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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21/T XXX 《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南》的第1部分。DB21/T XXX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 第 2部分：项目概算编制； 

—— 第 3部分：项目预算定额。 

本次发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南》三个部分，主要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的工作内容。

高标准农田建设还包括施工、验收、管理、监测和评价等一系列工作。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玉清、刘艳华、李春生、刘文合、王铁良、姜国辉、徐占洋、李波、闫滨、

张婷婷、张玉清、姜森严、饶奇、鞠洋、马世林、李青柏、刘秉祺、刘顺国、侯宇、线小辰、贾皓翔、

唐皓。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联系电话：024-88487055；

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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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是当前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迫切需要。各地区在高

标准农田建设时存在项目初步设计文件不规范、概算书不统一、缺少预算定额依据、预算审查困难等问

题，迫切需要从全省层面在技术和内容方面对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加以规范和引导。 

按照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程序，DB21/T XXX 《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南》在项目设计方面拟由三个部分

构成。 

—— 第 1部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目的在于提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的

一般要求、综合说明、项目区概况、项目区水土资源评价、工程总体布局规划、工程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项目概算与资金筹措、效益分析、实施管理与建后管

护等内容，给出初步设计报告编排格式。 

—— 第 2部分：项目概算编制。目的在于提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文件组成、项目组成和项

目划分、费用构成、概算编制等内容，给出项目概算表格内容及格式。 

—— 第 3部分：项目预算定额。目的在于提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算定额的一般规定及土方工

程、石方工程、砌体工程、混凝土工程、模板工程、农用井及辅助房屋工程、安装工程、道

路工程、植物及农艺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预算定额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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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南 

第 1 部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给出了初步设计文件构成、

报告名称、内容、深度的编写和表述规则以及报告文件的编排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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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2527  额定电压1kV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GB/T 14049  额定电压10kV架空绝缘电缆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 2020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GB/T 50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62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596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600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GB/T 50817  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DL/T 5118  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DL/T 5220  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范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2111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https://www.so.com/link?m=aPJDHZ9hb3XxPlKI9ujbW4n7ousaXNSgLAMDZ%2FF5t9CRMB5mgoTsurLXbIbW25CFt52Sbf5Xj7ljWLrTJGCLoPG2vfIaYAsx5foFE%2B5MU7pAcv6z7pIQVqvK%2FxdY%3D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2/0501/176121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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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525  有机肥料     

NY 884  生物有机肥  

NY/T 2194  农业机械田间行走道路技术规范 

SL/T 4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73.2  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 水工建筑图 

SL 265  水闸设计规范 

SL 482  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SL/T 769  农田灌溉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DB21/T 1237  行业用水定额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60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标准农田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

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 

[来源：GB/T 30600-2022,3.1] 

 3.2 

高标准农田建设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construction  

为减轻或消除主要限制性因素、全面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而开展的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

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土壤培

肥等农田地力提升活动。 

[来源：GB/T 30600-2022,3.2] 

 3.3 

田块整治工程  fiel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为满足农田耕作、灌溉与排水、水土保持等需要而采取的田块修筑和耕地地力保持措施。包括耕作

田块修筑工程和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来源：GB/T 30600-2022,3.3] 

 3.4 

耕地地力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当前管理水平下，由土壤离地条件、自然属性等相关要素构成的耕地生产能力。 

[来源：GB/T 30600-2022,3.8] 

4 总则 

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进行调查、勘测、研究，在取得可靠的基本资料基础上，进行方案技术设计。4.1 

工程设计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因地制宜，注重技术创新、节水节能、节约投资，宜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初步设计报告应有分析、论证和必要的方案比较，并有明确结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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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按照本文件进行编制，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应满足4.2 

施工要求。 

设计单位应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并对设计的质量负责。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4.3 

果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初步设计应遵循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质量达标、因地制宜、功能适用、绿色生态、经济合理的4.4 

设计原则。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节能节水设备和新型材料。 

初步设计文件应由初步设计报告、设计图册、项目概算书组成。 4.5 

初步设计报告主要内容和深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4.6 

a) 项目区自然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基础设施状况真实； 

b) 土地利用现状、水资源现状与实际相符； 

c) 项目建设标准、工程总体布局方案和建设内容符合相关要求，并为项目区实际需求； 

d) 确定各单项工程的平面布置、结构型式、控制高程、技术参数、结构尺寸，给出典型设计，

计算分项工程量； 

e) 确定工程施工方案、工期和进度安排； 

f) 按照施工方案和设计图纸编制项目概算书； 

g) 进行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及生态环境改善、年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分析； 

h) 确定实施管理和建后管护方案。 

初步设计报告签章要求： 4.7 

a) 初步设计报告封面中应给出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编制年月，加盖设计单位资质印章； 

b) 初步设计报告扉页中应给出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项目总负责人和各专业负

责人的姓名，加盖设计单位印章，在扉页后装订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 

初步设计报告将“综合说明”列为第 1章，以下各章应按本文件第 6章至第 15章的编制要求依次4.8 

编排。报告文字应规范准确，内容应简明扼要，图纸应完整清晰。初步设计报告编排格式要求见附录 A。 

初步设计图纸要求见附录 B。 4.9 

项目概算书编排格式要求见附录 C。 4.10 

5 综合说明 

项目区概述 5.1 

概述项目建设规模及所涉及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名称及规划建设面积，包括项目区

的地形、地貌特征，项目区建设前、后的种植结构，复种指数等。  

水土资源评价 5.2 

概述项目县（市、区）、乡镇（街道）耕地面积、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保护区面积（以下简称两区划定）。 项目区耕地是否为永久基本农田，是否在“两区划定”内。明

确耕地坡度。 

概述项目县（市、区）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可开采量；

项目乡镇（街道）的地表水可利用量、地下水可利用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等。  

主要建设内容 5.3 

按照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体系简述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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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 5.4 

简述施工条件、主要施工方法、进度安排。  

环境影响评价 5.5 

简述项目的环境影响程度，是否造成污染，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和减缓措施。 

项目概算和资金筹措 5.6 

简述项目建设总投资，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体系一级项目分别写出投资金额及占总投资比例，

以万元为单位；资金筹措写明中央、地方投资金额等。  

效益分析 5.7 

简述项目区新增耕地面积、新增和改善灌溉排水达标面积，新增节水灌溉面积、节水水量、新增作

物产量、受益农业人口数量、直接受益农民年纯收入增加总额等。 

项目管理与建后管护 5.8 

简述项目建设主体、管理模式、新增耕地权属，工程建后移交主体、管护主体、管护维修办法等。 

6 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位置 6.1 

描述项目区所处地理位置。给出项目区涉及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组名称，各村组耕

地总面积及规划建设面积，注明界址点经纬度坐标范围。项目区地块与其他已建或在建项目区的关联度，

建设区域是否为“两区划定”区域。  

项目区自然状况 6.2 

简述项目区内气象、地质、土壤、流域与水资源等农业自然资源条件。明确项目区高程、耕地坡度、

地势等地形地貌状况。  

社会经济状况 6.3 

概述项目区的人口及劳力；土地利用现状，包括作物种类、耕作制度、种植结构、作物单产水平；

生产布局与发展水平；经营主体及带动情况；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基础设施状况 6.4 

6.4.1 水利骨干工程现状  

阐述项目区所在的流域情况，包括周边或穿过项目区的主要河流、水系、湖泊、塘堰等，项目区灌

排干渠、闸站等水利骨干工程现状。  

6.4.2 田间工程现状  

阐述项目区田块内的原有的基础设施现状，包括小型水源工程（小型塘堰（坝）、农用机井、小型

集雨设施、小型泵站）、输配水工程（明渠、管道）、渠系建筑物工程（农桥、渡槽、倒虹吸、涵洞、

水闸、跌水与斗破、量水设施）、田间灌溉工程（地面灌溉、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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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沟、暗管、排水井、排水闸、排涝站、排涝闸站）、田间道（机耕路）、生产路、田间防护工程（田

间防风林、梯田埂坎防护林、护路护沟护坡护岸林）、岸坡防护工程（护地堤、生态护岸）、坡面防护

工程（护坡、截水沟、小型需水工程、排洪沟）、沟道治理工程（谷坊、沟头防护）、输电线路、变配

电装置（变压器、配电箱（瓶）等）、弱电工程、田间监测工程等情况。 

6.4.3 农业机械作业水平  

阐述为项目区提供生产服务的各类农业机械台套数量，农机总动力；机械化程度，包括机耕率、机

播率、机收率等。  

6.4.4 交通与电力设施  

简述项目区周边的道路交通状况，是否适宜工程施工和建筑材料运输；给出为项目区提供电力的国

家电网、农村电网改造状况，包括高低压线与项目区的距离和可否满足项目区新建项目的电力增容。  

6.4.5 其他制约因素  

简述项目区历史发生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滑坡等灾害，包含自然灾害对项目区农业生产的

影响，以及影响项目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其他制约因素。 

综合分析  6.5 

6.5.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项目建设协调性：简述项目建设的依据和理由，明确与地方区域土地、农业、水利、林业、交通、

环境保护、城乡建设规划的协调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必要性：从项目新增产出、投资效益角度概述项目建设的依据和理由，项目区的特色

宜与区县农业生产发展目标一致。  

可持续发展必要性：从环境保护、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项目新增生态效益等方面，简述项目

建设的依据和理由。 

项目区发展必要性：从村镇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限制因素改善需要等方面，简述项目

建设的依据和理由。  

6.5.2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技术可行性：项目实施的技术、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财务可行性：资金来源方面，增产、增收，投资效果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可行性：分析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增加供应、创造就业、改善环境、

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效益。  

社会可行性：分析项目建设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农民群众支持程度和社会稳定性分析等方面。  

风险因素及对策：项目建设风险、效益风险等分析及对策。  

7 项目区水土资源评价 

耕地资源评价 7.1 

7.1.1 耕地数量及质量水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2%E6%97%B1/3933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AA%E6%B6%9D/4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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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项目区耕地面积、农田有效土层厚度、耕作层厚度、土壤理化指标、耕地坡度、植被覆盖率，

建设区域集中连片程度等。耕地质量评价应符合GB/T 33469的规定。 

7.1.2 土地流转及权属情况  

阐述项目区村镇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情况，项目区土地流转和权属情况，明确有无权属争议。

阐述项目区所在村的耕地利用状况，包括旱地、水田、水浇地等。分析项目区土地资源可开发利用潜力、

和新增耕地潜力。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应符合GB/T 21010的规定。按附录A 中表A.4填写农用地土地利用

现状表。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7.2 

7.2.1 项目区水资源概况  

概述项目县（市、区）区域面积、河流水系情况、水文分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可开采量；明确项目乡镇（街道）的地下水埋深情况，单井出水量、地表水可利

用量、地下水可利用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等。农田灌溉项目水资源论证应符合SL/T 769的规定。 

7.2.2 项目区灌溉设计保证率和灌溉定额 

明确灌溉设计保证率，选定节水灌溉方式。依据DB21/T 1237确定灌溉定额和用水定额。 

7.2.3 项目区现状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概述项目区现状年灌溉水源的类型、位置、取水方式、水量、灌溉面积等。计算项目区现状供水量。

给出水源地与项目区之间输配水工程情况等。分析项目区可供灌溉利用的水量。 

根据地区现状年的灌溉面积、种植结构、作物组成、轮作制度、耕地复种指数、人口、牲畜、工业

等情况，按水文分区计算项目区内灌溉用水量、生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给出计算过程。 

根据项目区可供水量及用水量计算结果，按附录 A 中表 A.5填写项目区现状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

析表，明确项目区水资源可利用量、现状年可供水量、用水量及项目区水资源的富余或短缺情况。 

7.2.4 项目区规划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明确项目区设计水平年灌溉水源的类型、位置、取水方式、水量、灌溉范围等，计算设计水平年的

供水量，分析设计水平年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确定项目区可供灌溉利用的水量。 

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确定灌溉面积、种植结构、作物组成、轮作制度和耕地复种指数、设

计水平年的灌溉设计保证率、节水灌溉方式等，计算项目区规划年的灌溉需水量、农村生活需水量、工

业需水量等需水情况。 

按附录 A 中表 A.5填写项目区规划年年供需水量预测平衡分析表，并给出水资源平衡分析结论。

针对存在问题拟采取的对策及预期效果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7.3 

陈述项目建设对项目区水资源环境、土壤环境的影响，包括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有效利用和面源污染

有效控制情况。 

8 工程总体布局规划 

规划原则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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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工程布局原则，体现与当地区域规划相衔接、因地制宜、绿色生态、多元参与、科学合理、综

合施策、可持续发展、缓解制约项目区发展因素的工作思想。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总体布局和设计方案 8.2 

8.2.1 工程总体布局 

按照GB/T 30600的规定，阐述工程总体布局情况，包括工程措施与周围地形、田块、水源、承泄区、

灌排系统、建筑物、林网、道路等相互关系等，明确农田地力提升的布局方案。 

8.2.2 田块整治工程设计方案  

阐明项目建设后田块大小与连片规模、田块形状、田面高差和田块横纵向坡度、田块有效土层厚度

和耕层厚度等。 

按照GB/T 30600的规定，明确土地平整区域范围及规模，论述整修梯田、田块平整、田埂修筑等的

必要性及方案比选，确定田块的形状、规格、高差等，阐述表土剥离回填情况。 

8.2.3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方案  

灌溉与排水工程是防治农田旱、涝、渍和盐碱等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所修建的水利设施。包括小型水

源工程、输配水工程、渠系建筑物工程、田间灌溉工程、排水工程等。 

阐述项目建成后灌溉保证率、灌溉标准、排涝标准、灌水定额、灌溉水利用系数等，包括田间渠系、

排水沟道及建筑物配套率，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小型水源工程。按照 GB 50265、GB/T 50596、GB/T 50625 的规定，从工程量、施工、投资、

运行等方面进行水源塘堰（坝）、蓄水池和小型集雨设施、小型泵站、农田机井等工程的方

案比较和必要性论证，并明确结论和意见。灌溉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b) 输配水工程。从地形、地质、工程量、施工、投资、运行等方面进行输配水工程的方案比选

和必要性论证，确定明渠、管道等输配水工程的最优方案。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管道输水

灌溉工程设计、渠道防渗衬砌工程设计应分别符合 GB 50288、GB/T 20203、GB/T 50600 的规

定。  

c) 渠系建筑物工程。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质条件、输配水工程、排水工程的情况，确定农桥、

渡槽、倒虹吸、涵洞、水闸、跌水与陡坡、量水设施等渠系建筑物类型及设计方案。灌溉与

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应符合 SL 482的规定。 

d) 田间灌溉工程。从地形、地质、工程量、施工、投资、运行等方面进行地面灌溉、喷灌、微

灌、管道输配水工程的方案比选和必要性论证，确定田间灌溉工程设计方案。喷灌工程设计、

节水灌溉工程设计、微灌工程设计应分别符合 GB/T 50085、GB/T 50363、GB/T 50485的规定。  

e) 排水工程。从工程量、施工、投资及运行等方面进行排水工程方案比选和必要性论证，确定

明沟、暗管、排水井、排涝站和闸等排水工程设计方案及与承泄区的衔接措施等。   

8.2.4 田间道路工程设计方案  

指为农田耕作、农业物资与农产品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需要所修建的交通设施，包括田间道（机耕

路）、生产路、附属设施等。 

阐述项目区建设后田间道（机耕路）路面宽度、生产路的路面宽度、田间道路通达度、项目区田间

道（机耕路）与项目区外道路衔接情况，确定项目区内道路系统设计方案。确定各级道路与灌(排)渠(沟)、

林网之间的关系。田间道路工程设计应符合/T 30600的规定。 

8.2.5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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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保障农田生产安全、保持和改善农田生态条件、防止自然灾害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农田

防护林工程、岸坡防护工程、坡面防护工程、沟道治理工程。 

农田防护林工程，阐述项目区农田风害情况，充分利用农村道路、沟渠、田坎等现有空间新建和完

善农田林网，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等有关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确定农田防护林工程布设范围、林

带结构等。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应符合GB/T 50817的规定。 

岸坡防护、坡面防护、沟道治理工程，明确防护目标、防洪设计标准，通过方案比选给出防地堤、

护坡、小型蓄水工程、谷坊、沟头防护工程的方式，可采用土堤、干砌石、浆砌石、石笼、混凝土、生

态护岸等。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应符合GB 51018的规定。 

8.2.6 农田输配电工程设计方案 

指为泵站、机井以及信息化工程等提供电力保障所需的强电、弱电等各种措施，包括输电线路、变

配电装置、弱点电工程。 

农田输配电工程布设应与田间道路、灌溉与排水等工程相结合，符合电力系统安装与运行相关标准，

保证用电质量和安全。 

阐述农田输变电线路铺设的必要性。根据项目区地形、地质条件，灌溉水源、闸、泵站的位置及高

程，确定输配电工程设计方案。 

8.2.7 其他工程设计方案 

指除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工程以外建设的

田间监测等工程，其技术要求按相关规定执行。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设计方案 8.3 

8.3.1 土壤改良工程设计方案 

指采取物理、化学、生物或工程等综合措施，消除影响农作物生育或引起土壤退化的不利因素。 

阐述土壤退化成因，明确采取的物理、化学、生物或工程等综合治理措施。 

8.3.2 障碍土层消除工程设计方案 

指采取深耕深松等措施，畅通作物根系生长和水气运行。 

分析土壤障碍土层的类型及对作物根系生长和水气运行的影响，通过方案比选确定深耕、深松治理

措施。 

8.3.3 土壤培肥工程设计方案 

指通过秸秆还田、施有机肥、种植绿肥、深耕深松等措施，使耕地地力保持或提高。 

分析土壤有机质提升幅度、耕作层土壤养分比例，明确作物目标产量水平和农田地力状况，阐述土

壤培肥措施，通过方案比选确定土壤培肥范围、规模、培肥方法等。 

9 工程设计 

设计依据   9.1 

给出建设工程相关国家、行业、地方现行技术规范和标准，包括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的要求。 

田块整治工程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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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一般规定 

对项目去原地形地貌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成果宜满足田块平整的要求。结合地形图，对整治区进行

详细踏勘，分析实施宜机化改造的可行性，提出宜机化改造目标。对改造地块进行分区编号，合理布置

田块的互联互通、沟渠、田间路、生产路、田坎等。 

田块整治后，有效土层厚度和耕层厚度满足作物生长要求。 

9.2.2 耕作田块修筑工程 

合理确定田面高差、横向坡度和纵向坡度根据土壤条件和灌溉方式，给出条田、梯田和其他田块修

筑的长度和宽度，田面高程、田坎高度、田面坡度等参数。绘制田块修筑设计图，计算土方调配、田坎

等工程量。 

9.2.3 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田块平整时不宜扰乱表土层心土层，确需打乱应先将表土剥离，待田块平整完成后，再将表土均匀

摊铺到田面上。给出表土剥离方法、剥离厚度和堆放要求以及表土剥离、回填运输距离，合理计算表土

剥离、回填工程量。  

灌溉与排水工程 9.3 

9.3.1 小型水源工程 

塘堰、蓄水池和小型集雨设施设计。给出塘堰、小型集雨设施的集水面积、地面或河道径流情况，

塘堰、小型集雨设施的设计水位及蓄水量。明确塘堰、小型集雨设施的取水方式及设计流量。确定塘堰、

小型集雨设施的主要构筑物的结构型式，按照GB/T 50596的规定进行构筑物的结构设计、稳定分析等，

绘制工程设计图并计算单项工程工程量。 

小型泵站设计。按照GB 50265的规定进行水泵站设计。给出水泵流量、扬程的计算过程和结果，确

定装机容量、水泵选型、台数及其依据；进行与水泵配套的动力机、传动设备、管路及其附属设备的选

配；给出进水池、出水池、泵房等的结构设计、稳定分析等。绘制工程设计图并计算工程量。 

农田机井设计。按照GB 50625的规定进行机井设计。给出井深度、井孔直径、井的数量、井距、井

管材料、主要含水层位置和厚度、单井出水量、动水位、静水位等重要参数选择依据，并提供抽水试验

报告和地勘报告中物探井布置图。计算配套的水泵数量、型号及配套动力，绘制工程设计图。 

9.3.2 输配水工程 

输配水明渠设计。给出渠道流量计算条件和方法，复核渠道设计流量，确定渠道断面设计参数，包

括渠道水位、水力坡降线、流速等水力计算条件和方法，列表给出水力计算成果，按照GB/T 50600的规

定进行断面设计、防渗设计和抗冻胀设计，确定地基处理措施。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分项工程量。 

输配水管道设计。给出灌溉管道设计流量，确定管道管径，按照GB/T 20203的规定计算管道压力和

水头损失,选择管道材料及耐压等级，确定管道防冻和其他要求的上部覆盖土层厚度等。绘制工程设计

图，计算管道系统分项工程量。  

9.3.3 渠系建筑物工程 

给出取水、分水等建筑物的过水能力衔接条件、消能防冲计算方法及结果。  

确定渠系建筑物结构型式及防冻、抗渗等地基处理措施，按照SL 482、SL 265、JTG D60的规定进

行建筑物的结构设计、稳定分析等，确定地基处理措施。计算建筑物数量、分项工程量，绘制工程设计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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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田间灌溉工程 

喷灌工程设计。分析确定喷头组合和喷灌强度、均匀度及水滴打击强度等参数；确定管材、管径和

喷头的型号、喷嘴直径、泵型和动力配套设施等。 

微灌工程设计。分析确定微灌灌水器类型、规格和性能参数，确定灌水器的设计工作水头，毛管的

布置形式，灌水器的组合形式及间距；选定泵型和动力配套设施。  

确定各类灌溉工程设备参数，计算分项工程量，绘制工程设计图。 

9.3.5 排水工程 

阐述项目区涝、渍、碱的成因，给出行业规定的排涝、排渍标准、排涝计算模数。根据实际情况，

按照SL/T 4的规定进行排水工程设计。列表给出排水沟(渠)的名称、起止点、长度、断面形式、断面设

计参数、设计流量、挖填方工程量等。 

当采用暗管排水时列表给出暗管的管径、长度、材料类型，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各分项工程量。 

田间道路工程  9.4 

给出田间道（机耕路）、生产路路断面宽度、结构型式和地基处理措施，论述采用混凝土土硬化路

面、石板路面的必要性。进行道路稳定分析与计算。农业机械田间行走道路设计、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

程设计应分别符合NY/T 2194、JTG 2111的规定。 

合理确定田间道路密度、道路两侧的路肩宽度、田间道（机耕路）与田面之间衔接方式、错车点、

末端调头点、农桥涵洞布置等。绘制田间道路工程设计图，统计分项工程量。 

农田防护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9.5 

9.5.1 农田防护林工程  

给出各类防护林带的宽度、结构、间距(株行距)、占地面积、用地情况(长、宽尺寸)、布置形式、

树种选择、植树数量、植树规格、树种来源，与主导风向的夹角等。 

9.5.2 岸坡防护工程 

针对选定的岸坡防护工程形式，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结构计算和稳定分析，同时考虑冲刷、防冻等

地基处理措施。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分项工程量。 

9.5.3 坡面防护工程  

根据设计标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针对选定护坡、截水沟、小型蓄水工程、排洪沟的结构方式，

按GB 51018进行工程设计，同时考虑冲刷、防冻等地基处理措施。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分项工程量。 

9.5.4 沟道治理工程  

根据给出的设计标准，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针对选定的谷坊、沟头防护工程结构方式，按照GB 51018

的规定进行工程设计，同时考虑冲刷、防冻等地基处理措施。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分项工程量。 

农田输配电工程  9.6 

9.6.1 输电线路工程  

按照GB/T 12527、GB/T 14049、DL/T 5118、DL/T 5220的规定进行高低压输配电线路规划、负荷计

算、导线规格和型号确定。绘制工程设计图，计算分项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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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变配电装置  

按照DL/T 5118、DL/T 5220的规定确定用电设备容量、计算用电负荷、确定变压器容量、配电箱（屏）

的型号、其他配套的变配电装置规格或型号（包括断路器、互感器、起动器、霹雷器、接地装置、弱电

井等）。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 9.7 

9.7.1 土壤改良工程  

明确土壤改良工程的地点、范围、改良土层厚度。  

土壤质地改良。给出掺黏、掺沙、客土、增施有机肥等的数量，包括选择的沙土、黏土、客土、有

机肥的质量要求、地点、运输距离、掺拌方法等。 

酸化土壤改良。给出石灰物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的数量、质量要求等，包括土壤pH值提高幅

度。 

盐碱土壤改良。给出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的数量、质量要求等，包括土壤pH值降低幅度。 

9.7.2 障碍土层消除工程 

明确障碍土层消除工程的地点、范围，给出建设目标和依据。 

根据障碍土层的类型、深度及作物生长需要，给出深耕、深松方案及作业深度，选择土壤障碍层消

除机具和实施方案等。 

9.7.3 土壤培肥工程  

明确土壤培肥工程的地点、范围，提出深耕深松的深度、行间隔距离等。 

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测土配方施肥，使养分比例适宜作物生长，确定施用有机肥品种、数量及

实施方案，确定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和其他保护性耕作措施，保持或持续提高耕地地力。有机肥质量应

符合NY 884、NY/T 525规定。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持续采取土壤培肥相关措施，逐步实现GB/T 30600

的规定。 

工程量汇总 9.8 

工程量汇总表见附录A中表A.7。 

工程设计图要求详见附录B。 

10 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条件  10.1 

阐明施工场地条件、地形地质条件、交通条件、水电供应条件，明确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和规避措

施等。 

主体工程施工 10.2 

10.2.1 田块整治工程 

给出土方开挖的类型，施工程序、方法、工艺要求。确定挖方的利用、运输方案，采用的机械种类、

规格。 

给出土方回填的土方来源、运输方案、土方回填采用的机械种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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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梯田定线、清基、修筑田坎、保留表土、修平田面等工序的施工工艺要求。 

10.2.2 灌溉与排水工程 

给出小型塘堰（坝）、蓄水池和小型集雨设施、小型泵站工程的基础开挖方案、主体工程施工工序

和各个工序的施工工艺要求。 

给出输配水、排水工程基础土方施工开挖、回填工艺及要求，根据输水、排水工程结构形式，包括

施工顺序和工艺流程及要求。 

给出田间灌溉工程的管道沟开挖回填工艺及要求，管材、管件安装方法及工艺流程。 

给出农桥、渡槽、倒虹吸、涵洞、水闸、跌水、陡坡、量水设施等渠系建筑物工程的基础开挖、结

构施工方案及工艺流程，质量要求等。 

给出农田机井工程的钻孔、井管安装、填封、洗井等的施工工艺以及抽水实验要求等。 

10.2.3 田间道路工程  

给出道路路基地质条件及承载力情况，路基、路面和路肩的施工工序和工艺。 

10.2.4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给出防护林的种植方法，抚育方案；根据护堤、护岸、谷坊、沟头防护、拦河坝、截水沟、排洪沟

等的结构形式，包括各项工程施工方案和工艺流程及要求。 

10.2.5 农田输配电工程 

给出输电线路的架设要求，变压器、隔离电器、通断电流的操作电器以及配电装置等的安装、检查、

调试和联合试运转要求。 

10.2.6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建设  

给出深耕、深松机具及施工方法和工艺流程。 

给出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和其他保护性耕作措施的施工方案、机具及施工方法和工艺

流程。 

施工总体布置    10.3 

给出施工总布置原则和总体布置方案，施工分区方案，包括施工工厂、施工仓库、生活设施、交通

运输、料场和堆弃渣场等。 

施工进度计划 10.4 

给出施工总进度安排的原则和依据以及业主对本工程投入运行期限的要求。 

安排施工总进度，确定施工总工期。 

给出各项工程施工顺序，绘制施工进度横道图或网络图。 

11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11.1 

11.1.1 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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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重点保护水域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措施方案，包括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废污水处理措施，

预防或减缓对生态环境影响。 

11.1.2 土壤环境保护 

给出施工营地及管理区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置方案，防止因施工活动给土壤环境造成破坏，预防

或减缓对生态环境影响。 

安全生产 11.2 

11.2.1 劳动安全措施  

阐述可能产生的机械伤害、电气伤害、坠落伤害、气流伤害、强风雾雨和雷击伤害的场所，给出有

针对性的提出防范防护措施。 

阐述可能产生的洪水淹没伤害、火灾爆炸伤害和交通事故伤害场所，给出有针对性的提出防范防护

措施。 

11.2.2 工业卫生措施   

给出施工过程中防止噪声与振动、电磁辐射及防尘防毒的要求和措施。 

给出各工作场所的采光与照明、通风、温度与湿度控制、防水与防潮要求，包括相应的保障措施和

工程管理单位保障饮水安全的措施。 

给出安全卫生宣传、培训的方案及抢险救援应急预案。 

12 项目概算与资金筹措 

编制依据  12.1 

给出项目概算采用的规范、定额、价格水平，以及主要材料、次要材料、主要设备等价格确定的依

据，包括采用的其他行业规定及定额颁发的时间、文号与适用条件等。 

根据DB21/T XXX.2 确定项目概算。 

调查并分析计算主要材料预算价格、确定次要材料价格，并依据施工组织设计计算基础单价和工程

预算单价。 

调查并分析确定小型发电机、水泵、变压器、闸门、启闭机、信息化与自动化系统等主要设备价格

以及信息系统主要软件价格。 

调查并分析确定土壤培肥工程的有机肥、种植绿肥价格。 

涉及其他行业的单项工程预算，可依据相关行业规定和定额编制。 

明确勘察设计费、建设工程监理费、项目管理费等费用计提计算办法和依据。 

项目概算 12.2 

给出农田基础建设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设备购置、其他工作与措施概算，包括占总投资的比

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预算汇总表样式见附录A中表A.8。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情况表样式见附录A中表A.9。 

资金筹措 12.3 

给出项目资金来源与构成，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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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自筹资金投入的项目，给出自筹资金投入来源；对于有投工投劳的项目，需提供农民同意投

工投劳的“一事一议”决议。  

13 效益分析 

农业生产条件及生态环境改善 13.1 

13.1.1 新增耕地分析 

分析新增耕地的来源、数量和分布特征。对项目区内通过土地平整、农田防护等方式新增的耕地应 

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明确土地类型，面积及产能，分析建设前后耕地类型变化情况，按照附录A中表

A.10填写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照表。 

应对新增耕地进行质量等级评定。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应符合GB/T 21010的规定，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应符合GB/T 33469的规定。 

13.1.2 新增和改善灌溉与排水能力分析  

分析项目区水源、输水、排水等工程建设情况，给出新增和改善灌溉达标面积、新增和改善排水达

标面积、新增节水灌溉面积，计算年节约水量、灌溉水利用率提高百分比等。 

13.1.3 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分析  

给出增加的农田林网防护面积、机耕面积、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值、道路通达率、蓄水池容量等。 

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 13.2 

给出项目粮食（玉米、水稻）、油料（大豆、花生）和其他农产品（土豆、红薯）年均新增生产能

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宜符合GB/T 30600的规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3.3 

计算项目区年直接受益农户数量、直接受益农业人口数、直接受益农民年纯收入增加总额，明确项

目区公众满意度。 

其他效益 13.4 

计算项目区扩大良种种植面积、治理盐碱化土地面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项

目区土地流转面积。明确项目建成后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数，包括农业龙头企业个数、农民合作组

织个数、家庭农场个数、种粮大户个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期效益表见附录A中表A.11。 

14 实施管理与建后管护 

项目实施管理  14.1 

14.1.1 实施管理机构  

简述实施管理机构成立情况，确定各机构的职责、权利和责任人。给出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14.1.2 实施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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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开展各项前期工作方案，并对项目实施中的管理环节做相应

工作计划和安排，包括工程招投标制度和管理办法、建设工程监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工程质量检查验收

制度和管理办法、资金、进度控制度和管理办法等。 

建后管护 14.2 

给出工程移交内容、移交手续。明确新增耕地权属、管护主体及相应的职责和权利、管护范围及管

护内容、维修办法、管理维护经费来源及筹措方式。建后管护应符合GB/T 30600规定。 

15 附件 

必备附件  15.1 

必备附件包括：工程设计图册、村民代表及相关权益人意见书、市级专家评审意见书（每个项目均

需提供评审意见书并有专家签字）、设计单位对专家评审意见的修改说明书（对专家意见逐条说明修改

情况）。 

可选附件 15.2 

可选附件包括：项目取土承诺、电力增容许可、地质勘探报告、取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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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初步设计报告编排格式 

A.1 报告构成 

报告构成为：封面、扉页、资质页、目录、报告正文、附件。在报告正文最后面给出引用文献名称。 

A.2 报告封面和扉页 

报告封面上方应有完整项目名称，其下为报告标题，左上方注明资质证书的行业、资质等级和证书

编号，下方应有设计报告编制单位名称、编制日期。扉页应该列出项目名称、报告标题、承担单位名称

和项目负责人、设计报告编制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编制人和编制日期。 

项目名称的具体规定为：项目区包括一个乡（镇），命名为xx年xx县（市、区）xx乡（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区包括两个乡（镇）的项目，命名为xx年xx县（市、区）xx乡（镇）和xx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区包括3（含3）个以上乡镇的项目：命名为xx年xx县（市、区）xx乡（镇）

等n个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如果按照流域或公路沿线命名的，应遵循“xx年xx县（市、区）

xxx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规则。 

报告的封面、扉页按图A.1、图A.2样式编排。 

A.3 目录 

目录按图A.3样式编制。 

A.4 报告编写一般要求 

报告内容完整、层次分明、语言简练、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引用资料数据无误、配套图表齐全。

报告文字使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规范字，用阿拉伯数字或科学计数法表示数量。 

标点符号符合GB/T 15834的规定。 

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GB 3100、3101、3102选用。单位名称统一，量和单位不用中文名称，而用

法定符号表示。 

引用的资料与成果应正确，并明确交代其来源或依据。 

报告原稿装订时，所有图表均应折叠整齐，大小与所用打印纸一致，装订部位在左侧装订线处。 

A.5 报告格式 

A.5.1 层次划分与编号 

报告层次分为章、节、条、项和小项等5个层次。章、节、条的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应左起

顶格书写，层次之间在数字右下角加圆点，如第1章，第2节，第3条，应写成1.2.3。项用带括号的阿拉

伯数字表示，如（1），（2），（3）……，小项用半括号的阿拉伯数字书写如1)，2)，3)…… 

章、节、条有标题，标题后面不应该有标点符号，并单独成一行，与正文分开。项可根据情况设或

不设标题，但在同一章中必须统一设或统一不设标题；项设有标题的，标题后面不应该有标点符号，并

单独成一行，与正文分开。 

章的编号应在同一文件内连续排列，节的编号应在所属章内连续排列，其余类同。 

章和节下面不允许直接设项和小项，如遇到并列的语句时，可采用破折号加以区别。 

A.5.2 字体与字号 



DB 21/T XXXX—XXXX 

17 

章采用三号黑体字，节采用小三号黑体，条采用四号黑体，项、小项及正文采用小四号宋体。 

A.5.3 表格的规定 

A.5.3.1 编号与表名 

表格应有编号和表名。表的编号由“表”“章号”和阿拉伯数值组成，例如第1章的第1个表应为“表

1-1”，表的编号应在所属章内连续排列。表格边框用实线封闭，编号写在上部左顶线端，表名书写在

表格上方居中位置。 

当表格需要转页续排时，应在随后的各页上重复表的编号和表名，并在续表的编号前加“续”字，

如“表1-2”的续表应为“续表1-2”，续表均应重复表头及与单位有关的陈述。 

A.5.3.2 表格中的计量单位 

表格栏中的计量单位与项目用横线隔开，计量单位不加括号，如表A.1所示。 

表 A.1  计量单位示例表 

项目 
长度 宽度 

m m 

当所有的计量单位都相同时，则应在表的右上角注明单位，如表A.2所示。 

表 A.2  计量单位相同时的示例表    

单位：mm 

类型 长度 内直径 外直径 

A 150 30 50 

A.5.3.3 表的注释 

表的注释书写在表格底线下左起顶格。写上“注”字后加冒号“：”，再写上序号①、②……和注

释文字，每条注释应另起行，编号对齐，除末条结束后加句号“。”外，其余各条结束后，可视情况加

分号“；”或句号。当同一条注释内容较长时应另行书写，移行时，与开始书写文字的位置齐平。 

A.5.3.4 表中的说明 

表中文字说明，每句后面加标点符号，但最后一句不加标点符号。 

A.5.3.5 表中文字的规定 

表中文字采用五号仿宋体，如果表格大小与页面不符，可调整表中文字字号，但不应大于正文文字。

表格宽度应满幅编排。 

A.5.3.6 其他规定 

表中相邻参数（竖向计量单位）的数字或文字内容相同时，禁止使用“同上”“同左”或“〝”的

文字和符号，而应逐个填写或以通栏表示，某些栏无内容填写时用短横线表示，禁止打斜线或空白。通

栏表示方法见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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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通栏的表示方法示例表 

项目 
长度 宽度 

m m 

*** 12 15 

*** 12 15 

*** - - 

 

报告中表格形式按统一格式填写，其中： 

—— 土地利用现状表见表 A.4； 

—— 项目区现状年水资源供需水量平衡分析见表 A.5； 

—— 项目区规划年水资源供需水量平衡分析见表 A.6；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量汇总表见表 A.7；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费用占比表见表 A.8；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总表见表 A.9； 

——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照情况表见表 A.10；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期效益表见表 A.11。 

A.5.4 图的规定 

报告中的图应有编号和图名，其编号按章号前面加“图”字，图名后面也要加一个“图”字，编号

和图名位于图的下方居中，当其中有多个图时，可加数字区分，如：图1－1×××图、图1－2×××图。 

A.5.5 标题的规定 

第一章 □□□□□（一级标题，居中，三号，黑体，单列一行） 

1.1  □□□□□（二级标题，小三号，黑体，左对齐，单列一行） 

1.1.1  □□□□□（三级标题，四号,黑体，左对齐，单列一行） 

正文：XXXXX（小四，宋体） 

A.6 附件的规定 

村民代表及相关权益人意见书按图A.4样式编排。 

专家意见修改说明书需设计单位盖章签字。 

可选附件均由相关部门出具并盖章签字。 

A.7 纸型、页码及版心要求 

报告开本大小：210mm×297mm（A4纸）。 

报告页码：页码从第一章总论开始，页脚中间，用阿拉伯数字编写，从1、2、3……。 

版芯要求：左边距：25mm，右边距：25mm，上边距：25mm，下边距：25mm，页眉边距：23mm，页脚

边距：18mm。 

正文段落：小四号字，首行缩进2个中文字符，段前段后均为0，正文为1.5倍行间距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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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五号宋体字） 

报告阶段：（五号宋体字，注明送审稿/报批稿） 

 

 

 

xx年 xx县（市、区）xx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或改造提升）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 

（一号黑体字） 

 

 

 

 

 

 

编制单位（公章）：xxx（三号宋体字） 

编制日期：xx 年 xx 月（三号宋体字） 

图 A.1 设计报告封面格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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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xxx（三号宋体字） 

 

项目承担单位：xxx（三号宋体字） 

项目负责人：xxx（三号宋体字） 

 

 

 

 

 

项目设计单位：xxx（三号宋体字）加盖设计单位印章 

 

法定代表人：xxx（三号宋体字） 

 

技术总负责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项目负责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编制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编制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三号宋体字） 

 

图 A.2 设计报告扉页格式图 
A  

初步设计报告目录标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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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三号黑体字，居中） 
 

第 1 章 综合说明（四号，宋体） 

1.1 项目概况(小四，宋体)…………………………………………1 

1.2 水土资源概况(小四，宋体)……………………………………1 

……………………………… 

第 2 章 项目区概况（四号，宋体） 

2.1 项目区位(小四，宋体)…………………………………………x 

2.2 项目区自然状况(小四，宋体)…………………………………x 

2.3 社会经济状况(小四，宋体)……………………………………x 

2.4 基础设施状况(小四，宋体)……………………………………x 

2.4.1 水利骨干工程现状（小四，宋体）………………………x 

2.4.2 田间工程现状（小四，宋体）……………………………x 

2.4.3 农业机械作业水平（小四，宋体）………………………x 

2.4.4 交通与电力设施（小四，宋体）…………………………x 

2.4.5 自然灾害因素（小四，宋体）……………………………x 

2.5 综合分析(小四，宋体)…………………………………………x 

……………………………… 

……………………………… 

……………………………… 

图 A.3 设计报告目录格式图 
A  

B  
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照情况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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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土地利用现状表 

类别名称 XX村 XX村 …… 合计 占总面积的比例%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耕地 

（01） 

 

水田（0101）      

水浇地（0102）      

旱地（0103）      

小计      

园地 

（02） 

果园（0201）      

茶园（0202）      

其他园地（0203）      

小计      

……       

 

 

 

 



 

 

DB 21/T 
XXXX—

XXXX 

2
3 

B  
C  

C  
D  

  

表 A.5 项目区现状年水资源供需水量平衡分析表 

项目区 
可利用水资源量 可供水量 需水量 余缺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XXX             

XXX             

 

  

表 A.6 项目区规划年水资源供需水量预测平衡分析表 

项目区 规划年 降水频率 
可利用水资源量 可供水量 需水量 余缺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地表水 地下水 合计 

XXX  
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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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量汇总表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规格 工程量 

1 田块整治工程    

1.1 耕作田块修筑工程    

1.1.1 条田 亩   

1.1.2 梯田 亩   

1.1.3 其他田块 亩   

1.2 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1.2.1 客土回填 亩   

1.2.2 表土保护 亩   

2 灌溉与排水工程    

2.1 小型水源工程    

2.1.1 塘堰（坝） 座   

2.1.2 蓄水池及小型集雨设施 座   

2.1.3 小型泵站 座   

2.1.4 农用机井 座   

2.2 输配水工程    

2.2.1 明渠 km   

2.2.1.1 支渠 km   

2.2.1.2 斗渠 km   

2.2.1.3 农渠 km   

2.2.2 管道 km   

2.2.2.1 干管 km   

2.2.2.2 支管 km   

2.3 渠系建筑物工程    

2.3.1 农桥 座   

2.3.2 渡槽 座   

2.3.3 倒虹吸 座   

2.3.4 涵洞 座   

2.3.5 水闸 座   

2.3.6 跌水与陡坡 座   

2.3.7 量水设施 座   

2.3.8 其他 座   

2.4 田间灌溉工程    

2.4.1 喷灌 亩   

2.4.1.1 喷头 个   

2.4.1.2 干管 km   

2.4.1.3 支管 km   

2.4.2 微灌 亩   

2.4.2.1 喷头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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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量汇总表（第2页/共3页）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规格 工程量 

2.4.2.2 干管 km   

2.4.2.3 支管 km   

2.4.3 管道输水灌溉 亩   

2.4.3.1 给水栓 个   

2.4.3.2 干管 km   

2.4.3.3 支管 km   

2.5 排水工程    

2.5.1 明沟    

2.5.1.1 支沟 km   

2.5.1.2 斗沟 km   

2.5.1.3 农沟 km   

2.5.2 暗管    

2.5.2.1 干管 km   

2.5.2.2 支管 km   

2.5.3 排渍工程    

2.5.3.1 排渍明沟 km   

2.5.3.2 排渍暗管 km   

2.5.4 排水井 座   

2.5.5 排水闸 座   

2.5.6 排涝站 座   

2.5.7 排涝闸站 座   

3 田间道路工程    

3.1 田间道（机耕路）    

3.1.1 硬化道路 km   

3.1.2 砂石路 km   

3.2 生产路 km   

3.3 附属设施 处   

4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4.1 农田防护林工程    

4.1.1 农田防风林 株   

4.1.2 梯田埂坎防护林 株   

4.1.3 护路护沟护坡林 株   

4.2 岸坡防护工程    

4.2.1 护地堤 km   

4.2.2 生态护岸 km   

4.3 坡面防护工程    

4.3.1 护坡    

4.3.2 截水沟    

4.3.3 小型蓄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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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量汇总表（第3页/共3页）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规格 工程量 

4.3.4 排洪沟    

4.4 沟道治理工程    

4.4.1 谷坊 处   

4.4.2 沟头防护 处   

5 农田输配电工程    

5.1 输电线路    

5.1.1 10kv以下的高压输电线路 km   

5.1.2 低压输电线路 km   

5.2 变配电装置    

5.2.1 变压器 台   

5.2.2 配电箱（屏） 处   

5.2.3 其他变配电装置 处   

5.3 弱电工程 处   

6 其他工程    

6.1 田间监测工程 处   

6.2 仪器设备 台/件   

7 土壤改良工程    

7.1 土壤质地改良 亩   

7.2 酸化土壤改良 亩   

7.3 盐碱土壤改良 亩   

7.4 土壤风蚀沙化防治 亩   

7.5 板结土壤治理 亩   

8 障碍土层消除工程    

8.1 深耕 亩   

8.2 深松 亩   

9 土壤培肥工程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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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  
F  

F  
G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预算汇总 

表 A.8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费用占比表 

序号 建设工程或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各项费用占总投资比例（%） 

1 建设规模 万亩   

2 项目总投资 万元   

3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    

1） 田块整治工程 万元   

2） 灌溉与排水工程 万元   

3) 田间道路工程 万元   

4)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万元   

5) 农田输配电工程 万元   

6) 其他工程 万元   

4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投资    

1） 土壤改良工程 万元   

2） 障碍土层改良工程 万元   

3） 土壤培肥工程 万元   

5 其他工程及措施    

1） 勘察设计费 万元   

2） 工程招投标费 万元   

3） 工程监理费 万元   

4） 项目管理费 万元   

5） 其他费用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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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总表 

编号 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概算价格（万元） 备注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汇总     

一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 田块整治工程     

1.1 耕作田块修筑工程     

1.2 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2 灌溉与排水工程     

2.1 小型水源工程     

2.2 输配水工程     

2.3 渠系建筑物工程     

2.4 田间灌溉工程     

2.5 排水工程     

3 田间道路工程     

3.1 田间道（机耕路）     

3.2 生产路     

3.3 附属设施     

4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4.1 农田防护林工程     

4.2 岸坡防护工程     

4.3 坡面防护工程     

4.4 沟道治理工程     

5 农田输配电工程     

5.1 输电线路     

5.2 变配电装置     

5.3 弱电工程     

6 其他工程     

6.1 田间监测工程     

二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     

1 土壤改良工程     

1.1 土壤质地改良     

1.2 酸化土壤改良     

1.3 盐碱土壤改良     

1.4 土壤风蚀沙化防治     

1.5 板结土壤治理     

2 障碍土层消除工程     

2.1 深耕     

2.2 深松     

3 土壤培肥工程     

三 其他工作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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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总表（续） 

编号 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概算价格（万元） 备注 

1 勘察设计费     

2 工程招投标费     

3 工程监理费     

4 项目管理费     

5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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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期效益表 

 

表 A.10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对照表 

类别名称 建设前 建设后 增减量（+/-） 

一级 

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亩） 比例（%） 面积（亩） 比例（%） 面积（亩） 比例（%） 

耕地 

（01） 

水田（0101）       

水浇地（0102）       

旱地（0103）       

小计       

园地 

（02） 

果园（0201）       

茶园（0202）       

其他园地（0203）       

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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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预期效益表 

项目名称 单位 行次 数值 

一、农业生产条件及生态环境改善 — 1  

   新增耕地面积 亩 2  

       其中，新增水田面积 亩 3  

       新增耕地平均增加等级 级 4  

   新增和改善灌溉达标面积 万亩 5  

   新增和改善排水达标面积 万亩 6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7  

       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8  

   年节约水量 10
4
m
3
 9  

   灌溉水利用率提高 ％ 10  

   增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 万亩 11  

   增加机耕面积 万亩 12  

   农业综合机械化提高值 ％ 13  

   道路通达率 ％ 14  

   蓄水池容量 10
4
m
3
 15  

二、年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 — 16  

   粮食 10
4
kg 17  

   棉花 10
4
kg 18  

   油料 10
4
kg 19  

   糖料 10
4
kg 20  

   其他农产品 10
4
kg 21  

三、项目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22  

   项目区年直接受益农户数量 户 23  

   项目区年直接受益农业人口数 人 24  

   项目区直接受益农民年纯收入增加总额 万元 25  

   项目区公众满意度 ％ 26  

四、其他效益 — 27  

   扩大良种种植面积 万亩 28  

   治理盐碱化土地面积 万亩 29  

   治理酸化土地面积 万亩 30  

   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万亩 31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万亩 32  

   项目区土地流转面积 万亩 33  

   项目区引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个数 个 34  

       农业龙头企业个数 个 35  

       农民合作组织个数 个 36  

       家庭农场个数 个 37  

       种粮大户个数 个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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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初步设计图纸要求 

B.1 初步设计图纸一般要求 

B.1.1 图册 

图册应符合以下要求： 

—— 应有图纸目录，并应分列注明序号、图纸名称、图纸编号、图纸张数； 

—— 应包括设计说明、单项工程技术要求、项目区现状图、平面布置图、典型地块布置图、土方

图、工程设计图等； 

—— 应符合国家颁布的相关专业制图标准； 

—— 图纸应清晰，无错漏、缺失等错误和损坏； 

—— 图幅一般控制在 A2图以内 (总平面图除外)，折成 A3 标准图； 

—— 设计图应为计算机软件绘制，避免涂改； 

—— 标题栏应进行有效签署，有设计、审核、审定三级人员签署，签署人员每人只能签署一级； 

—— 单独装订成册的图纸提交委托单位或报批时，应在封面上加盖设计单位出图专用章。 

B.1.2 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应包括：项目概况、建设内容、建构筑物设计标准及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施工注意事项

等。 

B.2 工程项目规划图 

B.2.1 项目区位置图  

区域位置图要求绘制在1：5000～1：50000的县级及以下行政区划图上，出图比例控制在A2图以内。 

B.2.2 项目区现状图  

应以“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图为项目设计低图，表明项目区不同地类、道路、林网、水系、沟渠、

水工建筑物、输变电、村庄等分布情况。 

B.2.3 项目区平面布置图  

初步设计平面布置图应以最新的地形图为基础绘制，地形地貌要素及基础设施现状宜灰化处理，以

凸显规划建设工程。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高程系统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3°分带。项目分片区规模在2000亩以下的比例尺，

平原区不低于1:2000，丘陵区应适当提高；2000亩～5000亩不低于1:5000，5000亩以上不低于1:10000。

图中应反映项目区范围内原有和拟建工程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测量坐标格网、坐标值，项目区边界测量坐标(或定位尺寸)，按表 B.1 填写项目区边界主要界

址点坐标表； 

—— 原始地形等高线、地貌特征、地上主要建筑物、构筑物； 

—— 项目设计的各项工程，包括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 、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平面布置和主要位置坐标(或定位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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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区规划建设道路、灌排沟渠、输电线路等专门标注始点、末点、拐点等位置和坐标。

图纸幅面有限的，可单独列表给出各建筑物的定点定位坐标； 

—— 指北针用风玫瑰图； 

—— 说明栏内注明尺寸单位、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单位、日期、坐标及高程系统名称，配置图

例及其他必要的说明等； 

—— 项目区土地利用结构现状表。 

表 B.1 项目区边界主要界址点坐标表 

界址点号 X坐标（m） Y坐标（m） 

J1 4523130.25 41562368.52 

J2   

J3   

J4   

……   

注： 如项目区存在多个片区，需分片区统计列表。 

B.3 工程设计图 

B.3.1 一般规定 

工程设计图成图图幅宜采用A3（297 mm×420 mm）。 

工程设计比例宜采用1:10n、1:20n、1:50n；可采用1:1.5×10n、1:2.5×10n、1:3×10n、1:4×10n

（n为整数）。整张图纸中采用多种比例时，应分别标注于对应图下。 

—— 工程设计图按正投影法绘制，应精确标示建筑物结构、尺寸和建筑材料；标注齐全、填充图

式与符号规范。 

—— 在同一张图上的字体应统一。说明和注释应采用数字形式编排序号，左对齐；宜放置在图纸

下方适宜位置。 

—— 单体工程设计图应附工程量统计表。 

—— 水利工程设计图制图应符合 SL73.2的规定；田间道路工程设计图制图应符合 GB 50162的规

定；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图应符合 GB/T 50817的规定，房屋建筑工程设计图应符合 GB/T 50001

的规定。 

B.3.2 田块整治工程  

应绘制平整土方工程图或断面图，修筑梯田的田块应绘制梯田平面图、断面图和土方工程量计算图。 

B.3.3 小型水源工程 

小型塘堰：应绘制平面图和剖面图。剖面图应沿入水口、沉砂池、出水口方向剖切,标注出材料名

称、池深、设计水位、进出水口标高。 

蓄水池和小型集雨设施：应绘制纵剖面图，标注出各部位的直径和深度以及建筑材料名称。 

小型泵站：应按土建工程要求绘制泵房的平、立、剖面图、结构图和上游引水渠、前池、厂房、压

力管道和压力池等内容的平面图、纵剖面图及渠道的横剖面图，标注各部位尺寸和管道直径等。 

农田机井：绘制井剖面图，图中应标注出井的编号、井孔处地面标高、机井水位、井孔直径、含水

层性质及原设井管的材料名称、井深及过滤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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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灌溉与排水工程 

灌溉与排水渠道、管道工程应利用现有地形图绘制渠道、管道平面布置图和纵横断面图。标注:渠

道堤顶高程、设计水深、底宽、边坡系数、护坡防渗材料等。 

田间工程中排灌渠道较多时,项目区平面布置图应绘出干、支渠和典型毛渠分布情况，其他可用表

格表示。 

灌排渠系的各种构筑物,如闸、渡槽、倒虹吸、跌水、陡坡、桥涵等,应绘制平面图、纵、横断面图

和俯视图。标注出构筑物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尺寸、上下游水位及材料名称。但构筑物具有相同形式而

尺寸不同时，只绘出典型图纸，各种尺寸和材料可列表表示。 

田间灌溉工程应绘制从首部到毛管的管道系统原理图和平面图,应标注出首部、干管、支管和毛管

的名称、规格、长度及给水栓的位置。对固定式灌溉系统的田间灌溉部分可只绘出一条支管的毛管或喷

滴灌典型平面布置图；对于半固定式灌溉系统，可绘出一条支管上移动管道的平面布置图；使用灌溉用

车时，可只绘制固定管道，滴灌毛管和喷头可不绘制图纸。 

B.3.5 田间道路工程  

田间道路图纸应标注材料的名称、厚度、道路各部位的宽度。山区的田间道路应绘制纵、横断面图，

平原区当填挖变化不大时，可只绘横断面图。 

B.3.6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防护林网应绘制平面图，标出林网宽度。当与田间道路、灌排沟渠结合布置时，可一并绘制。 

岸坡防护、沟道治理、坡面防护工程，应绘制平面图和剖面图。标注出工程各部位的标高、尺寸、

材料、名称等。 

B.3.7 农田输配电工程  

应绘制供电线路的平面图,标出变压器位置、规格、型号，表明电线(缆)布置方式、规格型号,绘出

电线杆的平面布置图，列出电缆表。 

B.3.8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  

除了全域实施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外，应将各项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实施范围单独明确到工程设计图纸

上，并注明相应技术指标。 

B.4 初步设计图册格式 

设计图册开本大小：420mm×297mm（A3纸）。 

设计图册的封面按图B.1样式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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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xxx（五号宋体字） 

证书编号：xxx（五号宋体字） 

xx年 xx县（市、区）xx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或改造提升）项目 

 

设计图册（一号黑体字） 

 

项目设计单位：xxx（三号宋体字）加盖设计单位出图专用章 

编制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三号宋体字） 

图 B.1 设计图册封面标准格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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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项目概算书编排格式 

C.1 项目概算书格式规定 

项目概算书单独装订成册。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 指南第2部分：项目概算编制》（DB 21/ TXXXX

—2020）要求进行，主要内容应包括概算编制说明、总概算表、工程概算表、工程概算附件、概算附件

等。 

项目概算书封面或扉页中应注明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编制日期、单位资质证书号,由审定、审核、

专业负责人和主要编制人署名，并加盖单位印章。 

项目概算书的封面、扉页按图C.1、C.2样式编制。 

项目概算书编制说明应包括工程概况、编制依据、投资主要指标、其他应说明的问题。 

项目概算书文字、页面格式按设计报告相关要求执行。 

项目概算书应包含如下表格。 

a) 总概算表：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概算总表； 

——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工程概算汇总表； 

—— 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工程概算汇总表。 

b) 工程概算表。 

c) 工程概算附件： 

—— 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 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 主要材料概算价格汇总表； 

—— 次要材料概算价格汇总表； 

—— 施工机械台班费汇总表； 

——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 主要材料、设备用量汇总表； 

—— 工日数量汇总表。 

d) 概算附件： 

—— 主要材料概算价格计算表； 

—— 混凝土材料单价计算表； 

—— 建筑工程单价表； 

—— 安装工程单价表。 

C.2 项目概算书封面格式 

项目概算书封面和扉页按统一格式要求进行编排，详见图C.1和图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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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证书：XXX（五号宋体字） 

证书编号：XXX（五号宋体字） 

 

 

 

xx年 xx县（市、区）xx乡（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或改造提升）项目 

项目概算书（一号黑体字） 

 

 

 

 

 

编制单位（公章）：xxx（三号宋体字） 

编制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三号宋体字） 

图 C.1 项目概算书封面标准格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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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xxx（三号宋体字） 

 

 

 

 

编制单位：xxx（三号宋体字）加盖设计单位印章 

 

 

编制单位资质证书号： 

预算审定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预算审核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项目负责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预算编制人：xxx（三号宋体字）+签章 

编制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三号宋体字） 

 

图 C.2 项目概算书扉页标准格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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