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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贞丰县北盘江者相农业光伏电站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贞丰县北盘江者相农业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

县北盘江镇、者相镇和双峰街道境内，距贞丰县城约 30公里，

场 址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05°39'44"~105°43'5" ， 北 纬

25°36'6"~25°29'32"。2023年 11月，省能源局以《关于同意贞丰

县北盘江者相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备案的通知》（黔能源审〔2023〕

458号）同意项目备案。2023年 2月，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

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

评审并出具了评审意见。

本项目为新建工程，装机容量 200MW。主要建设内容：

220kV 升压站 1 座、66 个光伏子方阵及 66 台箱变、23.05 千米

连接道路（其中改扩建道路 15.0千米、新建检修道路 8.0千米、

新建进站道路 0.05千米）、55.70千米集电线路（其中架空线路

52.30千米、直埋电缆 3.40千米）以及其他配套的辅助设施；送

出线路工程单独立项，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由光伏阵

列区、升压站区、集电线路区、道路工程区、施工临时设施区 5

部分组成，项目总占地面积 295.2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76公

顷，临时占地 293.52公顷。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17.29万立方



- 3 -

米（含表土剥离 1.87万立方米），回填土石方 17.29万立方米（含

表土回覆 1.87 万立方米），无废弃土石方。工程建设总投资

89297.9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7026.85万元，资金来源于企业自

筹及银行贷款。建设总工期 8个月，计划于 2024年 11月开工，

2025年 6月完工。本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复（改）

建。

项目区地处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属低中山地貌，气候类型

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356.9 毫米，多年平

均气温 16.6 摄氏度。土壤类型主要为石灰土和黄壤，植被属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项目区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涉及黔

西南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受省水利厅委托，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在贵阳

组织召开了《贞丰县北盘江者相农业光伏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技术评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黔西南州水务局、贞丰县水务

局，建设单位贞丰华新新能源有限公司，方案编制单位及主体设

计单位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议邀请了 5

位贵州省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

会前，部分专家实地踏勘了项目现场，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

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和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方案编制内容的汇报，观看了项目图片资料，

经过认真讨论与评审，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

关规定，形成技术评审意见。会后，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单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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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审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修改。经审查和复核，我中心基本同

意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结论，项

目区涉及黔西南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项目建

设应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严格施工管理，减少地表扰

动和植被损坏，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

土流失。

（二）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

等的分析与评价。本项目尽可能利用当地道路作为施工交通，减

少征占地面积；土石方开挖料回填利用，不设弃渣场，不设取料

场；集电线路部分沿道路布设，尽可能实现非破坏性架设；光伏

阵列区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人工钻孔与机械钻孔工艺结合，减

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毁面积，合理安排施工时序。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

与评价。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为 295.28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76公顷，临时占地 293.52公顷。

三、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调查及预测内容和方法。工程建设征占地

面积 295.28公顷，预计扰动地表面积 63.82公顷。可能造成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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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总量为 2713吨，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576吨，道路工程

区和光伏阵列区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西南岩溶区一级防治标准。其设

计水平年综合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23%。

五、防治分区及措施总体布局

（一）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光伏阵列区、升压站

区、道路工程区、集电线路区和施工临时设施区 5个一级防治分

区；进一步将集电线路区划分为地埋线路区和架空线路区 2个二

级防治区，道路工程区划分为进站道路区、进场及检修道路区 2

个二级防治区，施工临时设施区划分为施工区和附属系统区 2个

二级防治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基本同意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主要防治措施为：

（一）光伏阵列区

施工前，剥离防雷接地、低电压电缆工程沟槽开挖区域和箱

变基础等可剥离表土，沿线堆放至沟槽一侧及箱变基础空闲处，

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后期，在可恢复植被区域进行覆土整

治后以灌草相结合的方式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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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电线路区

施工前，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沿线堆放在电缆沟一侧

或塔基基础空闲处，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在地形

坡度较陡的开挖区域布设临时排水沟。施工后期，对可恢复植被

的区域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籽绿化。

（三）升压站区

施工前，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堆放在本区空闲处，并

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沿围墙内及建筑物周边布设排

水沟，末端连接进站道路排水沟；在开挖边坡底部采取临时拦挡

措施。施工后期，在可恢复植被区域进行覆土整治后以灌草相结

合的方式绿化；在开挖边坡底部设置种植槽并栽植爬藤植物，沿

边坡铺设植物攀爬网。

（四）道路工程区

施工前，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沿线堆放在道路一侧，

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在开挖边坡底部布设永临结

合的排水沟，末端顺接下游自然沟道。施工后期，在可恢复植被

区域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籽绿化；在开挖边坡底部设置种植槽

并栽植爬藤和竹类植物，沿边坡铺设植物攀爬网。

（五）施工临时设施区

施工前，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堆放在本区空闲处，并

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在开挖边坡底部采取临时拦挡

及临时排水措施，对土质边坡采取临时苫盖。施工后期，在可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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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植被区域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籽绿化。

七、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施工活动要严

格控制用地范围，禁止随意占压、扰动、破坏地表和植被；临时

堆土（渣）要及时清运回填，严禁乱挖乱弃；施工结束后及时进

行场地清理，恢复植被。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与临时防护措施，严

格控制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加强各类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

八、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工程主要采用

调查监测、巡查监测和无人机遥感监测等方法进行监测。

九、水土保持设计概算

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同意建设期水

土保持总投资为 1010.424万元，其中主体已计列 46.570万元，

方案新增 963.854 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 155.573

万元，植物措施 221.958万元，临时措施 144.934万元，独立费

用 104.598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26.706万元、工程建设监

理费 14.086万元），基本预备费 29.02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354.336万元。

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建设区

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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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管理内容。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应做好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将水土保

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施工合同，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

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

实施进度和资金投入。

本技术评审意见仅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项目建设

若涉及应由安全、林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

的内容，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

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 2024年 11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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