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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现状分析及改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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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现状进行评述基础上, 指出节水灌溉产品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 分析了影响中国节水

灌溉产品质量的主要成因, 提出改善和提高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对策与建议。在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层面, 应建立有效的

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检测机构的职能, 通过产品认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健全和完善节水灌溉产品标准

体系和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使中国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与检测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 在企业层面, 应加大科技创新的

力度, 以技术进步促动产品质量的提高与改进, 增强产品质量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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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采用先进的节水灌溉产品与设

备装备节水农业, 不仅可有效地推动节水灌溉事业的发

展, 还可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

增长,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2 ]。

全国节水灌溉事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节水灌溉产品需

求量的迅速增长和市场销售额的大幅增加, 从事节水灌

溉产品生产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 迎来了中国节水灌溉

产业化发展的大好时机[ 3- 6 ]。据预测, 21 世纪前 10a 内,

中国每年新发展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33. 3万 hm 2, 年需

投入资金 80～ 90 亿元。在节水灌溉工程各项投入中, 对

节水灌溉产品、材料、制剂的投入约占总投入的 50%～

70% , 市场份额大致为 150～ 200 亿元ö年[ 7, 8 ]。

合格的节水灌溉产品是建设优质节水灌溉工程的

重要保障条件之一, 但目前国产节水灌溉产品的质量现

状却不尽如人意。对 1999 年第 1 次全国节水灌溉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表明, 中国节水

灌溉产品的合格率为 60% 左右[ 9 ]。这种状况的存在, 除

与企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低、制造工艺水平落后、经营

管理不善、产品创新研发能力严重不足等诸多因素有关

外, 缺乏完善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有效的产品质量监

督与认证体系以及产品质量监管办法与市场准入制度

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10, 11 ]。为此, 应加大对中国节

水灌溉产品的监督检验工作力度, 完善产品标准体系,

通过开展产品认证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达到规范产

品市场, 促使用户普遍采用优质高效的节水灌溉产品的

目的, 同时也为企业创造出良性的公平竞争环境, 促进

中国节水灌溉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迎接加入W TO

后, 节水灌溉产品所面临的国际竞争与挑战[ 12, 13 ]。

1　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现状分析

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水利部组织水利部灌

排设备检测中心等单位于 1999 年对中国节水灌溉产品

开展了第一次国家监督抽查工作, 重点抽查了分布在全

国 16 个省 (市) 35 家企业的 50 种国产节水灌溉产品样

品, 涉及到铝合金喷灌管、塑料管材及管件、喷头、微灌

产品与设备等 4 大类产品。在被抽查的 50 种样本中, 合

格 39 种, 抽样合格率 78. 0% , 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业

的产品合格率要高于私营及合资企业 (表 1)。由于本次

被抽查的企业均具有一定的产业化规模, 产品的总体质

量要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同时未对被抽查的产品进行

完整的参数指标测试, 致使一些不合格产品的质量问题

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基于本次抽查结果, 结合水利部灌

排设备检测中心等单位近年来对节水灌溉产品开展的

日常检测结果, 经综合分析判断后认为, 国产节水灌溉

产品的合格率应在 60% 左右。中国节水灌溉产品的第

一次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经济日报》、《中国质量报》、

《中国水利报》、《中国农村水利水电》等报纸、期刊和网

站公布后,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监督效果和反响, 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劣质节水灌溉产品的生产与流通, 引起许

多相关企业对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关注。
表 1　不同性质企业的产品质量抽查统计结果

T ab le 1　Stat ist ics of spo t2check of the quality of efficien t

irrigat ion p roducts from differen t types of en terp rises

国有 集体 股份 私营 合资 总体

抽查企业ö家 11 8 9 2 5 35

抽查产品ö种 16 12 13 3 6 50

合格产品ö种 13 11 11 1 3 39

抽样合格率ö% 81. 3 91. 7 84. 6 33. 3 50. 0 78. 0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会同水利部组织水利

部灌排设备检测中心等单位在 2003 年再次开展对中国

节水灌溉产品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 重点抽查了分布在

全国 13 个省 (市) 38 家企业的 68 种节水灌溉产品样

品, 包括铝合金喷灌管、塑料及金属喷头、园林灌溉用喷

头、微喷头、涂塑软管等产品。在此次被抽查的 68 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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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 合格 49 种, 抽样合格率 72. 1%。由于被抽查的企

业和相关产品均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反

映出的产品质量水平仍高于行业的整体实际水平。

对两次国家监督抽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

出[ 14- 16 ] , 中国节水灌溉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近年来虽

有所提升, 但还远不能满足节水灌溉事业蓬勃发展的迫

切需要, 各类节水灌溉产品中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如

下。

1. 1　铝合金喷灌管的质量虽有较大程度改进, 但管壁

厚度不合格的问题依然存在

1999 年抽查了 9 家生产铝合金喷灌管的企业, 产

品性能检测参数包括: 耐水压性、连接密封性、偏转角和

压扁、管壁厚度等。被抽查的 11 种产品中, 合格 8 种, 抽

样合格率 72. 7%。产品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1) 部

分产品的密封圈结构不合理, 密封竖管的橡胶球硬度达

不到标准, 致使产品的耐水压性和连接密封性达不到标

准要求; (2) 管件 (堵头、挂钩等) 的制造工艺粗糙、强度

不足, 易出现拉断和破裂的现象; (3)管子与管件的粘接

处不牢靠, 漏水现象严重; (4)采用异型铝管切割成挂钩

座的管子, 当安装挂钩拧紧时, 铝管易出现变形, 个别焊

接管的压扁性能不符合技术要求; (5) 管壁厚度普遍达

不到标准要求, 被抽查的 11 种产品中只有 1 种符合壁

厚标准。许多企业为降低产品造价, 将管壁厚度一再减

薄, 致使喷灌管刚度性能降低, 使用搬动中易出现管口

碰瘪、连接时漏水的问题。

2003 年抽查了 4 家生产铝合金喷灌管的企业, 产

品性能检测参数同上。被抽查 8 种产品中, 合格 8 种, 抽

样合格率 100%。尽管铝合金喷灌管的质量已有较大程

度的改观, 密封圈结构得到改善, 耐水压、连接密封和压

扁等性能指标基本达到标准要求, 但在被抽查的 8 种产

品中只有 3 种铝管的平均壁厚符合标准的最低要求, 壁

厚问题依然存在。

1. 2　塑料管材及管件的质量不容乐观, 耐水压性能问

题十分严重

1999 年抽查的塑料管材及管件包括 PV C 管材及

管件、LD PE 管和软管, 产品性能检测参数包括: 耐水

压、尺寸及偏差、连接密封、管壁厚度等。在 10 家生产

PV C 管材及管件的企业中, 共抽查 11 种产品, 合格

7 种, 抽样合格率 63. 6% ; 在 2 家生产LD PE 管材的企

业中, 共抽查 2 种产品, 合格 2 种, 抽样合格率 100% ;

在4 家生产软管企业中, 共抽查 4 种产品, 合格 4 种, 抽

样合格率 100%。产品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部分

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 减小壁厚或在原料配方中多掺再

生材料, 致使耐水压性能达不到要求; (2)部分企业的生

产加工工艺落后, 使得管材壁厚不均匀、偏差较大, 使用

过程中往往因局部暴损造成整个管道系统无法正常运

行; (3)部分管材的管端扩口处由于未按要求增加壁厚,

使得管道的整体耐水压性能大为下降。尽管被抽查的

LD PE 管材和软管的合格率为 100% , 但有限的抽查样

本数量很难对其整体质量状况做出评价。

2003 年只对 13 家生产涂塑软管的企业进行了抽

查。被抽查的 21 种产品中, 合格 16 种, 抽样合格率

76. 2%。产品质量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部分涂塑软管的耐

水压性能不合格, 一些涂塑软管的耐水压值只有0. 6

M Pa, 仅达到规定阈值 (≥1. 2 M Pa)的 50%。究其原因

是部分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 使用质次低价的ABS 或

聚丙烯代替聚甲醛作为原料, 使产品耐水压性能和强度

大为降低。

1. 3　喷头的整体质量水平较高, 但亟待修订与完善现

行的喷头产品标准

1999 年抽查了 14 家生产喷头的企业, 产品性能检

测参数包括: 密封性、压力流量关系、转动稳定性、转动

均匀性、耐水压等。被抽查的 15 种产品中, 抽样合格率

100%。抽样合格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生产的喷头

主要是以锌基合金和铜为原料, 使得喷头的制造质量得

以提高, 但现行的喷头产品标准 (JB öT 7867- 1997) 基

本上沿用 1985 年制定的旧标准, 对诸如密封、转动均匀

性等一些性能测试指标未能根据近年来生产原料的变

化做相应的修改, 偏低的性能检测指标无形中提高了喷

头的抽样合格率。

2003 年抽查了 11 家生产喷头的企业, 产品性能检

测参数同上。被抽查的 22 种产品中, 合格 18 种, 抽样合

格率 82%。尽管中国喷头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相对较

高, 但亟待根据产品原材料变化及时修订与完善现行的

喷头产品标准。

1. 4　微喷头、滴头和过滤器的质量令人堪忧, 微灌产品

与设备的质量急待提高

1999 年抽查的微灌产品与设备包括微喷头、滴头、

微灌管 (带)、过滤器, 产品性能检测参数包括: 制造偏

差、压力流量关系、耐水压、连接强度、拉力、内密封性、

过流能力、外观及安装尺寸、过滤元件负荷等。在 3 家生

产微喷头、滴头的企业中, 共抽查 3 种产品, 合格 1 种,

抽样合格率 33. 3% ; 在 2 家生产微灌管 (带) 的企业中,

共抽查 2 种产品, 合格 2 种, 抽样合格率 100% ; 在 2 家

生产过滤器的企业中, 共抽查 2 种产品, 均不合格。产品

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微喷头和滴头的模具加工

精度较低, 偏大的产品制造偏差引起较高的流量偏差,

有些样品甚至不出水; (2) 微灌管 (带) 企业的生产线均

引自国外, 尽管产品的质量和精度相对较高, 但微灌管
(带)的出水口仍易堵塞, 使用寿命较短; (3)密封结构的

不合理性造成部分过滤器的内密封性能达不到标准要

求。

2003 年只对 10 家生产微喷头的企业进行了抽查,

产品性能检测参数同上。被抽查的 17 种产品中, 合格

9 种, 抽样合格率 52. 9%。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是部分

微喷头的流量偏差系数超标, 一些微喷头的流量偏差系

数竟高达 39. 2% , 大大超过≤7% 的标准值。

2　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问题原因分析
2. 1　产品生产设备陈旧, 制造工艺水平落后

随着全国节水灌溉事业的快速发展, 从事节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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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的企业正迅速得到发展, 在生产规模、产品规

格种类、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能

够生产从与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地面灌、渠

系量 (控)水等相关的多种节水灌溉产品与设备, 企业数

量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近百家发展到目前的约

500 家[ 17 ]。但这些企业的规模多以中、小型为主, 大型企

业较少。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分属于机械、轻工、水利、

农业等部门, 部分为外资或合资企业, 规模较小的企业

多为集体、民营或私营性质。对在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灌

排设备企业分会注册的 170 家会员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表明, 约 60% 的企业为民营股份制, 其中约 1ö3 实施家

族式管理, 排名前 10 位的会员中, 有 7 家是民营股份制

企业。在注册的企业中, 仅有 1 家为上市企业, 且企业固

定资产在 500 万元以下的占 30% , 500～ 1000 万元之间

的占 42% , 1000～ 3000 万元之间的占 20% , 3000 万元

以上的仅占 8% (包括 4 家固定资产在 1 亿元以上的企

业) [ 18 ]。

尽管中国从事生产节水灌溉产品的企业已达到约

500 家, 但具有规模化生产能力的现代型企业所占的比

例却很低。目前, 国内大型企业生产的节水灌溉产品多

集中在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流水线生产的

高性能管材、微灌管 (带)、微喷头等, 其较高的产品科技

含量、先进的制造设施与制作工艺水平以及相应的严格

管理措施为保障这些产品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

对国内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 生产设备陈旧、制作

工艺水平落后等一系列原因致使产品质量无法得到根

本保障。其中相当一部分小型私企或个企采用作坊式生

产, 产品制造设施简陋, 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和掺杂使

假致使产品质量问题尤为严重。

2. 2　企业研发能力差, 技术力量薄弱, 产品科技创新投

入不足

中国从事节水灌溉产品的生产企业普遍存在着自

身研发能力差、技术力量薄弱、产品科技创新投入不足

的突出问题。国内只有不到 5% 的从事节水灌溉产品生

产的企业拥有自己的产品研发机构或与科研院所及高

等院校联合建有相对固定的研发实体, 虽然这些企业已

具备一定程度的研发力量和一定数量的科技创新资金

投入, 但无论是在高层次科技开发人员的比例上还是在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开发能力以及产品研

发的前期投入上, 都与国外相关企业存在着巨大差距。

国内企业只有依靠科技进步, 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高技

术含量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 才能达到提高产品性能和

质量的目的。

2. 3　企业产品质量意识不强, 缺乏有效的质量保证措

施与手段

在中国从事节水灌溉产品生产的企业中, 企业领导

层普遍对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部分企业管

理水平落后, 产品质量检测手段不完善, 质量保证体系

不健全, 不严格的质量控制过程使得产品性能和质量的

稳定性无从得以保证。绝大部分小型企业都没有建立起

相应的产品质量监督制度, 配备有专职的产品性能检验

人员, 一些企业甚至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标准都不了

解, 没有采取任何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的措施, 也不去

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生产的产品开展质量检验, 使

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

2. 4　总体质量管理薄弱, 缺乏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督机

制

中国现有节水灌溉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出自水利、

农业、农机、建筑、轻工等多个部门, 这种行业交叉的管

理方式往往造成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很难做到部门间的

统一协调, 带来现行标准“标”出多门、相关标准的技术

参数不统一、编制标准的重复性、建设产品质量监督检

测机构的区域性布局不合理等种种弊端。目前, 国内尚

未建起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和企业

标准相配套的层次分明的节水灌溉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缺乏以国家和行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为主、企业和

厂家产品质量监督队伍为辅的完整有效的节水灌溉产

品质量市场监督机制与体系。在现行有效的 53 项节水

灌溉技术标准中[ 19 ] , 国家标准有 9 项, 行业标准有 44

项, 其中与产品相关的标准仅有 45 项, 其数量远不能满

足行业发展对产品质量标准的需求。在现行的标准中,

均程度不一地存在着标准实施期过长、技术内容老化以

至无法适应当今科技进步的要求、标准内容过于庞杂而

缺乏可操作性、部分标准的内容低水平重复等一系列问

题[ 20, 21 ] , 其中标龄超过 5a 有效期的标准的数量占标准

总数的 70% 左右, 亟待复审与修订。此外, 在新标准的

编制过程中, 受经费、人力投入等因素的制约, 围绕相关

技术内容广泛开展国内外调研和相关科学试验工作的

力度不足, 从而直接影响到新标准编制的技术水平和实

用性[ 22 ]。此外, 国内尚没有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国家

监督抽查工作予以定期制度化, 缺乏对产品质量进行常

规强制性检测的相关法规以及基于产品认证的市场准

入制度。例如, 在上述 53 项节水灌溉技术标准中, 强制

性的标准只有 4 项, 其余均为非强制性的标准, 因而无

法有效地达到从宏观层次上监督和控制节水灌溉产品

质量、促进相关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意识的目的与作用。

3　改善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3. 1　建立有效的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督机制, 强化监

督检测机构职能

目前, 中国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测主要是

采用企业和厂家自愿送检产品的形式进行, 按产品批次

及规格而言, 产品送检率不足 30%。一部分企业尤其是

中小型企业根本不对其产品进行送检即上市销售, 由此

产生的产品质量问题常使用户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

送检的产品中普遍存在着产品“一检定终身”的现象, 缺

乏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的时效性, 产品送检中存在的样

品代表性、合理性、真实性和时效性等诸多问题直接影

响到对产品质量开展检验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由于国家

没有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检验做出相应的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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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产品检测机构在开展现场检测过程中无法可依, 无

章可循, 不能很好地行使其自身的权利与职能。

为此, 建议在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定期开展国家监

督抽查工作的同时, 政府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产品质量

的强制性检测做出必要的规定, 将市场和现场抽查 (包

括对厂家产品的抽查) 制度化, 对节水灌溉工程中使用

的通用性机械产品以市场抽样检测为主, 对节水灌溉专

用产品则采用生产过程中的抽样检测与现场实地抽样

检测为主。国家应通过必要的行政措施与手段, 鼓励用

户优先采用经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的节水灌溉产品, 并在

国家农业节水示范区、灌区节水改造等工程建设项目的

政府招标采购中, 以使用合格的节水灌溉产品作为一项

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不符合此要求的合同, 坚决不予批

准立项。此外, 国家还应加大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结果的透明力度, 建立节水灌溉产品数据库和产品

质量公示制度, 通过报纸、公告、网站等媒体及时发布抽

查结果, 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 加深企业对产品质量

的危机意识。

3. 2　积极开展节水灌溉产品认证工作, 建立健全产品

的市场准入制度

节水灌溉产品认证是指依据相关的产品标准和相

应的技术要求, 经国家有关部门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批

准建立的第三方产品质量认证机构确认后, 颁发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来证明某一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技术要

求的一种模式, 它是集“型式检验+ 工厂抽样检验+ 市

场抽样检验+ 企业质量体系检查+ 发证后跟踪监督”为

一体的全过程质量监督体系。产品质量认证是一种被国

内外实际经验所证明的可有效提高产品信誉、保证产品

质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23 ]。

实行节水灌溉产品的认证可有效地规范节水灌溉

产品市场, 在全社会推广应用优质高效的节水灌溉产

品, 为节水灌溉产品设计、生产及应用提供技术进步的

动力。对消费者来说, 产品认证标志将成为指导其选购

商品的指南, 为用户选购满意的产品提供重要的质量信

息; 对企业而言, 产品质量认证可有效地提高企业信誉,

促使企业建立和完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对政府来讲,

通过对获得认证的产品实行鼓励政策, 可促进产品总体

质量水平的提高, 使政府从大量的考核、检查、验收等具

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实现对市场更高层次的宏观监管。

实施节水灌溉产品认证制度, 为中国加入W TO 后更好

地与国际接轨, 按照国际惯例, 建立起一套与国际市场

相适应的节水灌溉产品质量评价方法, 可为中国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 提高节水灌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提供依据。

近年来, 国家有关部委已着手开展对节水产品的认

证试点工作。国家经贸委、建设部依据行业标准开展对

节水产品认证的试点工作, 并对相关的节水产品授予认

证标志。水利部正以具有非营利性的科研机构—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为依托, 以现已颁发的国家标准《节

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 24 ]为依据, 向国家认监

委申请筹建“国家节水产品认证中心”。日前, 成立该中

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得到国家认监委认可, 筹建工作

正在积极开展。

为此, 国内对节水灌溉产品的质量监督应采用监督

抽查与产品认证相结合的模式。在节水灌溉产品认证制

度尚未全面建立之前, 以定期的国家监督抽查和常规的

强制性检测为主, 其后则应按照国内外惯例, 以产品认

证为主, 同时辅以定期的国家监督抽查。

3. 3　健全和完善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体系, 建设完整的

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与产品认证的依

据是相关的节水灌溉产品国家和行业标准。多年来, 水

利、机械、轻工、化工等行业部门已制订了多项节水灌溉

产品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并将一部分国际标准转化为中

国国内标准, 使大部分节水灌溉产品生产做到了有标可

依, 但国内现有的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体系仍不能满足节

水灌溉发展的需要, 部分标准仍无法满足产品检验与质

量认证的要求。为适应中国加入W TO 后节水灌溉发展

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国家应统一协调各相关部

门, 以行业主管部门为核心, 开展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体

系的建设规划, 健全和完善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体系。针

对现行标准体系中对一些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过低、性

能指标参数规定不尽合理、标龄和使用周期过长等突出

问题, 积极开展对现行标准的复审与修订工作, 尽快解

决部分标准老化、相关产品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25 ]。同时

还应根据技术和生产条件的成熟状况, 及时将部分行业

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 并将部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上

升为行业标准。另一方面, 应针对不断出现的节水灌溉

新产品, 抓紧制定一批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健全和

完善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体系, 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水

灌溉产品认证工作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托。

为了健全和完善中国节水灌溉产品的标准体系, 应

大力开展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的

研究工作[ 26 ]。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有关节水灌溉产品

的标准和测试方法, 以数理统计、模糊决策等数学工具

为手段, 对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的评价方法和性能指标开

展研究, 建立节水灌溉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对节水

灌溉产品的实验室和现场测试方法与技术标准开展研

究, 建立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测体系, 建设具有社会共

享性能的节水灌溉产品数据库, 其中包括技术标准库、

产品信息库和企业信息库等内容。总之, 建立节水灌溉

产品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可有力地促进相关产品

标准的制 (修)定与完善, 推进节水灌溉产品的标准化生

产, 进而促进产品质量的极大改观。

3. 4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使节水灌溉产品标准与质

量检测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

在制定节水灌溉产品标准方面应坚持与相关国际

标准接轨的战略原则, 充分吸收国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

果, 尽可能地基于国际标准 (如 ISO 9001、HA CCP 和

EU R EPöGA P 等) 或借鉴国外的先进标准来制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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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标准, 提高中国相关标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利

用W TO 规则保护国内节水灌溉市场和生产企业的权

益, 促使国产节水灌溉产品尽快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市

场的竞争。国家应大力加强对各级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机构的建设力度, 使之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 尽快在产品质量的检测方法和手段上与国际接轨,

早日融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目前, 水利部灌排设备检

测中心正在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 IC ID ) 的协调下, 参

加由法国灌溉设备检测研究中心发起的由 10 个国家
(法国、美国、中国、西班牙、以色列、澳大利亚、意大利、

埃及、墨西哥、摩洛哥)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联合参与的

国际灌溉产品测试互联网络, 开展节水灌溉产品检测标

准与方法的交流和确认工作, 为尽早相互对等认同各自

出具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做必要的前期技术准备工作。

2003 年通过对同组喷头样品由上述 10 个国家的产品

质量检测机构提交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表明, 由水

利部灌排设备检测中心完成的检测结果与其他国家检

测机构的结论之间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该中心的产品检

测水平与能力已得到国际灌溉产品测试互联网络的肯

定。2004 年, 水利部灌排设备检测中心将与该网络继续

开展合作, 从事滴头样品的测试对比并参与 8 项节水灌

溉产品国际标准的复审, 争取使水利部灌排设备检测中

心尽快成为被国际承认的、有权威性的节水灌溉产品质

量检测机构。

3. 5　企业应加大科技投入, 以技术进步促动产品质量

的提高与改进, 增强企业对产品质量的管理意识

中国从事节水灌溉产品生产的企业应在力所能及

的条件下, 逐步加大对产品研发的科技投入。为解决其

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研发能力不足的困难, 应大力加强

与相关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密切合作, 提倡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与生产企业联合组成研发实体的方式, 依

靠这些单位雄厚的科研力量, 开发高新产品和设备, 促

进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能力建设。此外, 应鼓励和吸

纳企业积极参与和主持产品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 使企

业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同类产品标准和质量水平的

最新动态, 增强企业对产品质量的管理意识。

在当前开展的“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现代节水

农业技术体系及新产品研究与开发”中, 在新产品研发

和产业化领域, 就采用了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及高

等院校为技术依托力量的联合攻关模式。在节水农业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层次上, 直接吸引国内 30 多家大中型

企业和许多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积极参与, 还吸纳并

凝聚了一大批国内相关企业的介入, 通过调动全社会的

力量形成了产品联合攻关的整体优势。截止 2003 年底,

该层次所属的 10 个课题共获得和申报国家专利 78 件,

其中发明专利 31 件; 开发各类新产品 69 种, 建立新产

品中试线 11 条; 提出各类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共

41 项[ 27 ]。这种优势互补的集研发与产业化为一体化的

运作模式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参与产品开发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对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意识、以技术进步促动

产品质量的提高与改进、强化企业的管理水平无疑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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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a lysis of the qua l ity of Ch ina’s eff ic ien t irr igation
products and perfecting coun term easures
Xu D i, G ong S hihong , G a o B e nhu, L iu Q uncha ng , Yu G e njia n

(N ationa l T est Cen ter f or E qu ipm en t on I rrig a tion and D ra inag e, N ationa l Cen ter of Ef f icien t I rrig a tion E ng ineering

and T echnology R esearch2B eij ing , Ch ina Institu te of W ater R esou rces and H y d rop ow er R esearch , B eij ing 100044,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ing sta tu s of the quality of Ch ina’s eff icien t irriga t ion p roducts, in th is study, the ex ist2
ing p rob lem s and cau ses of the quality of Ch ina’s eff icien t irriga t ion p roducts w ere ana lyzed. T hen som e coun ter2
m easu res and suggest ion s fo r im p roving p roduct qua lity w ere pu t fo rw ard. A t sta te and secto r level, effect ive

m echan ism s shou ld be estab lished to supervise the quality of eff icien t irriga t ion p roducts, the funct ion s of super2
vision and test o rgan iza t ion s shou ld be streng thened, m arket2access system shou ld be estab lished and perfected

th rough iden t if ica t ion of p roducts. T he standard system , quality m on ito ring and assessm en t system of efficien t ir2
riga t ion p roducts shou ld be im p roved in o rder to m ake the standard and test level of eff icien t irriga t ion p roducts

app roach the in terna t iona l level as soon as po ssib le. A t en terp rise level, scien t if ic innovat ion shou ld be in ten si2
f ied. T he m anagem en t level shou ld be im p roved and the aw areness of p roduct qua lity shou ld be enhanced.

Key words: eff icien t irriga t ion; p roducts; qua lity; standard; supervision and test

11

　第 5 期 许　迪等: 中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现状分析及改善对策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