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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沈阳段)项目进行现状调查，采用功能分析法对项目进行节地

评价，得出节约集约结论，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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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iaohe River Main Stream Flood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Project (Shenyang Sec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uses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me-
thod to evaluate the land saving of the project,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of saving and intensiv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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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设项目节地利用是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

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节约集约用地经营模式[1]。 
本次评价工作对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用地结构、功能分布和土地利用状态等进行基础调查，

分析建设项目用地结构、功能演进和土地利用状态之间变化规律，全面掌握本建设项目区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状况及优化用地规模，引导建设项目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为全面科学的用地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和

技术支撑，使节约集约用地的共同责任落到实处，为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预审管理提供依据。 

2. 评价对象、评价原则以及评价方法 

2.1. 评价对象 

辽河河道防洪工程历经几十年的整治，尤其是“九五”期间的堤防全面整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现状两岸重要保护区均有等级堤防进行保护，为两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随着

两岸经济的发展对防洪安全要求的提高和多年运行破损等因素，现有堤防工程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对防洪安全的要求。为建成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防洪减灾体系，全面提高辽河流域

防御洪水灾害的综合能力，依据《辽河流域防洪规划》，拟进行本项目的建设。由于辽河流域现有堤防

工程设计和建设时间大都较早，其防洪标准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防洪安全的需求。因此，

在本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在对原有工程进行修缮、治理的同时，围绕流域防洪能力整体提升的需求，对

部分确实无法通过对原有工程进行改造、升级达到防洪标准提升预期目标的工程进行扩建，以实现辽河

干流总体防洪能力的提升，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防洪安全的需求。 
该项目用地总规模为 2022.2485 公顷(其中原有用地 2001.5953 公顷，新增用地 20.6532 公顷)，建设

内容包括险工险段治理工程、防汛路贯通工程、堤防加培工程、堤坡硬性防护工程、砂堤砂基工程、穿

堤建筑物治理工程等用地，目前国家及辽宁省均未下达上述各类用地的用地标准，属于无土地使用标准

的情况，全部纳入本次评价范围，作为评价对象。即本次评价对象面积为 2022.2485 公顷(其中原有用地

2001.5953 公顷、新增用地 20.6532 公顷)，包括险工险段治理用地 39.9878 公顷，防汛路贯通用地 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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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堤防加培用地 1919.3839 公顷，堤坡硬性防护用地 4.9413 公顷，砂堤砂基用地 51.3520 公顷，穿

堤建筑物治理用地 0.5407 公顷(详见表 1)。 
 

Table 1. The area of land-saving assessment objects for the Liaohe River Main Stream Flood Control Improvement Project 
(Shenyang Sec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表 1. 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沈阳段)节地评价对象面积表 

序号 分区 
面积(公顷) 

小计 原有面积 新增面积 

1 险工险段治理工程用地 39.9878 22.9714 17.0164 

2 防汛路贯通工程用地 6.0428 4.7127 1.3301 

3 堤防加培工程用地 1919.3839 1917.0772 2.3067 

4 堤坡硬性防护工程用地 4.9413 4.9413 0 

5 砂堤砂基工程用地 51.3520 51.3520 0 

6 穿堤建筑物治理工程用地 0.5407 0.5407 0 

合计 2022.2485 2001.5953 20.6532 

2.2. 评价原则 

依法依规原则：建设项目节地评价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为前提，以相关规划、技术标准为依据。 
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建设项目节地评价通过综合分析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生产建设规模、功能布局

是否科学合理，尽量减少占地，尤其是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保护耕地原则：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充分考虑拟建项目类型、项目建设条件、

地质地貌等影响因素，在满足项目功能和技术标准的前提下，满足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的原则。 
满足使用功能原则：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及论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建设项目类型、建设条件以及

其他影响土地利用的各类因素，在满足使用功能和工程技术标准等前提下，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建设项

目用地规模。 

2.3. 评价方法与技术步骤 

根据评价项目的类型和实际情况，在类比项目充足的条件下应同时选择功能分析法和类比法进行评

价，但本项目规模较大，工程内容复杂，很难收集类似项目来进行类比，故本项目只采用功能分析法评

价[2] [3] [4]。 
本次优化用地规模评价综合采用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在确定建设项目各功能分区优化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将各功能分区优化规模加总求和，

确定建设项目优化用地规模的方法。 
其基本公式是： 

L 1 2 nS S S S= + + +  

式中：SL——建设项目优化用地规模； 
S1——功能分区 1 优化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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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功能分区 2 优化用地规模； 
Sn——功能分区 n 优化用地规模。 
其技术路线是： 
1) 划分建设项目功能分区； 
2) 确定功能分区申请用地规模； 
3) 功能分区优化用地规模评价； 
4) 确定建设项目优化用地规模。 

3. 结论与分析 

3.1. 项目用地规模评价结果 

根据功能分析法评价结果，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沈阳段)用地的险工险段治理用地、堤防加

培用地、防汛路贯通用地、堤坡硬性防护用地、砂堤砂基用地、穿堤建筑物治理用地等各功能区申请用

地规模符合《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公路桥

涵通用设计规范》(JTGD60-2015)等技术标准要求及实地客观需求，用地规模较为合理[5]。 
依据功能分析法计算公式，本项目优化用地规模计算过程如下： 

SL S1 S2 S3 S4 S5 S6
39.9878 6.0428 1919.3839 4.9413 51.3520 0.5407
2022.2485

= + + + + +
= + + + + +
= 公顷

 

式中：SL——本项目优化用地规模； 
S1——险工险段治理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S2——防汛路贯通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S3——堤防加培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S4——堤坡硬性防护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S5——砂堤砂基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S6——穿堤建筑物治理用地优化用地规模。 
经计算，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沈阳段)总用地规模 2022.2485 公顷，优化后用地规模为

2022.2485 公顷(其中原有用地 2001.5953 公顷，新增用地 20.6532 公顷)。 

3.2. 项目合规性分析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新思路以及水利部“补短板、强监管”的要求，符合《辽宁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辽河流域防洪规划》等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3.3. 项目节地措施分析结论 

项目各用地功能区在确定用地规模时，充分利用了原有用地，对于确需扩建的工程，其用地规模的

确定在严格执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公

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JTGD60-2015)等相关技术标准的前提下，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积极采取节

地措施，有效的控制了用地规模。项目总体建设方案的确定在围绕辽河干流防洪能力提升目标，促进和

保障《辽河流域防洪规划》规划目标实现的同时，对既有工程与扩建、新建工程之间，以及各类工程之

间的布局进行了统筹考虑，并对构成结构进行了优化，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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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项目用地规模评价结论 

针对本次评价对象，辽宁省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沈阳段)划分 6 类功能区，即险工险段治理工程、

防汛路贯通工程、堤防加培工程、堤坡硬性防护工程、砂堤砂基工程、穿堤建筑物治理工程。在功能分

区划分的基础上采用功能分析法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各功能分区申请用地规模，符合《河道整治

设计规范》(GB50707-2011)、《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公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

(JTGD60-2015)等相关技术标准，能够满足辽河干流防洪要求，用地规模设置合理。 
综上所述，该项目各用地功能区和总规模用地合理，项目总体建设方案科学可行，符合节约集约用

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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