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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工程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湖北省土地整治工程建设的总则、工程类型区和工程模式、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

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村庄整治、其他工程和项目区外相关工程。 

本标准所指的土地整治包括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和土地复垦。 

本标准适用于湖北省范围内开展的土地整治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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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线路设计规范 

GB/T 50085-2007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265-1997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96  供水管井技术规范 

GB/T 50485-2009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SL 18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 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对因生产、建设活动挖损、坍塌、压占（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压占）、污染或自然灾害毁损等原因

而造成的目前不能利用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3.2 土地开发 land development  

土地开发是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可开垦的区域内，以荒山、荒地、荒滩等可开发利用土地

资源为对象，通过工程和生物措施进行整治和配套建设，以达到可供利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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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土地平整 land arrangement 

为使灌水均匀并满足机耕及水土保持等要求而进行的田面整平工作。 

3.4 工程类型区 engineering type area 

体现土地开发整理地域差异和工程组合特征的单元。在同一工程类型区，其建设条件基本一致，对

应工程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3.5 工程模式 engineering pattern 

为实现土地开发整理目标而确立的各项工程的组合方案。 

3.6 坡改梯 changing slope fields into terracing 

通过对坡耕地实施修筑土（石）埂、增厚土层、平整土地、整治坡面水系等工程措施，变坡耕地为

水平梯地或缓坡梯地，达到保水、保肥、高产稳产的目的。 

4 总则 

4.1 通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2 项目建设原则包括： 

a)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原则； 

b)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c)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d)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符合土地、水利、农业、林业、交通、村镇

建设、环保等方面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与相关部门规划相衔接； 

e)  因地制宜，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原则； 

f)  系统性、整体性、可行性的原则； 

g)  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 

4.3 项目建设应实现以下目标： 

a)  田块规则、田面平整、土壤肥沃、埂坎稳固，耕作方便； 

b)  农田灌溉水源有保障，完善灌溉与排水配套设施，达到灌排通畅，防洪有保障； 

c)  路网与项目区外主干公路衔接，路面平整，布局合理，配套完善，满足机耕、农业生产运输和

农民生活的需要； 

d)  满足农田防护需要和环境景观协调要求，起到保持水土、保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作用； 

e)  整治零散居民点，实施农民新村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4.4 不得在禁止土地开发整理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区、退耕还林区实施项目，不得毁林毁草和占用行

洪河道、围湖造地等。 

4.5 项目区有可靠电源，具备项目施工用电及项目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用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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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项目区水文、地质、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能够满足农业耕作和农产品质量的需要。 

5 工程类型区和工程模式 

5.1 工程类型区 

三个一级工程类型区分别为： 

a)  鄂东低山丘陵类型区：典型行政区范围包括本省东部的黄冈市、黄石市、咸宁市； 

b)  鄂中平原类型区：典型行政区范围包括本省中部荆州市、武汉市、荆门市、襄阳市、孝感市部

分县市以及省直管的仙桃市和潜江市； 

c)  鄂西高原山地类型区：典型行政区范围包括十堰市、宜昌市的低山河谷地带、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的坪坝及河谷地区。 

5.2 工程模式 

5.2.1 低山工程模式 

以提高该区域抵御季节性伏旱、山洪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充分利用废弃园地、灌木林和疏林地以及

荒草地等未利用地，进行缓坡耕地的“坡改梯”等为实施重点，以达到进一步提高区内土地的抗灾害能

力和生产能力的目的。 

5.2.2 丘陵工程模式 

以解决该区域内地势平坦范围内的排水问题、丘陵地带的洪涝问题以及该季节性干旱问题为重点，

通过配备更加完善的农田沟渠排灌设施及加大林网建设力度，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良土壤

物理性状以增强其保水保肥能力等措施，使该区域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产及生态条件明显改善

等综合目标。 

5.2.3 平岗工程模式 

以提高农地尤其是旱地的产出率、发展抗旱农业为出发点，以改变区域内现有田块大小不一、随弯

就势零乱分布以及建设完善泵站、机井等灌溉与排水设施，开垦未利用的沙地、荒草地等未利用地，改

良冷浸田、缺素田、沙质地等的土壤条件和防护林网的综合规划布局与建设为重点，以达到提高区内土

地利用率和灌溉保证率、控制水土流失、改善该区域农业生产小环境的目的。 

5.2.4 岗前平原工程模式 

以合理调整农地结构、建立田、林、路、渠配套的生态农业基地、增加种植面积，削弱旱灾影响，

解决漫岗边缘因坡面来水而可能造成的洪涝灾害问题，加强防护林网建设，减少土地被风蚀、沙化的面

积，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等为工程实施的重点和目标。 

5.2.5 水网圩田平原工程模式 

以提高该区域内现有农田的建设标准、改造中低产田、减少沼泽、洼地等零星闲散地、解决长江及

汉水两岸局部高河滩地的缺水问题和湖积地带地势低洼处的渍涝问题、加大排灌水网及相关水工建筑物

的建设力度、疏通河道以增强区域排涝泄洪能力、完善农田林网建设和改善沿江平原的生态环境。 

5.2.6 河（沟）谷盆地工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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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该区域抵御洪涝、渍害等灾害的能力，充分利用河谷滩涂、荒草地等未利用地，加强水源补

充工程及田间渠系工程建设为重点，以达到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农田生产能力、减弱水流冲刷对

河谷地带的侵蚀和水土流失等目的。 

5.2.7 岩溶坪坝工程模式 

以改善该区域地块零乱、破碎，增加土层厚度，控制土壤流失、土地退化现象，缓解因地表裂隙和

溶斗较多、地表水和降雨易渗漏而导致的干旱问题为重点；以达到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水平，增强

农田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减少泥石流、滑坡和石漠化等剧烈水土流失现象的目的，使该区域的农业

生产和生态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6 土地平整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耕作田块布置应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貌和整理后种植模式确定田块类型，丘陵区宜修建梯田，

平原区宜修建条田。 

6.1.2 耕作田块布置应尽量保持行政乡（镇）、村、村民小组原有所有权属的完整性，尽量保持原有

土地使用权的完整性，稳定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减少不必要的权属调整和权属纠纷。 

6.1.3 耕作田块布置应与沟渠、道路、村庄布局相协调，与项目区农民耕作习惯相适应，方便农民生

产作业。 

6.1.4 耕作田块布置应尽量保证田块形状规整，便于田间机械作业和田间生产管理。 

6.1.5 耕作田块布置应保证长边方向受光照时间最长，受光热量最大。 

6.1.6 土地平整单元的选择应与灌溉与排水、道路设施配套，尽量保持挖填平衡，减少客土、弃土。 

6.1.7 土地平整单元内部高差不宜超过 2m，若超过 2m，应细分平整区域。 

6.1.8 平原区在不影响灌排的条件下，应以田块或田块内部的格田、畦田为平整单元；丘陵应以一块

梯田为平整单元。 

6.1.9 平整后灌溉水田格田的田面高差宜控制在±5cm 之内，旱作区畦田的田面高差宜控制在±8cm

之内。 

6.2 耕作田块修筑工程 

6.2.1 田块长边方向应符合当地农业种植习惯，宜选择南北朝向。 

6.2.2 田块形状力求规整，长边与短边的交角以直角或接近直角为宜，形状选择依次为长方形、正方

形、梯形，避免三角形、多边形或其他不规整的形状，以方便田间耕作。 

6.2.3 田块长度及宽度应满足灌溉、排水和农机作业的要求，并符合当地农业生产习惯。条田长度、

宽度及田块规模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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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田块长度、宽度及田块规模表 

项目 
低山工程模

式（Ⅰ1） 

丘陵工程

模式（Ⅰ2） 

平岗工程模

式（Ⅱ1） 

岗前平原工

程模式（Ⅱ

2） 

水网圩田工

程模式（Ⅱ

3） 

河(沟)谷盆

地工程模式

（Ⅲ1） 

岩溶坪坝工

程模式（Ⅲ

2） 

田块规模（ha） 0.5～8.0 0.8～10.0 2.7～12.5 6.0～18.0 8.0～21.0 4.5～21.0 0.8～10.0 

长度

（m） 
100～400 100～400 270～500 300～600 400～700 300～700 100～500 

耕作

田块 宽度

（m） 
50～200 80～250 100～250 200～300 200～300 150～300 80～200 

长度

（m） 
50～80 50～100 50～100 60～120 80～140 60～120 50～100 

格田 
宽度

（m） 
5～40 5～40 30～50 30～50 30～50 30～50 20～40 

6.2.4 田块田面高程应根据原地面高程确定，尽量减少挖填土方量。相邻田块的田面高差应满足末级

固定沟渠上下水位衔接的要求。 

6.2.5 梯田田面长度主要根据地形、田面平整度、耕作工作效率等确定。梯田田面宽度主要根据地形

及种植作物类型等因素确定。各工程类型区梯田适宜尺寸见表 2。 

表 2  梯田规格及田坎标准控制表 

项目 

低山工程

模式（Ⅰ

1） 

丘陵工程

模式（Ⅰ

2） 

平岗工程

模式（Ⅱ

1） 

岗前平原

工程模式

（Ⅱ2） 

水网圩田

工程模式

（Ⅱ3） 

河(沟)谷

盆地工程

模式（Ⅲ

1） 

岩溶坪坝

工程模式

（Ⅲ2） 

水平梯田 50～80 50～100 50～100 60～120 ～ 60～120 50～100 长度

（m） 坡式梯田 60～100 60～100 60～100 60～100 ～ 60～100 60～100 

水平梯田 5～40 5～40 5～40 5～40 ～ 5～40 5～40 

格

田

规

格 

宽度

（m） 坡式梯田 20～40 20～40 20～40 20～40 ～ 20～40 20～40 

水平梯田 1.0～2.0 1.0～2.0 1.0～1.5 1.0～1.5 ～ 1.0～2.0 1.0～2.0 长度

（m） 坡式梯田 0.6～1.5 0.6～1.5 0.6～1.5 0.6～1.5 ～ 0.6～1.5 0.6～1.5 

水平梯田 ≤0.5 ≤0.5 ≤0.5 ≤0.5 ～ ≤0.5 ≤0.5 

田

坎 宽度

（m） 坡式梯田 ≤0.5 ≤0.5 ≤0.5 ≤0.5 ～ ≤0.5 ≤0.5 

6.2.6 梯田田坎应坚持安全、占地少、用工省、就地取材的原则，根据地形、地面坡度、土层厚度等

确定。 

6.3 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6.3.1 土地平整后土壤的镉、汞、砷、铜、铅等环境指标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 

6.3.2 土壤的耕作层厚度及耕作层厚度要便于耕作利用，具有较好的保水、保肥能力，适宜农作物生

长，具体指标应达到表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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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耕地土壤质量标准表 

耕地质量指标 水田 旱地 

土壤剖面构造 均粘、上砂下粘型 均粘、上砂下粘型 

土壤质地 砂壤土—轻粘土 砂壤土—重壤土 

土层厚度(cm) ≥40 ≥50 

耕作层厚度(cm) ≥15 ≥20 

犁底层厚度(cm) 8～12 8～12 

6.3.3 土地平整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如动土面积较大，应进行耕作层剥离与回填。灌

溉水田和土地平整中挖填厚度小于 10cm 的田块可不进行耕作层剥离。 

6.3.4 耕作层剥离与回填中，暂不能回填的表层熟土，应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如用塑料布遮盖，避

免暴雨淋刷而使土壤大量流失，待平整完成后再将耕作层回填。 

7 灌溉与排水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中蓄水、引水和提水枢纽的水工建筑物级别应符合 SL 252 的规定。灌排沟渠

上的建筑物级别应符合 GB 50288 的规定。 

7.1.2 在堤上修筑的水源工程及渠系建筑物，其级别不得低于堤的级别；渠系建筑物与公路交叉布置

时，其级别不得低于公路的级别。 

7.1.3 不同模式下灌溉设计保证率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不同类型区灌溉设计标准 

 工程模式  耕地利用方式 灌溉设计保证率（%） 

 低山工程模式（Ⅱ1）  旱地/水田  75～85 

 丘陵工程模式（Ⅱ2）  旱地/水田  75～85 

 平岗工程模式（Ⅱ3）  旱地/水田  80～90 

 岗前平原工程模式（Ⅱ4）  水田  80～90 

 水网圩田工程模式（Ⅱ5）  水田  85～95 

 河(沟)谷盆地工程模式（Ⅱ6）  旱地/水田  80～90 

 岩溶坪坝工程模式（Ⅱ7）  旱地/水田  80～90 

7.1.4 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 10年一遇。旱作区宜采用 1天～3天暴雨从作物受淹起 1 天～3天排至

田面无积水；水稻区宜采用 1 天～3天暴雨 3天～5天排至耐淹水深。当地标准高于本标准时，应按当

地标准执行。 

7.1.5 小麦、油菜、玉米种植区地下水位应控制在 0.8m 以下，棉花种植区地下水位应控制在 1.2m。 

7.1.6 建（构）筑物的防洪标准按 20年一遇标准设计。 

7.1.7 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7.1.8 旱作区田间灌溉水利用系数设计值不宜低于 0.90，水田区田间灌溉水利用系数不宜低于 0.95，

管道灌溉水利用系数不宜低于 0.97。 



DB42/T 682—2011 

7 

7.2 水源工程 

7.2.1 塘堰（坝） 

7.2.1.1 塘堰宜布置在集水面积大，来水丰富，地形条件好，且地质稳定，筑坝材料有保障的地方。 

7.2.1.2 新修塘堰容积不宜超过 100000m
3
，整修塘堰容积不宜超过 100000m

3
。 

7.2.1.3 塘堰挡水坝坝长不宜超过 50m，坝高不宜超过 5m。土坝、土石坝顶宽度不宜小于 3m，浆砌石

坝不宜小于 2m。 

7.2.1.4 塘堰应布置取水卧管或竖井、放水涵洞等放水建筑物。 

7.2.1.5 塘堰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石料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30，砌筑用水泥砂浆强度等级

不应低于 M7.5。 

7.2.2 小型拦河坝（闸） 

7.2.2.1 小型拦河坝应布置在河道较窄、地质条件较好的河段，拦河坝的建设应保证对现有河道行洪

不构成威胁，并保证上游堤防的安全。 

7.2.2.2 小型拦河坝坝长不宜超过 25m，坝高不宜超过 2m。 

7.2.2.3 小型拦河坝溢流坝段坝顶高程应满足枯水期灌溉引水流量的要求，宽度应满足泄洪要求。 

7.2.2.4 在多泥沙河道上建设小型拦河坝，宜紧靠进水闸布置冲沙闸，在进水闸前宜设置拦沙坝，在

冲沙闸前宜设置有导流墙分隔的沉沙槽。 

7.2.3 农用井 

7.2.3.1 农用井建设应优先开采浅层地下水，严格控制开采深层地下水。 

7.2.3.2 农用井井型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和需水量确定。地下水丰富、埋深在 12m 以内、含水层渗透

系数不小于 20m/d 的区域宜选用大口井；地下水丰富、埋深大的区域宜选用管井。 

7.2.3.3 大口井井径宜为 2m～8m，井深不宜超过 20m，井距不宜小于地下水影响半径的 2 倍。 

7.2.3.4 大口井井壁可采用浆砌砖石或预制混凝土。砖石砌筑井筒壁厚不宜小于 0.4m，砖石料不宜低

于 MU30；混凝土管井筒壁厚不宜小于 0.15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20。 

7.2.3.5 管井井深不宜超过 200m。管井宜设置沉淀管，浅井沉淀管长宜为 2.0m～4.0m，深井沉淀管长

度宜为 4.0m～8.0m。 

7.2.3.6 管井非含水层段井壁管宜选用不透水的钢管、铸铁管、塑料管；含水层段的过滤管宜选用缠

丝的钢管、铸铁管；含水层段以下岩石破碎段的沉淀管宜选用不透水的钢管、铸铁管、塑料管。 

7.2.3.7 管井井管外部应封闭，滤料顶部至井口段，宜采用粘土球或粘土块封闭 3.0m～5.0m。浅井井

口周围如采用粘土夯实，夯实厚度不宜小于 0.2m，中、深井井口周围如采用粘土球或水泥浆封闭，厚

度不宜小于 0.3m。 

7.2.3.8 管井工程质量应符合 GB 50296 的规定。 

7.2.4 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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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蓄水池应布置在地质良好，地基具有较好承载力及防渗能力处。布置位置应满足灌溉系统的

水压要求。 

7.2.4.2 蓄水池容积应满足灌溉水量要求，不大于坡面可集蓄的最大水量；蓄水池的面积及深度应综

合考虑地形、地质条件和灌溉取水要求确定。 

7.2.4.3 蓄水池边墙应高于蓄水池最高水位 0.3m～0.5m，宜采用重力式砌体结构。 

7.2.4.4 蓄水池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排污管，其进水口宜设置拦污栅和沉沙池，蓄水池池

内应设置爬梯。开敞式蓄水池的边墙宜设置护拦。 

7.2.4.5 蓄水池池底宜做防渗处理，宜采用粘土、土工膜或混凝土防渗。 

7.2.4.6 蓄水池浆砌砖石边墙厚度不宜低于 0.3m，浆砌砖石底板厚不宜小于 0.25m，蓄水池混凝土防

渗底板厚不宜小于 0.1m，蓄水池钢筋混凝土边墙厚不宜小于 0.2m，钢筋混凝土底板厚不宜小于 0.1m。 

7.2.5 水窖 

7.2.5.1 水窖应避开填方、易滑坡地段，水窖外壁与崖坎和根系发育树木的距离不应小于 5m。多个水

窖布置时，窖与窖衬砌外壁之间距离不小于 4m。 

7.2.5.2 水窖深度不宜大于 7m，直径不宜大于 4m。 

7.2.5.3 水窖口应高出地面 0.3 m～0.5m，水窖口直径宜为 0.6 m～1.0m，水窖的顶拱矢跨比不宜小于

0.3。 

7.3 输水工程 

7.3.1 明渠 

7.3.1.1 土地整理项目区宜布置 2～3 级固定渠道，各级渠道宜相互垂直布置。 

7.3.1.2 渠系布置时应兼顾行政区划，并尽量利用原有渠道，渠线宜短而直，尽量避免深挖、高填或

穿越村庄。 

7.3.1.3 渠系布置应尽量满足自流灌溉要求，并与排水沟布置相协调，根据地形条件采用灌排相邻布

置或相间布置。 

7.3.1.4 土地整理项目区布置 3 级固定渠道时，支渠宜采用续灌方式，斗、农渠宜采用轮灌方式。 

7.3.1.5 土地整理项目区布置 2 级固定渠道时，当斗渠直接从水源取水，应采用续灌方式，农渠可采

用轮灌方式；当斗渠从附近的干支渠上取水，应根据取水渠道的运行要求采用续灌或轮灌方式。 

7.3.1.6 新建渠道上口宽不宜大于 25m。 

7.3.1.7 土渠宜采用梯形断面，混凝土渠或石渠宜采用矩形或 U 型断面。 

7.3.1.8 渠道的最小流量不宜小于设计流量的 40%，最小水深不宜小于设计水深的 70%。 

7.3.1.9 防渗渠道应设置压顶，压顶宽度宜为 0.15m～0.4m，厚度宜为 0.06m～0.1m。 

7.3.1.10 防渗渠道堤顶宽度不宜小于 0.4m，渠堤兼做道路时，应满足道路建设标准，道路边缘宜距

渠口边缘不小于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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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1 渠道衬砌结构的基底应坚实稳定。衬砌渠段无法避开湿陷性黄土、膨胀性土和可溶性盐含量

大的土壤，以及裂隙、断层、滑坡体、溶洞或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首先采取工程处理措施。 

7.3.1.12 渠道防渗衬砌设计应符合 SL 18 的规定。 

7.3.2 管道 

7.3.2.1 管线布置应避开软弱地基和承压水分布区。 

7.3.2.2 管线布置应使管道总长度最短，管道短而直，减少拐弯、起伏和折点, 管网内的压力应均匀，

一根支管首末端压力差不能超过工作压力的 20%。 

7.3.2.3 平原区各级管道宜布置在各自控制区的中央，双向供水。低山丘陵区管道宜沿着高地、平行

等高线布置。 

7.3.2.4 为了便于施工与管理，管线尽量沿道路和耕地边界布置。当管线需要穿过道路与河流时，尽

可能与之垂直。 

7.3.2.5 固定管道管材优先选用 PVC 管、钢丝网水泥管、钢筋混凝土管。 

7.3.2.6 设计的工作压力大于 0.2Mpa 时，选用钢管或铸铁管，应对钢管进行防腐蚀处理。 

7.3.2.7 管道埋深应大于冰冻层厚度。埋设坡度应根据地形特点、土质和管径来确定，山丘区或地形

起伏较大的田块，宜与地面坡度相同；平原地区较平坦的田块，宜做成 1/100～1/1000 的坡度。 

7.3.2.8 管坡较大处、管道改变方向处应设置镇墩。管道起伏的高处应设排气装置，低处应设泄水装

置。 

7.3.2.9 低压管道系统中，根据运行的实际需要，应配置分水、给水、泄水、安全保护、量水设备。 

7.3.3 地面灌溉 

7.3.3.1 畦灌适用于窄行、密植作物种植区。自流灌区畦长宜为 30m～100m；畦宽应按照当地农业机

具宽度的整倍数确定，一般为 2m～4m，每亩约 5～10 个畦田。畦田田面坡度宜为 0.001～0.003。入畦

单宽流量宜控制在 3L/s/m～6L/s/m 左右。 

7.3.3.2 沟灌适用于宽行距作物。灌水沟的断面一般成梯形或三角形。沟灌适宜的地面坡降为 0.003～

0.008。灌水沟长度一般为 30m～50m，不大于 100m。 

7.4 喷微灌工程 

7.4.1 喷灌 

7.4.1.1 喷灌系统管道布置应使总长度最短。在地形平坦区域，布置喷灌系统时，宜使水源和泵站位

于地块中心；山地丘陵区布置喷灌系统时，宜使干管沿主坡方向，支管沿等高线方向，管网呈树枝状。 

7.4.1.2 喷灌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7.4.1.3 喷灌工程应符合 GB/T 50085-2007 的规定，应按要求配备好水泵、喷头、管道，建设必须的

喷灌渠道或埋地管渠、配水井、工作井、前池或进水池的拦污栅和滤网、给水栓、节制阀或分水阀、阀

门井、排气装置、泄水装置、支墩等工程措施。 

7.4.2 微灌 

7.4.2.1 微灌系统适用于经济条件较好或水资源缺乏地区对果树、蔬菜等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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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 微灌系统应由水源工程、首部枢纽、管网和灌水器构成。首部枢纽应包括水泵、动力机、控

制阀门、水质净化装置（过滤器）、施肥装置、测量和保护装置等；管网应包括管道和连接件；灌水器

应包括滴头、滴灌带、微喷头、渗头、涌水器等。 

7.4.2.3 微灌工程建设应符合 GB/T 50485-2009 的规定。 

7.4.2.4 微灌水质除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入微灌管网的水应经过净化处理，不应含有泥沙、杂草、鱼卵、藻类等物质； 

b)  微灌水的 PH 值应在 5.5～8.0； 

c)  微灌水的总含盐量不应大于 2000ppm； 

d)  微灌水的含铁量不应大于 0.4ppm； 

e)  微灌水的总硫化物含量不应大于 0.2ppm。 

7.5 排水工程 

7.5.1 明沟排水 

7.5.1.1 排水沟应结合灌溉渠道和田间道路进行布置，平原区，宜灌排分离；丘陵区，可采用灌排分

离或灌排合一。 

7.5.1.2 排水沟路线宜短而直，排水沟应布置在低洼区域，应利用天然河沟、排水干支沟，避免填方。 

7.5.1.3 排水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新建排水沟上口宽度不宜大于 25m； 

b)  排水沟安全超高宜大于 0.2m，流速应介于不冲不淤流速之间； 

c)  土壤偏砂时，排水沟应进行衬砌；有防渍要求的排水沟，应满足透水要求； 

d)  土质排水沟边坡系数应根据开挖深度、沟槽土质及地下水情况等，根据土质经验边坡系数确定。 

7.5.2  暗渠（管）排水 

7.5.2.1 暗管排水系统的分级及管道类型、规格等，应根据排水规模、生产发展水平、地形、土质、

管材来源、运输和敷设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吸水管周围应设置外包滤料，外包滤料宜选用耐酸、

耐碱、不易腐蚀、对农作物无公害、无污染的透水材料。 

7.5.2.2 吸水管的起始端距灌溉渠道不宜小于 3m，吸水管内径不宜小于 50mm，集水管内径不宜小于

80mm。 

7.5.2.3 检查井间距不宜小于 50m，井径不宜小于 0.8m，明式检查井顶部应加盖保护，暗式检查井顶

部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0.5m。 

7.6 渠系建筑物工程 

7.6.1 水闸 

7.6.1.1 土地整治项目水闸单孔宽度不超过 3m，启闭力不超过 10t。 

7.6.1.2 水闸上下游连接段应确保水流平顺，保护渠道不受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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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3 水闸下游连接段应采取消能措施，宜采用底流式消能，护坦须满足抗冲抗浮要求，海漫厚度

宜为 0.3m～0.5m。 

7.6.2 节制闸 

7.6.2.1 闸室结构采用开敞式或一字墙式，闸底槛槛顶与渠底齐平或稍高于渠底。 

7.6.2.2 闸孔设计过水断面积与渠道过水断面积相适应。 

7.6.2.3 闸室底部依据地基承载力的要求进行基础处理。 

7.6.3 分水闸 

7.6.3.1 单个分水闸的分水角取 60°～90°，双个分水闸的分水角对称相等，多个分水闸的分水角可

因地制宜确定。 

7.6.3.2 闸室结构可采用开敞式或封闭式。 

7.6.3.3 闸前设计水位按分水比例，采用比上级渠道设计流量相应水位略低的水位。 

7.6.3.4 闸底槛槛顶应与上级渠底齐平或稍高于上级渠底，多泥沙渠道上应高于上级渠底。 

7.6.4 泄水闸 

7.6.4.1 闸室应根据渠道进行布置，闸室结构采用开敞式或封闭式。 

7.6.4.2 采用溢流侧堰泄水时采用实用堰，堰顶与渠道加大流量的相应水位齐平。 

7.6.5 渡槽 

7.6.5.1 渡槽宜布置在地形平缓、地质条件坚固处，渡槽轴线宜短而直，进出口与上、下游渠道平顺

连接。 

7.6.5.2 渡槽跨越河流、道路时，槽下净空应满足行洪、通航、道路交通要求。 

7.6.5.3 单座渡槽长度不宜超过 30m，渡槽单跨不宜超过 6m，排架和墩高不宜超过 5m。 

7.6.5.4 渡槽基础应保证地基有足够的承载力。地质条件较差处渡槽宜采取扩大基础处理措施，有水

流冲刷情况下渡槽基础底面应埋在设计洪水位冲刷线 2m以下。 

7.6.6 倒虹吸 

7.6.6.1 倒虹吸布置轴线宜为直线，与河流、渠沟、道路中心线宜正交。 

7.6.6.2 倒虹吸管的内径不宜超过 1m，不宜小于 0.3m。 

7.6.6.3 倒虹吸进、出口段长度应根据上、下游渠道水深确定，进、出口渐变段应满足水力条件良好、

运行可靠、稳定、防渗、防冲、防淤等要求。倒虹吸进水口前应设置沉沙池。 

7.6.6.4 倒虹吸管在转折处应设镇墩，镇墩长度不宜小于该段管道的外直径，混凝土强度不宜低于

C15。 

7.6.6.5 地埋式倒虹吸应埋入地面以下 0.5m～0.8m，穿越河流时，应埋入设计洪水位冲刷线 0.5m 以

下。倒虹吸穿越渠沟、道路时，应埋入渠沟底面或道路路面以下 1m。桥式倒虹吸的桥下净空和桥面应

满足河流行洪、道路交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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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 农桥 

7.6.7.1 农桥应与节制闸、涵洞、渡槽等建筑物结合布置，按照“安全、适用、经济，与周围环境协

调、造型美观”的原则进行建设。 

7.6.7.2 农桥的桥下净空应满足船只通行和防洪要求。 

7.6.7.3 农桥应设置安全限载标志，机耕桥荷载应达到汽-15 级，人行桥载重能力不宜超过 3.5KN/m
2
。 

7.6.7.4 农桥跨度宜小于 30m，单孔跨径宜小于 6m，桥面宽度宜小于 6m。 

7.6.7.5 农桥应设置桥面和桥头引道的防水和排水设施，机耕桥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1.1m 的安全护栏。 

7.6.8 涵洞 

7.6.8.1 涵洞宜布置在地质条件坚固处，以避免产生不均匀沉降。 

7.6.8.2 涵洞轴线宜短而直，并与沟溪道路正交，进、出口段与上、下游渠道平顺连接。出口流速较

大时，应采取消能防冲措施。 

7.6.8.3 圆管涵管径宜小于 1.5m；箱形涵高度宜小于 1.5m，宽度宜小于 3m；盖板涵洞宽度宜小于 3m。 

7.6.8.4 土基上的圆管涵宜设置管座；泵站与灌排沟渠在道路两侧时，宜采用箱涵过路。 

7.6.8.5 小型圆管涵顶部填土厚度宜大于 0.4m，涵洞顶部填土厚度宜大于 0.8m，上部为衬砌渠道的涵

洞顶部填土厚度宜大于 0.5m。 

7.6.8.6 软土地基上的涵洞的分节应根据施工、温度等条件确定，各节之间以及首、末节与进、出口

连接处应设变形缝，缝距宜小于 10m，宜大于涵洞高度的 2 倍，缝内应采取防渗止水措施。 

7.6.9 跌水、陡坡 

7.6.9.1 跌水和陡坡应满足过水能力要求，并保证与之连接的上、下游沟渠有良好的水力条件，同时

应采取有效的消能防冲和防渗措施。 

7.6.9.2 跌水和陡坡的消力池出口处应设连接段。 

7.6.9.3 陡坡和消力池的侧墙及底板下有较大渗透压力时，在侧墙的后半部分应设排水减压设施。 

7.6.9.4 渠道流量变化较大或变化频繁时宜采用梯形跌口，跌水墙宜采用重力式挡土墙。 

7.6.9.5 陡坡宜采用等底宽式，轴线宜为直线，陡坡比降宜取 1/2.5～1/5，陡坡倾角应小于或等于地

基土壤的内摩擦角。 

7.6.10 沉沙池 

7.6.10.1 沉沙池的断面尺寸宜大于引水渠断面，宜设置扩散墙、安装静水格等使水流均匀扩散，入池

水流明显减速。 

7.6.10.2 沉沙池池深宜小于 1.5m。 

7.7 泵站及输配电工程 

7.7.1 泵站 

7.7.1.1 泵站设计应符合 GB/T 50265-199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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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 泵站装机容量不宜大于 1000kw，单台水泵不宜大于 155kw。 

7.7.1.3 泵站布置应少占耕地，灌溉泵站应有利于控制提水灌溉范围；排水泵站应靠近承泄区，有利

于汇集涝水；灌排结合泵站应“外水内引，内水外排”。 

7.7.2  主机组 

7.7.2.1 水泵在满足灌溉流量和扬程要求时，应具有较高的效率和抗汽蚀性能。水泵宜选用标准系列

产品。 

7.7.2.2 泵站动力机应满足水泵配套的要求，应优先选用电动机。 

7.7.2.3 泵站净扬程大于 3m时，装置效率应高于 54%，净扬程小于等于 3m时，装置效率应高于 50%。 

7.7.3 进出水建筑物 

7.7.3.1 进、出水建筑物应满足灌排流量的要求，过流平顺。 

7.7.3.2 进、出水管路宜短而直，尽量减少弯头、附件，管径应合理。 

7.7.3.3 排水泵站的进水池容积宜大于最大一台水泵 5min 的出水量，灌溉泵站的进水池容积宜大于最

大一台水泵 30s 的出水量。 

7.7.3.4 取水区域漂浮物较多时，应在泵站引渠末端和前池入口处设置拦污设施。 

7.7.4 泵房 

7.7.4.1 泵房位于江河、水库边，有洪水威胁时，泵房墙壁迎水面应按防洪墙结构设计。 

7.7.4.2 泵房结构须满足泵房内机电设备布置、安装、运行和检修的要求，并应符合通风、采光、防

火、防噪声等要求。 

7.7.5 输电线路 

7.7.5.1 泵站宜采用专用直配电线路供电，项目区内输电线路宜采用架空线路。电压等级为 10KV，架

线距离一般不超过 2km；电压 0.38kv，架线距离不宜超过 0.2km。 

7.7.5.2 架空线路中导线型号应与所在地区电力系统总体规划和工程技术条件相适应，地线的型号应

满足防雷和工程技术要求。 

7.7.5.3 输电线路电杆档距宜采用 40m～50m，杆塔和基础应稳定，杆的基础埋深宜大于 0.5m。 

7.7.5.4 输电线路的过引线、引下线与相邻低压导线之间的间距宜大于 0.15m。 

7.7.5.5 输电线路导线与建筑物间最小垂直距离为 2.5m，与树木间最小垂直距离为 3.0m；边导线与建

筑物间最小垂直距离为 1.0m。 

7.7.5.6 高压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 40m。档距超过 40m 时，应按高压配电线路设计。低压接户线的

档距不宜大于 25m。档距超过 25m 时，宜设接户杆。低压接户杆的档距不宜大于 40m。 

7.7.6 配电装置 

7.7.6.1 泵站电气主接线应满足接线简单、操作方便和投资少的要求。电气主接线的电源侧宜采取单

母线不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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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2 泵站电气设备及建筑物应配备防火设施；主泵站、辅机房及屋内外输、配电装置等重要设施

均应装设防雷击保护装置。 

7.7.6.3 泵站用电应采用 380V/220V 中性点接线的三相四制系统，泵站内应设置照明装置。 

7.7.7 变电装置 

7.7.7.1 泵站宜采用专用变压器。泵站装机容量较小、距离居民点较近，泵站用电对居民生产生活不

造成影响时，可由居民点供电系统向泵站供电。 

7.7.7.2 泵站变压器容量应与泵站所需容量相符。变压器的选择与安装应符合 GB 50054 和 GB 50052

的规定。 

7.7.7.3 变压器宜露天布置。变压器外壳距离地面建筑物的净距离宜大于 0.8m，变压器装设在柱上时，

无遮拦导电部分距离地面宜大于 3.5m，变压器的瓷裙距地面高度小于 2.5m 时，宜设置固定围栏，高度

宜大于 1.5m。 

8 田间道路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土地整治项目区田间道路分为田间道和生产路。田间道分为一级田间道和二级田间道。 

8.1.2 一级田间道连接村庄与村庄、村庄与田块，供农业机械、农用物资和农产品运输通行；二级田

间道连接生产路与一级田间道；生产路联系田块之间。 

8.1.3 田间道路应与田块、灌排沟渠、田间建筑物、农田防护林网布置相结合，路线宜直而短，确保

人力、畜力或农机具能方便到达每一田块。 

8.1.4 田间道路应按地形、水文地质、土地用途及耕作方式进行布置，做到少占田地，尽量不占耕地，

并应尽量避开不良地质条件地段。 

8.1.5 各级田间道路应相互衔接，功能协调，形成路网，方便农业生产与生活，有利于机械化作业。 

8.1.6 田间道路应根据项目区地形、农业生产生活需要，合理确定路网密度。田间道路网密度宜小于

3.0km/km
2
，生产路路网密度宜小于 8.0 km/km

2
。 

8.1.7 田间道宜由路基、基层、面层组成，生产路宜由路基、面层构成。 

8.1.8 田间道纵坡宜为 0.3%～8%，生产路纵坡宜为 0.3%～15%。 

8.1.9 田间道路路拱坡度应根据路面类型和自然条件确定，沥青、水泥路拱坡度宜为 1.5%～2.5%；泥

结碎石路面宜为 2%～3%；碎、砾石路面宜为 2.5%～3.5%；土路面宜为 3%～4%。 

8.2 田间道 

8.2.1 一级田间道应尽可能结合干支道设计，尽量接通主要的村庄，与其他道路相交时，应采用正交；

二级田间道应沿着田块短边布设。 

8.2.2 梯田区布置田间道，应按具体地形，大弯就势，小弯取直，宜设置在沟边、沟底或山脊上。 

8.2.3 田间道路面应高出田面 0.5m 以上。一级田间道路面宽宜为 3.5m～6m，二级田间道路面宽宜为

3.5m～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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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一级田间道路面宜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或沥青碎石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厚度宜为

0.15m～0.25m；沥青碎石路面，面层厚度宜为 0.05m～0.10m，基层填筑厚度宜为 0.15m～0.20m。 

8.2.5 二级田间道路面宜采用砂石料路面。泥结石路面厚度宜大于 0.12m；砂砾石路面厚度宜大于

0.08m；砌块路面厚度宜大于 0.15m。 

8.2.6 路基厚度应保证路肩边缘高出路基两侧地面积水高度。沿河及受水浸淹的路基应高于 10年一遇

洪水位加壅水位高、波浪袭高和 0.5m 安全高度。 

8.2.7 路基断面宜采用梯形或矩形，底宽宜小于 7m，顶宽宜大于路面宽度。 

8.2.8 田间道路面宽度小于 3.5m，应设置错车道。 

8.2.9 田间道错车道应布置在有利地点，错车道处纵坡不大于 4%，错车道间距宜为 150m～300m，错车

道处路基宽度宜大于 6.5m，有效长度宜为 15m～20m。 

8.2.10 一级田间道末端，应设置倒转车台；二级田间道末端根据需要设置倒转车台。 

8.2.11 田间道路与田块相接处，应设置下田坡道，下田坡道宽度宜为 3m～5m。 

8.3 生产路 

8.3.1 生产路布置应综合考虑田块、农渠与农沟之间的协调配合，宜布置在田块长边方向。 

8.3.2 生产路路面宽宜为 1m～3m。山区生产路路面宜采用碎石、混凝土等硬化路面，坡度较大地段可

设梯步。 

9 村庄整治 

村庄整治包括村前屋后的沟渠硬化、村前塘堰整治、村前村中路面硬化、村庄环境整治（包括公共

晒谷场硬化、下水道工程、村庄绿化、堆沤池、无冲水公共厕所、墙体靓化）等。 

10 其他工程 

10.1 一般规定 

10.1.1 农田排涝标准应以 10 年一遇 1 日暴雨 3 日排完或 3日暴雨 5 日排完为标准。 

10.1.2 林地绿化率标准应不小于整理前的林地绿化率； 植被覆盖率标准应不小于整理前植被覆盖率。 

10.1.3 植树成活率不低于 85%，植草成活率不低于 75%。  

10.2 农田林网工程 

10.2.1  农田防风林主林带走向应垂直于主害风方向，或呈不大于 30°～45°的偏角，应与护路护沟

林、护岸林互相连接，形成林网。 

10.2.2 主林带设在较高的迎风处，宽 10m～20m；副林带与主林带垂直，宽 3m～4m； 主林带和副林带

交叉处一侧可留出不大于 20m 的缺口，以便于交通。 

10.2.3 梯田埂坎宜种植灌木或采取草皮护坎；隔坡梯田田坎宜采用柑桔、猕猴桃、花椒树、枸等乡土

经济林树种或采用紫穗槐、蔓荆等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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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护路护沟林树种应适地适树，符合植物间伴生的生态习性，根系固土作用强。平原区宜种植意

杨、宣杨、水杉等；丘陵区宜种植水杉、辽河杨、意杨、樟树等。 

10.2.5 道路两侧均植树时，应在每个田块处留 8m～10m 缺口，以便农机下田。若在道路一侧植树，当

林带为南北向时，应在西侧植树；当林带为东西向时，应在南侧植树。 

10.2.6 护岸林适用于坡度 35°以内、高度 3m～10m 的河沟岸坡，沿江平原河道或堤脚压浸平台处种

植单排防护林以保护岸坡。 

10.2.7 护岸林宜选择耐水湿、根系发达的树种，如旱柳和水杉等。株距宜为 2m～3m，行数宜为 2行，

宜间植灌木。 

10.3 岸坡防护工程 

10.3.1 护堤宜与田间道路结合布置。 

10.3.2 护堤高度不宜超过 6m，不同堤型、不同等级的护堤堤顶高度、宽度、边坡度和防冲刷应通过

稳定性安全验算确定。 

10.3.3 砌石与混凝土护坡在堤脚、戗台或消浪平台两侧或改变坡度处，均应设置基座，堤脚处基座埋

深不宜小于 0.5m。 

10.3.4 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坡土堤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10。 

10.3.5 坡式护岸工程适用于纵坡较小、水流流速小于 5m/s 的平原河网区和浅丘冲垄区河岸；坝式护

岸工程适用于纵坡较大、水流流速较大、河床较宽的紫色砂页岩区、岩溶区和山地丘岗区河岸；墙式护

岸适用于纵坡较大、流速较大、河谷狭窄、岸坡较陡的河岸。 

10.3.6 水流平顺段可护坡至坡度为 1:3～1:4 的缓坡河床处；护脚工程顶部平台应高于枯水位 0.5m～

1.0m。 

10.4 谷坊治理工程 

10.4.1 谷坊工程的防御标准为 20年一遇 3h～6h 最大暴雨量。 

10.4.2 谷坊宜布置在“口小肚大”，沟底和岸坡地形、地质状况良好处。 

10.4.3 土谷坊适用于来水量不大，土壤侵蚀模数较小，沟内土质较厚的沟谷；石谷坊多修建在有常流

水的沟道。按断面形式分阶梯式和重力式；植物谷坊适用于洪水量不大，坡度较缓的中小沟谷；钢筋混

凝土谷坊或混凝土谷坊修建在洪水峰高量高、泥石流多发地区。 

10.5 坡面防护工程 

10.5.1 截水沟 

10.5.1.1 截水沟防御暴雨标准按 10年一遇 24h 最大降雨量设计，按 20年一遇 24h 校核。 

10.5.1.2 蓄水型截水沟宜沿等高线布设，排水型截水沟应与等高线取 1％～2％的比降。排水型截水

沟排水一端应与坡面排洪沟相接，并应在连接处前后作好沉沙、防冲设施。 

10.5.1.3 在坡地下部与耕地交界处的截水沟应充分结合农田的灌排工程。 

10.5.1.4 截水沟应采用可透水的浆砌石沟或混凝土沟，可采用可透水钢筋混凝土型式。 

10.5.1.5 纵向坡度较大的截水沟，应在沟中每 5m～10m 布设高 20m～30m 的小土挡，防止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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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排洪沟 

10.5.2.1 排洪沟按 10 年一遇 24h 最大暴雨设计，按 20年一遇 24h 最大暴雨校核。 

10.5.2.2 排洪沟路线宜短而直，地质条件良好，避开滑坡体，必须设弯道时转弯半径应大于水面宽度

的 5 倍。 

10.5.2.3 排洪沟根据排水去处确定比降，排水沟比降应确保不发生淤积和冲刷。排水出口的位置在坡

脚时，排洪沟宜与坡面等高线正交布设；排水出口在坡面时，排洪沟宜沿等高线或与等高线斜交布设。

梯田区两端的排洪沟应与坡面等高线正交布设，应与梯田两端的道路同向。 

10.5.2.4 排洪沟宜布设在坡面截流沟的两端或较低一端，其终端宜连接蓄水设施或排水沟道。 

10.5.2.5 排洪沟应分段设置跌水、护坦等防冲消能措施。 

10.5.2.6 排洪沟较长时，应分段设计断面，由起始端向出口段逐渐增大断面。 

10.5.2.7 排洪沟应采用可透水的浆砌石沟、混凝土沟型式或可透水钢筋混凝土沟型式。 

11 项目区外相关工程 

11.1 位于项目区外且与项目区相连的 2 公里以内的原有灌排骨干渠系，是项目区主要灌溉水源或排水

出路，因老化严重淤塞损坏，可进行疏竣、修复、改建，恢复引水或排水功能。 

11.2 位于项目区外同时又是项目区重要的灌排建筑物，如拦水溢流坝、抽水站、排水站、进水闸、渡

槽、倒虹吸、涵管及塘坝等，因年久损坏、设备老化，可进行修复、改建、设备更新。 

11.3 位于项目区外 2公里以内，属于项目区重要灌溉水源和排水出路的位置，经过方案比较和充分论

证，可新建拦水坝、抽水站、排水站、引水闸、泄水闸及塘坝。 

11.4 位于项目区外 2公里以内，为项目区对外连接的主要干道，因损坏严重，可进行修复利用。 

11.5 位于项目区外 2公里以内，与外界主要道路未连通，可新建田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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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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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省
土
地
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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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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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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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模
式
名
称
 

低
山
工
程
模
式
 

丘
陵
工
程
模
式
 

平
岗
工
程
模
式
 

岗
前
平
原
工
程
模
式
 

水
网
圩
田
平
原
工
程
模

式
 

河
(
沟
)
谷
盆
地
工
程

模
式
 

岩
溶
坪
坝
工
程
模
式
 

工
程
模
式
代
码
 

Ⅰ
1
 

Ⅰ
2
 

Ⅱ
1
 

Ⅱ
2
 

Ⅱ
3
 

Ⅲ
1
 

Ⅲ
2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水
田
/
旱
地
 

水
田
/
旱
地
 

水
田
/
旱
地
 

水
田
 

水
田
 

水
田
/
旱
地
 

水
田
/
旱
地
 

田
块
形
式
 

水
平
梯
田
/
坡
式
梯

田
 

水
平
梯
田
/
坡
式
梯
田
 

条
田
/
水
平
梯
田
 

条
田
/
水
平
梯
田
 

条
田
 

水
平
梯
田
 

水
平
梯
田
/
坡
式
梯
田
 

水
源
类
型
 

地
表
水
/
水
库
 

地
表
水
/
湖
泊
 

地
表
水
/
塘
堰
/
地

下
水
 

地
表
水
/
湖
泊
/
水
库
/
塘

堰
 

地
表
水
/
湖
泊
/
水
库
 

地
表
水
/
水
库
 

地
表
水
/
塘
堰
/
蓄
水
池
 

引
水
方
式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泵
站
提
水
/
机
井
提

水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泵
站
提
水
/
自
流
 

输
水
方
式
 

明
渠
 

明
渠
 

明
渠
/
管
道
 

明
渠
 

明
渠
 

明
渠
 

明
渠
 

农 田 灌 排 方 式

 

排
水
方
式
 

浆
砌
石
沟
/
自
排
 

浆
砌
石
沟
/
自
排
 

土
沟
(
或
干
砌
石
)
/

自
排
 

土
沟
/
自
排
 

土
沟
/
自
排
/
抽
排
 

土
沟
/
自
排
 

浆
砌
石
沟
/
自
排
 

路
面
材
料
 

田
间
道
：
硬
化
/
泥
结

碎
石
；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
泥
结
碎
石
 

田
间
道
：
硬
化
/
泥
结
碎

石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

泥
结
碎
石
 

田
间
道
：
硬
化
/
泥

结
碎
石
；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
泥
结
碎

石
 

田
间
道
：
硬
化
/
泥
结
碎

石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田
间
道
：
硬
化
/
泥
结
碎

石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

泥
结
碎
石
 

田
间
道
：
泥
结
石
生
产

路
：
素
土
夯
实
/
 

泥
结
碎
石
 

田
间
道
：
泥
结
碎
石
/
砂
砾

石
生
产
路
：
泥
结
碎
石
/
砂

砾
石
 

农
田
林
网
类
型
 

护
路
护
沟
林
/
农
田

防
风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农
田
防
风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农
田
防
风
林
/
水
土
保
持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护
岸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水
土
保
持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梯
田
埂
坎
防
护
林
/
护
路

护
沟
林
 

其 他

 

其
他
 

截
洪
沟
/
拦
山
堰
 

截
洪
沟
/
拦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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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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