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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疏勒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薛海梅
新疆世纪康成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Ǔ新疆Ǔ乌鲁木齐Ǔ832000

摘Ȟ要：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等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采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和节

水灌溉技术，对新疆疏勒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规划设计。目前，该项目实施方案已经通过当地水利相关专家的

评审，并已施工竣工验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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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项目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背景，由于项目区作物以

粮、棉为主，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使灌区农业生产完

全依赖于地面灌溉。灌区水资源紧缺，虽然灌区水利设

施配套完善，但是由于渠线较长，造成水资源沿途蒸发

和渗漏损失较大，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因此本项目实施

配套末级渠道防渗和滴灌系统等田间基础设施，提高项

目区生产条件。*

2��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阿拉力乡，位于疏勒县东南部，距离疏

勒县34km。地处喀什噶尔三角洲平原，北倚天山，西
枕帕米尔高原，南抵喀喇昆仑山脉，东临塔克拉玛干沙

漠。项目区总面积为7648.00亩，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为
7648.00亩。

2.1  工程建设任务
本工程任务是通过对疏勒县阿拉力乡项目区田、

水、路、林进行综合整治，实现田块平整，水电路设施

配套完善；农业生产条件、生态环境、耕地质量和地力

明显改善；水资源利用率、机械化耕作水平明显提高，

基本达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

提高，实现当地农民的增产增收。

2.2  建设目标[2]

以推进农业节水、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牧民收入

为目标，以高效利用地表水为主，根据自然地理、气候

条件、水土资源状况、农业生产经营情况、水利工程现

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生态保护需求及高效节水灌溉

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并严格依据水资源承载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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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而行，突出重点区域，确定疏勒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发展目标。

（1）改善灌溉面积：通过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实施，
提高项目区内水利用效率，改善灌溉面积0.8万亩。
（2）末级渠系防渗改造：从分水口到高效节水水源

工程的末级渠道进行防渗建设。

（3）水资源利用目标：项目区的农业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由0.49提高到0.51，同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
（4）道路目标：项目区对道路进行改建，道路通达

率为100%。
（5）新增粮食产能：实施后完善田间灌溉体系，提

高灌溉保证率，生产效率将显著提高，增强抗灾害的能

力，提高土地生产力，作物产量增幅在20%左右。预计小
麦亩均产量有300kg提高到360kg。
（6）生态环境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率，缓解农业用水紧张局面，防止土壤的次生盐

碱化，使土地条件得以改善，对水土保持起促进作用。

3��工程设计

按照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根据因地制

宜的原则，充分考虑作物种类、土壤条件和工程实施主

体的不同进行总体分区布局。项目区总体布置要求与外

界道路衔接，节水灌溉配套设备完善、路桥相同、防护

林体系配套合理，起到防风固沙的效果。本项目尽量修整

和利用原有的渠道和道路，同时对田块进行最优化设计，

以利于大型农业机械化作业。本项目是在原有农田及配套

设施基础上进行建设，项目区内土地虽然已耕作多年，但

平整度较差，需对项目区内耕地进行平整，根据“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1]，主要进行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和农田防护林工程的建设。

3.1  土地平整工程
根据项目区的作物种植结构、现有地块情况，水资

源状况、灌溉方式对土地平整度的要求，确定项目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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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范围内所有耕地和夹杂的草地进行平整，若项目区范

围内存在成片的林地，作为不动工面积；若地块内存在

有零星分布的红柳和胡杨等保护植物，禁止挖除。

本项目规划对项目区内的19个地块的耕地进行土地
平整工程，土地平整划分为39个平整区域，平整面积共
计7436.46亩。耕作田块的土方量计算采用方格网法，
计算的原则为在挖填平衡的前提下，保证挖填土方量最

小。运用杭州飞时达土石方软件进行计算，将平整地块

划分场区，布置50×50m的方格网，计算方格角点的地面
高程，再由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优化设计标高，在挖填

平衡土方量最小的前提下，计算各角点的平整设计高程

及角点处的挖填高度，最后依据方格各角点的地面高程

和设计高程计算方格的平整土方量，进行汇总，得到场

区的平整土方量，绘制土方零线。

3.2  灌溉工程
3.2.1  渠道工程
项目区从库山干渠→阿拉力乡2、3、8、9村支渠引

水，经过斗、农渠输水进行常规地面灌溉。项目区干、

支渠基本进行了防渗，除了拉依旦艾日克（3）村的斗渠
4未防渗外，其余的地块引水斗渠均为土渠，渠系支、
斗渠断面过流量经过现场调查均能满足项目区现状地面

灌溉的要求。建设后项目区的滴灌区采用加压滴灌进行

灌溉，只需对上级渠道为防渗渠的沉砂池引水渠进行防

渗，其余渠系不进行改造，根据项目区的渠道现状，规

划防渗斗渠4条，长1533m，防渗渠采用8cm厚的梯形现
浇混凝土板防渗，混凝土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砼强度

等级为C25、抗渗等级W6，抗冻等级F200。
3.2.2  滴灌工程
滴灌工程设计中所采用的技术参数、计算方法、计

算公式等，依据规范《微灌工程技术规范》（GBT50485-
2009），参考《滴灌工程设计图集》（国家节水灌溉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最终根据项目区具体条件确
定。项目区地块相对集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个首

部控制一个灌溉系统，规划对项目区的9个地块划分为7
个滴灌系统，总面积5431.69亩，另外10个地块，总面积
2004.77亩，由于地块分布独立，面积较小，故不进行滴
灌布置，仍采用渠灌。

根据近年来节水灌溉发展趋势，结合项目区土质、

作物的株行距和种植模式，并参考南疆地区小麦的滴灌

设计经验，系统毛管采用0.25MPa，de16（单翼迷宫式，
滴头流量2.1L）滴灌带。小麦沿种植方向一管4行布置，
铺设间距60cm；滴管带具体参数见表2。滴灌工程相关设
计基本资料见表1。

表1��项目区滴灌工程设计基础资料

序号 分项 内容

1 地块 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 平均坡度：J = 0‰

2 土壤
土壤类型：砂壤土 土壤容重：γ�= 1.45g/cm3

田间持水量：θ = 26% 计划湿润土层深度：z = 0.45m

3 气象 年平均蒸发量：2251.10mm
年平均降雨量：67.5mm

设计有效降雨强度：P0 = 0mm/d

4 作物
设计代表作物：小麦 种植方向：东西向

设计最大耗水强度Ea = 6mm/d：

5 水源
水源类型：渠道 地下水直接补给作物水量：S = 0mm/d

水质： 水量：可满足灌溉要求

6 电力 需要新建设备

表2��滴灌带参数表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型号 WDF16/2.1-100 内径（mm） 16
额定工作水头（m） 10 滴孔间距（m） 0.3

灌水器设计流量q（L/h） 2.1 灌水器工作压力 0.05-0.1

（1）地埋管：干管沿地边布置，分干管与种植方向
平行，干管、分干管、排水管为PVC-U管，干管公称压
力为0.63MPa，分干管公称压力为0.63MPa，外径分别
为355mm、315mm、250mm、200mm、160mm；排水管
外径为90mm，公称压力为0.4MPa。PVC-U出地桩选用

Ф110为1.0MPa。
（2）地面管：滴灌带与作物种植方向平行，灌水器

设计流量为2.1L/h，滴头间距0.3m，毛管间距0.6m，毛
管内径为16mm，壁厚0.18mm。滴灌带通过内径16mm按
扣三通（带胶圈）与支管连接；支管为PE管，支管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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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mm，壁厚1.6mm，公称压力为0.25MPa。
（3）水泵：滴灌系统采用离心泵。
（4）过滤器：滴灌系统采用砂石+网式自动反冲洗过

滤器用在泵后过滤，由厂家提供整套的过滤设备，含控制

器、反冲洗阀、持力阀、压力表、排气阀以及管路等。

（5）施肥罐：每个系统选用1台施肥系统，施肥罐采
用敞口式施肥箱，且与系统并联。

（6）泵房：泵房采用全彩钢结构，根据系统首部布
置情况，泵房采用1种尺寸，均为6*10的管理房。
（7）镇墩：镇墩设在管道变径处、管道转弯、分叉

处。根据各处的静（动）水压力，按照构筑物稳定的要

求，经计算确定其尺寸。镇墩采用C20砼半包式镇墩，将
管道包于其中，厚度采用管径外20厘米。
（8）闸门井和泄水井：为了便于施工，本设计闸阀

井的井身和井盖采用成套的高强度树脂模块板井。闸阀

井主要设置地埋管进口阀门处，排水井设在管道末端或

管道起伏的低处。依据成套树脂井设计图，闸阀井采用

M10砌砖基础、10厘米C20砼底板、30厘米砂砾石垫层，
排水井采用30厘米砂砾石垫层。
（9）变压器：项目区设计每个滴灌系统需单独使用一

套变压设备。

（10）电力线：本项目只设计380V低压线路，每个系
统配套50m长，选择BS-JKLYJ，120，3+1集束绝缘导。

3.3  田间道路工程
田间道路主要是为了满足项目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所需。在规划项目区的道路时，结合渠道、田块、林带

的布置，考虑交通的方便，充分利用现有公路，形成统

一的农村道路网。道路宽度和密度按实际需要确定；尽

量减少跨越沟渠，以节省桥涵工程的投资。根据项目预

算，规划在与硬化道路衔接的基础上新建生产路10条，
累计5869m，路宽6m，采用30cm的素土路面。

3.4  农田防护林工程
疏勒县属平坦地区，可根据“林随路走”的原则，

充分利用新建生产路的优势，在新建道路一侧新建防护

林两行。新建防护林床4条，总长度2277m，计划种植2
行，林床宽4m，挖深0.5m。根据项目区现状和林业局的
建议，确定树种为新疆杨，选择2年生以上根系完整发
达、粗壮健康的大苗，苗高2~2.5m，胸径2~2.5cm，株行
距1.5m×2.0m。
结束语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项目区达到“田块平整肥沃、

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

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总体目标。在编制项目实

施方案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和规程，结合项目区实

际，努力提高设计质量，使实施方案成果能达到具有较

高的科学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针对项目区进行高标准

农田建设，必将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增收，保障粮食安

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巨大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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