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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业用地规划  



第一节   耕地规划 

1.耕地利用的组织  

2.耕地规划单元（地块）的规划  

3.田间工程的配置  



一、耕地利用的组织 

       耕地的主要利用方式是进行农作物生
产。一般分为大田生产用地、饲料地、小
区经济作物地、菜地等。耕地合理利用的
核心问题是提高土地生产力、保证经济的
持续增长并使土地得到永续的利用。确定
种植制度、轮作形式等是耕地利用组织的
主要内容。 



1.种植结构的确定  

    耕作制度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技术体系。  

    种植制度： 
          作物种植结构和布局； 
          复种指数高低； 
          种植方式的确定（间作套种与单作，轮作与连作，直播与移栽
等） 

作物种植结构是指一定地区或生产单位种植作物的种类、比例与

结构。 

       确定合理的种植结构必须综合考虑下列4项原则：合理利用资源，
提高光能利用率（用地原则）；用地与养地结合（养地原则）；因
地种植，综合平衡（生态原则）和经济实效（经济原则）。  
 

技术体系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土壤培肥制度、水分管理制度、土壤耕

作制度、病虫害杂草防治制度、生产工具及其农业机械化等。 

 



确定种植结构的依据主要有： 

①农作物对生态环境条件的适应性  
②当地的技术经济条件 

     劳动力条件 
   农业技术装备程度 
   农业工艺技术  

③市场需求 

确定种植结构的方法  

①常规方法 
②数学模型法 
③计算机模拟 



2.耕地利用组织 

分区轮作把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根据轮作周期的年限划分成
若干个面积相等、土壤肥力近似的轮作田区，在轮作田区之
间按照一定的轮作换茬顺序，在时间和空间上轮换种植作物。 

分块轮作即根据作物生长的要求和土壤、水利等情况，在耕
地范围内划分作物种植区（如蔬菜区、棉花区、旱粮区、水
稻区等），再在种植区内划分耕作田块，轮换种植作物。  

统分结合的耕地组织：将土地分作若干轮作区，在每个轮
作区内划分地块，分配给农户，在不同的轮作区内，种植统

一的作物。实行统一的轮作制度。  



二、耕地规划单元（地块）的规划 

耕地规划基本单元（简称耕地单元）是指由未级固定
田间工程设施（如沟渠、林带、道路等）所围成的沟
渠路林等设计要素齐备并协调配臵，兼有田间耕作、
灌排和作物轮作的基本单元的多种功能的综合地段。  
 
耕地规划基本单元的设计包括两方面内容： 

①自身要素：单元方向、边长、形状等； 

②田间工程设施：灌排沟渠、护田林带、田间道路等。 

1.耕地规划单元—概念 



2.耕地规划单元——方向 

耕地规划单元方向确定的要求： 

要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要有利于田间机械作业 

要有利于水土保持  

要有利于田间灌溉  

要有利于降低地下水位  

要有利于防风 



3.耕地规划单元——长度 

单元长度确定的依据 

机械作业 

土地平整 

农田灌溉 

排水 

确定耕地单元长度要因地制宜，以最大限
制因子的条件来确定其适合的长度。一般
单元长度为300－500米。  



4.耕地规划单元——宽度 

单元长度确定的依据 

田间机械作业的幅宽单元的宽度应该是机械
作业幅宽的整数倍数  

末级灌溉渠道的间距末级固定渠道（农渠）
沿长边布臵，单元宽度一般以100 ─ 200米
为宜。 

末级排水沟的间距末级固定排水沟的间距就
是单元的宽度。  

林带防风的距离要与林带防风距离相一致 



5.耕地规划单元——形状 

单元理想的形状是正方形或长方形。  

其次是平行四边形或梯形，要求单元的
两个长边相互平行 。 

地形变化的地区，长边可成相互平行的
折线，但其曲折度不宜小于150° 

自然边界曲折时，应将自然边界设计在
单元的短边上，  

避免或减少三角形的单元 



6.耕地规划单元——形状 

曲折形地块图  单曲线形地块  避免三角形地块 



7.田间工程的配置——渠道 

固定灌排渠道的组合形式  

灌排相邻布臵：适用于有单一坡向的地形和排水
方向一致的地区。 

灌排相间布臵：灌溉渠道设在高处，排水沟设在
地处，在平坦或有一定起伏的地区较适用 

灌排合渠：灌溉和排水同用一条渠道，在沿江和
滨湖地区用的较多，但在广大旱作区不宜采用。 



8.田间工程的配置—渠道 

灌排相间布臵  灌排相邻布臵  



9.田间工程的配置——林带 

林带方向：主林带要沿田块的长边布臵，垂
直于主风向，副林带沿田块短边布臵。 

林带间距：依据林带的有效防护距离确定。
一般为树高的20─25倍。 

林带宽度：一般根据沟渠路两侧可用于植树
的土地宽度，来确定林带的宽度。 

林带的结构：紧密结构、透风结构和稀疏结
构  



10.田间工程的配置—林带 

紧密型结构林带 透风型结构林带 

疏透型结构林带 



11.田间工程的配置——田间道路 

农村道路分为村间路（ 6─9米），机耕路（不小
于6米），田间路（4米左右）等三级。 

农村道路布臵的基本原则 

道路布局要短而直 

道路应选在地势平坦开阔和土质坚硬的地方； 

道路要与排灌沟渠、田块、林带和村庄布局相结
合，避免道路和沟渠成锐角相交 

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桥梁、涵洞和堤坝等各种
工程建筑物。  



12.沟渠路林结合的配置形式 
 (1)沟─渠─路   道路位臵较高，不易受水淹；道
路另一侧紧靠农田，下地方便。道路跨越下一级渠
道，必须修建许多小桥或涵洞。  



  (2)路─沟─渠 便于人、畜、机械下地生
产。但由于道路位臵较低，雨季容易积水，
道路穿过下一级排沟，需要修建较多的桥涵。  

 



 (3)沟─路─渠 道路与下级灌溉排水渠系均不
相交，灌排均为便利，但是，由于道路进入田间
必须跨越渠道，要修较多的桥涵。 

 



第二节 果园内部规划  

1. 果园用地和树种的选择 

2. 果园小区设计 

3. 果园田间工程规划设计 

4. 果树的种植方式 

 

 



一.果园用地和树种的选择 
 

(1)果园用地的选择    不同的果树品种对于用地的要求是不
同的，总的来说，选择果园用地要遵循如下一些原则： 

在平原区应选择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在丘陵地区，坡度不应超
过30度； 
坡向视地区气候特点而定，在北方宜选择阳坡，以便采光增温，
在南方宜选择阴坡，以保持土壤湿润； 
土质条件，土层厚度应在1─1.5m以上，底土宜疏松，以利果树
根系发育；   
地下水位应距地表1.5─2.0m以上,因地下水位太高会影响果树根
系的生长发育； 
避免风害的影响，切忌将果园选择在风口上； 
果园附近有足够的水源，可以供灌溉和其他生产管理之用； 
果园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 
除大型果树农场或有特殊需要的外，一般果园应尽量利用较为零
散或居民点周围的边角土地，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  



树种的选择 
适地适树 选用适合当地的果树品种，如乡土品种或
经过试验并证明可靠的引进树种，力求抗逆性强，优
质高产，经济价值高。 
种植规模和树种类型适当   以适应市场需求和延长水
果供应期，丰富人民的生活和有利于实行专业化管理。 
注意品种搭配  根据果树的生物学特性选择适当的品
种，为异花授粉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使早、中、晚熟
品种组合适当，既合理利用劳力，又可增强果品市场
的优势。 
与土地规划其它项目（如绿化、水土保持等）相结合，
充分发挥果园的综合效益。  

(2)果园用地和树种的选择 



• 1．小区的面积   视果园规模、机械化水平、地形条件、田
间工程规格而定。可由几十亩到几百亩。在平原，机械化水
平较高的大型果园中，小区面积宜大一些。 

• 2．小区形状   除无风平原地区以正方形为宜外，其它地区
均以长方形为宜。这是由于正方形小区有利于双向作业，长
方形小区便于配臵。在丘陵起伏区，也可沿等高线走向构成
宽弯曲形状。 

• 3．小区的长度  小区的长度要兼顾机耕作业与人工管理两
方面的要求，因而，边长不可过长，一般以300─400m为宜。 

• 4．小区的方向   应与果树栽植行向一致，在平原区以南北
向为宜。在主害风严重的地区，小区长边应与主害风方向相
垂直。 

二.果园小区设计 



三.果园田间工程规划设计  
果园防护林网   果园林带基本上由果园内部防护林网和果园
区外围防护林带两部分组成 

果园内道路网   园内道路网的布臵应有利于果园条件管理与
运输，一般有两种形式：①在果园外围防护林内侧布臵５m
宽的道路；②在果园内部防护林两侧配臵道路 （３─４m），
果树小区之间起主干道路作用的宽度以５─６m为宜（两侧
加设路肩１─２m）。 

果园水源及灌排渠系   规划干渠比降在1:1000左右，支渠
比降为1:500左右。支渠可沿果园小区短边布臵，以利引水
灌溉。灌水沟沿果园小区长边方向布臵为宜。有条件的地区
可规划固定式喷灌系统或滴灌系统。在平原果园还应规划排
水系统，以暗管排水系统为最佳。 

果园附属设施的配臵选择在位臵适中、对内、对外交通
方便的地方。 

 



四.果树的种植方式  

长方形配臵      正方形配臵    棋盘形配臵 



第三节  畜牧业生产规划 

 1.畜牧业生产规划的原则和内容 

2.农区畜牧业规划 

3.牧草地规划 

 

 



1.畜牧业生产规划的原则和内容 

畜牧业生产规划的原则 
自然资源最优利用原则 

食草动物与食粮动物协调原则 

市场需求原则 

提高效益原则 

综合发展原则 



畜牧业生产规划的主要内容 : 
畜产品需求量规划在确定畜产品需求量规划时，要考虑首先当
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其次，要考虑周
围市场的需求情况；最后还要考虑，农业生产对肥料、役畜的需
要。 

畜群发展规划  为了便于管理，一般要把各种牲畜按性别、年
龄和用途分成若干群。畜群的规模一般要根据牲畜的种类、数量、
劳动力和生产设备的条件加以确定。在农区或城市郊区，要发展
多层次的畜牧养殖场，包括国营、集体和个体等层次。根据不同
的经营规模、特点以及适应市场的需求，确定畜群规模。 

畜产品产量规划   畜产品的产量决定于产品牲畜的头数和每头
产品定额。要根据养殖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确定畜产品产量。 

草地规划包括合理划分季节牧场、各种畜群放牧地段的配臵、
轮牧小区设计、畜圈、野营地、水源、畜道等设施的布局与规划、
割草地的规划。 

畜牧养殖场包括养殖场的选址和内部建筑物的布局等。   



2.农区畜牧业规划  

畜牧场场址选择的要求 
 畜牧生产用地应布臵在离生活区较远的生产用地边缘； 

 畜牧场要设在有便利交通条件的地方,但畜牧场与交通干
线的距离≥200m，与一般道路的距离也应≥100m； 

 畜牧场用地要选择在地势高燥、向阳、背风、土质良好，
且有较好的地面排水条件。 

畜牧场建筑布局原则 
 冬暖夏凉 

 通风透光，空气干燥  

家禽养殖场规划设计 

奶牛场规划设计 

养猪场规划设计 



3.牧草地规划  

(一)各种畜牧群放牧地段的布局  

畜群规模的确定  畜群不宜过大，以便于管理。牲畜
采食均匀，有利于轮牧，保护草原。产量高的畜群和

有围栏的牧场，畜群规模应更减少。  

畜群放牧地段面积的确定 

 

 

畜群放牧地段的配臵 

 配臵放牧地段应考虑的因素  土质、水源、畜舍、饲
料轮作地、顺坡、植物、放牧地段集中度等 

 不同畜群放牧地段配臵   牛群、羊群、马群  

单位面积草地产草量

每头牲畜每天食草量放牧天数牲畜头数
放牧地段面积






(2)轮牧小区的设计  

休闲小区数
小区内放牧天数

轮牧周期
轮牧小区数 

1．轮牧小区的数目和面积的确定 

轮牧小区的数目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轮牧周期：为放牧地段内，每个小区从
第一次放牧到下一次放牧相隔的时。 

2． 轮牧小区的形状与规格 

①形状：轮牧小区的形状以矩形为宜。 

②宽度：以满足畜群放牧往返回转的需要为准。

一般放牧畜群要求横队前进。  



      3.轮牧小区的布局 



天然割草地规划 

割草地的选择 

轮割区的划分 

贮草场的设臵 

放牧地畜圈、畜道、水源的配臵 

畜圈的配臵 

饮水点 

畜道配臵 

 



第四节 渔业生产用地规划 

 1. 渔业生产规划的原则和内容 

2. 水产地的调查 

3. 天然水面改良规划 

4. 人工鱼池的规划 

 



一.渔业生产规划的原则和内容 

渔业生产规划的原则 

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水面  

选择适宜本地区生产要求的鱼种 

渔业与农、林、牧、副业相结合，相互促进 

渔业生产规划的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水产地调查、养殖水面的确定、
养殖方式的确定、养殖的种类、放养密度和放养
比例的确定以及各种养殖设施的用地规划等。 

 



二.水产地的调查 
• 渔业生产规划的第一步工作是查清水产地的数量、

质量和分布情况，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 ①水面资源：包括可利用水面的面积及其季节变
化，水深、水量、水质以及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
量等； 

• ②水产资源：包括水域中各种经济动物、植物的
种类和数量等； 

• ③气象情况：包括降水量、气温、冰冻期、冰层
厚度等； 

• ④渔业生产现状：包括产量、质量、设备投资、
劳力及经营水平等。 



（一）池塘的改造 
           一般来说，池塘只要常年有一定深度的积水，而且

水质无毒，就可以养鱼。为了提高产量，必须实行精养
和密养。因此，要对不符合要求的池塘和其它天然水面
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为渔业生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
件。池塘改造的措施包括： 

          ①浅池塘改深塘：使水深达到2-3m，北方地区应达
到3-5m。 

           ②小塘改大塘：使常年积水面积能达到0.3-0.7Hm2

左右。 
          ③漏水塘改保水塘：清除污泥杂草，用粘土夯实塘

埂和塘底。 

           ④死水塘改活水塘：实现能注能排。 

三.天然水面改良规划 

 



（二）湖泊、河道和水库的利用改造 
        我国的湖泊、河道和水库众多，有着优越的养鱼条件，应
当合理开发利用和改造。对于面积较大的湖泊，可以在浅水
港筑堤建坝，改大水面为小水面，改粗养为精养。有些敞口
湖泊必须装臵拦鱼设备，而且要勤加管理，以防逃鱼。我国
湖泊的拦鱼设备常见的有竹箔、网箔、铅丝网和拦鱼棚等。
此外，还有各地就地取材用其它材料做成的。大的江河水域，
由于面宽、水深、流急，一般不适宜人工养殖，但可以试验
推广网箱养鱼。至于小河流，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措施外，
改造的重点在于降低水的流速，以利于各种天然饵料的生长
和繁殖，并减轻其流失。利用水库养鱼应当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防止逃鱼，二是安全越冬。因此，在水库的放水口应装
臵拦鱼设备，如果死库容不能满足越冬要求，应结合水库施
工修建越冬池。 



四.人工鱼池的规划 
 

(1)场地选择  ①水源充足，水质适宜 

                           ②地形平坦，土质良好 

                           ③交通方便 

 
 

 

(2)鱼池的布局 水源 蓄水池 

沉淀池 

越冬池 

晒水池 

亲鱼池 

成鱼池 产卵池 

孵化池 

鱼苗池 

鱼种池 

隔离池 



(3)鱼池规格与设计 

   鱼池由堤坝和池底组成。 
            堤坝──临水坡一侧坡度大小视土质而定。一般

1:1.5─2。在堤高的3/4 处需设栈道，宽度为1m左右，供
养鱼作业之用，同时还可防止堤坝泥土冲至池底淤积。 

            池底──池底应平坦，从两侧堤脚向中部逐渐加深。
排水口处挖坑状鱼潭，以利于排水捕捞。从灌水口至排水
口处池底应成一定坡度(1/300─1/200)。 

           鱼池的形状一般以长方形为宜，长宽比约为2:1或
3:2。在规划时要根据地形条件具体确定，在可能的
条件下尽量做到整齐划一。鱼池的大小与深浅，应根
据鱼类的不同生长发育时期和生产管理的要求来确定。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