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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556—2008《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规程》，与DB11/T 556—2008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规程”改为“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规程”（见文件名称）；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 3.1、3.2、3.3、3.4、3.5、3.6、3.7）；

c) 删除了 “供水成本分析”（见 2008 年版的 3.4）

d) 增加了“一般规定”内的条款（见 5.1.2、5.1.6）；

e) 增加了“机井”周边环境、安全及报废机井的处理要求（见 5.2.4、5.2.5、5.2.6）

f) 增加了“井房”的运行维护要求（见 5.3）；

g) 更改了“水泵”开启顺序的管理要求（见 5.4.6,2008 年版的 4.3.3）；

h) 增加了“变频设施”、“过滤装置”、“施肥装置”、“计量监测设施”的运行维护要求（见

5.5、5.6、5.7、5.8）；

i) 删除了水泥制品管漏水的处理方法（见 2008 年版的 4.4.5 d））；

j) 增加了“阀门井、泄水井”的运行维护要求（见 5.10）；

k) 删除了地面移动软管运行管理要求（见 2008 年版的 4.5）；

l) 增加了“田间配套设施”中喷灌、微灌的运行维护要求（见 5.11）；

m) 增加了“信息化管理”的规定（见 5.12）；

n) 删除了部分“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 2008 年版的 5.2）；

o) 增加了“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中灌溉水利用系数（见 6.2）；

p) 删除了“经济效益分析”（见 2008 年版的 6.1、6.2、6.3）；

q) 更改了“附录 B”的数据（见附录 B，2008 年版的附录 B）。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DB11/T 556—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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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节水灌溉工程的用水管理、运行维护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以及经济效益分析等技术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井灌区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非井灌区的节水灌溉工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DL 499 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

SL 56 农村水利技术术语

SL 255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SL 256 机井技术规范

DB11/T 289 农村机井水表安装维护规程

DB11/T 671 报废机井处理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363、SL 56 界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使用方便，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50363、SL 56 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节水灌溉 water-saving irrigation

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当地供水条件，高效利用降水和灌溉水，以取得农业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措施。

[来源：GB/T 50363-2018,2.0.1；SL56-2013，4.3.1.17]

3.2

管道输水灌溉 irrigation with pipe conveyance

由水泵加压或自然落差形成的有压水流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给水装置，采用地面灌溉的方法。

[来源：GB/T 50363-2018,2.0.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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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 sprinkler irrigation

利用专门设备将有压水流通过喷头喷洒成细小水滴，落到土壤表面进行灌溉的方法。

[来源：GB/T 50363-2018,2.0.4；SL56-2013，4.3.1.9]

3.4

微灌 micro irrigation

通过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

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土壤的一种灌水方法，包括滴灌、微喷灌、小管出流灌（或涌泉灌）等。

[来源：GB/T 50363-2018,2.0.5；SL56-2013,4.3.1.10]

3.5

滴灌 drip irrigationg

利用专门灌溉设备，灌溉水以水滴状流出浸润作物根区土壤的灌水方法。

[来源：SL56-2013,4.3.1.11]

3.6

微喷灌 microspray irrigation

利用专门灌溉设备将有压水送到灌溉地块，通过微喷头（流量不大于250L/h）、微喷带等进行喷洒

灌溉的方法。

[来源：SL56-2013,4.3.1.12]

3.7

涌泉灌 bubbler irrigation

利用稳流器稳流和小管分散水流，实施灌溉的灌水方法，又称小管出流。

[来源：SL56-2013，4.3.1.13]

4 用水管理

4.1 灌溉制度

4.1.1 灌溉制度包括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应以设计资料为依据，综合考虑当地作物种类及其生育

期、土壤、气象等实际情况确定。

4.1.2 作物各生育期灌水定额应根据当地灌溉试验资料确定，也可按附录 A中式（A.1）计算。

4.1.3 作物各生育期的灌水周期应依据灌水试验和当地灌水经验综合确定，也可按附录 A 中式

（A.2）确定。

4.1.4 缺乏资料时，灌溉制度可参照附录 B中表 B.1 和表 B.2 的规定确定。

4.2 用水计划编制

4.2.1 年度、季度用水计划应根据灌水定额、灌水周期、灌水次数、历年运行经验、当年作物种植、

气象预报和水源状况等加以编制。

4.2.2 用水计划应落实到用水户、地块。

4.2.3 用水计划应包括：

——灌水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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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时间；

——轮灌组划分；

——轮灌顺序；

——轮灌/续灌时间；

——各轮灌组用水量。

4.3 用水计划实施

4.3.1 灌溉应按照用水计划确定的灌水定额和灌水时间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土壤墒情信息进行

实时灌溉。在实施过程中用水计划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4.3.2 每个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对灌溉用水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相关资料应及时归档。

5 运行维护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从水源到田间工程的运行维护，应建立管理组织，落实管护人员，制订管理制度和运行操作细

则；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5.1.2 从事水泵、电气等操作人员，应按相关要求持证上岗，应按照安全生产管理有关要求，定期进

行安全及操作技能培训。

5.1.3 运行中应做好巡护工作，结束后应定期检查。

5.1.4 运行维护人员应按附录 C的要求做好运行、维护检修记录。

5.1.5 后期运行维护中，应进行机井用水统计、做好日志管理。

5.1.6 低压电器维护与检修应符合 DL 499 的规定。

5.2 机井

5.2.1 机井使用时，应注意观察水量和水质的变化，若发现出水量减少、水中含砂量增大等异常现象，

应查清原因，妥善解决。

5.2.2 机井在停灌期间，宜每隔 1～2 个月进行 1次养护性抽水，抽水时间不少于 4h。

5.2.3 机井周边应无垃圾、无污染。

5.2.4 无井房的机井周边应设置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牌。

5.2.5 机井配套、管理技术经济指标及检修应符合 SL 256 的规定。

5.2.6 报废机井的处理应符合 DB11/T 671 的规定。

5.3 井房

5.3.1 井房内及周边应保持环境干净、整洁。

5.3.2 井房设施应定期进行巡查，检查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完好、门窗有无损坏、避雷设施是否完好、

屋顶和吊装孔是否漏水、照明设施及布线是否破损。

5.3.3 井房设施巡查应做好记录，发现情况应及时上报。

5.4 水泵

5.4.1 水泵维护与检修应符合 SL 255 的规定。

5.4.2 水泵不宜频繁启停，相邻两次启动时间间隔不宜低于 5min。

5.4.3 应保持水泵表面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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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水泵启动前应进行检查，并符合下列要求：

——水泵固定良好，各紧固件无松动；

——水泵淹没深度符合要求；

——控制设备正常；

——水泵与水管连接正常。

5.4.5 水泵启动时应缓慢开启控制阀门。

5.4.6 灌水时，应缓慢开启系统控制阀门，后启动水泵；系统关闭时，应先关闭系统控制阀门，后停

水泵。

5.4.7 水泵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水泵运转声音正常；

——水泵出水量正常；

——水泵与水管连接部位无漏水和进气现象。

5.4.8 每年冬闲季节应对水泵进行检修、清洗，除锈去垢，修复或更换损坏的零部件。

5.4.9 潜水泵检修和安装不应使用电缆吊装。

5.4.10 当水泵长时间不使用时，再次投入作业前，应进行试运行。

5.4.11 如长期不需要，确实需要拆除的，应妥善保管，注意防晒避雨。

5.5 变频设施

5.5.1 变频设施应进行定期检查，检查连接电缆有无破损现象、下进风口及上出风口是否积尘、外观

有无鼓泡或变形，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更换或清理。

5.5.2 变频设施运行过程中，应检查首部压力是否稳定、逆变柜内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变频器内是否

有振动或异常声音、电容器是否出现局部过热，发现问题应及时维修。

5.5.3 变频设施应定期进行灰尘清理维护，除尘时应切断电源。

5.5.4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应按下变频设施“急停按钮”或关闭电源。

5.6 过滤装置

5.6.1 灌溉季节开始前应进行检查，并符合下列要求：

——各部件完整、各紧固件无松动；

——仪表灵敏、阀门启闭顺畅；

——开泵后排净空气，打开过滤器进出口阀门，关闭排水阀进行试验，若有漏水现象应及时处

理。

5.6.2 过滤装置运行中，定期冲洗排污、清洗过滤元件：

——砂石过滤器，当前后压力表压差接近最大允许值时，应冲洗排污；冲洗时避免滤砂冲出罐

外，必要时应及时补充滤砂；

——离心过滤器，在运行期间应定时进行冲洗排污；

——叠片式过滤器和筛网过滤器，当前后压力表压差接近最大允许值时，应冲洗排污；如冲洗

后压差仍接近最大允许值，应取出过滤元件进行人工清洗。

5.6.3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对设备进行下列维护和保养：

——必须排净各种过滤器中的积水，压力表等装置应卸下妥善保管；

——清除过滤器表面污物，喷涂防锈漆，保持过滤器外观整洁；

——离心式过滤器，每个灌溉周期结束以后，应打开集砂罐下方的排沙口进行排沙。滤砂结块

或污物较多时，应彻底清洗，灌溉后彻底清除贮砂罐中的沙石；

——叠片式过滤器和筛网过滤器，每次灌溉结束应检查是否有杂质、堵塞，且需及时拆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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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5.7 施肥装置

5.7.1 灌溉季节开始前，应对施肥装置进行电气、机械、传动等部件检查，确保各部件连接牢固，承

压部位密封，压力表灵敏，阀门启闭灵活，接口位置正确。

5.7.2 施肥装置运行中，应符合下列要求：

——施肥过程中，应满足先清水，再肥水，后清水的要求；

——施肥机应使用完全溶解的颗粒肥料或水溶肥，严禁使用非水溶性肥料；

——注肥泵运行中应观察是否有异响、漏水、压力异常等，发现问题应立即停机排除；

——施肥罐应定期进行清理，及时排除肥渣等沉淀物。

5.7.3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对设备进行下列维护和保养：

——对施肥装置各部件进行全面检修，更换损坏和被腐蚀的零部件，并对易蚀部件和部位进行

防锈处理；

——施肥机应彻底清洗过滤网滤芯，排干系统内积水；彻底清洗施肥罐，排干罐内液体，断开

搅拌机电源，做好防潮工作；

——注肥泵应进行彻底清洗，排除施肥罐内积水。

5.8 计量设施

5.8.1 灌溉通水前应对计量设施进行检查，检查外观是否整洁、表体是否破损，远传计量设施应同时

检查远传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5.8.2 计量设施应按规定进行定期校验，冬季应进行排水防冻维护。

5.8.3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做好防盗巡查。

5.8.4 水表维护管理应符合 DB11/T 289 的要求。

5.9 输水管道

5.9.1 灌溉季节开始前，应对管道及附件进行检查、试水。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管道通畅，无漏水现象；

——控制阀门启闭灵活，安全保护装置功能可靠；

——地埋管道的阀门井中无积水，管道的裸露部分完整无损。

5.9.2 运行中，改换灌水位置应先打开待运行的给水栓、喷头、灌溉小首部阀门，后关闭尚在运行的

给水栓、喷头、灌溉小首部阀门。

5.9.3 灌溉时，如发现控制阀门或安全保护装置失灵，应及时停水检修；若量测仪表显示失准，应及

时校正或更换。

5.9.4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对管道进行下列维护和保养：

——冲净泥沙，排放余水；采取措施，防止冻害；

——妥善保护安全保护装置和量测仪表；

——阀门、启闭机构涂油，盖好阀门井；

——地埋管道与地面移动装置的接口处加盖或妥善包扎并采取防冻措施，地面金属管道及附件

定期进行防锈处理。

5.9.5 管道接口处漏水时，宜采用下列方法处理：

——采用橡胶密封圈承插连接的聚氯乙稀管可调正或更换止水橡胶圈；采用溶剂粘接的聚氯乙

烯管宜用专用粘接剂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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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扩口连接的聚氯乙稀管宜用专用粘接剂堵漏或更换管段；

——聚乙烯和聚丙烯管宜采用热焊接方法修补。

5.10 阀门井、排水井

5.10.1 阀门井、排水井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20203 的有关规定：

5.10.2 定期清理井中的淤泥和杂物，并将井盖复位；

5.10.3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排除阀门井内积水。

5.11 田间配套设施

5.11.1 管道输水地面灌

a) 地面移动软管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软管使用前，认真检查其质量，并将铺管路线平整好；

——软管铺设时，应从给水栓处开始逐段进行，铺放应顺直、平整，不应拖拉、扭曲或打结；

——软管跨沟时，应设支架；转弯应平缓；

——软管搬移前，应放空管内积水，盘卷移动；

——软管使用完毕后，用清水洗净卷好，平整存放在室内空气干燥、温度适中且没有阳光直接

照射的地方，并采取防鼠害措施；不宜与化肥、农药等有气味物质混放在一起；

——气温低于 5℃时不宜使用；

b) 移动软管出现漏水或破裂，宜采用以下修补方法：

——管壁有小孔洞或裂缝漏水时，用塑料薄膜贴补或专用粘合剂修补；

管壁破裂严重时，从破裂漏水处剪断软管，沿水流方向将软管两端套接。

5.11.2 喷灌

a) 半固定管道式喷灌、固定管道式喷灌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按设计工作压力、风速范围、灌溉制度和轮灌组运行；

——设备运行前，喷头应完好、与竖管连接牢固、喷嘴规格正确、流道通畅、转动灵活、换向

可靠；

——在运行中应进行巡查，对进口连接部位和密封部位漏水，喷头转速异常、换向失灵，喷嘴

堵塞或脱落，支架歪斜或倾倒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修复；

——每次灌水后，应对管及管件进行检查，做好巡查工作，并及时修复或更换损坏的管及管件。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对喷头进行清洗保养，将喷头内的余水排除，检查零件磨损情况，及

时更换已损坏的零件；

b) 绞盘式喷灌机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运行前，将绞盘车底架调整为水平状态，转换到工作位置后与地锚紧；

——每次作业前后应检查喷灌机各部分连接是否正常，及时紧固松动的螺栓、螺母，及时给轮

胎补气；

——铺放输水管道时，绞盘上剩余的管道不应少于 1 圈；

——整机拖移时，绞盘车及喷头车调整到拖移状态，并固定、锁紧；在田间和公路上的拖移速

度分别不宜超过 5km/h 和 10km/h；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将绞盘式喷灌机拖移到库房存放保管，并对整机各部件进行彻底的检

查、清洗，晾干后加润滑油保存，并将软管、水涡轮、水泵等过流部件内的余水彻底排放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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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存放时，应将喷灌机的绞盘车支起，使轮胎处于不受力状态。喷枪应从喷头车上卸下，

单独保管。所有管道、接头和阀门的进出水口均应封堵或包裹，以防杂物进入；

——喷灌机长期停用时，排空机内余水，并入库存放。

c) 中心支轴式和平移式喷灌机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末端喷头与输电线路的安全间距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车轮行进方向上，应无明显塌坑及影响喷灌机运行安全的障碍物；

——动力传动装置护套应完整无损；

——同步控制装置应动作可靠，同步角应设置正确；

——塔架控制盒手动开关闭合时，盒内的交流接触器和微动开关触点应无明显灼痕；

——塔架车动力传动轴应连接牢固；

——轮胎气压应符合要求；

——平移式喷灌机导向触杆和微动开关应灵敏可靠，导向钢索绷紧、牢固，埋设在地头的停机

桩应完整无损；

——自动停机或自动返回控制装置应按预定的作业计划调整到位；

——运行时桁架和末端悬臂上的泄水装置应密封可靠，停机时应能自动泄空余水；

——长期存放时，打开排污阀，将输水管道内的沉积物冲洗干净，泄空输水管道内的余水。轮

胎采取防护措施；将驱动台车连同其上安装的设备一起拖回到仓库保管。

d) 滚移式喷灌机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喷洒作业时，喷洒支管（空心轮轴）和滚轮应用制动杆稳固，喷头进口中心线应保持铅直；

——喷洒支管应保持直线或两端稍滞后状态；当喷洒支管两端或一端处于超前位置时，应采用

人工调直；

——喷洒作业结束后，应泄空喷洒支管内余水；

——长期停用时，应用制动杆双向固定机组；当风速大于 5.4m/s 时，应加缆桩固定。

5.11.3 微灌

毛管和灌水器的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灌溉季节开始前，应对毛管、灌水器进行检查。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毛管无破损，灌水器出水通畅，各部件连接紧固；

——检查灌溉小首部内设备是否有齐全，如有损坏及时处理。

b) 灌溉系统运行中，注意以下情况：

——应注意管道压力变化，如有漏水情况，及时关闭水泵，进行维修；

——如灌水器出现堵塞，及时检查，进行毛管冲洗。

c) 灌溉季节结束后，应进行下列维护和保养：

——应打开毛管末端进行冲洗，冲洗后及时泄水；

——应对毛管和灌水器等进行检查，修复或更换损坏和已被堵塞的灌水器；

——应将地面铺设的支管、毛管作上标记，将标记好的毛管宜卷盘收回，室内保管；

——在下一个灌溉季节开始前，按照标记的位置在原位按顺序铺放，要拉直、铺平，严禁扭曲、

缠绕、打折。

5.12 信息化管理

5.12.1 信息采集设备应进行定期巡查，检查设备是否破损、供电设施是否正常、连接电缆是否完好，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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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信息采集设备应按规定定期校准，数据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

5.12.3 信息化数据管理平台应定期登录检查，数据传输率和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

5.12.4 信息化数据管理平台应定期进行数据备份，按规定缴纳信息传输费用。

6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6.1.1 管道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0.95。

6.1.2 灌溉水利用系数：管道输水灌溉不应低于 0.80；喷灌不应低于 0.80；微喷灌、小管出流不应低

于 0.85，滴灌不应低于 0.9。

6.1.3 技术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单位面积投资、单位能耗、灌溉劳动效率、节水率、费用和增产指标，

应按附录 D的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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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计算方法

A.1 各生育期最大净灌水定额按式（A.1）计算：

 minmaxmax 001.0   zpm ........................................................(A.1)

式中：

maxm
——最大净灌水定额（mm）；

 ——土壤容重（g/cm3）；
z ——土壤计划湿润土层深度（cm）；θ
p ——设计土壤湿润比（%）；

max ——适宜土壤含水率上限（重量百分比）（%）

min ——适宜土壤含水率下限（重量百分比）（%）；

A.2 设计灌水周期宜按式（A.2）和式（A.3）计算，设计灌水定额宜按式（A.4）计算：

maxTT  ................................................................................(A.2)

aImT /maxmax  ..........................................................................(A.3)

ad ITm  ............................................................................(A.4)

以上三式中：

T ——设计灌水周期 (d)；

maxT
——最大灌水周期（d）；

aI ——设计供水强度（mm/d）；

dm ——设计净灌水定额(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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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

不同水文年灌溉制度

表 B.1 平原区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行业 类别 作物 水文
喷灌 滴灌

微喷灌、 管道输水地

面灌代码 名称 名称 年型 小管出流

A0112 小麦种植 冬小麦
50% 180 -- -- 190

75% 210 -- -- 220

A0113 玉米种植

夏玉米
50% 30 -- -- 30

75% 40 -- -- 50

春玉米
50% 30 -- -- 30

75% 70 -- -- 80

A0141 蔬菜种植

露地蔬菜
50% 230 210 230 250

75% 280 260 280 300

设施蔬菜
50% -- 480 500 530

75% -- 480 500 530

A015 水果种植

桃
50% -- 90 100 110

75% -- 130 140 150

樱桃
50% -- 90 95 100

75% -- 120 130 140

葡萄
50% -- 110 120 130

75% -- 140 150 160

苹果
50% -- 90 95 100

75% -- 120 130 140

梨
50% -- 100 110 120

75% -- 130 140 150

鲜杏、柿、枣
50% -- 70 75 80

75% -- 100 110 120

其他鲜果树
50% -- 70 75 80

75% -- 100 110 120

A0190 其他农业
50% 100 -- -- 110

75% 120 -- -- 130

注 1：小麦和玉米为一茬的灌溉用水定额，典型种植方式为冬小麦与夏玉米轮作、春玉米。

注 2：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为典型茬口的总灌溉用水定额。露地蔬菜为一年种 3茬，生育期为四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早春：菠菜、水萝卜、油菜、油麦等；春茬：黄瓜、西红柿、茄子、甜椒、丝瓜、豆角等；秋

播：大白菜、萝卜、架豆、菠菜等。设施蔬菜为一年种 3茬～4茬。

注 3：露地和设施瓜类、药材及花卉等作物的灌溉用水定额可分别参考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

注 4：果树为一年的灌溉用水定额。其他鲜果树指除桃、樱桃、葡萄、苹果、梨、鲜杏、柿、枣等之外的鲜果

树。

注 5：“其它农业”指除冬小麦、夏玉米、春玉米以外的其它谷类作物、薯类作物及豆类作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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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山丘区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C 单位：m3/亩

单位：m3/亩

行业 类别 作物 水文
喷灌 滴灌

微喷灌、 管道输水地

面灌代码 名称 名称 年型 小管出流

A0112 小麦种植 冬小麦
50% 200 -- -- 210

75% 210 -- -- 220

A0113 玉米种植

夏玉米
50% 30 -- -- 30

75% 60 -- -- 70

春玉米
50% 30 -- -- 30

75% 80 -- -- 90

A0141 蔬菜种植

露地蔬菜
50% 240 230 240 260

75% 290 270 290 310

设施蔬菜
50% -- 480 500 530

75% -- 480 500 530

A015 水果种植

桃
50% -- 90 100 110

75% -- 140 150 160

樱桃
50% -- 90 95 100

75% -- 130 140 150

葡萄
50% -- 110 120 130

75% -- 150 160 170

苹果
50% -- 90 100 110

75% -- 130 140 150

梨
50% -- 100 110 120

75% -- 140 150 160

鲜杏、柿、枣
50% -- 70 75 80

75% -- 110 120 130

其他鲜果树
50% -- 70 75 80

75% -- 110 120 130

A0190 其他农业
50% 110 -- -- 120

75% 130 -- -- 140

注1：小麦和玉米为一茬的灌溉用水定额，典型种植方式为冬小麦与夏玉米轮作、春玉米。

注2：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为典型茬口的总灌溉用水定额。露地蔬菜为一年种3茬，生育期为四月上旬至11月中旬，早春：

菠菜、水萝卜、油菜、油麦等；春茬：黄瓜、西红柿、茄子、甜椒、丝瓜、豆角等；秋播：大白菜、萝卜、架豆、

菠菜等。设施蔬菜为一年种3茬～4茬。

注3：露地和设施瓜类、药材及花卉等作物的灌溉用水定额可分别参考露地蔬菜和设施蔬菜。

注4：果树为一年的灌溉用水定额。其他鲜果树指除桃、樱桃、葡萄、苹果、梨、鲜杏、柿、枣等之外的鲜果树。

注5：“其它农业”指除冬小麦、夏玉米、春玉米以外的其它谷类作物、薯类作物及豆类作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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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

附 录 C

（资料性）

运行维护记录表

工程名称 所在地址

作物种类 种植面积（hm
2
） 灌溉方式

工程建设年份 灌水日期 轮灌组序号

报修日期 维修日期

事故类型 事故描述

处理结果

处理后使用情况

其他情况

值班人员签名 复核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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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附 录 D

（规范性）

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

D.1 单位面积投资以工程总投资与工程控制的总面积之比表示，按式（D.1）计算：

A

K
k m  ................................................................................(D.1)

式中：

km——工程单位面积投资，单位为元每公顷（元/hm
2）；

K ——工程总投资，单位为元（元）；

A ——工程控制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D.2 单位能耗用单位面积年用电量表示，按式（D.2）计算：

A
EE z

m  ................................................................................(D.2)

式中：

Em——单位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年每公顷［kW·h/(a·hm
2
)］；

E z——工程平均年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年（kW·h/a）；
A——工程控制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

D.3 灌溉劳动效率以灌溉作业单位面积年用工数表示，按式（D.3）计算：

A
GG z

zm  ................................................................................(D.3)

式中：

Gzm——灌溉劳动效率，单位为工日每年每公顷［工日/(a.hm
2
)］；

Gz——用工总数，单位为工日每年（工日/a）；

A——工程控制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D.4 节水率以工程实施后的省水量占原灌溉用水量的百分比表示，按式（D.4）计算：

.......................................................................(D.4)

式中：

Rsh——节水率，用百分数表示；
M d——工程建成前年毛总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

3
/a）；



DBXX/ XXXXX—XXXX

14

M p——工程实施后年毛总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
3
/a）。

D.5 费用指标以单位面积年运行费或单位面积年费用表示，按式（D.5）和式（D.6）计算：

A
CC z

ym  ................................................................................(D.5)

A
C

C
d z

nm
 ...........................................................................(D.6)

以上两式中：

C ym、Cnm——单位面积年运行费、单位面积年费用，单位为元每年每公顷［元/(a.hm
2
)］；

C z——年运行费，单位为元每年（元/a）；

d ——年折旧费，单位为元每年（元/a）；
A——工程控制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D.6 增产指标中的单位面积增产量和增产率应按式（D.7）和式（D.8）计算：

YYY p 0 ........................................................................... (D.7)

100
0





Y

Y
R z ........................................................................ (D.8)

以上两式中：

Y ——单位面积增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

Y p——工程实施后单位面积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2）；

Y 0——工程实施前单位面积产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Rz——增产率，用百分数表示。
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