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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抗旱服务技术手册》对北京市基本信息、干旱及抗旱技术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收集和整理，详细介绍了水源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输配水系统工程建设与管理、田间节水灌溉
工程与技术等抗旱节水技术以及抗旱应急水源保障、抗旱应急装备与产品、抗旱政策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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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8.3土壤水分传感器优化选型与布置 土壤水分含量是精准节水灌溉控制系统中的重
要控制依据，它的获取方法及精准性将直接影响着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精确性和有效性。土壤水分的
测量方法主要有：烘干法、瓶筒测量法、种子衰减测量法、张力计式测量法、近红外反射测量法及介
电特性测量法。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要实现土壤水分的快速测量要考虑到实时性要求，这就增加
了技术上的难度。在这里主要介绍介电法速测土壤水分含量，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快速的、简便的
、可靠的方法。得到普遍认可的介电常数法有时域反射法（TDR）、频域分解法（FD）、驻波率法
（BD）。时域反射法是介电测量中的一种高速测量技术，它能够满足快速测量的实时性要求，但是价
格相对比较高。 由于土壤特性的复杂性和空间变异性，测量结果受土壤质地、测量环境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造成了同种测量方法对不同土壤的不一致性。因此，在测量土壤含水量时，必须要先充分考虑
到土壤质地、容重、结构、化学组成、含盐量等基本的物理化学性质。 土壤水分传感器的布设包括灌
溉小区中布设个数和位置，以及纵向剖面上埋设的深度，布设个数和位置要根据具体需要和工程造价
来定，纵向剖面的埋深要根据不同的作物和不同土质以及不同的灌水方式而定，主要目的是反映作物
主要吸水区的土壤含水量。 6.8.4智能决策精量灌溉系统产品与管理 国外节水灌溉发展较早的国家已经
开发出一些先进的智能灌溉产品，比如以色列的大型农田灌溉计算机控制系统Elgal Agro、澳大利亚
的HARDIE IRIGATION公司开发的HR6100系列灌溉控制器和MICROO—MASTERTM系列灌溉控制器
、美国亨特公司开发的IMMS中央计算机控制灌溉系统，等等。我国一些科研单位近些年也开发出了
一系列智能灌溉产品，比如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研制出2000型温室自动灌溉施肥系统
，北京林业大学设计了一套基于ATmega128 MCU、嵌入式操作系统、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通用分
组无线业务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都市绿地远程精准灌溉控制系统，中农先飞（北京
）农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1年开发了一套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灌溉施肥与温室环境控制通用系统平
台，该平台具有非常强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工程规模进行配置，根据不同的控制对象进行简
单配置，可以成为适合农田、绿地、温室等的智能灌溉系统，有效减少了系统开发的周期。通过示范
应用证明，智能灌溉系统的应用可以有效节约灌溉用水，提高产量。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决策精量灌溉
系统一般具有自动控制、定时控制、周期控制、手动控制中的一种或多种控制方式。自动控制的目的
是使生产或其他过程按照人们编制的工作程序自动进行，当被控制的对象运行时，无需人的直接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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