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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沙壤土、壤土和粘壤土分别进行了单滴头、单管道田间灌水试验。结果表明, 沿滴灌管长度方向

土壤湿润较均匀, 作物主要吸水根系土层内土壤湿润均匀, 作物行间有 6～ 20 cm 未湿润区域; 无地膜覆盖地面滴

灌 (裸地滴灌)与膜下滴灌相比较, 节水约 3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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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旱的北方地区, 光热、土地资源丰富, 但水

资源相对匮乏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常规地面灌

水技术的水分利用效率很低, 大量的灌溉水分无效

蒸发, 在超量灌溉的同时引起地下水位上升, 土壤次

生盐碱化等[1～ 3 ]。因此, 提高单位水量的利用效率是

保证这些地区农业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唯一途径。

膜下滴灌除了具有覆膜农业耕作的所有优点之外,

又兼具滴灌的所有优点, 特别是对盐荒地或含盐量

较高的土壤, 使用该方法不但节水, 而且对提高作物

品质、产量等有更突出的贡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土壤为沙壤土、壤土和粘壤土。

试验选用新疆天业公司生产的内镶迷宫式滴灌

带, 用量筒、容器及压力表在室内观测滴灌带上各处

滴头流量, 用以测定滴灌带的滴头偏差率、滴头流

量、滴水均匀系数等。在此基础上, 根据室内试验结

果, 对应在沙壤土、壤土大田棉花地内进行膜下滴灌

试验。

1. 2　试验装置及田间试验

1. 2. 1　系统组成　膜下滴灌大田试验系统由水源、

首部枢纽、输配水管网及出水毛管 (内镶式滴灌带)

等 4 部分组成。其中, 首部枢纽由水表、压力表、过滤

器组、施肥器和控制阀等部分组成。

1. 2. 2　田间布置　田间各级管道均采用垂直布置

原则。主干管依田块走向布置, 干管、支管、出水毛管

分单向和双向两种布置形式。滴灌管布设在地膜下,

其布置间距依作物行距而定, 试验棉花采用宽窄种

植, 宽、窄行行距分别为 0. 3, 0. 6 m , 窄行间布置一

条出水毛管。毛管铺设与覆膜、播种同步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滴灌带参数

　　滴灌带出水孔间距 0. 30 m , 试验管道长度 60. 0

m ; 单侧进水, 每米中观测 1 个出水点, 重复 3 次, 试

验结果见表 1。

滴头平均流量　依据表 1 中试验数据分析计

算。

q均 = ∑q iön = 179. 47 ÷ 59 = 3. 04 (L öh) ,

( i = 1, 2, 3, 4, ⋯⋯, n )。

　　滴头流量平均偏差　依据表 1 试验数据得出

S d = {[ 1ö(n - 1) ] [∑ (q i - q均) 2 ]}
1
2 =

(1. 345 7 ÷ 58)
1
2 = 0. 153 2。

　　滴头流量偏差系数　依据 q均, S d 得出

CV = S d öq均 = 0. 153 2 ÷ 3. 04 = 0. 050。

　　依据上述计算结果和滴灌带质量判定原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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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0. 06, 得出抽查试验所用滴灌产品为优质产

品。

灌水均匀系数　D u = 1- CV = 1- 0. 05= 0. 95

= 95%。
表 1　滴灌管灌水试验结果

T able 1　T he drop p ipe irrigation test ou tcom e L ·h - 1

出水点编号
Spo t serial

num ber

平均流量
A verage

vo lum e of flow
ûq i- q均û

出水点编号
Spo t serial

num ber

平均流量
A verage

vo lum e of flow
ûq i- q均û

出水点编号
Spo t serial

num ber

平均流量
A verage

vo lum e of flow
ûq i- q均û

1 3. 34 0. 30 21 2. 75 0. 29 41 3. 57 0. 53
2 3. 15 0. 11 22 2. 70 0. 26 42 3. 06 0. 04
3 3. 29 0. 25 23 3. 07 0. 03 43 2. 73 0. 31
4 3. 36 0. 32 24 3. 15 0. 11 44 2. 86 0. 18
5 2. 91 0. 13 25 2. 76 0. 26 45 2. 58 0. 46
6 3. 12 0. 08 26 3. 04 0. 00 46 2. 84 0. 20
7 3. 19 0. 15 27 3. 22 0. 18 47 2. 94 0. 10
8 2. 75 0. 29 28 2. 89 0. 15 48 3. 65 0. 61
9 3. 11 0. 07 29 3. 07 0. 03 49 3. 76 0. 74
10 3. 01 0. 03 30 3. 10 0. 06 50 2. 98 0. 06
11 2. 94 0. 10 31 2. 97 0. 07 51 3. 30 0. 26
12 3. 07 0. 03 32 3. 01 0. 03 52 3. 44 0. 40
13 3. 05 0. 01 33 2. 92 0. 12 53 2. 60 0. 44
14 3. 15 0. 11 34 2. 61 0. 23 54 3. 04 0. 00
15 3. 00 0. 04 35 2. 87 0. 17 55 3. 08 0. 04
16 3. 12 0. 08 36 2. 49 0. 25 56 2. 96 0. 08
17 2. 92 0. 12 37 2. 68 0. 36 57 3. 12 0. 08
18 3. 12 0. 08 38 2. 78 0. 26 58 3. 24 0. 02
19 2. 98 0. 06 39 2. 75 0. 29 59 3. 44 0. 40
20 2. 90 0. 14 40 3. 25 0. 21

　　滴头流量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滴灌带的试验工

作压力为 20～ 130 kPa, 其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滴头流量与工作压力关系
F ig. 1　The drip off flux and wo rk ing stress relationsh ip curve

2. 2　田间试验结果

经过对沙壤土、壤土和粘壤土进行单滴头、单管

道田间灌水试验, 滴头流量 2. 5～ 3. 0 L öh, 滴灌灌

水定额为 300 m 3öhm 2。停止灌水 24 h 后, 开挖断面

并对应观测滴灌后土壤中的水量分布。单滴头灌水

后土壤湿润情况见图 2, 滴灌管沿管道长度方向湿

润情况见图 3。由图 2 可以看出, 3 种土壤滴灌后湿

润情况稍有差别, 相同灌水量时沙壤土的湿润区域

大于粘壤土, 这是由于沙壤土的孔隙率小于粘壤土。

由图 3 可以看出, 作物根区土壤湿润情况沿滴灌带

长度方向较均匀, 滴头正下方湿润深度稍大于其他

区域, 沿管道长度方向土壤的湿润情况非常接近。

图 2　单滴头灌水后土壤湿润情况

F ig. 2　T he so il w etness after the single drip 2off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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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滴灌带灌水 24 h 后土壤湿润情况

F ig. 3　T he so il w etness after the drop p ipe irrigation fo r 24 hours

3　结　论

1)灌水均匀度。由室内外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沿

滴灌带长度方向土壤湿润较均匀, 作物主要吸水根

区土壤湿润情况良好。

2)节水效果。试验的同时比较了裸地滴灌与膜

下滴灌, 得出裸地滴灌灌溉定额为 4 620 m 3öhm 2,

膜下滴灌灌溉定额为 2 805 m 3öhm 2, 膜下滴灌比裸

地滴灌节水 3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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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under m em b rane drip irr iga t ion techn ica 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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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rriga t ion of single drip 2f ilter w ith the sand so il, the loam and the clay

loam , w e had done the single2p ipe irriga t ion, ob ta ined the w ell2dist ribu ted so il w etness a long the direct ion

of the drip 2p ipe and the roo t so il area, the so il betw een the crop liners abou t 6- 20 cm in w idth is no t w ell

irriga ted compared w ith the nakedness so il, the under m em b rane drip irriga t ion can save the w ater 39. 3%.

Key words: the under m em b rane drip irriga t ion; w ater saving; the bare drip irriga t ion; drip irriga t ion

techn 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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