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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喷灌水滴直径与动能强度分布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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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室内无风条件下应用视频雨滴谱仪实时监测了不同坡度下喷洒水滴直径和速度等信息，研究了不同坡度

下水滴平均直径及直径频率沿射程方向的变化规律，分别建立了水滴平均直径、速度与坡度等之间的数学关系。

以此为基础，结合坡地喷灌水量分布计算方法，提出了无风条件下坡地喷洒水滴动能强度计算模型，并通过试验验

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以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为研究对象，应用该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喷头布置方式、间距和坡度

对组合喷头打击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喷头间距的增大，动能强度分布越来越不均匀，且动能强度

高值区所占比例不断减小；坡度变化对坡面动能强度分布影响并不明显；三角形布置方式对减小坡地喷灌打击动

能强度具有一定作用。同时考虑打击动能强度和水量分布，在坡地喷灌系统设计时，若选用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

建议优先采用三角形布置，且间距为 ０８倍的平地喷头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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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喷洒水滴直径及打击动能是喷灌系统评价的重

要指标
［１－３］

，水滴直径较小时，喷灌水滴受风的影响

较大，易蒸发，从而影响灌溉质量；水滴直径过大，落

地时的打击动能较大，易导致土壤表面结皮，影响土

壤水分入渗，促进地表产流，造成水、土、肥流失。因

此，研究喷洒水滴及打击动能分布规律，对喷头开发

和喷灌系统设计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水滴直径测试手段越来越先进，已由过去

的面粉法、滤纸色斑法、浸入法和照相法发展到现在

的激光雨滴谱仪法
［４－６］

。随着技术进步，不仅能实

时记录水滴直径，而且还能同时获得水滴速度和落

地角度等更多水滴信息。利用水滴的这些信息，国

内外学者对喷洒水滴直径分布和打击动能问题进行

了大量研究，重点分析了影响水滴直径分布的关键

因素，指出工作压力对水滴直径分布影响最大
［７］
。

针对不同类型喷头，建立了水滴直径与工作压力、喷

头转速、喷嘴直径和喷头距离等之间的函数关

系
［８－９］

。并依据单喷头水滴运动特性，总结出水滴

直径、速度及落地角度沿射程分布的规律
［１０－１１］

，揭

示了喷洒水滴形成机理
［１２］
。在喷洒水滴打击动能

方面，研究了水滴打击动能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建立了水滴动能强度分布与喷嘴形状等因素之间的

数学关系
［１３－１６］

。分析了喷洒水滴打击动能对土壤

表面结构的破坏程度，得出土壤入渗能力随着水滴

打击动能的增大而降低的结论
［１７－１８］

。前人的研究

对喷头开发和结构改进以及喷灌系统设计都具有重

要作用，然而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地喷灌，对坡地

喷灌研究相对较少。受地形影响，坡地喷灌更易产生

地表径流，造成土壤侵蚀。因此，坡地喷灌水滴直径及

动能强度分布规律研究对于坡地喷灌系统设计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以农田灌溉中常用的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
为研究对象，在室内无风条件下，应用视频雨滴谱仪

实时监测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和速度等信息，研究

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及直径频率沿射程方向的

变化规律，分别建立平均直径、速度与坡度等之间的

关系，以此为基础，提出无风条件下坡地喷灌打击动

能强度计算模型，并应用模型重点分析不同喷头布

置方式、间距和坡度对组合喷头打击动能强度分布

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装置
试验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

究院灌溉水力学实验厅进行。试验装置由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喷嘴直径 ２１８ｍｍ，喷射仰角 １７°，
工作压力范围１７０～４１０ｋＰａ）、视频雨滴谱仪（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ｄｅｏｄｉｓ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２ＤＶＤ）、压力传感器
（西安新敏 ＣＹＢ型，量程 ０～５００ｋＰａ，精度 ０１％）、
变频恒压供水节能控制柜、加压泵、不锈钢水箱、

ＰＶＣ管、阀门以及其它必需的试验设备等组成，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１．喷头　２．压力传感器　３．喷头支架　４．流量计　５．压力调节

阀　６．视频雨滴谱仪　７．电源线　８．数据线
　

１２　试验方法
虽然喷头工作压力是影响喷洒水滴直径的重要

因素之一，但是在实际喷灌工程建设时，为了保证喷

灌系统灌溉质量，喷头设计工作压力一般采用喷头

额定工作压力（通常由厂家给出）。由于本文重点

研究地形坡度对喷洒水滴直径和动能强度分布的影

响，所以喷头工作压力采用厂家推荐值３００ｋＰａ。地
形坡度设置３个水平，分别是 ０、０１和 ０２，为了下
文叙述方便，用坡度的正值表示下坡，负值表示上

坡，０表示平坡，即：平坡、坡度为 ０１的上坡和下
坡、坡度为 ０２的上坡和下坡，分别用 ０、－０１、
０１、－０２和 ０２表示。由于在室内通过人为手段
模拟坡面，并把视频雨滴谱仪（质量达 ８０ｋｇ）直接
放到坡面上来获取水滴信息十分困难，所以试验过

程中通过改变喷头安装高度和视频雨滴谱仪位置来

调节两者之间的相对高差和水平距离，模拟视频雨

滴谱仪在坡面上不同的位置，进而测试坡面上不同

位置处的喷灌水滴直径和速度。从距离喷头１ｍ处
到喷洒水流射程范围内，以 １ｍ间距（坡面距离）测
定各个位置上的水滴直径和速度，并控制每个测点

收集不少于１００００个水滴［１９］
。

喷洒范围内即使是同一位置处，其水滴直径变

化范围也较大，通常采用平均水滴直径来表示不同

位置处的水滴大小。常用的计算水滴直径的方法

有：个数加权平均法、体积加权平均法和中数直径

法。有学者对这３种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体
积加权平均法计算的水滴直径沿射程变化规律能更

好地符合实际
［２０］
，其计算公式为

４６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ｄ＝
∑
ｎ

ｍ＝１
ｄ４ｍ

∑
ｎ

ｍ＝１
ｄ３ｍ

（１）

式中　ｄ———测试点体积加权平均水滴直径，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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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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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沿射程分布
图２给出了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沿射程分

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

径随着与喷头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并且在射程末端

达到最大。但是与喷头距离小于 ６ｍ时，不同坡度
下水滴平均直径的差异较小；当与喷头距离大于 ６ｍ
时，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的差异变大。在与喷头

相同距离时，水滴平均直径随着坡度增大而减小。

图 ２　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沿射程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ｌｏｎｇｓｐｒａ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

ｄ与与喷头距离 ｌ呈较好的指数关系，且可以用 ｄ＝
ａｅｂｌ来表示。表１给出了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
ｄ与与喷头距离 ｌ的指数关系式及 Ｒ２。

表 １　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与与喷头距离的指数

关系式及 Ｒ２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ｒｏｐｌｅ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２ｖａｌｕｅｓ

坡度 指数关系式 Ｒ２

０２ ｄ＝０４９３ｅ０１６８ｌ ０９８８

０１ ｄ＝０４２９ｅ０１９７ｌ ０９９２

０ ｄ＝０４４７ｅ０２０３ｌ ０９８８

－０１ ｄ＝０３９２ｅ０２３８ｌ ０９８３

－０２ ｄ＝０３６５ｅ０２４３ｌ ０９６６

　　从表１可以看出，系数 ａ随着坡度的减小而减

小，系数 ｂ随着坡度的减小而增大，系数 ａ和 ｂ与坡
度 ｉ呈较好的线性关系

ａ＝０２９ｉ＋０４３　（Ｒ２＝０８８） （３）
ｂ＝０２１－０１９ｉ　（Ｒ２＝０９５） （４）

将式（３）、（４）代入 ｄ＝ａｅｂｌ中，可得出水滴平均
直径 ｄ与与喷头距离 ｌ及坡度 ｉ的关系式为

ｄ＝（０２９ｉ＋０４３）ｅ（０２１－０１９ｉ）ｌ （５）
平均直径只能从宏观上反映水滴直径沿射程的

变化关系，为了进一步分析水滴直径分布规律，图 ３
给出了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沿射程频率分布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与喷头坡面距离为１ｍ时，不同
坡度下水滴直径的分布极为相似，主要以小直径为

主，直径小于０５ｍｍ的水滴个数均占到 ９０％以上，
说明喷头附近的水滴直径分布与坡度关系不明显，

仅与喷头本身的性能有关。当与喷头坡面距离增加

到３ｍ时，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分布开始发生变化，
小直径水滴数量减少，大直径水滴数量增多。在平

地上喷洒时，水滴直径基本在 ０～１０ｍｍ范围内，
其中小于０５ｍｍ和 ０５～１０ｍｍ水滴数量相当，
对应的水滴频率均为 ４６％。在坡地上喷洒时，在上
坡方向，小于 ０５ｍｍ水滴数量大于 ０５～１０ｍｍ
水滴数量，且随着坡度的逐渐增大，小于 ０５ｍｍ水
滴数量不断增多，０５～１０ｍｍ水滴数量不断减少。
而下坡方向的情况恰好相反，这与与喷头的绝对距

离有关，与喷头的绝对距离越小，小水滴数量越多。

随着与喷头坡面距离的继续增加，水滴直径分布范

围继续扩大，当与喷头坡面距离为５ｍ时，水滴直径
范围扩大至２０ｍｍ，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分布均大
致呈“正态分布”趋势，即中间高，两边低，其中０５～
１０ｍｍ的水滴所占比例最大，不同坡度下该范围的
水滴频率均达到 ５０％以上，且小于 ０５ｍｍ的水滴
数量大于 １０～１５ｍｍ的水滴数量。当与喷头坡
面距离进一步增大到 ７ｍ时，水滴直径分布范围扩
大至２５ｍｍ，未达到射程末端的其余不同坡度下的
水滴直径分布虽然仍呈“正态分布”趋势，但其峰值

减小，呈压扁态势。当与喷头坡面距离增加到射流

末端时，水滴直径分布范围达到最大，为 ３５ｍｍ，小
水滴（小于０５ｍｍ）数量急剧增多，大水滴数量急剧
减少，但不同坡度下最大水滴直径都出现在射程末

端。

２２　不同坡度下水滴速度与直径的关系
速度是水滴信息中的重要参数，是衡量水滴打

击动能的关键指标。图４给出了不同坡度下沿射程
不同位置处喷洒水滴速度与直径的关系。从图中可

以直观地看出，水滴速度与直径的关系可以分为２个
阶段，第１阶段，当水滴直径小于０５ｍｍ时，水滴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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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坡度下水滴直径沿射程频率分布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ｌｏｎｇｓｐｒａ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图 ４　不同坡度下水滴速度与直径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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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随着直径的增大呈减小趋势；第２阶段，当水滴直
径大于 ０５ｍｍ时，水滴速度随着直径的增大呈增
大趋势。但是，由于不同坡度下，直径小于 ０５ｍｍ
且速度大于 ４ｍ／ｓ的水滴个数与直径小于 ０５ｍｍ
所有水滴个数比例均不到 ３％，水滴速度与直径在
第１阶段的关系不占主要地位，这种关系可以忽略。
因此，总体而言，不同坡度下水滴速度均随水滴直径

的增大呈增大趋势，且符合对数函数关系，可用公式

ｖ＝ｐｌｎｄ＋ｑ来表示，其中 ｄ为水滴直径，ｍｍ；ｐ和 ｑ
均为相应系数。

表２给出了不同坡度下水滴速度与水滴直径的
对数关系式及 Ｒ２。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系数 ｐ和 ｑ
均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大，并呈较好的线性关系，且

决定系数均不小于０９５，通过统计回归分析得出系
数 ｐ和 ｑ分别与坡度 ｉ的关系式为

ｐ＝１０１ｉ＋１６５　（Ｒ２＝０９９） （６）
ｑ＝０８４ｉ＋３５８　（Ｒ２＝０９５） （７）

将式（６）、（７）代入 ｖ＝ｐｌｎｄ＋ｑ中，可以得出水
滴速度 ｖ与直径 ｄ及坡度 ｉ的关系式为

ｖ＝（１０１ｉ＋１６５）ｌｎｄ＋０８４ｉ＋３５８ （８）

表 ２　不同坡度下水滴速度与直径的对数函数关系式及 Ｒ２

Ｔａｂ．２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２ｖａｌｕｅｓ

坡度 对数关系式 Ｒ２

０２ ｖ＝１８７ｌｎｄ＋３７３ ０７２

０１ ｖ＝１７３ｌｎｄ＋３６５ ０６８

０ ｖ＝１６７ｌｎｄ＋３６３ ０７０

－０１ ｖ＝１５４ｌｎｄ＋３４９ ０６４

－０２ ｖ＝１４６ｌｎｄ＋３３９ ０６７

２３　不同坡度下喷洒水滴动能强度分布

２３１　动能强度计算
动能强度是指单位时间内测点处的动能，它是

反映喷灌系统降水能量分布、预测地表径流的重要

参数，其值取决于喷洒水滴的直径、速度和喷灌强

度，计算式
［１９］
为

Ｗｊ＝
∑
ｎ

ｍ＝１

１
１２π
ｄ３ｍρｖ

２
ｍ

１０００∑
ｎ

ｍ＝１

１
６π
ｄ３ｍ

Ｐｊ
３６００

（９）

式中　Ｗｊ———与喷头不同距离测点处的打击动能强

度，Ｗ／ｍ２

Ｐｊ———与喷头不同距离测点处的喷灌强度，
ｍｍ／ｈ

ｖｍ———第 ｍ个水滴速度，ｍ／ｓ

ρ———水的密度，ｋｇ／ｍ３

ｊ———与喷头不同距离的测点

２３２　动能强度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对比分析
利用各测点处实测的水滴直径和速度及喷灌

强度数据，通过式（９）可获得各测点处喷洒水滴动
能强度的实测值。另外，已知地形坡度和测点位

置，通过本文提出的水滴平均直径与至喷头距离

的关系式（５），可计算出测点处的水滴平均直径，
将水滴平均直径代入本文提出的水滴速度与直径

的关系式（８），可计算出水滴平均直径相对应的速
度，然后应用文献［２１］中提出的坡地喷灌水量分
布计算模型，计算出该测点处的喷灌强度，最后把

测点处水滴平均直径、速度和喷灌强度的计算值

代入式（９），便可模拟出测点处喷洒水滴动能强
度。

图 ５为喷头工作压力为 ３００ｋＰａ、坡度为 ０２
和 －０２时模拟的动能强度沿射程分布与实测情
况的对照图，以验证喷洒水滴动能强度模拟方法

的正确性。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动能强度模

拟值与实测值比较接近，相对偏差在 １０％以内，而
有少部分模拟值与实测值偏差较大，超过 １５％，最
大达到 ２８％，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测点处的喷洒水
滴平均直径、速度或者喷灌强度的计算值与实测

值出现较大偏差，但是总体而言，喷洒水滴动能强

度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动

能强度分布规律。

图 ５　动能强度沿射程分布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ｓｐｒａ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３３　单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利用上述喷洒水滴动能强度模拟方法，计算出

不同坡度下单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情况，如图 ６
所示。坐标点（０，０）为喷头位置。从图中可以看
出，不同坡度下，动能强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喷头附

近和射程末端，且随着坡度的增大，高值区在喷头附

近的范围有所扩大。上坡方向，与喷头相同位置处

的动能强度随坡度增加而增大，这主要是因为坡度

增加，上坡射程减小，喷洒湿润区随之减小，导致喷

灌水量不断向上坡集中，所以与喷头相同位置处喷

灌强度也随之变大。下坡方向，由于下坡射程随着

坡度增加而增大，喷洒湿润区不断扩大，致使喷灌水

量在下坡方向分布变稀薄，与喷头相同位置处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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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坡度下单喷头喷洒水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强度也随坡度增大而变小，所以导致其动能强度也

因此减小。

２３４　组合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一个喷灌系统由很多喷头组合而成，仅研究单

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对工程实践意义不大。因

此，利用本文的喷洒水滴动能强度模拟方法，先计算

出单喷头动能强度分布，然后再按照不同喷头布置

方式和间距对单喷头数据进行叠加，进而获得组合

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规律，以期为坡地喷灌系统

设计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喷头布置方式对坡面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
图７给出了坡度为０１、喷头间距为１０ｍ（平地

喷头射程 Ｒ）的正方形和三角形 ２种布置方式组合
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情况。在正方形布置下，４个喷
头分别位于正方形 ４个顶点，如图 ７ａ所示，其动能
强度分布呈十字花形，方形中部和 ４个角为动能强
　　

度高值区，其各点动能强度均大于 ０００６Ｗ／ｍ２，高
值区（大于０００６Ｗ／ｍ２）占整个喷洒区域的比例为
５２９％，且上方２个喷头之间均存在 １个动能强度
低值区，其值都在０００４Ｗ／ｍ２左右。在三角形布置
下，３个喷头分别位于三角形 ３个顶点，如图７ｂ所
示，高值区主要位于３个喷头附近，其面积占整个喷
洒区域的比例为４０％，而其他区域各点动能强度均
在０００５Ｗ／ｍ２左右。三角形布置下的动能强度分
布比正方形布置的更为均匀，其动能强度分布均匀

系数
［１４］
分别为 ９０８％和 ７７８％。因此，三角形布

置对于减小喷头打击动能强度具有一定作用，坡地

喷灌系统设计时，在满足喷灌均匀性前提条件下，喷

头布置建议优先考虑三角形布置方式。

（２）喷头间距对坡面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
图８给出了坡度为 ０１、三角形布置方式下不

同喷头间距对组合坡面喷头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

　　

图 ７　不同喷头布置方式下组合喷头喷洒水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Ｆｉｇ．７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ｌａｙｏｕｔｓ

图 ８　不同喷头间距下组合喷头喷洒水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Ｆｉｇ．８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ｓｐａｃ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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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喷头间距的增大，动能强度分

布越来越不均匀，４种间距（０８Ｒ、Ｒ、１２Ｒ和 １４Ｒ）
下动能强度分布均匀系数分别为 ９４９％、９０８％、
７４２％和 ６８５％。当喷头间距为 ０８Ｒ时，其动能
强度基本在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Ｗ／ｍ２之间。喷头间距增
大至 Ｒ时，出现高值区，主要位于 ３个喷头附近；随
着喷头间距进一步增大，高值区占整个喷洒区域的

比例不断减小，喷头间距为 Ｒ、１２Ｒ和 １４Ｒ下高值
区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００％、２８６％和 １０８％，且高
值区逐步向三角形区域的中心部位移动。过高的动

能强度将对土壤表面带来破坏，因此，从喷洒水滴打

击动能角度考虑，对于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在坡地

应用时选择 ０８Ｒ的间距比较适宜，这与文献［２１］
从水量分布研究结果选取的喷头间距相吻合。

（３）坡度对坡面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
图９给出了喷头间距为 １２Ｒ、三角形布置方式

下不同坡度对组合喷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坡度增大，动能强度高值区由

喷洒区域中心部位逐渐移向底部，这与不同坡度下

单喷头水量分布发生较大变化有关。３种坡度下
（０、０１和 ０２），其动能强度高值区所占比例分别
为 ２７１％、２８６％和 ２８６％，动能强度分布均匀系
数分别为 ７４３％、７４２％和 ７３４％，由此说明坡度
变化对组合喷头动能强度分布影响不明显。

图 ９　不同坡地下组合喷头喷洒水滴坡面动能强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
　

３　结论

（１）在室内无风条件下，利用视频雨滴谱仪实
时监测了不同坡度下喷洒水滴直径和速度等信息，

揭示了不同坡度下水滴平均直径及直径频率沿射程

方向的变化规律，分别建立了平均直径、速度与坡度

等因素之间的数学关系。水滴平均直径与喷头距离

呈较好的指数函数关系，水滴速度与直径呈较好的

对数函数关系。

（２）以水滴平均直径、速度与坡度等之间的数
学关系为基础，结合以往的坡地喷灌水量分布计算

方法，提出了无风条件下坡地喷洒水滴动能强度计

算模型。将模拟的动能强度与实测值进行对照，结

果表明，大部分动能强度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接近，

相对偏差在１０％以内。总体而言，模拟结果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喷洒水滴动能强度分布规律。

（３）以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为对象，应用模型，
分别研究了单喷头和组合喷头２种情况下的坡面动
能强度分布规律。对于单喷头而言，不同坡度下动

能强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喷头附近和射程末端，且

随着坡度的增大，高值区在喷头附近的范围有所扩

大。在上坡方向，至喷头相同位置处，坡度越大，其

动能强度越大，在下坡方向，结果反之。对于组合喷

头而言，随着喷头间距的增大，动能强度分布越来越

不均匀，且动能强度高值区所占比例不断减小，坡度

变化对坡面动能强度分布影响并不明显，而三角形

布置方式对于减小坡地喷灌打击动能强度具有一定

作用。

（４）同时考虑打击动能强度和水量分布，在坡
地喷灌系统设计时若选用雨鸟 ＬＦ１２００型喷头，建
议优先采用三角形布置，且间距为 ０８Ｒ（Ｒ为平地
喷头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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