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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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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区侵蚀沟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侵蚀沟治理工程中调查、水文计算、跌水工程、护坡工程、谷坊工程、填埋修复工程、

林草工程、封育工程以及其他工程的规划、工程布置及主要构筑物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土区的侵蚀沟治理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7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验收规范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453.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沟壑治理技术

GB/T 17638 土工合成材料 短纤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GB/T 17639 土工合成材料 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GB/T 20465 水土保持术语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097 水土保持林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97 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

JTGD 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SL/T 225 水利水电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SL 260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SL 446 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

SL 482 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SL 654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

YB/T 4190 工程用机编钢丝网及组合体

DB 23/T 1501 水利堤（岸）坡防护工程格宾与雷诺护垫施工技术规范

DB 23/T 1808 连续式柳编跌水侵蚀沟治理技术规范

DB 23/T 2272 侵蚀沟秸秆填埋复垦技术规程

DB 23/T 2412 侵蚀沟分级与分类

DB 23/T 2578 侵蚀沟建植紫花苜蓿技术规程

DB 23/T 3179 侵蚀沟建植饲用燕麦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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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所采用的工程、植物和耕作等技

术措施与管理措施的总称。

侵蚀沟 erosion gully

沟蚀形成的沟壑称为侵蚀沟，是暂时性沟谷流水侵蚀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普遍发育的狭长形沟谷地貌。

沟壑内平时无水，仅在雨季或春季融雪后才有水流流动。侵蚀沟广泛发育在土壤疏松、植被稀少的坡面

上。

跌水 drop spillway

在侵蚀沟道源头修建的防止沟头溯源侵蚀的排水型沟头防护工程。按建筑材料不同，主要有连续式

柳编跌水、石笼跌水、生态袋跌水等。

谷坊 check dam

横筑于易受侵蚀的小沟道或小溪中的小型固沟、拦泥、滞洪等拦挡构筑物。按建筑材料不同，主要

有石笼谷坊、柳谷坊、生态袋谷坊等。

填埋复垦 filling gully for restoring land

在对侵蚀沟沟道进行整形的基础上，以秸秆等材料为填充物填充并覆土，覆土后高程与侵蚀沟两侧

耕地基本一致，使侵蚀沟恢复耕种的防治措施。

半填覆绿 half-filling gully for green

对侵蚀沟沟底进行整形，以秸秆捆为填充物，从沟底填充至沟深二分之一左右并覆土，覆土后栽植灌

木、撒播草种，使侵蚀沟仍具有过水能力的侵蚀沟防治技术。

4 总则

侵蚀沟治理宜以小流域为单元，统筹考虑侵蚀沟所在集水区的坡面土壤侵蚀防控措施（梯田、地

埂和保护性耕作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防护林建设等项目相结合。

侵蚀沟治理应沟头、沟底、沟坡兼治，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及封育措施相结合，形成完整的防护

体系。包括跌水、谷坊、护坡、填埋复垦、半填覆绿、林草措施及封育措施等。

侵蚀沟治理措施布设应本着安全可靠、技术先进、注重实效、经济合理的原则。

侵蚀沟治理工程在制止沟蚀的同时，宜利用沟中水土资源，发展林(果)生产。

本文件只规定了黑龙江省黑土区常用的侵蚀沟治理工程技术。

黑龙江省侵蚀沟治理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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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

一般规定

5.1.1 侵蚀沟治理工程建设前，应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社会经济情况，

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情况，以及侵蚀沟周边农田的农作物、耕作方式、采取的

水土保持措施和当地建筑材料及周边适生植物等情况。

5.1.2 实地调查宜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及无人机等技术相结合，应充分利用高

分卫星影像等。

5.1.3 实地调查应采用比例尺不低于 1:10000 的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

5.1.4 实地调查应符合 GB/T 51297 有关规定。

侵蚀沟调查

5.2.1 注重侵蚀沟现状数据收集。包括侵蚀沟成因、分布、形态特征、危害等。

5.2.2 宜收集侵蚀沟分布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防护林建设等相关资料。

5.2.3 计算侵蚀沟汇水面积，实测纵断面、措施横断面、沟缘线和沟头深度，精度满足设计要求。平

面坐标系统宜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宜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5.2.4 根据侵蚀沟治理工程的实际需求进行侵蚀沟边坡土体剖面调查及岩土类别判定，必要时布置勘

探坑并进行取样试验。

6 水文计算

一般规定

6.1.1 跌水工程、谷坊工程和填埋修复工程，应进行必要的水文计算。

6.1.2 跌水工程的防御标准为 10 a 一遇 3 h～6 h 最大暴雨。可根据各地降雨情况，分别采用当地最

易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短历时、高强度暴雨。

6.1.3 谷坊工程的防御标准为 10 a～20 a 一遇 3 h～6 h 最大暴雨，其中，生态袋谷坊、石笼谷坊防

御标准为 10 a 一遇 3 h～6 h 最大暴雨。可根据各地降雨情况，分别采用当地最易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

短历时、高强度暴雨。

6.1.4 填埋修复工程的防御标准为 10 a 一遇 3 h～6 h 最大暴雨。可根据各地降雨情况，分别采用当

地最易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短历时、高强度暴雨。

设计流量计算

6.2.1 设计流量可按公式(1)计算，

� = 0.278 ���····················································· (1)

式中：

Q——设计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³/s)；

K——径流系数，按照表 1 要求确定，若汇水面积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地表种类时，应按不同

地表种类面积加权求得平均径流系数；

I——10 a 一遇 1 h 最大降雨强度，单位为毫米每小时(mm/h)；

F——沟头以上集水面积，单位为平方公里(km²)。

6.2.2 径流系数初步选取：依据 GB 51018-2014 之附录 A.4.1 进行初步选取径流系数 K，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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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径流系数参考值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沥青混凝土路面 0.95 起伏的山地 0.60～0.80

水泥混凝土路面 0.90 细粒土坡面 0.40～0.65

粒料路面 0.40～0.60 平原草地 0.40～0.65

粗粒土坡面 0.10～0.30 一般耕地 0.40～0.60

陡峻的山地 0.75～0.90 落叶林地 0.35～0.60

硬质岩石坡面 0.70～0.85 针叶林地 0.25～0.50

软质岩石坡面 0.50～0.75 粗砂土坡面 0.10～0.30

水稻田、水塘 0.70～0.80 卵石、块石坡地 0.08～0.15

6.2.3 径流系数合理性检验：利用《黑龙江省水文图集》查取工程所在位置多年平均降水量 P与多年

平均径流深 R，通过径流深 R/降水量 P 计算得到工程所在位置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K。

6.2.4 径流系数确定：根据初步选取值与合理性检验值，结合工程所在位置下垫面地形地貌特点，地

面坡度较大取大值；地面坡度较小取小值。如有特殊情况，单独论证取值。

溢洪口流量计算

跌水工程、谷坊工程的溢洪口矩形宽顶堰应按公式(2)计算，梯形断面应经试算确定：

� = ��ℎ3/2·······················································(2)

式中：

Q——设计洪峰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³/s)；

M——流量系数（一般采用 1.55）；

b——溢洪口底宽，单位为米(m)；

h——溢洪口水深，单位为米(m)。

沟道排水流量计算

填埋修复工程排水流量可按6.2.1，公式（1）进行计算。

7 跌水工程

一般规定

7.1.1 跌水工程应与谷坊、护坡、林草、封育等治理措施互相配合，取得共同控制沟壑发展的效果。

7.1.2 修建跌水工程的重点位置应为：沟头以上有坡面天然集流槽，暴雨中坡面径流由此集中泄入沟

头，引起沟头前进和扩张的地方。

7.1.3 当坡面来水不仅集中于沟头，同时在沟边另有多处径流分散进入沟道时，应在修建跌水工程的

同时，围绕沟边修建沟边埂，制止坡面径流进入沟道或使坡面径流有序进入沟道。

7.1.4 当沟头以上集水区面积较大(10 hm²以上)时，应布设相应的治坡措施与小型蓄水工程，减少地

表径流汇集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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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布置

7.2.1 跌水工程应布设在沟头易形成坡面集水通道、暴雨径流集中泄入、诱发沟头剧烈前进的部位。

7.2.2 黑土区常用的跌水工程主要为排水型沟头防护中的跌水式沟头防护。

设计

7.3.1 跌水工程应由进水口(按宽顶堰设计)、陡坡(或多级跌水)、消力池、出口海漫等组成。设计过

程中应保证进水口高程不得高于原沟头地面高程。

7.3.2 连续式柳编跌水设计应按 DB23/T 1808 规定执行。

施工

7.4.1 跌水工程施工应按 GB/T 16453.3-2008 之 3.4 规定执行。

7.4.2 柳跌水修筑时应在侵蚀沟沟头布设沟头埂，将坡面径流沿沟头埂引导至沟边低洼处或已修筑石

笼跌水等硬化措施的支沟沟头处，进入侵蚀沟或下游流水通道。

8 护坡工程

一般规定

8.1.1 护坡工程主要是为了防止沟坡崩塌，稳定沟道而采取的防护措施。

8.1.2 护坡工程应在沟道内坡度较陡或沟坡破碎、不稳定的沟段实施，并宜与谷坊等沟底防护措施结

合，以谷坊支撑护坡工程，稳固沟道。

8.1.3 护坡工程主要包括削坡工程、护砌工程。

8.1.4 护砌工程依据用材不同可分为石笼护砌、生态袋护砌等。

工程布置

8.2.1 削坡工程

8.2.1.1 适用于沟坡较陡（大于 35 度）、坡面破碎、稳定性差、植被覆盖率低的沟段。

8.2.1.2 削坡工程应与护砌、谷坊、林草等侵蚀沟治理措施互相配合。

8.2.1.3 削坡整形应因地制宜，高度小于 5 m，结构紧密的土坡可采用直线型削坡；高 5 m～10 m，结

构比较松散的土坡可采用折线形削坡或阶梯形削坡。

8.2.2 护砌工程

8.2.2.1 护砌工程根据侵蚀沟实际情况，按照就地取材、修筑简便的原则，采用石笼、生态袋等材料，

对于土质松散、流速较大、削坡困难的侵蚀沟，宜采取石笼护砌；对于现状土质较好，削坡容易的侵蚀

沟，采取生态袋护砌。

8.2.2.2 护砌工程主要布设于发展剧烈或沟道比降过大的侵蚀沟沟段，在削坡后进行护砌，阻止沟坡

侵蚀。

8.2.2.3 护砌工程可布设于威胁村屯、道路及其它基础设施的侵蚀沟。

设计

8.3.1 削坡设计

8.3.1.1 削坡断面面积可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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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3)

式中：

A——削坡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S₁——削坡后梯形或近似梯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S2——削坡前沟道三角形或近似三角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8.3.1.2 削坡宽度可按公式（4）计算：

� = �(cot� − cot�)··················································(4)

式中：

H——原沟深，单位为米(m)；

β——削坡后坡角(°)；

α——原坡角(°)。

8.3.2 护砌工程设计

护砌工程的坡面坡度应不大于土体自然倾角，坡比一般取1:1.5～1:2，经整形后实施石笼或生态袋

等材料护砌。

8.3.2.1 石笼护砌设计

8.3.2.1.1 石笼厚度可按公式（5）计算：

� = 2.0��
························································ (5)

式中：

t——石笼的最小厚度，单位为厘米（cm）；

��——填石的中值粒径，50%的填石粒径超过该值。

8.3.2.1.2 石笼平均厚度一般取 25 cm～50 cm。

8.3.2.2 生态袋护砌设计

生态袋护砌不应单独采用，应在生态袋土壤内拌合灌木或草本种子，与林草措施相结合。

施工

8.4.1 削坡施工

削坡整形前应先确定削坡的基准线，达到设计坡比，实施削坡整形的地段与未削坡整形地段的连接

应自然顺直、平整，避免产生急剧变坡。削坡后边坡土体应均匀压实，干容重达1.4 t/m
3
～1.5 t/m

3
。

8.4.2 护砌施工

8.4.2.1 实施护砌工程前应清基，护砌与土体间应布设土工布，防止护砌工程的基础遭受径流冲刷。

8.4.2.2 石笼护砌施工时，土工布上部铺筑砂石垫层，坡底处固脚，从坡下向坡上逐层摆放并固定石

笼。坡顶处可用柳桩固定，防止石笼滑塌。

8.4.2.3 生态袋护砌施工时，生态袋应靠紧压实，错缝叠放，做到缝隙最小。表层生态袋装土应事先

拌进灌木或草本种子，摆放好后按 15 cm×15 cm 的间距对生态袋扎孔；或在生态袋摆放好后，在表层

生态袋上扦插灌木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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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谷坊工程

一般规定

9.1.1 谷坊工程应与跌水、护坡、林草、封育等治理措施互相配合，获取共同控制沟壑侵蚀的效果。

9.1.2 谷坊工程应修建在沟底比降较大(5%～10%或更大)、沟底下切剧烈发展的沟段。其主要任务是巩

固并抬高沟床，制止沟底下切，同时，也稳定沟坡、制止沟岸扩张(沟坡崩塌、滑塌、泻溜等)。

9.1.3 谷坊高度不得高于沟岸，下一座谷坊顶高程不高于上一座谷坊底高程。

9.1.4 除植物谷坊外，谷坊出口处应配套护坡、护底等防护措施。末级谷坊出口处应布设消力池、海

漫等消能防冲设施。

工程布置

9.2.1 谷坊类型选定应根据建筑材料确定，可选择石笼谷坊、植物谷坊、生态袋谷坊等。

9.2.2 谷坊位置

9.2.2.1 通过沟壑情况调查，选沟底比降大于 5%～10%的沟段，系统地布设谷坊群。

9.2.2.2 遵循“顶底相照”的原则，即下一座谷坊的顶部（溢洪口）大致与上一座谷坊基部等高。

9.2.2.3 工程量小，库容大。

9.2.2.4 沟底与岸坡地形、地质(土质)状况良好，无孔洞或破碎地层，无不易清除的乱石和杂物。

9.2.2.5 取用建筑材料（土、石、柳桩等)比较方便。

9.2.3 谷坊间距可按公式(6)计算：

� = �
�−�'

·························································· (6)

式中：

L——谷坊间距，单位为米(m)；

H——谷坊底到溢水口底高度 ，单位为米(m)；

i——原沟床比降，%；

i'——谷坊淤满后的比降，%。

不同淤积物质淤满后形成的不冲比降见表 2。

表 2 淤积物淤满后不冲比降

淤积物 粗沙(夹石砾) 粘土 粘壤土 沙土

比降/% 2.0 1.0 0.8 0.5

9.2.4 对于比降特大(15%以上)或因其他原因，不能修建谷坊的局部沟段，应在沟底修水平阶，水平沟

造林。

设计

9.3.1 石笼谷坊设计

9.3.1.1 单个石笼的横断面应为矩形，石笼长宜为 0.5 m～2.0 m，石笼的高和宽宜为 0.4 m～0.6 m，也

可采用尺寸适宜的网箱（格宾）、网垫（雷诺护垫）。

9.3.1.2 谷坊高度不宜大于 3 m，不应超过沟深的 2/3。

9.3.1.3 溢洪口断面为矩形，宽度宜与谷坊底宽保持一致，深宜为 0.2 m～0.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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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4 溢洪口下部设石笼海漫消力段，消力段宽度宜与整形后沟道底宽保持一致，长为谷坊高的 2

倍。

9.3.1.5 谷坊进出口应配套护坡、护底等防护措施，根据沟宽、汇水量的大小综合确定，谷坊上游段

可为谷坊宽度的 0.5 倍～1.5 倍、下游段长可为谷坊宽度的 1倍～2 倍，末级谷坊出口处应布设消力池、

海漫等消能防冲设施，谷坊两侧坝肩应嵌入沟坡 0.5 m～1.0 m。

9.3.2 植物谷坊设计

9.3.2.1 多排密植型

9.3.2.1.1 在沟中已定谷坊位置，垂直于水流方向密植柳杆(或杨杆)。杆长 1.5 m～2.0 m，埋深 0.5 m～
 1.0 m，露出地面 1.0 m ～ 1.5 m。
9.3.2.1.2 每处(谷坊)栽植柳杆(或杨杆)5排以上,行距1.0 m，株距0.3 m～0.5 m,埋杆直径5 cm～7 cm。

9.3.2.2 柳桩编篱型

9.3.2.2.1 在沟中已定谷坊位置，打 2排～3 排柳桩，桩长 1.5 m～2.0 m，打入地中 0.5 m～1.0 m，排

距 1.0 m，桩距 0.3 m。
9.3.2.2.2 用柳梢将柳桩编织成篱。在每两排篱中填入卵石(或块石)，再用捆扎柳梢盖顶。

9.3.2.2.3 用铅丝将前后 2 排～3排柳桩联系绑牢，使之成为整体，加强抗冲能力。

9.3.3 生态袋谷坊设计

9.3.3.1 坝高 1.0 m～2.0 m，顶宽 0.6 m～1.0 m，迎水坡比 1:0.2，背水坡 1:0.8。

9.3.3.2 在谷坊坝顶位置，垂直于水流方向，打入 2排柳桩，柳桩直径 5 cm～7 cm，桩长 1.5 m～2.0 m，
打入 0.5 m～1.0 m，排距 0.3 m，桩距 0.5 m。

施工

9.4.1 石笼谷坊施工

9.4.1.1 施工前应首先确定谷坊的位置及轮廓线，清除沟床浮土、草皮、乱石、树根等，清基后宜打

0.5m 深地基，然后按谷坊轮廓线在两岸沟壁修出结合槽。

9.4.1.2 石笼谷坊底部应铺设土工布进行反滤，防止淘刷。土工布铺设应按 SL/T 225 规定执行，土工

布搭接铺设时搭接宽度宜 30 cm～50 cm。砂砾反滤层铺筑应按 SL 260 规定执行。

9.4.1.3 采用机编网箱或采用 8 号铁丝现场编网，网内填充块石或卵石，石笼材料参考 YB/T 4190，

合理使用年限参考 SL654，应不低于 20 年。

9.4.1.4 根据设计尺寸，从下向上分层垒砌，上下层石笼之间呈“品”字形交错排列，错缝砌筑，并

逐层向内收坡。

9.4.1.5 料石应填满格宾网箱或铅丝笼，石块粒径满足设计要求。石笼间接缝宽度不应大于 2 cm，并

用铁丝固定形成整体结构。

9.4.1.6 格宾与雷诺护垫施工可按 DB23/T 1501 有关规定执行。

9.4.2 植物谷坊施工

9.4.2.1 施工前应按设计要求的长度和桩径，选择生长能力强的柳桩。

9.4.2.2 按设计深度将柳桩打入土内，桩身应与地面垂直，打桩时勿伤柳桩外皮，芽眼向上，各排桩

位呈“品”字形错开。

9.4.2.3 以柳桩为经，从地表以下 0.2 m 开始，安排横向编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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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4 与地面齐平时，在背水面最后一排桩间铺柳枝厚 0.1 m～0.2 m，桩外露枝梢约 1.5 m，作为海

漫。

9.4.2.5 各排编篱中填人卵石(或块石),靠篱处填大块，中间填小块。编篱(及其中填石)顶部作成下凹

弧形溢水口。

9.4.2.6 编篱与填石完成后，在迎水面填土，约 0.5 m。

9.4.3 生态袋谷坊施工

9.4.3.1 根据设计尺寸测定谷坊的位置，在地面划出基础轮廓线；将轮廓线以内的浮土、草皮、乱石、

树根等全部清除。

9.4.3.2 按设计断面要求从沟底至两岸沟坡开挖结合槽，机械开挖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由人工进行

清理。

9.4.3.3 生态袋铺设时，自坡下向坡上分层进行铺设，每相邻两层生态袋之间错缝铺设，用连接扣连

接，依次平铺、夯实，达到设计高度。

9.4.3.4 生态袋铺设完成后，在两层生态袋之间空隙处插植一定数量柳穗，其成活后进一步巩固生态

袋发挥长期效益。

9.4.3.5 在消力池出口处及护坡外缘生态袋中打入柳桩，柳桩尺寸、规格按设计要求。

9.4.3.6 生态袋应选用具有抗紫外，抗老化、无毒，不助燃，裂口不延伸的袋子，应满足 GB/T 17639

和 GB/T 17638 有关要求。

10 填埋修复工程

一般规定

10.1.1 填埋修复工程应在侵蚀沟治理中，与谷坊等沟壑治理措施互相配合，取得共同控制沟壑发展的

效果。

10.1.2 填埋修复工程的主要适用范围应为沟深大于 1 m，土层厚度不小于 0.5 m 的侵蚀沟。

10.1.3 填埋修复工程的主要任务应为：抬高侵蚀基准面，对侵蚀沟两侧沟坡形成支撑，使坡面暴雨径

流有控制地进入侵蚀沟，保护地面不被沟壑割切破坏。

10.1.4 填埋修复工程分为填埋复垦工程和半填覆绿工程。

工程布置

10.2.1 填埋复垦工程，侵蚀沟整形后底部埋设暗管，利用农作物秸秆填充侵蚀沟，布设渗井，覆土后

种植农作物，水流通过渗井进入暗管，安全进入下游。

10.2.2 半填覆绿工程，侵蚀沟整形后利用农作物秸秆填充沟道，覆土后种植草本植物及灌木，水流通

过构建的植被过水通道安全进入下游。

设计

10.3.1 填埋复垦工程，主要用于侵蚀沟深小于 2 m，土层厚度不小于 0.5 m 的发育在耕地中的侵蚀沟，

应由沟道整形，暗管布设、秸秆填埋，渗井、覆土，谷坊，恢复耕作等组成。

10.3.2 半填覆绿工程，主要用于侵蚀沟深大于 2 m，土层厚度不小于 0.5 m 的处于发育状态的侵蚀沟，

应由沟道整形、秸秆填埋、覆土、谷坊、造林种草等组成。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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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填埋复垦工程施工

10.4.1.1 填埋复垦工程应符合 DB 23/T 2272 有关规定。应根据设计要求实施表土剥离。

10.4.1.2 应将侵蚀沟整形为矩形断面，以利于秸秆捆填埋，整形后的侵蚀沟深度对应的挖土量应当满

足上层覆土量要求，宽度应随整形前侵蚀沟自然宽度变化，可分成若干宽度断面，遵循小弯取直，大弯

就势的原则。

10.4.1.3 秸秆需打捆压实后填埋，秸秆捆宜为长方体，密度不应小于 250 kg/m3
，单个秸秆捆重量以

不超过 50 kg 为宜，首选玉米秸秆或麦秸。

10.4.1.4 暗管铺设于整形后沟底中部，秸秆层下，应依据洪峰流量增大或缩小暗管直径，直径不小于

20 cm，暗管比降不小于 2%，暗管表面应用土工布包裹，如不带接头，暗管间用带表皮的金属线连接，

连接处用土工布包封。

10.4.1.5 渗井间隔布设于复垦侵蚀沟上部及比降大的中部，横向与整形后沟道同宽，高度由暗管至地

表，用碎石或大粒砂填充，渗井规格依据沟道设计防御标准洪峰流量和复垦后沟道区域入渗能力测算。

必要时可在渗井位置布设小型截流埂。

10.4.1.6 秸秆沿侵蚀沟的一端开始铺设，从底层向上逐层铺设，最底层先横向紧挨暗管铺设，第二层

先在暗管正上方横向铺设一个秸秆捆，此后依次铺设，应遵循同层秸秆捆横竖兼顾，不同层秸秆捆错位

布设，码放紧凑的设计要求。

10.4.1.7 秸秆填埋后上层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50 cm。

10.4.2 半填覆绿工程施工

10.4.2.1 应根据设计要求实施表土剥离。

10.4.2.2 应将沟底深度 1.5 m 范围内整形为矩形断面，以利于秸秆捆填埋。整形宽度应随沟道自然宽

度变化，可分成若干宽度断面，遵循小弯取直，大弯就势的原则。

10.4.2.3 秸秆需打捆压实后填埋，秸秆捆宜为长方体，密度不应小于 250 kg/m3
，单个秸秆捆重量以

不超过 50 kg 为宜，首选玉米秸秆或水稻秸秆。

10.4.2.4 在整形后的沟道底部，沿纵坡布设谷坊群，谷坊宜采用石笼谷坊或生态袋谷坊，谷坊不设置

上下游护底、护坡和消力池，以固定沟床，抬高侵蚀沟基准面，防止秸秆捆滑脱和沟底下切为目的。

10.4.2.5 秸秆沿侵蚀沟的一端开始铺设，从底层向上逐层铺设，应遵循同层秸秆捆横竖兼顾，不同层

秸秆捆错位布设，码放紧凑的设计要求。

10.4.2.6 秸秆填埋后上层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50 cm，覆土后造林种草。

11 林草工程

一般规定

11.1.1 应以防治侵蚀沟水土流失为主，并应与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

11.1.2 应注重生物多样性，采用以乡土树草种为主的多林种、多草种配置。

工程布置

11.2.1 沟头防护林宜选择根蘖性强、根系密结的灌木树种。

11.2.2 沟坡防护林宜选择耐干旱瘠薄、树冠茂密的速生乔灌木树种。

11.2.3 沟底防护林要耐水湿、抗冲淘、根蘖性强的乔灌木树种等。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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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工程设计应按 GB/T 51097 有关规定执行，植被恢复阶段建植一年生植被应符合 DB23/T 3179

的规定，建植多年生豆科植被应符合 DB23/T 2578 的规定。

11.3.2 造林树种应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抗逆性强、保水保土能力好的乔灌木。乔木树种宜选择

2 a～3 a 龄苗木；灌木树种宜选择 1 a～2 a 龄苗木。

11.3.3 造林整地应根据立地类型、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植被现状及土壤侵蚀的风险程度确定造林

地的整理方式、规格和时间。

11.3.4 造林密度应根据立地条件、树种生物学特性确定，可密植。

11.3.5 造林方式可采用植苗造林、分殖造林、播种造林。植苗造林宜以容器苗为主，并宜以裸根苗、

带土坨的移植苗为辅，应符合 GB/T 15776 的有关规定。分殖造林宜以插条造林为主，扦插宜用直插。

11.3.6 造林时间应以春季造林为主，雨季造林和秋季造林为辅。春季造林宜在 4～5 月，秋季造林宜

在土壤上冻前完成。

施工

11.4.1 应结合削坡工程，采取工程整地。整地方式应采用穴状整地、鱼鳞坑整地、水平阶整地、水平

沟整地等。

11.4.2 乔灌木栽植配置应采用正方形或三角形配置，宜采用三角形或“品”字形排列。

11.4.3 植苗造林时要保持苗木直立，栽植深度适宜，苗木根系伸展充分，并有利于排水、蓄水保墒。

11.4.4 灌木插条造林宜选择 2 年生枝条，扦插深度应在 20 cm～30 cm，插穗可露出地面 3 cm～5 cm。

11.4.5 春季造林应根据树种物候期和土壤解冻情况，宜在树木发芽前完成。

12 封育工程

一般规定

12.1.1 侵蚀沟与村屯距离近，牲畜活动频繁，为了保护沟道中栽植的林草措施，应对侵蚀沟采取封育

工程。

12.1.2 侵蚀沟紧邻道路或沟道较深，易对过往车辆或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应对侵蚀沟采取封育工程。

12.1.3 封育应与人工造林种草统一规划，通过封育工程促进恢复林草植被的，可直接封育。

工程布置

12.2.1 封育工程应布设在侵蚀沟沟岸上，与沟缘线保持一定距离。

12.2.2 实施封育工程的侵蚀沟宜采取全封方式。

设计

封育工程一般采取工程围栏设计，拦护划定地块不被人畜破坏。常用的为砼桩刺铁丝围栏。

施工

12.4.1 工程围栏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方式施工。

12.4.2 混凝土桩埋桩，根部未稳固，可适量填筑碎石，加强桩基稳定。

12.4.3 按设计要求的距离和深度埋置桩柱，拉设水平和斜拉刺铁丝。刺线要用铁丝固定在砼桩上，水

平和斜拉刺线交叉点要用铁丝绑扎。

13 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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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沟治理项目应适度安排配套工程，避免过度布设过水路面、涵洞等。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布设位置、断面尺寸及结构型式。

涵洞设计应参考 SL 482 有关规定执行。

过水路面设计应参考 JTGD 30 和 JTG B01 有关规定执行。

14 管理

汛前应检查维修，保证安全渡汛。

汛后和每次较大暴雨后，派专人到跌水、谷坊、填埋修复工程巡视。发现损毁，及时补修。

柳谷坊的柳桩成活后，可利用其柳枝，在谷坊上游淤泥面上成片种植柳树，形成沟底防冲林，巩

固谷坊治理成果。

消力池（蓄水池）处如有泥沙淤积，应及时清除，以保持其蓄水量。

渗井处如有泥沙淤积，应及时清除，以保持其渗透性。

林草工程应定期派专人巡视，加强管护，并禁止人畜破坏。

半填覆绿工程宜配套封育措施，禁止人畜破坏。

15 验收

在侵蚀沟综合治理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按合同完成了某一单项治理措施或某项分部工程时，建

设单位应及时组织验收，评定其质量和数量。工程建设单位按照工程实施方案完成了年度治理任务时，

应由建设单位完成本年度工程实施情况的总结报告，并对治理成果作出评价。

侵蚀沟综合治理工程建成后，应按照省水土保持主管部门要求及时完成竣工验收，由项目审批单

位组织全面的竣工验收，参建单位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并邀请有关财务、审计部门配合验收，有关

专家参加指导。

按治理目标全面完成治理任务，各项治理措施符合 GB/T 15773 的验收质量要求，治理程度达到

70%以上，林草保存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 80%以上，造林成活率在 80%以上，治理措施保存率 80%以上，

基本上制止了新的水土流失产生。

各项工程与林草治理措施配置合理，建成了完整的沟道水土流失防御体系；各项措施充分发挥了

保水、保土效益，治理后与治理前比较，沟道泥沙减少 70%以上，生态环境有明显的改善。

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建立技术档案，包括综合治理全过程中各个工作环节形成的各类技术资料。

有关单位制备的资料应加盖制备单位公章。保证项目内容齐全，资料确切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