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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业用水是世界用水的大户，约占用水总量的６０％。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需求将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提

高农业灌溉用水效率，高标准农田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详细分析了目前我国已颁布的与高标准农田相关的技术

标准规范文件，在分析总体概况的基础上，从“水田林路”等方面技术指标入手，详细对比了各相关规范文件的侧重点及

相关参数取值范围，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出台相应国家标准奠定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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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新中 国 成 立 以 来，我 国 农 田 水 利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全 国 建

成了２万ｈｍ２ 以上的大型灌区３４９处，５　４４６处中型灌区和几

千万处小型农 田 水 利 工 程。截 止２０１０年 底，全 国 农 田 有 效 灌

溉面积达 到６　０３３．３万ｈｍ２，占 全 国 耕 地 面 积 的４９．６％，对 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１９８０年农业实行

联产承包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入严重

不足，加上农民投工投劳大幅减少，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抗

旱排涝能力下降，农业“靠 天 吃 饭”问 题 越 来 越 突 出，农 田 水 利

建设严重滞后于国 家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农 田 水 利 建 设 滞 后 已 严

重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尤其是近年来，

频繁发生的干旱、洪涝 灾 害 再 次 警 示 我 们，大 力 加 强 农 田 水 利

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已经刻不容缓。

２０１１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加 快 水 利 改 革 发 展

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

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重 点 任 务”，要“突 出

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 节”、要“大 兴 农 田 水 利 建 设”，“加 强 灌

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财政部、水利部决定在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的第三批重点县中安排１００个县，以重点县建设

为平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２０１１年７月召开的中央水

利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下大气力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健全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全面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持

续改善农业水利基础条件，显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２０１２

年３月１６日，国 务 院 正 式 批 复《全 国 土 地 整 治 规 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明确了到２０１５年再建成２　６６６．６７万ｈｍ２ 高标准基

本农田。这为我国近 期 农 田 水 利 工 作 指 明 了 方 向 的 同 时 也 提

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目前 我 国 在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方 面，由 于 技 术 应 用、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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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的指标体系，各行业、各地区的工程

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现代化进程及其工程

效益的充分发挥。因此，研究现代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技术指标

体系及工程布置模式，并建立现代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化示范基

地验证研究效果，为现 代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标 准 化、规 范 化 建 设 提

供技术支撑，对推进我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保 障 现 代 农 业 可 持

续发展十分必要。

本文从目前国家各 部 门 制 定 出 台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相 关

的行业技术标准与规范入手，分析各技术规范标准所涵盖的内

容及技术指标，通 过 比 较 分 析 各 技 术 标 准 与 规 范 的 相 似 与 不

同，明确不同标准的侧 重 点 与 出 发 点，为 进 一 步 建 立 健 全 高 标

准农田工程建设相关技术标准提供数据支撑。

１　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１．１　总体概况分析

国家各部门根据自身工作需求，出台了一些高标准农田建

设相关的行业技术标准与规范。在中央部委层面上，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办公室等部门都有建设高标准农田的业务，各部门根

据自身工作需求，出台了一些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行业技术

标准与规范。在地方上，一些省市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结合当地实际，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标准。但由于各部门、

各地方工作思路、出发点、自然条件、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等

因素不同，所制定的技术标准也不尽相同，具体可总结如下。

（１）总体上看，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直接针对高标准农

田出台的技术标准主要有７部。当然，也有一些省市从农田水

利工程的角度，结合本省实际出台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

标准或技术手册。如 浙 江 省 积 极 开 展 农 田 水 利 标 准 化 建 设 工

作，以发展高标准旱涝 保 收 农 田 和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为 核 心，以 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 业 园 区 为 重 点，印 发 了《浙 江 省 粮 食 生

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农田水利建设标准》；山东省结合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 目 开 展，出 台 了《山 东 省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工程建设技术 手 册》。这 些 技 术 标 准、规 范、技 术 手 册 的 出 台，

为推进以农田水利为基础的高标准农田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 农 业 旱 涝 保 收 和 稳 产 高 产，提 供 了 有 力

的工作基础和技术保障。

但在 缺 乏 统 一 的 国 家 标 准 情 况 下，全 国３４个 省 级 行 政 区

中仅江苏、宁夏、江西共３个省结合本省的自然条件、农田水利

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出台了高标准农田有关标准，

其他省市有针对性工作仍亟待进一步加强。

（２）从标准印发单位来看，中央部委是国土资源部、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及 农 业 部；地 方 省 市 是 江 苏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江西省整合

资金建设高标准农 田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这 充 分 表 明 了 我 国 从

中央到地方，高标准农 田 建 设 工 作 涉 及 多 个 部 门，是 一 项 系 统

工程，必须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形

成建设合力。

（３）从标准印发时间来看，最早发布的标准是２００９年７月

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示 范 工 程 建 设 标 准（试

行）》，江苏省开展相关工作也相对较早，发布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其他标准发 布 时 间 均 在２０１１年 以 后。这 表 明 我 国 针 对 高

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制 定 工 作 起 步 较 晚，最 早 不 过 几 年 的 时 间，

且大部分为试行本。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不

断提出新要求，亟须结合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从国家层面进

一步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１．２　技术指标比较

从标准涵盖的内容看，主 要 涵 盖 了“水 田 林 路”四 方 面，体 现 了

综合治理的技术措施，但各技术指标要求不一。下面主要从灌

溉与排水工程、土地工 程、林 网 工 程 及 道 路 工 程４个 方 面 对 各

标准进行比较分析。

１．２．１　灌溉与排水工程

在灌 溉 与 排 水 工 程 方 面，主 要 从 灌 溉 设 计 保 证 率、灌 溉 水

利用系数、防洪、排涝、排渍标准进行分析对比。

（１）灌溉设计保证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示范工程建设标准（试 行）》和 国 土 资 源 部 的《高 标 准 基 本 农 田

建设规 范（试 行）》主 要 参 考《灌 溉 与 排 水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ＧＢ５０２８８－９９）中的相关规定，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

行）》考虑南北方地区 差 异、水 资 源 状 况 不 同 等 因 素，根 据 土 地

类型不同，对灌溉设计保证率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江苏的标

准根据省内地理位置、地形条件不同提出了不同的灌溉设计保

证率；宁夏则要求所有高标准农田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均不低于

７５％，而且喷灌、微灌、滴 灌、高 标 准 低 压 管 灌 等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系统，设计灌溉保证率不 低 于９０％；江 西 则 要 求 高 标 准 农 田 工

程建设设计时，设计灌溉 保 证 率 均 取８５％，从 设 计 灌 溉 保 证 率

可以看出，宁夏针对 不 同 灌 溉 方 式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保 证 率 标 准，

相对于江西统一的保证率更为合理。

（２）灌溉水利用 系 数：国 家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的 标 准 根 据 灌

区大小、灌溉方式的不同，对灌溉水利用系数提出了具体要求，

且不应低于０．５；国土资源 部 则 统 一 要 求 高 标 准 农 田 灌 溉 水 利

用系数不低于０．６；宁夏则根据灌区大小不同，要求大型灌区不

低于０．５，中型灌区不低于０．６，小型灌区不低于０．７，井灌区不

低于０．８；农业部针对不同 灌 区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标准，如水稻灌区应不小于０．９５，旱作物灌区不小于０．９等；江

苏和江西的标准对此指标无具体规定。

（３）防洪标准：国 土 资 源 部 标 准 要 求 高 标 准 农 田 防 洪 标 准

不低于２０年 一 遇，在 干 旱、半 干 旱 地 区 或 其 他 少 雨 地 区，防 洪

标准采用２０年一遇３～６ｈ日最大暴雨。其余４部标准除要求

防洪标准应符合有关规定外，未有具体要求。

（４）排涝标准：国 家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和 国 土 资 源 部 的 标 准

分别要求不低于５年 一 遇 和１０年 一 遇，且 均 分 旱 作 区 和 稻 作

区对暴雨历时和排 出 时 间 提 出 了 具 体 要 求。江 苏 则 根 据 暴 雨

量提出排涝标准，要 求 日 降 雨１５０～２００ｍｍ雨 后１天 排 出 积

水。宁夏和江西的 标 准 则 不 完 善，前 者 只 规 定 了 暴 雨 重 现 期，

后者只规定暴雨历时和排涝时间，工程设计时均无法参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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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侧面反映了有些部门长期以来“重灌轻排”问题的存在。

（５）排渍标准：国 家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和 宁 夏 的 标 准 对 排 渍

标准作了定性的规定，要 求 有 渍 害 的 旱 作 区，应 在 农 作 物 耐 渍

时间内将地下水位降到耐渍深度；水稻区在晒田期３天内将地

下水位降到耐渍深 度。江 苏 和 江 西 的 标 准 则 要 求 控 制 农 田 地

下水位埋深在田面０．８ｍ以下，前者还强调在盐碱土地区地下

水位要控制在１．２ｍ以下。

此外，江苏和江西对高标准农田的灌排工程的配套率和完

好率作了明 确 的 规 定，均 要 求 不 低 于９０％。宁 夏 要 求 灌 区 的

支、斗渠砌护率达到１００％，农渠达到７５％以上，且除了 定 性 的

规定外，对渠、沟、管 道 的 断 面 尺 寸 也 有 明 确 的 定 量 要 求；农 业

部标准对渠灌区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对平原区斗

渠及斗沟的长度，间距 等 均 做 出 了 具 体 要 求；根 据 不 同 灌 溉 形

式，提出了相应的要素 标 准，如 灌 水 沟 所 在 土 壤 若 为 强 透 水 性

土壤，沟长为８０ｍ时，沟底比降需大于１／２００，入沟流量在０．７

～１．０Ｌ／ｓ。相对其他标准，农 业 部２０１２年 提 出 的 该 标 准 从 作

物，区域性，灌溉方 式，水 源 等 角 度 对 各 指 标 做 了 进 一 步 细 化。

全国各地水资源情况及种植作物种类差别均比较大，农田灌排

工程的质量可以提出统一标准要求外，其他细化指标应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１．２．２　土地工程

在土 地 工 程 方 面，主 要 从 高 标 准 农 田 片 区 大 小、田 块 及 埂

坎规格、平整度、土层厚度、土壤理化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

（１）片区大小：各 部 门 发 布 的 标 准 要 求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应

按灌区或流域进行统筹规划，集中连片进行规模开发治理。江

西则提出了明确要求，田地集中连片必须３３．３ｈｍ２ 以上，国土

资源 部 在２０１２年 新 颁 布 的 标 准 中 提 到，平 原 区 北 方 不 宜 低 于

１３．３ｈｍ２、南方不宜低于６．７ｈｍ２，丘 陵 山 区 不 做 硬 性 规 定，可

适当减少。农业部颁发的标准中，提到田块方向应满足在耕作

长度方向上光照时间 最 长、受 光 热 量 最 大 的 要 求，从 作 物 生 长

的角度提出了定性的 要 求，同 时 将 全 国 划 分 为 五 大 区，每 个 区

域按区域内的地形特点分为三类，对每一类的连片面积及田块

面积提出了具体标准。相对于其他标准的定性规定，农业部提

出的各项指标考虑了全国不同区域的特点更为具体。

（２）田块及坎埂规格：主要考虑区域、地形地貌、土地类型、

降雨量等因素影响，以 适 应 农 业 机 械 化 和 田 间 管 理 要 求，适 应

平原、丘陵、山区的不同，因地制宜地确定田块及坎埂规格。

（３）平整 度：各 标 准 均 要 求 高 标 准 农 田 的 耕 作 田 面 平 整。

国土资源部要求水田区格田田面高差应小于３ｃｍ，旱地区畦田

田面高差应小于５ｃｍ，采用 喷、微 灌 时，畦、格 田 内 田 面 高 差 不

应大于１５ｃｍ；宁夏则要求引 黄 自 流 灌 区 畦 田 内 田 面 高 差 不 超

过５ｃｍ，有条件的地区要推 行 激 光 平 地；农 业 部 新 提 出 的 标 准

中除对平整度做了规 定 外，还 针 对 稻 作 淹 灌 农 田、旱 作 地 面 和

自流灌农田及 喷 滴 灌 农 田 分 别 提 出 了 横 向 与 纵 向 坡 降 指 标。

其余３部标准对平整度指标未做定量规定。

（４）土层厚度：高 标 准 农 田 必 须 具 备 一 定 的 土 层 厚 度 才 能

成为高标准。国土 资 源 部 标 准 要 求 耕 作 层 厚 度 应 达 到３０ｃｍ

以上，有效土层厚度应 达 到６０ｃｍ以 上；在 新 标 准 中 这 一 标 准

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１５６１８－２００８）一致，修改为有效耕作

层厚度达到２５ｃｍ以上，有效土层厚度达到５０ｃｍ以上。国家

农业综合开发办、江苏、宁夏均要求耕作层达到２０ｃｍ以上，而

江西规定耕层厚度大于１５ｃｍ。农业部新颁发的标准中提出一

般耕地的土体厚度应在１００ｃｍ以 上，山 丘 区 及 滩 地 应 大 于５０

ｃｍ且土体中无明显粘盘层、沙砾层等障碍因素。

（５）土壤理化指 标：高 标 准 农 田 土 壤 的 理 化 指 标 均 应 满 足

作物高产稳产的要 求。国 家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要 求 通 过 施 用 农

家肥、秸秆还田、深松技术等措施，土壤耕作层有机质含量提高

０．１％以上；江苏则要求沙土区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每 公 斤２０ｇ以

上，非沙土水旱轮作区２０ｇ以 上、旱 作 区１６ｇ以 上；江 西 规 定

土壤要酸碱度适宜，有机质含量３％以上；宁夏则要求土壤耕作

层有机质含量大 于１０ｇ／ｋｇ以 上。农 业 部 则 从 具 体 每 年 作 物

秸秆还田量及农家肥施用标准入手，提出每年作物秸秆还田量

不小于４　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农家肥 按２．２５～３万ｋｇ／ｈｍ２ 标 准 施 用

等，同时提出土壤有机质提升措施至少应连续实施３年以上。

１．２．３　林网工程

在林 网 工 程 方 面，高 标 准 农 田 应 根 据 因 害 设 防 的 原 则，合

理设置农田防护林网，主要指标有农田防护面积比例。各标准

考虑区域、沟渠布置形 式 等 因 素，对 农 田 防 护 面 积 比 例 作 了 相

应规定。国家农业综 合 开 发 办 标 准 要 求 农 田 防 护 林 网 建 设 达

到林业部门规定的标准，且 北 方 地 区 达 到８５％以 上，南 方 地 区

原则上达到７５％以 上；国 土 资 源 部 则 规 定 农 田 防 护 面 积 达 到

９０％以 上，且 植 被 覆 盖 率９０％以 上，水 土 流 失 治 理 率 达 到

１００％；江苏则要求达到一级农 田 林 网（每 格１３．３ｈｍ２）的 建 设

标准；宁夏规定除了农田 防 护 面 积 需 达 到８５％以 上 外，还 需 满

足造林长度达 到 适 宜 造 林 长 度 的９０％以 上、造 林 成 活 率 达 到

９０％以上、３年后保存率达到８５％以上的具体要求。农业 部 标

准针对东北，西北的风 沙 区 和 华 北，西 北 的 干 热 风 等 危 害 严 重

的地区具体规定了 林 网 密 度 及 林 带 间 距。江 西 的 标 准 对 林 网

工程方面未做相关规定。

１．２．４　道路工程

在道路工程方面，各标准规定高标准农田道路建设应满足

农业物资运输、农业耕 作 和 其 他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需 要，主 要 考 虑

道路级别、规格。各标准均规定道路分两级，但名称不同，且要

求道路规格不同。国 家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办 发 布 的 标 准 对 道 路 工

程建设主要进行了定 性 规 定，要 求 田 间 道 路 建 设 分 干 道、支 路

两级，部分主干路段可实现硬质化，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或砂

石等材料硬化；支路应配套桥、涵和农机下田（地）设施，便于农

机进出田间作业和农 产 品 运 输，田 间 道 路 建 设 要 科 学 设 计，突

出节约土地；建设 标 准 合 理 实 用，切 不 可 贪 大 求 洋。国 土 资 源

部的规定则有定量规 定，要 求 道 路 分 为 田 间 道 和 生 产 路 两 级，

田间道路面宽宜３～６ｍ，路 基 高 宜 为２０～３０ｃｍ，路 肩 宽 宜 为

２５～５０ｃｍ，路面宜硬化；生 产 路 路 面 宽 宜３ｍ以 下，路 面 宜 高

出地面３０ｃｍ，路面宜采用砂石、泥结石、素土路面；而且，还规

定了道路的通达度，要求 平 原 区 应 不 低 于９５％，丘 陵 区 应 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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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８０％，这两个指 标 在 新 标 准 中 提 高 为 平 原 区 达 到１００％，丘

陵区不应低于９０％。江苏标准要求机耕路与乡村公路相连接，

路面净宽不少于３ｍ，高出田面０．３～０．５ｍ，主要路段硬质化；

生产道净宽不少于２ｍ，高出田面０．２～０．４ｍ。宁夏要求干支

两级路面宽度控制在３～７ｍ，路基高于田面０．２～０．４ｍ。江

西的标准则更具体，要求机耕道间距１５０～２００ｍ，路面宽度２．５

～３．５ｍ，路肩宽度０．３～０．５ｍ，采用泥结石路面，高出田面０．３

～０．５ｍ；田间道采用素土路面，宽１～２ｍ，间 距１２０～１５０ｍ，

高出田面０．２～０．４ｍ。农业部标 准 要 求 机 耕 干 道 应 满 足 农 业

机械双向通行的要求，平原区路面宽度 为６～８ｍ，山 地 丘 陵 区

为４～６ｍ；支道平原区为３～４ｍ，北方山地丘陵区为２～３ｍ，

南方山地丘陵区 为１．５～２ｍ，其 中 对 生 产 路 的 通 达 度 规 定 在

０．１～０．２之间。

１．２．５　其　他

此外，除 了 以 上 四 方 面 的 要 求 外，各 标 准 在 不 同 方 面 也 有

一些其他要求。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标准在科技措施方面，

要求项目建设期需推广２项以上先进适用技术，对项目区受益

农户进行先进适用技术培训２～３次。国土资源部标准规定田

间基础设施占地率应不高 于８％，基 础 设 施 使 用 年 限 一 般 不 低

于１５年，新 标 准 中 保 留 了 这 一 部 分 内 容；并 对 岸 坡 防 护、沟 道

治理、坡面防护工程提出了一些定性规定。江苏则规定高标准

农田要生产方式先进，要求平原地区农业机械综合作业率不低

于８０％，丘陵山区 不 低 于６０％。农 作 物 优 良 品 种 覆 盖 率 达 到

１００％；并且对高标准农田产出效益作了明确的规定，种植粮食

田块年公顷产１．５万ｋｇ以 上，种 植 其 他 作 物 田 块 每 公 顷 纯 收

入３万元以上。农业部标准还增加了投资估算的部分，以建设

工程质量保证年限标准为基础，以编制期市场价格为测算依据

提出了田间工程，田间定位监测点及其他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

和价格估算，为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项目预算提出了相应的参考

标准。

２　结　语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从根本上提高粮食生产

保障水平的重大举措。各地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性很高，但

由于各部门缺乏统一 的 建 设 标 准，各 地 在 规 划 设 计、投 资 强 度

上，标准 不 一，参 差 不 齐。综 合 各 部 门 发 布 的 建 设 标 准 可 以

看出：

国土资源部提出的 标 准 对 工 程 建 设 及 实 施 考 虑 的 更 为 全

面，从实施方案到可行性分析等均提出了要求；

农业部标准主要从作物生长，水分光温资源等角度对相关

指标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更为具体、全面的标准；

各地方标准大部分是从本地水资源及耕作特点出发提出，

为制定全国性标准提供了区域性参考。

现阶 段 提 出 的 各 标 准，出 发 点 及 侧 重 点 均 有 不 同，全 国 性

标准应该综合考虑各标准提出的具体指标，综合考虑全国区域

性差异，对工程质量及实施标准提出较为具体、严格的要求，而

对于作物生长、光 温 资 源 及 耕 作 特 点 等 区 域 性 较 为 明 显 的 指

标，应该提出指导性意 见，具 体 指 标 应 根 据 各 地 具 体 情 况 灵 活

处理。本文为进一步 建 立 合 理 完 善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工 程 建 设 标

准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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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７４页）　设项目的绩效评价，建立了对应的绩效评价

指标 体 系，已 被 湖 北 省 财 政 厅 在２０１３年 省 级 财 政 项 目 绩 效 评

价工作中采用。根据实际考评结果，评价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反

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的 基 本 特 性、建 管 过 程 和 产 出 效 益，有 利

于进一步规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资金管理，进一

步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目的性和精准性。

本文所建指 标 体 系 目 前 在 湖 北 省 的 应 用 中 得 到 了 验 证。

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仍需

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研究指标的适用性及赋值和合理性，为全

面促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推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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