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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苍溪江南 110kV 变电站 35kV 配套工程位于广元市苍溪县境内，本项目

主要由东青 35kV 变电站 35kV 间隔扩建工程、江南～东青 35kV 线路工程和系

统通信工程等 3 部分组成。其中 35kV 东青变站位于苍溪县东青镇东侧，本次改

造均在现有变电站以内进行，不改变站内竖向布置；江南～东青 35kV 线路工程

从拟建 110kV 江南变电站南侧出线，向西南方架设，接至 35kV 东青变电站西侧

双回终端塔，利用架空方式进线，线路路径长 8.1km，曲折系数 1.15，全线使用

杆塔 26 基（其中直线塔 10 基，转角塔 16 基）；系统通信工程沿江南 110kV 变

电站 35kV 通信机柜～东青 35kV 变电站电站通信机柜全线建设一根 24 芯的光

缆，24 芯 OPGW 光缆路径长度约 8.8km、24 芯普通非金属阻燃光缆路径长度约

0.2km。以满足项目的数据、话音和图像传输的需要。 

项目总占地面积 0.88hm
2，其中永久占地 0.23hm

2，临时占地 0.65hm
2。项目

土方开挖 0.27 万 m
3
(含剥离表土 0.04 万 m

3，自然方，下同)，回填 0.20 万 m
3（含

覆土 0.04 万 m
3），弃方 0.07 万 m

3，弃方以塔基基面和基础开挖土石方为主，

在塔基及塔基临时占地区进行平摊处理。 

静态总投资 1087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89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计划于 2021 年 2 月开工，2021 年 8 月建成，总工期为 7 个月。项目不涉及拆迁

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线路路径区域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端高，中间河谷低，河谷切割较深。整

个地形以山地为主，山脉走向总体呈东西向，基本上与地质构造线一致。线路路

径海拔 380～700m，相对高差 50～100m。工程区地形主要为迭置式单斜低山、

窄谷桌状山地形。全线地形划为：丘陵地貌。线路杆塔位地层主要为坡积层、基

岩主要为白垩系下统剑门关组地层。项目区处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区，属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年均降雨量 1088.8mm，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紫色土。

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等水土保持敏感区。 

项目区属西南紫色土区，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主要侵蚀形式为面



蚀，水土流失类型区属西南土石山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
2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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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

发<四川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

〔2017〕482 号），项目区属于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2020 年 9 月，项目取得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广电发展[2020]21

号）。2020 年 10 月，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单位编制完成《广元苍溪江南 110kV 变

电站 35kV 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2020 年 12 月 1 日，根据现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

术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以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等有关规定，对《报

告表》进行了技术审查，形成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介绍全面、清楚。 

（一）项目组成、工程布置及施工组织介绍基本清楚。 

（二）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及流向介绍基本清楚。 

（三）项目区概况介绍基本清楚、准确。 

二、项目选址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较全面，评价较合理，工程建

设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三、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基本清楚，共 0.88hm
2。 

四、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全面，方法可行。经调查、预测，项目建设可能产生

的新增水土流失量 66.29t，项目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为塔基及塔基临时占地

区和人抬道路区，施工期为产生水土流失重点时段。 

五、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执行等级合理，目标可行。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

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符合要求。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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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表土保

护率 93%，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5%。 

六、水土保持措施 

（一）水土流失防治区划为间隔工程区、线路工程区 2 个一级分区，再将线

路工程区划分为塔基及塔基临时占地区、其他临时占地区和人抬道路区等 3 个二



级防治分区，基本合理。 

（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完整有效，措施等级、标准明确，满足有关规

范的要求，总体布局基本可行。 

（1）间隔工程区 

工程措施：铺设碎石 476 m
2。 

（2）线路工程区 

1）塔基及塔基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150m，表土剥离 0.04 万 m³，土地整治 0.33hm
2、表土回

填 0.04 万 m³。 

植物措施：绿化面积 0.33 hm²，栽植灌木 150 株。 

临时措施：土袋挡护 222.04 m³；防雨布 1560 m
2。 

2）其他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18 hm²。 

植物措施：绿化面积 0.18 hm²。 

临时措施：铺设棕垫 600 m
2。 

3）人抬道路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26 hm²。 

植物措施：绿化面积 0.26 hm²，栽植灌木 100 株。 

（三）工程量和进度安排合理。 

七、水土保持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一）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原则、依据正确，概算结果合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43.54 万元。其中，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

投资为 9.28 万元，新增水土保持专项投资为 34.26 万元。新增水保专项投资中，

工程措施费 2.21 万元，植物措施费用 0.92 万元，监测措施费用 4.27 万元，临时

措施费用 14.61 万元，独立费用 8.32 万元，基本预备费 2.78 万元，水土保持补

偿费 1.144 万元。 

（二）水土保持效益分析内容全面，结论基本合理可信。 

八、附表、附图及附件齐全，设计图纸规范。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规程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