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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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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应用领域

西北地区：棉花、番茄、瓜果、啤酒花、温室蔬菜、

红干椒、荒山绿化、荒漠化治理微灌，已成为我国应

用微灌的主要区域；（约2400万亩左右）

长江以南：甘蔗、香蕉、茶树、柑橘、花卉、苗木、

药材和蔬菜微灌等，与北方各省微灌工程主要依靠国

家投资不同，这些地区的的大部分微灌系统是由农户

自己投资的；

华北东北地区：玉米、马铃薯、设施农业和果树滴灌

得到了较大面积的推广。

微灌近期发展趋势：

近几年来，由于微灌设备成本的降低、北方

持续干旱，加之地方政府的推动，东北和华

北部分地区大田作物滴灌发展迅猛，特别是

内蒙古、吉林、辽宁等地计划或正在实施大

规模滴灌工程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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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前期行动

内蒙古赤峰：

计划五年内发展500万亩玉米膜下滴灌；

2011年已发展100万亩。

内蒙古乌兰察布：

2010年发展30万亩以马铃薯和甜菜为主的膜下滴灌；

2011年发展了49万亩。

地方前期行动

黑龙江大庆：

2008年发展玉米膜下滴灌23万亩，2009年50万亩，
2010年105万亩；

2012年计划达到300万亩。

吉林：

十二五的5年时间，将在中西部旱区建设以玉米膜下
滴灌为主的旱田高效节水灌溉工程1000万亩；

每年计划投资15.5亿元，实施建设面积200万亩。

辽宁省：

将实施1000万亩膜下滴灌节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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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节水增粮行动

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财政部、

水利部、农业部日前决定（财农〔2011〕

502号），2012年至2015年，支持黑龙江

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四

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 3800万亩
• 380亿
• 4年时间

黑龙江省1500万亩
吉林省900万亩
内蒙古800万亩
辽宁省600万亩
*黑龙江农垦25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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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节水增粮行动

按照中央与地方6:4的比例落实地方投入。

其中，

中央财政投入60%

省级财政投入20%

市县财政投入10%

农民群众筹资投劳不高于总投入的10%

黑龙江1500万亩

滴灌260万亩

大型喷灌机600万亩

卷盘式喷灌290万亩

管道移动喷灌27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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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900万亩

滴灌830万亩

圆形喷灌机70万亩

（地表水54万亩， 地

下水16万亩）

辽宁600万亩

滴灌550万亩

管灌5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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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800万亩

滴灌558万亩

喷灌242万亩

黑龙江农垦

250万亩

25亿

西部为主（170万

亩），兼顾东部（80

万亩）

以喷灌为主（163万

亩），滴灌其次（87

万亩，经济作物）

喷灌：大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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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方案审查会
为切实加强东北四省区“节
水增粮行动”前期工作，提
高东北四省区实施方案编制

质量，确保“节水增粮行动”
目标的顺利实现和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成为精品工程，2

月7日，财政部、水利部和

农业部在京联合召开东北四

省区“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方
案审查会。水利部总工程师

汪洪、总规划师周学文出席

会议并讲话，财政部农业司

张岩松副司长主持会议

审查工作要重点

四关：
1. 一是水资源平衡论证关。要严格审查项目区水资源承载能力
和供需平衡情况，认真分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水资源供需
不能平衡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2. 二是工程技术方案关。严格审查项目设计深度、工程规划布
局、典型工程设计、技术模式选择等关键环节，为建设精品
工程打下坚实基础。

3. 三是投资概算关。依据有关规范，严格概算审查，保证概算
的准确性。保证投资标准及资金筹措方案符合“节水增粮行动”
的整体要求。

4. 四是运行管理关。对实施方案中的建设管理、建后管护、技
术支撑、服务体系、宣传培训等长效机制建设方案严格把
关，保证提出的措施可操作，为将来长效运行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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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黑龙江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一线三片：
克山、林甸、安达

教科书式的示范样板

1.试验区

2.核心区

3.示范区

二、滴灌系统组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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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系统组成示意图

滴灌系统组成与要求

三、管网布置与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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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表系统

厚壁支管+滴灌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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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支管+滴灌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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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管63-75mm
间距30-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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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支管+辅管+滴灌带模式



16

支管轮灌与辅管轮灌

直径与长度

支管轮灌 副管轮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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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系统灌水均匀度的控制
（灌水器设计允许流量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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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轮灌与付管轮灌均匀度控制

调整干管直径或安装调压装置，使轮灌组的流量偏差满足要求

支管轮灌 付管轮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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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管32mm

8-12m

出地管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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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管地埋，每亩1.7米PVC干管（D80软带）

涂塑软带分干管63薄壁支管+32辅管+边缝式滴管带

亩投资420-500元

内蒙古赤峰2010年工程模式

内蒙古赤峰2011年工程模式

干管、分干管地埋（支管轮灌、辅管轮灌）

亩均7-9米地埋管

滴灌带：全新材料边缝式滴灌带

亩投资：550-700元

实际采用辅管轮灌

亩均？米地埋管

亩投资：55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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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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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管 地埋三通

竖管

活套法兰

地面软管球阀钢卡

短节

出水口管径
（90-63mm）

给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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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滴灌带间距与种植模式

滴灌灌水的特点

适应滴灌的种植模式

灌溉技术的变化？ 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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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带田间布置与作物种植、土壤相互协调

种植密度

土壤

湿润比

棉花：12000-14000-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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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膜地膜

滴灌管滴灌管

湿润锋湿润锋

棉花棉花

滴管带布置与种植模式

滴管带布置与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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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滴灌种植模式

密度4000珠左右，行距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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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玉米膜下滴灌种植模式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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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玉米滴灌

4000珠左右，株行距
没有变化

中国农业大学
翁牛特旗膜下滴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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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膜下滴灌试验处理表（翁牛特旗）

黑白地
膜

4848(4850)72727(72750)258030T30-80-257

黑白地
膜

4444(4500)66667(66750)258040T40-80-256

黑白地
膜

4444(4500)66667(66750)259030T30-90-255

黑白地
膜

4444(4500)66667(66750)306040T40-60-304

黑白地
膜

4444(4500)66667(66750)307030T30-70-303

4444(4500)66667(66750)畦灌（畦宽3米，行距0.5，株
距0.3m）

CK22
无地膜4444(4500)66667(66750)258040CK11

覆膜情
况

种植密度
（株/亩

种植密度（株
/公顷）

株距
（cm）

宽行距
（cm）

窄行距
（cm）

实验处理
序号

覆膜
情况

种植密度
（株/亩

种植密度
（株/公顷）

株距
（cm）

宽行距
（cm）

窄行距
（cm）

实验处理序号

黑白
地膜

5556(5555)83333(83325)208040T40-80-
20

12

黑白
地膜

5556(5555)83333(83325)209030T30-90-
20

11

黑白
地膜

5333(5350)80000(80250)256040T40-60-
25

10

黑白
地膜

5333(5350)80000(80250)257030T30-70-
25

9

黑白
地膜

4848(4850)72727(72750)257040T40-70-
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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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照片

不覆膜与覆膜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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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膜下滴灌试验
（翁牛特旗）

辣椒膜下滴灌试验
（翁牛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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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30㎝ 30㎝

30㎝

♂

30㎝

▲ ▲ ▲ ▲

♂ ♂ ♂ ♂ ♂ ♂ ♂ ♂

60㎝ 30㎝ 30㎝ 30㎝60㎝
60㎝

30㎝

30㎝30㎝

30㎝ 30㎝▲

♂

30㎝

30㎝

地膜规格：1.4米
行 距：行距30㎝+60㎝宽窄行（或45+45㎝等行距），株距23㎝，
理论株数：6500株
毛管配置：一膜4行两带

甜菜宽膜宽窄行滴灌示意图

注明：

♂：甜菜苗

▲：滴灌带

另种为1.8米宽膜,播幅6米，一机三膜，一膜四行二带，50cm等行距，株距为16.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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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密植

行株距配置

50×15.5cm

行距（35+60），株距20㎝

亩理论株数达到8000株、保苗株数达
640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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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兰察布甜菜密植试验

天镇

甜瓜膜下滴灌适宜的种植模式和植株密
度

（中国农业大学 甘肃石羊河）

补充程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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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小区甜瓜种植方式和滴灌带、地膜布置

（b）其它小区甜瓜种植方式和滴灌带、地膜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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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备选择

1.施肥（药）装置的下游应设置过滤器，

2.施肥（药）装置的上游应设置防回流装置。

3.在过滤器进出口安装压力测量装置。

1、过滤器选择

分类

筛网过滤器

水砂分离器

砂石过滤器

叠片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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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筛网过滤器

1—手柄；2—横旦；3—顶盖；4—不锈钢滤网；

5—壳体；6—冲洗阀门；7—出水口；8—进水口

筛网过滤器



43

图15 叠片式过滤器

1-壳体; 2-塑料叠片; 3-进水口;

4-出水口; 5-冲洗阀

叠片过滤器

水
砂
分
离
器

水砂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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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单罐反冲洗砂过滤器

1-进水阀; 2-进水管; 3-冲洗阀; 4-冲洗管; 5-输水

阀; 6- 输水管;　 7-排水阀; 8-排水管; 9- 压力表;

10-集水管; 11-150 目网; 　 12-过滤砂; 13-排污

阀; 14-排污管; 15-压力表

图13 双罐反冲洗砂过滤器

1—进水管；2—排污管；3—反冲洗管；

4—三向阀； 5—过滤罐进口；　 6—过

滤罐体； 7—过滤罐出口； 8—集水管；

9—反冲洗管

砂过滤器沙石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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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过滤器目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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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头流道大小与过滤器
过滤介质孔径的关系

滴灌：10/1

微喷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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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东北首部过滤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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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枢纽安装

首部枢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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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滴灌带选择

新疆、乌兰察布、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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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带质量问题

据全国调查，滴灌带爆管漏水、灌水不均匀

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有些地方，由于产品

质量的问题，已经严重挫伤了农民使用微灌

的积极性。

滴灌带质量问题

2008年，仅新疆市场就有78家生产企业的滴灌

带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2009年，新疆266家生产企业生产的261个批次

的滴灌带产品抽查合格率为81.22%；

2010年，新疆297家生产企业生产的297个批次

的滴灌带产品总体监督检查合格率为7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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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带质量问题

2011年7月4日，新疆质量技术监督局抽查354家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生产企业的355批次样品，合

格190批次。

全区合格率仅53.3%，产品质量合格率的大幅下

滑，导致农民投诉和质量纠纷率加大，2011年已

有10多起农民投诉案件发生，有2起由公安部门

介入，追究生产者法律责任。

滴灌带质量问题

灌带产品质量主要不合格项目集中在拉伸性能、

流量均匀性、抗堵塞性能、炭黑含量、耐压、

壁厚极限偏差和内径等规格尺寸方面。

其中拉伸性能和流量均匀性和内压不合格的情

况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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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带质量问题

流量均匀度不合格：

会造成作物得到的水量不均匀。

造成该项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模具
不够规范，加上生产工艺控制的不严，造成生产出的滴灌
带成型不规则、质量不稳定。

拉伸性能不合格：

会造成铺设过程中滴灌带迷宫变形，造成流量不均或不出
水，甚至使产品断裂，影响使用。

造成该项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技术不过关，对原
料的性能并不能完全掌握。

抗堵塞性能不合格：

会出现滴头堵死现象，造成农作物得不到所需水分，无法
正常生长。

滴灌带质量问题

炭黑含量指标：决定了滴灌带的抗紫外线性能。

炭黑含量过低：不仅会使产品的老化时间缩短，容易

造成滴灌带过早老化破裂，还会影响到产品的透光率

性能，透过率增强会使滴灌带中的灌溉水容易滋生微

生物，从而造成滴灌带流道迷宫堵死；

炭黑含量过高：会使聚烯烃分子链形成断裂，容易发

生热老化，并且降低了材料强度，加速了滴灌带老化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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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带质量问题

微灌工程应选用经过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

格或通过认证机构认证的材料与设备，严

格进行现场验收检测。

内蒙古乌兰察布开始两年拒绝使用边缝式

滴灌带。

滴灌带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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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肥装置选择

压
差
式
施
肥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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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里注肥技术

文丘里注入器与储液箱配套组成一套施肥装
置，利用文丘里管或射流器产生的局部负压,
将肥料原液或ｐＨ值调节液吸入灌溉水管中。

文丘里注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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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驱动注射泵技术

 

水力驱动施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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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施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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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施肥器

自动注肥系统



61



62

六、系统试运行测定参数与验收指标

1. 在设计工况下，实测各轮灌组的流量，按下式计
算各轮灌组灌水器的平均流量：

式中 —灌水器平均流量，L/h；

—实测的轮灌组流量，L/h；

n —轮灌组内灌水器的个数

n
Q

q 轮=

轮Q

q

轮灌组流量和灌水器流量的实测平均值与设计值
的偏差不宜大于15％，

六、系统试运行测定参数与验收指标

2.  实测各轮灌组的灌水器流量。

所测的灌水器应分布在同一轮灌组干管上、中

和下游的支管上，并处于支管的最大、最小压

力毛管上，且分布在以上每条毛管的上、中和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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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试运行测定参数与验收指标

按下式计算灌水均匀系数：

Cu—灌水均匀系数；
—灌水器流量的平均偏差，L/h；

—田间实测的各灌水器流量，L/h；

—田间实测的各灌水器流量的平均值，L/h；

n—所测的灌水器个数。

q
qCu

∆
−=1 ∑

=

−=∆
n

i
i qq

n
q

1

1

q∆

iq
q

微灌系统的灌水均匀系数不宜小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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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朝鲜项目

设计原因造成毛管首末段出水流量相差很大，致使农民在滴头
旁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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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达不到50%

七、大型自压滴灌系统

兵团农十四师皮墨开发区(21万亩）

兵团农二师38团（18万亩）

新疆伊犁河南岸灌区（120万亩）

农六师共青团农场（6万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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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315315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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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道315

315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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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道 315315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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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65km65km

18
00

km

18
00

km

和田市和田市

皮墨垦区皮墨垦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二二四团，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与
墨玉县交界处，故称皮墨垦区。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技术设备较
为先进的一首制自压式高新节水灌溉区。

总面积21.73万亩，为新开发的荒漠沙丘地。

兵团农十四师皮墨开发区自压滴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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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瓦提水利枢
纽

喀河渠首

喀喀

拉拉 河河

喀喀

什什

皮墨垦区

44km引水干渠

沉沙调节池

6.4km引水干
渠延伸段

皮墨垦区水利工程
总体布置

315315国道国道

从喀拉喀什河渠首

引水，经44km皮亚

勒马干渠输水至沉

淀池。

工程坐落在坡度较陡15‰的坡面上，总
容积为1000万m3，平面布置呈簸箕形。

沉定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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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管总干管

一一

管管

干干

二二

管管

干干

三三

管管

干干

主干主干管管

干管干管

分干分干管管

• 经总干管、干管、分

干管等组成的骨干管

网将水输配至田间管

网。

• 总高差：90米

垦区灌溉工程垦区灌溉工程
21.7321.73万亩万亩

输水管网

输水管网

总干管和干管采用预

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PCCP管）。

分干管600mm玻璃钢管、

支管325mmPVC管，

地面分支管、毛管用

PE管。



69

输水管网

总干管和干管采用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PCCP管）。

分干管1200mm-550玻璃钢

管glass stell pipe、支

管<550mmPVC管，

地面分支管、毛管用PE管。

输水干管（玻璃钢管）

输水骨干管网

为总干管、干

管、分干管三

级，管道内径
为1200-
550mm，最大
流量2.66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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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以支管为最小灌水

单元进行划分，一条支

管所控制的面积为736

亩，整个垦区共有399个

单元。

管网布置

总干管总干管

一一

管管

干干

二二

管管

干干

三三

管管

干干

主干主干管管

干管干管

分干分干管管

垦区灌溉工程垦区灌溉工程
21.7321.73万亩万亩

皮墨垦区水利工程总体布置

过滤设备：经三级过滤：

第一级位于沉沙池放水口

前，采用浮桥式拦污网拦截

漂浮物；

第二级位于干管首端，采用

大流量自动冲洗网式滤水

器，过滤精度80目；

第三级位于分干管首端，采

用自动冲洗网式滤水器，过

滤精度1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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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墨垦区水利工程总体布置

控制设备：

干管、分干管上的蝶

阀均采用电动蝶阀。

部分压力较大的管

道，在支管首端设置

了减压阀。 电动蝶阀

皮墨垦区水利工程投资

工程总投资5.7亿，其中，骨干水利工

程4.8亿元，田间微灌工程8600万元。

工程亩投资：2700元

田间工程亩投资：4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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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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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南岸灌区

YILI irrigation district

80,000ha

Canal，120km

。。。。。。。。。。

27 unit . 2700ha/unit,

total  80,000ha



74



75

十七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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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工程问题

管道埋深与排水井

滴管带灼伤及其预防

自动化与信息化

现象与后果

滴管带灼伤 -太阳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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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后果

现象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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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后果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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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管带灼伤 防止措施

铺设滴灌带时用土压紧压实地膜，使

地膜尽量贴近滴灌带。

浅埋。并安装进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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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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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作物滴灌的经济效益

小麦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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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20.8滴灌相对畦
灌增产（%）

501409畦灌

748494滴灌

20112010年份

平均产量（公斤/亩）

灌溉定额：滴灌200方/亩， 畦灌250方/亩。滴灌相对
畦灌节水20% 

中国农业大学李光永团队试验结果
（2009-2010,2010-2011，北京）

小麦滴灌灌溉制度
（2010-2011年度中国农业大学试验结果）

250060060070060畦灌

200303030302025530滴灌

6月1
日

5月
24日

5月
15日

5月1
日

4月
18日

4月6
日

3月
26日

11月2
日

灌水
日期

总灌
水量
（方/
亩）

7654321冬灌
灌水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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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587 36.742.1383

395 542 30.7841.9362

479 543 639 37.4248.8351畦灌

793 933 44.1345473

743 875 40.4546472

748 708 833 39.7647.6441滴灌

均值
实际产
量（公
斤/亩）

产量
（公斤/
亩）

千粒重
（克）

穗粒数
（粒）

成穗数
（万/亩）重复

中国农业大学试验结果

不同地下滴灌模式试验
（海拉尔农垦：特尼河和三河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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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滴灌

膜下滴灌带

工业蕃茄可亩增产2t，亩增收约
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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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滴灌

膜下滴灌带

辣椒可亩增产600kg，亩
增收约1000元；

滴灌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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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花滴灌

滴灌管

葡萄滴灌
支管

滴灌管

投资：600-1200元 /亩



90

大豆滴灌

大豆增产30%以
上，每亩增收
200元左右；

平均单产300公斤/亩.  节水40%,增产30%以上,每亩增收
200元左右

大豆滴灌大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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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滴灌

甜瓜滴灌

哈密瓜可亩增400株，增产
1000kg，亩增收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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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西瓜

西瓜滴灌2604kg/亩，常规灌2458kg/亩，增产146kg，
滴灌每亩纯收入1113.12元，对照田纯收入705.96元，
增收407.16元。

膜下滴灌打瓜产量每亩130公斤左右，较常规打瓜每
亩地80公斤产量相比每亩地增产50公斤左右，平均每
亩至少增收523元以上。

滴灌打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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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蔬菜

生菜

长白菜 大白萝卜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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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 绿化

荒山绿化



95

广东徐闻水果蔬菜微灌

广东省雷州半岛，由于多年
春季持续干旱，农民自发投
资采用微灌灌溉甘蔗、蔬菜、
水果、花卉等，面积已达到
十几万亩。

广东徐闻菠萝辣椒微喷

广东省雷州半岛，由于多年
春季持续干旱，农民自发投
资采用微灌灌溉甘蔗、蔬菜、
水果、花卉等，面积已达到
十几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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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的社会效益

提高了灌溉保证率，增强了抵御不良气候条

件的能力，保持了多年稳产高产。

带来了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

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的发展，加快了农民民主管理进程，有效促

进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

十、工程建设经验

1.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一有效的领导、协
调机制，促进了滴灌的快速发展

农业节水灌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民经济的

很多部门和行业，水利、财政、农业、农机、科技、推

广等各部门之间必须紧密配合。需要综合运用法律、行

政、技术、经济、宣传教育和管理等各种手段，调动全

社会的力量，协调一致，形成合力，才能成功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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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设兵团

1996年：小规模试验成功

1997年-1999年：400万亩可研与规划

2000年：成立了以兵团副司令为首的领导小
组，以水利局牵头，农业、农机、科技等部
门配合。

2000-2004年：技术培训、设计评优、田间
试验、机具配套。。。。

乌兰察布发展滴灌工程的措施

前期开展了田间滴灌试验

成立了膜下滴灌领导小组，各部门分工明确

进行了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培训、种植大户培训）

开发了相关机具配套

制定了项目验收细则（工程技术要求和质量验收要点）

同时开展了滴灌关键技术的田间试验研究，包括：种植
方式（如甜菜直播、育苗移栽；株行距；平播与高垄种
植），施肥制度，灌溉制度，灌溉系统和设备配套模
式，作物品种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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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程建设经验

2. 田间实验

农业节水新技术是一项与地区气候特征、作物品种、

种植、土壤和管理等紧密相关的技术，其他地区的经

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必须根据新技术的特点

形成一整套新的技术模式。

如不同灌溉形式在各地的适用性和技术评价；设计

参数；系统设备选型；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灌溉施

肥制度；系统管理模式以及配套的农业技术、田间

管理技术指标和措施等方面的实验）

十、工程建设经验

3. 技术培训和经验总结问题

加强基层技术人员和农民的培训力度

编写农民容易读懂的普及材料

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编写

典型工程设计，编制系统管理手册和地

方标准。

力求将微灌技术推广本地化、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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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程建设经验

4. 良好的工程效益促进膜下滴灌工程持续发展

5. 适用的运行管理模式确保了工程效益的发挥

农民联户管理模式，种植大户种植模式，农业公司

租用土地等形式，实现统一进行灌水、施肥和栽培

管理。

6. 因地制宜的工程模式确保了工程的适用性

干管和分干管地埋模式、支管轮灌模式、辅管轮灌

模式、全地表模式等

十、工程建设经验

7. 水资源优化配置为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赤峰市，在水资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除在原有水浇地

上推广膜下滴灌外，适度发展旱坡地滴灌。

8. 注重工程建设质量，为工程效益的长期发挥奠定了
基础

乌兰察布市近年来聘请专家对将实施的工程设计进行技术

审查，避免了因不合理设计对工程后续运行的危害。

赤峰市在大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将全地表模

式改为一级或二级地埋管道模式，建设标准的提升为工程

的后续运行维护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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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程建设经验

9、微灌技术服务体系问题

应建立协调统一的技术服务体系，健全县、乡技术

推广服务组织，切实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强化和重视工程建设后的应用技术指导和管理与服

务。

滴灌设计施工单位要建立健全工程回访机制，派人

进行长期跟踪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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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