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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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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分析结论：

本项目已取得奈曼旗行政审批和政务局《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

地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奈行审字〔2022〕41 号）。项目选址与正在编制的《奈

曼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进行了衔接，已列入奈曼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不在《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范围内，目前正处于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阶段，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

优化用地规模评估结论：

查阅类比项目，通过对比总用地规模、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等指标，进行优化用地规

模评价，确定优化后用地规模为 1.8000 公顷。

评价论证后用地规模评估结论：

建设项目评价论证后用地规模为 1.8000 公顷，用地规模紧凑、合理。

存在主

要问题

本建设项目为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所属行业为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申请用地规模因实际需求、环保和防火要求等特殊原因，国家和地方尚

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

建议 严格执行项目用地标准，控制项目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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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地评价任务来源

本次评价项目为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

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属于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项目用地为新建用地。本项目于2022年3月11日取得奈曼旗行政审批

和政务局《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奈行审字〔2022〕41号）。目前正处于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阶段。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14号）的文件要求，对国家和地方尚未

颁布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的特殊建设项目，或因安全生产、地形

地貌、工艺技术等同时要求确需突破土地使用标准的建设项目开展节

地评价，合理确定用地规模。切实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和建设项目

用地审批效率，为科学用地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各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征转用地审批、土地供应和供后监管等土

地管理全过程中，都要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制定的各类建设项目土

地使用标准。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在《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中属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国家和地方尚未颁布土地

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的特殊建设项目符合开展节地评价的要求。现对

本项目开展节地评价，并将节地评价成果作为项目用地预审的重要依

据。本项目是通辽市奈曼旗自然资源局确定的无标准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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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背景

大沁他拉镇供水工程始建于1976年，于1978年建成。供水水源为

地下水，水源地位于镇区内，水质较好，除铁锰〔铁离子0.3-0.6毫克

/升，锰离子0.25-0.35毫克/升〕超标外，其他指标均符合国家规定的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大沁他拉镇现状供水普及率约为80%，仍有部分居民及企业由自

备水源井供水。

大沁他拉镇现在集中供水水源3处，分别为第一净水厂水源地、

第二净水厂水源地、第三净水厂水源地，各水源地分别建设在净水厂

院内或附近。第一净水厂现有水源井6眼，4用2备；第二净水厂现有

水源井3眼，2用1备（现停用）；第三净水厂现有水源井6眼，4用2

备。现有水源井12眼，动水位342.8米，静水位355.8米，单井出水量

80～100立方米/小时。

大沁他拉镇现有净水厂3处，分别为第一净水厂、第二净水厂和

第三净水厂。第一净水厂位于大沁他拉路东、振兴大街北，建设于1976

年，1978年初开始供水，设计规模为1万m³/d，现状供水能力约1万m

³/d。第二净水厂位于生态大街以南、明仁路以东，建设于2004年，设

计规模1.2万m³/d，现状供水能力约0.5万m³/d。第三净水厂位于青龙

山路以东、察哈尔大街以南，建设于2017年，设计供水能力为1万m³

/d，现状供水能力约1万m³/d。

从大沁他拉镇的供水现状看，供水系统不够完善，水量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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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现在的供水量满足不了城镇发展需要，供需水量矛盾日趋严重；

源水铁、锰离子超标，现净水厂经过铁、锰离子处理后，出水铁、锰

离子含量达到国家饮用水水质要求；城市管网覆盖率低，管径小，管

网建设滞后于城市的发展；城市供水系统不能满足总体规划的要求，

滞后于大沁他拉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水源地距离

居民区越来越近，水源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环保的要求。

因此，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的

建设是必要的。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是落实和贯彻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力举措。

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

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也是整个中国北部

的生态屏障，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西部适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2）是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

大沁他拉镇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居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北延东扩，新城区迅速发展，供水的需求也在

急剧增加，对供水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产生的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

突出。目前，大沁他拉镇的供水规模已影响和制约了镇工业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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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不尽快进行水厂新建和管网改造工程，将会

对该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给镇未来的发展战略的实施

造成很大障碍。改善城市供水条件，将更好的满足大沁他拉镇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3）是解决大沁他拉镇供水问题的必然途径。

解决大沁他拉镇供水存在的问题，单纯采取计划用水，压缩用水

指标，节约用水等诸方面，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增加水源地的取

水能力，开发新水源，有效地改造配水管网，提高输出能力，解决漏

失及一系列的供水矛盾，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大沁他拉镇的供水

问题。总之，大沁他拉镇的供水状况是城市发展有水用不上，急需要

水，所以新建水源地和扩大管网输配水能力必须提到各级领导的议事

日程，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大事，迫在

眉睫。

（4）是保证大沁他拉镇供水安全的需要。

由于现状供水水源地基本坐落于城区内，水源地距离居民区较近，

与居民区的距离已经不能满足500米的要求，工业废水、居民生活污

水容易污染地下水水源地，严重威胁供水的安全性。

因此按照建设水源地的标准重新选择新的水源地，是保证大沁他

拉镇供水安全的需要，新的水源地建设完成后，严格按照《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对水源地进行保护，确保长期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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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方案

1、建设内容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位于为

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包日呼吉尔嘎查、敖包代嘎查。该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为水源地及管理用房 20处，占地 1.8000公顷。

2、建设规模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共占地

面积为 1.8000公顷。

工程总投资 14364.21万元，资金筹措：资本金拟通过建设单位

自筹资金解决，流动资金拟部分通过建设单位自筹资金、部分通过建

设单位贷款解决。

3、建设标准及条件

（1）地理位置

奈曼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西南部，科尔沁沙地南缘，地处

东经120°19′40″-121°35′40″，北纬42°14′40″-43°32′

20″之间。南与辽宁省阜新市、北票市毗邻，东与库伦旗接壤，西与

赤峰市敖汉旗、翁牛特旗相邻，北与开鲁县隔河相望。全境东西宽68

公里，南北长140公里，总面积8137.6平方公里。

（2）地形地质

奈曼旗处于内蒙古地质的北部，内蒙古地槽的东南缘与松辽凹陷

的过渡带，横跨两个大地构造单元。其南部属阴山纵向构造带及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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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系第三系隆起带，形成低山丘陵和黄土台地。其北部为松辽凹陷的

坡带，为扭动构造挤压中的开鲁盆地。

奈曼旗位于辽西山地北部和西辽河平原的南端，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逐渐倾斜，西南高，东北低，一般海拔高度为250-570米。最高点

老道山西南峰794.5米，最低点在六号村东南孤树附近为226.6米。

地貌形态表现为由南向北从构造山地-剥蚀风积倾斜平原-风积

冲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波状平原与

风积冲积河谷平原的变化规律。奈曼旗的地貌特征及所占比例可概括

为“南山、中沙、北河川，两山、六沙、二平原。”

（3）气候条件

奈曼旗地处北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为：四季

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少雨凉爽，冬季干冷漫长。

春秋升降温速度快，日温差大，降水时段集中，雨热基本同步。

奈曼旗各地的年平均气温为6.0-6.5℃，最热月7月的平均气温为

22.9-23.8℃，最冷月1月的平均气温为－12.1-－13.8℃。旗南部夏季的

气温较中部和北部偏低，冬季则略高。全旗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941-2952小时左右，自南部向北部递增。无霜期日数一般在146-161

天左右。

奈曼旗的平均降水量为366.1毫米，南部多，北部少，有自南向

北递减的趋势。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占全年的70%左右，其中7月

最大，平均降水量为114.3-139.8毫米，1月最少，降水量仅为0.6-1.1

毫米。奈曼旗年平均相对湿度在52%-54%之间，春季空气湿度最小，



7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节地评价报告

夏季最大。

大风多、风速大是奈曼旗气候中突出的特点之一。冬季多偏西北

风，夏季多偏南风。旗内年平均风速为3.6-4.1米/秒，其中春季平均风

速最大，达到4.4米/秒以上。全年大风的天数主要集中在春季，出现

日数为10.3-13.1天，占全年总日数的55%-61%。

奈曼旗多年平均最大冻深为1.3m，历年最大冻深为1.79m。

（4）交通条件

京通铁路、通辽赤峰高速、111国道贯穿境内，西乌穆沁旗至阜

新地方铁路正在建设阶段（全线长490公里，其中内蒙古境内430公里，

辽宁境内60公里。全线共设45个车站，在我旗境内70公里设计六个站

点，分别是西湖、大沁他拉、太山木头、黄花他拉、新镇、白音昌）。

旗政府所在地大沁他拉镇180公里之内有通辽、赤峰两座机场。境内"

六横四纵"公路主网络基本建成，全旗道路通车里程达3072公里，实

现了苏木镇全部通油路，行政村全部通等级路、通客运班车。

（5）社会经济概况

2022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年全旗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4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6%，增速位居全市

第二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9.1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

产业增加值30.8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63.7亿元，增长1.7%。

（6）地质条件

奈曼旗地处纳尔塔尔大断裂、胡虎尔河断裂、西辽河东西向断裂

和赤峰开源大断裂包围圈内。养畜牧河断裂由旗中部东西穿过。衙门



8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节地评价报告

营子（青龙山）帚状构造又辐射南部山区。义隆永、黄花塔拉、新镇

以南地区断裂纵横交错，互相穿插。

（7）地震烈度分析

根据《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查得，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4、基础设施条件

供电：由于项目所在地电力部门无法提供双回路电源进线和有电

源保障的架空专线，因此本工程拟设置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

10kV外线电源的路由及敷设，由当地供电部门协调解决。

视频监控系统：新建水源地在每眼水源井设置高清摄像机一

台，信号采集到 RTU 内。各 RTU 单元通过 GPRS 无线通讯方式，

实现与扩建净水厂中心控制室之间的通讯。GPRS 无线信道由建设

单位向当地移动部门申请。扩建净水厂在本期工程的送水泵房中

心控制室内设置扩建净水厂的视频监控中心，其中设置硬盘录像

机 1 台（配套显示器）。

（四）项目建设用地情况

1、土地利用现状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包日呼吉尔嘎查、敖包代嘎查。

项目拟申请占地总面积为1.8000公顷。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

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确定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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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和数量，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分类标准进行统计。根据2021年国土变更数据拟占土地分类面积表如

下：

表 2-1 土地分类面积表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 单位：hm²

权属单位名

称

权属性

质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公用设施

用地
其他草地 沙地

包日呼吉尔

嘎查
集体 0.4199 0.2700 0.6899

敖包代嘎查 集体 1.1092 0.0009 1.1101

合计 1.5291 0.2709 1.8000

图 2-1 项目所在地区勘测定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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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地分区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1.8000公顷，各功能分区用地面积分别为水源

井用地1.4000公顷，管理用房0.4000公顷。

表2-2各场区功能分区用地面积表

单位：公顷

功能分区 占地面积

水源井用地 1.4000

管理用房 0.4000

合计 1.8000

图 2-2 项目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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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项目功能分区图

三、节地评价

（一）节地评价对象

本次节地评价对象为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

工程项目。项目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包日呼

吉尔嘎查、敖包代嘎查。根据《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

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

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申请总占地 1.8000公顷，各功能分区用地

面积分别水源井用地 1.4000公顷，管理用房 0.4000公顷。

（二）节地评价原则

1、工作原则

（1）依法依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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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及论证应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为前提，以相

关规划、技术标准为依据。

（2）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及论证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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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是否减少土地占有量；建

设项目是否增加建设用地投入，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

（3）满足生产或使用功能原则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及论证应从实际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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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生产或使用功能、

生产工艺要求和产品技术标准等前提下，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建设项

目用地规模。

（4）安全性原则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及论证应满足项目建设、生产运营、消防、环

境卫生安全的条件下合理确定建设项目用地规模。

（5）技术先进性原则

建设项目应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利用、工程投资、环境保护等技术

经济条件，进行多方案比选，采取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先进生产工

艺和技术。

2、技术原则

（1）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评价工作应尽量把定性的、经验性的分析进行量化。建设项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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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划符合性分析，节地措施分析可定性分析，建设项目评价论证

后用地规模确定必须定量分析。

（2）差异性原则

评价工作应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或建设规

模、生产工艺、技术标准、建设条件以及其他影响土地利用各因素的

差异性进行评价。

（3）用地规模最小化原则

评价工作应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最基本原则，在建设项目评价论证

后用地规模确定过程中，如有多个用地规模可选，应选取最小值。

（三）节地评价依据

1、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32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主席令第 4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5）《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8号）；

（6）《建设用地审核报批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9号）；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8）《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9）《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8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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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规范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

（2）《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4）《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5）《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6）《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2019年 7月 16日自然资源

部第二次部务会议）；

（7）《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办发〔2021〕14号）；

（8）《关于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节地评价的通知》（内

自然资字〔2021〕571号）。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

日修正版）

(10)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农牧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

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2〕70号)

3、技术资料

（1）奈曼旗行政审批和政务局《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

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奈行审字〔2022〕41

号）；

（2）奈曼旗行政审批和政务局《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

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奈行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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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号）；

（3）奈曼旗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

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用地是否涉及历史文物的复函》；

（4）奈曼旗人民政府《关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

水源地建设工程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承诺函》

（5）《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6）《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7）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

（四）节地评价方法

1、对比分析法

采用多方案类比法，充分分析该项目的用地规模、投资强度等，

针对建设方案与国内同类建设项目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用地合理

的保持用地规模，用地不合理的核减规模。

2、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研究

对象进行定性的分析，从而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内在联系。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利用具体数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采取定性

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总体分析与各功能分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无法进行量化的内容，进行定性的、经验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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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地评价内容

1、建设项目用地合规性分析

（1）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

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实施《“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规划指出：强化城乡饮用水水源安全保护。进一步完善全国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目录管理。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针对不同水

源类型，加强生态防护和治理。加强水量优化调度，维护饮用水水源

合理水位或流量。推动地方政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加强部门联

动，推动水源污染防治和沿河湖排污口优化整治。结合乡村建设行动，

加28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基本完成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定、立标

以及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加强地下水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合理确定管

控水位，严格取水管理。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指出：“十四五”

期间，进一步优化自治区农村牧区供水工程格局。开展工程建设，保

障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建设一批规模化工程，规模化工程主要分布在

农村牧区交错区，现状供水工程基础好，尤其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等沿黄地区和赤峰市、通辽市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平原地区，

通过规划建设和改造规模化工程，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城乡结合地

区，通过城市管网延伸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符合国家自治区产

业政策和行业规划，项目已列入正在编制的奈曼旗国土空间规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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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列表。

（2）符合国家供地政策性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精神，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第9号）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9年本）》和《禁止

用地项目目录（2019年本）》等文件，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

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不在《限制目录》和《禁止目录》范围内，

符合国家产业用地政策的要求。本项目行业属于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属于国家鼓励类行业，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确定禁止类、限制类项目，

符合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对该行业项目发展政策。本项目将在完成相

关用地前期手续后，依法依规取得土地使用权，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

（3）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选址坚持了“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不占用耕地

及基本农田。其选址范围内没有规划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不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和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界线内。用地规模

及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48

号）要求。

本项目选址与正在编制的《奈曼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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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进行了衔接，不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项目已列入《奈曼旗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

2、建设项目选址方案合理性分析

第三净水厂位于青龙山路以东、察哈尔大街以南，现状水源有 6

眼井，分布在净水厂周围，由于水源井距离城区现有建（构）筑物太

近，需要重新建设新的水源地。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本工程

选择城区西北作为新水源地：

（1）根据大沁他拉镇城市总体规划，城区将北延东扩，城区东

北部新城区的用水需求大幅增长，所以将水源地选址在城区西北，既

符合地下水流向，也便于就近输送；

（2）第三净水厂位于青龙山路以东、察哈尔大街以南，水源地

位于城区西北，输水距离较短；

（3）本次工程新增取水量 32400m³/d，井群数量 20眼，占地面

积较大。原水源地虽然取水条件良好，受周边地形限制，扩建余地不

大。所以将新水源选址城区西北，同时也降低了新旧井群的影响；

（4）城区西北现状为大片放牧地区，选做水源地，不占农田，

易于征地。

综合考虑技术及经济因素，也将节约集约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站址范围内无矿产资源、文化遗迹、地下文物等作为项目选址

的重要参考因素，项目选址符合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的要

求；符合国家节约集约土地的用地规定，选址基本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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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规模及功能分区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拟建地点位于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包日呼吉尔嘎查、敖包代

嘎查，周边道路完善，出入交通便利，满足本项目的需求，为项目的

建设实施提供了基础保障。

本项目申请总1.8000公顷，其中水源井用地1.4000公顷，管理用

房0.4000公顷。

（1）水源井用地规模合理性分析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附近地表水有教来河、老哈河、舍虎水库、红

山水库、打虎石水库、孟家段水库，由于上述水库与河流均离奈曼旗

大沁他拉镇较远，最近距离在30km以上，最远距离在66km以上，且

保证灌溉后枯水期水量不能满足城镇用水需要，因此奈曼旗境内的地

表水没有作为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的条件。

根据水资源论证报告，本工程设计水源井布置间距约为 500米左右，

根据地形地貌及林木情况，水源井南北向总体布置为三条线，每条线

5-6眼井，中间穿插布置 2-3眼井，共设计水源井 20眼，17用 3备，

井间联络管南北方向将 20眼水源井联络起来，井间联络管汇合至两

条源水输水管，并排平行同槽铺设，最后进入第三净水厂院内。每处

水源井用地占地 0.0700公顷，共占地 1.4000公顷。外围边界以铁丝

网作为围墙，将水源地与外界隔离。

根据水资源论证报告，确定单井出水量，根据水源地距离水厂距

离、原水输水管道水头损失、水源地动水位以及净水厂标高确定深井

泵扬程，经过计算，得出水源井设计参数：



20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节地评价报告

水源井数量：20眼（17用3备）

单井设计流量：80-100m³/h

井深：120-140

米井径：D300

深井扬程：60米

深井泵功率：22千瓦

深井泵房形式：地下式深井泵房

单泵房尺寸：6×5×2.45米（地下式）

图 3-1 水源井用地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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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用房规模合理性分析

管理用房占地 0.4000公顷，本工程共设计水源井 20处，每处设

管理用房一座，每座占地 200平方米。内设值班室、监控室，不间断

对水源地进行值守，发现有异常情况，及时纠正并上报主管部门。在

符合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方便施工及管理。

4、建设项目用地规模评价论证

（1）评价方法的选取

由于本项目属于国家和地方尚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

的特殊建设项目，为更加直观、更好地体现本项目节地情况，结合评

价项目的特点和项目实际情况，最终确定使用对比法对本项目用地规

模进行论证评价，即选取与评价项目建设内容近似、设计方案及建设

条件相近的类比项目，将该建设项目与类比项目进行比较分析来评价

项目节地情况。

（2）对比案例选取

本项目属于生产和供应业，因此本次选取了三个建设条件相近、

建设内容相似的案例，进行用地合理性对比分析。分别为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磴口水源地工程项目、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自来水厂水源地建

设项目、扎赉特旗鑫兴达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水源地建设项目。

类比项目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水源地工程项目

http://sthjj.xam.gov.cn/document/202205050928349642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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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5300

公顷。新建水源井 5处占地 0.4000公顷，单处占地 0.800公顷；管理

用房 5座占地 0.1300公顷，单座占地 0.0260公顷。

该项目功能分区及建设内容与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功能分

区类似，用地规模可进行对比。

类比项目二、赤峰市松山区自来水厂水源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3210公顷。新建水源井 3处占地 0.2550公顷，单处占地 0.850公顷；

管理用房 3座占地 0.0660公顷，单座占地 0.0220公顷。

该项目功能分区及建设内容与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功能分

区类似，用地规模可进行对比。

类比项目三、扎赉特旗鑫兴达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水源地建设项

目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音德尔镇，项目总占地

面积为 1.4640公顷。新建水源井 12处占地 1.1040公顷，单处占地

0.920公顷；管理用房 12座占地 0.3600公顷，单座占地 0.0300公顷。

该项目功能分区及建设内容与本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功能分

区类似，用地规模可进行对比。

（3）用地规模评价论证

根据项目的基本情况确定评价指标为：单处水源井面积、单座管

理用房面积。项目用地总面积、水源井总面积、管理用房总面积作为

参考指标。

http://sthjj.xam.gov.cn/document/20220505092834964238.pdf
http://sthjj.xam.gov.cn/document/202205050928349642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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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各类比项目情况及用地规模与本项目用地规模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对比情况表 3-1：

表 3-1功能分区对比分析表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可知本项目单处水源井面积和单座管理用房

面积与其他三个案例对比，均为负值，土地利用规模优于类比案例，

符合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

经过与类比项目的定量分析，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

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拟申请占地面积 1.8000公顷，用地规模与同类

行业相比强度较高，各功能分区设置科学合理、布局紧凑；各类用地

指标设置科学合理，无需核减面积。

评价因素 评价项目
类比项目

（一）

类比项目

（二）

类比项目

（三）

对比结果

（正负值）

总占地面积

（公顷）
1.8000 0.5300 0.3210 1.4640 +

水源井用地

（公顷）
1.4000 0.4000 0.2550 1.1040 +

管理用房

（公顷）
0.4000 0.1300 0.0660 0.3600 +

水源地数量

（处）
20 5 3 12 +

单处水源井面

积（公顷）
0.0700 0.0800 0.0850 0.0920 -

管理用房数量

（座）
20 5 3 12 +

单座管理用房

面积（公顷）
0.0200 0.0260 0.0220 0.0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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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项目规模确定的可行性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通过早

期规划选址，项目用地范围内不涉及重点保护文物、矿产、军事保护

区、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地下矿藏及采空区等社

会敏感区，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已纳入正在编制的奈曼旗规划期

至2035年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类型符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

项目各功能分区满足生产工艺设计要求，功能完整。采用同类对

比法与同类项目比较分析时，项目用地规模以及各功能区用地规模均

优于与同类项目。

综上所述，项目不仅选址合规，而且功能分区设置紧凑合理，与

相关标准规范对比，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要求以及实际情况，分析确

定，本项目建设规模、选址方案、功能分区等都是合理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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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节地评价结论

通过对建设项目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分析，对项目合规性、选址

合理性、功能布局、用地规模的合理性分析，功能分区设计及布局较

为合理。本项目采用案例对比分析法，经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定量分析

论证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新水源地建设工程项目申请

占地面积 1.8000公顷。项目区总用地规模及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合

理恰当，符合国家集约、节约用地的要求。

项目区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经过已开展土地利用、林地、

环保、压矿、文物等颠覆性因素排查，不占用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

不涉及生态红线等限制开发的区域，符合项目选址的评判标准。项目

类型符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项目区占地范围符合当地总体规划。

本项目采用案例对比分析法，经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定量分析论证

后，项目区总用地规模及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合理恰当，符合国家集

约、节约用地的要求。

表 5-1论证后项目区用地规模

单位（hm²）

功能分区 占地面积

水源井用地 1.8000

管理用房 0.4000

合计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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