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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弃渣场变更与水土保持

张忠平
麻江县水务局 贵州 黔东南州 557600

摘 要：近年来，为提升我国交通运输水平，我国愈加注重高速公路的建设，不断扩大该工程规模，增加工程长

度，加大施工管理难度。为实现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全面贯彻，应注重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对弃渣场加以重视，提升弃

渣处理水平，减少该场地变更频次，保障绿色施工原则的落实。本文从弃渣场变更原因方面着手，分析弃渣场选址应遵

循的原则，探寻弃渣场水土保持策略，并制定相应的措施，以期提升弃渣场维护水平，提升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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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为满足我国交通运输需求，高速公，扩张

速度持续增加，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加大水土流

失现象发生概率。而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渣

量十分庞大，为降低弃渣的影响，提升弃渣处理水平，

对弃渣场提出更高要求。相关单位应结合相应需求，选

取适宜的位置对弃渣进行集中堆放处理，并设置相应的

设施，如截排水设施等，以免对生态系统运行造成一定

影响。同时，应制定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降低弃渣场

变更频次，提升高度工程建设质量。*

1��弃渣场变更原因

在高速公路实际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路程相对较

长，使得弃渣场位置时常产生变化，加大弃渣场建设成

本，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加大自然灾害产生概

率。因此，相关单位应对弃渣场变更原因加以探寻，选

取适宜位置建造弃渣场，降低该场地变更频次，提升环

境保护力度，使得水土流失现象发生频率有所下降，扩大

单位利益获得空间，保障高速公路建设流程的有序推进。

1.1  地理位置的选取合理性不足
在高速公路实际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施工环境相对

复杂，地形地势存在一定变化，为保证相应设计要求的落

实，使得开挖的土方量十分庞大，增加弃渣量，在对生

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同时，增加施工风险，延长工期[1]。

因此，相关单位愈加注重弃渣场的设置，以集中堆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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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对弃渣进行处理，降低弃渣对施工进度的影响。然

而，部分单位在建立弃渣场时，未对土石方数量及规格

等进行深入分析，未充分考虑施工地点与施工手段等因

素，仅是遵循就近原则选取弃渣场位置，在工程进度不

断提升的趋势下，弃渣场位置随之产生改变，加大弃渣

场变更成本。与此同时，部分单位未对弃渣场设计进行

审核与检查，未及时察觉其中存在的不足，未充分考虑

施工后期可能存在的风险，选取的弃渣场地理位置科学

性不足，难以满足工程建设需求，提升其变更频次，使

得工程建设成本随之提高，对施工单位的发展造成一定

不良影响。

1.2  弃渣场运输道路的影响
部分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未充分考虑施工点到弃

渣场的运输路线，甚至可能需要穿越居民居住区域，增

加弃渣场运输成本，对施工进度的推进造成不良影响。

也有部分施工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未考量弃渣运输道

路，部分运输路径相对狭窄，增加运输风险，危及相关

人员安全，使得运输车辆行驶面临重重困难，增加相关

单位的经济损失[2]。同时，部分单位未充分认识到运输道

路的重要性，未对该道路进行调整，所涉及的运输道路

坡度相对较大，在弃渣运输过程中会对行人造成一定威

胁，提升翻车等风险。也有部分单位在建立弃渣场时，

未对道路等级加以确认，该运输道路路面承载力相对较

低，难以满足弃渣运输车辆通行需求，加大路面破坏概

率，使得弃渣场的地理位置产生变更。此外，部分单位

在修筑弃渣场便道时，未对地形地势等进行勘察，修筑

难度相对较高，无法为运输车辆通行提供便利，使得相

关单位不断对弃渣场位置进行调整。部分施工单位选取

的弃渣场位置相对偏僻，修筑的运输便道难以抵达该位

置，为弃渣的运输带来诸多不便，弃渣场位置不得不进

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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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弃渣场征地难度相对较大
部分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未对该区域进行勘察，

未及时察觉其中存在的居民饮用水源，对饮用水造成一

定污染，影响到居民身体健康，使得相关政府部门勒令

单位对弃渣场位置进行迁移。也有部分弃渣场地表存在

一定规模的苗圃，若将其作为弃渣场，苗圃迁移难度较

大，迁移成本较高，加之七其对该区域环境造成一定不

良影响，不利于苗木的生长，加大后期生态系统恢复难

度，相关政府部门不予征地，增加弃渣场变更概率[3]。

也有部分单位选择的弃渣场位置相对合理，满足各项通

行需求，但却被相关单位加以征用，建设相应的基础设

施，如拌合站等，导致弃渣场位置发生改变。还有部分

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其中存在民用电线，需相关单位

对其进行迁改，制约施工进度的推进。部分弃渣场位置

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相关政府部门不允许征地。

2��在对弃渣场位置进行选择时应遵循的原则

相关单位在选取弃渣场地理位置时，应提升对国家

相关要求的了解程度，充分掌握水利部及水行政主管部

门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施工实际情况，并进入现场进行

勘察，保证该位置的合理性，提升运输便道修筑水平，

为弃渣运输带来诸多便利，降低运输成本，保障高速公

路工程建设流程的有序推进。

2.1  应充分考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
相关单位在选择弃渣场位置时，应考虑周围是否存

在村落，分析该位置是否会对居民生产与生活造成一定

影响，并对该位置进行适当调整，保障弃渣场位置的合

理性，为高速公路施工作业的推进奠定基础。例如，若

弃渣场的位置处于河道下游等区域，会对行洪安全造成

一定影响，加大泥石流等现象发生概率，危及周边居民

的生命安全[4]。因此，应对此类位置加以规避，降低弃

渣场位置更改概率，提升弃渣场设计水平。与此同时，

若相关单位设置的弃渣场处于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区域之

内，应对其进行适当调整，以免影响水电站运行，难以

满足居民的用电需求，使得水电站安全性有所下降。若

弃渣场位置位于养殖场等区域，应对其加以更改，最大

限度降低对居民生产与生活的影响，对群众的利益加以

维护。除此之外，相关单位在设置弃渣场位置时，应对

景区等加以回避，以免弃渣的堆放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进而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增加自然灾

害产生的风险，阻碍景区建设水平的提升，导致景区的

运行出现一定问题。

2.2  应充分考虑水利工程的建设
相关单位在设计弃渣场建造方案时，应考量该位置

是否会对河流等的行洪造成一定影响，并对其加以规

避，提升行洪安全性，避免洪涝灾害等现象的发生[5]。

与此同时，应对滑坡体或是泥石流等地段予以回避，以

免弃渣场坍塌或是流动问题的产生，进而对居民安全造

成不良影响，加大生态环境破坏力度，对施工流程的推

进起到一定限制作用。此外，应对弃渣场设置位置处进

行考察，明确其汇水面积是否相对较小，沟道是否存在

陡峭现象，拦渣坝的设置条件是否达到相应标准等，若

均未达到，不可在此地设置弃渣场，提升弃渣场建设水

平。此外，相关单位应考虑施工区域附近是否存在水利

工程，弃渣场的设置是否对水利工程运行造成一定影

响，并选取适宜位置处建造弃渣场，保障水利工程效用

的充分发挥。

2.3  应充分考虑耕地等因素
相关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应明确该区域是否存在

耕地，最大限度减少耕地占用面积，以免对耕地造成破

坏，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制约我国农业经济的提升。若

是在山区或丘陵等区域设置弃渣场，应选择地势相对平

缓的凹地等区域，考量该区域地质条件是否简单，保障

运输作业的有序进行，降低便道修筑难度，保障工程施

工进度的有序推进。若是在平原区域内建设弃渣场，应

充分考虑取土坑或是洼地等，并对弃渣场位置与实际施

工现场距离加以控制，降低运输成本，提升单位经济效

益，为弃渣的处理提供便利。此外，相关单位为应对弃

渣场设计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对耕地等区域予以规避，

选取适宜的位置建造弃渣场。若无法回避耕地，应制定

相应措施，对设计方案加以改进，缩小耕地占用面积。

3��弃渣场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的要点

3.1  表土剥离
相关单位在开展堆渣作业前，应明确弃渣场的占地

面积，并将该范围内涵盖的耕地与林地表土等进行剥离

处理，并以集中的模式进行堆放。在此过程中，应对剥

离厚度加以控制，使其维持在适宜的范围内，为生态环

境的恢复奠定基础。

3.2  设立防护工程
在弃渣场建设过程中，应设立相应的防护工程，如拦

挡措施与排水设施等，提升弃渣场运行稳定性，降低降雨

等的影响，降低水土流失概率。在构建拦挡设施时，应注

重挡渣坝的设置，将弃渣维持在适宜的范围内，以免危及

相关居民的安全。在设立排水设施时，应深入分析现场情

况，设置排水盲沟及沉砂池等，提升排水沟与下游自然沟

道的衔接性，实现相应的排水目标[6]。

3.3  对土地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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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在堆渣过程中，应以分级放坡的模式进行

分层碾压作业，并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对其进行削坡处

理，为后续弃渣的运输提供便利，降低弃渣流动性。

与此同时，应对坡面的土地进行整治，结合堆渣平台特

征，对其进行放坡处理，为其排水功能的实现奠定基

础，提升边坡稳定性，避免塌坡现象的出现，使得弃渣

场以原有状态运行。

3.4  注重绿化工作的开展
在土地整治工作结束后，应在弃渣表面撒播一定数

量的灌草种子，充分发挥其易成活与高生存能力特征，

提升弃渣场绿化水平，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奠定基础。除

此之外，应对弃渣场生态环境特征进行分析，并在其中

栽种适宜的植物，如槐树与柳树等，充分发挥其固土优

势，降低水土流失现象发生概率。

4��提升弃渣场变更维护水平的对策

4.1  提升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频率
相关单位在设置弃渣场时，应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如水利工程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等，保证选址的合理

性，降低弃渣场变更概率。与此同时，应对整个施工过程

进行监督与管理，发挥相关部门的监督职能，保障设计

要求的落实，提升防护工程设计水平，保障排水设施的

有序运行，并对弃渣进行拦挡处理，降低弃渣流动性[7]。

此外，应对超界的弃渣进行处理，及时与环保部门进行

交流，对周围植被进行恢复，提升环境保护水平。

4.2  注重对防护工程的维护
弃渣场的稳定运行离不开相应防护工程的建立。该

防护工程的设置，可有效降低弃渣场的环境破坏力度，

提升弃渣处理水平，保障水土保持措施的推进。首先，

应注重对弃渣场截排水沟的维护，检查其运行是否存在

一定问题，如破损或不均匀沉降等，并对其进行清理，

修复其中存在的裂缝，保障其排水功能的充分发挥[8]。其

次，不应对弃渣场的永久性排水沟进行拆除处理，应对

复耕复绿措施加以保护，使弃渣场维持现状，不可在其

中开展取土料等活动，保障各项措施的有序运转，提升

弃渣场防护能力，使得降雨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力度有所

下降，降低水土流失问题发生概率。

4.3  构建动态监管机制
施工单位应注重弃渣场动态监管机制的建立，借助

先进的电子监控技术，提升监控水平，并辅以巡视检查

机制，保证监控的全面性，及时发觉其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为相应处理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首先，应对新的

监控设备予以引用，对弃渣场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结合弃渣场规格与监控要求，考虑阻碍物等，选取适宜

的位置进行监控设施的安装，扩大监控范围，促进动态

监管机制的形成。其次，应注重监管部门的设立，并聘

请相应人员开展巡检工作，适当增加巡检频次，及时察

觉防护工程运行异常，并及时上报，为相应解决方案的

制定奠定基础，推动防护工程的稳定运行，以免对生态

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结束语

总而言之，相关单位在对高速公路工程进行建设

时，为降低环境破坏力度，提升弃渣处理水平，应注重

弃渣场的设置，保证该位置的合理性与可靠性，降低弃

渣场变更概率，促进施工成本的降低，为施工流程的推

进奠定基础。因此，相关单位在设计弃渣场时，应综合

考虑各项因素，如居民生活与水利工程等，提升弃渣场

设计水平，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升弃渣场防护工

程建设水平，减少水土流失等现象发生概率，提升环境

保护成效，提升施工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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