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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滴灌加速滴头堵塞风险与诱发机制研究

刘　璐１　牛文全１，２　武志广２　官雅辉３　李　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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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２种内镶片式迷宫流道滴头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分析方法、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技术（ＳＥＭ ＥＤＳ）和

Ｘ射线衍射技术（ＸＲＤ）对不同水溶性肥料滴灌后滴头流量、堵塞物表面微形貌及其化学组分进行多角度分析，研

究肥料特性和流道结构对滴头堵塞过程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肥料特性是决定堵塞类型和诱发风险的重要因素

（Ｐ＜００１），流道结构对堵塞的影响需双重考虑结构尺寸及结构类型；当施肥质量分数小于等于 ０５％时，施肥加

速滴头堵塞的效果较小且与肥料类型关系不大，当施肥质量分数在 ０５％ ～２０％之间时，各肥料滴灌适用性由大

到小依次为：磷肥、尿素、钾肥、复合肥，当施肥质量分数在 ２０％ ～３０％之间时，尿素滴灌滴头流量降幅为

１０２６％，显著高于施加磷肥（７８５％）、钾肥（４０７％）和复合肥（２７４％）；施加尿素滴灌诱发滴头堵塞主要物质的

形成机理为分子态尿素析出物与水中悬浮颗粒物形成团聚体在较差流体的运动粘度下造成的物理堵塞，磷肥主要

为吸附作用加速肥料杂质团聚沉淀的物理、化学堵塞，硫酸钾施肥滴灌主要为离子交换形成的钙、镁沉淀导致流道

壁面糙度升高、过水断面减小的化学堵塞过程，复合肥诱发滴头堵塞风险最低。施肥滴灌存在诱发或者加速滴头

堵塞的风险，但不同肥料诱发滴头堵塞主要物质的形成机理不同，加速堵塞的风险也不同，故对于不同的肥料类型

宜采用不同的抗堵塞管理策略。

关键词：滴灌施肥；滴头；堵塞；风险；机理

中图分类号：Ｓ２７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１０２２８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０２０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６７９２０５）
作者简介：刘璐（１９８６—），女，博士生，主要从事灌溉理论与节水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ｚｘ１３０８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牛文全（１９７１—），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与节水灌溉技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ｎｗｑ＠ｎｗａｆｕ．ｅｄｕ．ｃｎ

Ｒｉｓｋ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ＵＬｕ１　ＮＩＵＷｅｎｑｕａｎ１，２　ＷＵＺｈｉｇｕａｎｇ２　ＧＵＡＮＹａｈｕｉ３　ＬＩＹｕａｎ１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１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ｙｐｅ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ａｎｔｉ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ｒｉｐ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ｔｙｐｅｓｏｆｎ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ｅｍｉｔｔｅｒｓ
（ａｒｃｓｈａｐｅｄｓａｗｔｏｏｔｈａｎｄｃｕｐｓｈａｐｅｄｓａｗｔｏｏｔｈ），ｆｏｕ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０５％，
１０％，２０％ ａｎｄ３０％）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ｒｅａ，ｃａｌｃｉｕｍｓｕｐｅｒ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ｒｕｎｆｏｒ２０ｈ．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ＦＥＳＭ），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ＥＤＳ）ａｎｄ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ｒｅｔｈｅｎｕｓｅｄｔｏ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ｗ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ｄｅｃ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ｔｙｐｅａｎｄｄｅｇｒｅｅ（Ｐ＜００１），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ｐａ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ｅｍｉｔｔｅｒｗａ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５％．Ｗｈｅｎ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０５％ ～２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ｏｕｔ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ｍａｄｅｉｔｃｌｏｇｅａｓｉ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ｗｉｔｈｕｒｅａ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Ｗｈｅｎ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ｒｉｓｅｎｔｏ２０％ ～３０％ ｏｒ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ｗａｓｓ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ｗｉｔｈｕｒｅａ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１０２６％，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７８５％），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４０７％）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７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ｙｐｅｓ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ｕｒｅａ
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ｕｒｅａ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ｔ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ｓｏｌｉ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ｓ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ｅｍｉｔｔｅｒ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ｒｉｓｋ．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ｙｐ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ｏｐ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ｌｏｇｇｉｎｇ；ｒｉｓ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引言

滴灌施肥是定量供给作物水分和养分并维持土

壤适宜水肥浓度的有效方法，其精量性可改善旱地

农业水肥资源利用现状、缓解水资源危机、促进作物

生长
［１］
，也是旱地农业技术未来发展的研究重点。

水中大量矿物微粒、肥料离子和细小固体悬浮颗粒

大大提高了滴头堵塞风险，而滴头堵塞又直接决定

了滴灌系统的使用寿命及经济效益
［２－３］

。已有研究

表明，水体中高浓度的 Ｃａ２＋、Ｍｇ２＋、ＨＣＯ３－、ＳＯ２－４ 等
无机离子组分以及相对较高的 ｐＨ值，是造成滴头
流道淤积的重要因素

［４］
。然而，施肥滴灌改变水源

中营养物质的种类、浓度、水中悬浮颗粒数量、水温、

ｐＨ值、电导率等参数，导致各类溶质在流道内水流
紊动作用下相互碰撞、吸附、团聚、沉淀形成的堵塞

淤积规律改变，由此诱发堵塞风险更高，堵塞机制更

为复杂且与施肥浓度呈正相关
［５－１３］

，滴头有效率仅

为５０％ ～７５％［１４］
。其中，小流量滴头高浓度施肥条

件滴头堵塞程度最高，且含有 Ｐ、Ｃａ、Ｍｇ、Ｆｅ、Ｓ的肥
料类型可显著提高诱发滴头堵塞的风险

［１５－１６］
。因

此，研究施肥滴灌过程中，滴头堵塞过程及形成机理

对于防治水肥一体化过程中滴头堵塞，提高滴灌系

统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研究仅针对单一

流道结构，或者单一肥料类型，在不同肥料类型和浓

度条件下对于不同结构形式流道加速滴头堵塞的风

险是否一致，诱发堵塞的机理是否相同，这些问题都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确认。

本文选用 ２种结构形式流道滴头，在 ４种不同
肥料类型及４种肥料浓度梯度条件下，在对施肥滴
灌滴头流量变化过程测试基础上，讨论施肥滴灌滴

头堵塞的发生规律，并借助装有能谱仪（ＥＤＳ）的场
发射扫描电镜（ＦＥＳＥＭ，Ｓ ４８００型，日立）对堵塞物
质表面形貌进行显微分析和元素分析，同时配合采

用 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Ｄ８Ａｄａｎｃｅ，Ｂｒｕｋｅｒ）确定不
同肥料类型滴灌诱发滴头堵塞主要物质的化学组

分，揭示滴头堵塞的诱发机制，评估和预测滴头堵塞

风险，旨在为水肥滴灌影响下合理防治滴头堵塞管

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制备
试验用水为陕西杨凌示范区居民自来水，通过

环境保护局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最新监测数据来看，符合
我国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

［１７］
（表 １），细菌数小于

１ＣＦＵ／ｍＬ，短周期滴灌可忽略生物堵塞的影响，故
该水质条件下研究水肥特性对滴头堵塞影响的试验

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试验选用滴头参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１　试验期间自来水水质参数特征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参数
ＣＯＤ／

（ｍｇ·Ｌ－１）
ｐＨ值

ＴＤＳ／

（ｍｇ·Ｌ－１）

ＴＳＳ／

（ｍｇ·Ｌ－１）

ＥＣ／

（μＳ·ｃｍ－１）

Ｆｅ／

（ｍｇ·Ｌ－１）

Ｍｎ／

（ｍｇ·Ｌ－１）

硫酸盐／

（ｍｇ·Ｌ－１）

总硬度／

（ｍｇ·Ｌ－１）

细菌数／

（ＣＦＵ·ｍＬ－１）

测试值 １２～２３ ７８６～８０１ １０６～１５２ ０９５～１３０ ２１７１～３７２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０～２１ ７０～８１ ＜１

　　注：ＣＯＤ为化学需氧量；ＴＤＳ为可溶性总悬浮物；ＴＳＳ为总悬浮颗粒；ＥＣ为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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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用滴头特征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ｕｓｅｄ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滴头编号 流道类型
流道尺寸（长 ×宽 ×深）／

（ｍｍ×ｍｍ×ｍｍ）

额定流量／

（Ｌ·ｈ－１）
流量系数 流态指数 滴头结构

Ｅ１ 圆弧齿形 ５６８×１１×０８８ ２３ ０７４７ ０４９２

Ｅ２ 尖角齿形 ５４３×１０８×０８２ ２５ ０９８３ ０４７２

　　试验选用４种可溶性肥料，分别为氮肥、磷肥、
钾肥和复合肥。氮肥为尿素（云南三环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分子式 ＣＯ（ＮＨ２）２，粒径 １～２ｍｍ的半透
明粒子。尿素极易溶于水且无任何杂质，溶液呈透

明状。试验用磷肥为过磷酸钙（河北省矾山磷矿有

限公 司），含 磷 组 分 为 磷 酸 二 氢 钙 的 水 合 物

Ｃａ（Ｈ２ＰＯ４）２·Ｈ２Ｏ，杂质为硫酸钙、二氧化硅和少量
游离的磷酸和硫酸，常温下是灰白色粉末。过磷酸

钙含有效 Ｐ２Ｏ５质量分数 １４％ ～２０％（其中８０％ ～
９５％溶于水），属于水溶性速效磷肥。制备磷肥水
溶液时，搅拌后溶液浑浊，溶液底部存在大量灰色粉

末状沉淀，待过磷酸钙颗粒在玻璃烧杯中充分溶解、

静置后，取上清液透明液体，经浓度检测后作为试验

材料。试验用钾肥为硫酸钾（山东鲁丰钾肥有限公

司），硫酸钾含 Ｋ２Ｏ质量分数５０％ ～５４％，淡灰色微
晶体粉末状。制备硫酸钾溶液过程中，经充分搅拌

溶解后溶液底层沉积灰白色沉淀同时肥液表层悬浮

白色包膜材料，待静置分层经过滤后取上清液，经浓

度检测后作试验材料。复合肥采用临沂沃夫特复合

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水溶高钾型螯合态化肥，主要

成分为尿素、磷酸二氢钾、硝酸钾，其中氮、磷和钾质

量比为１６∶６∶２８。该肥料极易溶于水，溶液呈淡蓝
色透明状。

抗堵塞测试平台参照 ＧＢ／Ｔ１７１８７—２００９《农业
灌溉设备　滴头和滴灌管　技术规范和试验方
法》、ＳＬ／Ｔ６７１—９４《微灌灌水器———滴头》以及国
际抗堵塞研究标准草案

［１８］
关于室内滴灌滴头堵塞

敏感性测试试验搭建而成，平台由水泵、过滤装置、

搅拌装置、压力表、控制阀门、支管以及待测试滴灌

带组成。滴灌管布设于测试系统架上（长 ６ｍ、宽
０５ｍ、高１２ｍ），共４台测试架，每个架子布设４条
滴灌带，其间距为 １２ｃｍ，每条滴灌带有 ２０个滴头，
滴头间距为３０ｃｍ，一台测试架共８０个滴头（图１）。
首部采用 １个 １２０目筛网过滤器串联，利用分流原
理控制系统的工作压力。

１２　室内试验设计
试验选用 ４种肥料，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５％、

１０％、２０％、３０％（ＣＦ１、ＣＦ２、ＣＦ３、ＣＦ４）进行滴灌

图 １　滴头抗堵塞测试平台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１．毛管　２．滴头　３．回水槽　４．冲洗阀　５．水箱　６．水泵

７．回水阀　８．进水阀　９．筛网过滤器　１０．压力表
　

抗堵塞测试，不加肥作为对照（ＣＦ０），进行完全随机
试验，共 ３４个处理。为加速试验进程，试验参照国
际滴灌滴头抗堵塞性能测试标准草案，将灌水周期

等比例缩短，测试时间为１ｈ，每隔２ｈ灌水１次，１ｄ
灌水５次，连续４ｄ作为一个测试周期，每个处理累
计灌水２０ｈ，每组 ４个重复。每次灌水结束后均采
用电导率仪监测滴灌水温、ｐＨ值以及电导率动态变
化情况。每组处理结束后，将换下毛管置于遮阴通

风位置晾晒风干，称量灌水前后毛管质量的变化，定

量分析毛管及滴头堵塞物质淤积量及成分。

１３　滴头堵塞测定及评价方法

在每条滴灌带上等间距布置１０个采样点，待系
统运行 ３０ｍｉｎ滴头保持稳定出流后，将量杯按 ２ｓ
间隔依次放置在滴头正下方，测量 １０ｍｉｎ后再依次
按２ｓ间隔将量杯挪出，用电子天平（精度 ０１ｇ）称
量量杯和水的总质量，然后换算成滴头流量。为消

除温度对滴头流量的影响，采用美国农业工程师协

会关于微灌系统田间评价标准进行流量 温度修正，

最后采用相对流量评价滴头堵塞及灌水质量情况，

计算公式为

Ｄｒａ (＝ ∑
ｎ

ｉ＝１
ｑｔｉ／ｑ

０
ｉ（２０ )） ｎ×１００％

其中 ｑｔｉ＝ｑ
ｔ
ｉ（Ｔ）－ｑ

ｔ′
ｉ（Ｔ）

　　ｑｔ′ｉ（Ｔ）＝ｑ
０
ｉ（２０ [） １＋（５７３５ｘ－２８２４）（Ｔ－２０）]１００×２０

式中　Ｄｒａ———相对流量，％
ｉ———滴头序号　　ｎ———滴头总数

０３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ｘ———流态指数　　Ｔ———测试水温，℃
ｑｔ′ｉ（Ｔ）———第 ｉ个滴头在温度Ｔ下的修正流量，

Ｌ／ｈ
ｑｔｉ———第 ｉ个滴头的修正流量，Ｌ／ｈ

ｑ０ｉ（２０）———滴头在２０℃下的初始流量，Ｌ／ｈ

ｑｔｉ（Ｔ）———第 ｉ个滴头在温度Ｔ下的实测流量，
Ｌ／ｈ

１４　堵塞物表面形貌及组分分析方法
用高精度电子天平称量灌水前毛管质量，滴灌

施肥测试结束后，再称量风干后毛管质量，两者质量

之差即为所求灌水前后毛管内的淤积物质的量。解

剖不同处理下采样点滴头，观察堵塞物在流道中的

分布特征，并收集流道内的淤积物质，根据试验编号

将各处理一分为二。对进行固定、脱水、干燥、喷金

等处理的样品，采用装有能谱仪的场发射扫描电镜

（ＦＥＳＥＭ，Ｓ ４８００型，日立）分析堵塞物的表面形貌
及元素组成。其余样品按照编号研磨过筛（３００目）
后制成表面平整试片，使用 Ｘ射线衍射仪获取其多
晶衍射图谱，再使用 ＭＤＩＪａｄｅ５０软件对其化学组
分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物质化学组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迷宫结构对滴头堵塞的影响
迷宫结构包含结构尺寸和结构类型。首先采用

周博等
［１９］
提出的片式滴头抗堵塞能力快速评估方

法，比较２种滴头结构尺寸参数与其抗堵塞性能，采
用片式滴头抗堵塞性能评估指数 Ｉａ，其计算式为

Ｉａ＝
ＬＷ０５Ｄ０５ (Ｑ

－１０７５３Ｗ
Ｄ )＋１５０８６

式中　Ｑ———滴头额定流量，ｍ３／ｓ
Ｌ———滴头流道长度，ｍ
Ｗ———滴头流道宽度，ｍ
Ｄ———滴头流道深度，ｍ

由表２提供的参数计算可知，Ｅ１、Ｅ２滴头 Ｉａ分
别为８１７和３６９，由此确定 Ｅ１流道结构尺寸的滴
头自身抗堵塞性能相对结构尺寸 Ｅ２滴头而言较
优。除自身尺寸条件外，进一步考虑流道结构形式

及滴灌施肥水质参数。经试验测定，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对３４个处理末次灌水结束滴头相对流量数据
进行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３所示，２种迷宫结构
滴头对施肥滴灌堵塞的发生并无显著性影响（Ｐ＞
００５），说明在一定施肥浓度范围内，施肥加速滴头
堵塞的风险受所选滴头流道结构尺寸影响，另外，流

道结构形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两者存在交互作用，

综合考虑不同肥料特性滴灌条件，尖角齿形结构比

圆弧齿形结构抗堵塞性能更优。

表 ３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Ｆ值

肥料类型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２ １１４００

施肥浓度 ００５０ ４ ００１２ ６１１２７

滴头类型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２５４３ｎｓ

肥料类型 ×肥料浓度 ００２３ １２ ０００２ ９２２３

肥料类型 ×滴头类型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１ １６１５ｎｓ

施肥浓度 ×滴头类型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０８３４ｎｓ

施肥类型 ×施肥浓度 ×

滴头类型
０００２ 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８ｎｓ

误差 ００３０ １４９ ０００１

　　注：表示在 Ｐ＜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ｎｓ表示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

２２　施肥特性对滴头堵塞的影响
施肥特性包括肥料类型和施肥浓度，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两者对滴头堵塞的影响极显著（表３），是加速
滴头堵塞发生的关键性因子。以 Ｅ１滴头为例，４种
肥料类型在不同施肥浓度条件下对滴头相对流量变

化的影响如图２所示，各处理组选用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
较模型对滴头相对流量进行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

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图２可知，施肥滴灌与清水滴灌（ＣＦ０）比较，

未施肥处理组的滴头流量曲线整体表现平直，没有

出现随灌水次数增加而下降的趋势，两者存在极显

著差异（表４，Ｐ＜００１），且施肥滴灌滴头相对流量
在整个灌水期间均随着灌水次数的增加而逐渐降

低，呈波动变化。各处理滴头平均相对流量都在

８７６１％以上，总体处于轻微堵塞水平，但不同肥料
类型影响滴头相对流量下降幅度仍存在一定差异，

灌水２０次后，尿素滴灌降为 １２３９％，显著高于磷
肥、钾肥及复合肥，其中钾肥与复合肥滴灌相对流量

差异较小（幅度在 ３１３％以内）。说明施肥滴灌存
在加速滴头堵塞的风险，不同肥料类型之间存在一

定差异。

另外，不同施肥处理组滴头相对流量差异受施

肥浓度的影响较大，当施肥质量分数在 ０～０５％之
间时，浓度对滴头堵塞性能的影响均较微弱，并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滴头均保持较高的相对流量（变
幅在 ２７６％以内）。当施肥质量分数在 ０５％ ～
２０％之间时，滴头相对流量随浓度变化明显，高低
波动现象突出，说明该浓度范围段流道内堵塞物质

“碰撞 团聚 沉淀 破碎 再团聚 再沉淀”的动态过

程较为频繁，磷肥在该浓度范围滴灌对堵塞较为敏

感，显著高于其他 ３种肥料（Ｐ＜００５）。当施肥质
量分数在２０％ ～３０％之间时，不同肥料类型之间
滴头流量变幅差异较大，尿素滴灌相对流量降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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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肥料类型对滴头堵塞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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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处理的滴头相对流量显著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

肥料类型
Ｅ１ Ｅ２

ＣＦ０ ＣＦ１ ＣＦ２ ＣＦ３ ＣＦ４ ＣＦ０ ＣＦ１ ＣＦ２ ＣＦ３ ＣＦ４

尿素 ９９９ａ ９８４ｂｃｄ ９７０ｆｇｈ ９６７ｇｈｉ ８７６ｍ ９９９ａ ９７２ｇｈｉ ９６５ｈｉｊ ９６９ｉｊ ８９７ｌ

磷肥 ９９９ａ ９７９ｂｃｄ ９７４ｃｄｅ ９２８ｋ ９３１ｋ ９９９ａ ９８５ｂｃｄ ９２９ｋ ９２２ｋ ９２２ｋ

钾肥 ９９９ａ ９８７ｂ ９７２ｅｆｇ ９７８ｂｃｄ ９７３ｃｄｅ ９９９ａ ９８２ｂｃｄ ９８５ｂｃｄ ９６３ｉｊ ９５９ｊ

复合肥 ９９９ａ ９７５ｂｃｄ ９８４ｃｄ ９７７ｂｃｄ ９６９ｇｈｉ ９９９ａ ９７８ｂｃ ９７２ｆｇ ９７８ｂｃｄ ９７３ｄｅｆ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著增高，磷肥有所回升，钾肥平缓降低，复合肥变化

不大，堵塞由大到小表现为：尿素、磷肥、钾肥、复合

肥。整体来看，复合肥和钾肥表现出较好的滴灌适

用性，而尿素和磷肥滴灌易诱发或加速滴头堵塞。

２３　堵塞物质化学组分分析
借助场发射扫描电镜及 Ｘ射线衍射仪对采样

点滴头内淤积物质进行观察和分析，同种肥料不同

浓度梯度施肥滴灌后，诱发滴头堵塞的主要化学物

质元素组成并无明显变化，故以施肥质量分数３０％滴
灌后流道内淤积物质的电镜扫描微结构（图３）、表
面能谱分析（表 ５）和 ＸＲＤ检测图谱（图 ４）为例来
看：堵塞物质表面形貌较原状肥料而言，形貌更复杂

且颗粒间连接更为紧密，由排列不均一的晶体颗粒

相互咬合镶嵌形成。

进一步分析表面能谱和 ＸＲＤ检测结果，可看
到：尿素灌水后流道淤积物 Ｃ、Ｎ元素含量与滴灌前
尿素无明显差异（表５），Ｏ元素有７０１％的消耗，新
增元素 Ｍｇ、Ｓ比例为１∶１，可能为硫酸镁盐沉淀。由
ＸＲＤ物相分析图谱可知（图 ４），灌水后堵塞物质除
尿素外，分别在角度 ２０１５７°、２２９２６°、３０８５７°出现

新峰值，物质为六水合亚硫酸镁（ＭｇＳＯ３·６Ｈ２Ｏ），与
能谱分析结果一致。说明尿素滴灌滴头堵塞的淤积

物主要成分是尿素分子，含极少量亚硫酸盐沉淀。

磷肥滴灌后淤积物表面形貌为薄片状晶体结构

（图 ３ｂ），从 ＸＲＤ结果看，磷肥中 ＣａＳＯ４为主项，磷
酸二氢钙水合物为次项，含磷量不高。灌水后从

ＸＲＤ峰值看来（图 ４），ＣａＳＯ４和少量 ＳｉＯ２依然存在
且含量并无明显变化，磷酸二氢钙水合物几乎完全

消失，有 新 峰 值 出 现，为 微 溶 无 水 磷 酸 氢 钙

（ＣａＨＰＯ４）。ＥＤＳ结果显示，堵塞物 Ｐ元素含量是
磷肥的２０５倍，Ｓ元素含量降低了 ６１５％，其余元
素含量变化不大（表 ４）。说明流道内淤积物为
ＣａＳＯ４、ＣａＨＰＯ４和 ＳｉＯ２，硅铝酸盐杂质与磷产生吸附
作用，Ｐ元素含量明显升高。

钾肥滴灌后流道内淤积物在电镜下清晰可见许

多细小晶粒以面面接触的方式附着于较大斜方结晶

物表面（图３ｃ），Ｃ、Ｏ、Ｃａ、Ｍｇ元素含量增加，Ｋ、Ｓ元
素含量相对减少（表 ４），其原子数比例为 ２∶１
（２４７９％∶１２５７％），说明淤积物仍以硫酸钾斜方
结晶析出物为主，附着的细小晶粒可能是由于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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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肥料类型在施肥质量分数为 ３０％下滴灌后流道内淤积物电镜扫描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ＦＥＳＥＭ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ｙｐｅｓｏｆ３０％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表 ５　不同肥料及其施肥滴灌后滴头流道内淤积物元素相对含量（质量分数）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ｓ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

检测对象 Ｃ Ｎ Ｏ Ｐ Ｋ Ｃａ Ｓ Ｍｇ Ｆｅ Ｓｉ Ａｌ

尿素 １８５７ ３９７２ ４１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

尿素滴灌残留物 ２１８４ ４０５９ ３４０３ ０ ０ ０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９５ ０ ０

磷肥 ６７６ ６２６ ５１４６ １０９７ ０ １４４０ ９５２ ０ ０ ０４３ ０２２

磷肥滴灌残留物 ９３４ ０１６ ５０２１ ２２５１ ０ １１８６ ３７３ ０ ０４７ ０７３ ０９９

钾肥 ７８０ １６４ ４０６９ ０ ３２８８ ０ １６０６ ０１２ ０ ０ ０

钾肥滴灌残留物 ８５７ ０ ５３１４ ０ ２４７９ ０２２ １２５７ ０３５ ０ ０ ０

复合肥 １４５９ １２１０ ３７４６ ２５４４ ９０７ ０８８ ０ ０５２ ０４８ ０ ０

复合肥滴灌残留物 ３８７ １８１７ ５５６４ ３２６ １９０６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４ ０

图 ４　流道内淤积物化学组分 ＸＲＤ检测图谱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ｅｍｉｔ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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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产生的沉淀物。结合 ＸＲＤ衍射图谱（图 ４），再
次证明钾肥滴灌流道内淤积物除硫酸钾结晶物外，

含有少量硫酸钙和芒硝石（（Ｋ，Ｎａ）３Ｎａ（ＳＯ４）２）。
复合肥滴灌后流道内淤积物表面形貌为斜方晶

型结构的团聚结构（图 ３ｄ），其 Ｃａ、Ｍｇ、Ｆｅ元素相对
含量较灌水前降至０，Ｎ、Ｏ、Ｋ原子数百分比分别为
１８１７％、５５６４％、１９０６％（１∶３∶１）（表 ４），ＸＲＤ结
果显示，灌水前磷肥含有硝酸钾、尿素、磷酸二氢铵，

灌水后尿素几近消失，其余峰值出现角度无明显变

化（图４）。说明复合肥滴灌流道淤积物为硝酸钾和
少量磷酸二氢铵的结晶析出物。

３　讨论

滴头堵塞主要有３种类型：物理堵塞、生物堵塞
和化学堵塞，其表现为颗粒物质在流道壁面的附着

与沉淀（砂粒、生物膜、难溶盐类或者三者的混合

体）
［５－６］

。决定滴头堵塞程度和堵塞类型的主要因

素为流道结构和水质。当流道结构一定时，水质因

素如悬浮物类型、悬浮物量、微生物数量、离子含量

和类型、ｐＨ值和电导率等是影响滴头堵塞的主要因
素。据研究

［６－８］
，非常规水源滴灌时，增加了悬浮颗

粒浓度、盐分离子浓度，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及化学

沉淀的聚集。当灌溉水 ｐＨ值小于 ７０时，易引起
轻度堵塞，ｐＨ值在７０～８０之间可引起中度堵塞，
ｐＨ值大于８０时易引起滴头重度堵塞。施肥滴灌
过程中，一方面肥料等化学性物质的溶解和沉淀改

变了流道内流体介质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性质，另一

方面加重了水源中 Ｃａ２＋、Ｍｇ２＋、ＨＣＯ－３等离子化学
沉淀的析出，从而形成稳定性更好的堵塞物质。本

试验也发现施肥滴灌改变了水质参数（ｐＨ值、电导
率、盐离子种类及含量、悬浮颗粒物浓度），且与滴

灌滴头堵塞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成为诱发堵塞

的重要因素。

迷宫流道结构是影响滴头堵塞发生规律及抗堵

塞能力的主要因素，可以通过改变流道几何参数、流

道类型、流道结构等提高滴头的抗堵塞能力
［２０－２１］

。

本试验发现选用的２种流道结构对加肥滴灌诱发或
者加速滴头堵塞的影响并不显著，即施肥诱发或加

速滴头堵塞受该流道结构尺寸和形式交互作用的影

响较小。以滴头关键影响因素为核心，通过量纲分

析法建立的堵塞评价指标 Ｉａ是目前较为有效地快速
判定滴头堵塞性能的指标，从该评估指数计算结果

来看，Ｅ１、Ｅ２滴头 Ｉａ分别为 ８１７和 ３６９，说明该尺
寸条件下 Ｅ２滴头自身抗堵塞能力相对较强。而试
验结果显示，滴头结构对堵塞影响并不显著，是因为

尖角齿形结构比圆弧齿形结构抗堵塞性能更优。有

研究表明，对于齿形流道滴头抗堵塞性能是随其转

角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转角增大导致流道流场运动

紊乱度增加，流体内固体颗粒越容易进入漩涡区，其

相应的停留时间也越久，最终导致流道堵塞的可能

性增加
［２２］
。故转角相对较大的圆弧齿形流道比转

角较小的尖角齿形流道发生堵塞的可能性更高。

当滴灌肥料特性不同时，灌溉水中的悬浮颗粒

物、盐分含量、ｐＨ值和细菌数等则不同，诱发滴头堵
塞的过程和滴头堵塞程度也将不同。本试验发现不

同肥料类型和浓度滴灌时，毛管内淤积物质量不同，

流道内淤积物形貌特征及其主要元素组成相对含量

也不同。

尿素一般以分子态溶于水中，由于 Ｎ原子电负
性大，尿素分子间易形成氢键，故相同浓度尿素比其

他肥料滴灌流体的电导率小且运动粘度系数大，分

子间作用力及有效接触面积大
［２３］
，分子缔合程度

高，流动性差，与流道壁面的粘附力强
［２３－２５］

。另外，

由于尿素滴灌时 ｐＨ值在 ７２８～７７８之间（图 ５），
水中 Ｃａ２＋、Ｍｇ２＋、ＨＣＯ３－、ＳＯ２４等离子易生成化学沉

淀
［４］
，尿素分子与水中悬浮颗粒易发生物理吸附并

附着于流道壁面。正是由于尿素分子缔合析出物对

流道内悬浮颗粒的捕捉团聚以及其水体较差的流动

性，形成了堵塞物絮状磨砂的多孔表面，且其间可见

尿素分子晶体的四方锥单形结构
［２６］
（图 ３ａ）。施肥

浓度越高，水的粘度系数越大，尿素分子与流道壁面

的粘附力越大，尿素分子析出量也越大，故尿素滴灌

诱发滴头堵塞的风险在肥料质量分数为 ３０％滴灌
时最为显著。因此，尿素滴灌诱发滴头堵塞的机制

可能为分子态尿素析出物与水中悬浮颗粒物形成团

聚体造成的物理堵塞。

试验选用的磷肥含大量硫酸钙和少量硅石杂

质，经沉淀过滤后，这些杂质的悬浮颗粒仍会进入系

统，经长期灌水，除杂质外，磷酸二氢钙水合物转化

成微溶的无水磷酸氢钙最终诱发滴头堵塞，该过程

发生了化学反应且生成沉淀。一方面，当施肥浓度

增大时，水中阳离子数量在增大，细小的不溶或者难

溶物质颗粒也在增多，当阳离子增加到一定值时，双

电层受静电引力压缩而变薄，Ｚｅｔａ电位降低，悬浮物
絮凝强度及沉降强度显著增大

［２７］
，易在流道进口处

和拐角处淤积下来；另一方面，含磷的阴离子与悬浮

杂质发生的吸附作用，增强了颗粒间絮凝团聚的可

能，故磷肥诱发滴头流道堵塞风险较高
［２８－２９］

。当施

肥浓度继续增加，灌溉水 ｐＨ值进一步降低至 ３２１
时（图５ｂ），有效抑制了碳酸钙等盐类沉淀及微生物
生长引起的化学堵塞和生物堵塞，滴头流道将恢复

通畅
［３０－３１］

，较低浓度滴灌反而降低了堵塞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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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肥料类型和浓度滴灌的电导率和 ｐ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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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溶性磷肥滴灌诱发的滴头堵塞机制主要为磷

肥的吸附作用加速杂质、离子置换形成的沉淀颗粒

絮凝物的形成，其堵塞为物理、化学耦合堵塞。

硫酸钾是一种较强的电解质
［３２］
，故不同浓度肥

液的电导率均显著高于氮肥、磷肥和复合肥，为

１１９１０～２７８６０μＳ／ｃｍ（图 ５ａ），水体运动粘度系数
小，进入流道内的悬浮颗粒及可溶性盐离子跟随流

动性好，悬浮物易随水流流出滴头流道
［２１］
。钾肥滴

灌 ｐＨ值在７２３～７３３之间（图５ｂ），属于中度堵塞
范围，易加速水中钙、镁离子形成沉淀，经检测生成

硫酸钙和芒硝石。在长期滴灌的干湿交替中，流道

内壁化学沉淀附着层将逐渐加厚，壁面粘附力增大，

进而悬浮颗粒更易被吸附粘结在壁面，导致流道过

流能力逐渐下降。钾肥浓度越大，硫酸钾结晶物、化

学沉淀物越多，滴头堵塞的风险越大，但总体小于尿

素与磷肥，其堵塞主要为化学堵塞。

选用的复合肥滴灌适用性最优，一方面是由于

其氨基酸螯合态 Ｃａ、Ｍｇ、Ｆｅ等中微量元素离子有效
避免了与 ＰＯ３－４ 、ＣＯ

２－
３ 生成沉淀

［３３］
，完全随水流流出

滴头；另一方面，由于其滴灌水质呈弱酸性（ｐＨ值
为５７４～６１０），引起滴头堵塞程度轻微，由于钙、
镁沉淀形成的壁面附着层几率较低，电导率为１３２１０～
２６６６０μＳ／ｃｍ，明显高于尿素和磷肥，肥料离子与水
中悬浮颗粒物通过性也较高。故该肥料滴灌过程不

生成沉淀，原有悬浮颗粒物的通过性也良好。

但本试验未考虑长期滴灌过程中微生物滋生、

营养物质输送及水流剪切力变化引起的滴头堵塞物

质形成和生长动态变化过程，今后将综合考虑物理、

化学、生物等多因素影响，确定不同施肥滴灌条件

下，滴头的堵塞机理与过程，提出相应的预防和治理

管理办法。

４　结论

（１）在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固体悬浮物参与的
情况下，施肥滴灌具有诱发或加速滴头堵塞的

风险。

（２）不同肥料特性诱发滴头堵塞的风险不同。
肥料质量分数小于 ２０％时，滴头堵塞风险由大到
小表现为：磷肥、尿素、钾肥、复合肥，当肥料质量分

数大于等于 ３０％时，尿素诱发滴头堵塞的风险最
高，磷肥次之，钾肥和复合肥较小。

（３）不同肥料类型诱发滴头堵塞的主要物质形
成机制不同。尿素滴灌主要考虑肥料分子改变水体

流动性诱发的颗粒物质与壁面粘附的沉积堵塞；可

溶磷肥滴灌主要考虑磷吸附行为下肥料杂质的团聚

沉淀堵塞；硫酸钾滴灌主要考虑钙、镁沉淀诱发流道

壁面糙度升高使过流断面减小造成的堵塞；可溶性

复合肥诱发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滴头结构对施肥诱发堵塞的影响存在流道
结构尺寸和流道结构类型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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