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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

滴头，安装于滴灌带上，滴头本体上分别开设有

进水口及出水口，进水口的一端与滴灌带输送水

流的内臂连通，另一端与滴头本体内设置的消能

流道的一端相连通，消能流道的另一端与出水口

的一端连通，出水口的另一端安装有贯穿滴灌带

外壁并直达作物根区的外挡土侧板，进水口安装

有过滤器；外挡土侧板内分别容置温差控制阀、

塑料薄片及螺旋弹簧，温差控制阀的一端安装于

滴头本体上，塑料薄片通过螺旋弹簧与滴头本体

相连，并抵接于温差控制阀的另一端。本实用新

型解决了滴头进水口处易被滴灌带所输送水流

中的杂质堵塞及出水口处易被土壤、作物根系和

昆虫堵塞的问题，提高了滴灌带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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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安装于滴灌带上，其特征在于：所述滴头包括滴头本

体(9)、温差控制阀(3)、塑料薄片(4)、螺旋弹簧(5)及外挡土侧板(6)，其中滴头本体(9)上

分别开设有进水口及出水口，该进水口的一端与所述滴灌带输送水流的内臂连通，另一端

与所述滴头本体(9)内设置的消能流道(2)的一端相连通，所述消能流道(2)的另一端与出

水口的一端连通，所述出水口的另一端安装有贯穿所述滴灌带外壁并直达作物根区的外挡

土侧板(6)，所述进水口安装有过滤器(1)；所述外挡土侧板(6)内分别容置温差控制阀(3)、

塑料薄片(4)及螺旋弹簧(5)，该温差控制阀(3)的一端安装于所述滴头本体(9)上，所述塑

料薄片(4)通过螺旋弹簧(5)与滴头本体(9)相连，并抵接于所述温差控制阀(3)的另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消能流道(2)每侧

内壁均为多个相同的结构单元，该结构单元包括相连的外凸圆弧(7)和内凹角(8)，每个所

述结构单元的外凸圆弧(7)或内凹角(8)均与相邻结构单元的内凹角(8)或外凸圆弧(7)连

接；所述消能流道(2)两侧内壁的外凸圆弧(7)和内凹角(8)交叉设置，即一侧内壁上所述外

凸圆弧(7)、内凹角(8)与另一侧内壁上所述内凹角(8)、外凸圆弧(7)相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凸圆弧(7)的圆

弧角度为90～120°，所述内凹角(8)的度数为30～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塑料薄片(4)为弧

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差控制阀(3)为

空心方形单元结构纵向重复堆积成的空心方形体，该空心方形体的内壁横截面与所述消能

流道(2)的末端横截面相吻合，所述空心方形体的外壁横截面面积小于所述塑料薄片(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方形单元结构

包括一个导热性能好的金属方形环和一个与该金属方形环相连的形变体，该形变体内部为

热胀冷缩形变效果显著的材料，外部包裹一层可发生弹性形变的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滴头的埋深为3～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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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节水设备，具体地说是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

背景技术

[0002] 浅埋滴灌技术是近几年开始迅速发展的一种新型滴灌技术，其是将滴灌带掩埋到

地表下3～5cm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与地表滴灌相比，浅埋滴灌能够减小地表无效蒸发，有

效地改变作物的耗水结构，以达到节水、高效地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效果。同时，与膜下滴灌

相比，浅埋滴灌避免了残留地膜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节

水种植模式。总之，浅埋滴灌具有高效节水、增产、增收及环境友好的优点。近年来，浅埋滴

灌技术得到了大面积地推广应用。但是，由于大田灌溉的水源多为地下水，在滴灌带输送的

水流中常常混有杂质，经过滴头的消能流道发生堆积现象，造成滴头堵塞；另一方面，由于

滴灌带浅埋于土壤之中，作物的根系及昆虫常常由于趋水性侵入滴头的出水口，容易造成

滴头堵塞。除此之外，当灌溉结束时，由于负压作用，发生回流现象，滴头的出水口处常常会

被土壤、泥沙堵塞。综上所述，浅埋滴灌的滴头要求更灵敏、有效的防堵效果，否则会严重影

响滴灌带的使用寿命。因此，如何设计一种更能适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成为本研究领

域技术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的滴头。该滴头克服了浅埋滴

灌传统滴头易出现的堵塞问题，有效地解决了灌水期间滴头进水口处的堵塞及瞬时停水期

间和长期停水期间泥沙回流、作物根系和昆虫造成滴头出水口处堵塞等问题，提高了浅埋

滴灌技术中滴头的使用寿命，有利于促进浅埋滴灌技术的示范推广，使其更有效地发挥技

术节水、增产、增效的优势。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安装于滴灌带上，所述滴头包括滴头本体、温差控制阀、塑料薄片、螺

旋弹簧及外挡土侧板，其中滴头本体上分别开设有进水口及出水口，该进水口的一端与所

述滴灌带输送水流的内臂连通，另一端与所述滴头本体内设置的消能流道的一端相连通，

所述消能流道的另一端与出水口的一端连通，所述出水口的另一端安装有贯穿所述滴灌带

外壁并直达作物根区的外挡土侧板，所述进水口安装有过滤器；所述外挡土侧板内分别容

置温差控制阀、塑料薄片及螺旋弹簧，该温差控制阀的一端安装于所述滴头本体上，所述塑

料薄片通过螺旋弹簧与滴头本体相连，并抵接于所述温差控制阀的另一端。

[0006] 其中：所述消能流道每侧内壁均为多个相同的结构单元，该结构单元包括相连的

外凸圆弧和内凹角，每个所述结构单元的外凸圆弧或内凹角均与相邻结构单元的内凹角或

外凸圆弧连接；所述消通流道两侧内壁的外凸圆弧和内凹角交叉设置，即一侧内壁上所述

外凸圆弧、内凹角与另一侧内壁上所述内凹角、外凸圆弧相对。

[0007] 所述外凸圆弧的圆弧角度为90～120°，所述内凹角的度数为30～45°。所述塑料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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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为弧形。

[0008] 所述温差控制阀为空心方形单元结构纵向重复堆积成的空心方形体，该空心方形

体的内壁横截面与所述消能流道的末端横截面相吻合，所述空心方形体的外壁横截面面积

小于所述塑料薄片。

[0009] 所述空心方形单元结构包括一个导热性能好的金属方形环和一个与该金属方形

环相连的形变体，该形变体内部为热胀冷缩形变效果显著的材料，外部包裹一层可发生弹

性形变的材料。

[0010] 所述滴头的埋深为3～5cm。

[001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2] 本实用新型的出水口可在停水时瞬时关闭，灵敏度性能大幅提高，有效地防止滴

头出水口处的堵塞；外挡土侧板的设计更加抵挡了滴灌带上层土壤的压力以及土壤的入

侵，其直达作物根部，引导水流直接被作物根部吸收利用，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作物生长所需

水分的供给，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使浅埋滴灌技术的节水、增产、增效的作用优势得以更

好地发挥。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主视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其中：1为过滤器，2为消能流道，3为温差控制阀，4为塑料薄片，5为螺旋弹簧，6为

外挡土侧板，7为外凸圆弧，8为内凹角，9为滴头本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0017]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滴头安装于滴灌带上，述滴头的埋深为3～5cm。本

实用新型的滴头包括滴头本体9、温差控制阀3、塑料薄片4、螺旋弹簧5及外挡土侧板6，其中

滴头本体9上分别开设有进水口及出水口，该进水口的一端与滴灌带输送水流的内臂连通，

另一端与滴头本体9内设置的消能流道2的一端相连通，消能流道2的另一端与出水口的一

端连通，出水口的另一端安装有贯穿滴灌带外壁并直达作物根区的外挡土侧板6，进水口处

与水流垂直方向上安装有过滤器1，本实施例的过滤器1为半透膜材料，半透膜材料是羊皮

纸、人工制的胶棉薄膜和玻璃纸中的一种或两种，功能是对滴灌带内输送的水流进行选择

性通过，只允许水分子或养分输入的薄膜，而大分子杂质是不允许通过的。外挡土侧板6内

分别容置温差控制阀3、塑料薄片4及螺旋弹簧5，该温差控制阀3的一端安装于滴头本体9

上，塑料薄片4通过螺旋弹簧5与滴头本体9相连，并抵接于温差控制阀3的另一端。

[0018] 本实施例的消能流道2每侧内壁均为多个相同的结构单元，该结构单元包括相连

的外凸圆弧7和内凹角8，每个结构单元的外凸圆弧7或内凹角8均与相邻结构单元的内凹角

8或外凸圆弧7连接；消通流道2两侧内壁的外凸圆弧7和内凹角8交叉设置，即一侧内壁上外

凸圆弧7、内凹角8与另一侧内壁上内凹角8、外凸圆弧7相对。本实施例的外凸圆弧7的圆弧

角度为90～120°，内凹角8的度数为30～45°。

[0019] 本实施例的塑料薄片4为弧形，厚度可为0.4～0.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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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实施例的温差控制阀3为空心方形单元结构纵向重复堆积成的空心方形体，该

空心方形体的内壁横截面与消能流道2的末端横截面相吻合，空心方形体的外壁横截面面

积小于塑料薄片4。空心方形单元结构包括一个导热性能好的金属方形环和一个与该金属

方形环相连的形变体，该形变体内部为热胀冷缩形变效果显著的材料(如水银、煤油或石蜡

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外部包裹一层可发生弹性形变的材料(如橡胶)。

[002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22] 灌水时，水流经过滤器1过滤后进入到消能流道2中，经消能流道2消能后，流至出

水口处，再克服螺旋弹簧5的弹力将塑料薄片4顶开，使出水口处于打开状态；停水时，出水

口可通过螺旋弹簧5的弹力使塑料薄片4复片，出水口瞬时关闭，更有效地防止滴头出水口

处的堵塞。外挡土侧板6的设计更加抵挡了滴灌带上层土壤的压力以及土壤的入侵，外挡土

侧板6直达作物根部，引导水流直接被作物根部吸收利用，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作物生长所需

水分的供给，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0023] 温差控制阀3可根据土壤温度热胀冷缩，控制水流的流量。

[0024] 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应用于浅埋滴灌技术田间铺设，有效解决了滴头进水口处

易被滴灌带所输送水流中的杂质堵塞及出水口处易被土壤、作物根系和昆虫堵塞的问题，

提高了滴灌带的使用寿命，值得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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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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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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