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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巴庄子村高效节水灌溉引水工程蓄
水池取水方式比选

冯玉平
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银川 750000

摘� 要：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巴庄子村高效节水灌溉引水工程新建蓄水池取水，设计提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取水方

式，分别为坝后加压取水、浮船加压取水和坝坡加压取水；针对以上三种取水形式进行优缺点的比选，并结合其工程

特点，选出最为合适的形式，并为将来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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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宁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是建设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发展之路，高标

准农田建设中的高效节水灌溉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也

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实现节约用水，贯彻落实四水四定

的必要举措。采取高效节水灌溉已经成为现在和将来必

然趋势，高效节水灌溉大多采用滴灌、喷灌、微喷等形

式灌溉。为满足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作物产量，但用水

总指标又不得突破之间的矛盾，通过高效节水，降低亩

均用水量的同时，对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灌溉，提高水资

源利用率，增加产量及国民收入。

蓄水池取水是高效节水灌溉最为重要的水源取水方

式，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大多蓄水池的水需要加压至田

间管网，蓄水池加压出水的形式出现多样化，针对不

同的工程采用与之向适应的取水形式，可以减少工程投

资，提高取水保障。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巴庄子村高效节

水灌溉引水工程新建四座蓄水池，蓄水池至田间管网采

用泵站加压的形式，该工程设计针对其工程特点，比选

了三种常规加压取水形式，通过其优缺点的比选，选出

了适合该工程的取水形式。

1 工程简介

该工程项目规划采用红寺堡扬水四干渠作为水源，

自四干渠桩号9+831开口引水，新建进水闸1座。由于引
水口与项目区自然地形高差为70～80m，因此采用重力
输水。引水管线呈南北向布置，平行于7支渠西侧小沟向
北穿过买韦公路、甜水河、苦水河后至1~4#调蓄水池。
1~4#调蓄水池作为该工程田间灌溉的取水水源，在调蓄
水池边新建田间加压泵站，将水加压至田间管网。

2 取水方式

目前，蓄水池设计常用的取水加压方式可以归为3大

类，第一类为坝后加压取水、第二类为浮船加压取水、

第三类为坝坡加压取水。

2.1  坝后加压取水
坝后加压取水为目前设计最为广泛，也最为可靠的

一种取水方式，其取水形式示意图见图1。
坝后加压取水的基本布置形式为在蓄水池坝体中间

设置出水涵洞或出水管，出水涵洞或出水管后接控制阀

井，控制阀井后接加压泵站。其出水涵洞或出水管一般

位于蓄水池最小取水水位以下，出水管前设置拦污栅等

拦污设施，出水涵洞或出水管通过一定比降接至后面控

制阀井，控制阀井内设置工作阀门及检修阀门；控制阀

井后设置分水阀井及加压泵站。加压泵站采用永久固定

式结构。

2.1.1  坝后加压取水优点
坝后加压取水形式采用固定涵洞或出水管的形式，

其输水形式一劳永逸，与主体工程（坝体等）一起建设

完成后，后期取水方便可靠；由于涵洞或出水管与坝

体同时施工完成，后期运行不会对坝体产生不利影响；

坝后采用固定式加压泵站，泵站采用固定厂房式结构，

泵站内设备运行稳定，方便检修，且冬天具有良好的保

温效果；运行管理人员也方便管理、方便检修。所以此

种取水形式为目前应用最广，也是应用效果最好的一种

形式。

2.1.2  坝后加压取水缺点
（1）坝后加压取水形式由于是与蓄水池同时施工，

同时完成，所以要求首次建设时工程费用投资较大。

（2）坝后加压取水需要出水涵洞或出水管，其需要
横穿坝体，对坝体施工质量要求较高，且出水涵洞或出

水管与坝体衔接处成为薄弱点，影响坝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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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坝后取水示意图

2.2  浮船加压取水
浮船加压取水近些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因蓄水

池水位变幅对其影响不大，尤其对于已经建好的蓄水

池，浮船形式优势明显，可实施性强，亦在大范围推广

使用。

浮船加压取水根据漂浮物的不同形式，可以细分为浮

船、浮箱、浮筒等（示意图见图2）。浮船加压取水为在
蓄水池中间设置浮船，船内设置水机设备，包括水泵、电

动机、阀门、真空装置、起吊设备、控制设备等。

2.2.1  浮船加压取水优点
（1）浮船位于蓄水池中，浮船根据水位变幅上下浮

动，取水方便可靠。

（2）浮船安装简单、投资相对固定式泵站小。
（3）对于已经建好的蓄水池，安装时不会对坝体安

全造成影响，不会对坝体造成二次破坏。

2.2.2  浮船加压取水缺点
（1）浮船耐久性差，船体长期位于水中，对船体抗

腐蚀性要求较高。

（2）船内设备长期处于水气之中，对船内设备抗腐
蚀能要求也较高。

（3）水泵、电动机运行时会产生震动，船体及船上
设备长期震动，影响船体及船内设备使用寿命。

（4）宁夏属于冬季寒冷地区，冬季蓄水池内结冰，
冰推力会对船体造成破坏，需要增加防冰冻措施。

（5）浮船泵站水泵均为正吸程，对水泵的抗气蚀性
能要求较高。

（6）对于供水量大的泵站，船体内安装机组台数
多，电动机容量大，设备既大又重，不方便运行检修。

（7）浮船泵站上电气设备较多，对电气设备防护等
级要求高。

图2 浮船加压取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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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坝坡加压取水
坝坡加压取水的水泵一般采用潜水离心泵的形式，

在坝体坡面设置机墩等混凝土固定措施，沿着坝坡做固

定轨道，水泵电机可以沿着轨道上下运行（示意图见图

3）。在冬季等非运行期，可以将水泵电机设备拉出库
区，移动至库房保存。

由于一般采用潜水离心泵的形式，所以这种形式一

般取水流量偏小，不能应用于取水量较大的泵站。

2.3.1  坝坡加压取水优点
（1）其取水方式简单，对坝体改造很小。

（2）投资相对以上两种形式最小，对项目投资设限
的项目可操作性强。

（3）水泵、电动机冬季易于保存，安装、检修方便。
2.3.2  坝坡加压取水缺点
（1）由于潜水离心泵的限制，单机取水量相对较小。
（2）水泵电机固定于坝体，由于水泵电动机的震

动，对坝体安全可能造成影响。

（3）对于已经建造好的坝体，由于安装机组会有破
坏防渗膜的风险，影响坝体安全。

图3 坝体加压取水示意图

3 取水方式的选择

红寺堡区太阳山镇巴庄子村高效节水灌溉引水工程

蓄水池为新建，本次田间灌溉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区的供水要求较高，考虑到将来泵站运行维护的方便及

可靠性，并结合取水方式比选的优缺点，红寺堡区太阳

山镇巴庄子村高效节水灌溉引水工程蓄水池蓄水池水池

取水方式采用坝后加压取水的形式。

4 结语

以蓄水池作为水源的高效节水灌溉在宁夏应用日益

增多，有以新建蓄水池为水源的取水，已建蓄水池为水

源的取水。选取适合的取水形式对工程投资，使用寿

命，运行维护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同工程根据其特点、

运行管理人员技术水平等方面应进行全方位的比选。本

文对三种取水形式进行了优缺点的描述，为以后蓄水池

取水形式的比选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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