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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滴灌产品抽样检测基础上，归 纳 出 产 品 质 量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分 析 影 响 产 品 质 量 的 主 要 成 因，并 提 出

改善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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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东北节水增粮”、“小 型 农 田 水 利”和“全 国 规 模 化 节

水示范”等项目实施，区 域 化 和 规 模 化 发 展 成 为 大 陆 节 水 灌 溉

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模式，近几年来，西北、华北和南方节水灌溉

规模化建设得到快速推动，全国农业节水灌溉发展进入跨越式

阶段。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全国微灌面积已 达４８２万ｈｍ２（主 要 为

滴灌面积），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分 别 新 增 微 灌 面 积１１１和６３万

ｈｍ２。同时国家对节水灌 溉 产 品 质 量 高 度 关 注，节 水 灌 溉 设 备

与材料生产企业也 愈 加 重 视。几 年 来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产 品 质 量

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仍有部分企业追求短期利益，粗制滥造、

以次充好，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阻碍产品优化升级。

滴灌作为三大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之一，在节水灌溉发展过

程中占有较大比重。滴灌用材料设备是滴灌技术的载体，其质

量优劣直接影响滴灌工程质量和效益。为确保工程质量、规范

市场、从源头上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和长久效益发挥，２０１２年始

连续３年对滴灌产品 进 行 质 量 抽 查，重 点 检 测 了 全 国４１家 企

业９２种产品，包括ＰＥ管 材、ＰＶＣ管 材、滴 灌 带 等３大 类。通

过对检测结果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抽样产品总体合格率在５５％
左右，抽样产品质量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

１　滴灌材料设备检测结果

１．１　内镶式滴灌带
共抽 查１０家 企 业 生 产 的１２个 样 品，样 品 公 称 直 径１６

ｍｍ、公称壁厚０．２ｍｍ。检测结果：７个合格，５个不合格，合格

率为５８％。不合格项目依照不合格率大小依次为炭黑含量、拉

伸性能和公称壁厚。影 响 内 镶 式 滴 灌 带 不 合 格 的 因 素 主 要 是

炭黑含量低，占不合格项目的６０％。公称壁厚不合格主要表现

为壁厚偏小。内镶式滴灌带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见表１。
表１　内镶式滴灌带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检测

项目数

合格

项目数

合格率／

％

１ 外观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２ 尺寸（内径、壁厚） １２　 １１　 ９２

３ 流量均匀度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４ 耐静水压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５ 拉伸性能 １２　 １０　 ８３

６ 炭黑含量 １２　 ８　 ６７

１．２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共抽 查２０家 企 业 生 产 的２５个 样 品，样 品 公 称 直 径１６

ｍｍ、公称壁厚０．２ｍｍ。检 测 结 果：２０个 合 格，５个 不 合 格，合

格率为８０％。不合格项目依照不合格率大小依次为公称外径、

流量均匀度、耐静 水 压、拉 伸 性 能 和 爆 破 压 力。公 称 外 径 不 合

格主要表现为外径 偏 大。单 翼 迷 宫 式 滴 灌 带 样 品 检 测 结 果 统

计见表２。

１．３　ＰＶＣ管
共抽查了１１家 企 业 生 产 的２６个 样 品，公 称 管 径 从６３～

１６０ｍｍ，公称压力０．２５～０．６３ＭＰａ。检 验 结 果：１个 合 格，２５
个不合格，合 格 率 为３．８％。各 检 测 项 目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外 观

１００％、外径尺寸２３％、壁厚 尺 寸６５％、密 度８１％、微 卡 软 化 温

度８８％、落锤冲击１００％、静液压试验５８％和环刚度１００％。不

合格项目依照不合格率大小依次为外径、静液压、壁厚、密度和

微卡软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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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检测

项目数

合格

项目数

合格率／

％

１ 外观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２ 公称尺寸（内径、壁厚） ２５　 ２１　 ８４

３ 流量均匀度 ２５　 ２４　 １００

４ 耐静水压 ２５　 ２４　 ９６

５ 拉伸性能 ２５　 ２４　 ９６

６ 爆破压力 ２５　 ２４　 ９６

　　在管径不合格项目 中，管 径 偏 大 的 占９５％，外 径 偏 小 的 占

５％；在壁厚不合格项目 中，壁 厚 偏 大 的 占４４％，壁 厚 偏 小 的 占

５５％；在管密度不合格项目中，密度偏大的占８０％，密度偏小的

占２０％。ＰＶＣ管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见表３。

表３　ＰＶＣ管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检测

项目数

合格

项目数

合格率／

％

１ 外观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２ 公称外径 ２６　 ６　 ２３

３ 公称壁厚 ２６　 １７　 ６５

４ 密度 ２６　 ２１　 ８１

５ 微卡软化温度 ２６　 ２３　 ８８

６ 落锤冲击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７ 静液压试验 ２６　 １５　 ５８

８ 环刚度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１．４　ＰＥ管
共抽查了１０家 企 业 生 产 的２４种 样 品，公 称 管 径 从６３～

１１０ｍｍ，公 称 压 力０．４０～０．８０ＭＰａ。检 验 结 果：６个 样 品 合

格，１８个样品不合格，合格率为２５％。各检测项目合格率 分 别

为外 观１００％、管 径 尺 寸６３％、壁 厚 尺 寸６２％、静 液 压 试 验

５４％、断裂 伸 长 率９２％、纵 向 回 缩 率１００％、氧 化 诱 导 时 间

７９％。不合格项 目 依 照 不 合 格 率 大 小 依 次 为 静 液 压 试 验、外

径、壁厚、氧化诱导时间和断裂伸长率。在管径不合格项目中，

外径偏大的 占５６％，外 径 偏 小 的 占４４％；在 壁 厚 不 合 格 项 目

中，壁厚偏大的占６３％，壁 厚 偏 小 的 占３７％。ＰＥ管 样 品 检 测

结果统计见表４。

表４　ＰＥ管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检测

项目数

合格

项目数

合格率／

％

１ 外观 ２４　 ２４　 １００

２ 公称外径 ２４　 １５　 ６３

３ 公称壁厚 ２４　 １６　 ６７

４ 静液压试验 ２４　 １３　 ５４

５ 断裂伸长率 ２４　 ２２　 ９２

６ 纵向回缩率 ２４　 ２４　 １００

７ 氧化诱导时间 ２４　 １９　 ７９

１．５　滴灌用薄壁ＰＥ软管
共抽查了４家企业生产的５种样品（其中４个公称外径３２

ｍｍ、一个公称外径６３ｍｍ）。对 软 管 的 外 观、尺 寸、拉 伸 强 度、

断裂伸长率、２０℃水 压 试 验（瞬 时 爆 破 压 力）五 项 指 标 进 行 测

试。因滴灌用薄壁ＰＥ软 管 没 有 相 关 的 行 业 或 国 家 产 品 标 准，

依据ＱＢ／Ｔ　３８０３－１９９９（喷灌用低密度聚乙烯管材）规定，对外

观、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２０℃水压试验４项指标结果进行判

定，全部合格。对 管 径 和 厚 度 未 作 判 定。在４个 公 称 直 径３２

ｍｍ的样品中、样 品 壁 厚 偏 差 较 大，分 别 为１．０２、０．９１、０．８７、

０．８１和０．７８ｍｍ。滴 灌 用 薄 壁ＰＥ软 管 样 品 检 测 结 果 统 计 见

表５。
表５　滴灌用薄壁ＰＥ软管样品检测结果统计表 ｍｍ

序号 外观 外径 壁厚
拉伸

强度

断裂

伸长率

水压

试验

１ 合格 ６２．７０　 １．０２ 合格 合格 合格

２ 合格 ３１．１６　 ０．９１ 合格 合格 合格

３ 合格 ３１．２０　 ０．８１ 合格 合格 合格

４ 合格 ３１．９３　 ０．８７ 合格 合格 合格

５ 合格 ３０．８０　 ０．７８ 合格 合格 合格

２　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１　内镶式滴灌带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１．１　炭黑含量低

ＧＢ／Ｔ１９８１２．３《内镶式滴灌管带》第７．８条 规 定：炭 黑 含 量

应为２．２５％～０．２５％。测试的不合格样品的炭黑含量较低，含

量在０．６３％～１．４６％，远低于标准规定值。

滴灌带中炭黑主要是起到控制透光率、吸收一定数量紫外

线达到抗老化作用。炭 黑 含 量 过 多 或 偏 少 都 会 影 响 滴 灌 管 带

的质量。炭黑含量过高容易造成聚烯烃分子链产生断裂，发生

热老化，降低材料强度，在 产 生 脆 性 破 坏 的 同 时 加 速 滴 灌 带 老

化破裂；炭黑含量过低 造 成 产 品 无 法 屏 蔽 紫 外 线，老 化 时 间 缩

短，同时影响产品透光率，造成藻类产生、堵塞流道；

造成 炭 黑 含 量 偏 低 主 要 原 因：一 是 企 业 使 用 再 生 料，难 以

控制炭黑确切含量；二是炭黑价格较高，按标准要求添加，增加

滴灌管带生产成本。

２．１．２　拉拔伸长率大

ＧＢ／Ｔ１９８１２．３第７．６条规定：滴灌带试样应能承受１３０Ｎ
试验压力而不出现断裂现象，试验前后间距的变化量不应大于

５％。测试的两个不合格样品在承受１３０Ｎ试验压力下均未出

现 断 裂 现 象，但 是 试 验 前 后 间 距 的 变 化 量 分 别 为２３％和

１６．５％。

滴灌管带伸长率指标主要是防止伸长率过大，造成铺设过

程中管带壁变薄，形成细孔、甚至断裂，影响使用。造成耐拉拔

性能不合格的部分原因：一是部分企业生产技术不能满足生产

要求；二是 聚 乙 烯 树 脂 原 料 不 符 合 标 准 要 求，或 使 用 大 量 再

生料。

２．２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２．１　管径偏大、壁厚偏小

ＧＢ／Ｔ１９８１２．１－２００５《单翼迷宫式滴灌带》第７．２条规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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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直径１６ｍｍ单翼迷宫式滴灌带极限偏差为０．３ｍｍ、公称壁

厚０．２０ｍｍ的极限偏差为－０．０２ｍｍ～＋０．０４ｍｍ。测试的不

合格样品公称 直 径 偏 大，最 大 偏 差 值 达 到＋０．５ｍｍ；壁 厚 偏

小，最大偏差值达到－０．０３ｍｍ。

与标准旁三通等管件连接时，管径偏大易折叠、难以锁紧，

造成连接处漏水；壁厚偏小，致使滴灌带耐拉拔性能弱，伸长率

大、耐水压性能不 强，工 作 时 易 造 成 滴 灌 带 爆 裂。规 格 尺 寸 不

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 原 材 料 不 符 合 要 求 或 是 使 用 再 生 料，从

模口到冷却段 收 缩 率 比 预 期 小；二 是 生 产 工 艺 控 制 不 满 足 要

求；三是生产 设 备 或 模 具 不 符 合 要 求，或 是 使 用 时 间 长，磨 损

严重。

２．２．２　爆破压力偏低

ＧＢ／Ｔ１９８１２．１第７．７条规定：试样的瞬时爆破压力不应小

于额定工作压力的２倍。测 试 的 一 个 不 合 格 样 品 的 爆 破 压 力

为额定工作压力的１．８６倍。

滴灌带爆破压力反映了滴灌带所能承受的最大内压力，是

指在充满压力水并不断加压情况下，滴灌带管壁所受应力逐渐

超过材料屈服强度并发生塑性破坏时的极限荷载或失效压力。

滴灌带爆破压力低主要 原 因 是 生 产 滴 灌 带 的 原 料 中 添 加 其 他

材料过多，如添加 次 生 料、再 生 料 等。导 致 滴 灌 带 塑 料 性 能 严

重下降、强度不够，致使爆破压力低。

２．３　ＰＶＣ管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３．１　管径偏大、壁厚偏小

抽样样 品 管 径 从６３～１６０ｍｍ，公 称 压 力０．２５～０．６３

ＭＰａ。依据ＧＢ／Ｔ　２３２４１－２００９《灌 溉 用 塑 料 管 材 和 管 件 基 本 参

数及技术条件》判定，样品公称尺寸主要表现为管径偏大，壁厚

偏小。部分样品实测值超过管径极限上偏差一倍以上，如１１０

ｍｍ管径极限偏差上限值为０．４ｍｍ，实测值达到０．８ｍｍ。实

测壁厚偏差常出现负值，壁厚极限偏差下限值为０，实测最小值

达到－０．５０ｍｍ。

尺寸不合格会引起管和管件在装配时配合不好，影响正常

使用，壁厚出现负偏差 甚 至 会 影 响 产 品 的 力 学 性 能，容 易 导 致

管道破裂等。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企业生产设备的精

度本身就不能满足要 求；二 是 部 分 企 业 故 意 减 小 壁 厚、节 省 成

本；三是碳酸钙用量过 大 或 用 重 钙 替 代 轻 钙，以 致 从 模 口 到 冷

却段收缩率比预期小。

２．３．２　耐静液压能力低

耐静液压试验 是 确 定ＰＶＣ管 恒 定 温 度 下，对 恒 定 内 液 压

力的抵抗 能 力。ＧＢ／Ｔ　２３２４１－２００９第５．２．４条 规 定：在 恒 温

２０℃时、规定的试验压力下，试样保压１ｈ，应 无 破 裂、无 渗 漏。

试验样品主要 表 现 在 耐 压 时 间 短 或 未 到 试 验 水 压 力 已 破 裂。

耐静液压压力低主要 影 响 管 道 的 安 全 性、可 靠 性 和 使 用 寿 命。

其主要原因：塑料原料不符合要求、生产工艺不规范、或管壁厚

太薄。

２．３．３　密度偏大

ＧＢ／Ｔ　２３２４１－２００９第５．２．４条 规 定：管 密 度 应 为１　３５０～

１　５５０ｋｇ／ｍ３。测 试 样 品 主 要 表 现 为 密 度 偏 大，密 度 偏 大 会 导

致产品综合性能下 降。密 度 偏 大 主 要 原 因 是 部 分 企 业 为 节 省

成本无机物填料多，或重钙代替轻钙。

２．４　ＰＥ管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２．４．１　耐静液压能力低

耐静液压试验是确定ＰＥ管恒定温度下，对恒定内液压力

的抵抗能力。ＧＢ／Ｔ　１３６６３－２０００《给 水 用 聚 乙 烯（ＰＥ）管 材》第

６．４条规定：在恒温２０℃时、规定的试验压力下，试样保压１００

ｈ，应无破裂、无渗漏。试验样品主要表现在耐压时间短或未到

试验水压力已破裂。耐静液压能力低主要影响管道的安全性、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其主要原因：一是聚乙烯原料不符合相对

应的级别划分，低级别 原 料 生 产 高 级 别 管 材；二 是 生 产 工 艺 不

规范；三是二次料或多次料占比大。

２．４．２　公称直径和壁厚偏差大

抽样样品公称管径从６３～１１０ｍｍ，公 称 压 力０．４０～０．８０

ＭＰａ。依照ＧＢ／Ｔ　１３６６３－２０００第６．３条判定，样品主要表现为

管径和壁厚偏差超 过 极 限 偏 差 上 下 限。尺 寸 不 合 格 会 引 起 管

材和管件在装配时配 合 不 好，影 响 正 常 使 用，壁 厚 出 现 负 偏 差

甚至会影响产品的力学性能，容易导致管道破裂等现象。其主

要原因：一是部分企业 生 产 设 备 精 度 本 身 就 不 能 满 足 要 求；二

是部分企业故意减小 尺 寸 节 省 成 本；三 是 使 用 回 收 料，通 过 加

大壁厚来增强耐压能力。

２．４．３　氧化诱导时间偏小

氧化 诱 导 时 间 是 评 价 材 料 在 成 型 加 工、储 存、焊 接 和 使 用

中耐热降解能力的指标，用以评定塑料的防热老化性能。依照

ＧＢ／Ｔ　１３６６３－２０００第６．５条规 定：在２００摄 氏 度 氧 气 条 件 下 开

始发生自动催化氧化 反 应 的 时 间 应 大 于 等 于２０ｍｉｎ。测 试 样

品主要表现为氧化诱导时间偏小。氧化诱导时间偏小影响ＰＥ
管道的使用寿命。其 主 要 原 因：一 是 塑 料 原 料 不 符 合 要 求；二

是回用料不符合要求；三是生产工艺不符合相应级别原料工艺

控制范围。

２．５　滴灌用薄壁ＰＥ软管主要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滴灌用薄壁ＰＥ软管相关标准正在编制过程中，此次检测

依据ＱＢ／Ｔ　３８０３－１９９９对样 品 的 外 观、拉 伸 强 度、断 裂 伸 长 率、

２０℃水压试验（瞬时 爆 破 压 力）四 项 指 标 进 行 测 试。因 ＱＢ／Ｔ

３８０３－１９９９规范的 产 品 规 格 不 包 含 薄 壁ＰＥ软 管，故 未 对 规 格

尺寸做出判定。但从检测结果看，同规格产品管径和壁厚差距

都比较大，如 公 称 直 径３２ｍｍ 软 管，管 径 范 围３０．８～３１．９３

ｍｍ，壁厚范围０．７８～１．０２ｍｍ。其 主 要 原 因 是 没 有 相 关 国 家

或行业产品标准予以规范。

３　对策与建议

３．１　建立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督机制
定期开展滴灌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将市场和现场抽查制度

化，增加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透明度，探索建立产品数据库、质量

公示制度和跟踪调查制度，通过报纸、公告、网站等媒体即时发

布抽查结果，扶优限劣，与有关部门联合，加大处罚力度。

３．２　探索建立关键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对于管材、阀门和灌水器等关键产品逐步探索建立市场准

入制度。建议在产品 认 证 基 础 上，构 建 市 场 准 入 制 度，保 证 产

品质量、维护市场 秩 序。同 时 加 大 准 入 产 品 的 监 督 力 度，积 极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建立质量投诉网络， （下转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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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打破。同时，由 于 农 业 生 产 特 别 是 粮 食 生 产 效 益 比 较 低，

农民用水积极性不高，灌区收入锐减，灌溉效益低迷。

（３）节水 灌 溉 工 程 发 展 缓 慢，田 间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 不 高。

灌区现状灌水方式沿 用 传 统 的 畦 灌，田 间 渠 道 大 部 分 为 土 渠，

渗水、漏水、跑水严重，管灌、微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在灌区

内基本没有，水资源的短缺和浪费是灌区的突出矛盾。据测算

１９９８年农田灌溉用水平均在５２６ｍ３ 左右，灌溉水利用系数 仅

为０．４，经过几年的配套改造工程建设，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０．５３，一定程度上改 善 了 灌 溉 条 件，但 现 状 田 间 灌 溉 水 利 用 系

数仍然很低，与节水灌溉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６　建　议

（１）加大国家资 金 扶 持 的 比 例 和 数 量，加 快 灌 区 改 造 建 设

步伐。由于灌区改造 需 投 入 资 金 大，地 方 财 力 有 限，灌 区 改 造

的步伐较慢，严重影响了灌区农民奔小康进程。建议国家加大

对灌区投资的比例和数量，省、市级也相应配套一部分资金，加

快搞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步伐，将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善始善终，解决灌区存在的问题，恢复灌溉面积，

提高水的利用率，促 进 灌 区 经 济 的 发 展。同 时，建 议 国 家 下 一

步增加对未级渠道的建设，切实解决灌区渠道与结构调整后农

业用水脱节带来的“水到地头不能用”问题。

（２）实行财政直补，用政策反哺农业。随着中央对农业、农

村工作的支持，良种、农 机、牲 畜 等 惠 农 政 策 已 实 施，建 设 对 供

水浇地的灌区，也 实 行 财 政 直 补 的 方 式。根 据 农 业 需 水 要 求，

补贴依据以实际灌 溉 水 量 或 灌 区 灌 溉 面 积 为 标 准。具 体 补 贴

标准可分为自流灌区和机电灌站等多种形式，以调动农民用水

积极性，促进灌区事业 的 发 展，减 少 水 管 单 位 收 费 吃 饭 与 农 民

增收的矛盾，用政策反哺农业。同时，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浪

费水大户，建设对现行 农 业 水 价 形 成 机 制 进 行 适 时 调 整，体 现

水的价值，并利用经济杠杆加大节约用水力度。组建用水户协

会，纳入农村专业合作社管理并享受有关鼓励扶持政策。

（３）加大执 法 力 度 和 投 入，建 立 水 利 公 安。水 利 公 安 是 保

障水利工程设施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组建初期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由于未纳入警察 序 列 统 一 管 理 等 原 因 制 约，作 用 逐 步 弱

化，缺乏必要的执法能力和震慑力。针对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

改造后，工程投资巨大，管理亟待加强的新形势，仅依靠水政人

员执法，难以对工程设施实现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建议自上而

下建立水利公安执法 队 伍，配 齐 必 要 的 执 法 工 具，依 法 保 护 水

利设施。

（４）提高信息化管理 水 平，建 设“数 字 灌 区”。随 着 传 统 水

利向现代化、可持续发 展 水 利 的 转 变，水 库 灌 区 现 有 的 管 理 水

平和手段已不能满足灌区工程管理需要，建议以水利信息化带

动水利现代化为切入 点，积 极 拓 展 水 利 信 息 化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逐步加大灌区信息化 管 理 工 作 力 度，对 枢 纽 部 分 视 频 监 视、闸

门监控、水位流量监测及农户基本信息、各渠道逐日平均流量、

农户用水等信息进行 优 化 整 合，初 步 搭 建 灌 区 信 息 化 平 台，建

设一个集先 进 性、实 用 性、安 全 性、可 靠 性 为 一 体 的 信 息 化 系

统，实现灌区管理的数字化、电算化、现代化。



□

（上接第９６页）　将 投 诉 作 为 质 量 监 督 一 种 重 要 形 式，予 以 支

持奖励。

３．３　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体制
要切实发挥协会作用，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体制。建立

以会员为中心的行业 自 律 管 理 职 能、健 全 行 业 自 律 组 织 体 系。

坚持诚信为本、信誉 为 先、注 重 质 量，不 断 提 高 行 业 自 律 水 平，

提升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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