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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田水利学(第3版高等学校教材)》(作者郭元裕)除绪论外，共分十章。
其内容包括农田水分状况和土壤水分运动、作物需水量和灌溉用水量、灌水方法、灌溉渠道系统、灌
溉管理系统、灌溉水源与取水方式、田间排水、排水沟道系统、分区水利问题及其治理、灌溉排水管
理与环境等。

书中着重阐述了农田灌排和地区水利规划的基本原理以及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经验，并介绍了有
关新技术在农田水利中的应用。

《农田水利学(第3版高等学校教材)》是高等院校农口水利工程专业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其它水利工
程专业的教材和从事农田水利工作的工程师、技术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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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渠线规划步骤 干、支渠道的渠线规划大致可分为查勘、纸上定线和定线测量
三个步骤，简述如下： 1.查勘 先在小比例尺（一般为1／50000）地形图上初步布置渠线位置，地形复
杂的地段可布置几条比较线路，然后进行实际查勘，调查渠道沿线的地形、地质条件，估计建筑物的
类型、数量和规模，对难工地段要进行初勘和复勘，经反复分析比较后，初步确定一个可行的渠线布
置方案。
 2.纸上定线 对经过查勘初步确定的渠线，测量带状地形图，比例尺为1／1000～1／5000，等高距为0.5
～1.0m，测量范围从初定的渠道中心线向两侧扩展，宽度为100～200m。
在带状地形图上准确地布置渠道中心线的位置，包括弯道的曲率半径和弧形中心线的位置，并根据沿
线地形和输水流量选择适宜的渠道比降。
在确定渠线位置时，要充分考虑到渠道水位的沿程变化和地面高程。
在平原地区，渠道设计水位一般应高于地面，形成半挖半填渠道，使渠道水位有足够的控制高程。
在丘陵山区，当渠道沿线地面横向坡度较大时，可按渠道设计水位选择渠道中心线的地面高程。
还应使渠线顺直，避免过多的弯曲。
 3.定线测量 通过测量，把带状地形图上的渠道中心线放到地面上去，沿线打上木桩，木桩的位置和间
距视地形变化情况而定，木桩上写上桩号，并测量各木桩处的地面高程和横向地面高程线，再根据设
计的渠道纵横断面确定各桩号处的挖、填深度和开挖线位置。
 在平原地区和小型灌区，可用比例尺等于或大于万分之一的地形图进行渠线规划，先在图纸上初定渠
线，再进行实际调查，修改渠线，然后进行定线测量，一般不测带状地形图。
斗、农渠的规划也可参照这个步骤进行。
 五、渠系建筑物的规划布置 渠系建筑物系指各级渠道上的建筑物，按其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 1.引水建筑物 从河流无坝引水灌溉时的引水建筑物就是渠首进水闸，其作用是调节引入干渠
的流量；有坝引水时的引水建筑物是由拦河坝、冲沙闸、进水闸等组成的灌溉引水枢纽，其作用是壅
高水位、冲刷进水闸前的淤沙、调节干渠的进水流量、满足灌溉对水位、流量的要求。
需要提水灌溉时修筑在渠首的水泵站和需要调节河道流量满足灌溉要求时修建的水库，也均属于引水
建筑物。
 2.配水建筑物 配水建筑物主要包括分水闸和节制闸。
 （1）分水闸建在上级渠道向下级渠道分水的地方。
上级渠道的分水闸就是下级渠道的进水闸。
斗、农渠的进水闸惯称为斗门、农门。
分水闸的作用是控制和调节向下级渠道的配水流量，其结构形式有开敞式和涵洞式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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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农田水利学(第3版)》是高等院校农口水利工程专业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其它水利
工程专业的教材和从事农田水利工作的工程师、技术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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