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从古至今,我国就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即便到了今天,国内国民经济的基

础产业依旧是农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人们对于食物的标准已经不只在于填饱肚子，而是对食物的种类、口感以及营养成

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点也同样体现在农作物方面,人们不再满足于品种少，口感

单一的应季水果和蔬菜，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蔬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种需

求就要求农民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提高蔬菜水果的产量,也要增加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和

质量,以此来迎合人们对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的需求。而农业大棚是农民目前能够实现上

述需求的一种可行手段。农业大棚是一种很常见的基础农业设施,它可以通过人为控制

来调节温湿度、光强和 C02浓度等这些直接影响大棚内农作物长势的环境变量，来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同时为非应季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分的环境条件,使农作物能够不被

大棚外恶劣环境条件所影响,可以基本满足人们对反季节蔬菜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国的

农业大棚面积已突破 210 万 hm2,是世界上温室大棚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我国大棚自动化

水平不高,对大棚的控制基本采用定时控制或者手动控制。在大棚浇水管理这一方面,也

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不能及时浇水、浇水不均匀、浇水量不足或浇水量过大等现象。难

以实现对温室大棚的精确控制，大棚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

自动浇水系统可以根据实时检测到的土壤温湿度数据,对比农作物根系的需水量,

来实现对农作物的自动浇水操作。大棚自动浇水可以对土壤湿度以及环境温度做出有效

调整,及时改变环境因素来保证大棚内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随着传感器技术的日新月

异，精准感知技术迅速的发展,自动控制技术在温室大棚中有了新的发展,通过主控模块

控制、传感器配合终端设备适时适量地对作物进行浇水得以实现,这一技术实现了用水

量的减少、效率的增加和作物产量的提升,显著提高浇水的精确程度,对水的利用率也有

所提升，从而提高了作物的质量，降低了成本。

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分析自动浇水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了一种操作简单、以 

CC2530为主控芯片,结合外围检测模块、ZigBee无线通信模块、继电器浇水模块、蜂鸣

器报警模块、LED显示模块等,实现对温室大棚的自动浇水。该装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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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土壤的湿度和环境的温度情况自动浇水,当浇水量满足作物根系的蓄水量

后停止浇水,也可以通过按键人工控制大棚浇水 ，实现了农民对农业大棚的自动化、人

性化控制。

1.2　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已经广泛应用了现代化自

动控制技术，使得农业生产向自动化、高效化、人性化方向发展。

1）美国是最先将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到温室大棚自动控制浇水的国家。通过数十

年的技术革新和科技更新，美国已经具备了十分先进的温室大棚控制技术[1]。早在 1949

年，美国就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气候室”。该系统通过对现场温度值的采集、显

示、记录和控制等实现了对温室的控制[2]。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着手改善温室控制方式，

实现根据大棚当前的状况进行自动控制，达到自动化控制水平[3]。

2）日本研对温室大棚的研究与管理都是高程度自动化的，1978 年日本实现了以微

机控制为核心的温室大棚控制系统[4].借助计算机辅助，实现了对农业大棚的精确分析和

控制，通过对光照参数的设定，配合上土壤水分，温度等影响作物生长的环境因素，使

农作物能在最适宜的条件下生长。

3）在英国，西尓索农业工程研究院的科学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温度湿度等环境

因素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和对作物的影响方面。英国更看重计算机远程控制对温室大棚

的控制，他们的温室远程控制技术，可以远程遥控检测控制农业大棚内温度湿度等环境

参数，特点是控制距离远，可达五十公里以上[5]。

4）以色列近年来温室大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科学家研制了一些列基于计算机控

制的温室大棚，突出特点是具有高自动化的、24小时工作的温室控制系统。它们大多采

用目前领先的迷雾控制降温技术[6]。

5）荷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着手研究温室大棚自动控制系统，并且已经初建成效，

拥有了一系列模拟控制系统[7]。其特点为信息化程度高，人机交互性强。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实时调整各项参数，并且可以记录各项参数的数据，方便日后查询和管理。目

前，荷兰已经有 80%以上的农业大棚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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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55042041032012010

7）

https://d.book118.com/15504204103201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