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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山区公路建设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

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交通厅，北京、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

政工程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近年来，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建设从业单位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公路建设中认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采取切实措

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认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加

强山区公路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促进公路交通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出如下意见，请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1.进一步提高对山区公路建设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山区

公路建设土石方数量大、结构物多、开挖范围广，容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于平原区的公路建设。做好山区公路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和水

土保持工作，既可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又可保护公路设

施，有利于行车安全，促进公路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2.山区公路建设要全面落实“安全、环保、舒适、和谐”的建设理念，按照“预

防为主，保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牢固树立“不破坏就是最大的

保护”的思想，坚持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小程度地影响、最强力度地恢复，实现

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公路项目与自然环境和谐。 

  3.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积极开展公路建设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的宣传工作，

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良好风气，把保护环境变成全体公路建设

者的自觉行动。要加强督导检查，对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好的项目要予

以表彰并推广经验，对破坏环境、造成水土流失的项目要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

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二、前期工作阶段的要求 

  4.山区公路建设项目，应当加强立项阶段的环境保护工作，对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环境敏感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前开展相关调研分析，避免由于工作深度

不足造成对环境的破坏。 



  5.山区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要深入研究生态环境问题。路线

主要控制点和大走廊带选择，应综合考虑地形、地质、水文、生态等因素，处理

好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饮用水源保护地、地质公园等环境敏感地

区的关系，选择好桥隧建设方案，避免产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要充分论

证技术标准，合理确定不同路段的设计速度、路基宽度。 

  6.山区公路建设项目设计，应把保护沿线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防止水

土的流失作为重要因素，在各专业设计中予以考虑和体现。 

  在路线方案选择时，应对公路沿线周围环境敏感区域进行深入调查，要多方

案比选，充分研究不同路线方案给沿线环境带来的影响，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和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的各项要求，合理确定路线方

案。 

  深化工程设计方案。填高大于 20 米，挖深大于 30 米的，原则上采用桥隧方

案，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互通式立交规模型式、服务区规模、桥梁方案等方面，

也要重视环境因素。 

  重视路基防护及排水设计。在保证边坡自然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植物

防护或工程与植物防护相结合的设计方案。边沟等排水设施尺寸、位置、防护应

合理设计满足排水功能要求，尽可能采用小、暗、绿的型式。 

  取（弃）土场应尽量减少设置数量，并进行专项设计。取（弃）土场应考虑

尽量减小对坡面植物、河水流向的影响，有条件的地方，应及时绿化和设置必要

的防护设施，恢复植被或覆土造地，防止水土流失。取（弃）土场尽可能布设在

公路视线以外。 

  对服务区等公路沿线设施，应综合考虑其功能和规模及所处的环境特点，进

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在地点选择上，尽可能利用废弃地或低产田，或利用取（弃）

土场设置，减少土地占用，保护生态环境。 

  7.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山区公路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应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要遵守《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其审查审批程序按照我部《交通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水利部与我部联合发布的《公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工作规定》（水保[2001]12 号）执行。 

  国家批准立项的公路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预审，各相关部门参加；地方立项的公路建设项目，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预审，同级

环保、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建设单位根据预审意见，完善相关文件，分别报环

保、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8.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减少高填深挖，少占

用林地或耕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 



  三、工程实施阶段的要求 

  9.工程招标时，应将施工过程中对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的具体要求列入招标

文件的合同条款和技术规范中。合同段划分要考虑合理调配土石方，减少取（弃）

土方数量和临时占地数量。 

  10.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作宜采取分区、分期的防治模式。一般可分为四

个区，即主体工程防治区、取土场防治区、弃土场防治区和临时工程防治区，并

分两期进行防治，工程建设前期采取综合措施，因地制宜、快速有效地遏制水土

流失；工程建设后期以生物措施为主，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11.项目法人要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要建立

健全建设项目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制度，组织参建单位和参建人员进行相关

知识的学习和培训，落实管理责任。 

  12.加强山区公路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工作。监理单位要将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

的相关内容纳入施工监理工作之中。根据监理工作要求，制订项目环境监理实施

方案，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工作的动态监控。 

  13.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合同要求，做好施工过程中的生态保

护和水土保持工作。施工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原地面的扰动，减少对地面草木的破

坏，需要爆破作业的，应按规定进行控爆设计。雨季填筑路基应随挖、随运、随

填、随压，临时用地在工程完成后要及时恢复原状，要完善施工中的临时排水系

统，加强施工便道的管理。取（弃）土场必须先挡后弃，严禁在指定的取（弃）

土场以外的地方乱挖乱弃。 

  14.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专项验收。交

通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时，邀请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对水土保持的相关设施

一并进行验收。 

  四、运营养护阶段的要求 

  15.公路管养单位应增强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意识，根据《公路法》的规定做

好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对公路用地范围内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

易发路段，应采取生物、工程等综合措施，做好防护工作。同时，要做好公路用

地范围内边坡、荒地的植被防护和沙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16.管养单位对公路沿线已有的防护设施应进行经常性维护。重点做好边坡挡

墙、护坡的巡查工作，对出现破坏、滑移等情况的，应及时修复，保证边坡稳定。

对原有防护措施不完备的，应逐步采取放缓边坡、护坡或边坡加固等措施。 

  17.管养单位应定期对公路沿线排水沟、截水沟、拦水带、盲沟等排水设施进

行疏通和维护，确保排水通畅。 

  18.土路肩应采用植草绿化，并加强经常性修剪，保证排水畅通，美化路容路

貌。 

  19.在路面养护施工中，应大力推广路面再生、快速修补等环保工艺，减少工

程废料。 



  20.加强公路沿线地质灾害预防工作，对地质灾害易发路段，管养单位要加大

巡查力度，对发现的灾害隐患，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降低灾害损失。 

  做好山区公路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利在当代，功在长远。各级

交通主管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落实有关要求，

认真做好山区公路建设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促进公路交通事业的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