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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燕罗消防站建设工程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北临广田路，西靠

祥溪路，东靠环胜大道。项目用地面积 4498.39 ㎡，总建筑面积

4966.45 ㎡，其中地上 3976.68 ㎡，地下室 989.77 ㎡，建筑物

包括业务主楼、辅助用楼及训练塔三部分，其中：业务主楼为 3

层，建筑面积 2476.39 ㎡，一层为消防车库，二层为战士备勤室，

三层为灭火研讨与会议室，辅助用楼为四层，建筑面积 1304.55

㎡，一层为官兵食堂，二层为俱乐部、消防宣传教育室，三层为

体能训练室、阅览室及理发室、心理辅导室，四层为家属探亲居

住生活空间；训练塔为一栋 7 层，建筑面积 195.74 ㎡，地下室

为一层，建筑面积 989.77 ㎡，功能为设备用房和物资储备库。

工程于 2017 年 8月 1 日开工，2019年 5 月 21 日完工，工程概

算总投资 3089.88万元。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办事处（简称“我单位”）根据水土保

持法规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第 16 号令）的规定，查阅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报表、施工监理

报告及有关工程档案资料，现场调查了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现

状，勘查了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对本工程各参建单位进行走

访调查，结合工程设计与竣工验收报告核实了各项措施的工程

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措施功能效果进行了

初步技术评估。 

经综合分析讨论，并按照国家、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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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燕罗消防站建设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报告》。我单位

认为本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经落实到位，目前运行情况良

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了批复的水保方案中的要求，

本工程已具备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条件，特向主管单位及各位专

家申请验收。 

二、工程概况及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1 工程概况 

燕罗消防站建设工程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北临广田路，西靠

祥溪路，东靠环胜大道。项目用地面积4498.39㎡，总建筑面积

4966.45㎡，其中地上3976.68㎡，地下室989.77㎡，建筑物包括

业务主楼、辅助用楼及训练塔三部分，其中：业务主楼为3层，

建筑面积2476.39㎡，一层为消防车库，二层为战士备勤室，三

层为灭火研讨与会议室，辅助用楼为四层，建筑面积1304.55㎡，

一层为官兵食堂，二层为俱乐部、消防宣传教育室，三层为体能

训练室、阅览室及理发室、心理辅导室，四层为家属探亲居住生

活空间；训练塔为一栋7层，建筑面积195.74㎡，地下室为一层，

建筑面积989.77㎡，功能为设备用房和物资储备库。工程于 2017 

年8月1日开工，2019年 5月21日完工，工程概算总投资3089.88

万元。 

项目参建单位如下： 

项目建设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办事处  

项目施工单位：广东建安昌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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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监理单位：汕头市潮阳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 

2.2 项目区自然和水土流失情况 

2.2.1、地质 

本次建设场地内地势较为平坦，部分区域存在 1-3 米的高差，现

状为种植地，还有少量树木种植，场地内有两处临时建筑，需拆除。 

2.2.2 生态敏感区 

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查询系统中获知，项目区不处于基本生

态控制线之内，不处于深圳市一、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 

2.2.3 气象、水文 

燕罗街道日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雨量充沛而季节分配不均，干

湿季节分明，季风影响显著，气候具有冬暖而有阵寒、夏长而不酷 

热的特点。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台风、寒潮、水龙舟、寒露风和干旱等。 

每年 7-9 月为台风季，年平均受台风影响 7.3 次。热带风暴常伴随

暴雨天气，易引起山洪、河洪爆发，造成损失。1-2 月多寒潮，5-6 月

多龙舟水，10 月中下旬多寒露风。出现春旱和秋旱的年份占 77%，

对农业生产存在不利影响。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2℃，

雨量充沛，年降水量 1923mm。 

项目区场地东侧约 50m 处有一条排洪渠通过（名叫罗田水），罗

田水又名罗田水库排洪渠，发源于罗田水库，由北往南流经罗田、燕

川社区，与燕罗泵站汇入茅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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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属于珠江口水系，茅洲河流域。茅洲河发源于深圳市境内的

羊台山北麓，干流全长 41610m，其中石岩水库以上控制河段 10290m，

广深公路～茅洲河河口（区间河长 10200m）是深圳与东莞的界河。  

2.2.4 土壤植被  

项目施工前现状种植菜地及树木，场地边有两处临时建筑需拆除，

场地内有 1-3 米的高差。场地内植被覆盖率高，有小部分裸露地面，

水土流失状况轻微。 

2.3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问题 

2.3.1 弃土弃渣情况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挖方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基坑开挖和各种管线工

程开挖，填方指管道回填。土石方开挖按主体设计资料中的方案一计

算。据测算，项目总挖方量 14631.56m3，总填方量 2100m3，总弃方

量 12531.56m3，土方采用即挖即运，减少土方堆放时间，管线回填

所需土方沿线堆放，周边用沙袋拦挡。 

本工程所开挖的土方为基坑开挖。本工程产生的弃土较少，可用作

于其他项目的回填或平衡标高，不能利用则运至部九窝余泥渣土受纳

场二期，运距 27km。 

2.3.2 开挖和占压土地情况 

本项目用地红线范围面积 5620.56㎡，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因管

道建设、道路破坏、排水沟等，红线范围面积内的土地均有开挖和占

压，但未超出红线范围。 

2.3.3 水土流失主要形式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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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的形式主要有:水力侵蚀、重力侵蚀、风力侵蚀、冻融

侵蚀，混合侵蚀等类型，其中水力侵蚀又分为面蚀、沟蚀以及河沟侵

蚀等类型。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主要有： 

（1）使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 

（2）淤积河道、湖泊、水库；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下

泄河道和渠道，导致水库被迫报废，成了大型淤地坝。 

（3）污染水质影响生态平衡。 

（4）冲毁土地，破坏良田：由于暴雨径流冲刷，沟壑面积增大，

坡面和耕地越来越小。 

（5）本项目建设过程期内的水土流失的形式主要为水力侵蚀。

项目区扰动、地表裸露、土方挖填搬运期间在遇降雨时，产生了一定

的水土流失，在整个施工期间，项目施工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水土流失，

但没有造成较大的危害，水土流失影响在控制范围内。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620.56 ㎡ ，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4675.95㎡，直接影响区面积 944.61 ㎡。新增水土流失流失量为 59t。

工程完工后，工程施工所扰动的土地治理率达到 100%；水土流失治

理度达到 100%；拦渣率达到 99%以上，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三、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3.1 水土保持方案报批过程 

2015 年 12 月，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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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委托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2016 年 1 月 19 日，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原名：深圳市宝安区

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号为深宝环

水许函[2016]4号。 

3.2 水土保持工程量  

（一）主要工程量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本项目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施工围 

挡和绿化工程，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见表 6-2。 

 

根据设计图纸计算新增水土保持工程量，其主要有临时排水沟、 

沉砂池、施工围栏等。新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表 6-3。 

 

（二）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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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8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的水土保持投资

为 10.17 万元，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47.83 万元。本方案水土流失防

护措施主要为工程措施和其他防护措施，同时计列相应规费，水土流

失防护新增投资中工程造价 29.04 万元，其它费用 18.79 万元。  

四、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4.1 防治范围及防治目标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和《深圳市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指南》的要求，结合防治区现状地形地

貌、土壤、植被、及其水土流失特点等，确定具体目标。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的规定及“谁开发

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包

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合计 5376.28m2.，其中开发建设项目

区面积为 4520.28m2，直接影响区面积约为 856m2，直接影响区为沿

项目区红线外扩 3~5m 区域。 

4.2 防治措施 

在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三同时”原则，分期分区实施

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并遵循“先防护后施工”的原则，按时完成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使其在相应的时间内发挥其保水、固土功能，最大程

度地降低因工程建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使项目区周边环境免受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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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影响。在水土流失预测和防治分区的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分区

的现状条件和水土流失特点，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科学合理布设水

土保持措施，本项目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工程措施 

该项目区水土保持方案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20 年一遇

校核。建筑施工期，沿项目区四周布设 0.3×0.3m 灰砂砖排水沟，

沿排水沟布设沉砂池，在排水沟出口处位 置布设三级沉砂池 1 座，

沉沙池中汇水通过 DN400 的排水涵管接入现状市政雨水管网； 

沿项目建设区外围布设彩钢板进行拦挡，因为主体施工期较长，需

在彩钢板围挡底部增加砖砌挡墙，对项目区内外汇水形成有效阻挡，

进而减轻汇水对场地的冲蚀作用，减少水土流失。另外，在车行施工

出入口布设洗车池 1 座，对进出此出口的所有工程车辆，均需进行

冲洗之后方可开出项目区，进入市政道路网。 

本项目修建 0.3×03m 灰砂砖排水沟 260m，2×1×1.5m 沉砂池 2 

座，，4×3×1.5m 沉砂池 1 座，DN400 排水涵管 16m，洗车池 1 座，

沙袋拦挡 100m3，防水土工布 1000m2，彩钢板（底部有砖砌挡墙）

270m。 

 植物措施 

对施工场地裸露地进行铺草皮绿化。铺草皮 1676m2。 

 其他防护措施 

（1）防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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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土方转运期间有可能产生扬尘污染，影响周边环境质量。

由于施工处于 

雨季，应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遇大风天气，应对开挖区域和运输

土方加设土工布临时覆盖，洒水等方式。 

（2）雨季防护措施 

由于施工期大部分处于雨季，工程建设前，应保证场地内现状雨水

排水管网疏通，以防排水不畅造成项目建设区积水。工程施工期间，

定期对沿线排水沟进行巡查，一旦发现堵塞立即疏通，保证工程顺利

实施。 

施工组织安排 

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应确保与主体工程的同步协调施工。 

对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临时性集中型降雨，要求主体工程应采取必

要的应急防护措施，由于现场需要临时堆放回填土方，因此在施工区

设置必备的防水土工布，对裸露地及分散型松散开挖面在降雨前进行

必要的遮挡防护。 

4.3 水土保持措施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及布局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相比，变化

不大，主要变化体现在工程量的少量增加，具体变化和原因如下： 

(1)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局部有部分变化。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

土保持措施布局是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布设的，成果比较粗，项目

实际施工中，是按项目施工图和现场实际情况布设，成果符合实际。

产生变化的原因是：设计深化和现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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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数量有变化。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

持措施工程量是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估算的，项目实际施工中，是

按项目施工图计算和现场实际施工工程量计算。产生变化的原因是：

设计深化和现场变化。 

 

五、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5.1 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 

本项目建设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办事处对工程建设和管

理全面负责，负责工程项目的策划、决策、设计、建设等全过程的管

理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履行业主职责。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招

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根据工作实际，组织咨询专家和设计单位技

术人员到施工现场，及时解决施工及设计问题。抽派业务水平高、经

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充实工程一线，做到快速反应、及时解决现场问题。

充分发挥业主的职能作用，加强施工现场对监理及承包商的监督、检

查力度，处理施工现场的施工、安全、质量、进度问题等，很好地解

决了工程建设过程以及后期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实现工程总体目标，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

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明确了质量控

制目标，落实了质量管理责任，对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了明

确的质量要求，监理单位做到“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

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理。 

建设单位在质量管理方面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观念，

将水土保持工程作为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监管，根据工

程建设的特性，建设单位明确提出“管理、设计、施工、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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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设备供应等环节要严格把关，确保工程的质量、安全和进度，

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健康进行”。围绕这个总目标，提出了质量、

安全、进度、投资的具体目标：质量目标是工程合格率 100%；安

全目标是零事故；进度目标就是按工期计划完成任务。 

5.2 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 

监理单位主要是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现场勘察，并根据相关

工程报告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措施报告进行分析、整理，

相关的质量评定。 

监理单位在质量控制过程中，坚持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控

制，抓住控制要点，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收集相关的图纸文件，建立资料档案，熟悉掌握技各类施工工艺

的技术质量要求，关键措施具体所在的位置，了解施工单位的组织、

设备和人员情况，复核技术施工设计是否符合规范、规程及相关技术

标准的规定，审查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明确施工放样控制点。

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成立质检组，由质检组负责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查

自验。 

施工过程中，监理部对各项工程措施严格按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技术规范和市政工程有关技术施工标准以及监理实施细则的

要求，对工程施工过程的每一道施工工序进行检查，对重点工程和

隐蔽工程实行旁站式监理，以确保工程质量。植物措施施工过程中

对种植土取土点进行调查，苗木进场由监理单位现场进行检查，

不合格苗木不允许进入现场。 

5.3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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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

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并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

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四级质量保证体系，形成了严密的

质量管理网络，实行了全面工程质量管理。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

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细化操作工艺、规范

细部做法，规范质量记录填写，落实质量通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确保

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建立和健全了水土保持工作管理机构及组织

体系，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组长、项目副经理或总工程师为副组长、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对项目的水

土保持管理工作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和决策，场内配置有专兼职水

土保持检查和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管理，完善水

土保持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施工措施，实

行水土保持责任制和相应的“现场水土保持施工作业指导书”，下发

各施工作业队伍，将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严格贯彻于施工的全过程。

同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内部管理绩效考核范畴。 

六、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内容、范围 

本项目水土流失评估范围为 5620.56 ㎡，本工程项目总挖方量

14631.56m3，总填方量 2100m3，总弃方量 12531.56m3，主体工程中

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为：施工围栏、土袋挡墙、彩布条覆盖、移

动沉砂桶、绿化等，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实施了拦挡、排水、沉砂、绿化等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有：实际完成 0.3×03m 灰砂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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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260m，2×1×1.5m 沉砂池 2 座，4×3 ×1.5m 沉砂池 1 座，

DN400 排水涵管 16m，洗车池 1 座，沙袋拦挡 100m3，防水土工布 

1000㎡，彩钢板（底部有砖砌挡墙）270m，铺草皮 1676㎡。 

七、水土保持效果评价 

7.1 总体评价 

建设单位非常重视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由建设单位具

体牵头承办。试运期的管护由施工单位承担至竣工验收，后续管理工

作责任到位，养护基本到位，水土保持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项目

区的水土保持建设直接关系到工程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通过水

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目区周边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区域生

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已全部实施，通过六项水土流失量化指

标可以反映出水土保持措施的整体防治效果。通过防治指标的对比分

析，可对项目建设期末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后的防治效果做出合理

的分析与评价，以总结项目建设期的水土流失防治状况，评定项目防

治目标达标情况。 

7.2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项目建设内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

积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

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面积。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

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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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

=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率（

（式

5-1）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建设期间累计扰动土地面积为 5620.56 ㎡，

项目区内的扰动土地面积现已全部整治完成，整治扰动土地面积

5620.56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目标。 

7.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

比。水土流失防治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使

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流失量以下的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

影面积计，不重复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式 5-2） 

式中：水土保持措施面积＝工程措施面积+植物措施面积；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永久建筑物占地面

积－场地道路硬化面积－建设区内未扰动的微度侵蚀面积 

本项目扰动土地面积为 5620.56 ㎡，经现场调查，建设用地范围

内均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治理总面积约 5620.56 ㎡。 

经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目标。 

7.4 拦渣率 

拦渣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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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弃土（石、渣）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
弃土（石、渣）总量

弃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拦渣率（

  （式 5-3） 

通过对工程各参建单位的走访调查，并查阅施工日志及监理月报

等资料及监测结果，施工期间现场并无明显水土流失现象，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均正常发挥作用，拦渣率达到 99%。 

7.5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用地为居住用地，红线内场地现状大部分为裸露空地，容许

土壤侵蚀模数 500t/km2·a。采取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防治之后，

项目区的蓄水保土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改善，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分

析，工程区土壤平均侵蚀强度已恢复到约 200t/km2·a，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值/项目区实测值，土壤流失控制为 2.5，达到项目区土

壤容许侵蚀强度。 

7.6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的百分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

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本工程的林草植被恢复

率为 99%。 

7.7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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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为 30%。 

八、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定 

8.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建设期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现已全部拆除，根据施工

记录与图片资料、监理报告，以及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

工作总结报告等档案资料，并通过询问与走访调查，评估组认为工程

建设期基本落实了工程设计的临时措施。 

8.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评价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6 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了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中提出的防治目标。 

8.3 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3089.88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概算投资为

79.97万元，实际项目总投资 2271.8万元，水土保持实际投资为 79.97

万元，实际投资额以竣工决算为准。 

8.4、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 

建设单位意见：该项目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落实了项目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各项

防治指标，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符合国家、地方水土保持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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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和有关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为合格。 

施工单位意见：该项目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落实了项目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各项

防治指标，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符合国家、地方水土保持相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为合格。 

监理单位意见：该项目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落实了项目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各项

防治指标，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符合国家、地方水土保持相关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为合格。 

方案编制单位意见：该项目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落实了

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所确定的

各项防治指标，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符合国家、地方水土保持相

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评定为合格。 

综上意见，我单位认为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质量管理制度健全，

通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认真、负责、公正、有效地工作，工

程质量管理成效显著，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全面，特此申请验收。 

 

九、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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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经实地抽查和对有关档案资料的查阅，本项目的水土

保持措施布局、投资控制和使用合理，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

程质量总体合格，未发现质量缺陷，达到了经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批

准的《燕罗消防站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确定的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防治任务，施工过程中的水

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工程质量总体合格，可以通过验收和

投入使用。 

 

十、建议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经过工程建设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基本

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项目区总体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土保持综合

防护体系，项目各防治区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效果明显。 

后期要加强绿化管理及养护工作，对少部分损坏植被，尽快采取

补种方式替换损坏植被，并做好定期养护，增强植被的存活率。 

建议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认真做好定期性的水保措施（植物养护、

永久排水沉砂设施清淤等）运行管护工作，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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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及附图：1：项目概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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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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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规划用地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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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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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验收工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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