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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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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与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规划引导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和数量、质量、生态并重原则”的内容（见４．１～４．３，

２０１４年版的４．１～４．３）；

———增加了“绿色生态原则”（见４．４）；

———将“维护权益原则”更改为“多元参与原则”（见４．５，２０１４年版的４．４）；

———将“可持续利用原则”更改为“建管并重原则”（见４．６，２０１４年版的４．５）；

———增加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划分（见５．１和附录Ａ）；

———更改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限制区域、禁止区域的内容（见５．３～５．５，２０１４年版的

５．２～５．４）；

———将“土地平整”更改为“田块整治”，更改了田块整治工程的建设要求（见６．２，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２、

附录Ｂ的Ｂ．１）；

———更改了灌溉与排水工程各部分建设内容的建设要求（见６．３，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４、Ｂ．３）；

———更改了田间道路工程部分建设内容的建设要求（见６．４，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５、Ｂ．４）；

———更改了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各部分建设内容的建设要求（见６．５，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６、

Ｂ．５）；　

———更改了农田输配电工程各部分建设内容的建设要求（见６．６，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７、Ｂ．６）；

———将“土壤改良”和“土壤培肥”更改为“农田地力提升工程”（见第７章，２０１４年版的６．３、９．２、Ｂ．２）；

———将“管理要求”“监测与评价”“建后管护与利用”更改为“管理要求”（见第８章，２０１４年版的

第７章、第８章、第９章）；

———更改了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见附录Ｂ，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Ａ）；

———删除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统计表（见２０１４年版的附录Ｃ）；

———增加了各区域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要求（见附录Ｃ）；

———增加了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体系（见附录Ｄ）；

———增加了高标准农田地力参考值（见附录Ｅ）；

———增加了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见附录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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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永田、郭红宇、杜晓伟、刘瀛、王志强、李荣、何冰、郝聪明、陈子雄、韩栋、

楼晨、宋昆、杨红、郑磊、赵明、吴勇、袁晓奇、胡恩磊、孙春蕾、辛景树、李红举、王志强、高祥照、陈新云、

陈守伦、谭炳昌、胡炎、周同。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４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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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自发布以来，对统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提升农田建设质量，规范农田建设

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农业农村形势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的新变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引用的 ＧＢ５０２８８、ＧＢ／Ｔ２１０１０等标准陆续修订，

ＧＢ／Ｔ３３４６９等相关标准发布实施，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在实际应用中问题逐渐显现，难以满足农业现

代化发展要求。为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农田地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９〕５０号）要求加快修

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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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建设区域、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工

程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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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Ｔ１２５２７　额定电压１ｋＶ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ＧＢ／Ｔ１４０４９　额定电压１０ｋＶ架空绝缘电缆

ＧＢ／Ｔ２０２０３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Ｔ２１０１０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Ｔ３３４６９　耕地质量等级

ＧＢ５００５３　２０ｋＶ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ＧＢ／Ｔ５００８５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２６５　泵站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８８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ＧＢ／Ｔ５０３６３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０４８５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０５９６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Ｔ５０６００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ＧＢ／Ｔ５０６２５　机井技术规范

ＧＢ５１０１８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ＤＬ／Ｔ５１１８　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ＤＬ／Ｔ５２２０　１０ｋＶ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规范

ＮＹ／Ｔ１１１９　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

ＳＬ４８２　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ＳＬ／Ｔ７６９　农田灌溉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高标准农田　狑犲犾犾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犱犳犪狉犿犾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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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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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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　狑犲犾犾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犱犳犪狉犿犾犪狀犱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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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田块整治工程　犳犻犲犾犱犮狅狀狊狅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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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包括耕作田块修筑工程和耕作层地力保持工程。

３．４

土壤有机质　狊狅犻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

土壤中形成的和外加入的所有动植物残体不同阶段的各种分解产物和合成产物的总称。

注：包括高度腐解的腐殖物质、解剖结构尚可辨认的有机残体和各种微生物体。

［来源：ＧＢ／Ｔ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３．９，有修改］

３．５

有效土层厚度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犻犾犾犪狔犲狉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作物能够利用的母质层以上的土体总厚度；当有障碍层时，为障碍层以上的土层厚度。

［来源：ＧＢ／Ｔ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３．１４］

３．６

耕层厚度　狆犾狅狌犵犺犾犪狔犲狉狋犺犻犮犽狀犲狊狊

经耕种熟化而形成的土壤表土层厚度。

［来源：ＧＢ／Ｔ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３．１５］

３．７

耕地地力　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犾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

在当前管理水平下，由土壤立地条件、自然属性等相关要素构成的耕地生产能力。

［来源：ＧＢ／Ｔ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３．２］

３．８

耕地质量　犮狌犾狋犻狏犪狋犲犱犾犪狀犱狇狌犪犾犻狋狔

由耕地地力、土壤健康状况和田间基础设施构成的满足农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安全的能力。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规划引导原则。符合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国家有关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统

筹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

４．２　因地制宜原则。各地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生产特征及主要障碍因素，确定建设内容与重点，采

取相应的建设方式和工程措施，什么急需先建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减轻或消除影响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４．３　数量、质量并重原则。通过工程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稳定或增加高标准农田面积，持续提高耕地

质量，节约集约利用耕地。

４．４　绿色生态原则。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农田生产和生态和谐发展。

４．５　多元参与原则。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引导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各类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建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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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建管并重原则。健全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实现可持续高效利用。

５　建设区域

５．１　根据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障碍因素和水源条件等，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划分为

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青藏区７大区域。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

划分见附录Ａ。

５．２　建设区域农田应相对集中、土壤适合农作物生长、无潜在地质灾害，建设区域外有相对完善的、能

直接为建设区提供保障的基础设施。

５．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区域包括：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

护区。

５．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限制区域包括：水资源贫乏区域，水土流失易发区、沙化区等生态脆弱区域，历史

遗留的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严重损毁且难以恢复的区域，安全利用类耕地，易受自然灾害损毁的

区域，沿海滩涂、内陆滩涂等区域。

５．５　高标准农田建设禁止区域包括：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退耕还林区、退牧还草区，

河流、湖泊、水库水面及其保护范围等区域。

６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应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区域特点和存在的耕地质量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

６．１．２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耕地集中连片，提升耕地质量，稳定或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优化土地

利用结构与布局，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和规模效益；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机械化作业水

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农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相协调；建立监测、评

价和管护体系，实现持续高效利用。

６．１．３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包括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

输配电及其他工程。按照工程类型、特征及内部联系构建的工程体系分级应按附录Ｂ规定执行，各区

域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要求按附录Ｃ规定执行。

６．１．４　鼓励应用绿色材料和工艺，建设生态型田埂、护坡、渠系、道路、防护林、缓冲隔离带等，减少对农

田环境的不利影响。

６．１．５　田间基础设施占地率指农田中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设

施占地面积与建设区农田面积的比例，一般不高于８％。田间基础设施占地涉及的地类按照ＧＢ／Ｔ２１０１０

规定执行。

６．１．６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使用年限指高标准农田各项工程设施按设计标准建成后，在常规维护条

件下能够正常发挥效益的最低年限。各项工程设施使用年限应符合相关专业标准规定，整体工程使用

年限一般不低于１５年。

６．２　田块整治工程

６．２．１　耕作田块是由田间末级固定沟、渠、路、田坎等围成的，满足农业作业需要的基本耕作单元。应

因地制宜进行耕作田块布置，合理规划，提高田块归并程度，实现耕作田块相对集中。耕作田块的长度

和宽度应根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作物种类、机械作业、灌溉与排水效率等因素确定，并充分考虑水蚀、

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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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耕作田块应实现田面平整。田面高差、横向坡度和纵向坡度根据土壤条件和灌溉方式合理

确定。

６．２．３　田块平整时不宜打乱表土层与心土层，确需打乱应先将表土进行剥离，单独堆放，待田块平整完

成后，再将表土均匀摊铺到田面上。

６．２．４　田块整治后，有效土层厚度和耕层厚度应符合作物生长需要。

６．２．５　平原区以修筑条田为主；丘陵、山区以修筑梯田为主，并配套坡面防护设施，梯田田面长边宜平

行等高线布置；水田区耕作田块内部宜布置格田。田面长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宽度应便于机械作业和

田间管理。

６．２．６　地面坡度为５°～２５°的坡耕地，宜改造成水平梯田。土层较薄时，宜先修筑成坡式梯田，再经逐年

向下方翻土耕作，减缓田面坡度，逐步建成水平梯田。

６．２．７　梯田修筑应与沟道治理、坡面防护等工程相结合，提高防御暴雨冲刷能力。

６．２．８　梯田埂坎宜采用土坎、石坎、土石混合坎或植物坎等。在土质黏性较好的区域，宜采用土坎；在

易造成冲刷的土石山区，应结合石块、砾石的清理，就地取材修筑石坎；在土质稳定性较差、易造成水土

流失的地区，宜采用石坎、土石混合坎或植物坎。

６．３　灌溉与排水工程

６．３．１　灌溉与排水工程指为防治农田旱、涝、渍和盐碱等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所修建的水利设施，应遵循

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的原则，根据旱、涝、渍和盐碱综合治理的要求，结合田、路、林、电进行统一规划和综

合布置。

６．３．２　灌溉与排水工程应配套完整，符合灌溉与排水系统水位、水量、流量、水质处理、运行、管理等要

求，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６．３．３　灌溉工程设计时应首先确定灌溉设计保证率。灌溉设计保证率按附录Ｃ各区域建设要求执行。

６．３．４　水源选择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的水源，水质应符合ＧＢ５０８４的规定。

水源利用应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辅，严格控制开采深层地下水。水源配置应考虑地形条件、水源特

点等因素，合理选用蓄、引、提或组合的方式。水资源论证应按ＳＬ／Ｔ７６９规定执行。

６．３．５　水源工程应根据水源条件、取水方式、灌溉规模及综合利用要求，选用经济合理的工程形式。水

源工程建设符合下列要求。

———井灌工程的泵、动力输变电设备和井房等配套率应达到１００％。

———塘堰（坝）容量应小于１０００００ｍ３，挡水、泄水和放水建筑物等应配套齐全。

———蓄水池容量应控制在１００００ｍ３ 以下，四周应修建高度１．２ｍ以上的防护栏，并在醒目位置设

置安全警示标识。

———小型集雨池（窖）、水柜等容量不宜大于５００ｍ３。集雨场、引水沟、沉沙池、防护围栏、取用水设

施等应配套齐全，相关设计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５９６的规定。

———斗渠（含）以下引水和提水泵站的设计流量或装机容量应根据灌溉设计保证率、设计灌水率、设

计灌溉面积、灌溉水利用系数及灌溉区域内调蓄容积等综合分析计算确定，引水设计流量应与

上级支渠、干渠等骨干工程输配水衔接，提水泵站的装机容量宜控制在２００ｋＷ 以下，泵站设

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６５的规定。

———机井设计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资源利用规划，按照合理开发、采补平衡的原则确定经

济合理的地下水开采规模和主要设计参数。机井设计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６２５的规定。

６．３．６　渠（沟）道、管道工程应按灌溉与排水规模、地形条件、宜机作业和耕作要求合理布置。工程建设

符合下列要求。

———在固定输水渠道上的分水、控水、量水、衔接和交叉等建筑物应配套齐全。

———平原地区斗渠（沟）以下各级渠（沟）宜相互垂直，斗渠（沟）长度宜为１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间距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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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渠（沟）长度相适宜；农渠（沟）长度、间距应与条田的长度、宽度相适宜。河谷冲积平原区、

低山丘陵区的斗、农渠（沟）长度可适当缩短。

———斗渠和农渠等固定渠道宜综合考虑生产与生态需要，因地制宜进行衬砌处理。防渗应满足

ＧＢ／Ｔ５０６００的规定。

———采用管道输水灌溉，管道系统应结合地形、水源位置、田块形状及沟、路走向优化布置。支管上

布置出水口，单个出水口的出水量应通过控制灌溉的格田面积、作物类型、灌水定额计算确定。

各用水单位应独立配水。管道系统宜采用干管续灌、支管轮灌的工作制度。规模不大的管道

系统可采用续灌工作制度。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建设应按ＧＢ／Ｔ２０２０３规定执行。

———季节性冻土区，冻土深度大于１０ｃｍ的衬砌渠道应进行抗冻胀设计。冻土深度小于１．５ｍ的

地区，固定管道应埋在冻土层以下，且顶部覆土厚度不小于７０ｃｍ，管道系统末端需布置泄水

井；冻土深度大于或等于１．５ｍ的地区，固定管道抗冻要求，按ＧＢ５０２８８规定执行。

６．３．７　渠系建筑物指斗渠（含）以下渠道的建筑物，主要包括农桥、渡槽、倒虹吸管、涵洞、水闸、跌水与

陡坡、量水设施等，工程设计按ＳＬ４８２规定执行，工程建设符合下列要求。

———渠系建筑物使用年限应与灌溉与排水系统主体工程相一致。

———农桥桥长应与所跨沟渠宽度相适应，桥宽宜与所连接道路的宽度相适应。荷载应按不同类型

及最不利组合确定。

———渡槽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有抗渗、抗冻、抗磨、抗侵蚀等功能的建筑材料及成熟实用的结构

型式修建。

———倒虹吸管应根据水头和跨度，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布置型式，进口处宜根据水源情况设置沉沙

池、拦渣设施，管身最低处设冲沙阀。

———涵洞应根据无压或有压要求确定拱形、圆形或矩形等横断面形式，涵洞的过流能力应与渠（沟）

道的过流能力相匹配。承压较大的涵洞应使用钢筋混凝土管涵、方涵或其他耐压管涵，管涵应

设混凝土或砌石管座。

———在灌溉渠道轮灌组分界处或渠道断面变化较大的地点应设置节制闸，在分水渠道的进口处宜

设置分水闸，在斗渠末端的位置宜设置退水闸，从水源引水进入渠道时宜设置进水闸控制入渠

流量。

———跌水与陡坡应采用砌石、混凝土等抗冲耐磨材料建造。

———渠灌区在渠道的引水、分水、退水处应根据需要设置量水堰、量水槽等量水设施，井灌区应根据

需要设置管道式量水仪表。

６．３．８　应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取渠道防渗、管道输水灌溉、喷微灌等

节水灌溉措施，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３６３的规定。

６．３．９　应根据气象、作物、地形、土壤、水源、水质及农业生产、发展、管理和经济社会等条件综合分析确

定田间灌溉方式。地面灌溉工程建设应按ＧＢ５０２８８规定执行，喷灌工程建设应按ＧＢ／Ｔ５００８５规定执

行，滴灌、微喷和小管出流等形式的微灌工程建设应按ＧＢ／Ｔ５０４８５规定执行，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建设

应按ＧＢ／Ｔ２０２０３规定执行。

６．３．１０　农田排水标准应根据农业生产实际、当地或邻近类似地区排水试验资料和实践经验、农业基础

条件等综合论证确定。

６．３．１１　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排水应满足农田积水不超过作物最大耐淹水深和耐淹时间，由设计暴雨重现期、设计暴雨历时

和排除时间确定，具体按附录Ｃ各建设区域要求执行。

———治渍排水工程，应根据农作物全生育期要求确定最大排渍深度，可视作物根深不同而选用

０．８ｍ～１．３ｍ。农田排渍标准，旱作区在作物对渍害敏感期间可采用３ｄ～４ｄ内将地下水埋

深降至田面以下０．４ｍ～０．６ｍ；稻作区在晒田期３ｄ～５ｄ内降至田面以下０．４ｍ～０．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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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土壤次生盐渍（碱）化或改良盐渍（碱）土的地区，排水要求应按ＧＢ５０２８８规定执行。地

下水位控制深度应根据地下水矿化度、土壤质地及剖面构型、灌溉制度、自然降水及气候情况、

农作物种植制度等综合确定。

６．３．１２　田间排水应按照排涝、排渍、改良盐碱地或防治土壤盐碱化任务要求，根据涝、渍、碱的成因，结

合地形、降水、土壤、水文地质条件，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因地制宜选择水平或垂直排水、自流、抽排或

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明沟、暗管、排水井等工程措施。在无塌坡或塌坡易于处理地区或地段，宜采用明沟

排水；采用明沟降低地下水位不易达到设计控制深度，或明沟断面结构不稳定塌坡不易处理时，宜采用

暗管排水；采用明沟或暗管降低地下水位不易达到设计控制深度，且含水层的水质和出水条件较好的地

区可采用井排。采用明沟排水时，排水沟布置应与田间渠、路、林相协调，在平原地区一般与灌溉渠系相

分离，在丘陵山区可选用灌排兼用或灌排分离的形式。排水沟可采取生态型结构，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６．３．１３　灌溉与排水设施以整洁实用为宜。渠道及渠系建筑物外观轮廓线顺直，表面平整；设备应布置

紧凑，仪器仪表配备齐全。

６．４　田间道路工程

６．４．１　田间道路工程指为农田耕作、农业物资与农产品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所修建的交通设施。田间

道路布置应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与田、水、林、电、路、村规划相衔接，统筹兼顾，合理确定田间道路的

密度。

６．４．２　田间道路通达度指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田间道路直接通达的耕作田块数占耕作田块总数的

比例，按附录Ｃ各建设区域要求执行。

６．４．３　田间道路工程应减少占地面积，宜与沟渠、林带结合布置，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应符合宜

机作业要求，设置必要的下田设施、错车点和末端掉头点。

６．４．４　田间道（机耕路）、生产路的路面宽度按附录Ｃ各建设区域要求执行。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路

面宽度可适当放宽。

６．４．５　田间道（机耕路）与田面之间高差大于０．５ｍ或存在宽度（深度）大于０．５ｍ的沟渠，宜结合实际

合理设置下田坡道或下田管涵。

６．４．６　田间道（机耕路）路面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平整度的要求，宜采用泥结石、碎石等材质和车辙路

（轨迹路）、砌石（块）间隔铺装等生态化结构。根据路面类型和荷载要求，推广应用生物凝结技术、透水

路面等生态化设计。在暴雨冲刷严重的区域，可采用混凝土硬化路面。道路两侧可视情况设置路肩，路

肩宽宜为３０ｃｍ～５０ｃｍ。

６．４．７　生产路路面材质应根据农业生产要求和自然经济条件确定，宜采用素土、砂石等。在暴雨集中

地区，可采用石板、混凝土等。

６．５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６．５．１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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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防护工程和沟道治理工程等，应进行

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６．５．２　农田防洪标准按洪水重现期２０年～１０年确定。

６．５．３　农田防护面积比例指通过各类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区

农田面积的比例，按附录Ｃ各建设区域要求执行。

６．５．４　在有大风、扬沙、沙尘暴、干热风等危害的地区，应建设农田防护林工程。

———农田防护林布设应与田块、沟渠、道路有机衔接，并与生态林、环村林等相结合。

———建设农田防护林工程应选择适宜的造林树种、造林密度及树种配置。窄林带宜采用纯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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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林带宜采用多树种行间混交配置。

———农田防护林造林成活率应达到９０％以上，三年后林木保存率应达到８５％以上，林相整齐、结构

合理。

６．５．５　岸坡防护可采用土堤、干砌石、浆砌石、石笼、混凝土、生态护岸等方式。岸坡防护工程应按

ＧＢ５１０１８规定执行。

６．５．６　坡面防护应合理布置护坡、截水沟、排洪沟、小型蓄水等工程，系统拦蓄和排泄坡面径流，集蓄雨水

资源，形成配套完善的坡面和沟道防护与雨水集蓄利用体系。坡面防护工程应按ＧＢ５１０１８规定执行。

６．５．７　沟道治理主要包括谷坊、沟头防护等工程，应与小型蓄水工程、防护林工程等相互配合。沟道治

理工程应按ＧＢ５１０１８规定执行。

６．６　农田输配电工程

６．６．１　农田输配电工程指为泵站、机井以及信息化工程等提供电力保障所需的强电、弱电等各种设施，

包括输电线路、变配电装置等。其布设应与田间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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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２　农田输配电工程应满足农业生产用电需求，并应与当地电网建设规划相协调。

６．６．３　农田输配电线路宜采用１０ｋＶ及以下电压等级，包括１０ｋＶ、１ｋＶ、３８０Ｖ和２２０Ｖ，应设立相应

标识。

６．６．４　农田输配电线路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其技术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９、ＧＢ／Ｔ１２５２７等规定。

６．６．５　农田输配电设备接地方式宜采用ＴＴ系统，对安全有特殊要求的宜采用ＩＴ系统。

６．６．６　应根据输送容量、供电半径选择输配电线路导线截面和输送方式，合理布设配电室，提高输配电

效率。配电室设计应执行ＧＢ５００５３有关规定，并应采取防潮、防鼠虫害等措施，保证运行安全。

６．６．７　输配电线路的线间距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运行经验确定；塔杆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杆，应

在塔杆上标明线路的名称、代号、塔杆号和警示标识等；塔基宜选用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基础。

６．６．８　农田输配电线路导线截面应根据用电负荷计算，并结合地区配电网发展规划确定。

６．６．９　架空输配电导线对地距离应按ＤＬ／Ｔ５２２０规定执行。需埋地敷设的电缆，电缆上应铺设保护

层，敷设深度应大于０．７ｍ。导线对地距离和埋地电缆敷设深度均应充分考虑机械化作业要求。

６．６．１０　变配电装置应采用适合的变台、变压器、配电箱（屏）、断路器、互感器、起动器、避雷器、接地装

置等相关设施。

６．６．１１　变配电设施宜采用地上变台或杆上变台，应设置警示标识。变压器外壳距地面建筑物的净距

离应大于０．８ｍ；变压器装设在杆上时，无遮拦导电部分距地面应大于３．５ｍ。变压器的绝缘子最低瓷

裙距地面高度小于２．５ｍ时，应设置固定围栏，其高度应大于１．５ｍ。

６．６．１２　接地装置的地下部分埋深应大于０．７ｍ，且不应影响机械化作业。

６．６．１３　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化、信息化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可合理布设弱电工程。弱电工程的安

装运行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６．７　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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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包括土壤改良、障碍土层消除、土壤培肥等。按照工程类型、特征及内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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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工程体系分级应按附录Ｄ规定执行。

７．１．２　实施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的高标准农田，农田地力参考值见附录Ｅ。

７．１．３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见附录Ｆ。各省份可根据本行政区内高标准农田

布局和生产条件差异，合理确定市县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

７．２　土壤改良工程

７．２．１　根据土壤退化成因，可采取物理、化学、生物或工程等综合措施治理。

７．２．２　过沙或过黏的土壤应通过掺黏、掺沙、客土、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质地。掺沙、掺黏宜就

地取材。

７．２．３　酸化土壤应根据土壤酸化程度，利用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有机肥等进行改良，改良后土壤

ｐＨ应达到５．５以上至中性。

７．２．４　盐碱土壤可采取工程排盐、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措施进行改良，改良后的土壤盐分含量

应低于０．３％，土壤ｐＨ应达到８．５以下至中性。

７．２．５　农田土壤风蚀沙化防治，可采取建设农田防护林、实施保护性耕作等措施。

７．２．６　土壤板结治理，可采取秸秆还田、增施腐植酸肥料、生物有机肥、种植绿肥、保护性耕作、深耕深

松、施用土壤调理剂、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改善耕层土壤团粒结构。

７．３　障碍土层消除工程

７．３．１　障碍土层主要包括犁底层（水田除外）、白浆层、黏磐层、钙磐层（砂姜层）、铁磐层、盐磐层、潜育

层、沙漏层等类型。

７．３．２　采用深耕、深松、客土等措施，消除障碍土层对作物根系生长和水气运行的限制。作业深度视障

碍土层距地表深度和作物生长需要的耕层厚度确定。

７．４　土壤培肥工程

７．４．１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通过秸秆还田、施有机肥、种植绿肥、深耕深松等措施，保持或提高耕地地

力。土壤有机质含量参考值见附录Ｅ。

７．４．２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实施测土配方施肥，使养分比例适宜作物生长。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应

达到９５％以上。

８　管理要求

８．１　土地权属确认与地类变更

８．１．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应查清土地权属现状，纳入项目库的耕地不应有权属纠纷。高标准农田建

设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的，要充分尊重权利人意愿，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依法进行土地确权，办理土地变

更登记手续，发放土地权利证书，及时更新地籍档案资料。

８．１．２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按照ＧＢ／Ｔ２１０１０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相关规定，以实际现状进行地类认

定与变更，完善有关手续。

８．２　验收与建设评价

８．２．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后，应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项目现行管理规定组织验收。相关的管

理、技术等资料应及时立卷归档，档案资料应真实、完整。

８．２．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评价。

８．２．３　因灌溉与排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等配套设施建设占用，造成建设区域内永久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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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减少的，应予以补足或补划。

８．３　耕地质量评价监测与信息化管理

８．３．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后，应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评定。评定应按ＧＢ／Ｔ３３４６９规定执行。建设所产

生的新增耕地若用于占补平衡，需在耕地质量评定上与自然资源部门有关管理规定相衔接。

８．３．２　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监测应按ＮＹ／Ｔ１１１９规定执行。

８．３．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利用全过程应采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实现集中统一、全程全面、实时动态的管

理目标。

８．３．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应上图入库，实现信息共享。

８．３．５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应以适当方式适时向社会发布。

８．４　建后管护

８．４．１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编制、更新相关图、表、册，完善数据库，设立统一标识，落实保护责任，实

行特殊保护。

８．４．２　建立政府引导，行业部门监管，村级组织、受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专业管理机构、社会化

服务组织等共同参与的管护机制和体系。

８．４．３　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落实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办理移交手续，签

订管护合同。管护主体应对各项工程设施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确保长期有效稳定利用。

８．４．４　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应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８．５　农业科技配套与应用

８．５．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开展绿色（新）工艺、产品、技术、装备、模式的综合集成及示范推广应用。

８．５．２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应加强农业科技配套与应用，推广良种良法。机械化耕种收综合作业水平、

优良品种覆盖率、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有条件的地方应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

保护性耕作和科学用水用肥用药技术及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

９

犌犅／犜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



附　录　犃

（资料性）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划分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划分见表Ａ．１。

表犃．１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划分表

序号 区域 范围

１ 东北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呼伦贝尔盟（市）

２ 黄淮海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

３ 长江中下游区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４ 东南区 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５ 西南区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６ 西北区
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内蒙古呼和浩特、锡林郭

勒、包头、乌海、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阿拉善盟（市）

７ 青藏区 西藏、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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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见表Ｂ．１。

表犅．１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说明

１
田块整治

工程

１．１
耕作田块

修筑工程

按照一定的田块设计标准所开展的土方挖填和埂坎修筑等

措施

１．１．１ 条田

在地形相对较缓地区，依据灌排水方向所进行的几何形状为

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水平田块修筑工程。水田区条田可

细分为格田

１．１．２ 梯田

在地面坡度相对较陡地区，依据地形和等高线所进行的阶梯

状田块修筑工程。按照田面形式不同，梯田分水平梯田和坡

式梯田等类型

１．１．３ 其他田块 除１．１．１条田、１．１．２梯田之外的其他田块修筑工程

１．２

耕作层地

力保持

工程

为充分保护及利用原有耕地的熟化土层和建设新增耕地的

宜耕土层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１．２．１ 客土回填

当项目区内有效土层厚度和耕层土壤质量不能满足作物生

长、农田灌溉排水和耕作需要时，从区外运土填筑到回填部

位的土方搬移活动

１．２．２ 表土保护
在田面平整之前，对原有可利用的表土层进行剥离收集，待

田面平整后再将剥离表土还原铺平的一种措施

２
灌溉与排

水工程

２．１
小型水源

工程

为农业灌溉所修建的小型塘堰（坝）、蓄水池和小型集雨设

施、小型泵站、农用机井等工程的总称

２．１．１ 塘堰（坝）
用于拦截和集蓄当地地表径流的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及

取水建筑物，包括坝（堰）体、溢洪设施、放水设施等

２．１．２

蓄水池和

小型集雨

设施

蓄水池及在坡面上修建的拦蓄地表径流的小型集雨池（窖）、

水柜等蓄水建筑物

２．１．３ 小型泵站 装机容量２００ｋＷ以下的灌排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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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表 （续）

一级 二级 三级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说明

２．１．４ 农用机井
在地面以下凿井、利用动力机械提取地下水的取水工程，包

括大口井、管井和辐射井等

２．２
输配水

工程
修筑在地表附近用于输水至用水部位的工程

２．２．１ 明渠 在地表开挖和填筑的具有自由水流面的地上输水工程

２．２．２ 管道 在地面或地下修建的具有压力水面的输水工程

２．３
渠系建筑

物工程

在灌溉或排水渠道系统上为控制、分配、测量水流，通过天然

或人工障碍，保障渠道安全运用而修建的各种建筑物的总称

２．３．１ 农桥
田间道路跨越洼地、渠道、排水沟等障碍物而修建的过载建

筑物

２．３．２ 渡槽
输水工程跨越低地、排水沟或交通道路等修建的桥式输水建

筑物

２．３．３ 倒虹吸管
输水工程穿过低地、排水沟或交通道路时以虹吸形式敷设于

地下的压力管道式输水建筑物

２．３．４ 涵洞
田间道路跨越渠道、排水沟时埋设在填土面以下的输水建

筑物

２．３．５ 水闸
修建在渠道等处控制水量和调节水位的控制建筑物。包括

节制闸、进水闸、冲沙闸、退水闸、分水闸等

２．３．６
跌水与

陡坡

连接两段不同高程的渠道或排洪沟，使水流直接跌落形成阶

梯式或陡槽式落差的输水建筑物

２．３．７ 量水设施 修建在渠道或渠系建筑物上用以测算通过水量的建筑物

２．４
田间灌溉

工程

从输水工程配水到田间的工程，包括地面灌溉、喷灌、微灌、

管道输水灌溉等

２．４．１ 地面灌溉 利用灌水沟、畦或格田等进行灌溉的工程措施

２．４．２ 喷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通过喷头以喷洒方式进行灌溉的

工程措施

２．４．３ 微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以微小水量喷洒、滴入等方式进行

灌溉的工程措施。包括滴灌、微喷灌、小管出流等

２．４．４
管道输水

灌溉

由水泵加压或自然落差形成有压水流，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

给水装置进行灌溉的工程措施

２．５ 排水工程
将农田中过多的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排除，改善土壤中

水、肥、气、热关系，以利于作物生长的工程措施

２．５．１ 明沟 在地表开挖或填筑的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上排水工程

２．５．２ 暗管 在地表以下修筑的地下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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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表 （续）

一级 二级 三级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说明

２．５．３ 排水井 用竖井排水的工程

２．５．４ 排水闸 控制沟道排水的水闸

２．５．５ 排涝站 排除低洼地、圩区涝水的泵站

２．５．６ 排涝闸站 为实现引排水功能，排水闸与排涝站结合的工程

３
田间道路

工程

３．１
田间道

（机耕路）

连接田块与村庄、田块之间，供农田耕作、农用物资和农产品

运输通行的道路

３．２ 生产路
项目区内连接田块与田间道（机耕路）、田块之间，供小型农

机行走和人员通行的道路

３．３ 附属设施
考虑宜机作业，田间道路设置的必要的下田设施、错车点和

末端掉头点

４

农田防护

与生态环

境保护

工程

４．１
农田防护

林工程

用于农田防风、改善农田气候条件、防止水土流失、促进作物

生长和提供休憩庇荫场所的农田植树工程

４．１．１
农田

防风林

在田块周围营造的以防治风沙或台风灾害、改善农作物生长

条件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林

４．１．２
梯田埂坎

防护林

在梯田埂坎处营造的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梯田埂坎安全为

主要目的的人工林

４．１．３

护路护沟

护坡护

岸林

在田间道路、排水沟、渠道两侧营造的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

岸坡安全、提供休憩庇荫场所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林

４．２
岸坡防护

工程

为稳定农田周边岸坡和土堤的安全、保护坡面免受冲刷而采

取的工程措施

４．２．１ 护地堤
为保护现有堤防免受水流、风浪侵袭和冲刷所修建的工程设

施及新建的小型堤防工程

４．２．２ 生态护岸
为保护农田免受水流侵袭和冲刷，在沟道滩岸修建的植物或

植物与工程相结合的设施

４．３
坡面防护

工程

为防治坡面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坡面水土资源

而采取的工程措施

４．３．１ 护坡
为防止耕地边坡冲刷，在农田边缘铺砌、栽种防护植物等

措施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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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系表 （续）

一级 二级 三级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说明

４．３．２ 截水沟
在坡地上沿等高线开挖用于拦截坡面雨水径流，并将雨水径

流导引到蓄水池或排除的沟槽工程

４．３．３
小型蓄水

工程

在坡面上修建的拦蓄坡面径流、集蓄雨水资源的小型蓄水

工程

４．３．４ 排洪沟
在坡面上修建的用以拦蓄、疏导坡地径流，并将雨水导入下

游河道的沟槽工程

４．４
沟道治理

工程

为固定沟床、防治沟蚀、减轻山洪及泥沙危害，合理开发利用

水土资源采取的工程措施

４．４．１ 谷坊
横筑于易受侵蚀的小沟道或小溪中的小型固沟、拦泥、滞洪

建筑物

４．４．２ 沟头防护
为防止径流冲刷引起沟头延伸和坡面侵蚀而采取的工程

措施

５
农田输配

电工程

５．１ 输电线路 通过导线将电能由某处输送到目的地的工程

５．２
变配电

装置
通过配电网路进行电能重新分配的装置

５．２．１ 变压器 电能输送过程中改变电流电压的设施

５．２．２
配电箱

（屏）

按电气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

备组装在封闭或半封闭的金属柜中或屏幅上所构成的低压

配电装置

５．２．３
其他变配

电装置

其他变配电的相关设施，包括断路器、互感器、起动器、避雷

器、接地装置等

５．３ 弱电工程 信号线布设、弱电设施设备和系统安装工程

６ 其他工程

６．１
田间监测

工程

监测农田生产条件、土壤墒情、土壤主要理化性状、农业投入

品、作物产量、农田设施维护等情况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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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体系

　　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体系见表Ｄ．１。

表犇．１　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工程体系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说明

１
农田地力

提升工程

１．１
土壤改良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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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
土壤质地

改良

采取掺沙、掺黏、客土、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改善土壤性状，提

高土壤肥力

１．１．２
酸化土壤

改良

采取施用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措施，中和土

壤酸度，提高土壤ｐＨ

１．１．３
盐碱土壤

改良

采取工程排盐、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措施，降低土壤

盐分含量，中和土壤碱度，降低土壤ｐＨ

１．１．４
土壤风蚀

沙化防治

采取建设农田防护林、保护性耕作等措施，防治土壤沙质化，

防止土地生产力下降

１．１．５
板结土壤

治理

采取秸秆还田、增施腐植酸肥料、生物有机肥、种植绿肥、保

护性耕作、深耕深松、施用土壤调理剂、测土配方施肥等措

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防止土壤变硬

１．２
障碍土层

消除工程
采取深耕深松等措施，畅通作物根系生长和水气运行

１．２．１ 深耕 用机械翻土、松土、混土

１．２．２ 深松 用机械松碎土壤

１．３
土壤培肥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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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犌犅／犜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



书书书

!
　

"
　
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Ｅ
．１
。

-
.

/
0

&
1

2
3

4
5

6
、
&

7
&

8
、
9

:
;

<
=

>
?

5
6

@
A

B
C

1
D

E
F
，
$

%
&

'
G

(
H

B
C

1
D
。

0
犈
．１
　

&
'

(
)

*
+

,
-

.
/

0

I J
1

D
K

L

$
%

&
'

M
N

O
P

Q
R

S
T

O
P

9
:

Q
U

V
W

O
P

Q
R

X
Y

O
P

（
!

"
#

$
%

Z
[
３

\
]

^
"

*
）

_
&

`
a

@
b

１
c

d
1

e
f
、
g

h
、
i

j
k

l
m

n
o

p
q
、
r

e
、
s

t
、
u

v
w

x
y
（
z
）

—

{
_

{
|

}
~

{
�

�
9

:
Q

U

�
&

,
{

�
=

}
�

�
�

�
�

2

_
U

�
�

�
�

�
�

`
�

a
：
�

�
1

�
≥
３
０
ｇ
／
ｋ
ｇ
；
�

0
�

�
�

�
}

�
�

�
�

�
�
３
．５

@
�

�

２
�

�
�

1
d

�
、
�

�
、
�

d
、
�

c
、

�
 

Q
R
ｐ
Ｈ

�
¡
６
．０
～
７
．５
，
¢

£

1
≤
８
．５
，
¢

0
�

a
≤
０
．３
％

{
_

{
|

}
~

{
�

�
9

:
Q

U

�
&

,
{

�
=

}
�

�
�

�
�

2

_
U

�
�

�
�

�
�

`
�

a
：
�

�
1

�
≥
１
５
ｇ
／
ｋ
ｇ
，
�

&
¤

¥
1

�
≥
１
２
ｇ
／
ｋ
ｇ
；
�

0
�

�
�

�

}
�

�
�

�
�

�
４

@
�

�

３
�

k
¦

§

¨
1

�
�
、
k

©
、
t

ª
、
k

«
、

¬
d
、
¬

 
Q

R
ｐ
Ｈ

�
¡
５
．５
～
７
．５

{
_

{
|

}
~

{
�

�
9

:
Q

U

�
&

,
{

�
=

}
�

�
�

�
�

2

_
U

�
�

�
�

�
�

`
�

a
：
�
≥
２
０
ｇ
／
ｋ
ｇ
；
�

0
�

�

�
�

}
�

�
�

�
�

�
４
．５

@
�

�

４
c

 
1


k
、
®

Z
、̄

c
、
�

 
Q

R
ｐ
Ｈ

�
¡
５
．５
～
７
．５

{
_

{
|

}
~

{
�

�
9

:
Q

U

�
&

,
{

�
=

}
�

�
�

�
�

2

_
U

�
�

�
�

�
�

`
�

a
：
�
≥
２
０
ｇ
／
ｋ
ｇ
；
�

0
�

�

�
�

}
�

�
�

�
�

�
５

@
�

�

５
«

 
1

¯
«
、
°

±
、
²

³
、́

µ
、

¶
 

Q
R
ｐ
Ｈ

�
¡
５
．５
～
７
．５

{
_

{
|

}
~

{
�

�
9

:
Q

U

�
&

,
{

�
=

}
�

�
�

�
�

2

_
U

�
�

�
�

�
�

`
�

a
：
�
≥
２
０
ｇ
／
ｋ
ｇ
；
�

0
�

�

�
�

}
�

�
�

�
�

�
５

@
�

�

９１

犌犅／犜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



书书书

!
犈
．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
/

4
5

0
6

7
8

.
/

0
1

9
:

.
/

（
;

<
=

(
)

>
?
３

@
A

B
<

C
）

D
*

E
F

G
H

６
I

J
$

K
I
、
L

I
、
M

N
、
O

P
、

Q
R
（
S

Q
R

T
U

>
V

W

X
）
Y

Z
[

\
]

^
_

`
、

a
b

c
d
、
e

f
、
g

h
、
i

j
k

l
、
m

n
o

j
、
g

p

q
r
、
s

t
u

v
（
w
）

0
1
ｐ
Ｈ

x
y
６
．０
～
７
．５
，
z

{

$
≤
８
．５
，
z

|
S

F
≤
０
．３
％

}
D

}
~

�
�

}
�

�
4

5
0

6

�
*

�
}

�
^

�
�

T
�

�
�

�

D
6

�
�

�
�

�
�

E
S

F
：
x
≥
１
２
ｇ
／
ｋ
ｇ
；
�

|
�

�

�
x

�
�

T
�

x
�

�
６

G
�

�

７
�

�
$

I
�
、
�

h
0

1
ｐ
Ｈ

x
y
６
．０
～
７
．５

}
D

}
~

�
�

}
�

�
4

5
0

6

�
*

�
}

�
^

�
�

T
�

�
�

�

D
6

�
�

�
�

�
�

E
S

F
：
x
≥
１
２
ｇ
／
ｋ
ｇ
；
�

|
�

�

�
x

�
�

T
�

x
�

�
７

G
�

�

０２

犌犅／犜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



附　录　犉

（资料性）

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

　　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见表Ｆ．１。

表犉．１　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表

序号 区域 范围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ｋｇ／ｈａ）

稻谷 小麦 玉米

１ 东北区

黑龙江 ７８００ ３９００ ７０５０

吉林 ８７００ — ７９５０

辽宁 ９４５０ ５５５０ ７３５０

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和呼伦贝尔盟（市） ８７００ ３４５０ ７８００

２ 黄淮海区

北京 ７０５０ ６０００ ７３５０

天津 １００５０ ６１５０ ６７５０

河北 ７２００ ６９００ ６３００

河南 ８８５０ ７０５０ ６３００

山东 ９４５０ ６７５０ ７３５０

３
长江中下

游区

上海 ９３００ ６１５０ ７６５０

湖南 ７３５０ ３７５０ ６１５０

湖北 ９０００ ４２００ ４６５０

江西 ６７５０ — ４８００

江苏 ９６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６００

安徽 ７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５８５０

４ 东南区

浙江 ７９５０ ４５００ ４６５０

广东 ６４５０ ３７５０ ５１００

福建 ７０５０ ３０００ ４８００

海南 ５８５０ — —

５ 西南区

云南 ６９００ — ５７００

贵州 ７０５０ — ４８００

四川 ８７００ ４３５０ ６３００

重庆 ８１００ ３６００ ６３００

广西 ６３００ — ５１０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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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犉．１　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值表 （续）

序号 区域 范围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ｋｇ／ｈａ）

稻谷 小麦 玉米

６ 西北区

山西 ７６５０ ４５００ ６０００

陕西 ８４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４００

甘肃 ７２００ ４０５０ ６４５０

宁夏 ９１５０ ３４５０ ８１００

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９９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８５０

内蒙古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乌海、鄂尔多斯、巴彦

淖尔、乌兰察布、阿拉善盟（市）
８７００ ３４５０ ７８００

７ 青藏区

青海 — ４３５０ ７２００

西藏 ６１５０（青稞） ６４５０ ６６００

　　注：参考值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三年的统计数据，取平均值乘以１．１，四舍五入后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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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Ｔ１５７７６　造林技术规程

［２］　ＧＢ／Ｔ１６４５３．１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技术

［３］　ＧＢ／Ｔ１６４５３．５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风沙治理技术

［４］　ＧＢ／Ｔ１８３３７．３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５］　ＧＢ／Ｔ２４６８９．７　植物保护机械　农林作物病虫观测场

［６］　ＧＢ／Ｔ２８４０７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

［７］　ＧＢ／Ｔ３０９４９　节水灌溉项目后评价规范

［８］　ＧＢ／Ｔ３２７４８　渠道衬砌与防渗材料

［９］　ＧＢ／Ｔ３５５８０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１０］　ＧＢ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１１］　ＧＢ５００６０　３１１０ｋＶ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１２］　ＧＢ／Ｔ５００６５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１３］　ＧＢ／Ｔ５０７６９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

［１４］　ＧＢ／Ｔ５０８１７　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规范

［１５］　ＤＬ４７７　农村电网低压电气安全工作规程

［１６］　ＪＴＧ２１１１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１７］　ＪＴＧ／Ｔ５１９０　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１８］　ＬＹ／Ｔ１６０７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１９］　ＮＹ／Ｔ３０９　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２０］　ＮＹ５２５　有机肥料

［２１］　ＮＹ／Ｔ１１２０　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

［２２］　ＮＹ／Ｔ１６３４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２３］　ＮＹ／Ｔ１７８２　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技术规范

［２４］　ＮＹ／Ｔ２１４８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２５］　ＮＹ／Ｔ３４４３　石灰质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

［２６］　ＳＬ／Ｔ４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２７］　ＳＬ／Ｔ２４６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２８］　ＤＢ６１／Ｔ９９１．６—２０１５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　第６部分：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

［２９］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９〕５０号）

［３０］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３１］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２０１９年第４号）

［３２］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有关空间矛盾冲突

处理规则的补充通知（自然资办函〔２０２１〕４５８号）

［３３］　平原绿化工程建设技术规定（林造发〔２０１３〕３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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