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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排水沟断面图、配筋图 A3 图-14

16 3#排水沟断面图、配筋图 A3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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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泵房平面图、剖面图 A3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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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泵房配筋图（2/2） A3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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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纸 项 目 图 纸 项 目

编号 项目名称 规格（m） 长度（m） 备注 编号 项目名称 规格（m） 长度（m） 备注

1 1#排水沟 B×H=0.9×0.75 423

2 2#排水沟 B×H=1.3×0.8 90

3 3#排水沟 B×H=0.6×0.8 497

4 1#渠道修复 B×H=0.7×0.4 80

5 2#渠道修复 B×H=0.6×0.6 534

6 1#路面硬化 B=4.0 458

7 2#路面硬化 B=3.0 94

8 3#路面硬化 B=3.2 246

9 4#路面硬化 B=3.5 458

10 1#田间道路 B=2.0 627

11 2#田间道路 B=3.0 80

12 8#田间道路 B=3.0 122

13 新建泵房 4.25×4.25 1座

14 错车道 3处

15 下田坡 11处

16 过路管涵 Φ500钢筋砼涵管 8个

17 潜水泵 1个

18 混流泵及电机 150HW-8混流泵、Y132S-4电机 1个

19 项目区面积 30.6317hm²（459.47亩）

20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30.5513hm²（458.2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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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说明

一、工程概况

2021年瑞安市仙降街道金源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位于仙降街道金源村，项目区建设规模

30.6317hm²（459.47亩），建成后高标准农田面积 30.5513hm²（458.26亩）。104国道、甬台

温高速公路纵贯全境，交通便利。根据《瑞安市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该片土地现状属于耕地，

根据《瑞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图》属于一般基本农田，故选址符合规划要求。本次设计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灌排系统工程、田间道路及配套设施工程三个部分。

二、设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7）《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

（8）《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

（9）《土地开发整理标准》（TD/T1011～1013－2000）；

（10）《浙江省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5年 12月）；

（11）《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TD/T1011-2000）；

（1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1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00）；

（14）《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99）；

（15）《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SL/T4－2013）；

（1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15772－2008）；

（17）《浙江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2008）；

（18）《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04）；

（19）《浙江省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评定办法（试行）》（浙土资办〔2015〕18号；

（20）《浙江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浙土资办〔2008〕175 号）；

（21）《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5年 12月）；

（22）《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23）《耕地质量等级》（GB/T33469-2016）；

三、灌溉、防洪排涝标准

（一）灌溉保证率达到 90%。

（二）排涝标准。确定排涝标准设计暴雨重现期为 10年，1日暴雨 1～2日排至耐淹水深。

（三）道路通达率较高，要求农业运输机械能到达每个田块。田间道路布局合理，田间道

路面宽 3米以上，田间道较长的每隔一定距离建一个农机交汇点，路面宽增加到 5米。生产路

路面宽 2-3米，路面可因地制宜采用泥结石、混凝土等材质。同时要做好路与田的连接，机坡设

置既要便于农机下田，又要节约土地；道路通达度平原区达到 100%，其他地区不低于 90%。

四、工程设计

1、灌排系统工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灌排系统工程包括：新建排水沟 3条长 1010m，渠道修复 2条长 614m。

渠道输水过程中，满水运行时，容易造成漫渠，浪费水资源，因此对渠道加高 10cm。设计

灌溉渠道采用 C25钢筋砼“三面光”结构，标准渠道尺寸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渠道底板厚 15cm，

渠壁厚 15cm，底板下面铺设 15cm厚的矿渣垫层。渠道跟路基隔开 20cm的收缩余地。渠道边

设宽 20cm田埂供派水管理行走。开挖边坡暂定 1：0.7，开挖时可根据具体地质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渠道每隔 9m设置一条伸缩缝，内填沥青油毡伸缩缝。灌溉渠道与田间道路交接处设置过水

管涵，管涵直径为 0.5m。考虑到田块沉降量较大，在渠道施工前需要对矿渣进行机械预压处理，

三天预压一次，每次预压三遍，待沉降稳定后方可进行渠道浇筑。

表 1-1 渠道明细表

编号 项目名称 规格（m） 长度（m） 备注

1 1#排水沟 B×H=0.9×0.75 423 新建

2 2#排水沟 B×H=1.3×0.8 90 新建

3 3#排水沟 B×H=0.6×0.8 497 新建

4 1#渠道修复 B×H=0.7×0.4 80 修复

5 2#渠道修复 B×H=0.6×0.6 534 修复

合计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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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间道路工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田间工程包括：硬化田间道路4条长1256m，新建田间道路 2条长707m。

本工程 4#路面硬化设计宽度为 3.5m时，路面采用 15cm厚 C25砼路面，下设 5cm厚碎石找

平层。

本工程 1#~3#路面硬化路面采用 5cm厚 AC-16沥青混凝土路面，下设粘层油（采用改性乳

化沥青，洒布量 0.3~0.5L/m2）及 15cm厚 5%水泥碎石稳定层。

本工程新建 1#~2#田间道路路面采用 5cm厚 AC-16沥青混凝土路面，下设粘层油（采用改

性乳化沥青，洒布量 0.3~0.5L/m2）及 15cm厚 5%水泥碎石稳定层。道路基础为干砌石挡墙，顶

宽为 50cm，外边坡为 1：0.1，内边坡为 1：0.3，挡墙底部深入田面以下 30cm。

由于金源村南侧现状通村道路宽度较窄无法满足上下班高峰小时村民通车要求，根据错车

道设计规范，设置错车道路段的路基宽度不宜小于 6.5m，有效长度不宜小于 20m。为了便于错

车车辆的驶入，在错车道的两端应设不小于 10m的过渡段。因此在道路旁新建 3处错车道，错

车道宽 3.0m，总长 30m。

表 1-2 机耕路明细表

编号 路 规格（m） 长度（m） 备注

1 1#路面硬化 B=4.0 458 硬化

2 2#路面硬化 B=3.0 94 硬化

3 3#路面硬化 B=3.2 246 硬化

4 4#路面硬化 B=3.5 458 硬化

5 1#田间道路 B=2.0 627 新建

6 2#田间道路 B=3.0 80 新建

合计 1963

3、泵房工程

新建 1#泵房位于项目区附近，尺寸为 4.25×4.25m，为砖混结构，泵房屋顶采用琉璃瓦。基

础为 C25钢筋砼底板厚 0.30m。底板下设 C15素砼垫层厚 0.20m。出水池采用 C25砼现浇池壁

及池底，池壁厚 0.15m，池底厚 0.15m；基础现浇 0.05m厚的 C15素砼垫层。泵房底部设桩长

6m的预制桩，梅花形布置。水泵、电机及发电机在安装前，底部固定杆直接浇入底板。水泵采

用 150HW-8型混流泵，电机采用型号为 Y160M-4型全封闭自扇冷式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并

新增 1处潜水泵。

五、原材料要求

1、水泥：

1）运送工地的水泥，应有制造厂的品质试验报告；

2）水泥采用大厂家质量可靠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3）做好水泥的防潮防水工作，不得使用受潮、结块、过潮的水泥。

2、砂：采用质地坚硬、颗粒洁净、级配良好的天然中粗砂，细度模数宜在 2.3～3.7范围内，

含泥量不得大于 3%。不得采用碱活性骨料，氯离子含量<0.002%。

3、碎石：应使用坚硬、新鲜的人工碎石，人工碎石应进行筛选清洗，清除石屑泥土，含泥

量不得大于 1%，石子级配应符合设计要求（二级配）。

4、水：施工中砼拌制和养护用水为饮用水，不得含有影响水泥正常凝结和硬化的有害杂质。

5、矿渣：最大粒径≤10cm,含泥量≤5%，要求质地坚硬，稳定性合格，无侵蚀性。

6、石渣：含泥量≤5%，最大粒径≤15cm。

7、松木桩：要求新鲜、无霉变、不得有腐朽、虫害及漏节等,要求原木挺直,一面弯曲不宜

大于桩长的 1%，二面弯曲的不宜使用，且长度和梢径均满足设计要求。

8、砌筑石料：饱和抗压强度≥40Mpa，软化系数≥0.8。石料必须质地坚硬新鲜，无风化或裂

缝，具有两个大致平行铺砌面，长度不少于 25cm，单块重量大于 50kg。

其余材料要求分别见图纸和相关规程和标准。

六、施工要求

一、施工总体要求

该项目工程内容主要有田间道路工程和蓄水池工程等。由于项目区范围较大，部分工程要

求的技术性较强，且施工工期较短，故施工设施从简布置。工程施工均应独立布置施工设施，

如料场、拌和机械、仓库等，各施工点按工地不同情况，分别布置施工场地，场地的布置主要

应满足以下几点环保要求：

（1）施工期间要严格按照设计和施工规范划定施工场地，施工车辆要在划定的线路上行驶，

以减少对表土和植被的破坏。

（2）施工期尽可能减少临时占地面积，施工期结束后对施工场地采取土地整治等措施。

（3）施工期修建厕所、垃圾堆放点、收集固体废弃物，施工结束后按规定清理。

二、施工方法

1、渠道施工

（1）浇筑前的准备

混凝土浇筑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确保各种机械设备（发电机、拌和机、架子车、翻斗

车、抹光机、振捣器、模具等）到位，“四通一平”工作准备就绪，技、普工人到位，供水、供电

系统、机械设备试运转正常，才能进行混凝土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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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模

模板的安装应按设计图纸放样，设置控制点，以利于检查校核。保证有足够的固定设施，

确保安放牢固，以防模板倾覆，模板必须支撑在稳定的地基上，并有足够的支撑面积，防止滑

动。模板要求拼装严密准确、不漏浆、表面平整、不产生过大变形、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值。

（3）入仓辅料

在混凝土入仓前，应对基面进行洒水湿润，以防浇筑好的混凝土因水分过度流失，出现表

面裂纹。混凝土入仓先装边脚，后装中部，自下而上，顺序进行，做到入仓均匀，装浆量适宜，

装浆厚度高于模型 3～5cm，确保振捣后仓内混凝土充足，避免二次铺浆。边角部分铺浆做到均

匀、细致，避免粗骨料几种现象。仓内若有粗骨料堆积时，应均匀的分布到细浆较多处，不能

用细浆覆盖。以免造成混凝土振捣，混凝土泛浆量少，边角部分出现振捣不密实或产生蜂窝、

麻面现象。

（4）平仓与振捣

卸入仓内的混凝土料及时平仓振捣，不得堆积，人工平仓，刮板刮平，严禁以振捣代替平

仓。平仓后振捣，振捣时间以混凝土无明显沉降，并开始泛浆为准，应避免欠振或过振。

渠底振捣时，作业人员拉住振捣器俩端,沿渠底方向匀速缓慢移动。渠坡振捣时，作业人员

分别站在渠顶和渠底，拉住振捣器俩端，接通电源，自下而上依次匀速缓慢移动，振捣器下行

时，将振捣器抬离混凝土表面快速下放。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平仓与振捣越快越好，否则会影响混凝土整平和收面压光效果。更

不能无故在中途停顿，因故停顿不应超过 60～90分钟，否则按施工缝处理，以确保结合牢固。

（5）拆模

待混凝土初凝后即可拆模，拆模必须小心，不得影响混凝土结构。拆模时应该将模板的一

端轻轻撬起，然后用坚硬的物体在背面敲打，待全部松动，从另一端取出，这样既不易破坏模

板，又保证了混凝土棱角的完整。拆完后的模板应立即清理干净、整修、校核，然后平放叠压

以备后用。

（6）养护

混凝土养护是保证混凝土强度稳步增长的重要环节，直接威胁混凝土的内在质量，必须专

人负责。渠道混凝土具有厚度小、外露面积大的特点，养护工作尤为重要。常温情况下，混凝

土浇筑完成后 24h即可养护，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28d。特别强调的是混凝土的前期养护至关重要，

以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增长。

（7）施工缝的处理

施工缝是指浇筑块间临时的水平集合缝，也是新旧混凝土的结合面。在混凝土浇筑前，采

用人工或高压水枪等机械设备将已浇混凝土表面含游离石灰的水泥膜清除，并使表层石子半露，

形成有利于层间结合的麻面。施工缝凿毛或冲毛后，应进行冲洗，使其表面无碴、无尘，在结

合面喷洒素灰水后进浆，确保施工缝结合良好。

2、混凝土施工

混凝土施工施工包括主要为砼渠道。砼施工前要先进行配合比实验，砂细度模数不小于 2.3，

砼采用 0.4m³拌和搅拌机拌和，斗车或拖拉机运输，人工平仓振捣，底板浇筑时一定要做好排水，

保证浇筑时干旱作业。混凝土施工均应严格按《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2020年版）

的混凝土施工要求进行，严格施工程序，严格监理、质量监督和检查验收程序，确保混凝土施

工质量。

3、田间道路施工

1）测量放线

根据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提供的测量定位水准点、三角网点、结合施工图和现场实际需要，

通过布设控制点建立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控制点设在不阻碍施工通视稳定的地方并采取

妥善的防护措施，防止车辆破损，并定期进行校核，如发现失准，及时修整控制数据。

2）填方路基的铺筑

路基填筑的程序为：测量放线→清基→土方集运→机械铺土→碾压→质检→第二层土的填

筑。

在路基的填筑前，先对路基进行清基，采用 103kw 推土机推平原路面坑洼表层；土方压实

机械为 74kw 履带式拖拉机。路基填筑时，边坡按 1:1.0 放坡，进行碾压。本着先轻后重，先两

边后中间的原则进行碾压，并及时取样检测，确保压实度达到标准。填土合格后，马上开始初

步边坡修正，多余的土料运至路基使用。填方路基完成后，即进行修正边坡，多余的土作为路

肩土使用。机耕路筑矿渣路基，运料、拌合、摊铺、找平、洒水、碾压、施工机械为自行式平

地机 118kw，洒水车 4800L，6～8t 内燃压路机。在路面施工前需要对矿渣路基进行机械预压处

理，三天预压一次，每次预压三遍，待沉降稳定后方可进行垫层浇筑和砼路面浇筑。

七、施工技术规范

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测量规范》（SL52-2015）；

2、《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SL4-2013)；

3、《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2006)；

4、《水工混凝土砂石骨料试验规程》(DL/T5151-2014)；

5、《水工混凝土水质分析试验规程》(DL/T515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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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DL/T5144-2015)；

7、《水电水利工程模板施工规范》(DL/T5110-2013)；

8、《水工混凝土钢筋施工规范》(DL/T5169-2013)；

9、《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10、《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程》（SL398-2007）；

11、《水利水电工程土建施工安全技术规程》（SL399-2007）；

1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SL401-2007）；

1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04）；

1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07）；

15、《浙江省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评定办法（试行）》（浙土资办〔2015〕18号）；

16、《浙江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行）》（浙土资办〔2008〕175 号）；

17、《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5年 12月）；

18、《浙江省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2015年 12月）；

19、其他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等。

八、施工工期

本工程建设规模总规模 459.47亩，施工设置 1个工区，工区内主要布置材料仓库、砂石料

堆放场和施工简易辅助加工场等，块石不专门设置堆料场，可沿机耕路分散堆料。本工程总工

期为 3个月，具体施工工期以乡镇文件为主。

九、施工注意事项

1、有关设计变更应以设计联系单、图纸交底纪要或经设计、监理及建设单位签字的施工技

术核定单为准；

2、场内施工道路、施工场地布置、临时排水等措施由施工单位按照施工招标约定自行编制

实施。

3、雨天、低温时，砼施工应注意以下事项：

（1）小雨中施工时宜适当减小水灰比，并做好表面保护；大雨时应停工并妥善保护工作面，

雨后若表面砂浆或砼尚未初凝，可加铺水泥砂浆后继续施工，否则应按工作缝要求进行处理。

（2）砼低温下施工应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DL/T5144-2015）；

4、工程质量验收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07）的有关条款执行。

十、施工管理

1、工程变更：及时将现场实际情况反馈汇报给业主，并由设计单位及时出具设计变更通知

及设计变更图纸。

2、管理工作内容

（1）检查观测

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结合，汛期更要进行特别仔细检查，做好工程观测项目记录，观测资

料应保持系统性和连续性。

（2）管理养护

做好维护工作，消除隐患，保持工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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