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卷第 5期
2001 年 10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 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Vol.21 , No.5
Oct., 2001

　

梯田工程概算定额编制研究

梁其春
1 , 常福双1 , 李鸣1 , 卜杰华1 , 薛顺康1 , 田杏芳1 , 任杨俊2

(1.黄委会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陕西 西安 710043;2.黄委会 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 ,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随着国家全面启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 并将其纳入基本建设管理 , 作为基础性文件之一的水

土保持概算定额 ,它的编制显得越来越重要。结合《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及

概算定额》的编制 , 就梯田概算定额的编制方法 、计量单位 、子目设置及步距 、人工 、机械 、材料消耗量的确

定 、单价取费率和工程单价进行了论述 , 并就定额水平进行了实例分析测算 , 以检验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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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rraced fields is one of the basis measures o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 especially on the

loess plateau , in w hich the amount of the sloping fields is 49.2%of the to tal fields.Along w ith the nation' s start-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overall , and putting it into capital const ruction , to drawing up

the quo ta of budgetary estima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mo re and more impo rtant.Combining wi th draw-

ing up the w ay of w orking out the budgetary est imate and the quota of budgetary estimate of ini tial design o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the way of w ork out the budgetary estimate of terraced

fields , and the calculated unit , subtitle installed , the step distant , manpow er , mechanism and consume material

delimited are discussed.It talked about the rate of draw n fee to the unit price and the uni t price of the project.In

o rder to test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quota of budgetary estimate , an example are taken for analysis.

Keywords:terraced fields;the quota of budgetary estimate;the quota of construction

1　问题的提出

梯田是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基础措施

之一 ,尤其是在沟壑纵横 、沟深坡陡 、坡长 、水土流失

严重 、坡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 49.2%的黄土高原

地区
[ 1]
,梯田对治理水土流失 、减少入黄泥沙 、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 、促进群众脱贫致富 、发展区域经济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梯田在坡面综合治理措施中所

占投资比重较大 ,如天水耘昔河水土保持示范区 ,梯田

建设投资达 1.42×108 元 ,占总投资的 42%[ 2] 。然

而 ,长期以来水土保持以群众投入为主 ,对其各项措

施的投资定额研究较少 ,即使个别规划 、设计需要 ,一

般采取套用水利工程定额或进行临时调查推算等 ,使

定额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性 、系统性 、统一性 、权威性和

稳定性的特点 ,依据此“定额”计算的投资也就失去了

原本控制项目投资重要依据的意义 。

　　当前 ,国家已全面启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

并将其纳入基本建设管理 ,加强和规范前期工作。水

土保持概算是前期工作的重要技术文件之一 ,同时也

是国家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编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

实行项目投资包干和考核工程建设成本的重要依据 。

概算定额是编制投资概算的基础性文件。本文就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之一的梯田概算定额 ,编制研究

的方法进行论述 。

2　编制方法

定额是指在工程建设中单位产品上人工 、材料 、

机械和资金消耗的规定额度 。这种规定的额度所反

映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 ,完成

工程建设中的某项产品与各种生产消费之间特定的

数量关系。概算定额一般是在预算定额基础上编制 ,

比预算定额综合扩大 。预算定额是在施工定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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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制的 ,施工定额的劳动 、机械 、材料消耗数量标准

是计算预算定额中劳动 、机械 、材料消耗数量的重要

依据 ,也是工程建设定额中基础性定额 。

长期以来水土保持对前期基础工作重视不够 ,各

项治理措施(除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以外)既无概

算定额 ,也无预算定额和施工定额。按常规编制方

法 ,梯田概算定额 ,首先应拟定施工定额方案;其次以

施工定额水平为基础 ,提出比施工定额综合扩大了的

预算定额水平;第三 ,在预算定额的基础上 ,按主要各

项工程规定的计量单位及综合相关工序的劳动 、材料

和机械台班的消耗标准编制概算定额 。考虑定额编

制的时间要求和梯田设计 、施工技术不是太复杂的特

点 ,梯田概算定额的编制分二步进行 ,第一步 ,测定施

工定额水平;第二步 ,以施工定额为基础 ,考虑各种可

变因素 ,进行综合和扩大 ,并采用调查和计算分析相

结合 ,提出概算定额方案 。

3　施工定额方案

(1)根据对已有资料的分析研究 ,提出梯田定额

的定额水平设想 ,即遵循平均先进原则和简明适用原

则。所谓平均先进水平 ,就是在正常的施工条件下 ,

大多数施工队组和大多数生产者经过努力能够达到

和超过的水平。一般说它应低于先进水平 ,而略高于

平均水平。简明适用 ,是就定额的内容和形势而言。

定额的内容和形势要便于定额的贯彻和执行 。

(2)根据施工作业的连续性要求和专业分工的

特点 ,拟定梯田定额分节 、分项的目录 。梯田按施工

过程完成的方法不同 ,可分为人工梯田和机修梯田;

按田坎的建筑材料不同 ,可分为土坎梯田 、石坎梯田

和植物坎梯田;按田面是否水平 ,可分为水平梯田和

坡式梯田。考虑梯田的施工作业和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 3]
,梯田按人工土坎水平梯田 、机

修土坎水平梯田 、人工石坎水平梯田等划分为 7 节。

按地面坡度 、土壤类别和田面宽度进行分项 ,地面坡

度考虑 3°—25°(不含 25°),土类级别 Ⅰ — Ⅳ级 ,田面

宽度 5 ～ 30 m 。

(3)根据便于组织施工和准确计算工程量 ,便于

统计和核算的要求 ,选择产品和人工 、材料 、机械的计

量单位。梯田产品按完成土方量(m
3
);人工按工日

计算;材料:土方 、石方按立方米 ,草 、灌种子按公斤 ,

灌 、乔苗木按株计算;机械按台班计算。

(4)设计定额表格的形式和内容包括工作内容

说明 、产品类型以及人工 、材料 、机械的消耗量指标及

其表现形式。

(5)确定技术测定计划 ,组织技术测定 。大量采

用技术测定法取得编制施工定额的基本数据是保证

编出的定额具有科学性根据的关键 。根据现有技术

力量 ,定额编制时间和质量要求 ,我们编制了采用技

术测定法的定额项目表 ,并组织技术测定 ,对随机抽

样得到的数据经过必要数理分析 ,提出编制施工定额

的计算数据 。

4　概算定额编制

梯田概算定额是其施工定额的综合和扩大 ,包含

了更多的可变因素 ,需要保留合理的幅度差 ,如人工

幅度差 、机械幅度差 、材料的超远距 、辅助用工及材料

堆放 、运输 、操作损耗和由细到粗综合后的量差等 。

同时 ,概算定额是社会平均水平 ,施工定额是平均先

进水平 ,两者相比概算定额水平要相对低一些 ,但应

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4.1　计量单位的确定

概算定额和施工定额计量单位往往不同。施工

定额的计量单位一般按工序或工作过程;而概算定额

的计量单位 ,主要是根据分部分项工程的形体和结构

来确定 。由于工作内容的综合性 ,概算定额计量单位

也具有综合的性质 ,所选择的计量单位应根据工程量

计算规则规定并确切反映定额项目所包含的工作内

容来决定。梯田概算定额以公顷(hm2)作为计量单

位 ,既符合设计时按面积计算的规则 ,又能充分反映

梯田修筑过程中定埂坎线 、清坎基 、夯实坎基 、推(挖)

表土 、推(挖)生土 、填土整平 、筑埂培埂和还表土的全

部工作内容 。

4.2　子目设置及步距确定

子目设置和步距确定应贯彻简明适用原则 ,以简

化概算编制工作和便于计价程序的开发。梯田子目

设置综合考虑了地面坡度 、土类级别和田面宽(田面

宽与田坎高呈对应关系),相同地面坡度和土类级别 ,

按田面宽度设置子目 ,这样既简化了编制和计价的工

作量 ,又能准确地反映梯田修筑的工程量 。步距是同

一组定额 ,相互之间的间隔 。根据对工料消耗影响的

大小情况 ,地面坡度 20°以下 ,田面宽的步距为 5 m;

地面坡度 20°以上 ,田面宽的步距为 2 ～ 3m 。

4.3　人工工日消耗量的确定

根据梯田施工工序所用人工和随机辅助人员 ,同

时考虑在正常施工条件下所发生的各种工时损失

———人工幅度差 ,如各工种间的工序搭接及交叉作业

互相配合所发生的停歇用工 ,施工机械在单位工程之

间转移所造成的停工 ,质量检查和隐蔽工程验收工作

的影响 ,班组操作地点转移用工 ,工序交接时对前一

工序不可避免的修整用工以及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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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零星用工等。

　　人工幅度差=(基本用工+超运距用工)×人工

幅度差系数

据测定 , 机修梯田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5% ～

12%,人工梯田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5%～ 8%。

4.4　机械台班消耗量的确定

机械的生产效率 ,是在理想的工作状态和环境条

件测定出来的 ,在实际工作中 ,这种环境很难达到 ,特

别是在黄土高原地区修梯田 ,地面坡度较陡(一般大

于10°),土壤类别和田面宽度差别较大 ,因此 ,以现

场测定资料为基础确定机械台班消耗量 ,同时考虑机

械维修 、保养和加油等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4.5　架子车台班消耗指标的确定

架子车是人车结合的一种运输工具 ,且关键因素

是人 ,在同一地形条件下 ,不同的施工工序 ,架子车的

运输效率差别也较大 ,因此 ,以现场测定资料为基础

确定架子车台班消耗量。

4.6　零星材料费的测算

梯田的零星材料费主要包括:铲 、镐 、木桩 、线绳 、

铁锤等工具使用的摊销费 ,经测算一般占人工 、机械

费之和的 2%～ 3%。各子目此项费用差别不大 ,考

虑便于计算 ,土坎 、石坎水平梯田零星材料费取 150

元/hm
2
,植物坎坡式梯田零星材料费取 100 元/hm

2
。

机修土坎梯田定额见表 1。

表 1　田面宽每增加 1 m机修土坎水平梯田定额 hm2

土类级别

田面宽度

Ⅰ — Ⅱ

10 15 20

Ⅲ

10 15 20

Ⅳ

10 15 20

田面宽度/

每增加 1 m

人工/工日 71 83 101 71 83 101 71 83 101 9

59kW 推土机/台班 16 28 44 17 30 47 19 33 51 2

零星材料费/元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编　号 1 083 1 084 1 085 1 086 1 087 1 088 1 089 1 090 1 091 1 092

　　注:资料来源于《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办法及概算定额》 。

5　梯田工程单价取费率

现有水利工程定额没有梯田的取费费率说明。

参考文献[ 4] ,并结合梯田建设实践 ,梯田工程的其它

直接费(包括冬季施工增加费 、小型临时设施摊销费

及其它)取 4%;间接费取 5%;计划利润 、税金考虑企

业施工和民工施工 2种不同的情况 ,企业施工计划利

润和税金取 4%和 3.22%,民工施工 ,二者为 0。梯

田一般由民工施工。

6　梯田工程单价

综合分析计算 ,机修土坎水平梯田(地面坡度

10°—15°、田面宽10 m , Ⅰ — Ⅱ级土)单价 5 846.10元

/hm
2
(见表 2);机修石坎水平梯田(地面坡度 5°—

10°,田面宽 10 m , Ⅲ级土)单价 13 564.91元/hm2;人

工土坎水平梯田(田面宽 8 m ,其余同机修土坎水平

梯田)单价 7 410.21元/hm
2
;人工石坎水平梯田(地

面坡度 5°—10°,田面宽 8m , Ⅲ级土)单价 15 051.71

元/hm 2;土坎坡式梯田(地面坡度 10°—15°,田坎间

距 10m , Ⅰ — Ⅱ级土)单价 594.60元/hm2 ,此类梯田

蓄水拦泥效益很差 ,在黄土高原不宜推广;草带坡式

梯田单价 1 533.31元/hm2;灌木带坡式梯田(同土坎

坡式梯田)单价2 474.67元/hm 2 。

表 2　机修土坎水平梯田单价表

名称及规格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直接费/元 5 567.71

1.1 基本直接费/元 5 353.57

1.1.1 人工/工日 71 13.47 956.37

1.1.2 材料费/元 150.00 150.00

1.1.3 其它材料费/元 150.00 150.00

1.1.4 机械费/元 4 247.20

1.1.5 59kW推土机/台班 16 265.45 4 247.20

1.2 其它直接费/元 　4% 214.14

2 间接费/元 　5% 278.39

3 合计/元 5 846.10

　　注:地面坡度 10°—15°,田面宽 10 m ,定额编号1083 ,土类级别Ⅰ —Ⅱ。

7　结　语

为了检验所编制的梯田定额的合理性 ,选择了甘

肃省西峰市的齐家川流域 、陕西省绥德县的韭园沟流

域和山西省忻州地区的县川河流域的梯田进行了设

计 ,并且就定额水平进行了实例测算对比 ,(结果详见

表 3)。测算结果为 ,梯田投资水平比原设计降低了

3%～ 7%,这与专家审查会所提出的设计概算略有偏

大的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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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修土砍水平梯田工程投资概算分析测算

流域

名称
地面坡度

田面

宽度/
m

数量/
hm2

原设计投资

单 价/
(元·hm
-2
)

合 计/
10

4
元

新定额投资

单 价/
(元·hm
-2
)

合 计/
10

4
元

新定额与原设计

投资对比/
%

齐
家
川
流
域

韭
园
沟
流
域

县
川
河
流
域

3°—5° 20

5°—10° 15

10°—15° 13

15°—20° 10

10°—15° 13

15°—20° 10

20°—25° 8

5°—10° 15

10°—15° 13

15°—20° 10

689.92 4 674.00 322.47 4 854.50 334.92 3.86

198.28 6 247.09 123.87 5 930.00 117.58 -5.08

198.28 7 488.95 148.49 7 354.29 145.82 -1.80

25.85 8 811.93 22.78 8 184.09 21.16 -7.12

510.13 7 907.25 403.37 7 354.29 375.16 -6.99

193.46 8 642.10 167.19 8 184.09 158.33 -5.30

37.28 9 758.60 36.38 9 301.41 34.68 -4.68

1 206.8 6 351.50 766.50 5 930.00 715.63 -6.64

965.80 7 654.53 739.27 7 354.29 710.28 -3.92

568.50 8 465.86 481.28 8 184.09 465.27 -3.33

　　注:土类级别为Ⅰ — Ⅱ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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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观点看 ,岩石圈与土壤

圈 、生态圈 、经济圈间是相互作用的 。岩石圈的分异

性导致的区位差异性 ,决定了影响土壤侵蚀的发生因

子的区位差异。土壤侵蚀景观的不同区位其治理措

施应有地域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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