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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堡梯田的工程价值及对现代农田水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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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剖析上堡梯田的工程价值入手，总结“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治水理念，提炼古代灌溉工程中

的宝贵经验，为现代农田水利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和低影响开发雨水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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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上堡梯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始建于宋末

元初，盛建于明末，完工于清初，已有农耕历史 800 余
年。梯田座落于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山脉范围内，

最高海拔 1 260m（黄海高程，下同），最低海拔 280m，
垂直落差近 1 000m，梯田层数达 62梯层。梯田面积共
3 000hm2，规模性连片区位于上堡、思顺和丰州 3个乡
镇，核心区位于上堡乡。上堡梯田与广西龙胜梯田、云

南元阳梯田并列为中国三大梯田，被誉为“中国三大梯

田奇观之‘秀丽天梯’”。近年来，上堡梯田先后被农业

部、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本文剖

析上堡梯田的工程价值，总结和提炼上堡梯田“天人合

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治水理念，通过从古代灌溉

工程中汲取精华，为现代农田水利建设、海绵城市建设

和低影响开发雨水管理提供借鉴，以期实现农田水利

的可持续发展。

1 上堡梯田的工程价值剖析

1.1 科学性

规划思想的科学性。上堡梯田通盘考虑山地自然

条件，采取山顶、山腰、山脚分层施策的方法。山顶

的森林及土壤储蓄水源；山腰布置村庄，水源经利用

后排入山脚梯田；山脚开垦梯田，保证粮食借给，并

起水土保持的作用，建成“森林—村庄—梯田”的坡

地农业系统[1]。
修建过程的科学性。上堡梯田修建过程的科学性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科学确定梯田规模。梯田自

下而上逐年建设，逐步做到“山有多高，水就有多

高”。在无法精确计算作物灌溉需水量的古代，根据

历年种植经验，“量水为田”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做

法。二是逐年提高土壤肥力。经过“山地—旱地—台

地—水田”各阶段的翻挖耕作，梯田的肥力逐年增

强，又不致造成水土流失。

1.2 先进性

蓄水工程的先进性。要实现梯田的自流灌溉，灌溉

水源是首要条件。上堡梯田具备良好的森林植被和深

厚的土壤，其强大的涵养水源能力，被比喻为“天然水

库”。据相关文献成果，崇义客家梯田水源涵养的总量

达 74.8亿 m3，阳岭森林生态系统因植被众多截留、贮
存天然降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崇义县区生活用水的

主要来源，水源涵养作用非常显著[2]。这与当前“自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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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是高度

契合的。

灌排系统的先进性。上堡梯田灌溉输水主要采用

借田过水、架设竹笕、修建小型水渠等方式。其中，借田

而过的输水方式最为多见；田坎之间由竹笕联系，形成

小型渡槽，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科学有效。排水系统与

自流灌溉理念基本一致，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在相邻梯

田的合适位置处设排水口。同时，为避免输水过程中携

带泥砂，在排水口下游设置小型沉砂池。这与当前开展

的基于低影响开发的雨水综合利用中沉淀池的设计如

出一辙[3]。
水源利用的先进性。上堡梯田区的村庄生活用水

充分利用了水的势能，省去了人工挑水的辛劳。含有机

质的生活用水流入农田，增加了农田的肥力。当地农民

根据灌溉水量的需求，开凿不同大小的分水口、放置不

同大小的石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流量调节。

在长久的耕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水量控制

方法。

1.3 生态性

上堡梯田建造过程中采用的建筑材料均为就地取

材，修建初期主要为土壤、竹笕、石块等，均为原始的建

筑材料，做到安全、环保、生态。在梯田的修筑过程中，

有效地保存了森林的原始生态。

此外，上堡梯田的耕作方式也体现了较好的生态

性。梯田的肥料以人畜粪尿、草木灰等农家肥为主。秋

收后田间散养禽畜的粪便与秸杆共同发酵，保证了田

间土壤的肥力。病虫防治尽量避免使用农药，而是采用

冬翻，火烧杂草，家禽捕捉，撒石灰、草木灰和油茶枯饼

等土农药的方法[4]。
1.4 延续性

上堡梯田的梯田、森林、水系均以自体循环的方式

运转，保证了上堡梯田具有良好的延续性。自流引水借

助水的重力作用，水源由高向低自流进入田地，充分利

用了自然高差所形成的势能，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2]。
上堡梯田至今已运行 800余年，历朝历代对梯田进行
了扩建和修缮。近年来，随着农业的发展，上堡梯田区

建有少量输水管道、混凝土渠道。然而，其自流灌溉体

系的工程形式和布局仍然完整的保存，整个体系只在

少量地区对渠道衬砌和管道供水进行了完善，其他工

程设施、布局和功能均保存完好，至今仍持续发挥灌溉

功能。

2 上堡梯田对现代农田水利的启示

2.1 科学治水兴水，实现系统治理

上堡梯田形成的“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山地

农业体系，由森林子系统、村庄子系统、梯田子系统和

水系子系统组成，充分利用了森林的水源涵养功能、梯

田的水土保持功能，形成了梯田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利

灌溉的循环系统，较好的诠释了系统治理的成果。

现代治水兴水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注重与水土流

失、河流水系、生态系统等工程统筹推进，实现系统治

理。近年来，随着水利改革的深入，由传统农田水利向

现代农田水利转变是现实需要。相应的，现代农田水利

应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治水新思路为准则，

不仅考虑水利功能，还应同时考虑与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保护等功能[5]。
2.2 合理规划布局，实现因地制宜

上堡梯田规划时将山体分为上部森林地带、中部

缓坡地带和下部梯田地带 3个部分。上部森林地带保
留原始森林，涵养丰富的水源；中部缓坡地带布置村

落，溪流贯穿整个村庄，供应日常用水；下部梯田地带

适宜稻谷生长。上堡梯田的规划布局顺应了地形地势、

气候特征，依山就势布置房屋、植被、灌排水系统及农

业生态循环系统，对现代坡耕地水土保持有很好的借

鉴参考作用。

为解决耕地资源紧缺的问题，我国历来将修建梯

田作为补充耕地的主要手段。据粗略估计，截至 2014
年底，我国目前的梯田总面积应该在 3~4亿亩[6]。由于
缺乏合理设计，不少梯田建成数年后就难以为继，白白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许多地狭、坡陡等不适合区域

的梯田建设，反而加剧了水土流失。因此，合理的规划

设计、因地制宜是现代农田水利的基本要求，是解决农

田灌溉的空间分布不均的重要手段。

2.3 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低影响开发

上堡梯田在建设、改造和利用梯田上充分尊重了

自然规律。上堡梯田在建设、改造梯田时保留了山顶原

始森林，梯田涵养水土，减少了农业开发带来的不良影

响。田间采用自流方式调配水资源，灌溉过程无需消耗

机械能，充分利用自然之力。

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物质基

础。农田水利建设不可避免对原有地形地貌进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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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生态环境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协调好工

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十分重要。现代农田水

利开发时，需要对区域气候、土壤、下垫面、植物等进行

详细深入的了解后，因地制宜地建立灵活的、地方性的

低影响开发策略。

2.4 重视资源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堡梯田水资源可分为储备用水、生活用水和灌

溉用水 3个部分，形成水资源高效利用链。
（1）储备用水。在水量较多的泉眼处修筑蓄水池，

储备用水通常用于火灾救火和旱季的生活用水。

（2）生活用水。修筑水池蓄水供日常饮用和清洗。
在水流较急处，建有水碾、水磨等生产工具，节省了一

部分劳动力。

（3）灌溉用水。经初级利用的水进入梯田进行灌
溉。上堡梯田通过微地形的营造，在源头分散调蓄雨

水、控制径流，延长汇流时间，削减农业开发对环境的

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田水利向现代农田水

利的转型期，更应强调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农业用水

方式来看，现代农田水利需要严格掌握用水时间、用水

量，防止出现用水不均、不及时的问题。从农业用水目

标来看，现代农田水利不仅着眼于农田的洪涝和抗旱

需要，还要着眼于提高用水质量和用水效率，实现用

水、节水、管水、护水的统一[7]。因此，现代农田水利应将
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应用于农田水利工程中，科学

用水、高效节水，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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