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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一、项目概况 

（一）建设背景 

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河南走出“中原

低洼”实现中原崛起的强有力支撑。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河南

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的通知》（豫发改基础

﹝2014﹞341 号），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为总目标，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

提升、对接周边”的空间布局原则，服务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

工业化发展布局，抢抓国家加快建设普通干线公路的机遇，构建功能

定位明确、空间布局合理、路网结构优化、规模适度超前、服务便捷

高效的普通省道网，为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提供强力支撑。规划到 2030 年，普通省道网全部达到二级及以上

技术标准，与普通国道网共同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

安全可靠的普通干线公路网络。 

根据《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年），S326

栾川-卢氏公路（简称“栾卢线”），起点位于栾川，终点位于卢氏

木桐，主要控制点有栾川三川镇、卢氏沙河。S326 线是一条东西向

省道，三门峡境内起点位于卢氏县文峪乡，向西经城关镇、沙河乡、

潘河乡、木桐乡到达豫陕界，全线位于卢氏县，为卢氏县北部地区重

要的东西向干线公路。 

 1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为

S326 线在卢氏县城、沙河乡内的工程，路线涉及卢氏县城关镇、文

峪乡、东明镇、沙河乡。项目主要利用 S326 线、滨河路、X021 线进

行改建。滨河路、X021 线县城路段路基、路面宽度及各项指标均满

足二级公路要求，本次直接利用原道路横断面形式、维持原纵坡，只

对路面进行铣刨后重新铺筑。S326 原路段平面线形指标较低，技术

指标难以满足二级公路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的技术标准，为此次改

建的重点。老路原为县乡路升级省道，由于建成时间较长，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及交通量的增长，部分沥青路面段出现大面积的纵横缝、

龟裂、块裂、坑槽，混凝土路面段面板破碎、裂缝、板角断裂，露骨

现象较多，路面破坏较严重，平整度较差，加之现有道路排水及安全

设施缺失，道路整体服务能力低，已不能满足道路行车需求，因此，

道路改建势在必行。 

图1-1 沥青路面现况-纵横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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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混凝土路面现况-破碎、裂缝 

（二）建设依据 

S326为《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 年）》规

划的“栾川-卢氏公路”（简称“栾卢线”），起点位于栾川，终点

位于卢氏县木桐乡。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以下简称

“本项目”）即为 S326 在卢氏县城、沙河乡境内的工程，符合《河

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年）》。该项目已取得卢

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卢发改〔2023〕11 号），该文件中明确的项目

名称为 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建设类别为二级公路，建

设里程约为 18.2 公里，建设地点位于卢氏县境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第（二）项规定，

本项目用地属于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不在《限制用地

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内，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土地供应

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第 29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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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

类中“二十四条、公路计道路运输（含城市客运）：2、国省干线改

造升级”，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该项目属于县级重点项目，应由卢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依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8 号）“同

级预审”和《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

应向卢氏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并核发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依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

析专章编制、论证、审查工作指南>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3〕

33 号）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建

设边界外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若申请用地涉及

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编制节约

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作为规划选址综合论证报告”的文件要求，

本项目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占用耕地 2.7763 公顷，需要编制

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综上，本项目属于由县级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需要编制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项目建

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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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1.完善区域公路网建设 

本项目作为三门峡市干线公路路网的组成部分，计划于 2023 年

开工建设，是项目区域客货运输最为便捷的道路，且与 G209、呼北

高速交织成网，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不仅完善了卢氏县城至沙

河乡的区域交通，更是促进了项目区域与周边省、市的交通往来。通

过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拉近区域联系、缩短区域空间距离，极大

地发挥出公路网的整体效益。 

2.改善交通状态、优质服务民生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项目区域农

产品等外运量及运输效率亟待提高。老路原为县乡道升级省道，由于

建成时间较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交通量的增长，部分沥青路面

段出现大面积的纵横缝、龟裂、块裂、坑槽，混凝土路面段面板破碎、

裂缝、板角断裂，露骨现象较多，路面破坏较严重，平整度较差，加

之现有道路排水及安全设施缺失，道路整体服务能力低，已不能满足

道路行车需求。本项目的改建升级将大大提高项目技术指标和公路服

务能力，给沿线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 

3.促进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 

沙河乡立足自身优势，确定“稳抓烟叶、长抓果药、大抓牧菜菌”

的发展思路，抢抓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契机，构建“烟、果、牧、药、

菜、菌”六大农业产业+光伏发电新兴产业七位一体产业布局，主动

作为，建基地，谋发展，促脱贫。交通运输项目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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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需求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地区将来的

交通发展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增长水平，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

必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本项目的实施，将大大提高沙河乡农产品

外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加快沙河乡乃至卢氏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对完善区域路网、改善交通状态、提高

道路服务能力、促进当地资源的开发外运、带动沿线区域社会和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土地供应政

策。 

（四）建设内容 

1.项目性质 

该项目类型为交通类项目，项目级别为县级，项目性质为改扩建

项目。 

2.建设标准 

项目在选址过程中，依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

〔2011〕124 号），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原则，尽量与当地

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通过选线唯一性论述，最终确定选线方案。本

项目的建设标准为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

时，双车道，路基宽度分段设置为 8.5、10.5、12米。 

 6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3.功能分区 

依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本项目功能分区共包括三部分，分别为路基工程、桥梁工程、平面交

叉工程、分离式立体交叉工程，各功能分区建设规模分别为路基

17.608 公里、桥梁 591 米/9座、平面交叉 41 处、分离式立体交叉 3

处。 

4.建设地点 

该项目建设地点涉及三门峡市卢氏县城关镇、文峪乡、东明镇、

沙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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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项目区域位置图 

5.建设方案 

S326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起于卢氏县洛河南岸 S326线

与原 G209 线交叉处，起点桩号 K0+000,路线向北跨洛河后向西南前

行至张麻村西，之后向西前行下穿 G209、呼北高速连接线、呼北高

速桥，之后经过后河村、张家村、颜东村至沙河村与 X082 线交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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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终点桩号 K18+199。路线全长 18.199 公里。 

主要控制点：路线起点、G209、呼北高速连接线、后河桥、小河

桥、张家桥、路线终点。 

6.用地规模 

该项目申请总用地 27.4879 公顷，其中，农用地 10.8718公顷（耕

地 2.7763 公顷，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用地 16.0839 公顷、

未利用地 0.5322 公顷。 

7.其它相关内容 

（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下表。 

表 1-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指标 选线方案 

地形类别 山岭重丘区 

道路等级 二级公路 

选址位置 卢氏县城关镇、文峪乡、东明镇、沙河乡 

占地规模 27.4879 公顷 

 

建设内容/规模 

 

 

 

 

 

线路长度 18.199 公里 

设计车速 40 公里/小时 

路基宽度 8.5、10.5、12 米 

桥梁 591 米/9 座 

平面交叉 41 处 

分离式立体交叉 3 处 

路基设计洪水频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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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规模 

桥梁设计洪水频率 1/100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 

（2）投资估算 

项目建设里程 18.199 公里，投资估算总金额 15395.47 万元，平

均每公里投资 845.95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申请国省补助为主，不

足部分由地方自筹。 

（3）建设工期 

本项目计划 2023 年开工建设，工期 10个月。具体开工日期根据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整。 

（五）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6）《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 

（7）《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 

（9）《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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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 

（10）《自然资源部等 7 部门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

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30 号）； 

（11）《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12）《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89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 

（14）《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规划选址踏勘论证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1﹞23

号）； 

（15）《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报

批和实施管理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3﹞3号）； 

（16）《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节约集约用地论证

分析专章编制、论证、审查工作指南>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3﹞

33 号）。 

2.相关支持性文件 

（1）《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年）》； 

（2）《卢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

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卢发改〔2023〕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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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明镇人民政府关于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回复函； 

（4）沙河乡人民政府对《关于征求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

建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函》的回复； 

（5）卢氏县水利局关于征求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

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回复函； 

（6）卢氏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对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

程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复函； 

（7）卢氏县林业局关于对《征求 S326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

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函》的回复； 

（8）《建设项目是否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查询报告》（豫地

灾查﹝2023﹞0692号）； 

（9）《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情况说明》（豫压矿查

﹝2023﹞1025 号）。 

3.相关规划和专题报告 

1.《卢氏县城乡总体规划 （ 2016-2035 ）》； 

2. 卢氏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3.卢氏县 2021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 

4.《卢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 

5.《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六）编制原则 

1、合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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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址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河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等法律、规定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的要求。 

2、合理性原则 

项目选址要综合考虑拟建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城乡建设、

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等建设条件及同类项目的建设情况，从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角度对建设项目选址进行综合论证。 

3、可操作原则 

从项目选址条件和城乡规划的整体布局及发展，进行比较周密的

论证，使项目选址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尽量避让城镇规划区、工业区、

自然风景保护区、文物保护区等，使项目的规划建设具备良好的可操

作性。 

4、土地利用优化原则 

以国土空间规划（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为依

据，强化底线约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统筹

考虑各类国土空间要素协同，注重建设项目的科学性、协同性和可实

施性。 

（七）编制过程 

接到任务后，项目组依据卢氏县公路管理局和项目设计单位提供

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用地范围线，对项目进行与数据库的套

合分析，然后与县自然资源局结合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部分路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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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线，经卢氏县公路管理局转发意见函的方式征求沿线政府、地震、

林业、水利、环保、文物等部门对本项目路线方案的意见，经与项目

设计单位协商采纳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最终确定项目的选线方案。 

经上述相关情况分析，项目组对相关数据和关系图件进行整理后

编制本专章，对本项目路线选址的合理性、占用耕地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项目与卢氏县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路网布局、城乡总体规划、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与卢氏县生态环境、相关重大基础设施等的

关系以及项目用地指标的核算过程、节约集约土地水平进行了详细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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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线唯一性论证 

（一）项目选址选线行业技术要求 

不同于新建公路，改扩建工程受沿线地形及路线走廊带制约，必

须在充分利用老路、不大幅增加新增占地的基础上和维护大交通量的

条件下进行。项目为利用老路加宽改建工程，在保证公路运输效率及

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利用老路加宽，减少占地，减少对现有生

态环境的破坏，做到技术等级结合沿线的具体地貌综合考虑，在一定

意义上“线形服从地形”。 

在实际布线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应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尽

可能避开地质不良地段，尽量少占耕地林地、少拆迁建筑物，在不可

避免时，要做好赔偿和安置工作。（2）重视环境保护。尤其要尽量

避开水源地、文物古迹等区域，降低由于修建公路对社会环境带来的

不利影响。（3）路线总体设计以沿线城镇为控制点，结合发展规划，

力求与城镇规划相结合，“近城不进城，方便不干扰”，以取得良好

的社会效益。（4）路线应尽量短捷，缩短营运里程，减少建设投资

和运输成本，处理好拟建公路与现有公路网的改造与连接。 

（二）选线唯一性论证 

1.路线方案选择原则 

项目涉及三门峡市卢氏县城关镇、文峪乡、东明镇、沙河乡。参

考省市交通部门对公路远景规划的目标，并根据区域地形、地貌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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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特点及实地调查分析的结果，拟定路线方案的选择主要遵循以

下原则： 

（1）尽可能利用原有路基，路线走向原则上以老路控制。 

（2）注意前后平、纵线形的协调配合，保持线形指标的均衡一

致。 

（3）在符合公路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尽量少占农田，避免过多

拆迁建筑物、电力、电讯、电缆等公用设施。 

（4）合理利用地形，正确运用技术标准，减少工程数量，保证

行车舒适，降低工程造价。 

（5）注意保护周围环境，尽量减少高填深挖现象、减轻对原有

生态环境的破坏，避免水土流失。 

（6）尽量避开不良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地带，无法绕避时，

采取适当的工程防护和地基处理措施。 

（7）注意桥梁前后的路线线型连接及桥梁选型。 

2.路线起终点论证 

本项目是连接卢氏县城至沙河乡的主要道路，也是连接推动沿线

乡镇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本项目的建设不仅能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还能提高居民生活环境，加强沿线各乡镇的联系，有助于城镇化建设

的发展，其路线起终点的选择应结合卢氏县乡镇和公路规划来分析论

证。 

考虑本项目主要是为当地群众出行提供交通服务，为使建成的公

路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路线起、终点考虑与现有国道、县道有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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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以形成有效的公路路网。因此本项目的起、终点应充分考

虑当地群众出行现状设在适当的位置，加强沿线群众与外界的交通联

系。 

（1）路线起点 

由于卢氏县城及沙河乡建设及道路路网已经初步形成，在充分考

虑项目的交通构成、交通流向和区域情况后，本着尽量利用现有道路

且符合国省道干线公路规划及卢氏县城规划的原则，确定该项目的起

点为：卢氏县洛河南岸 S326 线与原 G209 线交叉处，原 G209 路基宽

21.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一级公路，起点与原 G209线采用平面顺

接交叉形式衔接。本项目起点选择唯一，起点设于此处可以更好的连

接卢氏县城洛河南北两岸的交通流，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能力。 

 

图 2-1 路线起点位置图 

（2）路线终点 

考虑项目能够更好地与现有干线公路连接和实际可操作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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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选择于沙河乡沙河村与 X082 线交叉，有两个终点方案可供选择，

如下图所示 1 和 2。 

终点 1：路线在沙河村沿沙河东岸布设至与 X082 线相交处结束，

终点与 X082 线采用平面顺接交叉形式。终点设于此处可以避免路线

穿越农村居民点，避免路线施工对居民生活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终点 2：路线终点位于沙河村 S326 线与 X082 线交叉处结束，终

点与 X082 线采用平面顺接交叉形式。终点设于此处虽最大程度的利

用了原有道路，但路线将沿原 S326 线穿越农村居民点而过，路线两

侧均为居民房屋，为了满足二级公路 8.5 米路基宽的指标要求，势必

要对穿村路段进行路基加宽，届时将会对两侧居民房屋及生活安全造

成不利影响。 

因此，推荐终点 1 作为本项目路线终点。 

图 2-2 路线终点图 

3.主线路唯一性论证 

S246 

 18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1）路线方案选择控制因素 

本项目起点、终点位置确定后，路线方案选择控制因素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1）老路路基 

项目县城路段均为直接利用原路路基建设，改扩建路段主要利用

S326 线改建。不同于新建公路，改扩建工程受沿线地形及路线走廊

带制约，走向原则上以老路控制，必须在充分利用老路、不大幅增加

新增占地的基础上和维护大交通量的条件下进行。 

2）沿线村庄布局 

本项目直接影响区的村庄为卢氏县沙河乡沙河村，在路线方案布

设时绕行于沙河村外，减少对村庄居民造成不利影响。 

3）地形、地质因素 

本项目路线自东向西，地势东低西高，路线起点至张家村段地势

相对平缓，出现部分山丘沟壑。张村至终点沙河乡段路线起伏较大。

全线为土质，地表覆盖以黄褐、棕红色粘土、亚粘土为主，无石质路

段，因此，全线基本利用老路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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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部分路段影像图 

（2）线路唯一性 

综合以上路线方案控制因素，由于项目地处山岭重丘区，路线走

廊带两侧均为山地，路线可选择性极其有限，本着尽可能利用原有路

基、合理利用地形的原则，一般路段根据地形及沿线建筑物情况沿老

路单侧加宽，事故多发及平纵面技术指标较低或不达标路段，通过优

化平纵面线型来提高公路服务水平，达到二级公路技术指标。因此，

项目全线基本利用老路加宽改建，路线走廊带不具备可选择性，无路

线比选方案，主线路选线唯一。 

4.项目选线方案情况 

S326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起于卢氏县洛河南岸 S326线

与原 G209 线交叉处，起点桩号 K0+000,路线向北跨洛河后向西南前

行至张麻村西，之后向西前行下穿 G209、呼北高速连接线、呼北高

速桥，之后经过后河村、张家村、颜东村至沙河村与 X082 线交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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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终点桩号 K18+199。路线全长 18.199 公里。 

主要控制点：路线起点、G209、呼北高速连接线、后河桥、小河

桥、张家桥、路线终点。 

 
图2-4 项目选线方案图 

（三）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符合性 

该项目在《卢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县域综

合交通规划图上以线型示意表达，该项目已列入卢氏县国土空间规划

重点项目清单，符合卢氏县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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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与《卢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县域综合交通规划图的关系 

（四）选址选线约束性 

1.建设条件情况 

（1）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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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地层出露较全，包括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

本区岩浆岩分布广泛。以酸性岩为主，次有中性岩、碱性岩、基性及

超基性岩。卢氏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昆仑-秦岭纬向系北部，太行山

隆起南端，裙皱带造成山脉，断裂带控制河流，拗陷带形成盆地，全

县低平地及台地很少，以极窄的条带状分布于河谷川地，以新积土、

潮土、碳酸盐土、褐土、淋溶褐土、棕壤自下而上分布。 

沙河乡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华北地台南缘，原华北地台南部边

缘豫西断隆的组成部分。主要地质特点是，熊耳群火山岩在崤山地区

的广泛发育。这主要是该区的长城纪陆缘古裂谷火山活动的结果，是

中元古初期华北地台南缘古火山裂谷的西南部分。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

目沿线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区，特征

周期为 0.45s。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

范》的规定，项目桥梁设防类别为 C类，采用的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

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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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项目区域地质图 

（2）水文地质 

卢氏县居黄河、长江分水岭一熊耳山南北两麓，故河流分属于黄

河、和长江两大水系。熊耳山岭以北，主要是洛河水系，熊耳岭以南

主要有老灌河、澳河，常年水量充沛，水力资源丰富。路线经过处河

流、冲沟发育，地表水较为丰富，地下水位埋深不定。 

项目所经河流为哺育河和终点处的沙河。项目在跨越河流处均设

置桥梁。 

（3）工程用水、用电 

项目所处区域内洛河、哺育河、沙河水资源丰富，可解决工程用

水。沿线已被国家电网覆盖，工程用电基本能满足要求，电力供应可

与电力部门协商解决。 

（4）运输条件 

项目所处区域内有呼北高速、国道 209 线、国道 344 线、省道

246 线等干线公路连接成网的省道和地方道路，路况良好，能满足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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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材料运输的要求。 

2.历史文化保护情况 

本线路对文物保护区及自然风景区均进行了绕避，建设范围内不

压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 

3.生态保护情况 

卢氏县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卢氏县生物物种繁多，自然

植被良好，有各种植物 2400 余种，野生中药材 1200 余种，是全国十

大中药材基地县之一，有“一步三药”、“中华天然药库”之称。国

家保护野生植物 21 种，其中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杏、红

豆杉、南方红豆杉、水杉 4 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植物有秦岭冷杉、

油麦吊云杉等 17 种。有野生动物 400 余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6 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豹、林麝、黑鹳、金

雕、白肩雕、白尾海雕 6 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红腹

锦鸡、大鲵等 40 种。 

本项目涉及卢氏县城关镇、文峪乡、东明镇和沙河乡，项目沿线

没有侵占重要山体、公益林、河流湖泊、湿地、水库、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

护区。 

4.矿产资源情况 

经向河南省自然资源厅主管部门查询，本项目征地范围外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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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后，该项目没有压覆国家矿产地、省财政地质勘查项目、探矿权、

采矿权。详见附件。 

5.安全防护情况 

项目选线满足“邻避”要求，在采取相关措施后不存在社会风险

和人身安全风险。项目沿线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项目沿线

地面无军事设施分布。该项目选址不位于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 

6.重要设施影响情况 

本项目起点连接原 G209 线，为“T”型交叉；终点连接 X082 线，

为“T”型交叉。项目沿线不涉及机场、铁路、港口、航道、大型桥

梁、堤防、高压走廊、高压长输油气管道、军事等重要基础设施。 

7.规划用地布局影响情况 

本项目在路线方案选择时，对于沿线城镇尽量采取“绕而不穿”、

“近而不进”的原则。本项目为东西向省道 S326 的县城至沙河乡段

工程，为卢氏县北部地区重要的东西向干线公路，承担区域内矿产、

农产品及客流运输，加强贸易往来，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在区域公路

网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项目路线在选择时基本上利用原路布线，沿

线均已避让相关规划区。 

8.投资情况 

项目建设里程 18.199 公里，投资估算总金额 15395.47 万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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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公里投资 845.95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申请国省补助为主，不

足部分由地方自筹。 

9.其他影响情况 

对于耕地的占用和居民房屋的拆迁，根据相关政策对占地与拆迁

给予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数量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加以

确定，本项目可以做到与沿线居民关系相协调。项目建设能够提高沿

线乡镇人民群众的出行便捷性，促进乡镇与城市之间的物流、人流、

信息流的增长，进而带动沿线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该项目对

沿线乡镇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五）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申请用地总规模 27.4879 公顷，占用卢氏县耕地 2.7763

公顷（旱地 2.3717公顷，水浇地 0.4046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为 10.0 等，不占用卢氏县永久基本农田。 

（六）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基本情况 

经套合分析，本项目用地范围不位于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的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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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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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方案选址论证 

（一）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 

1.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关系 

该项目已列入卢氏县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项目清单，项目符合卢氏

县国土空间规划。 

该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不位于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2.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卢氏县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5）》中的“第三节 县域基础

设施规划 第 26 条 县域交通发展目标”提出：以构建“内通外联大

交通格局”为目标，以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中枢，以国省道干线公路为

骨架，以县乡公路和旅游公路为网络，完善公路运输场站和内河航运

设施，兴建产业大道和重点企业运输专线。形成路运协调、便捷高效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争取高速公路和铁路及早建成通车；尽

快形成“四纵九横”国省干线公路网，实现干线公路 19 个乡镇全覆

盖；农村公路网、旅游公路网进一步优化升级，重点景区道路达到三

级以上；完成全部县道、乡道水毁修复和路面铺设。 

本项目为卢氏县域“四纵九横”国省干线公路网中的“横六 S326”

的重要组成部分。S326 线是一条东西向省道，三门峡境内起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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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文峪乡，向西经城关镇、沙河乡、潘河乡、木桐乡到达豫陕界，

全线位于卢氏县，为卢氏县北部地区重要的东西向干线公路。本项目

为 S326 县城至沙河乡段工程，承担区域内矿产、农产品及客流运输，

在卢氏县交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 

本项目已向东明镇、沙河乡人民政府征求路线选址方案的意见，

均收到其回复，对该项目选址方案无意见。详见附件。 

因此，本项目与《卢氏县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5）》的关系

是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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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项目与卢氏县县域综合交通规划关系图 

3.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 

（1）项目总用地规模 

该项目新申请用地 27.4879 公顷，其中，规划农用地 14.1907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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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耕地 8.5825公顷，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规划建设用地 11.9748

公顷、规划未利用地 1.3224 公顷。 

 

图3-2 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2）占用耕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项目申请用地总规模 27.4879 公顷，占用卢氏县耕地 2.7763

公顷（旱地 2.3717公顷，水浇地 0.4046 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为 10.0 等，不占用卢氏县永久基本农田。 

1）占用耕地的必要性 

①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本项目路线起于文峪乡南窑村，终点位于沙河乡沙河村，全线利

用原路进行加宽改建，主线路选线不具备可选择性，且在线路布设过

程中，需要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从项目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可以

看出，项目沿线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广泛，为了避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路线布设的可选性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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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路线沿线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②沿线耕地分布广泛 

本项目路线全长 18.199 公里，属于山岭重丘区，地势地形复杂，

路线两侧群山林立，老路两侧沿线均不同程度的分布着永久基本农田

和耕地，因此，为了避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路线布设将不可避免的

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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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沿线耕地分布图 

2）占用规模的合理性 

①主线路占用耕地规模合理性分析 

由于项目主要利用原路加宽改建，路线走廊带相对唯一，路线全

长 18.199 公里，沿线耕地分布广泛，将不可避免的占用一定数量的

耕地。 

公路项目属于线性永久性工程，占区域土地资源总数量比重不

大，项目建成后对整个区域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影响不大，也不会使区

域农业生产布局发生变化。经分析线路占用耕地 2.7126 公顷，占用

地总规模比例为 10.10%，项目占用耕地规模已经优化到最小，规模

合理。 

②各功能分区占用耕地规模合理性 

本项目选线各功能分区占用耕地情况如下：路基工程占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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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70公顷，占用旱地 2.1266公顷、水浇地 0.4046 公顷，占用耕

地在用地中的比例为 10.23%，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10.0 等；桥梁工程

占地规模 0.5289 公顷，占用旱地 0.1169 公顷，占用耕地在用地中的

比例为 22.10%，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10.0 等；平面交叉工程占地规模

1.8968 公顷，占用旱地 0.1258 公顷，占用耕地在用地中的比例为

6.63%，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10.0 等；分离式立体交叉工程占地规模

0.3152 公顷，占用旱地 0.0024 公顷，占用耕地在用地中的比例为

0.76%，平均耕地质量等别 10.0等。各功能分区占用耕地规模均在合

理范围内。 

表 3-1 项目各功能分区占用耕地情况 

单位：公顷 

序号 功能分区名称 占地规模 

占用耕地面积 耕地在用地

中的比例

（%） 

平均耕地

质量等别 旱地 水浇地 

1 路基工程 24.7470 2.1266 0.4046 10.23 10 

2 桥梁工程 0.5289 0.1169 0 22.10 10 

3 平面交叉工程 1.8968 0.1258 0 6.63 10 

4 
分离式立体交

叉工程 
0.3152 0.0024 0 0.76 10 

合计 27.4879 2.3717 0.4046 10.10 10 

 

③项目减少占用耕地的措施 

根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61 号令）要求，

应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项目拟采取工程、技术等

措施，在环境技术条件允许情况下，节约集约用地，减少占用耕地。

主要措施如下： 

a.优化路线方案：本项目在选线过程中，通过与县自然资源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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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设计阶段对路线进行多次优化，以达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少

占耕地的要求。经过优化，项目总体占地面积减少了 5.8033 公顷，

占用耕地面积减少了 2.0644公顷，避让了永久基本农田 1.6435公顷。 

b.减少临时工程用地：项目在设计阶段细化临时工程设计，以减

少临时占地。施工便道尽量利用原有道路，新建的便道应和沿线群众

的出行耕作相结合，施工结束后可作为农用便道。预制场、拌和场、

搅拌站、材料堆放场等临时用地应尽可能布设在公路用地范围以内，

以减少占地。此措施可减少占用耕地 0.2028 公顷。 

c.填挖平衡、表土回填：施工过程中平、纵面设计时尽量考虑填

挖均衡，通过土石方前后调配尽可能减少线外取、弃土。沿线清表、

挖淤土方等可回填于部分取、弃土场表层，以还田复耕，增加耕地数

量。 

(3)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情况 

本项目不符合卢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72 号）第三十九条，

该项目符合重要民生建设项目情形，可以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

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

发〔2023〕89 号）“预审阶段，涉及规划土地用途调整的，重点审

查是否符合允许调整的情形，但在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时

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本项目符合允许调整的情形，卢氏县将按

现行管控规则和相关规定在用地报批前完成编制土地用途调整方案、

土地用途调整听证、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和专家论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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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已承诺将该项目用地布局及规模（含空间矢量信息）统筹

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至 2035年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 

（4）耕地占补平衡 

本项目占用耕地 2.7763 公顷（旱地 2.3717 公顷，水浇地 0.4046

公顷），耕地质量等别为 10.0等，卢氏县补充耕地储备库指标充足，

并承诺在农用地转用报批时落实占补平衡。 

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文

件精神，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必须依法履行补充耕地义务，

无法自行补充数量、质量相当耕地的，应当按规定足额缴纳耕地开垦

费，建设单位已按规定将补充耕地费用足额纳入项目工程概算，确保

在征地报批前完成耕地占补平衡以及土地复垦，不减少耕地保护目

标。 

（二）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与论证分析 

与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的“三区三线”成果套合分析，本项目

用地部分位于卢氏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占用卢氏县永久基本农

田，不涉及占用卢氏县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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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项目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本项目属于交通类项目，符合单独选址的要求。项目用地面积

27.4879公顷，其中有6.5120公顷位于卢氏县城镇开发边界内，20.9759

公顷位于卢氏县城镇开边边界外。由于该项目为省道改扩建工程，起

于文峪乡南窑村，终点位于沙河乡沙河村，属于线型建设项目，受路

线起、终点及线路走径的限制，无法全部在城镇开发边界内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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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行业规划的关系 

S326为《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 年）》规

划的“栾川-卢氏公路”（简称“栾卢线”），起点位于栾川，终点

位于卢氏县木桐乡，路线途径栾川三川镇、卢氏沙河。本项目为 S326

在卢氏县城至沙河乡境内的工程，符合《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

方案（2013-2030 年）》，项目建成对进一步完善普通省道网，有效

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充分发挥路网整体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项目符合《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

年）》。 

 

图 3-6 与《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年）》关系图 

（四）与生态敏感区的关系 

1.与生态敏感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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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地踏勘以及向沿线相关部门咨询，本项目沿线无饮用水源

地、湿地、风景名胜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 

本项目已向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卢氏分局征求路线选址方案的

意见，暂未收到其回复。 

项目建设单位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委托相关专业单位编制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2.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保护措施 

（1）施工期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 

公路工程路线相对较长，路基填方需要大量的土石，路堑挖方会

使线路两侧局部范围已有的植被遭到破坏，地表裸露，土壤变得疏松，

随着这种微地貌的改变，当降雨集中季节在雨水冲刷作用下，不可避

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同时，由于工程施工占地，路线经过

地区耕地及植被面积有所减少，机械碾压、人员踩踏使土壤结构发生

改变，从而导致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较长时间不能恢复其肥力，非

耕地植被自然恢复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从而使沿线地区的局部生态

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 

2）施工噪声 

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主要施工机械装载机、挖掘机、运输卡车

等施工机械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噪声，离施工机械 5 米处的声级值

在 76～112dB (A）之间，这些非稳态噪声源将对公路沿线环境产生

较大影响。施工期噪声影响主要表现为施工道路交通噪声对两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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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扰，以及施工机械所在场所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其中道路交

通噪声的影响范围集中在公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施工机械噪声影响

主要在距离上述施工场所 300 米范围内。建设单位必须采取严格的噪

声污染防治措施，将施工噪声的影响降至最低。 

3）大气污染 

施工作业期间废气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施工开挖回

填、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运作产生的扬尘，建筑材料装卸及弃土运输、

建筑物拆迁作业等产生的扬尘。一般施工现场外下风向 50 米处 TSP

浓度可达到 10mg/m3 左右。筑路材料堆放由于风吹会引起扬尘污染，

尤其是在风速较大或装卸、汽车行驶速度较快的情况下，粉尘污染更

为严重。燃油施工机械（空压机和重型运输车辆）产生的燃油废气污

染，主要含 THC、co、N02等污染物。沥青路面铺设产生的沥青烟雾的

挥发，沥青烟雾中含有苯并草、THC、TSP 等有毒有害物质，有损于

操作人员和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运送公路施工材料、设备的车辆、

内燃机等施工机械的运行都会造成大气污染。 其主要污染物为烟尘、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碳氢化合物。 

4）施工污水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污水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冲洗

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施工机械泄露的燃油、工程营地的生

活污水和垃圾对水体的污染，堆放的建筑材料被雨水冲刷及开挖地面

因降雨而产生的地面泥沙雨水对水体的污染，路基、防护、排水设施

对原有地表径流的破坏等。桥梁工程在施工期间对周围环境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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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如桥梁建设使桥前产生局部壅水，水流速度减缓泥沙下沉；

桥下流速加大造成局部冲刷；基坑开挖、筑岛钻孔使河床受到扰动，

泥沙上浮以及泥浆废渣排放，致使下游局部河段水质变差。为了避免

或减弱这方面的影响，在设计阶段，对桥孔布设宜预留充足的余地。 

本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外运至污水管网排放；产生的车辆、地面

冲洗水量较少，采取必要治理措施后对水环境没有显著影响。 

5）固废污染源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弃土石方、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

垃圾，其中废弃土石方在设置的弃土场进行处置或者综合利用，建筑

物的建筑垃圾部分用于施工营地和临时占地中场地平整，其余运送往

附近的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经堆肥处理或送各

路段附近的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 

（2）营运期环境影响 

1）交通噪声 

道路建成营运后，道路上行驶机动车产生的噪声及部分配套辅助

设备（例如风机、水泵等）将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噪声源为非稳态声源，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运行噪声，二是沿线为车辆提供服务的各种设施、设备的噪

声。振动指行驶车辆无规则冲击路基或桥梁的传播引起附近地面的振

动噪声与振动，主要对居住环境产生干扰，公路建成运营后沿线将形

成一条带状的噪声、振动干扰带，带宽因公路建设通过地区的地势及

环境功能区划不同而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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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空气 

道路建成后，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排出的尾气会对沿线环境空

气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尾气的主要污染物有一氧化碳（CO）烟

尘、氮氧化物（NOx）、铅尘及二氧化碳（C02）等。 

3）水环境影响 

项目运行期不排放废水，对水质无影响。路基、路面冲刷水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小，本工程公路路面径流较为分散，形不成集中的排放

源，在降雨中进入公路两侧边沟后分散排放，不会对公路两侧的河道

产生污染。 

4）生态环境 

本项目的实施将使道路沿线区域评价范围内现有的绿化植物和

部分农田消失，本项目应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减缓对沿

线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伤害。 在道路沿线、 取土场、弃土场、施工便

道等施工场地采取绿化、复绿建设，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和生态保护措

施后，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3）减缓影响的保护措施 

1）路线选线措施 

路线走向要最大程度避让人口密集区如村庄、学校、医院、工厂。

详细调查沿线土地资源状况，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应加强对文物的调查，合理避让文物古迹。合理避让沿线水源地，

坚决不占用居民集中地区饮用水源，保护水质免受污染。在设计中应

注意尽量减小公路建设对自然景区的影响和干扰，最大程度的避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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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等密集地。设计中应注意取土的合理布局，注意保持原有排灌、道

路系统和生态环境，达到工程和环境协调共存的目的。 

2）借方、弃方措施 

拟建项目位于山岭重丘区，路线位于河谷地带，路线两侧均为高

山，项目挖方大于填方，产生弃方，且沿线多为石方，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为避免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拟建线路内路基填料取用以

就地取材、就近运输为主，尽可能移挖作填以减少弃方和借方，弃方

可填沟造田，防止水土流失，堵塞河道或冲淤农田。 

3）野生动植物保护措施 

工程施工阶段，施工单位有义务对职工进行保护环境、野生动植

物的宣传和教育，这是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具体落实。任何施工单

位都必须按照设计图施工，决不允许扩大施工范围，不允许砍伐征地

范围以外的树木，参与施工的人员禁止狩猎。项目运营阶段，在路线

周边设置警示牌，以警醒群众保护野生动植物。 

4）减轻噪声污染措施 

保证施工机械的噪声符合限制标准，调整施工作业时间，同时优

先选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产生较大噪音的设备应远离场内办公区、

生活区、场外居民区布置并采取封闭、围挡等降噪措施。在沿线村庄

人口密集处设置隔声窗、橡胶减速带及禁鸣标志。 

5）减轻大气污染措施 

施工期筑路材料堆放点应在附近村庄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100 米

以外；车辆运输材料尤其是粉末状物质时，表面必须覆盖；各标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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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洒水车，定期洒水；沥青混凝土和稳定土粒料采取集中拌和，地

址应选在附近村庄主导风向下风 400米外，沥青混凝土选用密闭拌和

设备。道路运营期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加强车

管执法力度，以减少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执行环境监测制度，定期对

公路沿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尤其对学校、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

的监测，并建立环境质量报告制度，以便根据实际污染状况采取相应

的措施，减轻不利影响。 

6）水环境保护措施 

在施工期产生的废水排放问题，规定不能向河流及沟渠排放钻渣

及油污物质，生活污水或垃圾必须经过处理，实行达标排放要求。桥

涵施工的废弃物不得丢弃在河道中，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河道，保证

不影响河道原有泄洪功能。运营期跨河桥梁应设置完善的径流收集系

统，并加强对道路的养护，使道路保持良好运营状态，做好道路两侧

绿化带的日常维护工作。 

（五）与穿（跨）越重大基础设施的关系 

1.与穿（跨）越铁路的关系 

经现场实地踏勘，该项目不涉及穿（跨）越铁路。 

2.与穿（跨）越高速公路的关系 

本项目在 K4+987 处下穿呼北高速连接线，现桥下净宽 30米、净

高 5 米，满足二级公路通行要求；在 K5+073 处下穿呼北高速，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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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净宽 30 米、净高 13.4米，满足二级公路通行要求，此次改建均完

全利用，不会对呼北高速产生不利影响。 

 

图：项目与高速关系图 

3.与穿（跨）越油气管道的关系 

经现场实地踏勘，该项目不涉及穿（跨）越油气管道。 

4.与穿（跨）越高压电力线的关系 

经现场实地踏勘，该项目不涉及穿（跨）越高压电力线。 

5.与其它穿（跨）越重大基础设施的关系 

项目作为卢氏县干线公路路网的组成部分，起点连接原 G209 线，

K4+987 
K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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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连接 X082 线，向北可达灵宝市朱阳镇，向东可达卢氏县城，向

西可达豫陕省界，项目与沿线相交的其它等级道路均采用平面交叉的

连接方式，是项目区域内客货运输最为便捷的道路，且与 G209、呼

北高速、S326、S246 线交织成网，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不仅

完善了沙河乡乃至卢氏县的区域交通，更是促进了项目区域与周边

省、市的交通往来。通过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增强区域间的联系、

拉近区域空间距离，极大地发挥出公路网的整体效益。 

（六）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本项目选址范围覆压地区地表无已知文物建筑，本项目已向卢氏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征求项目选址的意见，暂未收到其回复。项目建

设单位在下一步工作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在项目施工前完

成地下文物勘探工作。 

（七）与水土保持的关系 

建设施工对沿线植被、水土保持、自然景观的影响，以及公路分

割对动物迁徙、活动范围的影响。高填深挖使线路两侧局部范围已有

的植被容易遭到破坏，地表裸露，土壤变得疏松，随着这种微地貌的

改变，在降雨集中季节雨水冲刷作用下，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

水土流失。 

本项目位于山岭重丘区，结合项目实际，采用以下水土保持对策： 

1.排水系统。路基地表排水设置了边沟、排水沟等设施，路面排

水设置了路肩排水和中央分隔带排水设施。排水系统的设计注意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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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尽可能与原有沟渠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路面水、边沟

水排入指定的水域，不能随意排入公路两侧的水体或土壤中，以免污

染周围的水土资源。 

2.路基防护措施。为确保路基稳定、防止水土流失，根据本项目

路基填高，边坡拟采用以下几种防护形式：路基高度大于 5.0m 时，

采用浆砌预制块骨架防护；路基高度大于 2.0m 时，采用三维网植草

护坡；路基高度小于 2.0m 时，采用喷播植草护坡；过水塘及积水路

段， 采用 M7.5浆砌片石防护， 防护高度在百年一遇水位＋0.5m 处。 

3.临时拦挡措施。桥梁钻孔桩施工可就势建立临时围堪，防止泥

浆进入沟道和河流。 

4.临时排水设施。在雨季，施工单位要搞好施工工地临时排水。 

临时排水措施主要包括在工程边界设置的排水沟和临时挡水埂。临时

排水沟可以汇集地表径流并将其排导至自然排水系统内；一定高度的

临时挡水埂可以拦截无组织的地表漫流，将水流有序地导至排水系统

妥善排出。 

通过实施上述水土保持措施后，能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达到防

治水土流失的目的，实现项目区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因此，从水土保

持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八）与防灾、减灾规划的关系 

1.防洪 

（1）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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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桥位选择综合考虑全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选择

在河道基本顺直、堤岸稳定的河段跨越，避免桥位处于不良地质地段，

并考虑排灌、水利设施的需要。桥梁长度以不降低现有河流防洪、排

涝功能为原则，适当加大桥长，达到满足排涝泄洪的要求，并有利于

路基的稳定。全线桥梁共计 591 米/9 座，其中小桥 120 米/5 座，中

桥 136 米/2 座，大桥 335 米/2 座。大中桥设计洪水频率 1/100，小

桥和涵洞设计洪水频率 1/50。 

防护工程：桥头两端填方路基在 10 米范围内设置浆砌片石护坡

至坡脚，护坡外加设护坡道及坡脚。在沿河路段设置路肩墙，以保证

路基稳定。 

（2）路基排水 

根据沿线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的条件，在排水设计中，以排

除路基、路面范围内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保证路基、路面的稳定，防

止路面积水影响行车安全，同时注重坡面的防冲刷。为保证路基稳定，

防止冲刷和环境污染，结合道路沿线地形、地貌及植被情况，采用因

地制宜，分段自成体系集中排水的原则进行排水设计，采用截、排、

引等方式，将水流引出路基范围，排入附近河道、自然沟谷中。全线

拆除圬工就近利用，作为排水设施浆砌材料。  

①边沟：在挖方路段及填方高度小于边沟深度的低填方路段设置

边沟，以汇集路面水和边坡坡面水，并通过急流槽或跌水汇入涵洞或

自然沟渠。土质路段采用浆砌片石边沟、石方路段采用“L”型混凝

土边沟。过村路段采用盖板边沟、平交处设置盖板边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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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盖板边沟：过村镇边沟均设置混凝土盖板，截水沟设置视需要

而定，当坡面为土质时，采用现浇混凝土，尺寸为 40×40 厘米；端

部设置急流槽至边坡底部，保证坡面汇水不侵袭边坡和路面，使水流

以最短路径排离路基。 

③送水槽：边沟出水口受地形限制落差较大时，设置送水槽。送

水槽的设置结合地形、地质情况，一直延伸到涵洞、沟底或无冲刷处。 

（3）路面排水 

路面排水主要采用由路拱分散漫流排水方式排入边沟等，采用集

中排水方式，即边沟汇水通过送水槽流入河沟或涵洞。 

本项目已向卢氏县水利局征求路线选址方案的意见，收到其回复

函“经相关业务股室审查，对选址方案无意见。一要严格落实《河南

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要求，项目建设涉及跨河、穿河、

临河等涉河工程，应编制《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二是工程施工时，

强化措施，确保河道水质安全”。详见附件。 

在下一步工作中，项目建设单位将严格按照卢氏县水利局的要求

进行相关工作。 

2.防震 

根据国家地震局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本项目沿线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为 0.1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按照《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和《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项目桥梁设防类别为 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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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Ⅶ级。 

本项目已向卢氏县应急管理局征求路线选址方案的意见，并收到

其复函“我局积极与地震台联系，确认该项目选址不位于地震观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对该项目选址无意见”。详见附件。  

3.地质灾害防治 

本项目已向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申请是否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

查询报告，经查询，该项目所在的三门峡市卢氏县东明镇、沙河乡位

于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公布的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单位需按规定开

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因此，为了路线施工及行车安全，采取

一定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是必要的。 

（1）滑坡防治：在可能发生滑坡的周围区域建造排水沟以加强

保护并隔离外部存在的地表水。地下水要及时疏通，通过设置截水沟

的方式来控制地下水含量。 

（2）崩塌防治：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定期监测易崩塌区

域，确定坍塌的可能性、强度和规模，清理危险的岩石和松散的沉积

物，设置安全警告标志。 

（3）泥石流防治：通过设置排洪与导流堤引流，避免泥石流过

大的影响。设置多级透水性拦渣坝有效阻挡石块，防治冲刷路基、桥

梁等设施。种植不同结构、种类的植被群组阻挡泥石流。 

在下一步工作中，项目建设单位应尽快编制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报告，并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性文件，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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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与其它相关方面的关系 

本项目是区域的重点交通项目，将为沙河乡至卢氏县城的农产品

外运及沿线居民出行提供优质、高效的交通服务，同时将大大促进沿

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但伴随着项目的建设，也会产生一些

潜在的社会风险，尽早识别这些风险，采取各种应对的措施规避和控

制这些风险是十分必要的。本项目潜在的社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1）征地拆迁的风险。公路项目征地拆迁是不可避免的，受征

地影响的劳动力因基本生产资料减少而引起的生产、经营问题有所不

同，导致在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期望上有一定的差异，给征地拆迁

工作增加了难度。 

（2）居民与项目建设冲突的风险。项目施工过程中会给居民的

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有时甚至会带来损害，还会对原有的设施造成

影响。如果项目施工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规避，减轻或弥补这些负面影

响，将容易造成居民与施工单位等机构的冲突。 

（3）道路交通风险。项目施工过程中会阻碍当地交通，对周边

群众出行带来不便，进而产生干扰施工的风险。项目实施过程中，施

工单位应主动和交通部门沟通，采取相关的交通导行措施，解决施工

带来的交通问题。 

为防止这些社会风险可能对项目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从风险的

预防、处理、协调、反馈和评估等各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1）针对征地拆迁的风险。通过不断优化方案，尽可能的减少

占地及拆迁，对必要的占地、拆迁、安置补偿到位。同时，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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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项目建设给沿线居民带来的损失，建设单位可以联合政府，帮助

失地农民技能培训，以多种方式参加工程建设，提高经济收入；项目

建成后，为沿线居民提供环卫、绿化等部分就业机会。 

（2）针对沿线居民原有生产、生活方式受影响的风险。首先要

从设计方案上尽可能地便利沿线居民的通行，其次要从环境管理等方

面考虑如何降低公路噪音给周边居民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加强沟通

和引导，使沿线居民能尽早地适应二级公路给自己生产生活带来的变

化，并及早考虑如何从项目中受益。 

（3）针对居民与项目建设冲突的风险。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

理、尽量避免施工扰民，并对因施工对沿线居民造成的损害采取合理

的恢复或补偿措施。 

（十）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内容，本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行业规划、生态环

境、重大基础设施、文物保护、水土保持、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关系是

基本协调的。 

在下一步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与地方相关部门的结合，进一步完

善文物、环评、地震、防洪、地灾、压矿等方面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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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分区和用地规模的合理性 

（一）功能分区 

本项目位于卢氏县境内，全线采用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标准，设

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双车道，路基宽度分段设置为 8.5、10.5、12

米，新建桥梁 591米/9座，设置平面交叉 41 处，设置分离式立体交

叉 3 处，沥青混凝土路面，路线全长 18.199 公里。项目用地总规模

为 27.4879公顷，各功能分区占地规模分别为路基工程 24.7470公顷、

桥梁工程 0.5289 公顷、平面交叉工程 1.8968 公顷，分离式立体交叉

工程 0.3152公顷。 

本项目没有设置不必要的功能分区，不存在“搭车用地”。 

表4-1 各功能分区占总用地比例情况表 

序号 功能分区名称 占地规模（公顷） 占总用地比例（%） 

1 路基工程 24.747 90.03  

2 桥梁工程 0.5289 1.92  

3 平面交叉工程 1.8968 6.90  

4 分离式立体交叉工程 0.3152 1.15  

合计 27.4879 100 

（二）设施利用 

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利用原滨河路、X021 线、S326 线进行加

宽改建，因此基本全线均利用老路路基进行加宽改建，充分利用了既

有线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增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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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标准 

该项目用地指标是依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

〔2011〕124 号）中的表 3.0.5-6、4.0.5-6、5.0.2、7.2.2、7.4.2

进行计算，依据表 3.0.6和 4.0.7 对指标进行调整，原因是由于受地

形条件和区域现状道路条件限制，项目路基宽度设计为 8.5 米，用地

指标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 号）要

求，具体如下。 

1.项目总体用地指标 

该项目属于交通类型的线性项目，穿越山岭重丘区，属于Ⅲ类地

形区，本项目建设按二级公路双车道标准，KO+000-K3+965 段路基宽

度 12米，公路长度 3.965 公里；K3+965-K5+157段路基宽度 10.5 米，

公路长度 1.192 公里；K5+157-K18+199 段路基宽度 8.5 米，公路长

度 13.042 公里。 

《指标》表 3.0.5-6 Ⅲ类地形区二、三、四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单车道 

主

要

编

制

条

件

参

数 

路基宽度 m 12 10 8.5 7.5 6.5 4.5 

桥梁跨径长度比例 % 5 5 3 3 2 2 

主线下穿分离式立体交

叉间距 

km 60 60 - - - - 

天桥间距 km 50 50 - - - - 

通道间距 km 20 20 - - - - 

平面交叉间距 km 1.2 1.2 0.6 0.6 0.6 0.6 

停车区间距 km 80 8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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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单车道 

养护设施间距 km 40 40 40 40 40 40 

指标值 （hm
2
/km 3.6183 3.4334 2.6088 2.5126 2.2819 1.9274 

 

《指标》表 3.0.6 路基宽度调整指标（hm
2
/km） 

地形类别 

路基宽度每增减 1m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Ⅰ类 0.1047 0.1022 0.1049 

Ⅱ类 0.1304 0.1173 0.1186 

Ⅲ类 0.1660 0.1591 0.1202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中

表 3.0.5-6 的规定，Ⅲ类地形区，路基宽度为 10 米的双车道二级公

路用地指标为 3.4334 公顷/公里，路基宽度 12 米的双车道二级公路

用地指标为 3.6183公顷/公里，根据表 3.0.6，路基宽度每增减 1 米，

二级公路建设用地总体指标调整 0.1202 公顷/公里，故该项目路基宽

度 8.5 米的建设用地总体指标为 3.4334-（10-8.5）×0.1202=3.2531

公顷/公里，路基宽度 10.5 米的建设用地总体指标为 3.4334+

（10.5-10）×0.1202=3.4935 公顷/公里。 

故 该 项 目 总 体 用 地 指 标 为 3.2531 × 13.042+3.4935 ×

1.192+3.6183×3.965=60.9377公顷，实际用地总规模 27.4879公顷，

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2.各功能分区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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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工程 

该项目路基宽度 12米的路基长度为 3.613公里（扣除桥梁 0.352

公里），路基宽度 10.5 米的路基长度为 1.033公里（扣除桥梁 0.159

公里），路基宽度 8.5 米的路基长度为 12.962 公里（扣除桥梁 0.080

公里）。 

《指标》表 4.0.5-6 Ⅲ类地形区二、三、四级公路路基工程用地指标 

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单车道 

主

要

编

制

条

件

参

数 

路基宽度 m 12 10 8.5 7.5 6.5 4.5 

填方边

坡高度

/坡率 

普通单级边坡 m/1：n 3.5/1.5 3.5/1.5 2.5/1.5 2.5/1.5 2.5/1.5 2.0/1.5 

两级

边坡 

第一级 m/1：n 8/1.5 8/1.5 8/1.5 8/1.5 8/1.5 8/1.25 

第二级 m/1：n 10/1.75 10/1.75 10/1.75 10/1.75 10/1.5 10/1.5 

挖方边

坡高度

/坡率 

普通单级边坡 m/1：n 3.8/0.75 3.8/0.75 3.3/0.75 3.3/0.75 3.3/0.5 3.0/0.5 

多级

边坡 

第一级 m/1：n 8/0.75 8/0.75 8/0.75 8/0.75 8/0.75 8/0.75 

第二级 m/1：n 8/0.75 8/0.75 8/0.75 8/0.75 8/0.75 8/0.75 

第三级 m/1：n 8/0.75 8/0.75 6/0.75 6/0.75 6/0.75 8/0.75 

第四级 m/1：n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边坡平台宽度 m 2 2 2 2 2 2 

填方边沟顶宽 m 1.8 1.8 1.8 1.8 1.8 1.8 

挖方边沟顶宽 m 0.8 0.8 0.8 0.8 0.8 0.8 

护坡道（碎石台）宽 m 0-2 0-2 0-2 0-2 0-2 0-2 

用地界宽 m 1 1 1 1 1 1 

指标值 hm
2
/km 3.6488 3.4488 2.6326 2.5326 2.2699 1.9069 

《指标》表 4.0.7 路基宽度调整指标（hm
2
/km） 

地形类别 

路基宽度每增减 1m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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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 0.1070 0.1070 0.1060 

Ⅱ类 0.1330 0.1222 0.1155 

Ⅲ类 0.2083 0.1992 0.1200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中

表 4.0.5-6 的规定，Ⅲ类地形区，路基宽度为 10 米的双车道二级公

路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为 3.4488 公顷/公里，路基宽度为 12 米的双车

道二级公路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为 3.6488 公顷/公里，根据表 4.0.7，

路基宽度每增减 1米，二级公路路基工程用地指标调整 0.1200 公顷/

公里，故该项目路基宽度 8.5 米的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为 3.4488-

（10-8.5）×0.1200=3.2688 公顷/公里，路基宽度 10.5 米的路基工

程用地指标为 3.4488+（10.5-10）×0.1200=3.5088 公顷/公里。 

故该项目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为 3.2688×12.962+3.5088×

1.033+3.6488×3.613=59.1779 公顷，实际路基工程用地规模为

24.7470公顷，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2）桥梁工程 

该项目新建小桥 80米/3座。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的

中 5.0.2计算桥梁工程用地指标。 

S=B*(L-W)/10000                      （5.0.2） 

其中：S-桥梁工程用地面积；B-桥梁上部的建筑宽度 m，高速公

路、一级公路应包括上下行桥梁之间的中间带宽度；L-桥梁跨径长度

m；W-桥下常水位时的水面宽度 m，旱桥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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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寺洛河大桥：中心桩号 K0+194.5，桥梁长度 218 米，宽度

9 米，桥下常水位水面宽度 100 米，S=9×(218-100)/10000=0.1062

公顷； 

2）东关 1 桥：中心桩号 K0+824.5，桥梁长度 94 米，宽度 15 米，

为旱桥，S=15×94/10000=0.1410公顷； 

3）东关 2 桥：中心桩号 K1+203，桥梁长度 8 米，宽度 15 米，

为旱桥，S=15×8/10000=0.0120公顷； 

4）西关桥：中心桩号 K2+163.5，桥梁长度 32 米，宽度 15 米，

为旱桥，S=15×32/10000=0.0480公顷； 

5）张麻 1 桥：中心桩号 K4+647，桥梁长度 42 米，宽度 12 米，

为旱桥，S=12×42/10000=0.0504公顷； 

6）张麻 2 桥：中心桩号 K4+853.57，桥梁长度 117 米，宽度 12

米，为旱桥，S=15×117/10000=0.1404公顷； 

7）后河桥：中心桩号 K7+482，桥梁长度 30 米，宽度 9 米，为

旱桥，S=9×30/10000=0.0270公顷； 

8）小河桥：中心桩号 K9+481.5，桥梁长度 22 米，宽度 9 米，

为旱桥，S=9×22/10000=0.0198公顷； 

9）张家桥：中心桩号 K11+632，桥梁长度 28米，宽度 9 米，桥

下常水位水面宽度 2 米，S=9×（28-2）/10000=0.0234 公顷。 

故该项目桥梁工程用地指标为 0.5682 公顷，实际桥梁工程用地

规模 0.5289公顷，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3）交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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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面交叉 

该项目设置 41 处平面交叉，包括 33 处 T 形平面交叉和 8 处十字

形平面交叉。 

《指标》表 7.4.2 T 形和十字形平面交叉用地指标（hm
2
/处） 

主要公路设计速度（hm/h） 100 80 60 40 30 及以下 

T 形平面交叉 0.1733 0.1400 0.1000 0.0667 

0.0190 

十字形平面交叉 0.2467 0.1867 0.1267 0.0933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中

表 7.4.2的规定，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的 T 形平面交叉用地指标为

0.0667 公顷/处，十字形平面交叉用地指标为 0.0933 公顷/处。 

故 该 项 目 平 面 交 叉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为 33 × 0.0667+8 ×

0.0933=2.9475 公顷，实际平面交叉工程用地规模 1.8968 公顷，符

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2）分离式立体交叉 

该项目设置 3 处分离式立体交叉，均为主线下穿。 

《指标》表 7.2.2 分离式立体交叉和天桥用地指标（hm
2
/座） 

交叉类别 地形类别 

被交叉公路长度

（m） 

被交叉公路宽度

（m） 

用地指标 

分离式立体交叉 

Ⅰ、Ⅱ类 700 12 2.2120 

Ⅲ类 500 10 1.4800 

天桥 

Ⅰ、Ⅱ类 700 6 1.7920 

Ⅲ类 500 6 1.2800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中

表 7.2.2 的规定，Ⅲ类地形区分离式立体交叉的用地指标为 1.4800

 60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公顷/座。 

故该项目分离式立体交叉工程用地指标为 1.4800×3=4.4400 公

顷，实际分离式立体交叉用地规模 0.3152 公顷，符合《公路工程项

目建设用地指标》要求。 

综上所述，该项目总体用地指标、各功能分区用地指标、实际用

地面积均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 号）

的规定。 

表 4-2 项目用地指标对比情况表 

单位：公顷 

名称 用地面积 用地标准 指标控制面积 

用地指标

符合性 

总体指标 27.4879 表 3.0.5-6、3.0.7 60.9377 符合 

各功

能分

区指

标 

1 路基工程 24.7470 表 4.0.5-6、4.0.7 59.1779 符合 

2 桥梁工程 0.5289 式 5.0.2 0.5682 符合 

3 交叉工程 2.2120 表 7.4.2、表 7.2.2 7.3875 符合 

（1） 平面交叉 1.8968 表 7.4.2 2.9475 符合 

 （2） 分离式立体交叉 0.3152 表 7.2.2 4.4400 符合 

合计 27.4879 / 67.1336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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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地水平的先进性 

（一）采用的节地技术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的

规定，该项目用地指标控制面积为 67.1336公顷，本项目实际用地面

积为 27.4879 公顷，符合指标要求。项目拟采取工程、技术等措施，

在环境技术条件允许情况下，节约集约用地。主要措施如下： 

（1）优化路线方案。本项目在选线过程中，通过与自然资源局

结合，在设计阶段对路线进行多次优化，以达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

少占耕地的要求。经过优化，项目总体占地面积减少了 5.8033 公顷，

占用耕地面积减少了 2.0644公顷，避让了永久基本农田 1.6435公顷。 

（2）在经济运距内充分移挖作填，减少取、弃土场的临时占地。

土石开挖是工程施工的重要环节，施工过程中应当做到填挖平衡。总

体可减少占地 0.0821 公顷。 

（3）取、弃土场、预制厂、拌和场、施工便道等临时工程用地，

尽可能布设在项目用地范围以内，并且在工程完成时，及时复垦。总

体可减少占地 0.1024 公顷。 

（4）高填方路段收缩边坡。施工过程中高填方路段的边坡设计

要在最大限度上达到最小以减少工程占地。此措施可减少占地 0.189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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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对比情况 

1.比较案例 

（1）省道 230 济沁界至九里沟段改建工程 

省道 230济沁界至九里沟段改建工程，起点位于济源市与焦作沁

阳市交界处，向西经五龙口镇、克井镇北，终点位于思礼镇九里沟风

景区郑坪停车场，全长约 35.4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双向两车

道，路基宽度 10 米，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时，全线新建大中桥梁 8

座、隧道 2 座，用地规模 66.1004公顷。 

 
图5-1 对比案例1 

（2）S328 线朱阳关镇区段改线工程 

S328 线朱阳关镇区段改线工程起点位于朱阳关镇岭东，终点位

于桩号 K512+528（对应老路桩号 K511+820），路线全长 4.065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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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车速 60 公里/小时，双向二车道，路基宽

10 米，全线新建桥梁 3 座，用地规模 13.5784 公顷。 

图 5-2 对比案例 2 

2.比较案例的对比 

对本项目与比较案例进行以下对比： 

表5-1 类比案例对比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公路

等级 
建设标准 

用地规

模（公

顷） 

路线长度

（公里） 

单位用地量

（公顷/公

里） 

1 

省道230济沁界

至九里沟段改

建工程 

二级

公路 

双向二车道，设计车速

60公里/小时，路基宽10

米 

66.1004 35.4000 1.8672 

2 

S328线朱阳关

镇区段改线工

程 

二级

公路 

双向二车道，设计车速

60公里/小时，路基宽10

米 

13.5784 4.0650 3.3403 

3 本项目 
二级

公路 

双向二车道，设计速度

40公里/小时，路基宽

8.5、10.5、12米 

27.4879 18.199 1.5104 

三个项目均为省道改扩建工程，通过比较，本项目单位用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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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4 公顷/公里，均低于两个对比案例的单位用地量，本项目在同

类项目中属于较节约用地水平，并且本项目用地规模符合《公路工程

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 号）的指标要求，符合基本

的节约集约要求。因此，本项目用地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

地的利用效率，更为节约集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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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情况 

（一）联合选址选线情况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项目用地范围线初步确定后，项目可研设计

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时向县自然资源局征求选线意见，经县自然资

源局研究核实，项目用地范围线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而后可研设

计单位对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多次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用地范

围线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1.6435 公顷。同时，建设单位通过向东

明镇人民政府、沙河乡人民政府、卢氏县水利局、应急管理局、林业

局等相关单位发函征求项目选线意见的方式开展了该项目选线研讨、

论证工作，各单位原则上同意本项目选线方案。 

（二）是否存在违法用地 

该项目用地范围内未动工建设，不存在违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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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选线方案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项目与沿线的相关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保护、重大基

础设施、文物保护、水土保持、防灾减灾等方面关系是协调的。项目

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项

目总用地规模和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合理，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提

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用地，充分体现了节约集约

用地的原则。占用耕地的必要性充分，建设单位承诺按规定将补充耕

地、征地补偿、土地复垦等相关费用足额纳入项目工程预算，补充耕

地资金来源有保证。 

本项目的建设对完善区域路网、改善交通状态、提高道路服务能

力、促进当地资源的开发外运、带动沿线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因此，本项目选线方案是合理的、可行的。 

（二）建议 

1.下一步工作中，应加强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确保该项

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 

2.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确保项目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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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一步工作中应完成防洪、地灾、环评、压矿、文物、林

业等相关专题报告，并根据相关意见进行项目路线优化； 

4. 项目方应与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协调，在施工及运营过程中，

应为沿线附近村民的生产生活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5. 建设项目涉及水、电、暖、通讯、环保、消防、绿化等问题

须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6. 进行环保设施及施工生态监理并进行质量验收；工程投产后

定期进行污染源监测； 

7. 办理规划用地手续时，必须具备准确的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分析论证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的潜在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划防治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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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附图 

1.项目方案区位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 

3.项目方案土地利用现状图 

4.项目方案与三区三线关系图 

5.项目方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6.项目方案与城乡总体规划图的关系 

7.项目方案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图 

8.项目方案与永久基本农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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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部门意见 

1.《河南省普通省道网规划调整方案（2013-2030 年）》 

2.《卢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

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卢发改〔2023〕11 号） 

3.东明镇人民政府关于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回复函 

4.沙河乡人民政府对《关于征求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

项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函》的回复 

5.卢氏县水利局关于征求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选

址方案意见的回复函 

6.卢氏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对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

选址方案意见的复函 

7.卢氏县林业局关于对《征求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

目选址方案意见的函》的回复 

8.《建设项目是否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查询报告》（豫地灾查

﹝2023﹞0692 号） 

9.《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情况说明》（豫压矿查﹝2023﹞

10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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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路线名称 路线简称 起点地名 终点地名 主要控制点（乡镇级以上） 

张、下峪、卢氏范里

S316 永城—开封公路 永开线 永城芒山 开封
夏邑火店、桑堌、虞城闻集、店集、商丘毛堌堆、宁陵张弓、睢县、杞县、开

封仇楼、汪屯

S317 永城—孟津公路 永孟线 永城苗桥 孟津王良
永城、夏邑会亭、虞城站集、商丘、宁陵赵村、民权花园、杞县、通许、庄头、

新郑刁家、郭店、新密曲梁、登封卢店、偃师府店、孟津会盟

S318 通许—长葛公路 通长线 通许 禹州后河镇 通许大岗李、尉氏朱曲镇、长葛市增福庙

S319 夏邑—宜阳公路 夏宜线 夏邑骆集 宜阳赵堡

夏邑何营、虞城黄冢、营廓、高辛、柘城胡襄、慈圣、太康转楼、扶沟崔桥、

鄢陵彭店、许昌石象、长葛坡胡、禹州浅井、登封白坪、送表、汝州陵头、大

安、汝阳蔡店、伊川鸣皋、宜阳白杨

S320 永城—汝州公路 永汝线 永城马桥 汝州骑岭
夏邑业庙、虞城黄冢、营廓、朱集、鹿邑枣集、柘城起台、邵园、太康、扶沟

大新、鄢陵、许昌苏桥、禹州郭连、朱阁、鸠山、汝州大峪

S321 鹿邑—汝州公路 鹿汝线 鹿邑贾滩 汝州焦村
鹿邑穆店、高集、淮阳四通、太康五里口、西华西华营、扶沟练寺、鄢陵张桥、

许昌长村张、禹州小吕、张得、磨街、汝州焦村

S322 鹿邑—嵩县公路 鹿嵩线 鹿邑郑家集 嵩县
鹿邑观堂、郸城张店、淮阳临蔡、安岭、西华田口、红花集、鄢陵南坞、临颍

石桥、许昌榆林、襄城王洛、陕县安良、汝州小屯、寄料、汝阳上店

S323 鹿邑-方城公路 鹿方线 鹿邑 方城白湾 鹿邑吴台、淮阳、西华、漯河、舞阳、叶县仙台、常村

S324 郸城—汝阳公路 郸汝线 郸城南丰 汝阳大安

郸城宁平、钱店、淮阳冯塘、刘振屯、西华东王营、商水邓城、郝岗、漯河李

集、商桥、襄城姜庄、叶县洪庄杨、平顶山北渡、曹镇、鲁山观音寺、汝阳三

屯、小屯

S325 漯河—嵩县公路 漯嵩线 漯河 嵩县德亭 漯河新店、襄城麦岭、平顶山、鲁山瓦屋、汝阳付店、嵩县木植街

S326 栾川—卢氏公路 栾卢线 栾川 卢氏木桐 栾川三川镇、卢氏沙河

S327 沈丘—舞钢公路 沈舞线 沈丘周营 舞钢八台
沈丘石槽、项城王明口、丁集、商水胡吉、上蔡东岸、朱里、华陂、漯河万金、

邓襄、西平宋集、吕店

S328 沈丘—卢氏公路 沈卢线 沈丘大刑庄 卢氏官坡

沈丘李老庄、付集、新桥、项城贾岭、平舆十字路、上蔡党店、杨屯、遂平、

阳丰、方城小史店、广阳、南召石门、南河店、白土岗、板山坪、内乡七里坪、

西峡双龙、石界河、桑坪、卢氏朱阳关、五里川、双槐树

S329 方城—淅川公路 方淅线 方城赵河 淅川大石桥 方城石桥、南阳潦河坡、镇平高丘、内乡赤眉、西峡田关、淅川老城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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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三）项目基本情况表 

建设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S326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 

统一项目代码 2310-411224-04-01-672514 

行业分类 交通 土地用途 公路用地 

项目批准类型 审批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 

卢氏县发展改革委

员会 

项目所在行政区 三门峡市 项目投资（亿元） 1.5395 

项目拟建地点 卢氏县城关镇、文峪乡、东明镇、沙河乡 

建设规模 拟建项目路线全长 18.199公里，双车道二级公路 

业务类型 
用地预审初审，规划选址初审    用地预审初审，规划选址审批 

 用地预审审批，规划选址审批 

项目建设

依据类型 
其他 

项目建设 

依据 
《关于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卢发改〔2023〕11号） 

用地规模

(公顷) 

总规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 

27.4879 10.8718 2.7763 0 16.0839 0.5322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0 

涉及生态红线 

面积 
0 

申请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卢氏县公路管理局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通讯地址 卢氏县滨河路东 

固定电话 0398-3123961 邮政编码 4722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2244183492185 

报件人 杨棋 手机 15238729128 

报件人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10881199612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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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 

（四）项目土地利用现状表 

S326 线卢氏县城至沙河段改建工程项目土地利用现状表 

乡镇 村 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园地 其他农用地 

小计 旱地 
水浇

地 
小计 

其他

林地 

乔木

林地 

竹林

地 
果园 小计 

农村

道路 
沟渠 

其他

草地 

设施

农用

地 

合计 

农村

宅基

地 

城镇

村道

路用

地 

城镇

住宅

用地 

工业

用地 

公路

用地 

公用

设施

用地 

公园

与绿

地 

广场

用地 

机关

团体

新闻

出版

用地 

交通

服务

场站

用地 

科教

文卫

用地 

商业

服务

业设

施用

地 

水工

建筑

用地 

特殊

用地 

物流

仓储

用地 

合计 
河流

水面 

城关镇 

南新村居委会 0.656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563    0.0045      0.6084    0.0383              0.0051    0.0000    

东城居委会 0.3519  0.1334  0.0000      0.1334  0.1334        0.0000          0.0454          0.0430                0.0024      0.1731  0.1731  

东南隅居委会 0.009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59              0.0059                  0.0036  0.0036  

新建路居委会 4.0512  0.7273  0.0000      0.6807  0.6807        0.0466      0.0466    3.2626    0.0062      3.2551              0.0003    0.0010    0.0614  0.0614  

文明路居委会 0.006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67    0.0032          0.0036                  0.0000    

西城居委会 0.2427  0.0010  0.0000      0.0000          0.0010  0.0010        0.2417    0.0253          0.2164                  0.0000    

寨子村 0.0449  0.0035  0.0000      0.0000          0.0035    0.0035      0.0414    0.0048  0.0019        0.0347                  0.0000    

小计 5.3632  0.8651  0.0000  0.0000  0.0000  0.8141  0.8141  0.0000  0.0000  0.0000  0.0510  0.0010  0.0035  0.0466  0.0000  4.2601  0.0000  0.0439  0.0019  0.0000  3.9066  0.0000  0.298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024  0.0061  0.0000  0.2380  0.2380  

东明镇 

张麻村 4.4107  0.4391  0.0819  0.0819    0.2149  0.2149      0.1255  0.0168  0.0006  0.0000    0.0162  3.8459  0.3359  0.0077  0.1455    2.9687  0.0048  0.2109          0.0599    0.1124    0.1257  0.1257  

后河村 3.5945  1.8850  0.6024  0.1977  0.4046  1.2494  0.9240  0.3253      0.0333  0.0123      0.0210  1.6900  0.3498        1.2394    0.0195    0.0192  0.0193          0.0427  0.0195  0.0195  

小计 8.0052  2.3242  0.6842  0.2796  0.4046  1.4642  1.1389  0.3253  0.0000  0.1255  0.0502  0.0129  0.0000  0.0000  0.0372  5.5359  0.6858  0.0077  0.1455  0.0000  4.2081  0.0048  0.2304  0.0000  0.0192  0.0193  0.0000  0.0599  0.0000  0.1124  0.0427  0.1451  0.1451  

文峪乡 
南窑村 0.288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709  0.0427  0.1167              0.0078      0.0036        0.1171  0.1171  

小计 0.288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709  0.0427  0.116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78  0.0000  0.0000  0.0036  0.0000  0.0000  0.0000  0.1171  0.1171  

沙河乡 

沙河村 0.6511  0.0282  0.0000      0.0282  0.0282        0.0000          0.6229  0.5662        0.0543      0.0025                0.0000    

张家村 7.2508  4.1396  0.5523  0.5523    3.3857  1.3096  1.8941  0.1819  0.0571  0.1445  0.0299    0.1050  0.0096  3.0792  0.5192  0.0000    0.0312  2.4843    0.0074    0.0002    0.0058      0.0037  0.0274  0.0319  0.0319  

颜东村 5.9296  3.5148  1.5397  1.5397    1.7840  0.0870  1.6970    0.0731  0.1179  0.0176    0.0856  0.0148  2.4148  0.4290        1.9271      0.0098  0.0171            0.0319  0.0000    

小计 13.8314  7.6826  2.0921  2.0921  0.0000  5.1978  1.4248  3.5911  0.1819  0.1302  0.2625  0.0474  0.0000  0.1906  0.0244  6.1170  1.5143  0.0000  0.0000  0.0312  4.4656  0.0000  0.0074  0.0123  0.0173  0.0000  0.0058  0.0000  0.0000  0.0037  0.0593  0.0319  0.0319  

总计 27.4879  10.8718  2.7763  2.3717  0.4046  7.4761  3.3778  3.9164  0.1819  0.2557  0.3637  0.0614  0.0035  0.2372  0.0617  16.0839  2.2428  0.1683  0.1473  0.0312  12.5804  0.0048  0.5367  0.0123  0.0444  0.0193  0.0058  0.0638  0.0024  0.1223  0.1020  0.5322  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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