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福尔泰区域建筑石料处置项目
生态修复治理工程

1 项目概况

黄石福尔泰化工有限公司不稳定斜坡综合治理项目区属丘陵地

貌，为堆渣、废土堆积区，平面上近似长方形，东西展布长约 470m，

宽约 250m，面积约 0.121km2，最高高程约+128.8m，最低高程约

50.05m（公路最低处），高差约 78.75m，由于四处堆积的废土、渣

土形成的微地貌起伏较大。

治理工程措施包括坡面削（清）方工程、高次团粒喷播工程、封

边墙工程、排水沟工程、监测工程等。

治理工程设计总体部署思路如下：

坡面削（清）方工程：根据相关要求及黄石地区已有经验，本方

案拟对治理区边坡分多级马道进行削（清）方。

高次团粒喷播工程：对清方后的边坡采用高次团粒喷播方法治

理。

挡土墙工程：主要为修建治理区马道封边墙。

排水沟工程：为了方便治理区排水，拟在治理区底盘和台阶修建

排水沟，以排泄大气降雨形成地表径流。



2 分项工程设计

2.1 削（清）方工程

（1）削（清）方设计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边坡较陡，为了提高坡体的稳定性，对高

陡边坡进行削方，于+100m、+90m、+80m、+70m、+60m 附近高程

处设置马道，马道高度 10m，马道宽 3m，在尽量保留原有平台的前

提下，马道宽度可适当调整，马道总长约 1957m。边坡整形后的边坡

坡度不大于 35°。

（2）坡面削（清）方

马道形成的次序按从上至下进行，当上一级马道成型、削方修整、

清方后方可进行下一级马道工作。

坡面起伏控制在 20cm 以内，马道宽度根据削方后岩体完整程度

可适当调整。

c、马道成型、削方主要采取机械开挖技术，自上而下分层削离。

削方后总体坡比不大于设计坡比，坡面起伏控制在 20cm以内。对凸

起岩体位于坡体下方的基岩面不允许有倒倾或垂直坡面存在，其岩面

倾角与坡度基本一致。

d.马道成型、削方修整、清方时，在下方应设立防护网及警戒线，

由专人在边坡区两端进行跟班监视。

e.马道成型、削方修整、清方采用机械、人工清除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形成的马道外侧略高于内侧，以有利于封边墙施工和覆土。



f.坡面削（清）方土石方工程量

经估算，坡面削（清）方土石方量为 859195 m
3
,坡面削（清）方

土石方量仅为估算，实际坡面削（清）方土石方量以现场监理核实为

准。

2.2 封边墙及绿化工程

1、结构设计

在治理区削方后形成的+70m、+80m、+90m、+100m各马道外侧布

设一道封边墙，马道封边墙布设于距马道外缘0.5米处。沿各马道通

长布设，与形成的马道长度一致，马道封边墙总长1957米。

2、植树复绿工程

底盘作为工业场地，不涉及绿化工程。马道、坡脚挡土墙的绿化

工程的顺序为：①马道封边墙→②覆土→③植树→④撒播草灌种子。

2.3 高次团粒喷播工程

因边坡拟开挖标高+57m-+65m，本方案拟对治理区标高+57m-+65m

以上边坡进行完成坡面削（清）方工程后的坡面，采用高次团粒喷播

的方案进行治理。

根据地区边坡绿化护坡的成功经验启示，对于削（清）方后的边

坡坡面采取高次团粒喷播护坡，既能保证边坡的稳定性，又能使边坡

复绿，与湿地保护区环境相适宜。高次团粒喷播绿化面 49200m
2
。



2.4 排水沟工程

治理范围承雨面积较大，为了方便治理区排水，拟在治理区和马

道边坡坡脚修建排水沟，以排泄大气降雨形成地表径流。排水沟与工

程外已有排水系统连通；（详见附图-工程部署图）。排水沟长度

2425m。

2.5 绿化养护（喷灌）设计

养护用水源通过管道，采取水泵（扬程 160m，功率 18.5 千瓦）

从项目区东部水塘输水到坡脚蓄水池，蓄水池长 4m，宽 3m，高 2m，

采用浆砌石砌筑，蓄水池外侧需进行抹面。供水主管采用φ63mmPE

管，分管采用φ50mmPVC 管，支管采用φ32mmPVC 管，喷灌喷头采

用旋转式全圆喷头。设计喷头与喷头之间的纵横间距均为 25m，喷射

半径为 15m，流量 2.62m3/h。详细喷灌布设根据坡面实际情况现场确

定。

3 工程量及预算

表3-1 建筑工程预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一 建筑工程费 598.99

（一） 削坡、清方工程

1 清方（石） m
3

859195 由竞买人自理



（二） 高次团粒喷播工程 469.76

1 锚钉挂网 ㎡ 49200 50.54 248.66

2 高次团粒喷播绿化 ㎡ 49200 40 196.8

3 覆盖保墒 m3 49200 4.94 24.3

（三） 排水工程 31.87

1 基槽土石方开挖 m³ 578.11 105.75 6.11

2 浆砌石 m³ 420.45 229.81 9.66

3 沉降缝 m 27.87 21.14 0.06

4 抹面 ㎡ 1786.92 89.72 16.03

（四） 马道封边墙工程 70.06

1 C25 砼 m3 468.31 571.28 26.75

2 钢筋制安Φ16 T 12.34 5,982.95 7.38

3 钢筋制安Φ8 T 2.31 5,982.95 1.38

4 插筋孔 m 2601.64 8.27 2.15

5 50 泄水孔 m 195.02 15.44 0.3

6 沉降缝 ㎡ 30.96 137.97 0.43

7 模板 ㎡ 3122.18 64.8 20.23

1 挖坑 m3
245 35.68 0.87

2 回填 m3
2936 17.43 5.12

3 植树 株 1957 17.1 3.35

4 二次转运 m
3

2936 7.12 2.09

（五） 植被养护（三年） 24.3

1 喷灌系统 套 1 60000 6

2 蓄水池 个 1 3000 0.3

3 养护费 年 3 60000 18

（六） 监测工程
3

1 监测费用 年 1 30000 3



4 监测工程设计

4.1 监测目的及任务

在施工过程中应对不稳定边坡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边坡的灾

变动态，实时调整设计方案，确保施工安全。

在施工完成后为检验施工效果，应继续对边坡进行监测，对今后

的预测提供必要的依据。

4.2 监测工程方案

主要的监测内容包括：施工期监测、和宏观巡视监测。

1、施工期监测

在治理工程施工过程中，应进行施工期间变形监测，综合分析各

类影响坡体稳定性因素，并作为判断边坡稳定状态、指导工程实施、

调节工程部署、安排施工进度、反馈设计，为治理工程效果检验提供

依据。监测以 24 小时监测为宜，对坡体稳定性好，工程扰动小的地

段可 8～24 小时观测一次；对在边坡体稳定性差，或工程扰动大的部

位，力求形成完整的剖面，采用多种监测手段相互验证和补充。

2、宏观巡视监测

活动迹象巡视监测是采用宏观地质调查的手段，巡视监测内容包

括：

(1)地表及坡体裂缝出现的位置、规模、延伸方向、发生时间等；

(2)地表鼓胀位置、范围、形态特征、发生时间等；



(3)地面沉降位置、形态、面积、幅度、发生时间等；

(4)滑塌位置、范围、体积及发生时间等；

每次调查均应做好记录，必要时应拍照或录相，对变形强烈地段

要设立连续观测点。如发生异常现象，经复查后，应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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