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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总体情况— 启动

2011年12月10日，在小组顾问李仰斌主任
的指导下，第一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
正式启动各项活动。



组织实施总体情况—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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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总体情况—调研



组织实施总体情况—方案

按时完成了方案初
稿，并经专家咨询
后上报给办公室。



组织实施总体情况—施工

翻地 起垄

播种 浇水



组织实施总体情况—长势

长势喜人



组织实施总体情况—宣传

撰写了4篇宣传报道



 1.1 引言

一、问题提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缺口

十分明显。

传统能源的大量使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滴灌不同于喷灌微喷灌，所需工作压力较小，灌水定额小，灌水周期较短，

轮灌频繁，人工操作控制工作强度大。

设计思路：新能源应用于滴灌系统



 1.2 问题

一、问题提出

• 太阳能的不足之处：太阳能动力与

天气的阴晴有关，具有不稳定性。

• 风能的不足之处：与太阳能的特点

相似，风能的主要缺点也是具有不

稳定性，地区差异性较大。

• 光能和风能互补驱动：可克服单独

采用太阳能或单独采用风能驱动稳

定性差的缺点，明显提高系统运行

的可靠性；



二、系统组成

 太阳能及风能装置 滴灌系统



二、系统组成

• 太阳能及风能驱动装置：主要由太阳能电池

阵列、叶轮、传动轴、齿轮变速箱、直流电

动机/直流发电机、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等。

• 滴灌系统：水源、水泵、压力表、过滤器、

施肥器、储水罐、干支管、滴灌带等。



三、工作原理

 光风互补驱动原理：在晴朗、无风天气情况下，由太阳能驱动水泵为系统提

供有压水流；在阴天或夜间有风条件下，可利用风能驱动水泵为系统提供有

压水流。光风互补可大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保证作物的正常灌溉需要。

 蓄水池水位自动控制原理：设计水力自动调节控制机构，在非灌溉期间，充

分利用太阳能或风能调蓄水量。当水位低于设计调蓄低水位时，系统自动开

机，为调蓄水池补充水量；当水位达到调蓄高水位时，系统自动关机。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原理：过滤器两端压差达到某一高值时，说明过滤器发生

堵塞，需要反冲洗。包括一个压差传感器、两个电磁阀、一个单片机自动控

制器。当过滤器压差达到某一规定值时，启动过滤器自动反冲洗；利用反冲

洗水流，完成规定时间的反冲洗后，系统自动恢复正常灌溉。



四、典型设计

 规模：20亩，地块尺寸260m×51m

 作物：土豆

 水源：渠道水

 水源工程：修建一处蓄水池，容积：50m3

 系统组成：风光互补提水系统、施肥罐和过滤器、输水管道、滴管带等

 田间工程：划分3排小地块，每排10个小地块（80m×5m）。

 种植方式：行距0.4m，株距0.25m，每隔一行布置一条宽为0.6m的田间道

 滴灌带布置：每两行土豆中间布置一条滴灌带，则每个小地块上布置5条

 4.1 基本概况



四、典型设计

（1）灌溉设计保证率

依据《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50363-2006，《滴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50485-2009，确定设计灌溉保证率为90%。

（2）基本资料

项目区土壤主要为砂壤土，土壤干容重为r=1.2g/cm3，田间持水率20%，

地形坡度平均为0.3%，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9，项目区主要种植土豆。

（3）有关技术规范与技术标准依据

1）《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50363-2006）；

2）《微灌工程技术规范》（GB/T50485-2009）；

3）《喷灌与微灌技术管理规程》（SL236-1999）；

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4.2 设计参数



四、典型设计

 总干管：从水源和首部枢纽起向北布置

 分干管：沿总干管向东布置3条

 支管：沿每条分干管北侧布置

 滴灌带：沿两行土豆中间

 4.3 管网布置



四、典型设计

 4.4 灌溉制度设计



四、典型设计

 4.5 工程设计



四、典型设计

 4.6 投资估算

 总投资10.2万元，亩投资5100元

 风光互补驱动系统占总投资60%

 普通滴灌亩均投资1500元，每年

支付电费按150元/亩计算，社会

折现率取8%，15年后本系统效益

将优于普通滴灌系统。

 若普通滴灌系统需要架设电缆等

配电系统，那么采用本系统所获

得的经济效益更显著。



五、工程示范

 地点：北京顺义

 规模：200m2

 作物：土豆

 投资：5000元

 效益：6000元

 功率：140w

 扬程：10m

 流量：2.7m3/h

 管径：Φ50

 滴灌带：Φ16



六、创新点

 ①基于作物耗水规律，以需定供，实现供水与耗水的统一，有利于

作物高产优质，减小了输水管径和建设成本，体现需水管理思想。

 ②以太阳能和风能互补驱动作为滴灌系统动力，有效克服了单一使

用太阳能和风能的不稳定性，保证了滴灌系统的正常运行。

 ③以作物实际耗水量为灌水定额，采用小流量续灌作物为设计理念，

避免了常规滴灌系统设计灌水定额大和轮灌工作制度可能造成的水

分损耗大和系统投资偏高的不足。



七、应用前景

 系统以太阳能和风能为动力，适合保护地、干旱缺水地区，特别是远

离村庄和供电线路的偏僻田块上发展滴灌。

 单独采有太阳能驱动的滴灌系统投资较高，单独采用太阳能或风能驱

动的滴灌系统稳定性较差，采用光风互补驱动能有效降低工程投资，

明显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具有更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在水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今天，作为清洁可

再生能源的太阳能和风能，以其独特优势应用于滴灌系统，为推进高

效节水灌溉规模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支持，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八、工作设想

 在基地进行较大规模的示范，并将系统进行集成，最

终形成一个可以移动的太阳能滴灌系统。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