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灌区喷灌设计方案 

 

节水灌溉示范项目 



第一部分   项目区概况 

    xxx县xxx年节水灌

溉示范项目区位于

县城北部。项目区

总人口1600人，劳

力415人，耕地面积

3016亩，此项目计

划以发展节水灌溉

工程面积1500亩。 

一、项目区位置、

地形地貌 



       该区属黄河冲积平

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

上多次受到黄河泛滥的

冲积影响，使本区呈现

西北高，东南低，大

区平坦，小地形变化复

杂的特征，西北最高点

高程为53米，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平均地面

坡度为1/5000左右。

表层土壤多为壤土，土

层较厚。  



二、水文气象 

 

    项目区属中纬度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一年四

季分明，夏热冬冷，春旱秋雨。据统计，多年平均温度

为14℃。一月份气温最低，月平均温度为-0.8℃，极端

最低气温-16.2℃。七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27℃，极端

最高气温43℃。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2242小时，平均总

辐射能量为115.1卡/cm2。本区初露期平均出现在11月上

旬，最早在10月下旬，最迟到11月上旬。平均年无霜期

210天，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51.1mm，但年际年内分配都

很不平均匀，丰水年降雨量达1138.9mm，枯水年仅有

303.4mm。 



三、水资源状况 
 
    xxx县水资源总量2.36亿立方米，亩均占有水资源量134立方米，

且水资源从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冬春季少，夏季多来去迅猛，
利用率低，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不利。特别是近几年气候变化异
常，旱灾频繁，致使工农业用水供需矛盾突出，地下水以每年
40cm的速度下降，平均降深达3～5米。机井出水量也相应减少，
致使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水利工程现状 
    项目区为平原纯井灌区，区内水利设施比较单一，现有机井14
眼，井深 30～40米，动水位13～16米，水质良好，单井出水量30
～50m3/h。 
 

五、社会经济状况 
    项目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复种指数2.0，主要种植小麦、花生、
果树等。  



一、节水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必然途径 

二、节水灌溉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节水灌溉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 

四、发展节水灌溉是经济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需要 

第二部分   工程建设必要性 



一、领导重视，群众积极性高 
 
        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新型、高效农业及其重视，当地群众迫切
要求走集约节能农业的路子，对发展节水灌溉的积极性尤为高涨。 

        干部思想觉悟高，政治基础好，有一定的新技术推广经验。当地

群众素质较高，生活比较富裕，自筹资金有保证，认识新事物、接受
新事物的意识很强，思维发展模式逐步向增收、节支、高效的市场经
济上靠拢，对发展节水灌溉工程要求十分迫切，积极性很高。 
 
二、工程建设技术力量雄厚 
 
        项目区干群有着长期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实践经验。县水利
局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30名，有专门从事节水灌溉的技术人员，可
确保节水灌溉工程的顺利实施。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可行性 



三、交通方便 

 

    项目区交通十分便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为该区的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便

利的运输条件。 

 

四、水源、电力设施齐全 

 

    项目区地下水较为丰富，水质良好。电力设施供配套齐全，

电力供应充足，生产基础条件好。 



第四部分   节水灌溉项目总体规划 

        1、地方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农业节水灌溉工作，当地群众积极

性高，要求迫切，群众自筹资金能力强； 

        2、项目区所在地的水资源相对不足，农业灌溉用水较为紧张 

        3、项目区所在县、市(地)财政状况良好，配套资金能够及时足

额到位； 

        4、有比较健全的水利科技推广组织，建设和管理水平高； 

        5、项目区内灌溉水有保证，农业生产条件和作物种植结构具

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 

        6、示范项目区建成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一、示范项目区选择应坚持以下原则
： 



       节水示范项目要围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实

现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确保在农业总用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保

证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以增加农业灌溉技术科技含量，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

率，建设“优质、高效、高产”农业目标，因地制宜地选择节水

灌溉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并为实现区

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二、目标和任务 



       示范项目区域内灌溉水利用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

点，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下降15％，年单方水的粮食产量1.30公

斤以上，万元农业耗水量下降350方；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通过发展节水灌溉

，使生态环境用水明显增加，高耗水作物用水明显减少；水污染

严重地区，通过发展节水灌溉，大幅度减少灌溉用水量，避免农

田灌溉退水中的有害物质污染地表及地下水环境；   

        粮食生产区，通过节水挖潜，提高灌溉保证率，确保粮食高

产稳产：经济发达地区及城市郊区，为农业结构调整，建设优质

、高效的农业示范园区提供可靠的灌溉条件。  



（一）、项目区规划依据 
         根据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区工程建设目标和项目区选择原则，
依据《喷灌工程技术规范GDJ85—85》、《喷灌工程技术管理规
范SDl48—85》、《节水灌溉技术规范SL207—98》，结合当地水
利区划、农业区划及当地政府、群众意见，对项目区进行规划。  

三、节水灌溉示范项目总体规划 

（二）、节水灌溉工程选型及建设面积 
         为了大力推动节水灌溉事业的蓬勃发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步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业发展
后劲，打破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农
民收入，经实地考察和分析论证，结合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见，项目
区选定在xxxx。选择半固定式喷灌可降低工程投资又可满足灌水要
求，共计发展节水灌溉面积1560亩。 



 1、道路、交通：项目区交通条件方便，生产路路况较好，田间

生产路稍加整修即可满足工程需要。 

 2、环境绿化：项目区绿化建议与当地林业部门协作，组织实施

沟渠路边绿化工程，改善示范区环境。 

 3、电力供应：考虑到项目区工程的兴建，动力增加，需新增部

分电力设施。预计需增加100KVA变压器1台，新增设部分新的低压

输电线路。 

 4、示范区工程规划 

 工程规划布局结合示范区实际地形，因地制宜进行规划，以达到

节约投资、少占耕地、运行费低、管理方便、经济效益高的目的。 

（三）、项目区总体规划 



5、水源、泵房 
 

项目区以机井为
水源，每座机井建
泵房，用于安装管
网首部枢纽。原有8

座泵房适当修缮，
新打机井、部分旧
井共8座井房需新建

。喷灌工程泵房为
砖混结构，建筑面
积12平米。地埋管

道采用高压塑料管
，出水口为给水栓
并采取保护措施，
地面配置移动铝合
金管。 

泵房示意图 



第五部分    半固定式喷灌工程设计 

        半固定式喷灌区原

有机井14眼，规划机井

16眼，需新打机井2眼

。 

         半固定式喷灌工程

面积合计1560亩，平均

单井控制面积97.5亩。 

一、半固定式喷灌工程规划 

新规划井 



（一）、灌溉制度拟定 

 
    1、设计灌水定额：设计灌水定额由3-2-1式计算。 

式中： 
    m——设计灌水定额(mm) 
     r ——土壤容重(g/cm3) 
    H ——计划湿润层深度(cm) 
    β1——适宜土壤含水量上限(重量比％) 
    β2——适宜土壤含水量下限(重量比％) 
    η ——喷洒水利用系数 

    根据项目区土壤情况和作物种植情况，土壤容重取1.5g/cm3，主要
根系活动层深取60cm，田间持水量取土壤干容重的18.0％，适宜土壤含
水量上限取田间持水量的90％，下限取70％，喷洒水利用系数按规范要
求取0.85，由式3-2-1计算得设计灌水定额为38.1mm，合25.4m3／亩。 

 ----3-2-1 

二、喷灌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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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灌水周期：设计灌水周期由式3-2-2计算。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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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设计灌水周期(天) 

    m ——设计灌水定额(mm)，38.1mm 

    η ——喷洒水利用系数，0.85 

    Ep ——需水临界期日均需水强度(mm／天) 

    根据项目区作物种植情况，需水临界期日均需水强度取5mm/

天，其它参数取值同式3-2-1，经计算得设计灌水周期T=6.5天。 

由当地资料查得 



 1、喷头选型 
 
  喷头选用中国灌排公司河南省水利厅机械厂生产的ZY-2型喷头，

该喷头生产工艺先进、材质好、经久耐用。所选喷头性能指标为： 

（二）、喷头选型及组合间距 

喷嘴直径d： mm 7.0×3.1 6.5 × 3.1 6.0 × 3.1 

工作压力Hp：Mpa     0.3     0.3     0.3 

喷嘴流量Qp：m3/h     3.83     3.39     2.97 

射       程R： m     19.1     18.9     18.5 

雾化指标： HP/d     4286     4615     5000 

       作物要求的雾化指标为：3000～4000，所选喷头雾化指标较好
，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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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喷灌均匀系数不低于75％的要求，设计风速取3.4m/s，喷头组合
间距取(1～0.8)R，在无固定风向的情况下，按正方形布置，喷头间距和支
管间距均取18m。     

   ----3-2-3 

式中： 
   ρ ——组合喷灌强度(mm/h)               V  ——设计风速(m/s) 
  Kw ——风系数                                         Qp——喷头设计流量(m3/h) 
    CP ——布置系数                                     R——单喷头喷洒半径（m） 

    ρS ——无风情况下单喷头 
                 设计喷灌强度(mm/h) 

2、组合间距 
可先进行喷头布置，然后再校

核是否满足组强度要求 

单支管多喷头同时喷洒时，组合喷灌强度由式(3-2-3)计算
： 

校核计算： 



    根据喷头工作参数计算单喷头喷灌强度ρS，由a/R查CP—a曲线得布置
系数Cp，按设计风速3.4m/s计算风系数Kw=1.37。组合喷灌强度ρ计算结果
见下表 ，项目区土壤允许喷灌强度为10mm/h，即组合喷灌强度满足设计
要求。 

喷嘴直径d：mm  7.0 X 3.1  6.5 X 3.1  6.0 X 3.1 

单喷头喷灌强度ρs     3.34     3.02     2.76 

风系数：Kw     1.37     1.37     1.37 

计算参数：
a/R=18/R 

    0.94     0.95     0.97 

布置系数：Cp     1.72     1.70     1.70 

组合喷灌强度：ρ     7.9     7.0     6.4 

组合喷灌强度 
2

1000

R

Q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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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喷头在工作点上的喷洒时间（单点工作时间）(t)：由式(3-2-4)计算 

按拟选用水泵的额定出水量32m3／h计算，d7.0X3.1同时工作的喷头
数为 8个，规划设计时可适当增减。 

（三）、喷灌工作制度 

式中：a、b分别为喷头、支管间距，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由式(3-2-4)计算得d7.0×3.1在工作点上的喷洒时间为t=3.2小时。 

 ----(3-2-4) 

2．喷头每日可喷洒的工作点数(N) 
 

    每天喷头喷洒的工作时数t=16小时，则工作点数取5次。 

3、每次同时喷洒的喷头数(n)（以水井出水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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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井控制面积由式3-2-5计算，将单井出水量Q额=32m3／h、t日=16小
时及其它有关参数代入得：单井控制面积A=124.5亩，机井控制面积满
足用水要求。 

式中： 

     A ——单井控制面积(亩) 

    Q额——单井额定出水量(m3／h) 

    t日 ——喷头日工作时数(小时)， 

     T  ——设计灌水周期(天),6.5天 

    η管——管网水利用系数(取0.95) 

    m ——设计灌水定额(m3／亩)，25.4m3/亩 

4、单井控制面积校核 

---3-2-5 

5.1244.25/95.0*5.6*16*32A 



   (2)管道布置应满足各用水户的需求，管理方便，有利于组

织轮灌和迅速分散流量。支管应尽可能与作物种植方向一致，
便于耕作。固定地埋管道的末端、变坡、转弯和分叉处应设镇
墩。 
       (3)管网埋设深度应满足机耕、防冻要求。        

（四）、管网布置及轮灌组划分 

1、管网布置 
 

        为使喷灌系统安全运行、管理方便，管网系统布置应
体现以下原则： 

   (1)结合地块特征，合理布置管线，使管道总长度最短。 

根据以上原则，规划布置项目区喷灌工程管道系统。 



水
井 

管网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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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网布

置和机井出水
量，进行轮灌
组划分。 
        机井出水

量为每小时
32m3，可满足
8支喷头一条

支管上的喷头
同时运行，因
此按支管顺序
轮灌即可，即
每个支管为一
个轮灌组。 

2、轮灌组划分 



（五）、管网水力计算及水泵选型 

1、管道设计 

 

    （1）、管材选用：本项工程单井出水量较小，且输水

距离较短，管网承受的工作压力一般不大于0.6Mpa，故选

用厚壁硬塑料管作为本工程的地下输水管道。考虑防冻和

强度要求，井管采用钢管，连接水泵和地埋塑料管，固定

管道埋设深度不小于80cm。 

    （2）、管件：为保证管道连接强度和运行安全，地下

管件采用普通水煤气钢管焊接加工而成，并涂防锈漆。  



进排气阀：为使管网安

全运行，保证水泵开机

时能够迅速排除管内空

气，避免空气积聚产生

水锤现象。同时遇突然

停机又能迅速向管内补

充空气，防止负压破坏

管道，在管道中应设置

进排气阀。 

 （3）、管道结构： 

首部枢纽：管网首部枢纽包括机泵、闸阀、逆止阀、水压力表、水表、空

气阀等，以保证机泵和管网运行安全，并对灌溉水量进行控制。 

首部示意图 



          伸缩节：根据塑料管性能和当地温差情况，一般每100米管道设置

一个伸缩节，特别是夏季施工更应注意，伸缩节也可以用橡胶止水接头

代替。 

 

          镇支墩：为了保护管道，保证管道连接可靠，在管网首末端、转

弯、变坡、分水三通、闸阀等处设置镇支墩。 

 

          竖管高度：平时采用1.0米竖管对低杆作物实施喷灌。对高杆作物

采用1.0米和0.5米两节竖管，并用支架支撑。 



（1）、干管管径：首先用经济管径计算公式3-3-1初选，最后
经水力计算确定。    

式中： 

    D——计算经济管径(mm) 
    Q——通过的流量(m3／h) 
 

   （2）、支管管径：支管管径应满足喷灌《规范》规定的同一

条支管上任意两个喷头之间的工作压力差不大于喷头设计工作压力
的20％，经水力计算后确定（计算公式同上）。  

 ----3-3-l 

2、经济管径计算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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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沿程水头损失计算：管道沿程水头损失按式3-3-2计算，
公式中的有关参数选取见下表。 

式中： 

             ——管道沿程水头损失(m) 
    L、d ——计算管道长度(m)、管道内径(mm) 
       Q   ——计算管道通过流量(m3／h) 
        f    ——管道摩阻系数 

m、b   ——流量指数、管径指数 

3、管网水力计算 

 ---- 3-3-2 



管    材 f m b 

  钢管、铸铁管     6.25 × 105     1.90     5.10 

    塑料管     0.948 × 105     1.77     4.77 

    铝合金管     0.861 × 105     1.74     4.74 

各种管材的f m b值 



 （2）、支管多喷头喷洒沿程水头损失：按多口系数法计算，见式3-3-3。 

（3）、局部水头损失：为简化计算，局部水头损失按沿程水头损失

乘加大系数进行估算，本设计加大系数取1.10。 

式中： 

 ---- 3-3-3 

       ——多喷头支管沿程水头损失(m) 
    F ——多口系数，可查《喷灌工程设计手册》，

也可计算     
——设计流量均匀通过支管计算的沿程水头损失 



（4）、管网水力计算： 

 

 项目区机井动水位与井口地面参考点高差按16米计，井管为

D80钢管，井口以下管长20米，井口以上连接段管长5米，井管共

计 25米。根据管网布置、管网轮灌工作制度选择最不利工作点进

行水力计算，计算结果见下表。 



    喷灌系统设计扬程是水泵选型的重要依据，按式3-3-4计算，
结果见下表。根据设计扬程，选用200QJ32—65型号的潜水电泵，
配套电机功率为：10KW。 

式中： 
      H ——喷灌系统设计扬程(m) 
     hs ——典型喷点的竖管高度(取1.5m) 
    hp ——典型喷头的设计工作压力(0.3Mpa) 
  ∑hw——由水泵进口到典型喷点喷头进口处的全部管路水头损失(m) 
    Δh ——计算点地面与机井动水位之间的高差(m) 

4、水泵选型与动力配套 

 ----3-3-4 



机井 参数 竖管hs 支管 干管 井管 动水位△h 设计扬程 

1# 

L:  m 1.5 18 120 192 0 25 
0.98+0.84+2.21+1.
8+1.93+16+1.5+30 
     =55.3 

Q: m3/h 3.83 28.22 28.22 28.22 0 28.22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6 
Hf: m 0.98 0.84 2.21 1.80 0.00 1.93 16.0 

2# 

L:  m 1.5 18 138 310 0 25 

58.9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3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3.68 0.00 2.49 16.0 

3# 

L:  m 1.5 18 66 215 0 25 

53.8 
Q: m3/h 3.83 16.25 16.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Hf: m 0.98 0.32 0.00 2.56 0.00 2.49 16.0 

4# 

L:  m 1.5 18 120 305 0 25 

56.3 
Q: m3/h 3.83 28.22 28.22 28.22 0 28.22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30 
F: 0.396 
Hf: m 0.98 0.84 2.21 2.86 0.00 1.93 16.0 

5# 

L:  m 1.5 18 138 237 0 25 

58.0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2.82 0.00 2.49 16.0 

6# 

L:  m 1.5 18 138 187 0 25 

57.4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2.22 0.00 2.49 16.0 

7# 

L:  m 1.5 18 138 135 0 25 

56.3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1.60 0.00 2.49 16.0 

水力要素计算表 hp=30m 

 hs=1.5m 



机井 参数 竖管hs 支管 干管 井管 
动水位
△h 

设计扬程 

8# 

L:  m 1.5 18 138 135 0 25 

56.8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  18 1.60 0.00 2.49 16.0 

9# 

L:  m 1.5 18 138 130 0 25 

56.8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  18 1.55 0.00 2.49 16.0 

10# 

L:  m 1.5 18 138 140 0 25 

56.9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1.66 0.00 2.49 16.0 

11# 

L:  m 1.5 18 138 208 0 25 

57.7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  18 2.47 0.00 2.49 16。0 

12# 

L:  m 1.5 18 138 160 0 25 

57.  1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l.06 3.  18 1.90 0.00 2.49 16.0 

13# 

L:  m 1.5 18 138 196 0 25 

57.5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3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2.33 0.00 2.49 16.() 

14# 

L:  m 1.5 18 138 178 0 25 

57.3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3 2.12 0.00 2.49 16.0 

续表1 hp=30m 

 hs=1.5m 



机井 参数 坚管hs 支管 干管 井管 动水位△h 
设计扬
程 

15# 

L:  m 1.5 18 138 165 0 25 

57.2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1.96 0.00 2.49 16.0 

16# 

L:  m 1.5 18 138 206 0 25 

57.7 

Q: 
m3/h 

3.83 32.25 32.25 32.25 0 32.25 

D: mm 25 73 73 103.6 103.6 80 
F: 0.392 
Hf: m 0.98 1.06 3.18 2.45 0.00 2.49 16.0 

续表2 hp=30m 

 hs=1.5m 

喷灌系统示意图 

b=18 

b=18 

L=165 
(以最远的
距离计算) 

hs=1.5 



序号 项  目 规格型号 单位 #1 #2 #3 #4 #5 #6 小计 

l 潜水电泵 200Q32—65 套 1 l l l l 1 6 

2 配电装置 套 1 l l 1 1 1 6 

3 水表 Dg80 只 l 1 1 1 l l 6 

4 水压力表 Dgl5 只 l 1 l l l l 6 

0 闸阀 Dg80 只 l 1 1 l l l 6 

6 逆止阀 Dg80 只 1 l l l 1 l 6 

7 空气阀 KQ42 只 l l 1 l 1 l 6 

8 铜管 Dg80 m 5 5 5 5 5 5 30 

9 塑料管 Ф110x3．2 只 347 668 1024 487 447 424 3397 

10 钢三通 Dgl00 只 3 3 7 3 l 3 20 

ll 钢弯头 Dgl00 只 l l 1 l 3 l 8 

12 给水栓三通 Dgl00X80 只 4 8 14 4 6 4 40 

13 给水栓弯头 Dgl00X80 只 4 8 14 4 6 4 40 

14 法兰截阀体 Dg80 只 4 4 8 4 2 4 26 

15 截阀开关 Ф76 只 8 12 22 8 8 8 66 

16 喷头 D=7.0x3.1 只 2 2 4 2 2 2 14 

17 铝三通管 Ф76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18 铝直管 Ф76 根 36 36 36 36 36 36 216 

19 插座 Ф33 只 16 16 16 16 16 16 96 

20 竖管 Ф33x1000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2l 双丝竖管 Ф33x500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22 管箍 Ф33 只 16 16 16 16 16 16 96 

23 支架 Ф33x1500 付 16 16 16 16 16 16 96 

24 堵头 Ф76 只 4 4 8 4 4 4 28 

25 丁字三通 Ф76 只 2 2 4 2 2 2 14 

26 镇、支墩 个 13 15 27 10 l  1 11 87 

27 出水口护砌 8 12 22 8 8 8 66 

23 Pvc胶 3 7 10 O 4 4 33 

三、材料设备用量统计 根据管网布置、水力计算结果、水泵选型等统计材料设备见附表 



序号 项  目 规格型号 单位 #7 #8 #9 #10 #11 #12 小计 

l 潜水电泵 200Q32—65 套 1 l l l l 1 6 

2 配电装置 套 1 l l 1 1 1 6 
3 水表 Dg80 只 l 1 1 1 l l 6 
4 水压力表 Dgl5 只 l 1 l l l l 6 
5 闸阀 Dg80 只 l 1 1 l l l 6 
6 逆止阀 Dg80 只 1 l l l 1 l 6 
7 空气阀 KQ42 只 l l 1 l 1 l 6 
8 铜管 Dg80 m 5 5 5 5 5 5 30 

9 塑料管 Ф110x3．2 只 347 668 1024 487 447 424 3397 

10 钢三通 Dgl00 只 3 3 7 3 l 3 20 
ll 钢弯头 Dgl00 只 l l 1 l 3 l 8 
12 给水栓三通 Dgl00X80 只 4 8 14 4 6 4 40 
13 给水栓弯头 Dgl00X80 只 4 8 14 4 6 4 40 
14 法兰截阀体 Dg80 只 4 4 8 4 2 4 26 
15 截阀开关 Ф76 只 8 12 22 8 8 8 66 

16 喷头 D=7.0x3.1 只 2 2 4 2 2 2 14 

17 铝三通管 Ф76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18 铝直管 Ф76 根 36 36 36 36 36 36 216 
19 插座 Ф33 只 16 16 16 16 16 16 96 

20 竖管 Ф33x1000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2l 双丝竖管 Ф33x500 根 16 16 16 16 16 16 96 
22 管箍 Ф33 只 16 16 16 16 16 16 96 

23 支架 Ф33x1500 付 16 16 16 16 16 16 96 

24 堵头 Ф76 只 4 4 8 4 4 4 28 
25 丁字三通 Ф76 只 2 2 4 2 2 2 14 

26 镇、支墩 个 13 15 27 10 l  1 11 87 

27 出水口护砌 8 12 22 8 8 8 66 
23 Pvc胶 3 7 10 O 4 4 33 

续表1 



续表2 

序号 项  目 规格型号 单位 #13 #14 #15 #16 小计 

l 潜水电泵 200Q32—65 套 1 l l l 6 

2 配电装置 套 1 l l 1 6 
3 水表 Dg80 只 l 1 1 1 6 
4 水压力表 Dgl5 只 l 1 l l 6 
0 闸阀 Dg80 只 l 1 1 l 6 
6 逆止阀 Dg80 只 1 l l l 6 
7 空气阀 KQ42 只 l l 1 l 6 
8 铜管 Dg80 m 5 5 5 5 30 

9 塑料管 Ф110x3．2 只 347 668 1024 487 3397 

10 钢三通 Dgl00 只 3 3 7 3 20 
ll 钢弯头 Dgl00 只 l l 1 l 8 
12 给水栓三通 Dgl00X80 只 4 8 14 4 40 
13 给水栓弯头 Dgl00X80 只 4 8 14 4 40 
14 法兰截阀体 Dg80 只 4 4 8 4 26 
15 截阀开关 Ф76 只 8 12 22 8 66 

16 喷头 D=7.0x3.1 只 2 2 4 2 14 

17 铝三通管 Ф76 根 16 16 16 16 96 
18 铝直管 Ф76 根 36 36 36 36 216 
19 插座 Ф33 只 16 16 16 16 96 

20 竖管 Ф33x1000 根 16 16 16 16 96 

2l 双丝竖管 Ф33x500 根 16 16 16 16 96 
22 管箍 Ф33 只 16 16 16 16 96 

23 支架 Ф33x1500 付 16 16 16 16 96 

24 堵头 Ф76 只 4 4 8 4 28 
25 丁字三通 Ф76 只 2 2 4 2 14 

26 镇、支墩 个 13 15 27 10 87 

27 出水口护砌 8 12 22 8 66 
23 Pvc胶 3 7 10 O 33 



第六部分    工程投资概算 

第七部分    经济效益分析与环境评价 

（略） 

（略） 



第八部分     工程施工与工程管理 

一、项目施工 
 

项目区工程实行分级管理，要明确各级项目分管人员责任及工作

职责，切实落实项目管理责任制，项目区要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市县

水利局成立项目办公室。 

1．项目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项目规划、年度计划的审

定，落实自筹资金、各部门间关系的协调及项目实施中的组织领导工

作。 

2．项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项目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工

程设计、财务管理、组织施工、施工管理、质量监督、检查验收、工

程预决算、项目总结、工程管理及管理制度的建立。 



3 ．有关单位与水利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搞好节

水增效示范项，目区的建设与管理。积极筹措资金，监督资金的使

用与管理：水利部门负责项目区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共

同负责工程的检查验收、跟踪问效等工作。 

4．示范项目区的工程施工和管理按国家或水利部制定的有关技

术标准和规范执行，工程建设要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整

个示范区建设标准高、质量好，能够起到示范样板作用。 



5．建设项目区的信息反馈和检查监督机制。项目区单位要

建立健全项目区档案，每季向上级有关部门报一次工程进展情

况，年终写出书面总结，逐级上报。项目区完成后，项目区单

位先自验；而后市有关单位、水利部门组织初验。初验合格后

，把竣工报告和验收申请报告报送上级、申请示范项目区最终

验收。 



工程计划一年完成，分步骤实施。 

一是在工程设计和批复后2个月完成打井、修路等工程。 

二是机井配套、架设输变电线路及管道土方开挖，计划工期 2个月。 

三是节水灌溉管道、设备安装、调试、计划工期2个月。 

四是工程试运行、组建管理机构、对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工程管理、运行

操作培训计划3个月，在工程运行正常后，移交管理机构，交付使用。 

6、项目实施步骤 



二、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的原则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效益，维持工程的

正常运行，使项目区内水资源保持平衡，达到自身再发展的目的。因

此，工程建成后，应进行总结和自验，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产权

归属，落实管护主体，制定行之有效的管护措施和规章制度，结合农

村经济的两个转变，引入市场经济机制， 

项目区实行产业化管理，集约化经营，模式化种植。实行全成本收

费，实现供水商品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专业化。 



1、工程维护：项目管护单位还要负责对灌溉系统的维护、养护和更新

改造，努力降低灌溉成本，节约水资源，维持项目区的水资源平衡及提高

灌水保证率，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固定工程及设备的管理和使用由项目管理单位负责，田间工程由投资者

及受益的农户负责修建和管理。 

 

2、用水管理：应根据设计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历年运行经验，当年

作物利植及气象预报与水源情况，编制年用水计划。每次灌水前应根据年

用水计划，结合实际隋况，编制和调整作业计划。灌水时应按作业计划进

行，并做好记录。当风速超过设计风速时，喷灌应停止作业。  



1、工程管理机构设置 
 
   建立相应的工程管理机构，行使工程管理职能，改革现有行政

村管理模式，设置服务型的管理机构，明确产权和经营权，负责国
有资产的监管、工程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制订完善规章制度，合理
计核和征收水费，协调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指导群众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适时调整种植结构，推广引进先进技术，确保节水增效
目标的实现。 

  管理队伍必须由懂技术、会管理、会经营、有开拓精神的人员

组成，推行工效挂钩的工资制度，定岗、定员、定责，引入竞争机
制，增强服务意识，推行规范化管理，保证工程防修并重、高效运
行。 

三、机构与机制建设 



2、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组建用水组织，形成统一协调、

组织严密、职责分明、精干高效的管理体系。 

  在用水管理上推行合同供水，实现商品化，从根本上解决指令性供

水、供不应时的弊端，改被动供水为主动供水。 

  制订科学的灌溉制度，适时灌溉，定量定价，超量加价等方法，促

进节约用水。对农民加强水利法规和节水重要性的宣传教育，把各项管

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使其自行参与工程管理和维护，增加工程的使用

寿命，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 



3、水费制度 

 

根据水利产业政策的要求，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63号规定水费必须按

成本计价、计量收费。成本水价实行动态管理，管理机构或灌溉公司按照

项目区实际，会同物价管理部门1～2年核定一次，报请上级行政管理单位

监督执行，逐步理顺收费标准和管理体制，优质优价，公平负担，使价格

和价值相统一。 

水费由管理机构或灌溉公司统一计收。一般在夏秋两季收缴，收费方

式采用货币计收或实物计收。水费是管理机构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用于

工程的运行管理，维修和更新改造，并按规定逐年提取大修费和折旧费。

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管好用好水费、接受财政部门监督，保证资金的使

用效果。实现供水商品化、服务社公化、管理专业化，达到以水养水，以

水兴农、良性运行、滚动发展的目的。 



4、田间测试 
 
  项目区管理单位要及时观测、收集、整理、分析工程运行的

基本数据和示范区的节水、增产、效益等资料。 
 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部门要跟踪问效，不断总结经验，

指导当地节水灌溉工作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