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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的农田水利规划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 还注重农村环境保护和农业经营管理。为此日本在土地改良

中关于农田水利规划方面的调查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规划区域的农田建设状况、主要土地改良状况、水利状况和土

壤及地基承载力、区域及道路、灌溉及排水、主要作物的生产费及农户的收入、土地所有及耕地分散情况、劳动力和

农户数及就业状态的动向、农户的意向等方面, 都进行概查和精查,这些工作为制定亲水的、利用型的农业规划提供

了详尽的基础。日本农田水利规划的调查程序与内容对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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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try ing to increase the agr icultural pr oductiv ity in the irr igat ion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planning, the Japanese al2

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 otec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 o f agr icultural business. Therefor e, the sur vey on

the irr ig at ion projects in t he farmland improvement in Japan includes many aspect s, such as the farmland 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the planned area, main state o f the improved soil, state of w ater conserv ation, bearing capacit y o f soil and foundation, r egion

and ro ad, ir rig ation and drainage, pr oduction co st o f main crops and income o f farmers, land ow nership and distr ibution o f farm2

land, number of labor er s and farmers and the trend of employment, and farmers. w ill. A ll o f the above aspects ar e surveyed gen2

er ally and accurately and they pr ovide a detailed planning basis to make the planning of hydrophilic and usable agr iculture. T he

surv ey pro cedure and content of the irr igat ion and w ater conser vation planning in Japan offer s v 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ir rig a2

tion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new rur 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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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土地价格昂贵, 农田零星分散, 因此在进行有关土

地改良的农田水利工程规划时,主要考虑是否充分具备以下

条件:必要性 (发展农业经济、稳定核食供需状况) ; 可行性

(具有相应的技术条件和手段. 且可得到受益农户应出的负

担资金及有关方面的支持) ; 妥当性(与整体各有关工程在规

划、经费上相协调, 并可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 1]。为达到

上述目的,日本十分重视为制定规划所必要的调查程序。首

先,通过概查掌握规划地区的大致现状,判断工程的必要性;

其次,以都道府县、市町村的开发规划和有关土地改良的工

程规划等为依据,判断工程的可行性, 确定符合该地区土地

未来开发方向的基本方针; 然后, 根据基本方针及概查结果

判断工程的妥当性,再制定计划并实施精查; 最后, 根据精查

的结果,制定规划,进行设计[2]。本文拟从概查和精查两个

方面介绍日本农田水利规划的调查程序与内容, 以期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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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提供参考。

1  概查

1. 1  概查的内容
概查是在判断工程(区域建设、农道建设、灌溉用水改

良、排水改良、土层改良等)必要性的同时, 为制定调查 (精

查)规划, 所进行的对现状的大致了解及未来预测的调查。

概查主要弄清楚规划区域的气象、土壤、地质、地形情况

及道路的宽度[3]、配置、区域的大小、形状配置,耕地的干湿

状况、土壤改良、暗管排水、农田建设状况,水利状况(灌溉排

水状况、主要土地改良状况)、规划地域及地区的社会、经济、

农业经营概况、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未来的开发设想及相关

项目、农户的意向等情况。

1. 2  概查的程序
概查一般按以下顺序进行。首先是收集资料阶段, 包括

国家发行的地形图( 1/ 50000 或 1/ 25000)、根据地籍调查或

国土调查已经形成的地形图或照片图; 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概

况及辖区图; 地质图、土壤图、不同水源的灌溉区域图; 水田

土地改良调查报告、旱田土地改良调查报告等。其次是访问

调查阶段,即听取当地农户对现有农田基础状况、农业经营

状况等方面的想法和改进意见。在弄清各地区农户的意向、

地区概况和灌排系统、农业经营状况和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界

线等基础上决定勘查的范围, 进入勘查阶段。在勘查阶段,

根据规划地区的农业经营概况和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未来

设想 ,以及灌溉不足状况、排水不良状况等各种资料, 利用简

单的测量仪,调查所定范围的农田基础状况 (道路配置及宽

度、区划的大小、渠道配置及结构、土层是否改良等 )及主要

建筑(桥梁、渠首工程、主干灌排渠等)的结构、规模、老化程

度等,。最后, 以概查弄清的事项为基础, 研究该地区农田建

设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妥当性, 再根据都道府县及市町

村的开发规划,有关土地改良工程规划等制定符合该地区未

来发展方向的农田建设工程的基本方针, 依据此基本方针及

概查的结果进入精查阶段。

2  精查

精查是进行设计、制定施工规划所进行的必要调查。农

田建设工程基本方针的最终正确性判断是基于精查的结果

进行的。但概查阶段农田建设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妥当

性是判断项目是否实施的依据。

2. 1  精查的内容
在精查之前进行现场勘查, 然后根据现有的图纸、当地

农户的意见等决定调查地点, 观测设施的设置地点, 并制定

调查规划,开展调查。

精查的内容主要为: 自然条件及耕地条件(包括土壤及

地基承载力、区域及道路、灌排设施及其管理现状等)等基础

性资料调查;社会经济条件、未来农业经营规划、农业经营栽

培状况等为确定未来目标状况所进行的调查;为改良现状所

进行的和本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关联项目(主要包括农

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环境、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灾害防

治等)的调查。

2. 1. 1  自然条件及耕地条件的调查
( 1)水文气象。水文气象条件调查是工程规划调查的基

本事项。根据调查结果,确定灌溉规划的规划基准年, 求出

在基准年中灌溉期的有效雨量, 统计计算求出排水规划中

1/ 10~ 1/ 2 概率的 24 h 雨量(或日雨量)、4 h 雨量、1 h 雨量

及1/ 10 概率的连续雨量( 2~ 4 d)。应注意的是,水田面积过

大时往往受风的影响也大,因此在进行大区域水田规划时需

要掌握风向和风壅水的状况,以及热燥风现象等其地区特有

的特殊气象。

( 2)地形图的制作。地形图是各种规划的基础。一般来

说,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区域建设地区(含暗管排水区域)为中

心的,设置灌排渠、道路等时,含其周边 300~ 500 m 的范围。

如考虑与地区之外的连接(和国有汽车高速道路、城市高速

道路、一般道路、都道府县道路、市叮村道路及村庄的连接)

道路和与主干灌排渠的连接渠道等情况时, 其制作范围应含

其周边 200~ 500 m。如在地区的周边有通过的国有汽车高

速道路、城市高速道路、一般道路、都道府县道路等主要干

道、主干灌排渠及与该规划地区有关的农业经营设施等建筑

物,要将其位置事先标记在地形图上。

( 3)地形及表层地质。在农田建设规划过程中,地区的

地形条件、地形及表层地质条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区划处

理、灌排规划、工程规划等相关规划, 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

干湿度等性状,也由土质的表层地质所决定。

地形区分时,以 1/ 5000的地形图为基础, 按照航测照片

辨认,现场勘查区分地形, 制作地形区分图。表层地质调查

则以 1/ 5000 的地形图为基础,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勘

探,弄清表层地质现象, 制作表层地质图。地形区分和表层

地质可以在同一图纸上标明。

2. 1. 2  耕地条件
( 1)土壤(农田)承载力。为判断是否需要暗管排水、土

层改良及表土处理、确定耕区长度、掌握灌溉用水量及土壤

承载力,以及制定农业经营规划, 要根据现有的资料及现场

调查了解地区的土壤类型,物理及化学等特性。

在农田建设规划里, 与土壤性状有关的规划事项有排

水、灌溉、土层改良、表土处理, 地基承载力及农业经营计划

等。在制定这些规划时,必须掌握土壤的性状, 在土壤调查

中将进行土壤分类,弄清各个类型的分布及基本现状的调查

称为基本调查;为研究改良对策计划获得必要的资料而进行

的调查称为补充基本调查。

土壤基本调查一般根据以下方法进行调查。

土壤断面调查:土壤断面调查一般选择试坑调查, 调查

用图宜采用 1/ 5000~ 1/ 1000 的地形图, 用方格法以 20 hm2

为单位选择, 同时结合地形, 灌排等条件, 决定试坑调查密

度。另外, 有关地区内的未开垦地, 要根据面积、土块数决定

调查密度。试坑调查的深度以 1. 0~ 1. 2 m 为原则。

土壤分析:样品从每个土壤类型有代表性的试坑调查点

分别于不同层次取样,分析粒径组成、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

Ca、Mg 等在土壤剖面中的垂直分布规律、磷酸吸收系数、土

壤 pH 值、交换酸度等项目,必要时可追加试验分析项目。

补充基本调查主要是为研究改良对策, 决定对策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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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要素而获得必要资料的调查。农田建设工程一般伴随

表土层、心土层、底土层土壤的转移,而下层土壤中可能有引

起作物发育不良的土层,因此在这样的地区应重点实施补充

调查,从规划阶段起就要加强与试验研究部门的联系。如果

要把水田改成旱田,还要进行旱田土壤调查。

土壤承载力的调查:在软弱地层处, 使用圆锥惯入仪 (圆

锥面积 6. 45 cm2 , 尖端角30b)以 100 m 方格为单位测量贯入

阻力值,作为机械引进计划和客土规划、暗管排水规划等规

划设计的资料。贯入阻力值由一个测点对深度和圆锥指数

大致相同的 3 次以上测量的平均值求出。测定深度为计划

地表下 50 cm,每 5 cm 为一层,按 1 cm/ s 的贯入速度测量。

( 2)地下水位。为掌握农田的干湿状态和地下水的现

状,研究配水改良对策, 要在所在地区及周边做地下水调查。

农田非灌溉期的地下水位是判断农田干湿状况、地下排

水好坏的主要因素,而灌溉期的地下水位是研究用水消耗结

构的主要因素[4]。因此, 农田及其周边地下水位的调查 ,是

决定排水改良对策和推定农田建设过程中耗水深度变化的

必要调查项目。

一般情况下,非灌溉期间的地下水位可通过土壤断面调

查的潜育化程度、潜育层位置等推定。若该方法存在困难或

者想弄清周边不同时期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时, 可通过地下

水位测管、周边地区的既有井或排水沟等测定地下水位。

( 3)区域及道路。农田建设规划中,要调查区域的大小、

形状、配置、相邻农田表面高差; 道路的宽度、结构、使用状

况、附属建筑物等。对原来已进行过中、小区划建设的地区,

进行大区划水田建设时应掌握现有的区划和道路状况。特

别是要调查道路与农田表面的高差、干线农道的使用要求以

及现有道路在大区划水田规划中利用的可能性。

( 4)灌溉及排水。在农田建设规划中, 应把末端灌排系

统作为制定规划的主要对象,掌握灌溉用水分配、耗水机构、

正常排水机构、灌排设施及其管理现状则是调查的重点。

农田建设后,因干田化而经常出现单位灌水量变化 ,因

此,规划后在预计土壤透水性、地下水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有必要在附近地形、土壤、排水条件类似的地方调查耗水

深度,作为规划后决定单位灌水量的资料。由于农田建设要

进行充分晒田落干,导致其后耗水深度猛增, 因此, 调查时应

考虑这个时期的影响。此外 ,干田直播时, 测定初期灌水量

也很重要。耗水深度的调查方法、测定期间、次数等以灌溉

规划要求为准。

除在倾斜地灌排渠兼用外, 灌排渠完全分离, 故如果没

有特别的设施或灌排体系, 水就不能重复利用。规划后 ,从

水源、水量上考虑, 有必要考虑重复利用情况,调查不同地区

水费收支现状,事先弄清能够重复利用的地区及其总量。总

灌溉量及水费收支的调查方法以灌溉规划的要求为准。大

区域水田规划时,重点是确保灌排能力, 故应特别重点调查

末端灌排设施等。

2. 1. 3  社会经济条件
弄清规划地区今后的农业方向,有助于制定与此相符的

规划,为此, 要调查规划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中小区域

相比,大区域的规划易受地区社会经济条件影响, 故要事先

掌握该地区农业的整体发展趋势。

标准的调查项目包括: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地区振兴规

划、农业经营规划、地区经济状况、地区农业状况、农业系统

活动等,其中农业经营规划是调查的重点。

在农业经营规划的调查中,要考虑引进作物、耕作面、经

营单位规模、经营组织、经营条件、农业机械的规模及使用组

织,农业经营设施及使用组织、影响作物的生产费及农户的

收入、作业体系、作业组织、等因素。另外,农业经营规划有

必要预测远期状况进行规划。并且要对其实现规划过程的

推移状况及对应策略进行事前研究。尤其是要调查现耕种

主要作物每 10 a 的收成与受灾情况,包括不同原因受灾状况

及计划引进耕种的作物每 10 a 的产量,研究损害产量的主要

原因和改进的可能性以及必要的对策, 作为农业经营规划及

经济效果估算的基础资料。

既定的农业经营规划,是在对农田建设一定水平预测的

基础上所制定的,所以, 在区域道路,灌排渠等农田基本建设

和规划阶段有必要进行再次的研究。农业经营规划, 要根据

农户的土地所有规模、土地利用形态、不同的经营规模、专业

及兼业农户收入,农业经营方式、农业劳动力、农户数及就业

状态的动向等,划分水稻+ 麦, 水稻+ 蔬菜, 水稻+ 奶酷业等

类型后,再确定各个类型规划。

2. 1. 4  农业经营栽培状况
弄清农业经营及栽培上的问题和主要原因, 研究工程的

必要性和改进的可能性,调查农业经营现状及栽培管理的现

状,有利于制定开发方向及规划。

调查的必要性项目一般包括土地利用状况、农业经营的

管理运营组织、主要作物和栽培管理体系、主要作物栽培期

及栽培技术、主要作物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对产量的影响程

度、受灾主要原因等并制作受灾状况图、家禽饲养头数及饲

养农户数的动向、农作业机械的普及状况及交通运输的使用

状况、主要作物的生产费及农户的收入、土地所有及耕地分

散情况、劳动力和农户数及就业状态的动向、农户的意向、有

关农田集中利用的调查等。

2. 1. 5  关联项目
日本的农田水利规划要求在规划地区及其周边, 调查已

实施和正在实施之中或者规划中的其他项目的内容, 其中对

和本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项目,要更详细调查其规划内

容以谋求和本规划协调。即除了要求开发相关农业设施外,

其内容还要求覆盖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乡村道

路、排水沟、公园、会议室等[ 5]。

主要调查内容为: 农业振兴地区建设规划、城镇区域等

农业以外用途的区域规划、有关土壤改良项目、河道整治工

程、与项目相关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环境、农村生

态环境、农村灾害防治、国道至村道各级别的改建和新建工

程、农业机械设施的引进及其他有关农业设施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1961 年颁布的5农业基本法6是以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护农业为目标的法律, 并没有涉及农

业环境问题。5农业基本法6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减小工农

业收入差别,提高粮食供给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也导致了农产品品质下降、农药残留、水环境污染、土壤退化

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农产品供求状况的改变、环境污染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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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环境政策的影

响,农业环境污染问题在日本逐渐得到重视。2005年颁布了

新的5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6和5农业环境规范6, 提出了

全面实施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政策[ 6]。因此, 日本在农田水利

规划设计中,不仅与项目相关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调查是

其必须内容之一,对灌溉水源的水质、生产用废水及生活用

排水的处理与利用等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村生活环境的综合

整治也相当重视,其内容具体到灌溉水源的水质监测、生产

用废水及生活用废水对农田、农作物、地下水、农村景观等农

村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处理方式、环保设备的选型与维护、排

水方案的选定与排水系统的维护、废水处理后的检测方式及

对终端的影响等。

为保护生态环境,日本的农田水利规划会从生态保护方

面对灌排渠道的设计进行详尽的方案比选, 例如迎水坡坡面

及渠底材料对水深、水温、流速、水流边界条件、营养盐的迁

移的影响是否会导致泥沙淤积、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洄游生

物迁徙途径破坏,区域内的物种食物链是否会受到影响 ,对

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命系统的影响程度等; 人工

直接种植岸边林木及植被对深水处光合作用的影响程度,是

否会改变植物、微生物、鱼类、鸟类、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等物种的密度、比例等, 甚至于渠道的宽度、坡度对动物和昆

虫栖息的影响也在考虑之列。如为便于小动物不慎落入沟

内后,可顺着斜坡爬上来, 在道路旁坡下用于排水的侧沟边,

每隔一段距离都专为小动物砌一斜坡, 侧沟的宽度、深度、斜

坡的坡度在满足排水的同时,还要根据当地小型动物的栖息

及捕食习惯、行为能力等综合考虑。

日本生态型护岸技术的发展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日本又提出了/亲水0观念[7] ,在农田水利

规划中,具体体现在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环境、农

村生态环境、农村景观融为一体, 综合考虑, 最大程度的体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

3  结语

日本农田水利规划不只是考虑农田水利本身, 还考虑了

规划区域未来的开发设想及相关项目和农业经营栽培状况,

并细化到家禽饲养头数及饲养农户数的动向、农作业机械的

普及状况和交通运输的使用状况、主要作物的生产费用及农

户的收入、土地所有及耕地分散情况、劳动力和农户数及就

业状态的动向,尤其是在概查和精查两个阶段都非常重视农

户的意向, 对区域及道路、灌溉及排水、农业经营管理、生态

与环境的精查则是日本农田水利规划中协调农田与农村环

境的主要内容,对我国的农田水利规划和新农村建设有一定

的借鉴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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