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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水利高等教育也得到很
大的发展与提高。
与1999年相比，水利学科专业的办学点增加了将近一倍，每年的招生人数增加了将近两倍。
通过专业目录调整与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水利学科专业的适应面有很大拓宽的同时，水利
学科专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与组织下，从2003年到2005年，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本学科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与制定专业规范的工作。
在水利部人教司的支持下，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组织课题组于2005年底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制定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规范。
这些专业规范较好地总结与体现了近些年来水利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能较好地适用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举办水利学科专业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色。
为了便于各水利学科专业点参照专业规范组织教学，经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共同策划，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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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全书共9章，主要包括绪论、节水灌溉基础理论、地面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喷灌理论与技术、微灌
理论与技术、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渠道防渗工程技术、雨水集蓄工程技术和节水灌溉管理等
内容。
    本书可作为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本科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从事农业节水等相关工作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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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管道输水技术管道输水灌溉（简称“管灌”），是目前较为先进的以管道输水代替明渠的一
种地面灌溉工程新技术。
通过一定的压力，将灌溉水由分水设施输送到田间，直接由管道分水口分水进入田间沟、畦或分水口
连接软管输水进入沟、畦。
用塑料或混凝土等管道代替土渠输水，可大大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渗漏、蒸发损失，水的有效利用率可
达95％。
另外，还具有减少渠道占地、提高输水速度、加快灌溉进度、适应性强和管理方便等优点。
由于缩短了轮灌周期，灌水及时，有利于控制灌水量，因而也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管道输水灌溉系统通常由地下管道、地面移动管道组成。
如果不考虑将来发展喷灌的要求，通常采用低压管材。
井灌区利用井泵余压可以解决输水压力供应问题，低压管道输水技术在我国北方井灌区已经普及，但
大型自流灌区如何以管道代替土渠输水，尚处于试点阶段，还有若干技术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3.喷灌技术喷灌是一种机械化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它是把由水泵加压或自然落差形成的有压水通过压力管道送到田间，再经喷头喷射到空中，形成细小
水滴，均匀地洒落于农田，达到灌溉的目的。
喷灌几乎适用于除水稻外的所有大田作物，以及蔬菜、果树等。
喷灌较传统的地面灌溉节水30％～50％，粮食作物增产10％～20％，经济作物增产20％～30％，蔬菜
增产1～2倍，并能调节农田小气候，提高作物品质。
喷灌还具有省工省时、减少用地、扩大灌溉面积、对地形和土壤等条件适应性强、有利于实现灌溉机
械化和自动化等优点。
但喷灌有受风影响大、蒸发、漂移损失大、能耗大、一次性投资及运行管理维修费用高等缺点。
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喷灌目前在我国大田粮食作物难以大面积推广应用。
世界喷灌技术的发展方向为：一是向低压、节能型方向发展；二是喷、微灌相互配合，既发扬了喷灌
射程远、效率高和微灌节能、节水等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喷灌能耗大、微灌灌水器易堵塞等缺点；三
是开展喷灌的多目标利用；四是改进设备、提高性能，并且使产品日趋标准化、系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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