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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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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工作指引（试行）

为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和水塘河道清淤工作部署，结合国家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工

作要求，科学推进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工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升农田防灾减灾能力，在全省建立针对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常态

化工作机制，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实施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广东省农田灌排沟渠的清淤整治与长效管护

等工作，骨干渠系等工程不在本工作指引范围内，有财政资金投

入的清淤工程按项目制管理。

二、实施原则

（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根据农村自然环境及耕作需求，因地制宜制定沟渠清淤方

案，按照淤积程度、淤泥规模、淤积影响和淤积物主要类型的不

同，分类施策开展清淤治理。

（二）经济适用、利用优先

根据农田灌排沟渠的淤泥情况，遵循经济合理、安全环保、

科学有序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采用减量化处理、无害化处理、资

源化利用等经济适用的技术方法开展处置，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

措施，降低清淤成本。大力推广淤泥就地近用，用于堆肥和土地

改良，提升耕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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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主导、群众参与

建立“政府引导、部门协作、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强化

市级统筹、县级负责、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科学组织、整体推

进农田沟渠清淤工作。农业农村和水利等相关部门要建立协同机

制，共同推动农田沟渠清淤工作。

三、组织实施

（一）摸底排查

以县域为单位全面开展农田排灌沟渠调查摸底，摸清淤积程

度、淤泥规模、淤积影响和淤积物主要类型，建立清淤工作台账，

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二）制定方案

1. 设定目标

农田灌排沟渠要以提高沟渠灌排水能力为主要目的制定具

体清淤目标，包括清理沟渠淤积物、减少水流阻力和延长沟渠使

用寿命等。

2. 编制方案

（1）沟渠分类处理

农田沟渠要按照灌排功能分类处理，排渠应全面进行清淤处

理，尽量通畅农田排涝途径；灌渠应按照淤积程度分轻重缓急处

理，对淤积程度浅、灌溉面积小的灌渠，在满足农田灌溉要求的

前提下可适当清淤或不处理；对淤积程度深、灌溉面积大的灌渠，

以清除生活生产垃圾、表层淤泥和壅水灌溉的淤积物为主，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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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水体清洁和流畅。

（2）清淤区域分类

要根据淤积程度划分清淤区域，将淤积严重、易淤积、灌溉

面积大或负责排涝的沟渠划分为重点清淤段，如渠道变窄处、弯

道内侧、坡度较缓处等易淤积的渠段；其余为一般清淤段。

（3）确定清淤方式

农田沟渠尺寸较小、淤积规模较小或机械设备无法到达时，

宜采用人工清淤。具备机械清淤条件的农田沟渠，宜采用小型机

械设备清淤。清淤机械设备根据清淤区地形地貌、设备性能、施

工条件及费用等因素选择，应具备在狭窄、弯曲以及高低不平的

地形条件下工作的能力，同时要考虑清淤成本，选择性价比高、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的设备。

（4）清淤工程设计

清淤工程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工程设计，对农田灌排沟渠进

行详细测量，包括沟渠的长度、宽度、深度等几何参数，绘制现

状平面图。平面图应包含所有需清淤的沟渠位置、注明沟渠编号、

长度、淤积物类型和淤积方量等内容，若清淤涉及区域较大可分

幅画出。如需计算清淤工程量可采用断面法等方法,每隔50-100m

选取一个断面，并绘制清淤横断面示意图。

（5）清淤工期安排

清淤工期原则上避免安排在汛期和农业灌溉用水关键期施

工，以减少对防洪排涝功能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台风、暴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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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灾害天气前、后，应紧急安排预防式清淤和复工复产清淤，

确保农田沟渠通畅、减少受灾损失。

（三）实施方案

（1）淤积物处置

按照科学处置、利用优先的原则开展淤积物处置工作，优先

采取资源化利用措施，降低清淤成本。对泥土、淤泥等宜采用原

位处置方式，清理后可在原地或就近用于田间土壤补充或灌渠背

侧回填、堆肥和土地改良。对砂砾、石块等宜采用外运处置方式，

清理外运至集中处置场晾干后，可用于路基、坡脚、沟渠背侧回

填、构筑排涝岸线等。不可将生活、生产垃圾与其他淤积物混合

处置，应单独分类收集处理，要特别注意甄别垃圾中的农药瓶、

农药包等有害物质载体，严禁将上述有害物质载体随意丢弃，必

须集中统一销毁或无害化处理。

（2）现场管理

清淤施工过程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管理人员应具有作

业经验并持证上岗，施工区、堆场等应设置必要的安全护栏和警

示标识。财政资金投入项目要做好施工记录计量，清淤实施过程

中，应采用断面法对每条需治理的农田灌溉沟渠进行工程量测

算，并做好施工现场摄像、工程量计量清单确认等工作。施工现

场摄像应在清淤施工前、施工后原地拍摄,反映清淤前后沟渠的

淤积情况；工程量计量清单应有参建各方代表签字确认，否则视

为无效。对沟渠中的生活、生产垃圾，人为壅水灌溉的淤积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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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计量，数量较多、确有必要时可根据实际估算工程量。

（3）清淤质量与进度管理

应做好沟渠清淤前、后情况记录，清淤工作完成后，检查是

否达到预定目标，淤积物是否按要求处置，同时还应检查沟渠是

否存在施工破损的情况，破损严重的渠段应立即予以修复。清淤

进度根据施工组织安排进行控制，当实际进度慢于施工计划工期

时，应采取增派施工班组、施工设备等措施，确保按期完工。

四、工程验收

财政资金投入项目由项目审批单位开展工程验收，检查工程

是否按实施方案和合同施工；检查施工现场清理情况；检查清淤

结束后农田沟渠排灌功能改善情况；检查验收相关资料的收集、

整理和归档情况；检查工程资金使用情况；出具清淤工程验收结

论。

五、日常巡查与长效管护

县级监管、乡镇落实、村级实施、多元参与，落实管护责任，

加强日常巡查，掌握农田沟渠基本情况。镇村负责引导当地群众

积极参与，及时发现和上报农田沟渠管护中存在的问题，通知相

关责任部门或单位进行处置并跟进处置情况。注重发挥田长制作

用，组织受益主体、护田员等开展项目管护日常巡查和集中定期

清查维护，及时清淤，确保农田沟渠排灌畅通，及时报告灾损情

况。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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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统筹，广泛宣传引导

各地要建立政府引导、部门协作、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社

会支持的清淤工作体系。每年及早部署，统筹各相关部门资源、

广泛发动群众做好农田沟渠清淤工作。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发挥

网络平台、报纸、电视的宣传引导作用，广聚民心共识、大力培

育文明乡风，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社会人人主动

参与农田灌排沟渠的清淤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多方筹措资金

各地要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利用好灾毁农田修复资金、高标

准农田建设管护资金等，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通过资源化利

用收益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支持家乡

清淤工作。

（三）抢抓冬春时节，集中实施清淤

利用冬春时节组织群众开展农田沟渠清淤工作，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以提高沟渠输

排水能力为目的开展农田灌溉沟渠清淤，清除杂草和堵塞沟渠的

淤泥、石块等杂物，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等农田沟渠的清理和

维护工作。

附件：1.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实施方案编制目录

2.淤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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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实施方案编制目录

财政资金投入项目应编制农田灌排沟渠清淤实施方案，可参

考本目录编制。

一、基本情况

1.1 项目背景

1.2 项目必要性

1.3 可行性分析

1.4 效益评估

二、清淤工程设计

2.1 工程任务与规模

2.2 施工组织设计

2.3 淤积物处置与利用

三、工程量与概算

3.1 工程量

3.2 概算

四、附图

（1）总平面布置图

（2）横断面布置图

（3）工程施工总进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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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淤泥处置方案

农田沟渠清淤产生的淤泥量大、无法完全就近消纳，或存在

污染、需进行处理时，可参考本方案进行处置。

一、减量化处置

淤泥一般含水量较高，体积大，且呈流动性，经减量化以后，

可使体积大大减小，便于堆置、转运。工程上常用的有自然干化

（自然排水固结和晾晒）、工程物理干化（真空预压固结排水、

堆载预压固结排水）、机械脱水干化（真空过滤式、压滤式、离

心式）和土工模袋排水干化等多种方式。见表 1。

淤泥经干化处理后，可用于烧制建筑材料，缓解毁田取土用

以烧砖制砖和烧制陶粒等的矛盾；对于含泥量较多的粗细颗粒混

合淤泥可用于烧结制砖或烧制陶粒，也可加入一定比例的粉煤

灰、粘土等调整烧结产品性能；对于单独填埋、卫生填埋的淤泥，

填埋场所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相关要求。

表 1 淤泥减量化处置方式、机理、特点和适用条件
主要

方式
机理 特点 适用条件

自然

风干

主要靠自身重量进行固结排水。必要时

在表面分层开沟引水，增加排水速度，

并可利用太阳的暴晒风干作用，是传统

的减量化方式。

施工工艺简单、成本

低，但占地面积大，

固结时间长。

适用砂性含量高、

渗透系数较大的淤

泥，或场地足够，

对固结时间要求不

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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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

预压

将淤泥吹填至场地后，用人工的方式加

速淤泥的排水固结，减少淤泥的体积。

通过插设排水板和抽真空，可以大大加

速淤泥的排水速度，一般固结时间可以

控制在 3 个月内。淤泥固结后，可以直

接堆填或转运作为其它用途。

生产率高、成本较低，

减量效果较好，但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较大

的场地。

适用于淤泥处置量

大，成本要求较低，

效果要求较好，但

时间相对充裕且施

工场地不紧张的情

况。

机械

脱水

将淤泥吹填至临时施工场地后，加絮凝

剂进行初步沉淀后，加调理剂或固化剂

混合均匀后，通过离心机或板框压滤机

进行机械强制脱水。固化剂与土体发生

化学反应，使得土体强度提高，满足使

用要求。固化剂种类和掺量不同，土体

强度和性能不同。

脱水速度快，施工场

地可相对小，土体强

度可控制，但成本高，

余水处理不好会引起

环境二次污染。

适用要求脱水速度

快、土体强度高、

临时施工场地小的

情况。

土工

管袋

脱水

利用土工袋的反滤排水性能脱水，并利

用土工袋的加筋性能早期固定淤泥形

状，提供结构体初期强度。土工袋吹填

淤泥时，常常需要加入加入絮凝剂和固

化剂。

脱水程度不高，成本

较低，后期的沉降变

形较大。

常与填筑堤、路结

合起来运用，适合

临时工程。永久工

程运用时，应宜充

分考虑后期沉降的

影响。

干式

热脱水

高温的方式脱水，同时淤泥物质在高温

下发生反应。

最大程度减量，无害

化程度高。但投资大，

成本高。

适用污染物浓度

高，其它方式难以

处理的淤泥。

二、无害化处置

对污染的淤泥需将有害物质转变为低溶解性、低毒性及低迁

移性的物质，以减少污泥中有害物质的污染潜力。见表 2。

1.干馏

将污染淤泥在密封、无氧和非燃烧高温状态下进行化学反应

的过程。

2.焚烧

将有害淤泥在一定控制条件下，依靠自身的热值或辅助燃

料，进行氧化反应，使有害物质分解并无害化的过程，主要包括

垃圾焚烧和危废焚烧。

3.余土、余水、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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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垃圾及无害化处理后产生的余水、余土、余沙应达到

环保要求，余土含水率≤ 40%，并需分别给出处置方案，相关规

定参照《河湖污泥处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范》（SZDB/Z 236）

执行。经检测属危险废物的余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置。

表 2 淤泥无害化处理方式、特点和适用条件

主要方式 机理 特点 适用条件

植物固化 通过植物吸收重金属。 生物作用固化重金属。

适用重金属有超标，但不很

严重的情况。植物不同，吸

收效果不同，需要选择耐重

金属的植物。

干馏

在密封、无氧、非燃烧、高

温状态下对有害淤泥进行高

温加热，通过系列反应使得

有机物转化为可燃气体和生

物炭，同时将重金属固化和

钝化。

高温杀菌，有机物转化

成可利用的生物碳，并

稳定钝化重金属。

适用有机质含量高，重金属

超标较严重的情况。对清除

有机毒物的有效性有待进

一步研究。

卫生填埋

将严重污染的淤泥隔离填

埋，减少对生物和环境的影

响。

类似垃圾填埋场的卫生

填埋处理。

适用重金属和有机毒物严

重超标的淤泥处置。

高温烧结

将淤泥经不同高温处理，除

去有机物，同时重金属等无

机离子被固定在残留固体组

分里。

除去有毒有害的有机

质，稳定钝化重金属，

达到最大程度减容。

适用重金属和有机毒物严

重超标的淤泥处置。

三、资源化处置

清理后的无害淤泥要强调“就地近用”，降低成本，提高资

源利用率。如直接还田、制作堆肥、用于育苗基质、道路铺设等。

见表 3。

1.肥料利用

指淤泥在一定条件控制下，利用微生物的作用，将其中的生

物质分解、腐熟并转化为稳定腐殖土，作为肥料、土壤改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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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方式。

2.建材利用

指采用无机化的方式将脱水淤泥用于制作水泥添加料、制

砖、制轻质骨料和路基材料等的利用方式。

3.农田土地利用

处理后满足条件的淤泥可用作基质营养土、土壤改良剂、农

林作物（包括粮油、果蔬、其它经济作物、饲草、竹笋、中药材

等）种植土、园林绿化、覆盖土和矿山修复等。

表 3 淤泥资源化利用和适用条件

主要方式 基本要求 适用条件

农业用土

农业用土关系到人的安全，对污染物的限制要求相对较高。

用于农业用土的淤泥含水率（土工指标）一般可控制在 60 %

以内，污染物指标和 PH 值必须符合《农田土壤标准》

（GB15618）。对病原菌超标和有机物分解降解不够的淤泥，

应通过堆肥方式使得有机物基本转化成稳定、无臭的腐殖质

后再作为农业土。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淤泥可根据需要添

加生物质材料和土壤改良材料，具体由农业科研技术人员进

行指导。

有机质和营养物质含

量高，重金属和有机毒

物含量低于 GB 15618

中要求的Ⅰ级淤泥。

绿化用土

淤泥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植物需要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

淤泥作为绿化用土是有效的资源利用途径。经脱水和排水固

结后，含水率（土工指标）达到 70 %以下可作为绿化用土。

作为绿化用土壤的淤泥需满足《绿化种植土壤》（CJ/T340）

的要求。对病原菌超标和有机物分解降解不够的淤泥，应通

过堆肥方式使得有机物基本转化成稳定、无臭的腐殖质后再

作为绿化土。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淤泥可根据需要添加生

物质材料和土壤改良材料。

有机质和营养物质含

量高，污染物含量低于

CJ/T 340中要求的Ⅱ级

淤泥。

填筑材料

作为场地回填的淤泥，对污染物的限制要求相对不高，通过

淤泥取样进行化学和生物指标检测，在满足《展览会用地土

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的前提下，淤泥经过固结排

水或脱水干化（固化）处置后，一般可作为围垦区、低洼地、

公园、绿化带和开发区的地面回填。一般要求淤泥含水率（土

工指标）不超过 60~65 %，场地回填对承载力、填筑边坡和

地基强度有特别要求的，可以通过调整固化剂种类和数量来

满足使用要求。未进行固化处理的回填土，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不得小于 30 kPa。

有机质含量较低，重金

属和有机毒物含量低

于 GB 36600 中第一类

场地风险筛选值的Ⅲ

级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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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式 基本要求 适用条件

堤、路填筑

疏浚淤泥经无害化和脱水固化处理后，可作为堤防、隔堤、

田埂和低等级公路、临时道路等建筑物的填筑材料。堤防填

筑需考虑渗透稳定和强度要求，其余要考虑土体的强度要

求。一般堤、路填筑含水（土工指标）不大于 50 %，无侧

限强度不低于 80 kPa。

制砖、陶粒

疏浚淤泥中含有大量的粘土颗粒，可作为烧结制砖和制陶粒

的原料。用于制砖的淤泥含水率（环保指标）小于 40%，对

重金属等污染物含量有一定的要求，具体可参考《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泥处置制砖用泥质》（CJ/T289）。

粘粒含量高，淤泥污染

物 含 量 低 于 GB/T

25031、CJ/T 314，浸

出液低于 GB/T 14848

中要求的各类Ⅳ级淤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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