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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培训教材的一个分册。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主要内容包括概述、规划设计基本资料、喷灌设备分类与选型、喷灌工程规划、
水力计算、管道式喷灌系统设计、机组式喷灌系统设计、园林喷灌系统设计、喷灌自动控制系统、喷
灌工程施工和试运行、喷灌工程管理、喷灌工程设计实例及附录等。

　　本书较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喷灌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中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和
科研成果，并对相关新产品进行了介绍，内容丰富，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主要供培训基层水利人员
及从事喷灌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工作者使用，亦可供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及科研人员在教学
、科研、生产等工作中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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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干管与分干管、分干管（或干管）与支管应顺管道水流布置。
 三、影响管道布置的主要因素 由于影响管道布置的因素多，在有些场合，上述各原则之间会出现矛
盾。
此外，地形、地块和耕作种植方向等条件也并非不能改变。
为此，应根据灌区的具体条件，分析影响管道布置的主要因素，作出技术上和经济上最佳的布置。
 （一）地形条件 在地形起伏的灌区，支管应与等高线呈平行状铺设，有利于支管和竖管喷头的施工
安装；支管无法沿等高线布置时，应将配水干管或分干管布置在高处，使支管由高处向低处铺设，以
地形高差弥补支管水头损失；如果配水管不能布置在高处，只能使用上坡的支管，应使上坡的支管长
度较短。
对于地面坡度较陡或为梯田的地形，若采用半固定式系统或移动式系统，必须将移动支管布置成平行
等高线才现实可行。
 （二）地块形状 地块形状不规则会给管道布置带来困难。
当地块较大时，可用分区布置的方法解决。
分区时应使小地块基本规整，支管在小地块内的走向一致。
对于输水干管的布置，固定式系统或半固定式系统需作各种布置方案的比较确定；移动式系统因配水
干管或分干管都设置在地面，为使移动方便和避免损伤作物，干管应尽量设在分区边界。
如果地块有坡度，则应将配水管道布置于高处。
 （三）耕作与种植方向 有的灌区处于漫坡地带，耕作、种植方向是顺坡，支管若平行等高线布置，
与耕作、种植方向就不能保持一致，这时可按耕种方向布置喷洒支管，配水干管沿等高线布置但应使
其处于支管上方，使支管顺坡下铺。
 有时，在同一地块内存在不同的耕作种植方向，造成管道布置困难，这时宜根据管道布置的要求，对
耕作方向作必要的调整和统一。
 （四）风向和风速 喷灌季节如果灌区内风速很小，则支管的布置可不考虑风向；如果风速达到或超
过2 m／s，且存在主风向，则支管最好垂直主风向布置。
但在有些场合，如河谷地，其主风向往往与等高线平行，这时要根据喷灌系统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
处理。
对于固定式系统，配水干管或分干管宜沿等高线并布置在高处，支管下坡铺设并与主风向垂直；对于
半固定式系统或移动式系统，喷洒支管是移动的，一般仍沿等高线布置。
 （五）水源位置 当水源或地块位置可以选择时，将水源置于设计地块中央，有利于降低管道系统投
资。
当水源虽有选择余地但不能选在地块中央时，应先布置田间管网，然后布置配水干管或分干管，最后
视地形、地质等情况，对输水管进行布置，此时需进行方案比较。
基本原则是在实际工况下各级管道的水头损失大体均衡，设备投资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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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培训教材:喷灌工程技术》较系统地总结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喷灌工程规划、设计
、施工和管理中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和科研成果，并对相关新产品进行了介绍，内容丰富，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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