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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型土地整治项目向生态型土地整治项目升级已是必然趋势。以贵州省为研

究区，基于绿色生态视角，通过资料查询与实地调查等方式，总结归纳贵州省土地整治项目灌溉

与排水工程建设现状、类型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优化建议，以期为贵州省生态型灌溉与排水

工程建设提供参考，推动土地整治项目升级，丰富生态型土地整治研究内容，拓展土地整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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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腹部，云贵高原的东侧斜坡地段，是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喀斯特地貌典型发育的

省份。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等人类活动导致贵州省水土流失面积和石漠化土地面积达

27.71%和 17.17%。目前，贵州省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程度深、土地退化日趋严重

等突出问题。随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号召，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以及中发 2017年 4号文件中提出的加强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绿色、生态、可持续成为当前发展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作为国

家生态文明先行试验区，贵州省亟需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将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有机结合，开展生态型

土地整治项目，发挥土地整治作为耕地保护与乡村振兴有力抓手的角色。

灌溉与排水工程是土地整治项目最重要的工程之一。不考虑自然降水、地下水、河流湖泊水的因素，

灌溉与排水工程承担了调配土地整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水资源的任务，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周边人类与动植

物的生产生活状态。随着近年来土地整治的不断发展，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土地整治的研究越发深入、全面，

目前主要集中在土地整治的理论知识、工程技术方法与模式、政策法规、资金配置、耕地数量与质量、规

划设计、效益评价、生态影响、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而灌溉与排水工程作为土地整治项目

工程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主要为灌溉与排水工程的设计思路、技术应用、效益分析、

影响研究、管理与政策探讨等方面。但关于如何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中的研究却很

少，故本文从生态视角来探析贵州省土地整治项目灌溉与排水工程，以期为贵州省土地整治项目由传统型

1 工程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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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态型升级提供参考，为生态型土地整治研究添火加薪。

“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共开展完成土地整治项目 5573 个，投资资金总计达 132.89 亿元。通过土地

整治，建成灌、排沟渠 15600km，其中衬砌沟渠 10460km，新建、改建泵站 45 余座，新增和改善有效灌溉

面积 7.73万 hm2，灌溉保证率提高达 80%，新增和改善有效防涝面积 6.93万 hm2。贵州省传统的灌溉与排

水工程的工程体系如表 1所示，其中以水源、输水、排水三大工程最为常见。

表 1传统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工程体系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灌溉与排水

工程

水源工程

输水工程

喷微灌工程

排水工程

塘堰（＜10万m3）

蓄水池 明渠 管道 喷

灌 微灌 明沟

暗渠（管）

水闸

渡槽

倒虹吸

渠系建筑物工程 跌水

陡坡

泵站及输配电工

程

涵洞

沉砂池

农桥

泵站

输电线路 配电装

置

2 存在问题

2.1 工程建设过度均质土地整治项目灌溉与排水工程存在过度均质化现象。贵州省现阶段的土地整治

项目多追求耕地数量，而这也就决定了项目规划设计时的侧重点，个别项目单纯追求工程效率，大开大合

建设，未能做到根据不同的实际环境与需求，确定灌溉与排水工程在整个项目中的作用，分区分类地实施。

同时还存在着一些灌溉与排水工程忽视项目区实际情况，设计报告套用模板、固定工程配比的情况。故在

贵州不同地区的土地整治项目中修建的蓄水池、沟渠道、护坡等工程大同小异的现象比较明显。

2.2 生物措施应用缺乏传统的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时很少将生物因素考虑进去，缺少生物通道等生物

措施应用。如贵州省德江县合兴镇土地开发项目中修建的 50m³圆形蓄水池，底部硬化，边壁陡直，沿蓄水

池边缘筑起围墙，这种蓄水池即为贵州省常见的蓄水池之一，这样的设计在安全生产前提下，能够有效的

蓄水保水，为项目区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用水。但从青蛙、蛇等小动物的角度来看这个蓄水池，若掉入其

中，陡直的边壁使得他们难以爬出，这样的蓄水池无异于生命隔离带。由此可见，由于传统的灌溉与排水

工程生物通道等生物措施应用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生态系统里生物间的正常交换，造成部分动物与

微生物栖息地受到破坏乃至消失，破坏区域内生态系统稳定性。

2.3 材料工艺相对落后随着传统型土地整治向生态型土地整治的转型升级，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建设方

向由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向节约资源、无污染、高效、安全等多目标综合转变，对灌溉与排水工程的材料



与工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贵州农业技术水平在全国属于相对落后地区，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较，灌溉与

排水工程中所采用的材料及工艺较为保守。贵州的部分地区仍保留自然状态下河道原始边坡形态，水资源

利用率低。

2.4 生态环境监评体系不全传统土地整治的灌溉与排水工程从前期规划设计，中期实施建设，末期项

目验收，后期工程管护，整个工程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较少，缺乏相应的灌溉与排水工程的生态

环境监测和预警机制。对灌溉与排水工程的效益评价多为定性评价，工程实施前后项目区周围动植物数量

和种类、水质变化等方面的变化在效益分析中也较少提及，未能形成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体制。

3 生态型优化建议

3.1 规划设计因地制宜生态型土地整治项目前期踏勘时不仅要对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地形水文特

点、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做到充分了解，还要将周围的生物情况进行剖析，这样才能抓住规划的重点，结合

区域发展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比如考虑构建生态净化池、生物

通道等生物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对项目区溪流截弯取直的必要性等。做到在实现生态目标的基础上兼顾经

济因素，结合国内外土地整治项目已有的经验与研究，注重创新型生态技术的使用，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

3.2 工程建设刚柔并济贵州省地质地貌条件复杂，河流形态不一，两侧岸坡坡度也较为多变；实际建

设中，河道、渠道或天然冲沟的形态不一，故进行生态型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刚

柔并济”地建设工程，注重多种护坡形式结合进行建造，在追求工程生态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刚性工程建设

的必要性。如河流冲淤分明时，可考虑在冲刷较大的一侧采用刚性护坡或格宾石笼、雷诺护垫等抗冲刷能

力较大的护坡技术，淤侧可采用自然护坡或草皮草毯护坡等生态效应极佳的护坡技术；此外单侧护坡建设

时，若护坡坡度变化繁杂，在坡度陡然增大的河段可考虑穿插格宾石笼护坡、木桩护坡等具有挡土作用的

护坡技术。

3.3 加强生态意识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不是个人或者组织一手包办的，只有公众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

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最终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宣传教育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可以使人们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必

要性与紧迫性，同时学习掌握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与技术，养成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习惯。因此，

对于生态型土地整治工程，特别是生态型灌溉与排水工程，其最终的成效决定于各参与者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水平。因此，应当对政府管理者、工程建设者和土地使用者（农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3.4 政府群众共同参与生态型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建设，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首先，政府部

门在对生态型灌溉与排水工程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需要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运行管护措施。其次，

结合生态型灌溉与排水工程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管理规章制度，明确各级政府与群众的责任、

义务，制定工程投入、管理以及运行维护机制；最后，全面落实村民参与机制，针对工程管理、维护等具

体工作，鼓励村民参与。灌溉与排水工程的修建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项目规划设计时，

不仅要采纳政府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还应该广泛听取项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当地群众的意愿和建

议，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保证项目规划方案的合理、可行，提高广大群众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环境等

意识，使灌溉排水工程的新建和改建能够顺利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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