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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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瀛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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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facilitated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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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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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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facilitatedfarmland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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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consolidation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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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organic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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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soillayer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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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oughlayer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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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ivatedland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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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ivatedland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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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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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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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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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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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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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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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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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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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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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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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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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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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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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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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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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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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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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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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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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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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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0600—2022



表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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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