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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期以来， 省委、 省政府始终把加强以治水改土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建设

作为 “扎扎实实打基础” 的重大措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切实加强高稳产农田建设。 从 “八五” 以来， 农业厅围绕全省农业发展纲

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根据云南自然条件、 土壤多样性特点及地形地

貌、 水土条件和农田建设工作规律， 遵循因田治理、 因地改造， 辩症施治的

原则， 采取工程、 生物、 农艺措施相结合， 因地制宜的采用一些新技术、 新

方法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治理效果， 特别是省委第七次党

代会后， 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意见》， 加强领导， 加大

投入， 创新机制， 精心组织各地持续不断地开展中低产田地改造。 经过各级

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全省已累计建成高稳产农田 ３０００ 万亩， 为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 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生产， 促进农业持续增长、 农民持续增收、
农村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我省中低产田地改造仍然存在着标准

低、 投入少、 资金散、 管理繁杂、 效益差的问题， 集约化、 上规模的高产稳

产节水高效基本农田地少， 建成的高产稳产农田达不到 “渠成网、 田成方、
路相连、 渠相通、 树成行、 旱能灌、 涝能排、 园田化” 标准， 与现代农业发

展和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多问题和差距。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 搞好规划、 统

筹安排、 连片推进， 加快中低产田改造， 鼓励农民开展土壤改良， 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种， 提高耕地质量， 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 从

云南的情况看， 发展现代农业基础在耕地， 希望和潜力在中低产田地改造，
加快实施中低产田改造、 全面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对确保粮食稳定

生产、 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不仅意义重大、 十分必要， 而且已势在

必行。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省委八届六次全会决定： 举全省之力加快中低产田地改造， 下决心解

决山区、 半山区的生产条件， 基本解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１·前　 　 言



２０２０ 年， 再改造 ２０００ 万亩中低产田地， 使全省农民人均拥有 １ 亩以上的基

本农田。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 我们组织从事中低产田地改造多年的专家和技术

人员， 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将云南省中低产田地改造技术编辑成科技

专著， 供同行和有关领导参考。
《云南省中低产田地改造技术》 结合云南实际， 从不同的专业， 多角度

进行论述。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理论技术篇”； 第二部分 “开
发与实践篇”； 第三部分 “成果应用篇”。 内容丰富， 具有可操作性强、 技

术实用的特点， 是众多专家和技术人员智慧的结晶， 对云南搞好中低产田地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 省发改委、 财政厅相关处室的领导给予了热情指

导， 得到各州市农业局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由于编写任务繁

重、 时间仓促， 加之部分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 本书尚有不当和肤浅之处，
恳请有关领导、 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充实

完善。

编　 者

二○一○年十一月

·２· 云南省中低产田地改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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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低产田地改造规划技术

中低产田地改造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 功在国家， 利在群众， 福在子孙， 其技术

性、 工程性、 经济性甚强。 因此， 需要用全面的观点、 长远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看待

它， 运用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 因地制宜， 统筹兼顾地组织实施，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进行山、 水、 田、 林、 路综合治理， 力求做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

一， 对系统未来发展进行全面规划， 使它在改造中获得最佳效果。

第一节　 中低产田地改造规划与实施

一、 改造规划的原则

　 　 （１） 规划必须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 集中连片， 规模开发， 把治山、 治水、 改

田、 改土、 修路与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从实际出发， 制定出适合本地农业综

合开发总体规划。
（２） 规划是进行中低产田地改造的基础工作， 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改造项

目区的选择。 应先选择那些水土资源丰富， 改造开发潜力大， 见效快， 效益好， 干部群

众积极性高的地方进行， 循序渐进。 二是 “规划” 必须把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和发展两

高一优和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结合起来， 做到长短结合。 三是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必须具

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规划与年度实施计划要互相吻合， 应该坚持 “实、 全、
细、 准” 的原则。 “实” 是指改造项目要因地制宜， 切合实际， 不搞一刀切； “全” 是

指统筹兼顾， 全面规划， 按期达到山、 水、 田、 林、 路综合治理； “细” 是指规划图设

计图、 施工图、 文、 表要力求细致周密， 定点定位， 定质定量； “准” 是指项目规划设

计的可行性强， 便于分年度， 分期、 保质、 保量地组织实施完成。
（３） “规划” 必须具有科学性， 长期性， 坚持工程、 生物、 农耕农业措施的配套实

施， 不单纯追求数量， 还要讲究质量， 做到改一片， 成一片， 巩固一片。

二、 改造规划的步骤

（１） 组织准备： 建位机构， 组织专业技术队伍， 制定工作计划， 培训技术人员。
（２） 收集有关治理改良区的现有农业、 粮食、 经济、 气候、 土壤、 水利等的基本

资料和有关图件。
（３） 研究分析治理改造区域的生产现状及主要障碍因素， 为制定改良方案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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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地踏勘调查， 野外定点规划， 测设、 放图， 圈定改造区范围。
（５） 编制改造项目区规划及实施报告书。
①文字说明。
②图件： 规划图、 断面图、 施工图。
③工程进度规划材料、 资金、 劳力、 数量等。
④工程预算。
（６） 报告的可行性论证， 提出合理利用途经， 进行经济效益及规划方案评估。
（７） 组织实施、 检查， 验收、 项目改造完毕。
具体中低产田地改造工作程序见下列框图 （图 １－１）。

图 １－１　 中低产田地改造工作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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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造规划的内容

中低产田地改造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改造区域的自然、 社会、 经济、 生

态条件， 在大农业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因地制宜地在空间上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一项综

合措施。 所以中低产田地改造规划应包括土地利用规划、 农田水利规划、 土地整形规

划等。
（一） 土地利用规划

１ 确定和落实农、 林、 牧、 副、 渔各业用地面积、 用地结构和布局

根据当地经济、 人口发展， 土地光、 热、 水、 土、 肥的适应性以及历史的耕作管理

水平进行规划与调整， 在一个集流区抓住治水， 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 改善环境四个环

节， 进行蓄水、 引水、 提水、 灌溉、 排水、 水土保持及田间、 桥、 涵、 路闸、 农田制口

规划设计。 才能发挥改造项目的总体功能和收到较好的综合效益。
２ 中低产田地改良利用规划

根据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和省农业区划办公室联合承担的科研课题 《云南省中

低产田地改良利用研究》 的研究成果， 将我省中低产田地进行分类排队， 确定改造的

先后、 投资的大小， 并对我省中低产田地类型进行划分， 笔者认为这一片片的不同类型

的规划应该是：
山地坡耕型： 面积 ２０７４ ４ 万亩， 占全省中低产田地面积的 ５７ １％。 此类型应坚持

一山、 一坡、 一弯、 一梁， 成片规划， 以原有地块、 台阶为基础， 本着因地制宜， 就地

取材， 宜宽则宽， 宜窄就窄， 安全省工， 讲求实效的原则， 确定地块， 对一些坡度较

陡、 坡长的地块， 采取分台定位， 矮坎窄梯的办法， 结合水系治理 （背沟、 排洪沟、
蓄水池、 沉沙池）， 形成高水高蓄， 水不乱流、 泥不下山的坡耕型水系网络综合治理，
达到平、 厚、 壤、 固、 肥、 沟、 池、 涵、 林、 路配套齐全。

干旱缺水型： 面积 ３１７ ９ 万亩， 占中低产田地面积的 ８ ８％。 主要分布在红河、 文

山、 曲靖、 思茅、 临沧、 楚雄、 大理等地的坝子槽子内 （不含山地坡耕地） 此类型主

要是开沟引水， 改造区内部和改造区域之间以至跨越分水岭、 小流域的水量相互调剂，
以盈补缺， 按照作物的需要将水输送和分配到田间， 协调好土壤中水、 肥、 气、 热状

况， 达到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保证作物不断高产稳产的目的。
渍涝型： 面积 １０９ 万亩， 占中低产田地面积的 ３ ０％。 此类型主要指常处地下水位

高、 地壤潜育化或所处地势低凹， 排水困难， 雨季被淹， 主要规划措施采取开沟排水、
防洪排渍为主。 在了解现有排水沟排洪排渍能力的基础上， 确定开挖建设的条数、 深

度、 确保增加复种指数的面积。
瘠薄型： 面积 ４０９ ８ 万亩， 占全省中低产田地面积的 １１ ３％。 此类型主要分布在全

省各地的侵蚀高原面、 岩溶地区、 洪积扇中上部及河滩上， 规划改造应以跑土、 跑水、
跑肥的 “三跑土” 改为保土保水保肥的 “三保土” 为目标， 控制水土流失。 一般地面

坡度＜５°者， 实行横向聚土垄作， 逐年深采的培肥； 坡度 ５° ～１５°者实施坡改梯， 根据自

然台位， 确定梯级高度， 地块长度不限， 地块大弯随弯， 小弯取直， 坡在 １５° ～ ２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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