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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压微灌管网系统布置与管径同步优化设计

马朋辉　刘韩生　胡亚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微灌管网系统由轮灌管网（支毛管）和续灌管网（干管）组成，以往的研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系统，且不能实

现布置与管径组合的同步优化，研究成果对坡度均匀的大型灌区机压微灌独立管网系统的优化也不适用。因此，

提出了机压微灌管网系统优化的方法，并建立了优化设计数学模型，采取整数及实数编码的混合编码方法，通过遗

传算法求解，同时实现轮灌管网及续灌管网的布置优化及管径组合优化，得出的管径为标准商用管径，无需调整。

实例计算结果表明，该模型与算法在求解机压微灌管网系统优化设计问题上具有良好的优化性能和求解精度。与

传统设计方案相比较，轮灌管网和续灌管网的优化设计方案单位面积年费用分别降低了 １４８５％ ～３５５９％和

４１２％ ～１２９９％，节省投资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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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管网优化包括优化布置和优化设计。优化布置

主要进行管网干支管线的选择，力求管网总长度最

短或总投资最小的最佳管网结构形式。优化设计则

是以管网布置形式为依据，通过水力计算寻求系统

造价最低的最佳管径组合方案。

优化布置是优化设计的前提和基础，布置形式

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管道总长度及工程投资的经济合

理性，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１－８］

。相较

于优化布置，优化设计对整个系统投资影响较大，所

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较显著。国内外学者对管网优化

设计研究非常重视，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线性

规划法
［９］
、非线性规划法

［１０］
、动态规划法

［１１］
等传统

方法，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遗传算法
［１２］
、人工神

经网络
［１３］
、蚁群算法

［８］
等新型智能算法先后被应用

于解决管网优化设计问题，极大促进了管网输水技

术的应用与推广。

近年来，极端气候频发，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业和城市用水将进一

步增加，农业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发展节

水灌溉尤其是微灌显得尤为重要。在进行地面坡度

较为均匀的大型灌区微灌管网系统优化过程中，当

采用井水作为灌溉水源时，可以出水量控制其规模；

当采用河水、库水等作为灌溉水源且水量充足时，对

于一个待规划的地块，可以将其规划为一个大系统，

也可以将其规划为若干个独立的小系统，系统中各

级管道的相对长度不同又可以组成多种规划方案，

目前多是根据工程经验人为确定单个系统的控制面

积，缺乏经济分析。因此，需要确定合理的单个系统

的形状、控制面积并进行优化设计，此时微灌管网系

统的布置未定，系统中各需水节点的位置及流量也

尚不确定。上述的管网优化布置研究
［４－８］

均是基于

各需水节点位置及流量已定的情况，而管网优化设

计
［９－１３］

也均为灌溉面积及管网布置已定的情况，显

然前述优化方法及模型对大型灌区微灌独立管网系

统的优化并不适用。本文以灌区微灌管网系统布置

和管径组合的同步优化为研究目标，建立轮灌管网

及续灌管网的优化数学模型，通过遗传算法求解，同

时获得相应管网的布置及管径组合方案。

１　微灌管网系统优化总思路

微灌管网系统一般由干管、分干管、支管及毛管

组成，其中干管及分干管一般采用续灌的方式，组成

续灌管网，支管及毛管一般采用轮灌的方式，组成轮

灌管网。机压微灌管网系统示意图见图 １。目前微

灌管网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仅涉及到某一级管

道或轮灌管网的优化，而对微灌管网系统的优化设

计问题研究不够
［１４－１９］

。实际上，微灌各级管道间有

密切的水力联系，各级管道的投资大小也相互影响，

在优化过程中，应将微灌管网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寻

求整个管网系统的最优方案。机压微灌管网系统的

优化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即先进行轮灌管网

的优化，确定出轮灌管网的形状、面积后，再以此为

基础从系统中只有一个轮灌管网到横向、竖向各有

多个轮灌管网进行优化计算，以此进行机压微灌管

网系统的优化设计。

图 １　机压微灌管网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ｐｕｍｐ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ｙｓｔｅｍ
　
轮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大，所需的动力费用高，

但管网内所允许的水头损失大，因此支毛管可以选

用较小的管径以节省投资；反之亦然。毛管的规格

型号根据作物、土壤性质、农业技术及管理等因素选

定，可以作为已知因素，因此轮灌管网优化的目的是

在不限定轮灌管网面积的情况下确定使轮灌管网单

位面积年费用最小的管网布置形式（面积及支、毛

管管长）、支管管径及轮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在

轮灌管网的优化中，假定支管和毛管等量出流，以轮

灌管网内各灌水器的工作压力水头在满足灌水均匀

度要求所允许的压力水头范围内作为约束条件，以

保证灌水质量。

机压微灌续灌管网中，水泵加压所需动力费、管

网投资与轮灌管网相同，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

机压微灌续灌管网优化一方面要降低管网投资，另

一方面又要降低管网的动力费用，优化的目的主要

是寻求管网年费用最低的优化方案。在轮灌管网优

化完成后，续灌管网中各管段的流量就可以确定。

以轮灌管网优化结果为基础，在不限定续灌管网控

制面积的情况下从系统中只有一个轮灌管网到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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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竖向各有多个轮灌管网进行经济分析，从而确定

单位面积年费用最低时续灌管网的控制面积、干管

及分干管的管径、管长。将轮灌管网和续灌管网优

化结果相结合即为机压微灌管网系统的优化。

在管网水力计算过程中，管道沿程水头损失按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２０］
推荐公式进行计算，即

ｈｆ＝ｆ
Ｑｍｉ
Ｄｂｉ
Ｌｉ （１）

式中　ｈｆ———管道沿程水头损失，ｍ
Ｑｉ———管道流量，Ｌ／ｈ
Ｄｉ———管道内径，ｍｍ
Ｌｉ———管道长度，ｍ
ｆ———摩阻系数　　ｍ———流量指数
ｂ———管径指数

各种管材水头损失计算系数参见《微灌工程技

术规范》
［２０］
。支、毛管按微灌用聚乙烯管管径大于

８ｍｍ的情况取值，干管及分干管按硬塑料管的情况
取值。

２　机压微灌管网系统优化模型

２１　轮灌管网优化模型
以不设调压管且毛管双向布置的轮灌管网为研

究对象，其优化包括布置优化和管径优化。布置优

化主要是确定轮灌管网的控制面积，支、毛管的长度

及支管位置；管径优化主要是确定支管的管径。规

定毛管上２个灌水器之间的管道为一个管段，支管
上２条毛管之间的管道为一个管段，毛管不变径且
轮灌管网内所有毛管均选用同一规格管径，支管采

用变径设计，每一管段只选用一种标准管径。规定

顺水流方向左手边为左侧，右手边为右侧，以左侧毛

管上灌水器个数、右侧毛管上灌水器个数、支管各管

段管径及轮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为决策变量，以轮

灌管网单位面积年费用最低为目标函数建立轮灌管

网优化模型，从轮灌管网中支管只有一个管段到多

个管段进行优化计算。

２１１　目标函数
以轮灌管网单位面积年费用最低为目标，计算

式为

ｍｉｎＦｒ＝１００００×

（ａ＋ｐ [） Ｓｍ０Ｃｍｊ＋∑
Ｎｍ

ｉ＝２
ＳｍＣｍｊ＋Ｎｍ（Ｌ２１＋Ｌ２２）Ｃ ]ｌ ＋Ｆｒｂ

［Ｓｍ０＋（Ｎｍ －１）Ｓｍ］（Ｌ２１＋Ｌ２２）

（２）

其中 ａ＝ｒ（１＋ｒ）
ｔ

（１＋ｒ）ｔ－１
（３）

Ｆｒｂ＝
ＥＴｒＱｒ０Ｈｒ０
３６７２η

（４）

Ｌ２１＝Ｓｅ０＋（ｎ１－１）Ｓｅ （５）
Ｌ２２＝Ｓｅ０＋（ｎ２－１）Ｓｅ （６）

式中　Ｆｒ———轮灌管网单位面积年费用，元／（ｈｍ
２
·ａ）

ａ———投资年折算系数
ｐ———年平均维修费率
Ｓｍ０———支管第一管段的长度，ｍ
Ｓｍ———支管其余管段的长度，ｍ
Ｃｍｊ———支管选用第 ｊ种规格管径时的单价，

元／ｍ
Ｃｌ———选用的毛管单价，元／ｍ
Ｌ２１———左侧毛管长度，ｍ
Ｌ２２———右侧毛管长度，ｍ
Ｆｒｂ———轮灌管网水泵年动力费，元／ａ
Ｎｍ———支管管段数
ｒ———年利率，％
ｔ———折旧年限，ａ
Ｅ———电价，元／（ｋＷ·ｈ）
Ｔｒ———轮灌管网年工作时数，ｈ

Ｑｒ０———轮灌管网进口流量，ｍ
３／ｈ

Ｈｒ０———轮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ｍ

η———泵站效率
Ｓｅ０———毛管第一管段的长度，ｍ
Ｓｅ———毛管其余管段的长度，ｍ
ｎ１———左侧毛管上灌水器的个数，即左侧毛

管管段数

ｎ２———右侧毛管上灌水器的个数，即右侧毛
管管段数

２１２　约束条件
（１）灌水器工作压力约束
以一个轮灌管网中所有灌水器的工作压力水头

均在满足灌水均匀度要求所允许的压力水头范围内

为约束条件，将轮灌管网作为一个整体优化，有

Ｈｍｉｎ≤Ｈｋ≤Ｈｍａｘ （７）

其中 Ｈｋ＝Ｈｒ０＋∑
Ｉ（ｋ１）

ｉ＝
(

１

Ｉ１Ｌｉ
１＋Ｉ槡

２
１

－αｆＬｉ
Ｑｍｉ
Ｄ )ｂ
ｉ

＋

∑
Ｉ（ｋ２）

ｉ＝
(

１

Ｉ２Ｌｉ
１＋Ｉ槡

２
２

－αｆＬｉ
Ｑｍｉ
Ｄ )ｂ
ｉ

（８）

式中　Ｈｋ———轮灌管网中第 ｋ个灌水器的压力水
头，ｍ

Ｈｍｉｎ———满足灌水均匀度要求的灌水器允许
最小工作压力水头，ｍ

Ｈｍａｘ———满足灌水均匀度要求的灌水器允许
最大工作压力水头，ｍ

Ｉ１———顺支管方向的地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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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２———顺毛管方向的地形坡度
Ｉ（ｋ１）———从支管入口到轮灌管网中第 ｋ个

灌水器所经过的支管管段数

Ｉ（ｋ２）———从支管入口到轮灌管网中第 ｋ个
灌水器所经过的毛管管段数

α———考虑局部水头损失的加大系数，取
１０５

（２）管径约束
支管顺水流方向前一段管道所选标准管径应不

小于后一段管道所选标准管径，即

Ｄｉ，ｊ≥Ｄｉ＋１，ｊ （９）
式中　Ｄｉ，ｊ———第 ｉ段管道选用第 ｊ种标准规格的管

径，ｍｍ
Ｄｉ＋１，ｊ———第 ｉ＋１段管道选用第 ｊ种标准规

格的管径，ｍｍ
２２　续灌管网优化模型

续灌管网优化也包括布置优化和管径优化。布

置优化主要是确定续灌管网的控制面积、干管及分

干管的长度；管径优化主要是确定在此布置形式及

规模下干管及分干管各段的管径。规定干管上相邻

分干管之间的管道为一个管段，分干管上相邻支管

之间的管道为一个管段，干管及分干管均采用变径

设计，每一管段只选用一种标准管径。以水泵扬程、

干管及分干管各管段管径为决策变量，以单位面积

年费用最低为目标函数，建立机压微灌续灌管网优

化模型，从续灌管网中只有一个轮灌管网到横向、竖

向各有多个轮灌管网进行优化计算。

２２１　目标函数
以续灌管网单位面积年费用最低为目标，计算

式为

ｍｉｎＦｃ＝１００００×

（ａ＋ｐ (） ＣｊＬｄ＋∑
Ｎ２－１

ｉ＝１
ＣｉｊＬｍ ＋∑

Ｎ２

ｉ＝１
∑
Ｍ０

ｊ＝１
ＣｉｊｋＬ )ｓｉｊ ＋Ｆｃｂ

（Ｎ２－１）Ｌｍ（Ｍ－１）Ｌｓ
（１０）

其中 Ｆｃｂ＝
ＥＴｃＱｃ０Ｈ
３６７２η

（１１）

式中　Ｆｃ———续灌管网单位面积年费用，元／（ｈｍ
２
·ａ）

Ｃｊ———输水管选用第 ｊ种规格标准管径时的
单价，元／ｍ

Ｌｄ———输水管长度，ｍ
Ｃｉｊ———第 ｉ段干管选用第 ｊ种规格标准管径

时的单价，元／ｍ
Ｎ２———干管上分干管的条数，即干管管段数
Ｍ———分干管上支管的条数

Ｍ０———一条分干管上的管段数，当 Ｍ为奇数
时，Ｍ０＝Ｍ－１；当Ｍ为偶数时，Ｍ０＝Ｍ

Ｃｉｊｋ———第 ｉ条分干管第 ｊ管段选用第 ｋ种规
格标准管径时的单价，元／ｍ

Ｌｓｉｊ———第 ｉ条分干管第 ｊ管段的长度，ｍ
Ｌｍ———干管管段长，即相邻分干管间距离，ｍ
Ｌｓ———分干管管段长，即相邻支管间距离，ｍ
Ｆｃｂ———续灌管网水泵年动力费，元／ａ
Ｔｃ———续灌管网年工作时数，ｈ

Ｑｃ０———续灌管网进口流量，ｍ
３／ｈ

Ｈ———水泵扬程，ｍ
２２２　约束条件

（１）工作压力约束
续灌管网中分干管各节点压力水头应不低于轮

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即

ｈ１ｋ＝Ｈ－ｈｂ＋
Ｉ１Ｌｄ
１＋Ｉ槡

２
１

－αｆＬｄ
Ｑｍｄ
Ｄｂｄ
＋

∑
Ｉ（ｋ３）

ｉ＝
(

１

Ｉ１Ｌｍ
１＋Ｉ槡

２
１

－αｆＬｍ
Ｑｍｉ
Ｄ )ｂ
ｉ

＋

∑
Ｉ（ｋ４）

ｉ＝
(

１

Ｉ２Ｌｓ
１＋Ｉ槡

２
２

－αｆＬｓ
Ｑｍｉ
Ｄ )ｂ
ｉ

－Ｈｒ０≥０ （１２）

式中　ｈ１ｋ———续灌管网中分干管各节点最小压力
水头约束变量，ｍ

ｈｂ———底阀、首部枢纽及吸水管水头损失之
和，ｍ

Ｑｄ———输水管流量，Ｌ／ｈ
Ｄｄ———输水管管径，ｍｍ
Ｉ（ｋ３）———从续灌管网入口到第 ｋ个分干管

节点所经过的干管管段数

Ｉ（ｋ４）———从续灌管网入口到第 ｋ个分干管
节点所经过的分干管管段数

（２）管道承压能力约束
续灌管网中各管段的实际压力不大于管道承压

能力，即

ｈ２ｋ＝Ｈ－ｈｂ＋
Ｉ１Ｌｄ
１＋Ｉ槡

２
１

－αｆＬｄ
Ｑｍｄ
Ｄｂｄ
＋

∑
Ｉ（ｋ３）

ｉ＝
(

１

Ｉ１Ｌｍ
１＋Ｉ槡

２
１

－αｆＬｍ
Ｑｍｉ
Ｄ )ｂ
ｉ

＋

∑
Ｉ（ｋ４）

ｉ＝
(

１

Ｉ２Ｌｓ
１＋Ｉ槡

２
２

－αｆＬｓ
Ｑｍｉ
Ｄ )ｂ
ｉ

－１０２Ｈｃ≤０ （１３）

式中　ｈ２ｋ———续灌管网中分干管各节点最大压力
水头约束变量，ｍ

Ｈｃ———管道承压能力，ＭＰａ
（３）管径约束
续灌管网中顺水流方向前一段管道所选标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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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应不小于后一段管道所选标准管径，即

Ｄｉ，ｊ≥Ｄｉ＋１，ｊ （１４）

３　基于遗传算法的模型求解

３１　编码
轮灌管网优化的决策变量为（Ｄ１，Ｄ２，…，ＤＮ，

ｎ１，ｎ２，Ｈｒ０），共有 Ｎ＋３个决策变量，将 Ｄ１、Ｄ２、…、
ＤＮ与其管径序号一一对应形成一个有序的整数列，
采取整数编码方式，ｎ１、ｎ２为整数，Ｈｒ０为实数，对 ｎ１、
ｎ２采取整数编码方式，对 Ｈｒ０采取实数编码方式。续
灌管网优化的决策变量为（Ｄ１，Ｄ２，…，ＤＮ－１＋ＮＭ０，Ｄｄ，

Ｈ），共有Ｎ－１＋ＮＭ０＋２个决策变量，将Ｄ１、Ｄ２、…、
ＤＮ－１＋ＮＭ０、Ｄｄ与其管径序号一一对应形成一个有序
的整数列，采取整数编码方式，对 Ｈ采取实数编码
方式。

３２　产生初始种群
在遗传算子一定的情况下，初始种群对算法的

效率和全局收敛性影响很大，在算子效率难以提高

的前提下改进初始种群的产生方法会收到很好的效

果
［２１］
。本文采用解的不可行度进行初始种群的选

择操作，具体是通过定义一个阈值，当一个解的不可

行度大于阈值，则该解被拒绝，否则被接受并进入下

一代遗传算法操作。为保证种群规模不变，被拒绝

的解由当前代中不可行度最小的解等量取代，具体

参见文献［２２］。
３３　适应度函数设计

轮灌管网及续灌管网的优化模型均为带约束优

化问题，需先将其转化为无约束优化问题，本文采用

罚函数法实现上述转化。对于轮灌管网构造适应度

函数

Ｆｆｉｔ１＝Ｆｒ＋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Ｈｋ－Ｈｍｉｎ）｜＋

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Ｈｍａｘ－Ｈｋ）｜＋

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Ｄｉ，ｊ－Ｄｉ＋１，ｊ）｜ （１５）

其中 λ＝１／ｔｋ　ｔｋ＋１＝ζｔｋ　 ζ∈（０，１）
式中　λ———模拟退火惩罚因子

ｔｋ＋１———第 ｋ＋１代退火温度
ｔｋ———第 ｋ代退火温度，ｋ＝０时称为初温
ζ———温度冷却系数

对于续灌管网构造适应度函数

Ｆｆｉｔ２＝Ｆｃ＋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ｈ１ｋ）｜＋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ｈ２ｋ）｜＋

λ∑
ｎ

ｉ＝１
｜ｍｉｎ（０，Ｄｉ，ｊ－Ｄｉ＋１，ｊ）｜ （１６）

３４　遗传算子
（１）选择算子：首先进行群体中个体适应度的

评价，并以此为依据采取排序适应度分配的随机遍

历抽样方法，从种群中选取一定比例的个体并作为

父辈繁殖子代。

（２）交叉算子：将种群中的奇数行与它的下一
偶数行配对后进行单点交叉，若最后一行为奇数行

则此行不参与交叉操作。

（３）变异算子：以一定概率选择变异的基因位
并在该位基因所允许的范围内随机变异。

４　应用

４１　基本数据

某项目区种植枸杞，土壤容重为１３６ｇ／ｃｍ３，采
用膜下滴灌的灌溉方式，水源为河水且充足，干管方

向的地形坡度为 １／２００，分干管方向的地形坡度为
１／５００。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并根据经验选择设计耗
水强度为６ｍｍ／ｄ，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为０７ｍ，土
壤设计湿润比为 ５０％，田间持水率为 ２５％，适宜土
壤含水率上、下限（质量百分比）分别取为田间持水

率的９０％和 ７０％，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０９。根据项
目区的气候、土壤及作物种植情况选择毛管管径

（内径）为１６ｍｍ，毛管间距为 ２５ｍ，灌水器设计流
量为 ２７Ｌ／ｈ，灌水器允许最大工作压力水头为
１２ｍ，灌水器允许最小工作压力水头为 ８ｍ，灌水器
间距为０５ｍ。经计算最大净灌水定额为２３８ｍｍ，
设计灌水周期为４ｄ，设计灌水定额为 ２６６７ｍｍ，一
次灌水延续时间为１１ｈ，取系统日工作时间为２２ｈ，
则系统最大轮灌组数为 ８，以此进行机压微灌管网
系统优化设计。泵站到灌溉区域边界的距离（即输

水管长度）为５０ｍ，单座泵站工程投资为２００００元，
所选毛管单价为 ２０元／ｍ，ＰＥ支管单价见文
献［１９］，ＵＰＶＣ干管单价见表１。

表 １　ＵＰＶＣ干管单价

Ｔａｂ．１　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ｏｆＵＰＶＣｍａｉｎｐｉｐｅｓ

外径／

ｍｍ

内径／

ｍｍ

单价／

（元·ｍ－１）

外径／

ｍｍ

内径／

ｍｍ

单价／

（元·ｍ－１）
６３ ６０２ ８３４ ２００ １９０８ ６９５３
７５ ７１６ １１５９ ２２５ ２１４６ ８７８７
９０ ８６０ １６６６ ２５０ ２３６４ １０９４６
１１０ １０５０ ２１２１ ３１５ ２９６８ １７１８２
１２５ １１９２ ２７６３ ４００ ３７８８ ２７７２３
１６０ １５２６ ４４９２ ４５０ ４２５２ ３５０５２

４２　控制参数选取
算法中涉及的控制参数较多，其中群体规模和

最大遗传代数对计算结果的精度影响较大，对这两

个参数进行组合分析以确定合理取值，其余参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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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一般情况下的取值。

以群体规模 ２００、最大遗传代数 ５００、交叉概率
０９、变异概率１／ＮＶＡＲ（ＮＶＡＲ为模型中变量个数）
为基本遗传参数；以阈值的初始可变因子 ０４、最终
可变因子１０、最大迭代次数 ６为初始种群不可行
度选择的基本参数；罚函数法处理约束条件时模拟

退火惩罚因子中初温为 ０００００１，温度冷却系数为
０９９。
４３　优化结果分析

轮灌管网的优化结果包括控制面积、支毛管管

长、支管各管段管径及轮灌管网进口压力水头，具体

见表２。

表 ２　轮灌管网优化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控制

面积／

ｈｍ２

单位面积

年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进口压

力水头／

ｍ

支管

段数

支管

长度／ｍ

左侧灌

水器数

左侧

毛管

长度／ｍ

右侧

灌水

器数

右侧毛管

长度／ｍ
顺水流方向支管各管段管径／ｍｍ

０７８ １３１３３０ １１５３ １７ ４１２５ １９７ ９８２５ １８４ ９１７５
７５，７５，７５，６３，６３，６３，６３，６３，６３，６３，

６３，４０，４０，４０，４０，３２，３２

　　由于遗传算法采用概率变迁规则指导搜索方
向，为克服随机因素对算法求解性能评估的干扰，将

算法程序独立运行 １００次，比较每次运行结果与最

图 ２　续灌管网优化布置结果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ｏ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优解的相对偏差，结果见表 ３。本文 １００次的运行
结果中，最优解为 １３１３３０元／（ｈｍ２·ａ），相对偏差
小于０３％的概率达到 ５５％，相对偏差小于 ０５％
的概率达到 ８１％，相对偏差小于 １％的概率达到
１００％，说明算法收敛性能稳定，具有很高的计算精度。

对微灌管网系统采取干管及分干管续灌、支管

轮灌的方式，将分干管上同一位置的支管划分为一

个轮灌组。以轮灌管网的优化结果为基础，通过续

灌管网优化模型的求解得到优化结果：控制面积为

４３８９ｈｍ２，单位面积年费用为７４４７３元／（ｈｍ２·ａ），
干管方向轮灌管网为７个，分干管方向轮灌管网为

表 ３　轮灌管网计算结果与最优解相对偏差出现次数

Ｔａｂ．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相对偏差／％ 出现次数 相对偏差／％ 出现次数

＜０１ ８ ＜０５ ８１

＜０２ ３６ ＜１０ １００

＜０３ ５５ ＞１０ ０

８个，水泵扬程为 ３４２０ｍ，系统流量为 １２２４３ｍ３／ｈ。
具体优化布置及优化设计结果分别见图２及表４。

同样，为克服随机因素对算法求解性能评估的

干扰，将算法程序独立运行１００次，比较每次运行结
果与最优解的相对偏差，结果见表 ５。本文 １００次
的运行结果中，最优解为７４４７３元／（ｈｍ２·ａ），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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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续灌管网优化设计结果

Ｔａｂ．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管段

编号

长度／

ｍ

流量／

（ｍ３·ｈ－１）

外径／

ｍｍ

流速／

（ｍ·ｓ－１）

下游节点

水头／ｍ

管段

编号

长度／

ｍ

流量／

（ｍ３·ｈ－１）

外径／

ｍｍ

流速／

（ｍ·ｓ－１）

下游节点

水头／ｍ

１ ５０００ １２２４３ ２００ １０９ ２７１２ ３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１３

２ ４１２５ １０４９４ ２００ １０２ ２７１２ ３４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４９

３ ４１２５ ８７４５ １６０ １３３ ２６９０ ３５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１８６

４ ４１２５ ６９９６ １６０ １０６ ２６８１ ３６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６４３

５ ４１２５ ５２４７ １６０ ０８０ ２６８５ ３７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０３

６ ４１２５ ３４９８ １２５ ０８７ ２６７８ ３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１６

７ ４１２５ １７４９ １１０ ０５６ ２６８３ ３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６３ １７１ １１８２

８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６０５ ４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５１９

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４１ ４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３２

１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７８ ４２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７４５

１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２１５ ４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３５７

１２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６０５ ４４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４９６

１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４２ ４５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０９

１４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７８ ４６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７２２

１５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２１５ ４７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３３５

１６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８２ ４８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４８８

１７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１９ ４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０１

１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５６ ５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７１４

１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１９３ ５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３２６

２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７４ ５２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６１５

２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１１ ５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４７６

２２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４７ ５４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０８８

２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１８４ ５５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６３ １２７ １１５４

２４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７７ ５６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４８４

２５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１４ ５７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０９７

２６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５１ ５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７１０

２７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１８７ ５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３２３

２８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７０ ６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６１４

２９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１０７ ６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４７４

３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６４４ ６２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２０８７

３１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７５ １２１ １１８０ ６３ １９０００ １７４９ ６３ １２７ １１５３

３２ ９５００ １７４９ ９０ ０８４ ２５７６

　　注：管道编号与下游节点编号相同。

偏差小于３％的概率达到４６％，相对偏差小于５％的概
率达到９７％，小于１０％的概率达到１００％，说明收敛性
能稳定，计算精度较高，可以满足实际生产要求。

表 ５　续灌管网计算结果与最优解相对偏差出现次数
Ｔａｂ．５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相对偏差／％ 出现次数 相对偏差／％ 出现次数

＜１ ２ ＜５ ９７

＜２ １１ ＜１０ １００

＜３ ４６ ＞１０ ０

４４　与传统设计方案的对比
在传统设计中，水源充足情况下续灌管网的控

制面积通常是根据经验确定，不限定轮灌管网布置

的情况下支管管径也不易选定。以干管方向轮灌管

网个数分别为 ５、７、１０，支管管径（外径）分别取 ６３、
７５、９０ｍｍ，进行传统设计并将其结果与前述优化设
计结果进行对比。

由于毛管管径根据项目区的气候、土壤及作物

种植情况选择，均为１６ｍｍ，故各种情况下单位面积
年毛管费用均相等，此处单位面积轮灌管网年费用

仅考虑不同部分（单位面积年费用为单位面积年支

管费用与单位面积年动力费用之和），轮灌管网优

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结果的对比见表６。
续灌管网优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结果的

对比见表７。
轮灌管网优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相比，

优化部分的单位面积年费用降低了 １４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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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轮灌管网优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结果的对比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传统设计方案 优化设计方案

支管

管径／

ｍｍ

单位面积

年支管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动力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支管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动力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投资

降低率／

％

６３ ７５６０ １１３４７ １８９０７ ６８５２ ９２４８ １６１００ １４８５

７５ ９０６３ １１３７６ ２０４３９ ６８５２ ９２４８ １６１００ ２１２３

９０ １３６６７ １１３２９ ２４９９６ ６８５２ ９２４８ １６１００ ３５５９

表 ７　续灌管网优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结果的对比

Ｔａｂ．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传统设计方案 优化设计方案

类型

支管

管径／

ｍｍ

单位面积年

固定投资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动力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年

固定投资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动力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单位面积

年费用／

（元·ｈｍ－２·ａ－１）

投资

降低

率／％

６３ ４４０３３ ３３６４３ ７７６７６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４１２

干管方向５个轮灌管网 ７５ ５３６９５ ２８５１８ ８２２１３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９４１

９０ ５４０１７ ２８４０５ ８２４２２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９６４

６３ ４６１０３ ３２７８３ ７８８８６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５５９

干管方向７个轮灌管网 ７５ ５５０８０ ２８６４８ ８３７２８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１１０５

９０ ５４７５１ ２８０４３ ８２７９４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１００５

６３ ４９８１７ ３２１６７ ８１９８４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９１６

干管方向１０个轮灌管网 ７５ ５６８４９ ２８７４７ ８５５９６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１２９９

９０ ５７５４７ ２７７７９ ８５３２６ ４７０３８ ２７４３５ ７４４７３ １２７２

３５５９％，续灌管网优化设计方案与传统设计方案相
比，单位面积年费用降低了 ４１２％ ～１２９９％，节省
投资效果明显。

５　结论

（１）提出了机压微灌管网系统优化设计方法，
即先进行轮灌管网的优化，然后以轮灌管网的优化

结果为基础，从一个管网系统中只有一个轮灌管网

到横向、竖向各有多个轮灌管网进行优化计算。

（２）建立了机压微灌管网系统优化设计的数
学模型，并给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求解方法。将

轮灌管网作为一个整体，以单位面积年费用最低

为目标函数建立了轮灌管网优化模型，通过求解

可以直接得到其布置形式、管径组合方案、控制面

积及进口压力水头。以轮灌管网的优化设计结果

为基础，以单位面积续灌管网年费用最低为目标

函数建立了续灌管网优化模型，通过求解可以得

到续灌管网的布置形式、管径组合方案、控制面积

及水泵扬程。

（３）采用基于整数和实数的混合编码方法，得
出的管径值为标准商用管径，无需调整，避免了圆整

化处理对解可行性和最优性的破坏。采用罚函数法

处理约束条件，应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计算。实例

结果表明，算法收敛性能稳定，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

（４）轮灌管网和续灌管网的优化设计方案与传
统设计方案相比较，单位面积年费用分别降低了

１４８５％ ～３５５９％和 ４１２％ ～１２９９％，节省投资
效果明显。

（５）该研究适用于地面坡度较为均匀、灌溉水
源有保证的大型灌区机压微灌管网系统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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