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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资源平衡分析是进行土地整理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摸清土地整理项目区的资源状况 , 才能因地制宜地对项目区进行科学规划 ,
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确保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达到合理的协调统一和效益的最大化。以辽宁省某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 对
水资源平衡分析的要点和方法作了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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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 minary Discussion onthe Water Resource Balance inthe Land-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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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lanced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the land-planning and ,based onthe master of the land resource ,
it could be done to scientifically planinline withthe local conditionfor the i mprovement of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n an all- round way ,with good eco-
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 .Inthis text in Liaoning Province some land-planni ng being taken as example ,the balance of water and land resource
was analyzed in det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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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要求,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 采取行政、经济、工程、技术、法律

等手段, 通过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 对土地资源进行重

新分配, 以达到协调人地关系,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改

善和保护生态环境 , 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过程。水资源平衡分析是进行土地整理的前提

和基础, 只有摸清土地整理项目区的资源状况 , 才能因地制

宜地进行科学的规划 , 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笔者以辽宁

省某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对水资源平衡分析的要点和方法作

了详细的探讨。

1  项目区水文地质概况

项目区水资源分布受气象、水文、地貌、底层岩性等因素

制约, 分布于漫滩、冲洪积阶地及坡地前缘。地下水类型为

松散堆积孔隙潜水 , 可划分为冲洪积砂砾卵石含水层与坡洪

积混土砂砾卵石含水层。

项目区分布于蹦河流域两岸 , 河长71 .23 km, 平均比降

2 .82 ‰。境内流域面积3 .93 万hm2 , 河流长约35 km, 年径流

量63 .9 万m3 。洪水季节在6 ～8 月份, 最大洪水位1 .1 m, 最

高水位流量288 m3/ s , 河水方向由南向北。

项目区内径流量系由降雨形成, 由于受大区域地理、地

形、地貌等因素影响, 降水量的年际间波动较大, 多年平均降

水量为466 .00 mm; 降水量的年内分配极不均匀, 大部分降雨

集中在6 ～9 月。区内虽有河流经过 , 但因没有控制性拦蓄

工程, 径流水无法利用。

项目区地下水较丰富, 冲洪积最大厚度通过曲线分析 ,

最深约40 m, 最浅在25 m 左右, 平均约30 m。为第四系孔隙

潜水区, 由亚粘土、砂砾卵石组成, 主要含水层岩性为砂砾卵

石, 有少量亚粘土夹层, 以花岗岩为主, 水位埋深10 ～15 m,

区内地下水层潜水类型。水质为重碳酸钙型, 矿化度0 .2 ～

0 .5 g/ L , 适于灌溉, 单井涌水量50～70 m3/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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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区灌溉水源分析

2 .1  河川径流  蹦河流域面积969 .03 km2 , 河长71 .23 km,

多年平 均径流 量 1 868 .01 万 m3 , 75 % 频 率 下径 流量 为

1 170 .59 万m3 ,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2 971 .82 万m3 , 该河流是近

几年来在连续发生旱灾的情况下唯一没有断流的河流。项

目区位于蹦河流域中下游漫滩地和阶地上, 水资源量比较丰

富, 地质结构为第四纪, 厚20 .0 ～43 .5 m, 水位埋深2 .7 ～16 .6

m, 渗透系数20 .0～187 .9 m/ d。

2 .2 地面径流 项目区蹦河段流域面积211 .94 km2 , 多年平

均径流量408 .56 m3 ,75 % 频率径流量371 .81 万 m3 。虽有径

流但平时流量不大, 难以利用于农田灌溉。

2 .3  地下水  项目区地下水主要补给为大气降水,6 ～9 月

份为降雨集中时期, 地下水位上升幅度大,3 ～4 月份冰雪融

化, 地下水上升幅度小, 项目区内集水面积较大 , 降水渗入 ,

其中一部分直接转为地下水, 另一部分转为河水后与蹦河地

下水成为互补关系。地下水的主要径流为地下径流, 由河谷

两侧地势较高处流向河谷, 蹦河河道平均比降2 .82 ‰, 水力

坡度较大 , 地下水径流条件良好。区内地下水排泄有垂直排

泄和下游径流排泄两种形式, 垂直排泄为河谷两侧附近村民

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其水质类型为碳酸钙型水, 矿化度

0 .2～0 .5 g/ L , 适于饮用和灌溉。

3  项目区灌溉需水量计算

3 .1 灌溉面积 项目区土地整理面积901 .86 hm2 , 项目实施

后建设水浇地灌溉面积567 .24 hm2 。

3 .2  灌溉用水定额 根据当地水浇地种植经验及设计标准

规范, 设计大田灌水定额为750 m3/ hm2 。由于作物的需水量

不同, 年灌水的次数不同, 所以灌溉定额不同。大田玉米平

均每年需灌溉3 次, 每次灌溉水量为750 m3/ hm2 , 其灌溉定额

为2 250 m3/ hm2 。甜菜每年平均需灌溉4 次, 平均每次灌水

750 m3/ hm2 , 其灌溉定额为3 000 m3/ hm2 。

3 .3 灌溉设计保证率  项目实施建设水浇地567 .24 hm2 , 采

取地下管网地面软管灌溉的方式对项目灌区进行灌溉,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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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以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工作较弱  工业用地分散 ,

土地集约利用度不高, 工业用地利用比较粗放。

3 .6 随意修改用地规划  一些地方擅自或变相修改规划 ,

存在违反规划用地的现象, 影响了规划的严格实施。

4  节约集约用地的建议

4 .1 转变土地利用观念, 树立节约集约利用理念  以科学

发展观为统领的节约集约用地理念是实现土地有效利用的

前提。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在全社会树立“节约集约

用地光荣、粗放浪费用地可耻”的风尚, 引导人们树立科学发

展观和节约集约用地理念, 逐渐把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由增量

土地引导到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 , 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上来。要注意发现、总结、推广当地的

好经验, 借鉴外地的好做法, 通过开展试点, 加快推进; 要认

真落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各项政策, 发挥好政策的

鼓励和引导作用。

4 .2 完善规划体系, 加强规划管理, 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推

进节约集约用地必须从规划计划抓起, 科学合理的规划计划

是最大的节约。要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 依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统筹安排和指导各类专业规划

用地。发挥规划计划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布局和土地供应总

量的作用。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

挂钩的要求 , 统筹安排、合理调整城乡建设用地的数量和空

间布局 ,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到乡镇 ,

要为“迁村并点”、“旧村改造”、“村改居”等提供规划依据。

4 .3  立足内涵挖潜 , 优先盘活利用存量土地 继续开展存

量土地普查, 开展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摸清土地家底 , 针对各

类低效利用土地, 联合制订盘活利用方案 , 认真组织实施。

4 .4 推进土地市场建设,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市场机制是

节约集约用地的内在动力,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 推进土地资

源市场化配置。一是继续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 按照

划拨《用地目录》, 进一步加强划拨用地管理, 完善建设项目

用地定额指标, 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控制指标管理。二是提

高工业用地产出率, 稳步推进工业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供

应。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提高工业用

地集约水平。三是通过完善土地储备制度, 引入市场机制 ,

优先储备盘活闲置、空闲和低效利用的土地。

4 .5 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推行“退二进三”土地置换举

措的同时 , 注重适当提高城镇中心区的容积率。县城中心区

应充分利用土地级差地租, 结合现代企业转制和工业用地置

换, 盘活存量土地 , 将工业企业向园区转移集中, 使企业的账

面资产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 实现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

双优配置, 在功能分区上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优化环境

配套设施。按照政府机关用地一片的思路, 将业务联系密切

的机关统一安置在同一区域; 按照工业用地, 产、供、销一条

龙的方针, 进行园区集中建设; 集中成片开发居住用地, 扩大

公共绿化用地, 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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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技术标准汇编·灌溉排水卷》中的有关内容 , 设计灌溉

保证率为85 % 。项目完成后预计水浇地种植玉米 426 .74

hm2 , 甜菜140 .5 hm2 , 项目区灌溉需水量为135 .69 万 m3 。

4  项目区供水量计算

根据县水利局1999 年地下水资源普查结果, 蹦河流域

该镇区地下水可开采总量为694 .91 万 m3 。现有灌溉面积

1 093 .30 hm2 , 其中: 井灌860 .00 hm2 , 自流灌233 .30 hm2 , 灌溉

用水159 .80 万 m3 ; 其他人畜用水20 .00 万 m3 左右 ; 预计上游

将来能形成水浇地灌溉面积600 .00 hm2 , 需预留用水135 .00

万 m3 。这样项目区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为 :694 .91 - 159 .80

- 20 .00 - 135 .00 = 380 .11 万m3 , 按水资源允许开采量50 % 计

算, 项目区可供水量为190 .06 万 m3 。

5  项目区水资源供需分析

项目区建设水平梯田旱地和水浇地种植区, 种植玉米、

小杂粮等, 打机电井提取地下水用于农田灌溉 , 地下水资源

可供水量190 .06 万 m3 > 灌溉总需水量135 .69 万 m3 , 则水量

供需比值 K= 1 .4 > 1 , 其灌溉水源有保证。按照《取水许可

申请审批程序规定》, 项目区镇政府向水利资源管理部门提

出申请 , 获得取水许可。

6  结束语

水资源平衡分析是土地整理规划设计的一项内容 , 也是

决定土地整理项目是否能够实施规划设计的依据。水资源

平衡分析是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实现土地整

理项目投资少、见效快、效率高的重要途径。只有进行科学

的水资源平衡分析, 合理规划设计并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

才能实现最大尺度上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

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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