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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灌溉供水简介

1.1.1.1. 灌溉的现状与目的        
2.2.2.2. 介绍灌溉供水系统

3.3.3.3. 地面灌溉系统

4.4.4.4. 传统地面灌溉方法

5.5.5.5. 喷灌微灌技术



1.1.1.1.灌溉的现状与目的

1-1.1-1.1-1.1-1.现状

• 在全世界的全部耕地中，仅有15%—20%的土地能得到
灌溉,其贡献可高达农场品总产量的30%~40%。

• 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耕地面积只占世界耕地的
10%，但灌溉面积却占全球灌溉面积的21%，人均灌溉
面积与世界水平相当。

• 我国灌溉面积约53330000 h㎡，占总耕地的41%却生产
了占总产量70%的棉花，90%以上的蔬菜和2/3以上的

粮食。

• 我国农业用水效率仍很低，灌溉用水利用率只有
0.3—0.4，与发达国家的0.7—0.9相差很大。



1-2.1-2.1-2.1-2.目的

• 为植物生长提供水分，同时输送
必要养分。

• 水流淋洗火稀释土壤中的盐分，
使土壤和大气降温，创造更有利
于植物生长的农田环境。



2.2.2.2.灌溉供水系统

2.1 灌溉供水系统分类

• 加压灌溉系统

• 自流灌溉系统

• 地下灌溉系统



2.22.22.22.2加压灌溉系统

• 包括喷灌、微灌及通过加压管道网完成向
农田输水配水的一系列类似的系统。

• 现今已有许多具有特色的加压供水系统，
如中心支周时大型喷灌系统，移动式喷灌、
滴灌系统等。

•  摇臂喷头      360°全圆喷洒微喷头         折射式微喷头 





2.32.32.32.3自流灌溉系统

• 是在田间通过一个自由面进行地表漫流的
输水配水系统。



2.42.42.42.4地下灌溉系统

• 将灌溉水引入地下，湿润根区土壤的灌溉。
有暗管灌溉和潜水灌溉。前者灌溉水借设
在地下管道的接缝或管壁孔隙流出渗入土
壤；后者通过抬高地下水位，使地下水由
毛管作用上升到作物根系层。地下灌溉不
破坏土壤结构，不占用耕地，便于管理，
但表土湿润不足，不利于苗期生长。  



3地面灌溉系统

3.1地面灌溉的过程

一次地面灌溉过程是由四个阶段组成。

(1).当向农田供水时，水便在地面上向前推进，直至
水扩展到整个地面为止，称为行水阶段。

(2).水可直接（或不直接）湿润整个地面，并使流经
之处都填满，然后灌溉水从田间产生径流，或开
始在地面下蓄水。推进结束和停止进水之间的阶
段称为湿润（或蓄水）阶段。



•  不再供水后，地面上水量开始减少，它或
者从地面排走（径流）或者入渗到土壤中。
为了描述地表水流的水利特征，把排水期
分为耗水阶段（垂直退水）和退水阶段
（水平退水）。

(3).耗水阶段是指停止进水和水下的裸露土壤      
首次出现之间的间隔。

 (4).退水阶段从该点开始，并持续到地面被排
干。



在地面灌溉期间的行水湿润耗水和
退水阶段的时空轨迹线



3.23.23.23.2地面灌溉系统的组成

•             灌溉系统是许多向农田分流供水和输水施
设网络的一部分。

•             一个典型灌溉系统的组成可以分成四个子
系统：（1111）供水；（2222）输水或配水；（3333）
用水；（4444）排水。

•             每一部分都必须为促使达到最高农田产量
而共同协调工作。



4444传统地面灌溉方法

• 地面灌溉方法是指水在地面流动过程中借
助重力作用和土壤毛细管作用侵润土壤的
灌溉方法

• 这种方法下需要设备少、技术简单、节省
能量。

• 传统地面灌溉按其田间工程和湿润土壤方
式的不同分为淹灌、畦灌和沟灌。



4.14.14.14.1淹灌

• 淹灌是灌溉中最常见的形式，尤其是在分
布有小田块的地区。

• 如果一块地四面平坦，四周有土埂围住，
该田块便称为格田。水稻就是在格田中种
植

• 精确的土地平整对取得淹灌的高均匀度和
高效率至关重要。



4.24.24.24.2畦灌

• 畦灌可看作淹灌向较低的一端具有自由
排水条件的矩形坡地或等高农田进行灌
溉的延伸典型的畦灌农田被分成多个倾
斜畦田。

• 水从人工挖的毛渠灌入每个畦田，当关
闭进水口后，水便从高的一段流向低的
一端。



畦田布置与灌溉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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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4.34.3沟灌

• 沟灌利用“垄沟”、“细平沟”和“浅沟”，在作
物行间开沟灌水，通过引导水流沿田块主
要方向流动，避免淹灌整个农田。

• 沟灌是水在流动过程中主要由土壤毛细管
作用来侵润两沟之间的土壤



4.44.44.44.4传统地面灌溉方法结语

——缺点



• 我国大多数的灌溉面积仍采用不同形式的地面灌
溉。由于田间灌溉工程设施不完善，土地不平
整，灌溉管理粗放等问题，水的浪费相当严重。
地面灌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的灌水技
术，在发达国家也是主要的灌水方法。如美
国，····1997199719971997年地面灌溉面积仍占总灌溉面积的
50505050．7777％。随着土地集约化规模经营的发展，大
型农业机具的使用以及激光平地技术的应用，使
得地面灌溉在灌溉均匀度和灌溉效率两方面都有
很大提高。计算机技术在地面灌溉管理和设计中
的应用，为改进地面灌溉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
同时一些先进的地面灌水技术，如波涌灌溉技术、
水平畦田灌溉技术和田间闸管系统等，在发达国
家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节水效益。····



5.喷灌微灌技术

5.15.15.15.1喷灌

5.1.15.1.15.1.15.1.1喷灌定义

• 喷灌是喷洒灌溉的简称。它是利用专门的
系统（电脑管理设备、水泵、管道等）将
水加压（或利用水的自然落差加压）后送
到喷灌地段，通过喷洒器（喷头）将水喷
射到空中，并使水分散成细小水滴后均匀
的洒落在田间进行灌溉的一种灌水方法。



5.1.25.1.25.1.25.1.2喷灌的优缺点

• 节水

• 适应范围广

• 省工、省地

• 改善生态环境  

• 但受风的影响大（一般在3~4级风时应停止灌溉）

• 直接蒸发损失大

因而宜在早晚风力小时进行灌溉因而宜在早晚风力小时进行灌溉

优

缺 



5.1.35.1.35.1.35.1.3喷灌系统的分类
• 喷灌系统种类很多，按其设备组成和组装
形式不同，可分为管道式喷灌系统和机组
式喷灌系统两大类型。

• 管道式喷灌系统：以输配水管网为主体，
灌溉水管道输送、分配到田间各灌溉部位。

• 机组式喷灌系统：是把喷灌系统的各组成
部分，组配成一个整体来满足喷灌的要求。



5.25.25.25.2微灌
• 5.2.15.2.15.2.15.2.1微灌定义

• 微灌是微水灌溉的简称，它是利用微灌系统设备
按照作物需水要求，通过低压管道系统与安装在
尾部（末级管道上）的特制灌水器（滴头、微喷
头、渗灌管和微管等），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
水和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
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使作物根部
的土壤经常保持在最佳水、肥、气状态的灌水方
法。 



1.水源 2．水泵 3.供水管 4.蓄水池  5.逆止阀  6.施肥开关  7. 灌水总开关 8.压
力表 
9. 主过滤器  10. 水表 11. 支管 12. 微喷头   13. 滴头  14. 毛管(滴灌带、渗灌
管)  15.滴灌支管 16.尾部开关(电磁阀) 17.冲洗阀 18.肥料罐 19.肥量调节阀 
20.施肥器  21.干管 



5.2.25.2.25.2.25.2.2微灌分类
    按灌水时水流出流方式的不同，微灌可分为滴灌、微喷灌

和渗灌等。其中滴灌应用最为广泛。

•     滴灌   滴灌是微灌系统尾部毛管上的灌水器为滴头或滴
头与毛管制成一体的滴灌带将有一定压力的水消能后以滴
状一滴一滴的滴入作物根部进行灌溉的方法。使用中可以
将毛管和灌水器放在地面上，也可以埋入地下30～40厘米。
前者称为地表滴灌，后者称为地下滴灌。滴头的流量一般
2～12升/时，使用压力50～150千帕。

•     微喷灌   微喷灌是微灌系统尾部灌水器为微喷头。微喷
头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水（一般200～300千帕)以细小的水
雾喷洒在作物叶面或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有固定式和旋
转式两种，前者喷射范围小，后者喷射范围大，水滴大，
安装间距也大。流量一般为10～200升/时。



•  小管出流  小管出流是用直径4毫米的微管与
毛管连接作为灌水器，以细流（射流）状局部
湿润作物附近土壤，流量一般为80～250升/时。
对高大果树通常围绕树干修一渗水小沟，以分
散水流，均匀湿润果树周围土壤。

• 渗灌  渗灌是微灌系统尾部灌水器为一根特制
的毛管，埋入地表下30～40厘米，低压水通过
渗水毛管管壁的毛细孔以渗流的形式湿润其周
围土壤。由于它减小土壤表面蒸发，是用水量
最省的一种微灌技术。渗灌毛管的流量 2～3升
/（时·米）。



5.2.35.2.35.2.35.2.3微灌优缺点
优点

•     省水、省工、节能 
•     灌水均匀

•     增产 
•     适应性强 
•     可利用咸水灌溉 



缺点
• 灌水器易堵塞
• 盐分积累
当在含盐量高的土壤上进行滴灌或是利用咸水滴灌时，盐分会积累在
湿润区的边缘，若遇小雨，这些盐分可能会被冲到作物根区而引起盐
害。这时需进行冲洗，必要时辅以喷灌或地面灌溉。在没有充分冲洗

条件的地方或是秋季无充足降雨的地方，则不要在高含盐量的土壤上

进行滴灌或利用咸水滴灌。   
• 一次性投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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