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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斜管式倒虹吸管纵剖面示意图 

每管孔过水断面为 6．68m 。 每管身净 长 

200m，管首进口底板高程 27．7m(吴淞水准，下 

同)，管尾出口底板高程 27．45m，利用进出口水 

位差施排灌功能。它负有上排江汉油田等两个 

乡镇 96km 承雨面积的渍水；抗旱时，引汉江 

水下灌3．7万公顷农田，是潜江市主要的排 灌 

设施之一。 

(二)实验内容和方法 

1．倒虹吸管上游(荆么河)和下游(西荆河) 

河坡钉螺分布调查： 采用 5m等距离设框 法， 

对上、下游河坡距 虹吸管进出口 1500m范围 

内分三线调查钉螺，查获钉螺分框记录。 

2．倒虹吸管上、下游河中水体钉螺分布调 

查： 将 40目／2．55cm 尼龙纱缝制在 0．5m 的 

6．5mm直径的圆钢上，做成方口袋 状 的 小 拦 

网。按河道水面的宽窄和深浅，将数个小拦网 

用绳子连接在铁梯上形成“T”字形，分别设在 

上、下游河中距倒虹吸管进、出口 1OOm处，拦 

截水面至水下各层漂浮物和钉螺，每层 为 0．5 

m，拦获钉螺分层记录。 

3．倒虹吸管上游两种方法投放染色螺观察 

其随水漂流能否通过倒虹 吸 管 实 验： 一种， 

1988年 ，将 19871只活螺分别用红、白、兰三种 

油漆染色于螺壳顶端，在距倒虹吸管人口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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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涵管横截面示意图 

1 O0和 1 50m三个距离，将染色螺直接投放在两 

边?磁 水边；另一种，1989年，将吸附着9 095只 

螺壳顶端用红油漆染色钉螺的四种 120个 载 

体，在上述三个距离分别投放在河中水面。其 

间，在倒虹吸管尾出口处设一道 15m长的拦鱼 

拖网 (拦鱼拖网的孔径为每 5m一种孔径由大 

到小分别为 4cm ，3cm 和 2cm )，拦截载体和 

染色螺，观察并记录其回收情况。 

实验期间，测量流速，记录水位及开闸情 

况。 

(三)结果 

1．实验期间 4—1 1月倒虹吸管上游河道平 

均水位 30．64m(最低 29．84m、最高 31．78m)， 

下游河道平均水位 29．50m(最低 29．04m，最高 

29．86m)。下游河道水流速平均 0．5m／s(0．33— 

0．67m／s)。年平均开闸 120d。 

2．倒虹吸管上、下游实验前后查螺结果 

河边钉螺平均密度，实验前后上游差别不大，而 

下游呈上升趋势。此外，在投放染色螺试验后， 

除在上游河边可查到少数染色螺外，下游河边 

没有查到染色螺 (表 1)。 

3．倒虹吸管上、下游河中水体拦螺结果 

在河中水体设拦网，每天平均拦螺 5h。在共设 

拦网的 1 6d内，上游仅在水面至水下 0．5m 的 

裹 l 倒虹吸管上、下游河边实验前后查螺结果 

上 游 下 游 

调查时间 调查框数 查获活螺数 活螺平均密度 查获染色螺数 调查框数 查获活螺数 活螺平均密度 查获染色螺数 

(框) (只) (只／o．11m ) (只) (框) (只) (只／o．1lm ) (只) 

实验前 l050 723 0．69 0 1299 l42 0．11 0 

实验后 939 527 0．56 1● l080 587 0．54 0 

‘话螺数指自然界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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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拦获 1只活螺，下游也同样在第一层共 

拦获 8只活螺，其余 3层均未拦到钉螺，而且在 

投放染色螺试验期间，也未拦到染色螺(表2)。 

4．倒虹吸管上游两种方法投放染色螺回收 

情况 1988年直接投放河坡水边的，在出口处 

的拦鱼拖网内没有回收到染色螺。 1989年依 

附载体投入河中水面的，其载体和染色螺在拦 

鱼拖网中的回收率分别为 17．5％和 2．2％，而 

且染色螺依附不同的载体，其回收情况也不同 

(表 3)。 

裹 2 翻虹吸警上、下聱河中水体拦■结果 

上 游 下 游 拦网深度 

(m) 拦网数 拦获钉螺数 拦网数 拦获钉螺数 
(个次) (只) (个次) (只) 

水面一0．5 l7l l 287 8 

0．5一 1．0 37 0 56 0 

1．0一 1．5 37 0 ；6 0 

1．5 —2．0 37 0 56 0 

合计 282 l 455 8 

表3 染色螺依附不同奠体瀑泣过翻虹吸警目牧情况 

投 放 情 况 回 收 情 况 

载体类型 载体致 染色螺数 平均每个载体依 载体数 回收率 染色螺数 回收率 

(个) (只) 附染色螺 (只) (个) (％) (只) (％) 

麻杆加水草 l5 l094 72．9 2 l3．33 l2 1．O9 

麻杆 25 l 2l 5 48．6 0 0 0 0 

野菊花草 30 1 3l6 43．9 3 l0．00 l 0．07 

水草 50 5470 l09．4 l6 32．00 1 88 3．43 

合计 l20 9095 75．8 2l l7．50 20l 2．2l 

(四)讨论 

倒虹吸管与渠底涵管在结构上 虽 有 所 不 

同，但过水方式相同均为渠底过水口】。 通过对 

倒虹吸管两年的实验观察，我们认为： 

1．从倒虹吸管上、下游河边钉螺分布情况 

来看，两年间钉螺平均密度，上游变化不大，而 

下游则呈上升趋势。在投放染色螺试验后，下 

游河边未查到染色螺，这可能与倒虹吸管引汉 

江水灌溉，河边泥沙淤积较厚；染色螺投放量较 

少有关。但下游河边钉螺的密度增高，提示螺 

源有可能来自倒虹吸管上游。 

2．倒虹吸管上下游河中水体钉螺分布调查 

结果显示 上下游河中水面都存在钉螺随水漂 

流现象。由于拦网内既有钉螺又有水草或其他 

漂浮物，故难以确定钉螺是依附漂浮物抑或钉 

螺自身悬浮于水面随水漂流。结果还显示，上 

游拦获的 1只活螺和下游拦获的 8只活螺都在 

水面至水下 O．5m的第一层，而第二层及以下各 

层均未拦到钉螺。我们认为这与河边钉螺密度 

较低的因素有关，这同有的调查认为渠道水体 

内钉螺分布的原因相一致【4】。 此外，下游拦获 

的钉螺明显多于上游，这也可能是上游的钉螺 

随水漂流过闸而来。 

3．通过两种方法投放染色螺，直接投放在 

河坡水边的染色螺未能回收到；而依附载体的 

染色螺，其载体和染色 螺 的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17．5％和 2．2％。实验证明： 钉螺依附载体是 

可以通过倒虹吸管过水从上游扩散到下游的。 

而且，染色螺依附不同的载体其扩散情况亦不 

同。但所投放的载体和染色螺尚有大部分未回 

收到，其原因可能是载体和染色螺一部分仍滞 

留在倒虹吸管管身内，另一部分则由于出口处 

拦鱼拖网的孔径较大，载体和染色螺被冲出拦 

网流向下游所致。 

4．实验期间，对倒虹吸管出口处的拦鱼拖 

网共淘洗漂浮物 14次，累计漂浮物 421Okg，除 

回收载体 21个，染色螺 2O1只外，还检获自然 

界钉螺 26只。在所淘洗的漂浮物中，绝大部分 

是水草，这与实验观察的 4种载体中以水草作 

为载体，其载体和染色螺的回收量占多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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