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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喷灌机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中型喷灌机的应用条件、灌溉系统规划设计、选型与设计计算、安装

调试、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滚移式喷灌机、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平移式喷

灌机等大中型喷灌机的应用。其他大中型喷灌机的应用也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0395.18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8部分：软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GB 10395.19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9部分：中心支轴式和平移式喷灌机 

GB/T 18025  农业灌溉设备  电动或电控灌溉机械的电气设备和布线 

GB/T 19797  农业灌溉设备  中心支轴式和平移式喷灌机  水量分布均匀度的测定 

GB/T 24671  农业灌溉设备  承压灌溉系统图形符号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SL 56   农村水利技术术语 

SL 556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设计通用图形符号 

SL569  喷灌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JB/T 7872-2009  喷灌机械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 6956、GB/T 19797、GB/T 50085和SL 56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reel irrigation machine 

喷头或双悬臂喷洒桁架装在滑撬或轮式喷头车上，通过绞盘卷绕专用软管牵引喷头车边

移动边喷洒的喷灌机。 

3.2 

滚移式喷灌机 side-roll wheel sprinkler irr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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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装有若干滚轮的喷洒支管为轮轴，借助内燃机驱动，沿喷洒支管垂直方向滚移到定喷

位置进行喷洒的喷灌机。 

3.3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center pivot sprinkler irrigation system 

喷洒支管固定在若干个塔架车上，并绕中心支轴旋转喷洒的喷灌机。 

3.4 

平移式喷灌机 lateral move sprinkling irrigation system 

喷洒支管固定在若干个塔架车上，并沿支管垂直方向移动喷洒的喷灌机。 

3.5 

喷头 Sprinkler 

将压力水喷到空中，形成水滴，进行喷洒灌溉的设备。中、高工作压力的喷头又称为喷

枪。 

3.6 

地隙 ground clearance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头车门架、滚移式喷灌机轮轴支管、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平移式

喷灌机桁架的 低点与地面的距离。 

4  使用条件 

4.1  一般条件 

4.1.1 喷灌机宜用于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地块。 

4.1.2 灌溉规划区域应开阔、连片，适宜机械化作业。 

4.2  水源水量与水质 

水源水量应有保障；水源水质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的规定。当水中

的杂质影响喷灌机正常工作时，应采取沉淀或过滤措施。 

4.3  地面坡降 

使用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时，地块的横向地面坡降不宜大于5%，纵向地面坡降不宜

大于20%。 

使用滚移式喷灌机时，地块的地面坡降不宜大于10%。 

使用中心支轴式喷灌机时，地块的地面坡降不宜大于20%。 

使用平移式喷灌机时，地块的地面坡降不宜大于5%。 

4.4  风速与气温 

当风速大于5.4m/s或气温低于0℃时，喷灌机不应进行喷灌作业。当气温为0℃～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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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机不宜进行喷灌作业（防冻害喷洒作业除外）。 

4.5  作物 

喷灌机可用于灌溉各种作物。灌溉期内的作物高度超过地隙或作物冠层遮挡喷头的喷

射水流时，不宜使用。 

5  灌溉系统规划设计 

5.1  规划设计原则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规划设计宜遵循下列原则： 

a)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法规； 

b)  与当地水资源综合规划、水利发展规划等相协调； 

c)  以水源水量平衡分析为规划设计基础，确定适宜的规划设计标准和参数； 

d)  与农艺农机措施相结合，实现农业高效用水、增产增效； 

e)  充分利用已有的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工程设施； 

f)  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对比分析。 

5.2  灌溉系统基本资料收集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规划设计应收集并具备下列基本资料： 

a)  灌溉区域地形图：比例为1:2000～1:5000，图中需标出喷灌工程区域界线、建筑物、

地面高程（等高线）、林带、交通道路、输电线路、通信线路、河流、渠道、水源位置、主

要作物分布、方向标、比例尺和图例等； 

b)  土壤资料：包括土壤类型、质地、容重、土壤田间持水量、适宜土壤含水量上下

限和土层厚度等； 

c)  作物资料：包括作物种植结构、种植行向、日需水量、计划湿润层深度和灌溉制

度等； 

d)  水源资料：包括水源水位（机井的静水位、动水位，或地表水源的枯水期水位、

汛期水位）、可供水量和流量以及可靠性分析资料、水质报告等； 

e)  气象资料：包括多年平均降水量、气温、无霜期、 大冻土层深度、水面蒸发量

和灌溉季节的风速风向等； 

f)  能源动力资料：包括能源动力的种类、容量、位置、可利用状态以及相关设施设

备的外形尺寸等； 

g)  道路交通资料：包括道路的位置、种类、级别和状态等。 

5.3  喷灌机主要技术资料收集 

5.3.1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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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喷头车类型； 

b)  入机压力（MPa）、流量（m3/h）；  

c)  喷头类型及技术参数； 

d)  喷头车的轮距（m）和地隙（m）调节范围，桁架式喷头车的桁架长度（m）； 

e)  喷头车移动速度（m/h）调节范围； 

f)  PE 软管的长度（m）、外径（mm）和壁厚（mm）； 

g)  整机带水质量和不带水质量（kg）； 

h)  外形尺寸（长（m）×宽（m）×高（m））。 

5.3.2  滚移式喷灌机 

a)  轮轴支管连接形式、直径（mm）； 

b)  单根轮轴支管长度（喷头间距）（m）； 

c)  滚轮直径（m）； 

d)  驱动车结构尺寸（长（m）×宽（m）×高（m））； 

e)  驱动车配套动力机类型及功率（kW）； 

f)  整机长度（m）； 

g)  喷头类型及技术参数。  

5.3.3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a)  进水口的连接方式和尺寸； 

b)  喷灌机工作电压（V）、配套功率（kW）； 

c)  入机压力（MPa）、流量（m3/h）； 

d)  桁架跨距（桁架长度）（m）、桁架输水管规格； 

e)  悬臂长度（m）及悬臂输水管规格； 

f)  喷头类型及技术参数； 

g)  地隙高度（m）； 

h)  整机长度（m）和喷头数量（个）； 

i)  车轮轮胎规格型号； 

j)  电气控制系统功能。 

5.3.4  平移式喷灌机 

a)  供水、供电方式； 

b)  驱动台车类型； 

c)  喷灌机工作电压（V）、配套功率（kW）； 

d)  入机压力（MPa）、流量（m3/h）； 

e)  桁架跨距（桁架长度）（m）、桁架输水管规格； 

f)  悬臂长度（m）及悬臂输水管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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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喷头类型及技术参数和喷头数量（个）； 

h)  地隙高度（m）； 

i)  整机长度（m）； 

j)  车轮轮胎规格型号； 

k)  电气控制系统功能； 

l)  导向控制方式。 

5.4  水源水量平衡分析 

5.4.1  规划设计时，应对水源供水量和灌溉系统用水量进行平衡分析计算。 

5.4.2  水源水量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a)  水源供水流量大于灌溉系统总流量，且供水总量大于灌溉系统用水总量； 

    b)  水源供水流量小于灌溉系统总流量，但供水总量大于灌溉系统用水总量时，应修

建调蓄设施。调蓄设施应符合《喷灌工程技术规范》GB/T 50085 的规定。 

5.5  规划设计控制参数 

5.5.1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灌溉设计保证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水源为地下水时，灌溉设计保证率不低于 90%； 

    b)  当水源为其他水时，灌溉设计保证率不低于 85%。 

5.5.2  滚移式喷灌机设计喷灌强度不宜大于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

机、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平移式喷灌机在喷洒作业时，允许地表积水，但不宜产生地表径

流。不同类型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可按表 1 确定。 

表 1  各类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 

土壤类别 允许喷灌强度（mm/h） 

砂土 20 

砂壤土 15 

壤土 12 

壤黏土 10 

黏土 8 

注：有良好覆盖时，允许喷灌强度值可提高20%。 

5.5.3  滚移式喷灌机灌溉系统的设计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0.75；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

机、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平移式喷灌机灌溉系统的设计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0.85。喷灌

均匀系数应按 GB/T 50085 计算。 

5.5.4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喷头工作压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设计喷头工作压力应在所选喷头的规定工作压力范围内； 

——任何喷头的实际工作压力均不应低于设计喷头工作压力的90%； 

——同一台喷灌机上任意两个喷头之间的工作压力差应在设计喷头工作压力的20%以

内。 

5.5.5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设计喷灌雾化指标应符合 GB/T 5008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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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田间规划布置 

5.6.1  一般规定 

5.6.1.1  喷灌机灌溉系统的田间规划布置应综合考虑灌溉区域或灌溉地块的形状和尺寸、

田间道路、水源、电力、经营管理模式、林带、田间障碍物、安装及维修维护方便性等因

素，通过优化组合和技术经济对比分析确定。 

5.6.1.2  利用已有管道供水时，流量和压力应满足喷灌机的使用要求。当供水压力不能满

足喷灌机入机工作压力要求时，应设置增压泵加压。 

5.6.1.3  利用机井供水时，宜采用单眼机井向一台喷灌机供水；采用多眼机井并联向一台

喷灌机供水时，应保证水泵均在高效区运行。 

5.6.1.4 供水管道可采用固定管道埋于地下，也可采用移动管道。当采用地埋管道供水时，

地埋管道的埋深应根据气候条件、地面荷载和机耕要求等确定；移动管道安装、拆卸、移

动应灵活、方便、连接可靠。 

5.6.1.5  水泵配套动力宜按下列要求选用： 

a)  取水点附近电力满足要求时，应选择电动机； 

b)  取水点电力不能满足要求，且架设线路造价太高时，可选择柴（汽）油机。  

5.6.2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5.6.2.1  应将灌溉区域按长条形地块进行规划布置，地块尺寸根据机型确定。条形地块间

应规划有供喷灌机转移的机行道，机行道宜与作物种植行向垂直。 

5.6.2.2  当采用渠道供水时，宜沿机行道方向布置供水渠道，渠道宜衬砌防渗。当渠道水

深不能满足喷灌机水泵取水需要时，宜在喷灌机取水点设置工作池。工作池的尺寸应符合

《泵站设计规范》GB/T 50265的规定。 

5.6.2.3  当采用管道供水时，宜沿机行道方向布置供水管道，并应在喷灌机取水点设置给

水栓。喷灌机与给水栓的连接应方便、可靠。 

5.6.3  滚移式喷灌机 

5.6.3.1  田间规划布置时宜根据机型及灌溉能力将灌溉区域划分成若干个矩形地块。 

5.6.3.2  通过经济技术分析，合理确定喷灌机机型、有效长度及灌溉控制区域。且整机长

度不应大于供货厂商推荐的 大整机长度。 

5.6.3.3  驱动车宜设置在喷灌机整机长度的中间。 

5.6.3.4  宜采用管道供水。供水管道的铺设方向应与轮轴支管垂直，两台相邻的喷灌机可

共用同一条供水管道和给水栓。 



7 

5.6.3.5  给水栓间距宜为滚轮有效外缘周长的整倍数，且不应大于配套喷头在设计喷头工

作压力下射程的 1.3 倍。 

5.6.4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5.6.4.1  田间规划布置时宜合理划分灌溉区域。 

5.6.4.2  应根据灌溉地块的尺寸，通过经济技术分析，合理配置喷灌机桁架跨距和数量、

末端悬臂和喷枪组件等，使漏灌面积 小。 

5.6.4.3  喷灌机与相邻设施（物体）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任意相邻喷灌机末端 短距离，应大于 3m； 

b)  喷灌机末端与建筑物、树木等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2m； 

c)  喷灌机末端与道路（铁路、公路等）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相关道路交通标准的规定； 

d)  喷灌机末端与电力线路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相关电力标准的规定。 

5.6.4.4 宜优先选用中心支座固定型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5.6.4.5 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选用拖移型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a)  规划设计的喷灌机整机长度不大于 300m； 

b)  灌溉区域地形较平坦，且允许建设转移喷灌机所需的拖移通道。 

5.6.4.6 当存在下列情况时，宜在喷灌机悬臂末端增设喷枪组件： 

a)  扩大喷灌机单机控制面积； 

b)  在四个地角喷灌作业，增加地角灌溉面积； 

c)  越过地边的电线杆、树木等障碍物进行灌溉。 

5.6.4.7 当灌溉区域或地块整体地面坡降符合本规范 4.3 节要求，但局部地形不能满足正

常运行要求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a)  对灌溉区域或地块内局部凸起或低洼处进行整平处理； 

b)  采用较长或较短跨距桁架。 

5.6.5  平移式喷灌机 

5.6.5.1  田间规划布置时宜根据机型及灌溉能力将灌溉区域划分成若干个矩形地块。 

5.6.5.2  应根据灌溉地块的尺寸，通过经济技术分析，合理配置喷灌机桁架跨距和数量、

末端悬臂和喷枪组件等。 

5.6.5.3  喷灌机与相邻设施（物体）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任意两台相邻且平行行走的喷灌机末端 短距离，应大于 5m； 

b)  喷灌机整机长度两端与建筑物、树木等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应大于 3m； 

c)  喷灌机整机长度两端与道路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相关交通道路标准的规定； 

d)  喷灌机整机长度两端与电力线路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相应电力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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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4  当喷灌机行走方向的地块坡度大于等于 1‰时，喷灌机宜采用拖移软管供水方

式；当行走方向的地块坡度小于 1‰时，喷灌机可采用渠道供水方式。 

5.6.5.5 灌溉地块内供水系统宜按下列规定选择： 

    a)  喷灌机入机流量不大于 130m
3
/h 时，可选择管道供水；入机流量大于 130m

3
/h 时，

可选择渠道供水； 

    b)  喷灌机整机长度不大于 350 m 时，可选用单侧供水方式；整机长度大于 350m 时，

宜优先选用双侧供水方式。 

5.6.5.5  当喷灌机采用拖移软管供水方式时，应在供水管道一侧留出驱动台车行走和拖移

软管用的通道，供水管道和给水栓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a)  供水管道轴线与喷灌机行走方向平行； 

b)  供水管道长度满足喷灌机灌溉控制地块的作业需求； 

c)  供水管道上的给水栓采用等间距布置，给水栓间距为 50～100m。 

5.6.5.6  当喷灌机采用渠道供水方式时，应在供水渠道一侧或两侧留出驱动台车行走的通

道，供水渠道宜符合下列要求： 

a)  渠道中心线与喷灌机行走方向平行且顺直； 

b)  渠道过水断面进行防渗处理； 

c)  渠道长度满足喷灌机灌溉控制地块的作业需求； 

d)  渠道宽度和深度满足驱动台车上水泵的吸水要求。 

5.6.5.7 当灌溉区域或地块整体地面坡降符合本规范 4.3 节要求，但局部地形不能满足正

常运行要求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a)  对灌溉区域或地块内局部凸起或低洼处进行整平处理； 

b)  采用较长或较短跨距桁架。 

5.7  规划设计图样 

规划设计的图纸和图形符号应符合《农业灌溉设备  承压灌溉系统图形符号》GB/T 

24671 和《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设计通用图形符号》SL 556 的规定。 

6  选型与设计计算 

6.1  选型 

6.1.1  所选喷灌机应经过法定机构检测或认定合格。 

6.1.2  所选喷灌机的安全性应符合《外壳防护等级》GB 4028、《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

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 5226.1、《农林机械  安全  第 18 部分：软管牵引绞

盘式喷灌机》GB 10395.18 和《农林机械  安全  第 19 部分：中心支轴式和平移式喷灌机》

GB 10395.19 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6.1.3  同一灌溉区域宜选用同一企业制造的喷灌机。 

6.1.4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平移式喷灌机喷头可按下列规定选择： 



9 

    a)  配套低压喷头采用倒挂安装方式，安装地隙不宜低于作物冠层； 

b)  低压喷头应优先选用旋转式阻尼喷头；当灌溉区域土壤为砂土或砂壤土，低压喷

头可选用非旋转散射喷头。 

6.1.5 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应满足系统设计工作压力水头和设计流量的要求。 

6.2 设计计算 

6.2.1 设计参数 

6.2.1.1 设计灌水定额宜按（1）式确定： 

phm  /)(1.0 21   ………………………………………（1） 

式中： 

m——设计灌水定额，单位为毫米（mm）； 

γ——土壤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h——计划湿润层深度，单位为毫米（mm）； 

β1——适宜土壤含水量上限（重量百分比）； 

β2——适宜土壤含水量下限（重量百分比）。 

ηp——田间喷洒水利用系数，风速低于3.4m/s，ηp =0.8～0.9；风速为3.4～5.4m/s，

ηp =0.7～0.85。 

6.2.1.2 设计灌水周期宜按式（2）确定： 

            wmT p / …………………………………………（2） 

式中： 

T——设计灌水周期，单位为天（d）； 

W——设计日耗水量，单位为毫米每天（mm/d），可取作物需水临界期的平均日需水

量；。 

6.2.1.3  单台喷灌机控制灌溉面积需水流量可按式（3）计算： 

                    Q= (10×W×A)/(t×ηp)………………………………（3） 

式中： 

Q——单台喷灌机控制灌溉面积需水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A——单台喷灌机控制灌溉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t——设计日灌水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滚移式喷灌机和

拖管供水的平移式喷灌机宜选12～20h，中心支轴式喷灌机和渠道供水的平移式喷灌机宜选

20~22h； 

6.2.1.4  喷灌机入机流量可按式（4）确定： 

Q0≥.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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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0——喷灌机入机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6.2.2 工作参数 

6.2.2.1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1）规划灌溉条带宽度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单喷头车的灌溉条带宽度可按式（5）计算： 

b=2×kR1    ……………………………………（5） 

式中： 

b——规划灌溉条带宽度，单位为米（m）； 

k——射程折减系数，见表 1； 

R1——喷头射程，单位为米（m）。 

表 1  射程折减系数 

风速/（m/s） 0.3～1.6 1.6～3.4 3.4～5.4 

K 0.8～0.7 0.7～0.6 0.6～0.5 

——桁架式喷头车的灌溉条宽度可按式（6）计算： 

b=B+2×kR2  ……………………………………（6） 

式中： 

B——桁架长度，单位为米（m）； 

R2——桁架两端喷头射程，单位为米（m）。 

 2） 一次连续有效喷洒长度可按式（7）计算： 

S=L+0.5×R  ……………………………………（7） 

式中： 

S——一次连续有效喷洒长度，单位为米（m）； 

L——铺开地面的 PE 输水管长度，单位为米（m）； 

0.5——折减系数； 

R——单喷头车喷洒时，R=R1；桁架式喷头车喷洒时，R=R3，R3 为除桁架两端喷头以

外的其他喷头射程，单位为米（m）。 

3） 喷灌强度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通过实测确定； 

    ——单喷头车的喷灌强度可近似用式（8）计算： 

])9.0(/[)3601000( 2
1   RqP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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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强度，单位为毫米每小时（mm/h）； 

q——单喷头流量（m3/h） 

α——喷洒扇形角，单位为度（°），单喷头喷洒扇形角一般取 α=200°～300°； 

    0.9——折减系数。 

4）  喷头车作业时的移动速度可按式（9）计算： 

)/()1000( bmqv   ……………………………（9） 

式中： 

v——喷头车作业时的移动速度，单位为米每小时（m/h）。 

6.2.2.2 滚移式喷灌机   

1）喷灌机两个相邻作业位置间距可按式（10）计算，计算结果宜调整为滚轮有效外缘周

长的整倍数。 

b1 = Kb×R1……………………………………（10） 

    式中： 

    b1——喷灌机两个相邻作业位置间距，单位为米（m）； 

    Kb——定位喷洒间距与喷头射程之比，无量纲，根据风速大小取值范围1.0～0.8；  

    R1——喷头射程，单位为米（m）。 

2） 喷灌机定位喷洒有效长度可按式（11）确定 

La=Ls+2KaR………………………………………（11） 

    式中： 

    La——喷灌机定位喷洒有效长度，单位为米（m）； 

    Ls——喷灌机整机长度，单位为米（m）； 

    Ka——射程折减系数，与风速有关，由表2查得。 

表2  Ka值 

设计风速 

m/s 
0.31.6 1.63.4 3.45.4 

Ka 0.80.7 0.70.6 0.60.5 

3）  喷灌强度可按式（12）～式（16）计算： 

P = KW×CP×Ps………………………………………（12） 

KW = 1.08×V
0.194

……………………………………（13） 

KW = 1.12×V
0.302

……………………………………（14） 

)))2/((1/)2/(arccos90//( 2RaRaRaC p  
……………（15） 

Ps = (1000×q) /(π×R
2
)………………………………（1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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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喷灌强度，单位为毫米每小时（mm/h）； 

    KW——风系数，无量纲；轮轴支管垂直风向时，按式（13）计算；轮轴支管平行风向

时，按式（14）计算； 

    CP——组合系数，无量纲； 

    V——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a——喷头间距，单位为米（m）； 

    Ps——无风情况下单喷头全圆喷洒的设计喷灌强度，单位为毫米每小时（mm/h）。 

4）  喷灌机在一个作业位置的灌水时间可按式(17)计算： 

t1 =0.001×La×b×m /Q………………………………（17） 

    式中： 

    t1——喷灌机在一个作业位置的灌水时间，单位为小时（h）； 

6.2.2.3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1）  喷灌机整机长度应按式（18）计算 

xi

n

is LnlL  
1

 …………………………………………（18） 

式中： 

Ls——喷灌机整机长度，单位为米（m）； 

l i——第i种桁架跨距，单位为米（m）； 

ni——第i种桁架的数量； 

lx——末端悬臂长度，单位为米（m）。 

2) 喷灌机有效长度 

喷灌机的有效长度应按式（19）计算： 

RLL SY  75.0 ……………………………………………(19) 

式中： 

YL ——喷灌机有效长度，单位为米（m）； 

Ls——喷灌机整机长度，单位为米（m）； 

R——安装在喷灌机末端的喷枪（或喷头）的射程，单位为米（m），当有末端喷枪

时为末端喷枪的射程，当无末端喷枪时为末端喷头的射程。 

3) 喷灌机灌溉控制面积 

在一个作业位置的覆盖面积可按式（20）计算： 

   10000/360/ 2
YLA   ………………………………（20） 

式中： 

A ——喷灌机在一个作业位置的覆盖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α——喷灌机田间运行扇形角度，单位为度（°）。 

喷灌机灌溉控制面积 A 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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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心支座固定型喷灌机，灌溉控制面积按式（20）直接计算得出； 

——对于拖移型喷灌机，可按式（20）分别计算喷灌机在各个作业位置的覆盖面积，

并将其相加得出。 

4）  喷灌机运行一周 短时间可按式（21）计算： 

)10800/()( fm   nDiLt in …………………………………（21） 

式中： 

tmin——喷灌机运行一周 短时间，单位为小时（h）； 

Lf——中心支座中心点与末端塔架车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i——行走驱动装置总速比，无量纲； 

D——配套轮胎有效直径，单位为米（m）； 

n——驱动电动机额定转速，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田面滑移系数，无量纲； 

5） 喷灌机运行一周的 小灌水深度可按式（22）计算： 

AtQh /1000 min0min  …………………………………（22） 

式中： 

hmin——喷灌机运行一周 小灌水深度，单位为毫米（mm）。 

Q0——喷灌机入机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6）百分率计时器设定值可按式（23）计算： 

mhx /min …………………………………（23） 

式中： 

x——百分率计时器设定值，单位为百分比（%）。 

6.2.2.4 平移式喷灌机 

1）喷灌机有效长度按式（24）计算： 

)(75.0 21 RRLL SY 
………………………………

（24） 

式中： 

YL ——喷灌机有效长度，m； 

SL ——对于单侧平移式喷灌机，指主驱动台车至输水管路末端喷枪间的距离，对于

双侧平移式喷灌机，指喷灌机输水管路 外端喷头（喷枪）距离，m； 

n ——喷灌机末端喷头（喷枪）的数量，个； 

R1、R2——喷灌机两侧末端喷头（喷枪）的射程，m；当有末端喷枪时为末端喷枪的

射程，当无末端喷枪时为末端喷头的射程。 

2） 喷灌机沿灌溉地块长度灌一次水的设计灌水时间按式（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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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QLmLt ba 0.001
 

…………………………………（25）

               

 

式中： 

t ——沿地块长度灌一次水的灌水时间，h； 

m ——设计灌水定额，mm； 

aL ——灌溉地块长度，m； 

bL ——灌溉地块宽度，m； 

0Q ——喷灌机入机流量，m3/h。 

5） 喷灌机沿灌溉地块长度灌一次水的 小深度按式（26）、（27）计算： 

AtQh /1000 min0min   …………………………………（26） 

maxmin /vLt a …………………………………（27） 

式中： 

hmin——喷灌机运行一周 小灌水深度，单位为毫米（mm）; 

vmax——百分率设定值 100%时的喷灌机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 

6）百分率计时器设定值按式（28）计算： 

mhx /min  …………………………………（28） 

式中： 

x——百分率计时器设定值，单位为百分比（%）。 

6.2.3 水力计算 

输水管道水力计算宜参照国标GB/T 50085。 

6.2.4 设计流量与设计水头 

6.2.4.1 系统设计流量应按式（29）计算： 





pn

i
Gi

1
0 /QQ  …………………………………（29） 

 

式中： 

Q——系统设计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Q0——设计工作压力下的喷灌机入机设计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np——同时工作的喷灌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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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G——管道系统水利用系数，取 0.95～0.98。 

6.2.4.2 系统设计水头按式（30）计算： 

H=Hm+Hw+ΔZ  ……………………………（30） 

式中： 

H——系统设计水头，单位为米（m）； 

Hm——喷灌机入机压力水头，单位为米（m）； 

Hw——喷灌机入口前的管道水头损失，单位为米（m）； 

 ΔZ——水源工作水位与喷头 不利位置的高程差，单位为米（m）。 

7  安装调试 

7.1  一般规定 

7.1.1  喷灌机在交货时，应按订货合同对所供喷灌机及其配套件的型号、规格、数量以及

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进行现场核查，查验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和质量保

证单等文件的有效性。 

7.1.2 喷灌机及其配件运抵现场后，包装物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  包装物完整无损； 

b)  包装物有轻微损坏，但未对所包装的设备外观造成损坏。 

7.1.3 喷灌机及其配套件的外表面防护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涂层无露底、堆积、夹杂质、流坠和失光等缺陷； 

    b)  镀层无露镀、起泡、剥落、锈蚀等现象； 

c)  化学热处理防护层无锈蚀现象。 

7.1.4 喷灌机运行维护应按《喷灌工程技术管理规程》SL569 执行。 

7.2  卷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7.2.1  安装调试 

7.2.1.1 按照说明书要求，组装喷头车，将喷头车与 PE 卷管连接； 

7.2.1.2  按照作业要求调整喷头车轮距，并用牵引设备将其拉出一段距离。 

7.2.1.3  牵引 PE 软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变速杆应处在空挡位置； 

    b)  牵引速度应均匀，且不得超过 5km/h； 

    c)  牵引设备不得突然间停止； 

7.2.1.4  回收 PE 软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变速杆应处在回收位置； 



16 

b)  PE 软管应处于卷绕拉伸状态；  

c)  速度设定应符合说明书要求。 

7.2.1.5  PE 软管回收结束时，应自动升举喷头车并锁定支撑架，驱动卷盘的动力机自动

关闭，然后将绞盘转到转移状态并锁定。 

7.2.3  试运行 

7.2.3.1 应使用拖拉机等牵引设备转移喷灌机至作业点，转移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绞盘、支撑架、喷头车等均应锁定； 

    b)  PE 软管应固定在绞盘上； 

    c)  牵引速度在公路上不应超过 10km/h，田间不应该超过 5km/h。 

7.2.3.2  喷灌机到达作业点后，调整绞盘使喷头车行走方向与喷灌条带一致，并锁定。 

7.2.3.3  放下喷头车，并把喷头车牵引到喷灌条带的另一端，当绞盘上的白色警线出现时，

应立即渐停牵引，牵引时应符合本规范 7.2.1.3 要求。如果 PE 软管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或

表面温度超过 35℃时，应先通水将 PE 软管冷却再牵引或回收。 

7.2.3.4  连接给水栓，启动水泵，提供压力水。 

7.2.3.5  按照设计灌水量调整喷头车回卷速度，回卷时应符合本规范 7.2.1.4 要求。调整

喷头车移动速度时，不应使喷洒水在地表产生径流。 

7.2.3.6  喷灌条带完成灌溉后，应符合本规范 7.2.1.5 要求； 

7.3  滚移式喷灌机 

7.3.1  安装调试 

7.3.1.1  将驱动车、滚轮、喷头矫正器、制动支杆、取水软管组件等部件单独组装，然后

再进行喷灌机总装。 

7.3.1.2  部件安装时，安装场地应选择在灌溉地块附近且开阔平整地段。 

7.3.1.3  整机安装时，应在临近给水栓处，划出一条以给水栓为起点与供水管道垂直、且

长度不小于喷灌机整机长度的直线，作为喷灌机的安装基准线（即轮轴支管中心线）。 

7.3.1.4  开始组装整机时，将待安装的所有喷灌机零部件运抵现场，并摆放在安装基准线

上适当位置。 

7.3.1.5  应从靠近给水栓的位置开始组装整机，第一根轮轴支管的位置应保证喷灌机取水

软管组件能与给水栓方便、可靠连接。 

7.3.1.6  驱动车安装在喷灌机整机长度的中间部位。 

7.3.1.7  喷灌机及其部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驱动车以及所有轮轴支管位于安装基准线上； 

    b)  所有紧固件均已拧紧、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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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轮轴支管上的所有喷头接口均铅直向上。 

7.3.1.8  安装结束后，应对轮轴支管进行冲洗，直至流出清水为止。 

7.3.1.9  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给驱动车的配套动力机加入适量的润滑油、冷却水和燃

油。 

7.3.1.10 取水软管组件与给水栓连接应可靠。 

7.3.2  试运行 

7.3.2.1  喷灌机滚移到作业位置后，轮轴支管上的所有喷头接口均宜垂直向上。当两端轮

轴支管远端部位的喷头接口向后侧倾斜，经喷头矫正器矫正后仍不能保证喷头正常工作时，

应将驱动车继续向前滚移一段距离再返回，使所有喷头接口铅直向上。 

7.3.2.2  向喷灌机通水时，应缓慢开启给水栓，直到轮轴支管内的空气完全从喷头排出后，

再将给水栓完全开启。 

7.3.2.3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停机检查并排除故障： 

    a)  喷灌机入机水压偏高或偏低； 

    b)  供水管道或轮轴支管连接处漏水； 

    c)  喷头喷嘴堵塞或运行不正常。 

7.3.2.4  在作业位置喷灌完成后，喷灌机滚移前应检查并确认下列事项： 

    ——先关闭给水栓，待轮轴支管内的存水已经自动泄水阀和轮轴支管连接处排尽，再

从喷灌机上拆下取水软管； 

    ——检查并确认制动支杆摆放在喷灌机滚移前进方向的后侧； 

    ——观察并确认行走方向区域内没有人员、车辆及其他障碍物。 

7.3.2.5  喷灌机滚移应在 低速度状态下启动，并根据现场情况缓慢加速。 

7.3.2.6  滚移过程中，允许驱动车两端的轮轴支管向后弯曲（滞后），但两端的弯曲程度

应一致。 

7.3.2.7  当驱动车两端轮轴支管的弯曲程度不一致并对继续向前滚移造成不利影响时，应

暂停滚移，人工将弯曲程度小的一端的轮轴支管和滚轮向后搬移，保持驱动车两端轮轴支

管的弯曲程度一致。 

7.4  中心支轴式喷灌机 

7.4.1  安装调试 

7.4.1.1  与喷灌机安装有关的电源、水源、土建工程等已完工，并经验收合格。 

7.4.1.2  应根据安装工作进度，将待安装的喷灌机零部件运抵现场，将其按整机顺序摆放

在田间适当位置。 

7.4.1.3  喷灌机安装宜按下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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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装中心支座（含支轴弯管、主控制箱、集电环、首端运行指示灯、柔性接头等）； 

b)  安装首跨桁架（含电缆、U 形弯管、喷头悬吊软管等）； 

c)  安装首跨塔架车（含塔架盒、电机减速器、万向节、万向节护套、传动轴、传动

轴套管、车轮减速器、车轮等）； 

d)  安装中间桁架（所含零部件同首跨桁架）； 

e)  安装中间塔架车（除采用中间塔架盒外，其余同首跨塔架车）； 

f)  安装末跨桁架（除同时安装末端悬臂、排污阀和末端喷枪组件外，其余零部件同

首跨桁架）； 

g)  安装末端塔架车（除采用末端塔架盒、增加末端运行指示灯外，其余所含零部件

同首跨塔架车）； 

h)  首跨桁架与中心支座组装、各跨桁架与塔架车组装以及桁架输水管连接等； 

i)  安装喷头、压力调节器、配重等； 

j)  电气控制系统接线（含接地体）； 

k)  水源连接。 

7.4.1.4  中心支座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支轴弯管应铅直，在任何方向的倾斜角均不应大于 1°。 

b) 支轴弯管密封圈应安放平整，不应挤压或划伤。 

c) 进出电缆的两端管孔的压紧螺母应锁紧。 

d) 四根立柱的地脚应采用地脚螺栓或其他紧固方式与中心支座混凝土基础固紧。 

7.4.1.5  桁架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输水管法兰垫片应摆放平整，其内圆不应遮挡桁架输水管过流断面。 

b)  安装后，从仰视方向看，输水管应成一条直线，两侧的拉筋应对称；从水平方向

看，桁架输水管的拱形应圆滑，相同跨距桁架的输水管拱形应一致。 

c)  电缆应从喷头座孔的两侧交叉穿过，并用电缆卡子固定在桁架输水管上。 

d) 所有喷头悬吊软管下端应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7.4.1.6  塔架车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个塔架车上的一台电机减速器和两台车轮减速器的传动轴应在同一条直线上。 

b) 每个塔架车上的两个车轮均应与底梁平行，两个轮胎的花纹方向应相反。 

c) 应安装万向节护套和传动轴套管，且万向节护套和传动轴套管能在万向节和传动

轴上自由转动。 

d)  塔架盒与电机减速器之间的电缆应固紧在塔架车立柱上；富余的电缆应捆扎固

定。 

7.4.1.7  悬臂和末端喷枪组件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9 

a) 悬臂、排污阀和末端喷枪组件安装应与末端桁架安装同时进行。 

b) 安装后，从仰视方向看，悬臂输水管应与末端桁架输水管在同一条直线上。 

c) 末端增压泵的安装部位宜靠近末端塔架车。 

d) 根据规划设计要求和产品使用说明书，通过调整末端喷枪的换向机构限位装置，

将末端喷枪喷洒扇形角调整到所需角度。 

7.4.1.8  喷头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喷头安装应与压力调节器、配重等的安装同时进行。 

b) 喷头距地面的高度应符合规划设计要求。 

c) 喷头安装应严格按喷头配置的规定进行。 

d)  安装喷头时，宜由两人配合进行，一人安装，另一人检查核对。 

7.4.1.9 电气控制系统接线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喷灌机电气控制系统接线应按制造厂提供的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进行。所有连接

部位均应压紧，不得松动。 

b)主控制箱、集电环、塔架盒、电动机接线盒等电器箱盒的外部不宜有电缆接头。当

电气箱盒外部有电缆接头时，应采用防水接头或进行防水处理。 

c)应在喷灌机中心支座附近埋设电阻值不大于 4Ω的接地体，并将中心支座与其可靠

连接。 

7.4.1.10  同步控制机构调整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同步控制机构应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整。 

b) 应在喷灌机正向旋转和反向旋转两种运行模式下，分别对同步控制机构进行调

整。 

c) 宜从次末端塔架车开始向中心支座方向，依次对安装在各塔架盒底部的同步控制

机构逐一进行调整。 

d) 同步运行控制角宜为 1°；同步安全控制角宜为 2°。 

7.4.2  试运行 

7.4.2.1 喷灌机应在无水状态下使末端塔架车运行 30～50m，待运行正常确认后再通水运

行。 

7.4.2.2  向喷灌机通水时，应缓慢开启进水口阀门，直到输水管内的空气及杂质完全从

末端排污阀喷头排除和清洗后，关闭排污阀，再将进水口阀门完全开启。 

7.4.2.3  喷灌机应正、反向交替运行，并应能正常工作。 

7.4.2.4  启动施肥（药）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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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5  喷灌机试运行宜至少累计旋转一圈，并应能始终保持正常工作。 

7.4.2.6  打开末端塔架车附近的排污阀，应能将输水管道内的沉积物冲洗干净。 

7.4.2.7  关闭水源后，安装在输水管道上的自动泄水阀或其他泄水装置应能够自动泄空

管道内的余水。 

7.4.2.8 拖移型喷灌机拖移前，应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拖移时的行进速度不宜大于 4km/h

拖移到位后的试运行应符合本规范 7.4.2.1～7.4.2.6 相关规定。 

7.5  平移式喷灌机 

7.5.1  安装调试 

7.5.1.1  与喷灌机安装有关的电源、水源、土建工程等已完工，并经验收合格。 

7.5.1.2  喷灌机安装宜遵循下列顺序： 

a)  安装驱动台车（含动力机-水泵机组、发电机、水泵吸水管、喷灌机进水竖管、平

行导向装置、主控制箱、导向控制箱、电机减速器、万向节、万向节护套、传动轴、传动

轴套管、车轮减速器、车轮、施肥（药）装置、首端运行指示灯、柔性接头等）； 

b)  安装首跨桁架（含电缆、U 形弯管、喷头悬吊软管等）； 

c)  安装首跨塔架车（含塔架盒、电机减速器、万向节、万向节护套、传动轴、传动

轴套管、车轮减速器、车轮等）； 

d)  安装中间桁架（所含零部件同首跨桁架）； 

e)  安装中间塔架车（除采用中间塔架盒外，其余同首跨塔架车）； 

f)  安装末跨桁架（除同时安装末端悬臂和排污阀外，其余零部件同首跨桁架）； 

g)  安装末端塔架车（除采用末端塔架盒、增加末端运行指示灯外，其余所含零部件

同首跨塔架车）； 

h)  首跨桁架与驱动台车、各跨桁架与塔架车组装以及桁架输水管连接等； 

i)  安装喷头、压力调节器、配重等； 

j)  电气控制系统接线； 

k)  田间限位自动停机或限位自动返回装置； 

l)  水源连接。 

7.5.1.3  驱动台车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驱动台车车轮、平行导向装置等在田间的位置应符合规划设计和产品使用说明书

要求； 

b)  对于采用联轴器传递动力的动力机-水泵机组，动力机联轴器和水泵联轴器的上

下左右应对齐，两根轴端面之间的轴向间隙宜为 0.5～1.5mm； 

c)  对于采用 V 型胶带传递动力的动力机-水泵机组，动力机轴和水泵轴应平行，两

个胶带轮上的带槽应对正，所有胶带的松紧度应一致； 

d)  对于采用渠道供水方式的喷灌机，驱动台车上的水泵吸水管端部应位于供水渠道

横断面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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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导向地沟开挖、导向电缆敷设或 GPS 导向装置的安装，应在喷灌机制造厂或经销

商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 

f)  驱动台车的电机减速器、车轮减速器、车轮、万向节护套、传动轴套管、电缆等

安装应符合本规范 8.5.1.4 的规定。 

7.5.1.4  桁架的安装应按本规范 7.4.1.5 规定进行。 

7.5.1.5  塔架车的安装应按本规范 7.4.1.6 规定进行。 

7.5.1.6  悬臂与喷头安装应按本规范 7.4.1.7~7.4.1.8 规定进行。 

7.5.1.7  电气控制系统接线应按本规范 7.4.1.9 规定进行。 

7.5.1.8  同步控制调整应按本规范 7.4.1.10 规定进行。 

7.5.2  试运行 

7.5.2.1 喷灌机应在无水状态下运行 30～50m，待运行正常确认后再通水运行。 

7.5.2.2  向喷灌机通水时，应缓慢开启进水口阀门，直到输水管内的空气完全从喷头排

除后，再将阀门完全开启。 

7.5.2.3  喷灌机应正、反向交替运行，并应能正常工作。 

7.5.2.4  启动施肥（药）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7.5.2.5  喷灌机试运行宜完成一个灌溉区域，并应能始终保持正常工作。 

7.5.2.6  打开末端塔架车附近的排污阀，应能将输水管道内的沉积物冲洗干净。 

7.5.2.7  关闭水源后，安装在输水管道上的自动泄水阀或其他泄水装置应能够自动泄空

管道内的余水。 

8  验收 

8.0.1 喷灌机试运行合格后，应及时进行验收。 

8.0.2 喷灌机验收时，应具备下列资料： 

a)主要材料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检验记录或试验报告； 

b)关键部件检测记录或检测报告； 

c)试运行各项检查记录； 

d)质量问题及处理有关文件和记录； 

e)主要组成部件材料清单；  

f)其他有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