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14 发布 2020- 08 - 14实施

江 苏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发 布

农田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pipeline irrigation in paddy field

DB32/T 3816―2020

DB32
江 苏 省 地 方 标 准

ICS 93.160
P 57



DB32/T 3816―2020

I

目 录

前 言..................................................................................................................................................................I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一般规定...........................................................................................................................................................2

5 工程规划与设计...............................................................................................................................................3

5.1 水量供需平衡分析....................................................................................................................................3

5.2 管道系统布置............................................................................................................................................3

5.3 管道系统工作制度....................................................................................................................................4

5.4 设计流量....................................................................................................................................................4

5.5 设计水头....................................................................................................................................................5

5.6 水头损失....................................................................................................................................................5

6 管材与连接管件...............................................................................................................................................6

6.1 管材............................................................................................................................................................6

6.2 管件............................................................................................................................................................6

6.3 材料运输和储存........................................................................................................................................6

7 工程设施...........................................................................................................................................................7

7.1 首部枢纽工程............................................................................................................................................7

7.2 管道控制件................................................................................................................................................7

7.3 给水阀与出水口........................................................................................................................................8

7.4 智能测控设备.............................................................................................................................................8

7.5 其它附属设施............................................................................................................................................8

8 管道施工与设备安装...................................................................................................................................... 9

8.1 基本要求....................................................................................................................................................9

8.2 管沟开挖和基础........................................................................................................................................9

8.3 管道施工..................................................................................................................................................10

8.4 管沟回填..................................................................................................................................................10

8.5 设备安装..................................................................................................................................................10

8.6 附属建筑物施工......................................................................................................................................10

9 管道水压试验.................................................................................................................................................10

9.1 基本要求..................................................................................................................................................11

9.2 管道耐水压试验......................................................................................................................................11

9.3 渗水量试验...............................................................................................................................................11



DB32/T 3816―2020

II

10 工程检验与验收.......................................................................................................................................... 12

10.1 基本要求............................................................................................................................................. 12

10.2 工程配套设备检验............................................................................................................................. 12

10.3 施工安装质量检验............................................................................................................................. 12

10.4 工程验收............................................................................................................................................. 13

11 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13

11.1 基本要求............................................................................................................................................. 13

11.2 运行与维护......................................................................................................................................... 13

附录 A（规范性附录）加筋聚乙烯（PE）管材技术指标...............................................................................15

附录 B（规范性附录）加筋聚乙烯管道的连接方式.......................................................................................17



DB32/T 3816―2020

I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水利厅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中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海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叶健、沈建强、宋成法、刘敏昊、颜爱忠、丁亚、马恩禄、周晓锋、卜

亚祥、翟林鹏、缴锡云、蒋傲、王景成、吴宏霞、陈靚、郭守岩、章二子。



DB32/T 3816―2020

1

农田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田管道输水灌溉的工程规划与设计、管材与连接管件、工程设施、管道施工与

设备安装、管道水压试验、工程检验与验收、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及改造农田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建设与管理。其它管道输水灌

溉工程设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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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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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2 钢制管法兰 类型与参数

GB 9113 整体钢制管法兰

GB 5084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

GB/T 6111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耐内压试验

GB 13294 球墨铸铁管件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GB/T 18689-2002 农业灌溉设备小型手动塑料阀

GB/T 18691.4 农业灌溉设备 灌溉阀 第4部分：进排气阀

GB∕T 30948-2014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769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规范

SL 255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SL 317 泵站设备安装及验收规范

SL 550 灌溉用施肥装置基本参数及技术条件

DB32/T 3390 一体化智能泵站应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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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称压力 nominal pressure
管材、管件在20℃时的最大工作压力。

3.2

公称外径 nominal outside diameter
管材、管件标定的外径。

3.3
公称壁厚 nominal wall thickness
管材、管件壁厚的规定值，相当于任一点的最小壁厚。

3.4

工作压力 working pressure
管道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作用在管内壁的最大持续水压力，不包括水击压力。

3.5

水击压力 surge pressure
由管道内部流体流速的突变引起的流体对管壁的局部冲击压力。

3.6
实壁管 solid wall tube
任意横截面为同一种材料且为实心圆环结构的管材。

3.7

加筋聚乙烯（PE）管 reinforced polyethylene (PE) pipe
以聚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挤出成型过程中，在管壁内按均匀连续螺旋形成设置受力线材，复

合制成的管材。

3.8
给水装置 Water supply device

从输配水管网向田间供水进行灌溉的控制装置，包括给水栓和出水口。

3.9

给水栓 hydrant
从输配水管网向田间地面移动管道供水进行灌溉的给水装置。

3.10

出水口 outlet
从输配水管网直接向田间毛渠或格田供水进行灌溉的给水装置。

4 一般规定

4.1 规划设计时应收集掌握规划区地理位置、水文气象、水文地质、土壤、农业生产、社会经济以

及地形地貌、工程现状等资料；了解当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听取用户对管线布置、运行管理

等方面的意愿。

4.2 规划应在当地农业区划和水资源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应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总体规划相适应，

做到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分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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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建设，应将水源、泵站、输水管道系统及田间灌排工程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

划，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效益显著。

4.4 规划中应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选择投资省、效益高、节水、节能、省地及便于管理的

方案，并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山区、丘陵地区宜利用地形落差自压输水。

4.5 对特别重要的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在可能给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时，应进行环境评价。

4.6 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4.7 采用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时，泵站的设备完好率应符合 SL 255的规定。

4.8 规划应与道路、林带、供电、通信、生活供水等系统线路，以及居民点的规划相协调，充分利

用已有水利工程，并根据需要设置排水系统。

4.9 对灌溉面积较小，地形、水源及环境条件比较简单的灌区，可将规划、设计合并成一个阶段进

行。

4.10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确定，宜不低于90％。

4.11 管系水利用系数应不低于0.95,灌溉水利用系数应不低于0.80。

4.12 灌水定额一般采用水稻泡田定额，其数值可引用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灌溉定额，也可采

用当地的试验数据或成熟可靠的经验数据。

4.13 大田作物泡田延续时间宜根据控制泵站面积确定，一般不超过5天。

5 工程规划与设计

5.1 水量供需平衡分析

5.1.1 应利用长系列资料进行水量供需平衡分析，提出灌溉设计保证率下的可供水量和需水量。可

采用典型年法进行水量供需平衡计算。

5.1.2 供需平衡分析，包括降雨、蒸发、下渗、径流等分析方法，计算生育阶段可以进行调节的用

水量。

5.1.3 需水量大于供水量时，宜调整种植比例，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减少灌溉面积或增辟水源。

5.2 管道系统布置

5.2.1 管道布置应符合当地相关规划，并考虑地形、地质条件、道路建设、地下设施情况、施工条

件等因素，经过综合比较后确定。

5.2.2 管道布置宜平行于沟、渠、路，宜避开填方区和可能产生滑坡或受山洪威胁的地带；当管道

穿越铁路、公路或建（构）筑物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按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施工。

5.2.3 管道系统不宜超过3级，控制面积不宜超过300亩，支管上布置出水口；根据田块形状、水源

位置等条件，管道系统可布置成树状管网或环状管网。

5.2.4 管道与其它地下管道或建（构）筑物交叉时，管道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敷设和检修管道时，不应互相影响；管道损坏时不应影响附近建（构）筑物的基础；

b） 灌溉管道应尽可能避免穿越等级路面、高速公路、铁路或其它涉及市政管线设施；

c） 管道与其它地下管道或建（构）筑物的水平和垂直最小净距，应根据两者的类型、高程、施工

先后顺序和管道损坏后果等因素，结合工程地质情况综合确定；

d） 当与其它管道同槽排列施工时，管道之间净距应符合 GB 50014 的有关规定。

5.2.5 管道应直线敷设。当转弯部分采用圆弧连接时，其弯曲半径不宜小于130倍管道外径DW的值；

当采用直线段渐近弯道时，每段水流的折转角不得大于5°，渐近弯道半径不宜小于10倍管道外径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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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5.2.6 管道埋深必须大于冻土深度。

5.2.7 直线敷设的管道，当采用热熔、电熔连接时，如有分支、构筑物进水管和其它用水点时，各

侧端应有一段无分支的直管段，该直管段长度不宜小于1.00 m。

5.2.8 管道系统应根据管径、水压、环境温度变化状况、连接形式、敷设及回填土条件等情况，在

转弯、三通、变径及阀门处采取防推脱的混凝土支墩或金属卡箍拉杆等技术措施：焊制的三通、弯

营管件部位应采取混凝土包覆措施；非锁紧型承插连接管道每根管段应有3点以上的固定措施。

5.2.9 管道与其它管线交叉敷设时，其交叉点净距不应小于 0.15m，且可按GB 50268的要求执行。

5.2.10 管道敷设后，距管顶不小于0.30 m处宜埋设警示带，警示带上应标出醒目的提示字样。

5.3 管道系统工作制度

5.3.1 管道系统宜采用干管续灌、支管轮灌工作制度。

5.3.2 规模较小的管道系统可采用续灌工作制度。

5.3.3 轮灌组的规模不应过大，每个轮灌组的灌水延续时间不应超过1天，分配至单个出水口的流

量不应小于20 m3／h。
5.3.4 对于采用续灌工作制度的管道系统，可视为单独1个轮灌组，应符合5.3.3规定。

5.4 设计流量

5.4.1 灌溉系统设计流量，应按用水最紧张时期情况计算：

�� �
��
��t

……………………………………………（1）

式中：Ｑ0 ─灌溉系统设计流量，m
3
／h；

m─用水最紧张时期的灌水定额，m
3
/hm

2
；

Ａ─灌溉系统设计灌溉面积，hm
2
；

η─灌溉水利用系数

Ｔ ─一次灌水延续时间，d；

t ─日工作小时数，h。

5.4.2 树状管网各级管道或管段的设计流量，按下式计算：

�� �
�
�
��……………………………………………（2）

式中：Qi ─某级管道的设计流量，m
3
／h；

n ─该级管道上同时开启的出水口个数；

N ─同一轮灌组开启的出水口个数。

5.4.3 环状管网各级管道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 �……………………………………………（3）

式中：�� ─某个节点流量，m
3
／h；

��� ─节点 i 的第 j 管段流量（流入为正，流出为负），m
3
／h。

5.4.4 管道系统、各级管道或管段及出水口的流量，应在管道布置及管径已确定的条件下通过水力

计算确定；水泵加压的管道系统，应通过水泵工作点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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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管网系统水力设计，最小压力不低于设计压力的20%。

5.4.6 管道的允许设计流速宜根据管线、管材、管径、管网结构及管道投资、运行成本等因素综合

考虑确定，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在设计流量下，管内最小流速不宜低于 0.3 m/s；当配水管网兼有施肥或施药任务时，管内最

小流速不宜低于 0.6 m/s；

b） 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2.0 m/s。

5.5 设计水头

5.5.1 管道系统的设计工作水头，按下式：

�� � �� � �� � �� � ��� + ��� � ��……………………………（4）

式中：�� ─管道系统设计工作水头，m；

�� —管道系统进口高程，m；

�� —参考点出水口的地面高程，m；

�� —参考点给水装置出口中心与地面的高差，m；

��� 、 ��� —分别为管道系统进水口至参考点给水装置的管路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

失，m；

��—出水口的工作水头，m。

5.5.2 增压管道输水灌溉系统的水泵运行扬程与流量范围，应通过水泵工作点计算确定，并使其工

作于水泵的高效区内。水泵的设计扬程应按下式计算：

�p � �� � �� � �� � ���� + ���� ………………………………（5）

式中：�p ─灌溉系统水泵的设计扬程，m；

�� ─管道系统设计工作水头，m；

�� ─管道系统进口高程，m；

�� ─泵站的前池最低运行水位，m；

���� 、 ���� ─分别为站内管道的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即水泵吸水管进口至管

道系统进口之间的管路沿程水头损失与局部水头损失，m。

5.6 水头损失

5.6.1 管道沿程水头损失，按公式（6）计算：

�f � � ��

��
�……………………………………………（6）

式中：�f ─沿程水头损失，m；

f ─管材摩阻系数；Ｌ为管长，m；

Ｄ ─管道内径，mm；ｍ为流量指数；

ｂ ─管径指数。

对于塑料管材，参数 f、ｍ、ｂ值可分别取为 0.948×10
5
、1.77、4.77。对于薄壁塑料管，f 值应适

当扩大 5%～10%。

5.6.2 管道局部水头损失，按公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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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g
……………………………………………（7）

式中：��─局部水头损失，m；

� ─局部损失系数；

v ─管内平均流速，m／s；

g ─重力加速度，取 9.81 m／s
2
。

规划阶段可按沿程水头损失的 10%～15%估算，管道短的取小值，管道长的取大值。

5.6.3 出水口工作压力，应按厂家提供的资料确定，或根据出水口及衔接管件情况按水力学公式计

算。规划阶段可取2.0 m。

6 管材与连接管件

6.1 管材

6.1.1 灌溉用管材宜选用聚乙烯实壁管和加筋聚乙烯（PE）管，聚乙烯实壁管应符合GB/T 13663

的规定，加筋聚乙烯（PE）管应符合附件A的要求。

6.1.2 设计工作压力大于等于0.8 MPa时应选用加筋聚乙烯（PE）管等复合管材。

6.1.3 管材管径大于110 mm时宜优先选用加筋聚乙烯（PE）管等复合管材。

6.1.4 管材管径小于90 mm时宜选用实壁聚乙烯管管材。

6.1.5 选用的管材公称压力不应小于设计工作压力与残余水击压力之和。

6.2 管件

6.2.1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管道管件应符合GB/T 13663的规定。

6.2.2 热熔和电熔管件宜采用与管材同一级别的聚乙烯树脂加工成型，管件本体任何一点壁厚应大

于管材壁厚。

6.2.3 采用聚乙烯（PE8O、PE100）管材焊制二次加工成型的管件，所选管材的公称压力等级，不

应小于管道系统所选管材压力等级的1.25倍。

6.2.4 采用松套法兰片时，应首选耐腐蚀的球墨铸铁材质，并符合GB13294的规定。

6.2.5 采用钢制松套法兰片时，应符合GB 9112和GB 9113的规定，松套法兰表面宜采用喷塑防腐处

理。

6.2.6 当管道系统采用球墨铸铁管件时，其内外表面宜采取 PE喷塑防腐处理，防腐性能达到PE管

材要求。管件公称压力或承压性能应不小于管材的压力等级。

6.2.7 采用机械连接的管件，应采用整体环形橡胶件。

6.2.7.1 橡胶物理力学性能：

a） 邵氏硬度 45～55 度；

b） 伸长率应大于 500%；

c） 拉断强度不应小于 16 MPa；

d） 永久变形不应大于 20%；

e） 老化系数不应小于 0.8（70℃、144 h）。

6.2.7.2 橡胶宜采用三元乙丙（EPDM）、丁苯橡胶，橡胶件不得掺入再生胶。

6.3 材料运输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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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管材、管件短途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材运输时不得无规则堆放；

b） 管材、管件装卸和搬运时应轻放，应严防沾染污物、重压、与尖锐物件接触碰撞或划伤表面，

装卸时不得采用金属绳索，不得抛、摔、滚、拖。

6.3.2 管材、管件的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存放在温度不大于 40 ℃ 、通风良好的库房内，不得长期露天堆放；

b） 施工现场室外临时堆放时应进行遮盖，严禁再阳光下暴晒；

c） 管材、管件堆放位置应远离热源；

d） 管材应按规格堆放整齐，横向应有支撑件；

e） 带承口的管材，每层应交替堆放；

f） 施工工地的管材堆放高度不宜大于 1.50 m ，管件成袋、成箱的堆放高度不宜大于 2.00 m；

g） 管材堆放场地应平整、无尖硬突出物，底部应有横向支垫物，支垫物间距不宜大于 1.00 m、

宽度不宜小于 0.15 m ，管材外悬部分不宜超过 0.50 m。

7 工程设施

7.1 首部枢纽工程

7.1.1 泵房平面布置及设计，可按GB/T 50265或GB 50288的有关规定执行。

7.1.2 当取用地表水时，泵站进水池应设拦污栅，并应具备良好的水流条件。水泵类型应根据灌区

水源条件、动力资源状况、地形条件及设计流量与扬程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对比选择。

7.1.3 水泵及动力配套宜优先选用技术成熟、性能先进、高效节能的产品；水泵类型应根据灌区水

源条件、动力资源状况、地形条件及设计流量与扬程等因素，通过经济对比选择。

7.1.4 当设计流量不大于250 m
3
/h或总装机功率不大于100 Kw时宜优先选用一体化智能型泵站，一

体化智能泵站应满足DB32/T 3390的要求。

7.1.5 管道输水灌溉可设置施肥（药）装置。施肥（药）装置应符合SL 550的规定；

7.1.6 施肥（药）装置宜安装在泵站的泵房内，接口与管网连接应方便、可靠；外露转动部件应设

置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7.1.7 管道输水灌溉系统宜设量水设备，量水设备规格应与管道流量相适应；量水设备宜具备远程

通讯功能，并定时将计量数据发送给信息采集平台。

7.1.8 灌溉泵站宜考虑自动化控制功能，应能接受远程智能指挥调度系统的指令，并根据指令自动

运行。

7.2 管道控制件

7.2.1 各级管道的首端应设置开关阀。阀门宜采用闸阀、截至阀等不易快速开启和关闭的阀门。

7.2.2 阀门应满足设计压力和流量要求，且密封性好、安全可靠、操作维护方便、水流阻力小。

7.2.3 为保证管道输水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行，在压力管道轴线起伏段的高处和顺流向下弯处，应设

置进排气阀。进排气阀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8691.4的相关规定，且通气孔直径应按下列公式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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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c─进排气阀通气孔直径，单位毫米 mm ；

va─排出空气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可取 45m/s。

7.2.4 在顺坡压力管道的节制阀下游侧、逆坡压力管道节制阀上游侧，以及可能出现负压的其它部

位，应设置负压消除设施。负压消除设施的排放能力，在管道压力上升但未超过管材公称压力1.5

倍时，应达到管道的设计流量。

7.2.5 管道上安装的安全阀应符合GB/T 12241的相关规定。对安全阀检验时应在0.03 MPa静水压力

和1倍公称压力下各保压5 min，不应出现渗漏现象．

7.2.6 顺坡压力管道尾部以及管道局部最低点应设置泄水装置。

7.3 给水阀与出水口

7.3.1 给水阀（或出水口）应按灌溉面积均衡布设，间距宜为40 m～80 m，单口灌溉面积宜为0.25

hm
2
～0.5 hm

2
，单向浇地取较小值，双向浇地取较大值。

7.3.2 给水阀（或出水口）应结构合理、坚固耐用、密封性好、操作方便且水流阻力小，有足够的

过流能力。

7.3.3 给水阀（或出水口）宜优先选用具有低功耗和无线远程控制的一体化智能电动阀门。

7.3.4 给水阀（或出水口）的检验方法应采用以下方式进行：

a） 金属材质的结水装置在 1.5 倍额定公称压力下保压 5 min，塑料材质的给水装置在 GB/T

18689-2002 中表 A.2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给水装置不应出现永久变形和泄漏现象；

b） 塑料材质的给水装置在 0.02 MPa 静水压力和 l 倍公称压力下各保压 5 min，结水装置密封接

口处均不应出现渗漏现象。

7.4 智能测控设备

7.4.1 对灌溉规模较大、分布范围较广、人工控制操作复杂，且经济条件较好的管道灌溉工程，宜

采用田间自动控制系统。

7.4.2 田间自动控制系统应设置智能控制阀，灌水控制阀开启数量与灌溉系统流量调节联动，轮灌

组灌水时间应受约束于灌水周期。

7.4.3 具有田间自动控制功能的管道灌溉控制系统应具有土壤温湿度或稻田水位、气象及灌溉水量

等测量装置。

7.4.4 具有田间自动控制功能的管道灌溉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为减少田间布线，田间控制设备宜采用低功耗（内置电池或太阳能供电）、无线远传及控制的

一体化智能测控装置；

b） 田间自动控制设备宜采用无线通信实现远程控制；

c） 田间自动控制设备应具有手动应急控制的功能；

d） 出现管道破裂等故障时能及时停机；

e） 田间自动控制设备应具有防雷电措施。

7.5 其它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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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管道与建（构）筑物交叉时，应在充分考虑地形、地质条件以及安全、可靠和经济性的基础

上确定交叉的位置、形式和施工方法，交叉建（构）筑物应具有稳定性和密封性。

7.5.2 管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设置镇墩：

a） 管道内压力水头大于或等于 6 m，且管轴线转角大于或等于 15°；

b） 管道内压力水头大于或等于 3 m，且管轴线转角大于或等于 30°；

c） 管轴线转角大于或等于 45°；

d） 管道末端。

7.5.3 镇墩应设在坚实的地基上，用混凝土构筑，管道与沟壁之间的空隙应用混凝土填充到管道外

径的高度；镇墩的最小厚度应大于15 cm，其支撑面积应符合抗滑、抗倾稳定及地基强度等技术要

求。

8 管道施工与设备安装

8.1 基本要求

8.1.1 管道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a） 工程设计施工图及其它技术文件齐全；

b） 批准的施工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应进行技术交底；

c） 施工人员应了解管材及管件的一般物理力学性能，掌握施工程序和管道连接技术；

d） 施工材料相关资料已核实，产品已验证，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e） 施工工具、现场用电、材料储放等设施满足施工要求。

8.1.2 管道施工前，应按设计施工图要求进行放线定位、槽底标高测量。

8.1.3 管道应采用地埋式，管道埋设应包括管沟开挖、管道系统施工、管沟回填等步骤。

8.1.4 施工中应执行机械、电气设备等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

8.1.5 管道安装应符合GB 50268的有关规定。

8.2 管沟开挖和基础

8.2.1 管沟开挖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管沟开挖前应设置测量控制网点，控制网点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268 的有关规定；

b） 管沟应位于天然稳定土层中，管沟两侧的稳定土层宽度不应小于管道公称外径的 2.5 倍，不

足的应采取加固措施；

c） 管沟开挖深度，宜使管道工作在冻层以下，且埋深不小于 70 cm，如在冻层中埋设应经技术经

济论证，并有相应措施；

e） 管道施工的连接处，管沟开挖尺寸宜局部加宽。

8.2.2 管道地基基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道地基为天然土质地基时应连续平整，土质地基的原状土不应被扰动；

b） 管道位于淤泥、杂填土或其它高压缩土层的地基时，可采用清除换填等方法进行处理，换填

材料可采用黏土、砾石砂及其它性能稳定、无侵蚀性的材料。换填厚度应根据承载力计算确

定；

c） 湿陷性黄土、多年冻土、冬胀土、膨胀土、地下采空区等不良地基应进行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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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岩石或坚硬土层地基不可设为管道地基，如确为必要，必须铺设厚度不小于 100 mm 的中粗砂

垫层，密实度不应小于 95%。

8.3 管道施工

8.3.1 管道系统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道安装应在管沟、管道基础等验收合格后进行；

b） 管道安装前，应对管材、管件进行外观检查，清理管内杂物；

c） 管材采用人工搬运时应轻抬轻放，不应使管道在不平地面上滚动、在地面上拖动以及从地面

自有滚下沟槽。施工中应防止石块等重物撞击管道；

d） 管道安装宜按先干管后支管顺序进行；

e） 管道系统安装采用热熔或电熔连接时，设备的温度和时间控制、焊接设备的操作应按接头的

技术指标和设备的操作程序进行；

f） 管件采用法兰连接时，法兰应放入接头沟槽内，并保证管道中心线平直，法兰密封圈应与管

同心；

g) 当管道穿越铁路、高速路、载重道路时，应设置钢筋混凝土、铸铁等材料制作的保护套管，套

管内径应大于管道外径 300 mm。

8.3.2 管道系统安装完成后应对管道填土定位。对位置重要或易发生漏水的部位应在水压试验合格

后在进行回填；其余位置应在密封性和水压试验前及时进行回填。

8.4 管沟回填

填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填土中不应含有尖角、锐棱的块石和废弃物等；

b） 填土施工应分层对称进行，不应单侧回填，两侧压实度应相同，回填高度差不应超过 300mm；

c） 管道腋部填土应塞满、密实；

d） 管顶部分填土施工可用人工夯实或轻型机械压实，但不应直接作用于管道上；

e） 填土的含水量应控制在最优含水量的±3%的范围内。最优含水量可通过击实试验确定，击实试

验应符合 GB/T 50123 的规定；

f） 管顶最小覆土厚度应大于当地最大冻土深度。

8.5 设备安装

8.5.1 泵站及首部工程的机电设备、水泵、水表及阀门等定型产品应按厂家提供的安装说明书进行

安装，并应分别符合GB 50231、GB 50254、SL 317等规定。

8.5.2 给水装置安装前应进行检查，其转动部分应灵活；给水装置与竖管应连接稳固、可靠。

8.6 附属建筑物施工

8.6.1 附属建筑物施工应与管道安装过程同时进行。

8.6.2 阀门井和镇墩的施工应符合GB 50203的规定。

9 管道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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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本要求

9.1.1 管道水压试验包括耐水压试验和渗水量试验。若耐水压试验合格，即可认定为管道水压试验

合格，不再进行渗水量试验。

9.1.2 管道水压试验应在管道安装完毕并填土定位后进行，试验前应确保管道安装检查合格。

9.1.3 管道水压试验宜在环境温度5℃以上进行，否则应有防冻措施且试验完毕后应及时放空管道。

9.1.4 管道水压试验前，应编制试验方案，其内容应包括：

a） 水源引接及排水疏导路线；

b） 管端后背堵板及支撑设计；

c） 进水管路、排气孔及排水孔设计；

d） 加压设备及压力表的选择和安装；

e） 排水疏导措施；

f） 升压分段的划分及观测方案；

g） 试验管段的稳定措施；

h） 安全措施。

9.1.5 管道充水宜从下游缓慢灌入。灌入时，在试验管段的上游管顶及管段中的凸起点应设排气阀。

9.2 管道耐水压试验

9.2.1 管道耐水压试验长度不宜大于1000 m。对中间有连接件的管道可根据其位置分段进行试验。

9.2.2 管道耐水压试验采用的设备、仪表规格及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采用弹簧压力表时精度不应低于 1.5 级，最大量程宜为试验压力的 1.5～2.0 倍，使用前应

校正；

b） 水泵、压力表应安装在试验段下游的端部与管道轴线相垂直的支管上。

9.2.3 管道试压前应进行充水浸泡，时间不应小于12 h。管道充水后应对未回填的外露所有连接点

进行检查，发现渗漏应进行排除。

9.2.4 管道耐水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管道设计工作压力的1.5倍。

9.2.5 管道耐水压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道升压时，应排除管道内气体；

b） 应分级升压，注意检查后背、支墩、管身及接口，当无异常现象时，再继续升压；

c） 水压试验过程中，后背支撑、管道两端不应有人员逗留；

d） 水压试验时，不应对管身、接口进行敲击或缺陷修补，发现缺陷时，应作出标志，卸压后再修

补。

9.2.6 试验时升压应缓慢。达到试验压力保压10 min，管道压力下降不大于0.05 MPa，管道无泄漏、

无破损即为合格。

9.3 渗水量试验

9.3.1 若耐水压试验保压期间管道压力下降大于等于0.05 MPa，应进行渗水量试验。

9.3.2 试验时，先将管道压力缓慢升至试验压力，关闭进水阀， 记录管道压力下降0.l MPa所需时

间。再将管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关闭进水阀后立即开启放水阀向量水器中放水，记录管道压力下

降0.1 MPa时放出的水量。按下式计算实际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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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管道实际渗水量，单位为升每分千米〔L/（min·km）〕；
L --试验管道长度，单位为米（m)；

T --管道密封时,压力下降0.1MPa所经历的时间，单位为分（min)；

W---开启放水阀放水，管道压力下降 0.1MPa 时放出的水量，单位为升（L）。

9.3.3 不同内径D的管道允许最大渗水量按下式计算：

����� � �.1� �…………………………………………（11）

式中：�����--管道允许最大渗水量，单位为升每分千米〔L/（min·km）〕；

D --试验管道的内径，单位为米（m)；

9.3.4 实际渗水量不大于允许渗水量即为合格；实际渗水量大于允许渗水量时，应修补后重测，直

至合格为止。

10 工程检验与验收

10.1 基本要求

10.1.1 稻田管道输水灌溉工程验收应按类划分。划分宜按项目区和招投标标段工程结构划分。

10.1.2 工程项目验收前应提交全套设计文件、施工期间验收报告、管道水压试验报告、试运行报

告、工程决算报告、运行管理办法、竣工图纸和竣工报告。

10.1.3 对于规模较小的工程项目，验收前可只提交设计文件、竣工图纸和竣工报告。

10.2 工程配套设备检验

10.2.1 工程配套设备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附属设备应符合设计及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并应有产品出厂合格证；

b） 附属设备应有产品质量检查报告；

c） 承压附属设备的公称压力应不小于工作压力。

10.2.2 给水装置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给水装置操作应灵活方便，内外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有可能影响其性能或造成人身伤害的缺

陷；

b） 金属材质的给水装置在 1.5 倍额定公称压力下保压 5 min，塑料材质的给水装置在 GB/T

18689-2002 中表 A.2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给水装置不应出现永久变形和渗漏现象；

c） 给水装置在 0.02 MPa 静水压力和 1 倍公称压力下各保压 5 min，给水装置密封接口处均不应

出现渗漏现象；

d） 给水装置有水头损失资料。

10.2.3 进排气阀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8691.4的相关规定。

10.2.4 量水设备的最大误差应小于5%，并应有产品出厂合格证。

10.3 施工安装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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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管道输水灌溉项目的隐蔽工程必须在施工期间进行验收并填写中间验收记录和验收报告。

隐蔽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管材、管件、附属设备到工地的检查；

b） 管道及附属建（构）筑物的地基和基础；

c） 管道镇墩设置、井室等构筑物的砌筑情况；

d） 管件的连接情况，穿井室等构建筑物的情况等；

e） 管沟底部高程、宽度、地基处理等、管沟回填情况应满足相关要求；

f） 管道的交叉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以及具有稳定性和密封性等。

10.3.2 管道试压试验检验用满足9.1-9.3的规定，试水不合格时应采取修补措施，再修补达到预期

强度后重新试压，直到合格。

10.3.3 首部枢纽工程及管道工程的基础尺寸和高程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铁件和地脚螺栓的位置

及深度，孔、洞、沟及沉陷缝、伸缩缝的位置和尺寸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地埋管道的沟槽及管基处

理、施工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 工程验收

10.4.1 工程验收前应提交批复的设计和设计变更资料、施工合同、施工期间检查验收记录、水压

试验和试运行报告、竣工报告和竣工图、工程预算和决算、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报告、工程建设监理

工作报告、工程质量评定报告、运行管理规程和组织等文件。

10.4.2 工程施工结束后，应由项目主管部门、监理单位、质量监督机构、运行管理单位的代表及

有关专家等组成工程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进行全面验收。

10.4.3 工程未验收移交前，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

10.4.4 工程验收应符合GB/T 50769的有关规定。

10.4.5 验收内容应包括下列各项：

a） 现场检查工程建设情况；

b） 审查有关技术文件及资料；

c） 核实建设内容，按照竣工图抽查工程数量；

d） 审查各单位工程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e） 听取建设单位的工作报告。

11 工程运行维护与管理

11.1 基本要求

11.1.1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建成后应建立管理组织，落实管护人员，制订管理制度和运行操作规程，

操作人员应进行专门培训后上岗。

11.1.2 运行前应检查机电设备、管道系统和附属设施是否齐全、完好，运行中应做好巡护工作。

11.1.3 应定期检查工程及配套设施的状况，并及时进行维护、修理或更换。

11.1.4 在冻害地区，冬季应及时放空管道内存水。

11.2 运行与维护

11.2.1 从河道、塘坝、渠道等水源处取水时，在水源附近应禁止取土、采石、建筑、爆破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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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工程安全的活动。

11.2.2 对水源工程除经常性的维护外，每个灌溉季节结束，应及时清淤、整修。

11.2.3 机压管道输水灌溉系应先开启给水装置，后启动水泵；轮灌改换给水装置时，应先开后关；

停灌时应先停泵，后关给水装置。

11.2.4 自压管道系统，应先打开排气阀和需放水的给水装置，必要时再打开管道上的其它给水装

置排气，然后缓慢地开闸充水。管道充满水后，缓慢地关闭作为排气用的其它给水装置。

11.2.5 泵站及首部工程的运行维护应按照《泵站技术管理规程》GB/T 30948的相关规定执行；采

用一体化智能泵站的应按照厂家提供的相关运行维护手册进行维护和保养。

11.2.6 具有田间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工程项目应按照系统集成商提供的相关运行维护手册进行维护

和保养。

11.2.7 各类阀门的开、闭应均匀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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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加筋聚乙烯（PE）管材技术指标

A.1 基本要求

加筋聚乙烯（PE）管应用 PE63 级及以上树脂，受力线材为碳素弹簧钢丝。碳素弹簧钢丝应符合

GB/T4357 中的相关 C 组及以上级别的规定。

A.2 分类

轻型输水管适应工作压力为：0.6MPa、0.8MPa、1.0MPa。

重型输水管适应工作压力为：0.8MPa、1.0MPa、l.6MPa、2.0MPa、2.5MPa、3.2Mpa。

A.3规格尺寸

表 A.1 加筋聚乙烯（PE）管的公称压力和规格尺寸（单位 mm）

注：1、表中丝距为钢丝缠绕的最大丝距；2、管道壁厚公差应符合 GB∕T 13663.2-2018《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 2部分：

管材》中的表 4。

规格
最大

外径

0.6MPa 0.8MPa 1.0MPa 1.25MPa 1.6MPa

最小

壁厚

钢丝直径

×丝距

最小

壁厚

钢丝直径

×丝距

最小

壁厚

钢丝直径

×丝距

最小

壁厚

钢丝直径

×丝距

最小

壁厚

钢丝直径

×丝距

90 90.6 2.8 0.4×7.2 3.0 0.4×7.0 3.8 0.4×6.8 5.0 0.4×6.5 7 0.4×6.0

110 110.7 3.0 0.4×7.0 3.2 0.4×6.8 4.0 0.4×6.6 4.5 0.4×6.2 5.2 0.4×5.8

125 125.8 3.3 0.4×7.0 3.5 0.4×6.8 4.5 0.4×6.6 5 0.4×6.2 6 0.4×5.8

160 161.2 4.3 0.6×6.8 4.5 0.6×6.6 5 0.6×6.4 5.8 0.6×6.0 7.3 0.6×5.5

200 201.2 5.2 0.6×6.8 5.5 0.6×6.6 6.0 0.6×6.4 7.2 0.6×6.0 9.0 0.6×5.5

250 251.5 6.5 0.6×6.8 6.8 0.6×6.5 7.2 0.6×6.2 9.1 0.6×6.0 11.2 0.6×5.5

280 283 6.9 0.6×6.8 7.2 0.6×6.5 8.3 0.6×6.2 10.3 0.6×6.0 12.5 0.6×5.5

315 316.9 8.0 0.6×6.8 8.3 0.6×6.5 8.5 0.6×6.2 11.5 0.6×6.0 14.0 0.6×5.3

355 357.2 10.7 0.8×6.5 11 0.8×6.3 11.5 0.8×6.0 13.6 0.8×5.8 16.1 0.8×5.5

400 402.4 11.5 0.8×6.5 11.8 0.8×6.3 13 0.8×6.0 14.8 0.8×5.8 18.1 0.8×5.5

450 452.7 13.5 0.8×6.5 14 0.8×6.3 15.5 0.8×6.0 16.5 0.8×5.8 20.0 0.8×5.5

500 503.0 14.5 0.8×6.5 15 0.8×6.3 16.5 0.8×6.0 18.4 0.8×5.8 21.5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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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物理力学性能要素

表 A.2 加筋聚乙烯（PE）管物理力学性能

A.5 其它

管内外壁应光滑,不应有气泡、裂纹、分解变色线及明显的痕纹、杂质、颜色不均等；管的两端应

切割平整并应与轴线垂直，管材外壁严禁筋材裸露。

项 日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受压开裂稳定性

(压至管外径的 50%)

无裂纹

筋材与塑料不脱开
按 GB/T 9647-2003 测定

环刚度

(kN/m2)
≥2 按(GB/T 9647-2003 测定

静液压试验

(20℃，1.5 倍公称压力，1h)

不破裂

不渗漏
按 GB/T 6111-2003 测定

爆破压力试验(20℃) ≥2.5 倍公称压力 按 GB/T 15560-1995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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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加筋聚乙烯管道的连接方式

B.1 连接方式

加筋聚乙烯（PE）管材可采用的连接方式，与普通 PE 实壁管相同，可采用热熔对接、热熔承插和

电熔承插连接。管径小于等于 110 的加筋聚乙烯管材（管件）连接宜采用热熔承插或电熔承插连接。

B.2 连接示意图

附图 B2.1 热熔对接示意图

附图 B2.2 热熔承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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