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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109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的进步、工业和城市用水量的激增，农业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
的比重已从80年代初的80％降到目前的70％左右。
农业用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干旱缺水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农业缺水，另一方面用水浪费现象又普遍存在。
灌溉水的利用率只有30％～40％，而先进国家达到70％～80％以上。
我国单方水粮食生产能力只有1kg左右，而先进国家为2kg，以色列达2.35kg。
我国目前采用喷灌、微灌等先进节水措施的灌溉面积仅占总灌溉面积的2％，而有些发达国家占灌溉
面积的80％以上，美国的喷灌、滴灌面积为1.65亿亩，占灌溉面积的一半。
我国目前已建的防渗渠道工程为55万多km，仅占渠道总长的18％。
从国外和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看，凡采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都可获得十分显著的节水增产效果。
农业灌溉节水潜力巨大，通过普及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无疑是解决农
业用水危机，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国务院
决定在“九五”期间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和一批节水型井灌区，以推动我国节水灌溉工作的全面
发展。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大搞农业节水灌溉的热潮已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
为了配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近年来，我们陆续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班，请高等院校、科研单
位、生产管理部门的有关专家讲课，并编写教材。
在此基础上，充实修改，编写出节水灌溉系列培训教材，包括《水土资源评价与节水灌溉规划》、《
喷灌与微灌设备》、《渠道防渗工程技术》、《管道输水工程技术》、《喷灌工程技术》、《微灌工
程技术》、《旱作物地面灌溉节水技术》、《雨水集蓄工程技术》、《水稻节水灌溉技术》九个分册
。
该教材主要面向县、乡两级基层水利技术人员，回答普及节水灌溉工作中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常见问题
，强调适用性，使读者在学到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的同时也了解了水资源开发利用、节水管理技术及节
水农艺措施等方面的知识，并能够结合当地情况选择适宜本地区节水灌溉的技术路线，掌握节水灌溉
技术的实施步骤、设备选择、工程设计、施工、质量控制和运行管理等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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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节水灌溉技术培训教材》的一个分册。
主要内容包括：喷头喷洒原理及其基本参数，规划设计基本资料，喷灌设备及选型，水力计算，喷灌
工程规划，管道式喷灌系统设计，机组式喷灌系统设计，喷灌工程施工与管理，以及发展喷灌应注意
的问题等。
    本书主要供培训基层水利技术人员，从事喷灌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者使用，亦可供相关专
业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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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土壤容重的参考值土壤容重数值的大小受土壤质地、结构、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和土壤含水
量等的影响。
一般说来，砂土的孔隙粗大，但数目较少，总的孔隙容积较小，所以容重较大；粘土的总孔隙容积较
大，所以容重较小；壤土则介于两者之间。
土壤的团粒结构良好，或者比较疏松，则容重减小。
我国砂质土壤的容重变化于1.4～1.7g／cm3。
之间，粘质土壤的容重变化于1.1～1.6g／cm3。
之间；有机质多，结构良好的耕作层，容重多为1.0～1.2g／cm3。
有条件时土壤容重应实测确定。
如无实测资料，可参考表3-4中所列我国部分地区土壤的容重值。
四、土壤田间持水量1.概念在自然条件下，若地下水位较深，当土壤充分灌溉后（或下透雨后），设
法防止土面蒸发，等到土体内过剩水分（重力水）下渗完以后，湿润土层的水分就达到平衡，这时测
得的土壤含水量（干土重的百分数），就是土壤田间持水量。
当土壤含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时，若再继续灌溉，灌溉水不能使上层土壤的储水量超过田间持水量，
而只能增加土壤的湿润深度，将会造成深层渗漏。
因此，田间持水量是灌溉后土壤有效含水量的上限。
一般农作物的适宜土壤含水量应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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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喷灌工程技术》主要供培训基层水利技术人员，从事喷灌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者使用，亦
可供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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