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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沟造地是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开展的一项增良田、保生态、惠民

生的系统工程。本文以延安市南泥湾治沟造地土地整治项目为例，对该项工程

实施过程中的设计与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为该地区治沟造地工程的实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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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s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ench ditch project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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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土高原因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黄

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及地面植被的破坏较为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土地

及小气候的干旱，自然灾害频发，进一步造成了土地的贫瘠、土壤肥力的减

退，而沟壑的扩大使得大范围的坡耕地支离破碎，造成耕种不便、弃耕荒废，

最终导致耕地减少［1］。自 1999 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生态工程建设以来，延

安市已累计退耕还林 900 万亩，占全国的 2.5％、全省的 27％，森林覆盖率达到

45.4％。在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的同时，延安市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根据延安市统

计年鉴（2001 年、2010 年），延安市人均耕地从 2001 年的 1.84 亩减少到 2010

年的 1.53 亩，已减少 0.31 亩 , 局部已经出现耕地资源紧张、人地矛盾凸显的局

面［2］［3］［4］。为有效缓解人地矛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2013 年原国土

资源部、财政部联合批复实施延安市治沟造地重大土地整治工程，涉及规模 50

万亩。治沟造地是黄土高原地区近年来开展的一项重大土地整治工程，是以小

流域为治理单元，经过坝系建设、旧坝修复、盐碱地改造、荒沟闲置土地开发

利用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实“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的系统

民生工程。延安市实施了治沟造地重大延安市治沟造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

顺应了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后耕地保护重点由坡面转向沟道，水土流失减

少后沟道整治模式由淤地转变为造地的新形势。通过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的

实施，能快速增加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提升沟道耕地质量、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改善沟域生态环境、夯实农村发展基础，并为延安市区域统筹、城乡

协调、人地和谐发展搭建新平台、拓展新空间、营造新机制［5］［6］。

治沟造地是在黄土高原实施的一项重大惠民工程，科学合理的设计和规划

是确保此项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工

程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气候、地形、植被覆盖、土质等自然因素

和放牧、开荒、工程建设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加之一些技术不够成熟、施工工

艺欠缺，在沟道治理过程中又会对原有沟道地形、下垫面条件、土壤结构、径

流过程以及农田生态防护等基本要素产生巨大影响，使得该项工程所面临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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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以延安市南泥湾治沟造地项目为例，对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设计与管理进行分析，以期为其他区域治沟造地项目的实施提供参考。

2  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的九龙泉沟道，地貌类型属于典型的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 573 mm，气候的基本特

点为春季多风、冷暖多变、寒潮反复出现，夏季温热、旱涝相间、多雷阵雨，

秋季凉爽多雨、气温下降迅速、霜雪早临，冬季寒冷干燥、雨雪稀少，干早、

冰雹、冻害和雨涝是主要气候灾害［7］。平均无霜期 140 ～ 165 天，日照充足，

光能资源丰富，年均日照数 2300 ～ 2700 小时。项目区土壤包括灰褐土、黄绵土、

红土、沼泽土、水稻土等，其多发育在黄土母质和页岩母质上，剖面层明显，

质地轻壤或中壤，土壤养分含量高，水分条件好，区内的耕地土壤以淤土为主，

有机质含量平均 0.713%，含氮 0.0499%，碱解氮 37.4 PPM，速效磷 5.3 PPM，速

效钾 134.9 PPM，是宝塔区土壤养分最高的地区之一。

项目区田间大部分区域无灌溉设施和排水设施， 排水主要依靠坡面和洪水

冲击形成的沟道自然排放，汾川河是项目区唯一的排洪通道，河槽基本位于第

四系土层中，基石出露很少。项目区内有少量拦水坝，以及少量灌溉水井，由

于缺少资金，项目区一直没有配套渠系工程，局部地区仅靠群众自发修建的一

些临时土渠引水。

3  项目设计

3.1  土体剖面重构设计 

为保持耕作层土壤水肥条件的可持续性，根据探地雷达和土钻在项目区的

普探结果对田块土层厚薄不均的区域进行厚度整治。为保证土体结构稳定、水

肥条件适宜，有效土层厚度应不低于 50 cm，并合理控制各层土壤容重结构，构

建上轻下重的“蒙金土”土壤剖面结构，以利于水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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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田块设计

田块设计可分为两项：坝地区田块设计和边坡条田区地块设计。在坝地区，

根据淤地坝规模进行田块规格设计，大中型淤坝地内的坝地可长 80 ～ 150 m，

宽 20 ～ 30 m；小型淤坝地内的坝地可长 25 ～ 50 m，宽 7 ～ 15 m；土地平整

度在建设竣工时应控制在 ±15 cm 以内，耕作后宜达到 ±5 cm 以内，田边修筑

地边埂。在边坡条田区，条田应修筑在土质好、坡度缓、交通方便、邻近水源

的沟道两侧坡面，沿等高线集中布置；修筑阶坡式条田时，缓坡区梯田宽度以 

10 ～ 15 m 为宜，陡坡区梯田宽度以 5 ～ 8 m 为宜。根据各项目区自然地理条件，

在南泥湾镇九龙泉沟项目设置网格方田和缓坡梯田。南泥湾项目方田设计分为

两大区域，一是南泥湾镇旅游区附近的沟口处的河谷地带整理为种植水稻的方

田，以道路、灌排一体渠、截水沟为分界线划分田块，田块之间以田埂为界，

间隔距离约 50 m；二是将位于沟谷内适合于自流灌溉的地带整理为方田，田面

长边平行等高线布置。南泥湾项目河谷附近台地上的缓坡区梯田面宽和长度按

照根据普探结果和现场地形情况设置，梯田面积 12 亩～ 30 亩。

3.3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

水源工程：水浇地的灌溉保证率应不小于 50%，水田的灌溉保证率应不小

于 75%。项目区水源丰富，采用地表水灌溉，南泥湾项目区包括 5 个水源工程，

分别是排洪渠内提水闸蓄水，三台庄、前九龙泉、新窑子沟（一连沟）水源工程，

蓄水池。灌溉工程：南泥湾项目区采用明渠输水，以斗渠、农渠或管道的形式

链接，在水稻田区设置较为实用的灌排两用渠。排水工程：根据《陕西省土地

整治工程新增耕地质量标准（试行）》中关于陕北黄土高原区新增耕地排水工

程质量标准应满足：旱作区 1 ～ 3 d 暴雨从作物受淹期起 1 ～ 3 d 排至田面无积

水，稻作区 1 ～ 3 d 暴雨从作物受淹期起 3 ～ 5 d 排至耐淹水深。旱地、水浇地

排渍深度 0.8 ～ 1.3 m，水田排渍深度 0.4 ～ 0.6 m。旱作区地在渍害敏感期间 3 ～ 4 

d 内将地下水埋深降至 0.4 ～ 0.6 m，水田在晒田期 3 ～ 5 d 内降至 0.4 ～ 0.6 m。

农业机械作业对排水要求的排渍深度控制在 0.6 m 以下。截水渠根据田面坡降和

壤流水位确定位置和深度，与主沟贯通，深度应不低于田面 1.5 m。农田防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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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为 20 年一遇 3 ～ 6 h 最大暴雨，主排水沟按 20 年一遇洪水设计。项目区受洪

水和下湿地影响较大，排水工程包括砌石排洪沟、土质排洪沟和截水沟。渠系

建筑物：渠系建筑物包括桥涵、涵洞、渡槽和倒虹吸、跌水、消力池、提水闸。

3.4  田间道路工程设计

目区田间路一般采用混凝土路面，生产路采用混凝土路面或泥结石路面。

混凝土道路的路面宽度为 2.5 ～ 4.5 m，路面高出田面高程 30 ～ 40 cm，混凝土

面层厚度 15 ～ 20 cm，砼型号为 C25，两侧素土路肩各 25 ～ 50 cm。泥结石道

路的路面宽度 2 ～ 2.5 m，路面高出田面高程 35 ～ 40 cm，泥结石面层厚度 20 

cm，两侧素土路肩 25 cm。混凝土道路和泥结石道路两侧边坡均为 1：1，路基

压实度应大于 93%。田间路一般纵坡不超过 8%，特殊复杂情况下不超过 13%，

最小纵坡为 0.3% ～ 0.4%。

3.5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设计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是指为了保护项目区土地利用活动的安全，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和恢复生态环境系统而采取的措施。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梯田埂坎防护林和护路、护渠、护堤林、沟道治理工程、坡面防护工

程等。（1）梯田埂坎防护林是在梯田埂坎处和路堤两侧营造以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梯田埂坎和路堤安全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林。 梯田埂坎防护林应布置在梯田

埂坎外坡离埂坎坎顶 1/2 ～ 1/3 处；以灌木纯林为主，也可采取 1 行密植灌木或

草本植物，1 行果树混交类型；树种应选择护坡能力强、经济价值高、对田间农

作物影响小的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也可选择小乔木，适宜树草种有紫穗槐、

杞柳、桑、花椒、黄花、苜蓿等物种。（2）沟道治理工程是为了防止沟头前进、

沟床下切和沟岸扩张，减缓沟床纵坡面而修筑的谷坊、沟头防护、淤地坝等工

程措施。谷坊工程适用于沟底比降在 5% ～ 10%、沟底下切剧烈发展的沟段，

防御标准为 10 ～ 20 年一遇 3 ～ 6 h 最大降雨，根据不同的区域地形特点而定。

沟头防护工程适用于黄土塬梁沟壑区沟头上游有坡面天然集流槽，暴雨坡面径

流泄入沟头，引起沟头剧烈前进的地方，沟头防护的防御标准是 10 年一遇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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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最大暴雨。淤地坝工程应以小流域为单元，从主沟到支沟，从上游到下游，根

据不同地形和比降，结合防洪灌溉、拦泥淤地、排水防碱和生产利用，全面布

设大、中、小型淤地坝，并在适当位置布设小水库和治沟骨干工程，以最大发

挥综合效益。大型淤地坝修在集水面积 3 ～ 5 km2 主沟的中下游或较大支沟下游，

一般由坝体与放水建筑物组成；中型淤地坝修在 1 ～ 3 km2 的较大支沟下游或主

沟上、中游，多数由坝体与溢洪道或坝体与放水建筑物组成；小型淤地坝修在 1 

km2 以下的小支沟或较大支沟的中、上游，一般由坝体与溢洪道或坝体与放水建

筑物组成。（3）坡面防护工程是在坡面上修建截水沟和排水沟，以拦蓄、疏导

坡地径流，并将雨水导入蓄水池或下游河道，防治坡面严重水土流失。截水沟

沿等高线布设。截水沟防御暴雨标准按 10 年一遇 24 h 最大降雨量。排洪沟一般

布设在坡面截水沟的两端或较低一端，其终端连接蓄水池或排水道。梯田两端

的排洪沟，应与水窖、蓄水池、沉沙池靠近，并和田间道路相靠平行布置。排

洪沟防御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 24 h 最大降雨量。项目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持工

程包括田间道路两侧栽植油松、柏树，整修大坝等。

4  项目施工管理

4.1  工程质量管理

单体工程的施工工艺及技术要求须按照国家、省市及行业制定的有关施工

技术标准、规范，设计文件、施工图纸、设计变更等。施工前的质量控制包括 4

个方面：项目部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配备工程质量管理人员、明确质量管

理职责；项目部做好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技术交底工作；监督质量监控体系、

确立监理工作制度；施工单位提供详细施工组织设计、质量体系、管理机构、

质量保证措施等材料。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包括以下方面：施工设备、材料

进场前，三方确认数量、规格、性能是否符合设计、施工要求；施工单位上报

材料等出厂合格证、检测报告，未经监理审核同意并签字的，不得在工程上使用；

隐蔽工程在覆盖前，项目部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照规范、设计文件等自检向监

理方提出申请经验收同意后方可覆盖；由施工单位提供砌体、混凝土等材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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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报告；施工中各工序、工程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必须有监理方旁站记录。

4.2  安全生产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成立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并印发相关《安全生产管理

办法》《安全生产手册》《汛期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并要求各项

目部制定《防汛预案》，严格按照预案执行。

4.3  工程进度管理

在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后，各项目部按照文件要求做好进度控制，编制工程

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制定明确的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等，同时工程管

理人员按时做好工程周报、月报。

4.4  施工监理

确保工程质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委派专业监理单位驻各项目部进行监理。

监理主要职责包括：施工过程中对工程进行全面质量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工程

监理规章、制度，遵守“上道工序未经检验合格不能转入下道工序”的控制原则； 

协调好项目法人单位（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各种关系，以保证工程建

设高效、保质完成。

5  结论

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提高了耕地质量和粮食产量， 在保持

水土、巩固退耕还林、防洪减灾等方面的效益显著， 在增产增收的同时，有效

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工程设计中总结提出了稻田平整技术、下湿地处

理技术、软土地基施工技术、灌排两用渠技术等，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好群众工作、

项目管理制度规范、细化施工进度等，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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