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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蔬菜节水滴灌技术的应用与制约因素 
郝志军 ，吴红梅2 

(1．辽宁省锦州市良种繁育中心，121000；2．辽宁省锦州市蔬菜生产办公室，121000) 

摘要：分析滴灌技术的应用效果，总结锦州市 

推广滴灌技术的现状，指出制约滴灌技术发展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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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地处辽西渤海湾与辽西走廊丘陵交融地 

带，属季风性气候区，十年九旱，气候干燥，水资 

源匮乏，因此引进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尤为重要。近几年，在辽宁省农委提出大力 

发展保护地生产的指导下，锦州设施建设得到了长 

足发展，设施蔬菜面积2010年增加到百万余亩。随 

着设施蔬菜面积的不断扩大，该市把节水滴灌作为 

温室大棚的配套技术进行推广应用，经过几年的试 

验示范推广，大部分温室已应用节水滴灌技术，保 

护地新增全套配套节水滴灌设备，目前膜下滴灌技 

术应用已达4．7万hm ，高效日光温室使用率达到 

90％以上。 

1 推广应用效果 

1．1 促进节水保墒 

使用滴灌灌溉可节水30％～50％以上，又可避 

免发生地表径流和渗漏，具有明显的节水保墒效果。 

1．2 维持土壤质地 

节水灌溉系统采用滴灌，确保土壤疏松，通透 

性好，土壤基本不板结。 

1。3 提高地温 

普通灌水经常是大水漫灌，会突然降低地温， 

而滴灌能明显提高地温2～3℃，对作物生长十分有 

利，使产品能提前 10 d左右上市。 

1．4 减少病害发生 

滴灌灌水量少，棚室内水分蒸发量减少，可降 

低棚室内20％左右的空气相对湿度，减少病害的发 

生与流行。 

1．5 节肥省工 

通过滴灌系统进行追肥，化肥随水流直接输送 

到作物根部，薄肥勤施，以水调肥，可实现精准施 

肥，提高肥料利用率。节水灌溉系统多是半自动化、 

自动化，灌溉施肥只要打开泵和阀门即可，供水快 

慢通过阀门调节，可提高工效 15～20倍。 

1．6 提高经济效益 

根据不同农户和不同作物品种的对比调查，使 

用节水灌溉系统后，每年667 m。可节省用工10％～ 

20％，增产20％～30％，两项相加约增收2 500元。 

安装温室滴灌每 667 m2投资约 3 000元，主要设施 

可连续使用5年以上，年度折旧500-700元，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生产利用 

滴灌技术，能有效提高蔬菜食用的安全性，且能改 

善产品品质。 

2 推广应用情况 

主要是选择膜下滴灌技术，即在滴灌带或滴灌 

毛管上覆盖一层地膜。这种技术是通过可控管道系 

统供水的，首先将水加压，经过过滤设施，再将水 

和水溶性肥料充分融合，形成肥水溶液，进入输水 

干管一支管一毛管，再由毛管上的滴水器定时定量 

供根系吸收。 

北镇市中安镇是棚室蔬菜主产区，主栽作物以 

甜瓜、辣椒为主，温室内应用膜下滴灌、配方施肥 

等先进配套技术后，667 m 甜瓜平均产值2．5万元、 

最高产值达3．5万元，667 m 辣椒平均产值2万元、 

最高产值 3．2万元。 

在凌海市娘娘宫镇蚂蚁村调查发现：8栋高效 

节能日光温室全部采用了膜下软管滴灌，安排的 

茬口都相同。第一茬均为叶菜类 (芹菜)，第二茬 

均为果菜类 (番茄)，第一茬棚收入在5 000-7 000 

元之间，第二茬棚收入在 12 000～17 000元之间， 

． ． 45．． 



 

文 献 综 述 Vegetables 2012．3 

两项折合 667 m 收入在2．5～3．4万元。 

2005—2009年应用滴灌技术的温室667 m 年 

平均产值达25 723元，比非应用滴灌技术的温室每 

667m 增加产值 4 865元，增收 30．5％。 

3 制约滴灌技术发展的因素 

3．1 滴灌工程的造价及质量参差不齐 

在各种节水灌溉工程造价中，大厂家生产的 

滴灌设备每667 m 造价在 1 000元左右，小滴灌 

厂生产的滴灌造价每667 m 能降至500元左右， 

但比起其他灌溉技术成本仍较高。由于农户独立 

承担滴灌工程投资的意识淡薄，政府扶持资金有 

限，造成滴灌工程资金普遍不足，其结果只能是 

简化滴灌系统配置、选用低等级管道、降低施工 

质量，造成滴灌系统功能不全，管网需要三天两 

头维修。 

3．2 小规模种植制约滴灌系统的合理有效使用 

目前，滴灌用户主要分布在新建的蔬菜园区和 

农村成片温室大棚种植区及果树种植区。蔬菜园 

区有利于统一管理，轮灌制度有保证，滴灌效果突 

出。然而，那些分散种植的农户自身面积较小，很 

难成片，滴灌技术推广面临不少困难。农村原有机 

井基本上是按管灌或渠灌方式布置，使得～家一户 

独立搞滴灌缺乏基本的水源配套条件。滴灌滴水 

时间 1次长达5～15 h，少量农户搞滴灌容易出现 

省水不省电，造成单位面积耗电增加。就成本开支 

而言 ，农户更关心耗电多少，并不在意节水量大 

小。 

3．3 滴头堵塞一直困扰滴灌系统的正常应用 

滴头流道直径一般小于 1 mm，防堵塞一直是 

滴灌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滴头堵塞主要是由悬 

浮物(沙和杂质)、溶解盐(主要是碳酸盐)等引起。 

目前市场上过滤器品种少，规格不全，即使配套过 

滤也只能主要解决泥沙等物理性堵塞，对于生物堵 

塞和化学堵塞的解决缺乏办法。调查中发现，一些 

工程设计过分简化了过滤器配置，过滤功能不强； 

有的用户对过滤器作用认识不足，私自取消网式或 

叠片过滤器的滤芯。据统计，现有报废滴灌工程中 

有1／3的原因是过滤出了问题。此外，目前适合滴灌 

用的肥料很少，多数肥料溶解性差，也是滴灌出现 

堵塞问题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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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滴灌布置和农艺栽培模式的矛盾影响滴灌技术 

推广 

由于滴灌行距调整困难，其使用范围正在受到 

农艺栽培模式的制约。温室里滴灌主要适合番茄、 

黄瓜等行栽蔬菜，滴灌管也大多按行距布置。当密 

植油菜、白菜、芹菜或开展育苗时，滴灌管行距被 

迫变窄，结果用管量增多，成本增加，使用也不方 

便。特别是变换行距、行向后，滴灌管的行距、行 

向也要跟着相应变动，很难做到滴灌一种植相互适 

应，非常被动。农户多是一家一栋或二栋大棚温 

室，面积小，种植作物品种杂，换茬勤，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系统的有效运行和购置使用滴灌设备的积 

极性。调查中，经常在农村温室里看到铺放凌乱的 

滴灌管和闲置在一旁的滴灌管，说明使用的效果并 

不理想。 

3．5 缺乏技术指导使得滴灌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滴灌属于新的节水技术，讲究少灌勤灌， 

和传统灌水方式相比差别较大。何时给作物灌水， 
一 次灌多长时间，滴灌如何施肥，农民不能一下子 

完全理解和准确掌握操作要领。调查中发现操作人 

员经常随意操作，往往运行不到位，管理较粗放，灌 

溉制度形同虚设。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也普遍缺 

乏滴灌相关知识，很难给用户正确及时的指导，而 

且滴灌厂家和承建单位又大多只重视设备安装，忽 

视后期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建设和使用环节脱节， 

导致滴灌应有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影响了滴 

灌技术的推广，令人惋惜。 

3．6 维护修理滞后阻碍滴灌系统的整体运行 

目前滴灌推广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 

象。一旦建设项目完成验收后就算万事大吉，缺乏 

必要的配套资金建立相应的维修管理支撑体系。使 

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维护检查，容易留下隐患。当 

出现管网损坏漏水或设备故障后，用户要么不知如 

何修理，要么买不到可供维护替换的器材，有的甚 

至根本无钱购买，结果是做不到及时维修，由于局 

部管道管件损坏造成整个系统停用甚至报废的例子 

并不鲜见。 

总之，滴灌是一项好的节水技术，具有相当的 

市场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滴灌技术的应用既 

有其优势，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应因地制宜地推广 

发展。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