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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第 2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

50363-20 1 8 ，自 20 1 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 原《节水灌溉工程技

术规范 >>GB/T 50363-2006 同时废止 。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www.mohurd.gov.cn) 

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8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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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12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2J 5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

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

范 >>GB/T 50363-2006 。

本标准共分 10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

规划与设计、灌概水源、灌溉制度和灌溉用水量、灌溉水的利用系

数、技术要求、效益与评价、管理及节水灌概面积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将原"工程规划"调整为"规划

与设计" ;将"工程及措施"调整为"技术要求'气将"效益"调整为"效

益与评价";将"灌溉管理"调整为"管理";按有关标准，修改补充原

规范"总则""术语川灌溉水源""灌溉制度和灌概用水量川灌溉水

的利用系数""节水灌概面积"的有关内容 。

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水利部负责日常管理，中

国灌概排水发展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在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地址 : 北京市

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60 号，邮政编码 :100054) 。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参 编单 位: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武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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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浙江省水利厅

主要起草人:闰冠宇王晓玲顾涛吴玉芹李光永

刘群昌 罗金耀何武全黄修桥杜秀文

吕天伟

主要审查人:冯广志赵竟成朱尔明 高安泽乔世珊

戴济群汪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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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1 为了使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管理技术可行、经济合理，促

进节水灌溉事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农、林、牧业等节水灌溉

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管理和评价 。

1. O. 3 节水灌概工程建设应做到因地制宜，保证质量，加强管理，

并与农艺、生物和管理措施结合，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

用，提高农业灌溉保障能力，保护生态环境 。

1. O. 4 节水灌溉工程应明晰产权，并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完善运

行管理规章制度，注重工程的持久良性运行 。

1. O. 5 节水灌概工程建设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 1 • 



2 术语

2.0.1 节水灌溉 water-saving irrigation 

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当地供水条件，高效利用降水和灌慨水，

以取得农业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措施 。

2.0.2 渠道防渗 canal seepage control 

减少渠道水量渗漏损失的技术措施 。

2. 0.3 管道输水灌概 Irrigation with pipe conveyance 

由水泵加压或自然落差形成的有压水流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

给水装置，采用地面灌溉的方法。

2. 0.4 喷灌 sprinkler irrigation 

利用专门设备将有压水流通过喷头喷洒成细小水滴，落到土

壤表面进行灌溉的方法。

2.0.5 微灌 mi croirri gation 

通过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

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

近土壤的一种灌水方法 。

2.0.6 改进地面灌溉 improved surface irrigation 

改善灌溉均匀度和提高灌溉水利用率的沟、睦、格田灌概

技术。

2. 0.7 注水灌 local irrigation with injection 

利用专门设备将一定量的水注入作物(种子)根区的土壤中，

改善土壤埔情，满足种子发芽和保苗需水的一种局部灌水方法，也

称坐水种 。

• 2 • 



3 规划与设计

3. 1 规划

3. 1. 1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应收集气象、水源、地形、水文、地质、土

壤、作物 、水利工程、灌溉试验、能源、材料设备、经济社会及有关规

划等方面的基本资料，并进行合理性和可靠性分析 。

3. 1. 2 节水灌概工程规划应与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土地利用、

水利发展、农业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相衔接;应符合现代农

业、新农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的要求 ;应充分利用已有

水利工程设施，并应与农田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网、供电设

施等统筹安排。

3. 1. 3 节水灌溉工程的规划应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水

资源承载能力、农业发展要求和节水灌概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合理

选择节水灌慨工程的类型和规模 。 节水灌概工程类型选择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对输水损失大、输水效率低的骨干渠道宜采用防渗措施 ;

2 有自压条件的灌区或提水灌区宜采用管道输水，地下水灌

区应采用管道输水;

3 经济作物种植区、设施农业区、高效农业区、集中连片规模

经营区以及受土壤质地或地形限制难以实施地面灌溉的地区宜采

用喷灌、微灌技术， 山丘区宜利用地面自然坡降发展自压 l质灌、微

灌技术 ;

4 以雨水集蓄工程为水源的地区宜采用微灌技术。

3. 1. 4 水资源平衡分析应符合实施最严格水资师、管理制度的要

求，应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优化节水灌溉技术措施，提出符合灌

溉设计保证率的需水量，并应实现供需平衡 。 水资源不平衡地区，



应采取调整灌溉方式及规模、调整种植结构、压缩灌溉面积等措

施 。 灌溉设计保证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灌概与排水工程设计

规范 ))GB 50288 的规定，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0203 的规定 。

3. l. 5 节水灌溉工程布置应结合现有水利工程、道路、林带、输电

线路等 .经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 改建或扩建的渠道防渗

工程，应复核原有工程布局，对不合理的渠系进行调整 ; 新建渠系

应经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 渠(管)网应避开特殊土地基和

可能产生滑坡或受山洪威胁的地带 。

3. l. 6 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报告、估算书及规划布置，图 。 灌概面

积大于或等于 333hm2 的 工程规划布 置宜绘制在 1/ 5000 ~ 

1/ 1 0000的地形图上，面积小于 333 hm2 的工程规划布置宜绘制在

1 /2000~ 1 / 5 000的地形图上 。

3.2 工程设计

3.2.1 工程设计应在批准的规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基础上，进行

补充调查、勘察，取得可靠的基本资料;应说明节水灌概工程设计

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和相关文件，明确节水灌溉工程等别、各建筑

物级别 。

3 . 2.2 工程设计应对规划报告的水资源平衡分析成果进行复核，

明确灌溉设计标准、作物灌概制度 ，核定灌溉设计保证率条件下的

灌溉用水量，确定工程建设范围和规模 。

3.2.3 工程设计应在技术方案比较的基础上，确定工程总体布置

方案和主要工程建设内容 。

3.2.4 节水灌溉工程设计应包括水源工程、首部枢纽、输配水渠

(管)网、田间工程以及各类辅助工程设计 。

3.2.5 节水灌概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工程设计应对批准的工程规模范围内的所有单项工程进

行全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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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源工程设计应对水量进行平衡分析计算，确定设计水平

年供水量;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

范 ))GB 50288 、 《泵站设计规范 )) GB/T 50265 和《机井技术规范 》

GB/ T 50625 的规定;

3 防渗渠道设计应在水力计算基础上，提出渠道纵横断面设

计和防渗衬砌结构设计成果;大中型渠道应根据沿线地质条件、设

计断面情况，进行边坡稳定分析计算;

4 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设计应提出首部枢纽和田间管

网布置方案 ，选定灌水器(给水栓)参数，确定灌溉制度和工作制

度，提出水力计算成果;

5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管道输水灌概工程设计应提出田

间沟、哇与格田等改进地面灌溉的方案 。

3.2.6 工程设计成果应包括设计说明书、图纸和概算书，应提供

下列附图:

1 节水灌概工程平面布置图;

2 渠(管、沟)道纵、横断面图;

3 首部枢纽布置图;

4 水源工程设计图;

5 主要建筑物及附属构筑物结构设计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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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灌溉水源、

4.0.1 节水灌溉应优化配置、合理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发挥灌

概用水的最大效益;应优先使用地表水，合理利用地下水;井渠结

合灌区直通过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调度运用，提高灌概水的重

复利用率;有条件的地表水灌区应合理利用灌概回归水 。

4. 0.2 7草概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的规定 。

4.0.3 新建、扩建的灌溉工程项目，当取水量较大且易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时，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游、论证制度，并编制水资

惊论证报告 。

4. 0. 4 节水灌溉工程取水量不得超过灌溉的可利用水量。 地下

水超采区或挤占生态用水的地表水灌区不得增加灌溉取水量，不

得新开采深层承压水发展灌溉 。

4.0.5 集蓄雨水作为灌溉水源时，集流能力应与蓄水容量相协

调，并应满足节水灌溉工程用水量要求 。

• 6 • 



5 灌溉制度和灌溉用水量

5.0.1 灌概制度宜依据当地节水灌溉试验资料确定 。 缺少资料

地区可根据条件相近地区试验资料或按水量平衡原理制定 。

5.0. 2 灌概制度应依据不同节水灌溉技术类型及其相应的灌概

设计保证率确定 。

5. 0. 3 灌概用水量应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按作物产量或水分生

产率高的灌溉制度确定。

5. 0. 4 水资源紧缺地区灌溉用水量宜根据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对

缺水的敏感性，采用灌关键水、非充分灌概等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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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灌溉水的利用系数

6. 1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要求

6. 1. 1 渠系水利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大型灌区不应低于 0 . 55 ， 中型灌区不应低于 0.6 5 ，小型灌

区不应低于 0 . 75; 全部实行井渠结合的灌区，渠灌时的渠系水利

用系数可在上述范围内降低 0.1 0 ;部分实行井渠结合的灌区可按

井渠结合灌概面积占全灌区面积的比例降低;

2 地下水灌区不应低于 O. 90 。

6. 1. 2 采用管道输水时，管系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 O . 95 。

6. 1. 3 田间水利用系数，水稻灌区不宜低于 O . 屿，旱作物灌区不

宜低于 0 . 90 D 

6. 1. 4 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渠道防渗输水灌慨工程，大型灌区不应低于 0.50 ，中型灌

区不应低于 0 . 60 ，小型灌区不应低于 0.70 ，其中地下水灌区不应

低于 0 . 80;

2 管道输水灌概工程不应低于 0 . 80 ;

3 喷灌工程不应低于 0 . 80 ; 

4 微灌工程不应低于 0.85 ，滴灌工程不应低于 0.90 。

6.2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测定方法

6. 2. 1 渠系水利用系数可用各级固定渠道水利用系数进行推算 。

渠道水利用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 第 A. O. 1 条规定进行测定 。

6. 2. 2 采用多种灌慨方式的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应按各种灌溉

方式的净灌水量之和与水源取水 口 的总取水量之比计算确定 。

6. 2.3 井渠结合灌区的灌慨水利用系数可根据地表水、地下水用



水量加权平均按本标准附录 A 公式 (A. O. 2)计算确定 。

6.2.4 田间水利用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A 公式 (A. O. 3- 1) 或公

式 (A. 0 . 3 -2)计算 。

6. 2. 5 灌溉水利用系数可采用首尾测算法或综合测定法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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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 要求

7.1 一般规定

7. 1. 1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和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的田间工程，

应采用改进地面灌溉技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旱作物灌区应平整土地，采用沟哇灌;白流灌区哇田长度

不宜超过 75m，沟灌灌水沟长度不宜超过 100m ，提水灌区哇田和

灌水沟长度均不宜超过 50m; 哇宽应按农机具作业宽度的整数倍

确定，不宜超过 4m;

2 水平蛙田田面相对高程标准偏差值宜小于 2cm ，唯田长度

和宽度宜根据渠(管)道可供流量、田间输配水系统布置和当地实

际条件确定;

3 平原水稻区格田长度宜为 60m~ 120m，宽度宜为 20m~

30m; 山丘区可根据地形条件进行调减;盐碱地冲洗灌溉格田，长

度宜为 50m~ 1 00m ，宽度宜为 10m~20m; 土地平整应以格 回为

基本单元，格田内 田面相对高程标准偏差宜小于 3cm;

4 地面灌溉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地面灌慨工程技术管理

规范 ))SL 558 的规定 。

7. 1. 2 采取管道输水的工程，管材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材选择应满足技术和经济要求，管径小于 400mm 时宜

选用塑料管材，地形复杂或寒冷地区宜选用聚乙烯塑料管道;管径

大于 400mm 时可选用玻璃钢管、钢筋混凝土管、钢筒混凝土管

等; 山丘区不具备地埋条件时宜选用金属管材;

2 管材的允许工作压力应不小于水击时产生的最大压力 ;

3 塑料管材允许工作压力不应低于管道设计工作压力的

1.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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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 管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网布置型式应根据水源位置、地形条件、田间灌溉形式，

通过方案比较确定 。

2 管道布置宜平行于沟、渠、路，应避开填方区和可能产生滑

坡或受山洪威胁的地带;管道布置应平顺，减少折点和起伏。

3 管网应设置控制、量测、泄水、安全保护和监测装置，寒冷

地区应采取防冻害措施 。

7. 1. 4 规模大、地形条件复杂的管网系统，应采取压力调节措施 。

7. 2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

7.2.1 水资游、严重紧缺地区、不良地质条件、渠床渗漏严重、需要

控制地下水埋深、高扬程提水等情况下的固定渠道、渠段应优先进

行防渗或衬砌 。 井渠结合灌区或可能对生态产生不利影响时，渠

道防渗应进行必要论证。

7. 2. 2 防惨渠道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工程技

术要求、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运用情况以及生态环境因素等，合理

选择防渗结构型式 。

7. 2.3 刚性材料防渗渠道，流量 1m3 / s 及以上宜优先采用弧形

坡脚梯形或弧形底梯形断面， lm3 / s 以下宜优先采用 U 形断面 。

刚性材料渠道防渗结构应设置伸缩缝，伸缩缝的间距和型式应根

据渠道断面大小、防渗层厚度、防渗材料等确定 。

7.2.4 地下水位高于渠底的刚性材料防渗渠道和埋铺式膜料防

渗渠道，渠基应设置排水设施，并保证排水出口畅通 。

7.2. 5 标准冻深大于 10cm 的地区，衬砌渠道的地基冻胀量大于

允许位移时，应采用防冻胀的技术措施 。

7.2. 6 防渗渠道在经过村庄或人口密集区的渠段，应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或必要的防护及救生设施 。

7. 2.7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600 的规定。



7.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7.3.1 旱作物种植区，当系统流量小于 30m3 / h 时，可采用一级

固定管道;系统流量在 30m3 / h ~ 60旷 / b 时，可采用干管、支管两

级固定管道;系统流量大于 60m3 / h 时，可采用两级或多级固定管

道 。 水稻种植区，可采用两级或多级固定管道 。

7.3. 2 田间固定管道长度不应低于每公顷 90m，且不宜大于每公

顷 180m ， 山丘区可依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 。

7.3.3 支管间距宜采用 50m~100m，单向浇地时取较小值，双向

浇地时取较大值。给水栓间距宜为 40m ~ 1 00m，经济作物取小

值，粮食作物取大值 。

7.3.4 采用移动式地面软管灌溉时，应有可靠水源，机、泵、管道

配套合理，软管长度不直大于 200m 。

7.3.5 给7)<栓应结构合理、坚固耐用、密封性好、操作灵活、运行

管理方便，水力性能好，在高寒地区给水栓矛11 出水立管应有防冻保

护措施 。

7.3.6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0203 的规定 。

7.4 喷灌工程

7.4.1 土地连片、作物种植统一、地面无障碍物、有可靠的水源和

电力设施、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统一管理的地区，宜采用中心支轴

式、平移式和绞盘式 l质灌机组 。

7.4.2 丘陵地区零星、分散耕地，水师、较为分散、无电源或供电保

证程度较低地区，宜选用轻小型机组式喷灌系统。轻型和小型移

动式喷灌机组的灌溉面积宜按每千瓦控制 0.667hm2 配置 。

7.4.3 喷灌系统应满足设计风速条件下的喷洒水利用系数、喷灌

强度、喷灌均匀系数和喷灌雾化指标要求;喷灌系统的设计喷灌强

度不应大于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 。



7.4.4 定喷式喷灌系统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0 . 75. 行喷式喷

灌系统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O . 85 。

7.4.5 喷灌系统日运行时间宜为 12h~ 1 8 h .最大不宜超过 21h 。

7.4.6 喷灌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I质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 的规定 。

7.5 微灌工程

7.5. J 微灌用7.]<应经过净化处理，并根据水质条件选择过滤器的

类型及组合方式 。

7. 5. 2 微灌系统首部应配置施肥、施药装置，施肥、施药装置应设

在过滤器上游 。

7.5. 3 灌水器应根据地形、土壤、作物及栽培模式和灌7l<.器 7)( 力

特性综合选择.i-在水应满足均匀度要求 。

7.5.4 微灌工程田间管网和毛管(带)布置应与作物栽培模式相

协调 。

7.5 . 5 微灌工程首部过滤器下游的管道应采用塑料管材，铺设在

地表的管道不应透光 。

7.5.6 采取滴灌时，是否覆膜应综合分析覆膜对作物生长和产

量、降雨利用率以及环境等影响，论证确定 。 采用膜下滴灌时，应

采取措施回收地膜 。

7.5.7 微灌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 的规定 。

7.6 其他

7. 6. J 注水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有可靠水源和取水、运水设备，注水灌设备和供水量应

满足作物在最佳时期内播种和苗期灌水的要求，且灌水均匀 ;

2 水源的控制面积应按每次灌水量不少于 75旷 I hm2计算 。

7.6.2 水稻控制灌溉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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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秧至返青期应浅水勤灌不脱水，田面保持薄水;

2 分囊前期应浅、湿、干交替灌慨，田面保持湿润;

3 分冀后期落干晒田，阴雨天、地肥、苗势旺、黠性土壤及低

洼田应重晒，高位、沙质土田应轻晒;

4 拔节孕穗期及时灌概，田面保持浅水层;

5 黄熟期湿润落干，遇雨及时排除田面积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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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效益与评价

8.0.1 应注重调查研究和效益跟踪监测，对节水灌溉工程实施后

效益评价采用的数据资料应翔实可靠 。

8.0.2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设计应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内部收益率

应不低于社会折现率，净现值应大于 0 ，效益费用 比应大于1. 0 。

节水灌溉项目效益费用 比应按本标准附录 A 公式 CA . O. 4)计算 。

8.0.3 效益应包括工程运行后实现的增产以及节水、节地、节肥、

省工等综合效益 。 效益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增产效益应按已发生年份的实际增产量或增产值计算 。

农业技术措施基本相同时，主产品与副产品的增产值应等于有、无

节水灌慨工程相比所增加的产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公式 CB. 0. 1) 

计算 。 农业技术措施不同时，增产值的计算应在公式 (B. O. 1 ) 中

乘以工程效益分摊系数，其值可参考类似地区的已有成果或依据

调查资料分析确定 。 元资料时，可按 O. 2 ~ O. 6 进行估算，丰水年

取小值，枯水年取大值 。

2 节水效益应按项目实施前后灌溉用水量间的差值进行分

析计算，表述为节水量或节水率，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公式 CB.O.2)

计算 。

3 节地效益应按项目实施前后减少田 间渠系占地情况进行

分析计算，表述为节地面积或节地率，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公式

也. O. 3)计算 。

4 省工效益应按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后与实施前的用工量差

值进行分析计算，表述为省工量或省工率，可按本标准附录 B 公

式 (B. 0 . 5)计算 。

5 节水灌溉工程经济效益评价时，各项效益间应不重复



计算。

8. 0. 4 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后，受益区种植业综合生产能力应明显

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应提高 15 % 以上或水分生产率提高 20 %

以上 。

8. 0. 5 节水灌溉工程建成正常运行一年后，应对工程进行评价，

评价指标宜包括增产、节水、节地、节能、省工效果及农业生产成本

变化，各指标的计算方法应符合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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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

9.0.1 应对工程管理人员进行上岗培训 ，掌握工程运行管理、维

护技能 。

9.0.2 节水灌溉工程的量水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地表水灌区应建立符合要求的量水网点;计收水费应以斗

口实测水量为依据，有条件的灌区宜计量到农口 。

2 地下水灌区应以井为单位配备量水设施，宜采用射频卡量

测控制技术 。

3 测量允许误差士 5 % 。

9. 0. 3 存在次生盐碱化或其潜在威胁的地区，应建立必要的水盐

动态监测系统，控制地下水埋深 。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节水灌溉

工程应依据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提供保护工程范围内生态环境的

需水量。

9. 0.4 大型灌区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灌概试验规范 )) SL 13 规

定开展灌溉试验;中、小型灌区和集中连片的地下水灌区，应定点

进行田间用水观测;水资源紧缺地区应进行非充分灌溉试验 。

9. 0. 5 利用地下水发展节水灌溉工程时，应配备地下水位、水量

监测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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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节水灌溉面积

10.0.1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且节水、增产效益指标达到本标准规

定，可认定为节水灌概工程面积 :

1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 . 1 节、第

7 . 2 节的相关规定;

2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 1 节、第 7 . 3

节的相关规定;

3 喷灌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1 节、第 7. 4 节的相关

规定;

4 微灌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6 章和第 7.1 节、第 7. 5 节的相关

规定 。

10. 0. 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认定为节水灌慨措施面积:

1 渠道防渗输水灌概工程 、管道输水灌慨工程、喷灌工程、微

灌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7 章的规定，但不完全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

规定或灌溉设计保证率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灌概与排水工程设

计规范 ))GB 50 28 8 的规定;

2 田间地面灌概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7. 1. 1 条的规定;

3 注水灌符合本标准第 7 . 6. 1 条的规定;

4 雨水集蓄利用灌溉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4.0.5 条的规定 ;

5 地面移动软管灌溉工程符合本标准第 7.3.4 条的规定 。

10.0.3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与节水灌溉措施面积不得重复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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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有关参数的测定计算方法

A.O.l 渠道水利用系数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测定:

1 动水测定法 。 应根据渠道沿线的水文地质条件，选择中间

无分支、有代表性的渠段，观测上下游两个断面同一时段通过的水

量，其差值即为损失水量 。 动水法测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测验应在选定的上下两个观测断面上进行流量测定;

2 ) 观测期间流量稳定，中间无分流;

3 )测验段前、后断面观测条件、观测仪器一致 ;

4)观测断面应选择在渠道的)I[员直段，其长度不小于 1 0 倍渠

宽，水流均匀，无游涡和回流 。

2 静水测定法。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渠段，长度为 50m~

100m ，两端堵死，渠道中间设置水位标志，然后向渠中充水，进行

恒水位、变水位的观测，同时进行降雨量和蒸发量观测 。 根据水位

的变化可计算出损失水量和渠道水利用系数 。

A.0.2 井渠结合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轧 = (平'j Wj + 可qWq ) /14F(A. 0. 2)

式中 :轧一-井渠结合灌区灌概水利用系数;

币1一一井灌地灌溉水利用系数;

wj一一地下水用量 ( m3 ) ; 

Tfq一一渠灌地灌溉水利用系数;
Wq一一地表水用量 (m3 ) ; 

W一一井渠结合灌区总用水量 W= Wj +风 (m勺 。

A.0.3 田间水利用系数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测量计算 :

1 平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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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币1一一田间水利用系数 ;

(A. O. 3 - 1) 

m一一某次灌水后计划湿润层增加的水量(m:l / hm2
); 

A一一末级固定渠道控制的实灌丽积(hm2 ) ; 

W 末级固定渠道放出的总水量(旷) 。

2 实测法 。 在灌区中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通过实测灌水

前后(l d ~3d) 计划湿润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计算净灌水定额，

算出田间水利用系数:

币I = 102 (冉 一 卢1 )yH A / W CA. o. 3- 2) 

式中:卢l 在一一分别为灌水前、后计划温润层的土壤含水率(以干

土重的百分数表示) ; 

Y 一一土的干容重 (t/m:l ) ; 

H一一计划腥润深度 (m) 。

A.O.4 节水灌溉项目效益费用比可采用有元项目的增量费用与

增量效益分析，应按下式计算 :

R = 去才1日均tl;;77
式中 : R→一效益费用比;

B，一一节水灌慨工程第 t 年的增产值(万元) ; 

C，一一节水灌概工程第 t 年的运行费(万元) ; 

l O 一一资金年利率 C % ) ; 

n一一节水灌概工程使用年限(年) ; 

t一一计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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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效益指标计算方法

8.0.1 增产效益应为己发生年份的实际增产值 ，宜按下式计算 :

B, = .:2 A ,. (Y ,. - YO,. ) ? ,. + 三JA创刊i ) ? ; CB. 0.1 ) 

式中 : 吼一一一第 1 年灌区内的增产值(元) ; 

A，.一二工程建成前灌区第 i 种作物的种植面积Chm2 ) ; 

丑 ， Y; -一一工程建成后，第 z 种作物主副产品的产量 ( kg/hm2 ) ; 

Y Oi ， Y~ ，. 工程建成前 ，第 t 种作物主副产品的产量 (kg/hm2 );

孔 ，只 一一第 z 种作物主副产品的单价(元/kg) ; 

z 作物种类序号;

η 该区种植作物种类数 。

8.0.2 节水率应以工程实施后的省水量 占原灌慨用水量的百分

比表示，宜按下式计算:

M .. - M .. ..0' 

Rh= 」EJ × 100%

式中 : R ，h 一一节水率 c % ) ; 
M q 工程建成前年毛总用水量Cm3 /年) ; 

Mg 工程实施后年毛总用水量 Cm3 /年) 。

CB. 0.2) 

8.0.3 节地率应以原田间渠系占地面积和节水灌溉系统占地面

积的差与工程控制面积之比表示，宜按下式计算:

A..- A 
td ~王一~ x 100 % CB. 0. 3) 

式中 :R'd一一节地率 C % ); 

Aq-一田间渠系 占地面积 C hm2
) ; 

Ag 节水灌概系统占地面积Ch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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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一工程控制的总面积Chm2 )。

8.0.4 节能率应以工程实施后的省电量占原灌坦克用电量的百分

比表示，宜按下式计算 :

% nu nu × E
一二

瓦

E
一一-

R 
CB. O. 4) 

式中 : Rm一一节能率 C % ) ; 
E" - 工程建成前年总用电量(kW . h/年h

Eg - 工程实施后年总用电量(kW . h/年〉。

8.0. 5 省工率应以工程实施后的节省的年用工数占原灌溉用工

总数的百分比表示，宜按下式计算:

G,, - G m=tf × 100 % 

式中 :R7.tll 省工率 C % ) ; 
G"←一一工程建成前年用工总数(工日 /年) ; 

Gg一一工程建成后年用工总数(工日/年)。

8. 0. 6 灌溉成本变化值直按下式计算 :

Cg = ACE" - Eg)PE + ACG" 二 Gg) PG

式中 :Cg 灌溉成本变化值(元) ; 

PE一一当地灌溉用电电价〔元/ CkW . h)J; 

Pc;一二当地灌溉用工成本(元/h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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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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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 

《 泵站设计规范 ))GB/T 5026 5 

《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600 

《机井技术规范 ))GB/T 5062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20203 

《灌溉试验规范 ))SL 13 

《 地面灌溉工程技术管理规范 ))SL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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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50363 - 2018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T 50363-20 1 8 ，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 2018 年 3 月 16 日以第 25 号公告批准、发布 。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

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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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1. 0.2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 。 为保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树立节水意识，建立节水型社会 。 灌概是用

水大户，是节水的重点 。 为指导节水灌溉事业的健康发展，统一节

水灌溉的技术要求，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使新建、扩建

或改建的节水灌溉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管理和评价等有

章可循，在原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后形成本标准 。

1. O. 4 工程是基础，管理是关键 。 鉴于不少地方依然不同程度地

存在工程运行管理薄弱的现象，必须强调节水灌溉工程应配备一

定的管理设施，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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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与设计

3.1 规划

3. 1. 2 节水灌溉工程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水利保障的技术措施，因

此工程规划应与当地国民经济、环境保护、农业、水利等规划相协

调，适应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要求，同时，

应统筹考虑排水、道路、林网、供电、土地整理等，进行合理规划 。

3. 1. 3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水土资源特

点千差万别，规划时必须进行方案比较。在确定采用何种节水灌

慨方式时，应综合考虑自然、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并结合当地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用户意愿等，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节水灌概

工程类型，不要盲目照搬异地的做法和经验 。 骨干渠道指流量

1m3 / s 以上的支渠及其以上渠道 。

3 . 1. 4 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

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灌溉工程规划设计应符合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全面

提高用水效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

调 。 不同的水文年份，可供水量、需水量差异很大，水资源平衡分

析必须考虑水文年份 。 应与工程发展规模、类型相适应，提出符合

灌溉设计保证率下的可供水量和需水量及其平衡分析结果 。

3. 1. 5 特殊土地基主要指冻胀性、湿陷性、膨胀性地基以及有可

榕盐类裂隙溶洞滑坡体和地下水位高的不良地段 。

3.2 工程设计

3.2.5 工作制度主要指确定灌概系统的轮灌组、轮灌顺序和时间 。



4 灌溉水源

4.0. 1 节水灌溉应合理开发利用灌慨水源，避免地下水超采和破

坏生态环境 。

4.0.3 、 4.0.4 地表水水掘工程，应考虑上下游、不同用水户的用

水需求，确保发展灌概所用水量控制在灌概可利用量范围内;地下

水水源工程，应从生态平衡的角度，避免地下水超采 。

4.0. 5 微灌时蓄水工程规模宣按每次灌水量不小于 150m3 /hm2

确定 。 对于南方灌概田块零星分散的山区，可利用雨水集蓄，修建

地头水柜(水塘)等水掘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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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灌溉制度和灌溉用水量

5.0. 1 灌溉制度受气候条件、作物品种、土壤理化性状、地下水埋

深、耕作与农艺技术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应在灌溉试验的基础

上提出节水灌溉制度。在当地无实测资料或资料系列较短时，可

参照气候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以及种植模式相近地区的试验资料，

并结合当地实际条件确定。当元法取得条件相似地区的试验资料

时，可采用分析计算法确定 。

5.0.2 灌溉制度设计时，除工程措施外，应充分考虑农艺措施的

设计和实施，减少元效蒸发和渗漏，提高降水的利用率 。

5.0.3 灌溉试验研究表明，作物水分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关

系 。 因此，在确定灌概制度和灌溉用水量时，不能单纯强调高产，

应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满足节水、增产、增效的综合要求 。

5. 0. 4 我国西北、华北等干旱、半干旱地区，灌溉水资源不足，往

往不能满足作物丰产灌、溉的要求。为发挥有限水资源的最大效

益，应在作物产量形成对缺水最敏感的阶段进行灌溉，其他阶段少

灌或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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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灌溉水的利用系数

6.1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要求

6. 1. 1-6. 1. 3 2006 年 9 月，国家标准《节水灌概工程技术规范 》

GBj T 5 0363-2006 施行以来 ， 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对渠系水利用

系数、管系水利用系数、田间水利用系数指标没有提出异议，故这

次修编仍采用这些取值范围。渠系水利用系数在井渠结合灌区和

部分井渠结合灌区可降低的原因，是为了有利于地下水的回补 。

6. 1. 4 2013 年我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 5 23 ，根据《节水

灌概工程技术规范 ))GBjT 50363-2006 执行中反馈的情况，对灌

区按照不同等级进行划分，提出的系数存在误差，同时考虑到本标

准是工程技术标准，因此仅对不同节水灌概形式的灌溉水利用系

数进行规定 。 喷灌的灌概水利用系数受风速影响较大，综合考虑

后确定为不应低于 O. 8 。

6.2 灌溉水利用系数的测定方法

6.2. 2 附录 A 公式 (A. 0 . 1)中的井灌地灌溉水利用系数是指井

水近距离输送或就地利用的情况 。

6. 2. 5 为便于测算统计分析和应用，首尾测算法一般以一年作为

测算期，测定灌区渠首当年引进的水量和最终灌到田间并贮存在

作物计划湿润层的水量，用后者与前者的 比值来测算当年的灌溉

水利用系数 。 综合测定法是用典型渠段法测定渠系水利用系数，

用平均法或实测法测定田间水利用系数，并用渠系水利用系数和

田间水利用系数的乘积计算灌概水利用系数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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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要求

7. 1 一般规定

7. 1. 1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地面灌溉工程技术管理规范 )) SL

558一2011 第 4. 2. 1 条~第 4. 5. 7 条的有关规定，提出水稻灌区

格田化和旱作物灌区平整土地，采用短哇、窄睡、短沟进行灌慨，有

利于保证灌溉质量和提高田间水利用系数，参考国内有关研究成

果，提出了哇田 、灌水沟和格田尺寸的取值范围 。

7. 1. 4 地形高差较大的地区，应采取调压池、调压阀等压力调节

措施 ; 系统规模大、用水随机性强的加压灌溉系统宜选配变频调速

设备 。

7.2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工程

7.2.1-7.2.7 渠道防渗是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的主要工程措

施 。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 GB/T 50600-

2010 ，对防渗材料选择、防渗结构论证、断面尺寸设计、防冻胀要

求、警示和防护设施设置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

7.3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7.3.1-7.3.6 根据管道输水灌溉推广的经验，并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 GB/T 20203 的有关规定，提

出了管道级数、田间固定管道长度、支管间距、给水栓密度以及设

置安全保护装置等技术要求 。 移动式管道输水灌溉工程一般采用

地面移动软管进行灌溉，在北方地下水灌区应用较多 。 根据华北、

西北、东北地区运用情况，针对主要问题提出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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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喷灌工程

7.4.1-7.4.6 根据不同类型系统的特点和我国实际运用状况，

对不同喷灌技术型式的选择提出相关技术要求，同时，根据现行国

家标准《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2007 第 4 . 1. 1 条~第

4.4 . 4 条的有关规定，分别提出了喷灌强度、喷灌均匀系数、 日 运

行时间等主要技术要求 。

7.5 微灌工程

7.5.1-7.5. 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微攫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2009 的有关规定，并根据不同微灌技术形式的特点和我

国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微灌水源过滤型式 、施肥(药)装置设置以

及首部和管网的技术要求 。 针对近年来膜下滴灌技术发展较快的

现状，提出各地宜通过对比试验，分析覆膜与不覆膜条件下的滴灌

效果和效益 ; 并从保护土壤环境的角度，提出应采取措施回收

地膜 。

7.6 其他

7.6.1 东北地区春季经常出现严重干旱，影响作物播种和出苗，

但出苗后若能赶上雨季，正常年份降雨可基本满足后期生长需要，

因此保证出全苗、壮苗成为生产的关键环节。吉林 、黑龙江省的经

验表明，只要水源和设备有保证，采取注水灌就能取得良好效果，

据此提出了水源控制面积和注水灌设备等基本要求 。

7. 6. 2 插秧后田面保持 5mm~25mm 薄水层返青活苗，在返青

以后的各个生育阶段，灌水后田面不建立水层，以根层士壤含水量

作为控制指标，确定灌水定额 。 士壤水分控制上限为饱和含水量 ，

下限则视水稻不同生育阶段，分别取土壤饱和含水量的 60%~

80% 。为了充分利用雨水，除黄熟期外，雨后可以调蓄 30mm~

50mm 的水层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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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效益与评价

8.0.2 节水灌溉项目的效益费用比能直观反映出其经济可比性 。

考虑到灌溉工程项目大部分为公益性项目，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效益费用比应大于1. 0 。

8.0.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节水灌溉项目后评价规范 )) GBjT

30949-201 4 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指标及其计算

方法(附录白 。

8.0.4 节水灌溉经济效益体现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或者

水分生产率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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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

9. 0.1 、 9.0.2 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应该注重供水量测和灌溉

控制的管理设施建设，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同步开展;应对工程管

理人员开展培训，掌握工程运行和维护的基本技能 。

9. O. 3-9. O. 5 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工作要求，加大对地下

水灌区的水位和水量、次生盐碱化地区的水盐动态、生态环境脆弱

地区的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监测，开展灌概试验，实施科学灌慨，合

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高用水管理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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