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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国家标准对市政给水水压的规定和园林灌溉的需求方面，就如何以压力选择灌溉设备、以

压力对灌溉系统进行设计分区、管理中如何利用市政管网的压力进行了论述，以便设计和管理人员参考和

避免工程实际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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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城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也促进城市的绿化

美化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园林绿地的规模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全社会节水意识的提高，用

于绿地养护的节水灌溉系统也得到大量的推广和应用，但这些灌溉系统的水源，绝大部分取

自城市给水系统——自来水或中水系统。 

在《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282-98》中，明确规定“城市配水管网的供水水压宜

满足用户接管点处服务水头 28m 的要求”，也就是城市给水系统所能提供的水压只有

0.28Mpa 左右，这是我国的技术标准。同时在《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中，

对绿地灌溉的水压也有“绿地的自动喷灌应按产品要求设计”的注解。 

而绿地灌溉作为城市给水系统的一个用户，其地位决定了它的三个特点：1）数量在不

断增多，2）只有不影响生活、生产用水的前提下才来满足绿地灌溉用水，3）在城市给水系

统所提供的有限水压的范围内建造和使用。 

由此看出，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利用城市给水系统的压力进行绿地灌溉，达到既不影响生

活和生产用水，又能养护好城市绿地的目的。 

  1、“以压择器”——合理选择灌水设备 

无论喷灌还是微灌，绿地灌溉系统中的任何灌水器，都需要在一定水压作用下才能正

常工作，只有系统提供了足够的水压，灌水器才能达到设计的工作状态。尽管产品制造商们

提供了一系列的不同工作压力灌水器，但必须坚持“以压择器”的原则，即以城市给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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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提供的水压为限制条件，从中选择合适的灌水器来装备绿地的灌溉系统，这是绿地灌溉

系统设计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否则，灌水器的工作压力过高，城市给水系统的水压不能满足，就不得不建造加压泵

站。为了防止城市给水系统发生污染事件，绿地灌溉不允许从城市给水管网直接加压，因此

不得不采用调节水池隔离，把城市给水系统的水压泄掉，然后再次加压，显然是得不偿失，

不仅增加了工程造价，也增加了绿地灌溉系统的运行成本。 

在绿地灌溉系统中，必须坚持灌水器的工作压力适应城市给水系统的水压。不能片面

追求灌水器的数量减少，而选择了射程大、工作压力过高的灌水器，造成灌溉系统运行维护

成本增加。但运动场的绿地除外，因为它的限制条件为场地里灌水器的数量尽量少，而不是

工作水压。 

2、“水压分区”——精心设计灌溉系统 

虽然遵循了“以压择器”的原则，但有些大面积草坪的灌溉，往往仍然需要布置高压力、

大射程的喷头，而市政给水系统的水压力又不能满足该类喷头的工作要求。因此，必须精心

设计，统筹规划工作压力的分区。具体做法如下： 

1）把不同灌水强度的灌水器分别编组，用不同的阀门控制。 

2）对市政给水系统水压力可以满足的阀门控制区域，直接利用市政给水系统的水压力。 

3）对市政给水系统水压力不能满足的阀门控制区域，再采用加压泵站供水。 

遵循“水压分区”的原则，把园林灌溉的面积就分为“非加压区”和“加压区”。在“非

加压区”，充分利用市政给水系统的水压力，只有“加压区”才需要加压泵站运行，从而节

省加压泵站的建造成本和整个绿地的后期养护成本。 

  3、“避峰就谷”——科学管理绿地灌溉 

目前多数绿地灌溉管理方式，几乎在任何时段都随意启动灌溉系统，往往集中在白天，

出现与城市生活、生产“争”水的局面，增加了城市给水系统的供水负荷，已经在某些城市

的一些区域，造成生产、生活用水压力不足，而灌溉系统也因压力不足，不能正常工作的局

面。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协调和分配城市给水系统的压力，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圆满解决。 

从城市用水关系来看，绿地灌溉是城市给水系统的用户之一，但与生活、生产用水相

比，又处于次要地位，因此，绿地灌溉用水应该采用“避峰就谷”的管理方式，即避开生产、

生活的用水高峰期，在生产、生活用水的低谷时再进行绿地灌溉。 

从植物需水特性来看，植物灌溉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夜间形成露珠的时候。夜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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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可避免中午前后灌溉的不利因素，此时没有太阳辐射，灌溉水蒸发损失最少，水分得到

有效的利用，可以充分满足植物的水分需要。 

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它们重叠的时段正好在夜间，生活、生产用水锐减，城市给

水系统的压力趋于最高而且比较稳定，此时进行绿地灌溉，有以下优点： 

1）不与生活和生产“争”水，不增加城市给水系统的负荷； 

2）充分利用了城市给水系统的压力，使绿地灌溉系统在最佳的设计点工作，系统效

率最高，灌水均匀度最好； 

3）遵循了植物需水特性，且减少蒸发、节水节能。 

4）减少人为损坏灌水设备的几率。城市绿地是供人们休息、娱乐和观赏的场所，夜

间灌溉正好避开密集的人群，防止了人们随意把玩灌水设备的机会。 

但是，这样的用水管理，对绿地灌溉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灌溉作业都要

求在夜间完成，普通的手工操作灌溉已经不能适应，必须采用自动控制技术来代替。这不仅

是绿地灌溉系统的发展趋势，而且是合理利用城市给水系统压力的现实要求。近年来，国内

一些大、中城市，为了合理利用城市给水系统的压力，已经开始大力引进和推广绿地灌溉系

统的自动控制技术，以“避峰就谷”的原则为指导，促进绿地灌溉管理方式的转变，而且取

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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