敏感点的影响程度，从而采取必要措施。

另外，《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还

根据弃土场的不同规模（最大堆高和容量）分为五个等

级，不同等级的弃土场对应不同的拦挡工程标准、防洪

标准和稳定性要求。这些都要求水土保持尽早介入弃土

场的设计，降低不必要的投入，减小工程成本，避免影

响工程报批进度。

3.2 水土保持理念的实践

某山区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全长 50km，穿越生态脆

弱区，需设置多个弃土场。通过 GIS 与实地勘察，最终

选定沟谷地带，避开居民点与水源地，减少施工过程中

的水保变更
[4]
。吕春妍等

[3]
利用地形图与水文数据筛选

备选场地，结合运距与征地成本，确定最优方案。案例

中，弃土场汇水面积控制在 5公顷内，减少排水工程投

入。武沙高速公路通过三维渗流场模拟优化边坡设计，

避免滑坡风险
[8][10]

。坡面植被护坡与喷浆结合，可减少

风化剥落
[11]
。

地表排水（截水沟、急流槽）与地下排水（盲沟）

需协同设计。广东某公路项目通过验算暴雨重现期下的

排水能力，优化沟渠断面尺寸，防止积水冲刷。杜芳琴
[5]
在弃土场边坡防护中选择适地植物（如狗牙根、紫穗

槐）进行绿化，植被覆盖率需达 80%以上。李兵等
[6]
在

施工期对弃土场采用防尘网覆盖与临时拦挡，减少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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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渣土滑落，工后对弃土场进行长期观测，监测数据显

示，弃土场边坡位移量小于 5mm/年，水土流失量降低 7

0%，周边河流泥沙含量显著减少。段全江
[12]
在弃土场设

计中考虑水土保持，分级放坡并结合植被护坡，在坡面

设置监测点，实时评估弃土场稳定性。

4 结语

在建设高速公路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减少大

规模弃方对环境的影响是勘察设计的难点和重点，同时

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也是公路工程不断追求的目标。

因此，在弃土场的选址和设计过程中必须要注重水土保

持。

本文通过论证水土保持在公路工程中的重要性，以

及在弃土场设计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弃土场通过

科学选址（地形地貌地质适应性、环境敏感点避让）与

生态设计（排水、边坡防护），可显著降低环境风险。

水土保持应尽早介入弃土场设计，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定

义弃土场类型，指导开展弃土场专项设计或专题论证，

并根据不同的弃土场级别，确定挡防工程标准、防洪标

准和稳定性要求，确定与环境相适宜的边坡防护形式。

未来对环境保护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发展的必然趋

势，传统的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流程是否适应这一趋势，

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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