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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设计了可以定位、快速、同步测量农田土壤含水率和坚实度的采集仪。在探讨该仪器测量原理和软

硬件设计的基础上，对其测量的准确性进行了试验分析。某苗圃地，选定 ５ｍ×５ｍ的 ３０个采样点，用农田信息采

集仪和烘干法分别测量各点的土壤含水率，并对测量值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０９１７９，达到极显著性相

关。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农田信息采集仪和 ＳＣ９００型数字土壤坚实度仪，分别测量 ３０个采样点 １０ｃｍ和 ２０ｃｍ深

度处的土壤坚实度值，并对两种方法在两个深度时的测量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６７和０９２４５，

达到极显著性相关。试验结果表明，该采集仪对农田土壤含水率和坚实度测量的准确性可满足农业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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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含水率的测量是实现科学用水、精细灌溉

和灌溉自动化的基础
［１］
。土壤坚实度不仅影响种

子的发芽破土率及植物的根系发育状况，同时也直

接影响土壤含水率的运移过程。所以，田间快速有



效地采集影响作物生长的含水率和坚实度对农业生

产有重要的意义
［２］
。关于土壤含水率和坚实度测

量仪器设计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
［３～７］

。就目前

的发展来看，为满足精细农业生产，关于土壤含水率

和坚实度测量仪器设计方面的研究，要求既能测量

被测点的位置信息，又能测量被测点的多种属性信

息，才能便于 ＧＩＳ平台或其他管理平台进行综合分
析和决策

［８］
。

本文研究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基于 ＧＰＳ定
位，可以快速、同步获得农田土壤含水率与坚实度信

息，具有远程通信功能的便携式农田信息采集仪，并

进行其测量性能的试验研究。

１　农田信息采集仪设计

基于单片机技术、ＧＰＳ定位技术、传感器技术设
计开发了一套便携式多参数农田信息采集仪，该采

集仪内置有 ＧＰＳＯＥＭ板，可实现土壤含水率、土壤
坚实度等多项农田信息的快速定位集成测量。在设

计时考虑到数据的后期处理，配置有串口数据传输

功能，包括串行实时传输、手动串口传输和 ＧＳＭ短
消息无线传输３种数据传输方式，可实现农田信息
的有线和无线传输。该采集仪体积小，重量轻，田间

测量时携带非常方便。

１１　总体设计
该农田信息采集仪由传感器子模块、单片机子

模块、ＧＰＳ信号测量子模块、Ａ／Ｄ转换子模块、键盘
显示及存储子模块、通信子模块（ＲＳ２３２、ＧＳＭ模块）
等组成，其结构框图如图 １所示。ＧＰＳ信号测量子
模块已在其他文章中论述

［９］
，本文主要介绍农田土

壤含水率与坚实度测量仪的软硬件设计原理及有关

试验。

图 １　便携式农田信息采集仪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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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１２　测量原理
１２１　土壤含水率测量

土壤中水分含量通常用含水率来表示，如质量

含水率和容积含水率。质量含水率是指土壤中水的

质量与干土质量的百分比，而容积含水率则是指土

壤中水所占的体积与土壤总体积的百分比。本设计

选用 ＳＷＲ ２型土壤含水率传感器，通过测量传输
线上的驻波率来间接测量土壤中含水率。ＳＷＲ ２
型传感器测量的是土壤中含水率的容积含水率，其

传感器输出电压与土壤含水率相关，其关系可用三

次多项式表示
［３］
为

θ＝００３１９ΔＶ３－００５８９ΔＶ２＋０２０７６ΔＶ＋０００７２
ＳＷＲ ２型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①测量精度

高，响应速度快。②土质影响小，应用地区广。③密
封性好，可长期埋入土壤中使用，且不受腐蚀。④价
格低廉。

１２２　土壤坚实度测量
目前国内外土壤坚实度的测量方法很多

［４～８］
，

本设计为使仪器尽可能地便于田间操作，采用基于

圆锥法的压力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圆锥插入土壤规

定深度所需要力的大小来反应土壤坚实度。选用杭

州传感器厂生产的 ＣＬ ＹＢ １３型电阻应变拉压力
传感器，其结构简单，测量可靠稳定，具有较好的抗

冲击振动性，有优良的静态和动态性能。主要技术

指标有：精度等级：０５级；额定载荷输出灵敏度
（ｍＶ／Ｖ）：１～１５；零点输出（％ ＦＳ）：５；使用温度范
围：－１０～５０℃。

１３　软硬件设计

１３１　硬件设计
（１）土壤含水率测量电路，如图２所示。

图 ２　土壤含水率测量电路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如图２所示，ＳＷＲ ２型水分传感器与ＣＯＮ５接

口相连，其供电电压为５Ｖ，传感器输出代表土壤含
水率值的模拟电压信号，通过 Ａ／Ｄ转换芯片
（ＴＬＣ２５４３）的 ＩＮ０模拟输入端口传入 Ａ／Ｄ转换器，
经模数转换后至数据总线。ＣＰＵ获取信号后，由软
件优化处理完成测量，以解决传感器输出电压与土

壤含水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２）土壤坚实度测量电路，如图３所示。
如图３所示，ＣＬ ＹＢ １３型电阻应变拉压力传

感器通过两路差分电压输出，信号经 ＯＰ ０７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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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土壤坚实度测量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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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放大后，通过 Ａ／Ｄ芯片的 ＩＮ２模拟输入端口
至 Ａ／Ｄ转换器，经模数转换后到数据总线，通过计
算得出压力值。

１３２　软件设计
仪器测量项目包括土壤含水率、土壤坚实度和

ＧＰＳ定位信息，当用仪器测量这些信息时，接通电
源，系统自检和初始化之后，进入键盘数据采集处理

子程序。按下“测量”键，开始测量数据的采集与处

理，并将测量数据存入暂存数组。不同的测量项目

通过上下翻页键来切换。单片机读取暂存数组中

Ａ／Ｄ转换器的返回数值，然后进行筛选、线性化或
查表等计算，得出相应的测量结果，之后将测量结果

显示在 ＬＣＤ显示屏上并实现实时发送，即完成测量
子程序的设计。

２　试验分析

２１　土壤含水率测量
分别用农田信息采集仪和传统烘干法测量土壤

含水量来确定该采集仪测量土壤含水率的精度。某

苗圃地，该地块的土壤质地为褐色沙壤土，有一年半

的时间未耕作过，测量前３ｄ下过小雨。选定５ｍ×
５ｍ的 ３０个采样点，用农田信息采集仪测量这 ３０
个点的土壤含水率，并用环刀在各采样点土壤表层

（０～１５ｃｍ）取３０个土样，用烘干法测定土壤质量含
水率 θｍ（％），由于该采集仪测量的为土壤体积含水
率 θｖ，用环刀法测量土壤容积密度 ρｂ，通过 θｖ＝θｍρｂ
进行换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 １可知，将采集仪测得的含水率与烘干法
所测且换算得到的体积含水率比较，绝对误差最大

值为２９８％，绝对误差平均值为 ０３４５％，相对误差
小于１５％，且相对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为 ５６５％。
对该采集仪土壤含水率测量值和烘干法测量值进行

简单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 ０９１７９，达极显著性
相关。相关系数的临界值为 ａ＝００５时，ｒ＝０３６１０；
ａ＝００１时，ｒ＝０４６２９。从试验结果看，该采集仪
测量土壤含水率可以满足农业生产要求。

表 １　土壤含水率测量的误差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

序号

烘干法

质量

含水率

换算的体积

含水率

仪器测得的

土壤体积

含水率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１ １２５８ １９２３ １８８ －０４３ ２２４

２ １３６２ １９４８ １９４ －００８ ０４１

３ ２１５２ ３３３３ ３５０ １６７ －５０１

４ １４８１ ２３５８ ２３８ ０２２ －０９３

５ １４１４ ２１０３ １９８ －１２３ ５８５

６ １７０９ ２５０３ ２２２ －２８３ １１３１

７ １４１４ ２０３８ ２３３ ２９２ －１４３３

８ ２０７６ ３０２８ ２７７ －２５８ ８５２

９ １８２７ ２５６８ ２６５ ０８２ －３１９

１０ ２０２３ ２８１８ ２８７ ０５２ －１８５

１１ ２４４２ ３４３３ ３４２ －０１３ ０３８

１２ ２０３８ ２９９８ ２８７ －１２８ ４２７

１３ ２２９６ ３２２３ ３１４ －０８３ ２５８

１４ １９１８ ２８６３ ２７２ －１４３ ４９９

１５ ２４２２ ３４０８ ３２０ －２０８ ６１０

１６ １７７７ ２４３３ ２２０ －２３３ ９５８

１７ １９６４ ２６８３ ２７９ １０７ －３９９

１８ １６８４ ２４６３ ２２２ －２４３ ９８７

１９ １４６７ ２０３８ ２０８ ０４２ －２０６

２０ １４９７ ２１０３ ２０９ －０１３ ０６２

２１ １７３１ ２３８３ ２５１ １２７ －５３３

２２ ２１１５ ２９１８ ３１６ ２４２ －８２９

２３ １３０６ １８３８ ２０２ １８２ －９９０

２４ １８７６ ２７４８ ２４５ －２９８ １０８４

２５ １３２８ １８６３ ２０１ １４７ －７８９

２６ ２００９ ２６７３ ２５２ －１５３ ５７２

２７ １８１０ ２５９３ ２３８ －２１３ ８２１

２８ １７００ ２５０３ ２６６ １５７ －６２７

２９ ２５３４ ３４６３ ３４５ －０１３ ０３８

３０ １６１１ ２２７８ ２０８ １９８ ８６９

２２　土壤坚实度测量
２２１　不同田块土壤坚实度的测量

２００９年 ９月 ３０日，在校农场的试验田内选择
了３块测试田，有苗圃、大豆田和菜地，土质均为褐
色沙壤土，在测试前一周浇地。苗圃有一年半未耕

作过，土壤较沉实。大豆田和菜地在播种前均耕作

过，而且菜地的耕作时间最短，土壤较疏松。采用自

制的农田信息采集仪，以每块田采集３０个采样点来
测量各田块的耕作层土壤坚实度，以此确定该采集

仪测量土壤坚实度的统计特征，测量结果如表 ２所
示。统计特征值如表３所示。
２２２　与 ＳＣ９００型数字式土壤坚实度的测量比较

为了确定该采集仪测量土壤坚实度的可靠性，

７７第 ９期　　　　　　　　　　　　张淑娟 等：农田土壤含水率和坚实度采集仪设计与试验



表 ２　土壤坚实度测量值

Ｔａｂ．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ｋｇ

序号
土壤坚实度

苗圃 大豆田 菜地

１ ３３８ ２０１ ２１７

２ ２３８ ２２８ ２０５

３ ２８０ １５１ １８９

４ ２６７ １８４ １６１

５ ３４４ １３８ １６７

６ ２５６ ２０１ １９６

７ ２４１ １８１ １８０

８ ２８９ １５３ １５３

９ ３０６ １８３ １３２

１０ ２１０ １５０ １４９

１１ ２７５ １１２ １５５

１２ ３１８ １５８ １５１

１３ ２６１ １７５ １７８

１４ ２５８ １５２ １１５

１５ ２２０ １３７ １６２

序号
土壤坚实度

苗圃 大豆田 菜地

１６ ２４４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７ ２８９ １４７ １１６

１８ ２１５ １５９ １５７

１９ ３４０ １７６ １３５

２０ ２８９ １２０ １２９

２１ ２８９ １４０ １３０

２２ ２１４ １２０ １２５

２３ ２５３ １３９ １２５

２４ ２９０ １８１ １９５

２５ ２７９ １３０ ２０６

２６ ２７５ １３１ １６４

２７ ２９７ １５０ １３７

２８ ３３２ １３４ １３６

２９ ２９０ １３７ １２８

３０ ３５７ １９０ １９４

表 ３　土壤坚实度测量值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测试

田块

统计特征值

最大值

／ｋｇ

最小值

／ｋｇ

均值

／ｋｇ

标准差

／ｋｇ
方差

变异系

数／％

苗圃　 ３５７ ２１０ ２７８４６７３９４０７１６０６４６ １４１５

大豆田 ２２８ １１５ １５５８３３２８０２０ ８１２２１ １７９８

菜地　 ２１７ １１５ １５６８００２９６３０ ９０８２３ １８９０

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ＳＣ９００型数字式土壤坚实度
仪（美国）和农田信息采集仪测量的土壤坚实度进

行比较。ＳＣ９００型数字土壤坚实度仪依据 ＡＳＡＥ

（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标准设计，测量单位为 ｋＰａ，
分辨率３５ｋＰａ，精度 １０３ｋＰａ，量程是 ０～７０００ｋＰａ。
选取某块苗圃地的３０个样点，用采集仪测量各采样
点的 １０ｃｍ和 ２０ｃｍ不同深度处的土壤坚实度值。
再用 ＳＣ９００型数字土壤坚实度仪在采样点附近采
集土壤坚实度值，测量数据见文献［１０］。对采集仪
与 ＳＣ９００型土壤坚实度仪在１０ｃｍ和 ２０ｃｍ处的坚
实度测量值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６７和 ０９２４５，达极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的
临界值为 ａ＝００５时，ｒ＝０３６１０；ａ＝００１时，ｒ＝
０４６２９。从相关系数看，在２０ｃｍ处的相关性更强，
可能是由于表层深度不好控制，易出现偏差。试验

结果表明，该采集仪用来测量农田土壤的坚实度是

可靠的。

３　结束语

设计了便携式农田土壤含水率和土壤坚实度信

息采集仪，对硬件部分各个模块的设计原理以及硬

件电路图进行了分析，并对软件设计中各个子程序

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法进行了研究。针对褐色沙壤

土的田间试验表明，对该采集仪土壤含水率测量值

和烘干法测量值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为

０９１７９，达极显著性相关；采集仪与 ＳＣ９００型土壤
坚实度仪在１０ｃｍ和２０ｃｍ处的坚实度测量值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２６７和０９２４５，达极显著性相关。
利用采集仪测量苗圃、大豆田和菜地 ３种不同田块
土壤坚实度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４１５％、１７９８％和
１８９０％，测量结果表明采集仪测量土壤坚实度的重
现性良好。因此，该采集仪可较好地定位测量土壤

含水率和土壤坚实度，为精细农业生产提供新的测

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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