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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

理办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范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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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川水函[2018]887

号），工程投运前需完成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受疫情影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采取简易程序组织各参建

单位完成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成都天府新区

香山（秦皇寺）110kV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

参加验收的单位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成都市水土保持监测分

站，建设及施工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及特

邀专家共 10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查阅了工程现场照片及技术资料，就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水土保持问题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与建设单位及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沟通，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香山 110kV 变电站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镇罗家店村七

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香山 110kV 变电站新建工程、秦皇寺～香山

双回 110kV 线路工程和相应的系统通信工程三部分组成。 

其中香山 110kV 变电站位于天府大道与创新大道交叉口东北

角，中心坐标点位 N30°26’22”、E104°06’01”，建设规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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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最终 3×63MVA，本期 2×63MVA。110kV 出线：最终 3

回，本期 2 回。10kV 出线：最终 42 回，本期 28 回。10kV 无功补

偿：并联电容补偿：最终 3×（4+6）MVar，本期 2×（4+6）MVar。 

110kV 秦山 I、II 回线线路起止点为：从 220kV 秦皇寺变电站

110kV GIS 终端间隔起 A 点电缆出线沿规划道路隧道（规划待建）

至 B 点，由 B 点沿山东路南段电力隧道（规划待建）向东北至 C

点，由 C 点沿山东路北段隧道至 D 点 110kV 香山变电站内 110kV 

GIS 终端止。电缆线路长度约为 2.85km。 

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2017 年 4 月主体工程完工，建设总

工期 17 个月。 

2．项目总占地面积 0.35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0.35 公顷(其中含

围墙内占地、进站道路和其它占地。 

3．工程建设实际开挖土石方 0.12 万立方米，回填 1.04 万立方

米，借方 0.92 万立方米，借方来自站外政府规划区多余土石方，我

单位统一负责监督管理，挡墙、截排水沟、植物防护等措施到位，

未产生较大水土流失量，不存在沉陷、垮塌或其它安全隐患。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4 年 9 月 29 日，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城市

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关于成都天府新区香山（秦皇寺）110kV 输变

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天成管规建城函[2014]255

号）。批复中确定了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35 公

顷，扰动、破坏原地表面积 0.35 公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 5 — 

2015 年 5 月 4 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关于成都天府新区香山和创新 110kV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

复》（川电建设〔2014〕146 号）批复了本工程初步设计（含水土

保持部分），施工图设计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工程建设期间未开展专项水土保持监测，工程建设期间我单位

自行对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开展巡查监测，监测结论为：工

程建设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体系及任务，完成的措施

基本与方案一致，实施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有效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水土保持

设施的完好率较高，发挥了水土保持效益。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5 月~6 月，成都南岩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成都天府

新区香山（秦皇寺）110kV 输变电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

查工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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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仅需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鉴定书。 

通过调查确定工程建设期间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35 公顷，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修建站外排水沟 400 米、生态

透水砼面层 0.12 公顷、防雨布遮盖 420 平方米。 

项目建设区域内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7.2%，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9%，本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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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成后场地基本全部硬化，站内采用生态透水砼面层进行硬化，

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无绿化面积，站外道路两侧由天府新区政府统

一规划绿化带，因此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植被覆盖率，本项

目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除林草植被恢复率

和林草植被覆盖率其余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值。 

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各项手

续齐全；水土保持工作制度完善，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测、

监理等资料齐全；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补偿费已足额缴纳；达到了水土保持

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自验结论为合格。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依法编报了水土

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方案

确定的各项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技术规

范、标准的要求，总体质量评定为合格，外观质量评定为合格，各

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工程建设

期间我单位自行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

流失总量远小于水土保持方案预测总量。站外道路两侧由天府新区

政府统一规划绿化带，因此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植被覆盖

率，其余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值。，且已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

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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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管护要求 

运行期间应加强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其正常运

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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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照片 

  
站内地坪 站内地坪 

  
站内道路 站外道路 

  
站外排水 站内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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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遥感影像 
 

2017 年 12 月遥感影像 

 
2016 年 2 月遥感影像 

 
2015 年 2 月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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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偿费发票凭证 

 
注：以上票据包括成都天府新区香山（秦皇寺）110kV 输变电工程，成都天府新区创

新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和麓湖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