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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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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双色滴头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扁平双色滴头的结构、材料、试验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志、运输和贮存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扁平双色滴头的制造、检验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5819 灌溉用聚乙烯(PE)管材 由插入式管件引起环境应力开裂敏感性的试验方法和技术要

求 

GB/T 19812.1 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1部分：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扁平双色滴头 flat two-color emitter 

外观扁平，采取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压接而成、整体结构颜色差异明显，在有压水流通过其内部狭

长流道或微孔时能充分消能，以稳定、均匀的低流量滴入土壤，具有较高的压力补偿能力和较好地灌溉

系统的均匀性、抗堵塞能力，以滴或连续流形式出水的装置。 

3.2  

压力补偿功能 Pressure compensation function 

进水口压力在制造厂规定的最小与最大工作压力范围内变化时，流量保持相对不变的能力。 

4 标记 

每个滴头都应有清晰耐久的标记，并包括下列内容： 

——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 额定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 公称尺寸(管间滴头),单位为毫米(mm)； 

—— 水流方向指示箭头。 

5 结构和材料 

5.1 一般要求 

5.1.1 不应有能导致滴头性能降低的制造缺陷。 

5.1.2 为优化工艺及提高滴头补偿降低，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压制而成。 

5.2 尺寸 

制造商应规定滴头的尺寸，实际尺寸与制造商规定的尺寸偏差应处于±0.3 mm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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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材料 

5.3.1 制造滴头及其接头的材料应能耐受农业灌溉常用化肥和农药的腐蚀，并应在温度不超过 60℃

和制造厂声明的工作压力条件下使用。 

5.3.2 所有材料应不利于藻类和细菌生长，暴露在光线中的零部件应不透光且耐紫外线辐射。 

5.3.3 不应使用医用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包装物所产生的回收料。 

6 试样和试验条件 

6.1 试样 

试样应由检测部门从至少500个滴头的批量产品中随机抽取。 

6.2 试验条件 

6.2.1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验均应在环境温度和水温均为 23℃±3℃的条件下进行。 

6.2.2 试验用水应采用孔眼公称直径为 75μm～100μm 或制造厂推荐的过滤器进行过滤，水中杂

质的总含量不应超过 25mg/L。 

6.3 测量装置的精确度 

6.3.1 水压测量装置的测定值相对于真值的误差应不大于 1%。 

6.3.2 试验期间，压力的变化量应不大于 2%。 

6.3.3 流量测量装置的测定值相对于额定流量的误差应处于±0.5%范围。 

7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7.1 流量一致性 

7.1.1 流量变异系数 

滴头平均流量相对于额定流量的偏差率(C)应在±7%的范围内。流量变异系数(Cv)应不大于7%。 

7.1.2 试验要求 

该试验适用于恒流式和非恒流式滴头/滴灌管。试样应包含25个按抽取要求抽取的滴头/滴水元件。

对于多出水口滴头，应将每个出水口视为一个滴头。 

7.1.3 非恒流式滴头/滴灌管 

在滴头/滴水元件进水口处的压力等于额定试验压力下，测量滴头/滴水元件的流量。分别记录每个

滴头/滴水元件的流量测定值。按公式(1)计算变异系数： 

 𝐶𝑉 =
𝑆𝑞

𝑞
× 100% ······································································· (1) 

式中： 

Cv——变异系数，%： 

Sq——试样流量标准偏差，单位为升每小时(L/h)； 

q——试样的平均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试样平均流量相对于额定流量𝑞𝑛的偏差应不大于士7%。 

试样流量的变异系数Cv应不大于7%。 

7.1.4 恒流式滴头/滴灌管 

调节试样中滴头/滴水元件的运行状态，使其共运行 1 h。调节步骤如下： 

a) 设置为最小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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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置为最大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c) 设置为最小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d) 设置为最大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e) 设置为最小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f) 设置为最大工作压力，并保压 3 min； 

g) 设置为压力调节范围的中间值，并保持到整个调节过程(1h)结束； 

h) 随后，在进水口压力保持调节范围中间值的条件下，立即按 7.1.3的规定对滴头/滴水元件进

行试验； 

i) 滴头/滴水元件应符合 7.1.3规定的要求。 

7.2 流量和进水口压力之间的关系 

7.2.1 流量均匀性测试 

7.2.1.1 方法 

采用GB/T 19812.1的“闭路法”，即随机抽取至少包含25个扁平压力补偿滴头的滴灌管一段作为试

样,干路排布试样,堵上试样末端。 

7.2.1.2 步骤 

按以下步骤进行测试： 

a) 将至少含有 25 个管上式扁平压力补偿滴头的滴灌管组成试验组件，水平悬吊在试验装置上，

向试验组件中充水，排尽空气后，进行 1h试验调节； 

b) 将进水口压力调节到最小工作压力，保持 3min，将进水口压力调节到最大工作压力，保持 3min。

反复 3次； 

c) 将进水口压力调节到压力补偿调节范围的中间值，保持 42min至整个试验调节过程结束； 

d) 将进水口压力保持在压力补偿调节范围的中间值,测量滴头在至少 3 min 内的流量,连续重复

2次。 

7.2.1.3 结果计算 

分别按公式（2）~ 公式（5）计算滴头的平均流量�̅�、变异系数𝐶𝑣、流量标准偏差S、平均流量�̅�相

对于额定流量的𝑞𝑛的偏差率C： 

 

 𝑞 =
1

𝑛
∑ 𝑞𝑖

𝑛
𝑖=1  ········································································· (2) 

 

 𝐶𝑣 =
𝑠

𝑞
× 100% ······································································ (3) 

 

 S = √
1

𝑛−1
∑ (𝑞𝑖 − 𝑞)2𝑛

𝑖=1  ······························································ (4) 

 

 𝐶 =
𝑞−𝑞𝑛

𝑞𝑛
× 100% ···································································· (5) 

式中： 

𝑞 ̅̅ ̅——滴头或滴水孔平均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𝑛 ——滴头或滴水孔个数； 

𝑞𝑖 ——第i个滴头或滴水孔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𝐶𝑣 ——滴头或滴水孔流量变异系数； 

𝑆——滴头或滴水孔流量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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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平均流量相对于额定流量的偏差率； 

𝑞𝑛——额定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7.2.2 滴头流量随进口压力的变化曲线 

7.2.2.1 步骤 

完成7.2.1规定的试验后，接着进行下列试验，确定滴头流量和进水口压力的关系。 

a) 以每阶段增压不大于 50 kPa的幅度,将压力从零增加到 1.8倍的最大工作压力(至少分布 8个

压力点)。量取 25 个试样在每一个压力点的出水量,滴水时间不应少于 3 min；然后再将压力

以每阶段降低不大于 50 kPa 的幅度，从 1.8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降至零(压力分布点与升压时

相同)，量取 25个滴头在每一个压力点的出水量,滴水时间与升压时相同,并计算成流量(L/h),

取平均值。 

b) 在压力补偿调节范围内，进水口压力增加和降低过程中试验压力至少保持 3min后再量取出水

量。记录试验时的室温、水温、水压、试验日期、滴水时间、出水量。 

c) 每个试样连续两次测得滴头流量之差应不大于 2%，如试样在某个压力点下两次测得流量之差

大于 2%时，重新测量此压力点下的滴头流量。 

d) 如在增压或降压期间，进水口压力超过预定压力值 10 kPa以上,则应将压力回零,重新进行该

试验。 

7.2.2.2 绘制 

以两次测得的在每一个压力点对应的平均流量为纵坐标，以压力为横坐标，绘制滴头流量与进水口

压力关系曲线，并与出厂给出的曲线相比较。 

7.2.3 滴头流态指数与相关系数 

将试验所得多组流量和压力数值进行回归计算，按公式（6）～公式（8）计算流量常数k、滴头流

态指数以及相关系数： 

 𝑞 ≅ 𝐾𝑝𝑚 ············································································· (6) 

式中： 

�̅� ——平均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K ——流量常数； 

P ——工作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m ——滴头或滴水孔流态指数。 

 𝑚 =
∑ (lg𝑝𝑖)(lg𝑞𝑙)−

1

𝑛
(∑ lg𝑝𝑖𝑛

𝑖=1 )(∑ lg𝑞𝑙
𝑛
𝑖=1 )𝑛

𝑖=1

∑ (lg𝑝𝑖)2−
1

𝑛
(∑ lg𝑝𝑖𝑛

𝑖=1 )
2𝑛

𝑖=1

 ·········································· (7) 

式中： 

i ——1，2，3，⋯，n； 

n ——试验中采样压力点的个数； 

�̅� ——试样在第i个压力点的平均流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 

P ——滴头或滴水孔进水口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𝑟 =
∑ (lg𝑝𝑖−lg�̅�)(lg𝑞𝑖−lg�̅�)𝑛

𝑖=1

√∑ (lg𝑝𝑖−lg�̅�)2×∑ (lg𝑞𝑖−lg�̅�)2𝑛
𝑖=1

𝑛
𝑖=1

……………………………………（8） 

式中： 

r ——流量和压力回归的相关系数。 

7.2.4 压力补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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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头压力补偿范围由使额定流量不发生变化时的最大工作压力值与最小工作压力值相减得到。 

7.3 耐静水压性能 

7.3.1 常温下耐静水压（23℃） 

7.3.1.1 将含有 5个滴头的滴灌管试验组件，水平悬吊在试验装置上，堵上末端，向试验组件内充水，

排尽空气，使水压保持在压力补偿调节范围的中值上稳定出水至少 3min 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应不少

于 3min，测量每个滴头的出水量并计算成流量。 

7.3.1.2 然后逐渐（至少 10 s）增加水压至 1.8倍的最大工作压力，并保持 1h。再将压力降至压力补

偿调节范围的中值上稳定出水至少 3 min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应不少于 3 min，测量每个滴头的出水

量并计算成流量。与加压前的流量相比较,计算每个滴头或滴水孔的流量变化率。 

7.3.1.3 高温下耐静水压（45℃） 

7.3.1.4 将含有 5个滴头的滴灌管试验组件，水平悬吊在试验装置上，堵上末端，向试验组件中充水，

排尽空气，使水压保持在压力补偿调节范围的中值上稳定出水至少 3 min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应不少

于 3 min，测量每个滴头的出水量并计算成流量。 

7.3.1.5 然后将试样浸没在温度为（45±3）℃的水中，逐渐（至少 10s）增加水压至最大工作压力，

并保持 1h。泄压后将试样从水中取出，在环境温度下放置 30 min后，给试样逐渐(至少 10 s)增加压力

补偿调节范围的中值上稳定出水至少 3 min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应不少于 3 min，测量每个滴头的出

水量并计算成流量。与高温试验前的流量相比较，计算每个滴头的流量变化率。 

7.4 耐拉拔性能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3 ℃±3 ℃的条件下进行，使用的滴头应与接头相匹配，承受试验拉力过程 

中滴头不应脱出。 

7.4.1 滴头耐拉拔性能 

试验用至少3段毛管，每段毛管上连接1个滴头；用一重物向两段毛管上逐渐增加轴向拉力至不大于

500N的拉力值F,并保持1h。其中拉力F的值按照公式（9）计算： 

 

 𝐹=1.5σt(𝐷 − 𝑒) ······································································· (9) 

式中： 

σt——管道材料的许用压力,单位为牛每平方毫米（N/mm
2
）。 

D——管道的外径，单位为毫米（mm）。 

e——管道的最小壁厚，单位为毫米（mm）。 

7.4.2 滴灌管（带）耐拉拔性能 

7.4.2.1 取 5 段滴灌管，每段至少长 250mm，用管接头连接 5 段滴灌管，每段至少含有 1 个滴头，水

平悬吊在试验台架上，堵上末端，向试样内充水，排尽空气，使水压保持在工作压力范围的中值上稳定

出水至少 3min后，用盛水容器收集每个滴水孔的出水量，出水时间应不少于 3min.用量筒测量盛水容

器中的出水量并计算成流量。 

7.4.2.2 然后将每段滴灌管各做两条间距 150mm 的横向标线(滴头位于中间)，逐一固定于拉力试验设

备的夹紧装置上，在 30s内加至 180N的载荷，在 50℃士 2℃的温度中保持 15min 后卸载，在环境温度

下放置 30min后测量标线间的距离，计算其相对于试验前间距的变化率，结果取最大值。 

7.4.2.3 再将做完拉伸试验的 5 段滴灌管用管接头连接，水平悬吊在试验台架上，堵上末端，向试样

内充水，排尽空气，使水压保持在工作压力范围的中值上稳定出水至少 3min 后，用盛水容器收集每个

滴水孔的出水量，出水时间应不少于 3min。用量筒测量盛水容器中的出水且并计算成流量，与拉拔前

的流量相比较，计算试验前后的流量变化率。 

7.5 抗堵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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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试验后，试样中被堵塞的滴头应不超过试样总数的5%。 

7.5.1 抗泥沙堵塞性能 

7.5.1.1 抽取不少于 3段产品作为试样，每段试样不低于 100个滴头，并按照 GB/T 19812.5中 8.7试

验装置完成如下操作。 

7.5.1.2 将分别通过 125/100/75μm 的标准筛筛下的泥沙，烘干后按照 3：6：1 的质量比例混配成试

验用级配泥沙，以 1.50g±0.5g/L水的比例制成试验用浑水，搅拌待用。 

7.5.1.3 每段毛管上连接不低于 10个滴头，向组件内接入试验用浑水，排尽空气后逐渐加压至额定工

作压力，保持滴水 4h后停止加压。停止 4h后重新加压至额定工作压力并保持滴水 1h后停止。试验期

间保持混水罐搅拌机始终运行。 

7.5.1.4 试验结束后，记录被阻塞的滴头数，并计算阻塞滴头数占总测试滴头数的百分比，即堵塞率。 

7.5.2 抗负压堵塞性能 

7.5.2.1 抽取不少于 3段产品作为试样，每段试样不低于 10个滴头，并按照 GB/T 19812.5中 8.8试

验装置完成如下操作。 

7.5.2.2 取部分轻壤土倒人试验浆槽底部(10士 1)cm并铺平,然后将试样安装在供水口，并堵上末端;

按照设定容重采用分层加土方式每 10cm加一层土，层间进行打毛操作，至高度到(50士 5)cm ,开始灌

水并待土层渗透达到饱和状态(最上面有余水层为止）。 

7.5.2.3 待试样四周土层全部饱和(上面出现余水不再减少)后,开启供水系统,调节压力至厂家声明的

工作压力范围的中间值下,待压力表指示压力稳定后，开始计时。 

7.5.2.4 供水稳定压力 5min后,停止供水,并同时开启真空泵调节试样进口压力降到-0.03 MPa时，关

闭真空泵,使真空系统停止运行。 

7.5.2.5 重复 7.5.2.3和 7.5.2.4的灌水、抽真空循环步骤 30次。 

7.5.2.6 待循环供水抽真空次数达到后,关闭所有系统,通过提升装置从试验槽中取出试样,并用干净

湿布轻轻拭去表面泥浆，在此过程中保持试样滴头出水口内外不被擦拭。 

7.5.2.7 对上述滴头进行测试，试验结束后，记录被阻塞的滴头数，并计算阻塞滴头数占总测试滴头

数的百分比，即堵塞率。 

7.6 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 

试验和要求应符合GB/T 15819的规定。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原料、配方生产的同一规格的滴头为一批,每批为100000个,生产七天不足100000个时，则按七

天的产量为一批。 

8.2 出厂检验 

8.2.1 出厂检验项目为 7.1、7.2和 7.3。 

8.2.2 采用 GB/T2828.1 规定的一般检验水平 I、接收质量限（AQL）为一次正常抽样方案，见表 1。 

8.2.3 出厂检验应按照第 6章和第 7章的规定进行。 

表1 抽样方案 

批量（N） 样本量（n）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500 20 3 4 

501～1 200 32 5 6 

1 201～3 200 50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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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批量（N） 样本量（n）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3 201～10 000 80 10 11 

10 001～35 000 125 14 15 

35 001～ 100 000 200 21 22 

8.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一般情况下每两年进行一次。若有以下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产品停产六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4 判定规则  

按照第6章及第7章要求检验完毕后，若有不合格项，则应按照表1抽样方案进行再次抽样，按照第

6章及第7章要求再次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合格证 

产品均应附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的内容至少应包含：产品名称、标记、批号、生产日期、生

产 厂商、厂址。 

9.1.2 产品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内容应至少包含:额定流量﹑额定工作压力、流量与进水口之间的关系式、安装、运行、 

使用的条件说明。 

9.2 包装 

产品应有外包装,包装应能有效保护产品不受损伤。 

9.3 运输 

产品在装卸、运输时,不应重压、剧烈撞击和抛摔。 

9.4 贮存 

9.4.1 产品存放地面应平整,码放高度不宜超过 1m。 

9.4.2 产品应远离热源,不应露天曝晒。 

9.4.3 产品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不应超过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