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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 

水利部： 

2020 年 6—7 月，我中心对《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基本同意该报告书，现将技

术评审意见报部。 

 

                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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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新建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位于辽宁省和吉林省境内，线路由

沈阳北站（既有）引出，途经辽宁省沈阳市、沈抚新区、抚顺市，

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止

于长白山站（在建），沿线设沈阳北站、抚顺北站（扩建）、东

韩家站、新宾站、通化西站、白山东站、湾沟北站、松江河站（扩

建）和长白山站 9 座车站。建设内容包括正线工程和相关配套工

程，正线工程线路总长 429.77 公里，其中起点站利用既有线 0.72

公里，终点站利用敦白客专工程（在建）1.30 公里，新建线路

427.75 公里（辽宁省 173.30 公里，吉林省 254.45 公里），路基

长度为 98.41 公里，桥梁 115.97 公里/164 座，隧道 213.37 公里

/82 座，桥隧比 76.99%；配套工程包括沈阳枢纽、既有通化站外

迁工程、白山东站既有浑白线和松江河站外既有线改建等。项目

施工需设铺轨基地 2 处，材料厂 17 处，制梁场 10 处，拌合站

101 处，道砟存放场 3 处，轨道板场 3 处，施工场地及施工营地

81 处，取土场 10 处，弃土（渣）场 96 处，新建临时电力线 581.50

公里，新建施工便道 289.15 公里、改建施工便道 96.88 公里、利

用既有道路 524.07 公里，改移道路 60.42 公里，改移沟渠 2.57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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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项目总占地 2763.54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1435.11 公顷，临

时占地 1328.43 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 8019.00 万立方米，其中

挖方 5956.10 万立方米，填方 2062.90 万立方米，借方 947.51 万

立方米（459.25 万立方米商购，488.26 万立方米来自 10 处取土

场），余方 4840.71 万立方米（615.54 万立方米综合利用，4225.17

万立方米弃于 96 处弃土（渣）场）。项目总投资 722.91 亿元；

计划于 2020 年 8 月开工，2025 年 2 月完工，总工期 54 个月。 

项目区地貌类型为平原和中低山丘陵；沿线气候类型属温带

大陆湿润性气候区，年降水量为 691.8~934.3 毫米，年蒸发量为

807.0～1049.6 毫米，年均风速 1.2～2.8 米每秒；土壤类型以暗

棕壤、棕壤、潮土为主；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温带针

阔叶混交林植被，林草覆盖率为 70%；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

为主。项目区属北方土石山区和东北黑土区，涉及的辽宁省抚顺

市抚顺县、新宾县，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东昌区、二道江区、

白山市江源区、抚松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属长白山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东洲区、新宾县

属辽东山地丘陵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部分专家现场踏勘的基础上，我中心

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报告书进行了技术

评审。参加评审工作的有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辽宁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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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利厅、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沈阳市水务事务服务

与行政执法中心、抚顺市水土保持服务中心、通化市水利局、白

山市水务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利局和白山管委会农业和水利

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京沈客专辽宁公司（哈

大客专公司），主体设计单位和方案编制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以及 6 名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组成的

专家组。与会人员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水土保持前期工作进

展情况、主体工程设计单位关于项目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设计概况

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报告书内容的汇报。经质询交流与

专家评审，专家组建议通过技术评审。 

经我中心主任专题办公会研究，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基本

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基本同意

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现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

评价。本项目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基本同意报告书中提出

的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

的措施。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

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三）基本同意提出的余方综合利用和弃土（渣）场堆存的

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96 处弃土（渣）场均取得地方相关部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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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 19 处下游较近处有居民点的弃土（渣）场提出居民点搬

迁措施。搬迁后，弃土（渣）场选址符合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持

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位置明确，堆置方案可行。 

后续设计中要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根据弃土（渣）场地形、

堆渣方式、堆渣容量和水文地质条件等，进一步深化弃土（渣）

场防护措施设计，确保安全，不造成新的危害。 

（四）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与界定。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763.54 公顷。 

三、水土流失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预测，项目建设可

能造成新增土壤流失量 60.64 万吨。路基区、站场区、弃土

（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为本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的重点区域。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鉴于项目区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同意本项目沈阳市范

围内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土石山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其余

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东北黑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基本同

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0，渣土防护率 97%，表土保护率 98%，林草

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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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一）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平原区和中低山

丘陵区 2 个一级区；路基区、站场区、桥梁区、隧道区、取土

场区、弃土（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生产生活 8 个二级

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 

（一）路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主体设计提出的

边坡防护、排水和绿化措施，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拦挡、苫盖和

截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措施。 

（二）站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主体设计提出的

边坡防护、排水和绿化措施，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拦挡、苫盖和

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措施。 

（三）桥梁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主体设计提出的

绿化措施，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拦挡、苫盖、排水和泥浆沉淀措

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措施。 

（四）隧道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主体设计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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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防护、截排水和绿化措施。 

（五）取土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施工过程中的截排

水及顺接措施，临时拦挡和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

植被恢复措施。 

（六）弃土（渣）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施工过程中的

拦挡、截排水措施，临时拦挡和苫盖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

治、复耕和植被恢复措施。 

（七）施工便道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施工过程中的临

时截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植被恢复措施。 

（八）施工生产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利用措施，施工过程中的临

时拦挡、苫盖和排水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复耕和植

被恢复措施。 

七、施工组织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 

八、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项目主要采用

调查监测、遥感监测和视频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监测重点区域为

路基区、站场区、弃土（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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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九、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方法和成果。基本同

意水土保持补偿费 1531.80 万元，其中辽宁省 829.19 万元，吉林

省 7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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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恢复。 

本技术评审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范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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