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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掌握土壤墒情信息，针对农田环境下不同作物根区土壤含水率变化难以实时观测的问题，对土壤剖面

水分传感器探头进行了仿真，并通过试验验证，给出了传感器探头设计尺寸的优选方案。在建立传感器探头微量

化平面电容二维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传感器探头结构变化对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强度和电容变化的影

响，确定了探头结构尺寸的最优组合。当探头铜环电极外径 ４０ｍｍ、内径 ３８４ｍｍ、轴向长度 ２０ｍｍ、轴向间距

１５ｍｍ时，探头的灵敏性和探测范围最优。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测量精度为 ±１４２％，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所设计的传感器探头可以根据实际测量深度需要任意组合，满足不同作物根区深度

的土壤含水率测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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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实时、准确地掌握农田土壤水分信息，对研究土

壤水分运动规律、作物生理水分胁迫规律、实施节水

灌溉、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

。测量

土壤水分的方法有烘干法、张力计法、微波法、中子

法、红外遥感法、电阻法
［３－４］

以及介电法等多种方

法。由于基于介电理论
［５－９］

的测量方法具有测量精



度高、实时性强、方便布设等优点，应用比较广泛。

随着精细化农业的推广应用，如研究土壤中水分的

迁移过程
［１０－１１］

，了解作物根系区域水分吸收规

律
［１２］
，实时监测不同深度土壤水分入渗的梯度变化

等，都需要测量土壤剖面的水分变化。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土壤水分传感器以探针式为主，探针长度

通常在３０ｃｍ以内，主要用于测量表层土壤水分或
单个测量点。若要进行土壤剖面水分的测量，通常

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个剖面的不同深度插入传感器，

这样做不仅费时费力、破坏土壤的质地结构，而且由

于传感器的差异性还会带来测量精度的问题。针对

土壤剖面水分测量问题
［１３－１４］

，国外已经做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而我国近几年虽然有相关研究，但大多数

仍处于研究探讨阶段。

为此，本文在分析高频电磁边缘场效应原

理
［１５－１７］

的基础上，设计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探头，

提出传感器探头结构的二维模型和设计参数，并采

用有限元法分析传感器探头的电场强度和电场能量

的分布规律，综合考虑实际应用情况和仿真结果，通

过对传感器的精度、稳定性和一致性进行试验分析，

给出传感器探头设计尺寸的优选方案。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测量原理
土壤是由固、液、气三态构成的多孔介质，水的

相对介电常数为８１，固体土壤介电常数为 ３～５，而
空气相对介电常数为 １。因此，可以利用水的介电
常数远大于土壤中其他物质的介电常数这一特性间

接测量土壤含水率。

传感器的测量机理是基于高频电磁的边缘场效

应，传感器探头的 ２个敏感电极之间被施加的高频
电场能量足够高时，电极间电场的耦合强度与土壤

含水率显著相关，此时，环状传感电极构成一个可变

的等效电容器，周围土壤充当电介质，将这个可变电

容器作为高频振荡器外接并联 ＬＣ谐振回路的组成
部分（图１），当土壤含水率发生变化时，土壤所表征
的相对介电常数发生变化，引起传感器探头感知的

等效电容的变化，进而引起振荡电路频率的变化，因

此，可通过测量高频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间接测得土

壤含水率。

如图１所示，高频振荡电路的输出频率为

Ｆ＝ １
２π Ｌ０（ＣＳ＋ＣＰ＋Ｃ０槡 ）

（１）

式中　Ｌ０———振荡电路的电感
Ｃ０———匹配电容 ＣＰ———电路的寄生电容
ＣＳ———探头感知的土壤等效电容

图 １　传感器探头测量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
　
传感器探头感知的土壤等效电容的容量与探头

周围的土壤及探头本身的寄生电容有关，关系为

ＣＳ＝ｋε （２）
式中　ε———土壤相对介电常数

ｋ———系数，与探头的结构（电极面积、电极
间距）及辐射到土壤中的电磁场的形

状及场强有关

根据式（１）和式（２），并令 Ａ＝ １
４π２ｋＬ０

，Ｂ＝

－
ＣＰ＋Ｃ０
ｋ
，则

ε＝ＡＦ－２＋Ｂ （３）
式中　Ａ、Ｂ———与探头结构有关的参数

因此，确定了探头的尺寸，土壤的介电常数仅仅

与传感器的输出频率有关。根据 ＴＯＰＰ方程［１７］θＶ＝

－５３×１０－２＋２９２×１０－２ε－５５×１０－４ε２＋４３×
１０－６ε３便可以计算出土壤含水率。
１２　传感器结构

基于高频电容测量原理的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

的整体结构包括探头、探体和防护套 ３部分，如图 ２
所示。探体可以根据实际的测量深度需求，通过探

头组装而成。探头与探头之间的物理连接通过内外

螺纹，电气连接通过触点。防护套材质为优质的

ＰＶＣ，防护等级为 ＩＰ６８。在需要测量土壤含水率时，
预先把传感器防护套埋设在待测位置，然后把探体

放置于防护套筒内部即可。

图 ２　传感器整体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３　传感器硬件电路设计
本文设计的传感器硬件主要由若干传感器探

头、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块等组成，传感器硬件总体框

图如图３所示。传感器探头将土壤含水率转换成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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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信号；数据采集及处理模块包括 ＭＣＵ、信号调理
电路、电源模块、存储模块、通信模块。电源模块采

用锂电池充放电电源管理芯片把外部锂电池电能转

换成５Ｖ和３３Ｖ电源，供传感器探头和采集电路
使用。当到达用户设定的采集时间时，ＭＣＵ会被唤
醒，其通过信号调理电路，顺序开、关传感器探头的

供电电源，并同时采集、存储传感器探头输出的频率

信号，通过分析处理，把频率信号转换成实际的土壤

含水率。传感器提供 ４３３ＭＨｚ的无线模块和 ＧＰＲＳ
两种通信方式，最多可以连接８个传感器探头，测量
土壤深度为８０ｃｍ。

图 ３　传感器硬件总体框图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传感器探头硬件电路主要由铜环电极、高频振

荡电路、分频／整形电路、信号放大电路组成，如图 ４
所示。铜环电极充当高频振荡电路的外接并联谐振

电路的可变电容器，当土壤含水率发生变化时，所表

征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以下建模分析中，由土壤

的介电常数变化表示土壤含水率变化），随即探头

所感知的等效电容发生变化，继而高频振荡电路的

谐振频率发生变化，由其产生的高频正弦频率信号

经分频／整形电路将正弦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并大
大降低了信号频率，然后经过小信号放大电路把微

弱方波信号转换成易于采集的大幅度频率信号

输出。

图 ４　传感器探头硬件电路组成框图

Ｆｉｇ．４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１４　传感器探头建模
传感器探头由上下 ２个圆环、ＰＶＣ支架和电路

板组成，电路板固定在 ＰＶＣ支架内部，圆环套在
ＰＶＣ支架上（如图２），圆环的内半径 ｒ为 １９２ｍｍ，
外半径 Ｒ为２０ｍｍ，轴向长度为 ａ，两环之间的轴向
距离为 ｂ。由于传感器探头基于边缘场效应感知土
壤水分容抗，与平面电容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相似，为

了分析探头周围电磁场的分布与探头结构之间的关

系，优化探头结构，确定 ａ、ｂ尺寸，如图 ５所示，以
１ｍｍ为宽度，把传感器探头沿着圆周分割成 １２６
份，各取上下圆环所对应的纵向截面（图 ５阴影部

分）即构成一个微量化平面电容，而整个探头感知

土壤含水率所表征的总容抗可等效为１２６个微量电
容的并联。

图 ５　传感器探头的物理模型

Ｆｉｇ．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
　
由于高频电磁边缘电场分布的边界条件相对复

杂，很难直接计算边缘场电容，而采用有限元数值算

法
［１８］
，可以对传感器探头的电场分布及其感知土壤

的等效电容进行微量近似分析，在工程电磁有限元

分析中，电容通常从电场的能量角度来定义，即

Ｃ＝
２Ｗｅ
Ｕ２
＝
∫
Ω
ＤＥｄΩ

Ｕ２
（４）

式中　Ｕ———构成电容介质的两端电势差
Ｗｅ———电场总储能
Ｄ———电位移量　　Ｅ———电场强度
Ω———有效电场区域的体积

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二维模型采用 Ａｎｓｏｆｔ公司
有限元分析软件

［１９］ＭａｘｗｅｌｌＶ１０进行建模，对微量
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强度的变化趋势与能量分布规

图 ６　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二维模型

Ｆｉｇ．６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ｐｌａｎ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

律进行分析，建立的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的二维模

型如图６所示。驱动电极和感应电极的长度设为
ａ，两者之间的距离为 ｂ，电极上方为理想土壤，高度
Ｈ为６０ｍｍ，长度Ｌ为２ａ＋ｂ＋１０ｍｍ，电极的下方设
有基极，基极的厚度为两电极的中心距离，即 ａ＋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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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下面设有保护电极
［２０］
。加载激励源时保护电极和

感应电极等电位，用于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
［２１］
。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传感器探头结构仿真与分析
二维模型建立后，在驱动电极上加载 ５Ｖ、

１００ＭＨｚ的正弦波电压，感应电极和保护电极接地，
电极的材质设定为铜，基极材质设为介电常数为

３２的 ＰＶＣ，模型之外为真空，设定边界条件为
ｂａｌｌｏｎ。设定求解器为电场，求解参数为电场和电
容，求解器余量误差控制在 １０－５以内，采用自适应
控制，两次迭代误差设定为 ００２％。通过改变铜环
的尺寸 ａ、ｂ和土壤的介电常数 ε，求得微量化平面
电容周围电场分布情况，分析结果如下：

（１）保持土壤的介电常数（ε＝３２）恒定，通过
改变铜环的尺寸 ａ，求得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
分布情况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看出，ａ从 ５ｍｍ增
大到３０ｍｍ，对应的最大电场强度依次为 ３３６９５×
１０３、２５０４３×１０３、２３６２６×１０３、２２９３５×１０３、
２３１２６×１０３、２３６５０×１０３Ｖ／ｍ。可见当 ａ小于
２０ｍｍ时，随着 ａ增加，最大电场强度随着减小；ａ＝
２０ｍｍ时，最大电场强度最小；当 ａ大于 ２０ｍｍ时，
随着 ａ继续增大，最大电场强度逐渐减小。由于相
同电场能量情况下，电场强度的平方与相应电场所

占面积成反比关系，所以在 ａ＝２０ｍｍ时，最大电场
强度最小，其对应的面积最大。从图 ７上也可直观
看出，图７ｄ中的电场分布区域最大，也就是探测范
围最大。

图 ７　ｂ＝１０ｍｍ时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分布情况

Ｆｉｇ．７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ｐｌａｎ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ｂ＝１０ｍｍ
　

　　（２）保持土壤的介电常数（ε＝３２）恒定，通过
改变铜环的尺寸 ｂ，求得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
分布情况如图 ８所示。从图 ８中可以看出，当 ｂ小
于１５ｍｍ时，随着 ｂ增加，最大电场强度减小；当 ｂ
大于１５ｍｍ时，随着 ｂ继续增大，最大电场强度逐渐
增大。同时，在 ｂ＝１５ｍｍ时，最大电场强度最小，
其对应的面积最大。由图８也可以看出，图 ８ｃ中的
电场分布区域最大，也就是探测范围最大。

（３）保证铜环的尺寸不变，通过改变土壤的介
电常数（相当于改变土壤含水率或土壤质地），求得

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最大电场强度 Ｅｍ和相应的探

测半径 Ｒｔ（探测半径为以 ２个铜环中点为中心，微
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最大范围处的值）的关系如

图９所示。可以看出，在 ａ与 ｂ固定的情况下，改变
土壤介电常数，相应的最大电场强度 Ｅｍ 和相应的
探测半径 Ｒｔ变化较小，变化幅度均在 ３％以内，研
究结果表明，探头的探测范围与土壤含水率及土壤

质地无关，仅与探头结构有关。

（４）通过改变 ａ／ｂ和土壤介电常数 ε，采用有限
元计算方法得到圆环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的容值 Ｃ
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相同的 ａ／ｂ情况下，随着土
壤介电常数 ε的增加（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增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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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ａ＝２０ｍｍ时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分布情况

Ｆｉｇ．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ｐｌａｎ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ａ＝２０ｍｍ
　

图 ９　不同介电常数时的最大电场强度和探测半径

Ｆｉｇ．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
　

量化平面电容的容值也逐渐增加；土壤介电常数 ε
不变，随着 ａ／ｂ增加，微量化平面电容的容值均呈增
加趋势。

表 １　不同 ａ／ｂ和 ε情况下探头微量化平面电容的容值

Ｔａｂ．１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ｐｌａｎ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ｐｒｏｂ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ｂａｎｄε ｐＦ

ａ／ｂ
ε

３２ ６３ １０２ １６８ ２０３ ２５ ４３６

０５ ７４３ １０７１ １４９０ ２２０５ ２５８６ ３０９８ ５１３０

１０ ９００ １２９７ １８０２ ２６６３ ３１２０ ３７３６ ６１７７

１５ ９９８ １４３６ １９９２ ２９３８ ３４４２ ４１１９ ６８０３

２０ １０７９ １５４９ ２１４５ ３１５８ ３６９７ ４４２２ ７２９２

２５ １１６２ １６５２ ２２７６ ３３３５ ３８９９ ４６５７ ７６６３

３０ １１８５ １６９６ ２３４２ ３４３９ ４０２１ ４８０５ ７９０９

　　不同 ａ／ｂ情况下，对于相邻介电常数的土壤，
探头所感知微量化平面电容的电容差 ΔＣ如表 ２
所示。随着 ａ／ｂ增大，相同的 ａ／ｂ情况下探头所感
知的这 ２种土壤的微量化平面电容的电容差增
大，也就是在土壤体积含水率不同的情况下，探头

所感知的电容差将随 ａ／ｂ的增大而增大。由于传
感器的灵敏度为输出的变化量与输入变化量之

比，对于本文所设计的传感器探头，在感知不同含

水率的土壤时，所表征的电容差越大，就表明该传

感器的灵敏度越高。因而随着 ａ／ｂ的增大，传感器
的灵敏度越高。

综合考虑微量化平面电容周围电场分布情况，

在探头结构尺寸 ａ为２０ｍｍ和 ｂ为１５ｍｍ时，传感

表２　不同 ａ／ｂ情况下探头所感知微量化平面电容的电容差

Ｔａｂ．２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ｐｌａｎａ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ｂｅ ｐＦ

ａ／ｂ Ｃ２ Ｃ１ Ｃ３ Ｃ２ Ｃ４ Ｃ３ Ｃ５ Ｃ４ Ｃ６ Ｃ５ Ｃ７ Ｃ６

０５ ３２８ ４１９ ７１５ ３８１ ５１２ ３２８

１０ ３９７ ５０５ ８６１ ４５７ ６１６ ３９７

１５ ４３８ ５５６ ９４６ ５０４ ６７７ ４３８

２０ ４７０ ５９６ １０１３ ５３９ ７２５ ４７０

２５ ４９０ ６２４ １０５９ ５６４ ７５８ ４９０

３０ ５１１ ６４６ １０９７ ５８２ ７８４ ５１１

器探头的探测范围最大，灵敏度最高，探头结构最

佳，探头测量精度显著提高。

２２　传感器性能试验
２２１　传感器的标定

标定是传感器设计过程中一个必要环节。为了

克服寄生电容和振荡电路元器件参数的差异，传感

器采用的定标方式不是采用传感器输出的绝对频

率，而 是 采 用 振 荡 电 路 的 相 对 频 移 指 数 η＝
ＦＡ－ＦＳ
ＦＡ－ＦＷ

，其中，ＦＡ、ＦＷ、ＦＳ分别为传感器探头在空

气、水以及土壤中的输出频率。实验室环境下，采用

小汤山国家精准农业示范基地农田标准土壤，通过

过筛、干燥，按容重１３５ｇ／ｃｍ３配制８种不同体积含
水率的土样，然后均匀装入预先安装有传感器防护

套的容器中，密封放置 ４８ｈ，直至水分充分平衡，试
验装置如图１０所示。标定时对每个土样测量 ５次，
去除最大、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对测量数据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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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曲线拟合。拟合方程如图 １１所示，决定系数 Ｒ２

为０９６７。

图 １０　传感器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ｎｓ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图 １１　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标定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
　

２２２　传感器稳定性
在实验室，取容重为１３５ｇ／ｃｍ３的土样，使用预

先安装了传感器防护套的容器配制４种不同体积含
水率的土壤样品，密封放置 ４８ｈ待水分运动充分
后，采用烘干法测量得出土样的实际含水率。然后

随机抽取１个传感器探头，连续测量１０ｈ，并记录结
果。在传感器测量过程中，土壤样品处于密封状态。

图１２为传感器探头稳定性试验结果，从试验数据可
知，传感器的最大偏移量为 ０２８％。试验说明传感
器探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图 １２　传感器探头稳定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２３　传感器一致性
一致性是传感器的重要性能指标，良好的一致

性是土壤水分传感器标准化生产和可互换的前提。

由于本文研究的传感器是由多个传感器探头组合而

成，一致性就显得尤为重要。采用稳定性试验所用

的土壤样品，随机抽取３个传感器探头，对每个土壤
样品测量 ５次，去除最大、最小值，然后取平均。
表３为传感器探头一致性试验结果，从试验数据可
知，传感器的最大偏移量为 １５７％，说明传感器探
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 ３　传感器探头土壤含水率试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ｏｂ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

土壤样品序号
探头序号

１ ２ ３

１ ８０５ ７７６ ８２８

２ １４０３ １３５８ １３０７

３ ２１９６ ２１１８ ２２１６

４ ２６８０ ２５２３ ２５７６

２２４　传感器精度测试
在小汤山国家精准农业示范基地标准农田中，

选取一块３ｍ×２ｍ的地块，然后按照 １５ｍ×１ｍ
的面积进行分割，块与块之间没有水分交换，如

图１３所示。

图 １３　传感器埋设及取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在每块土壤的正中心埋设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

防护套，保证防护套的外径与土壤充分接触，然后往

每块地块中注入不等量的水，并用薄膜覆盖，防止水

分快速蒸发，７２ｈ后进行试验。首先用环刀在距离
防护套周围５ｃｍ、土层深度分别为 ２０ｃｍ和 ４０ｃｍ
的地方取土样，然后用烘干法计算土壤体积含水率，

然后，把土壤水分传感器探头放入防护套中测量土

壤层深为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土壤含水率。以烘干法测
得的土壤体积含水率为真值，传感器测得值为观测

值，测量５次取平均值，均方差为 １４２％，计算结果
见表４。

３　结论

（１）在分析高频电磁边缘场效应原理的基础
上，对传感器测量机理做了比较系统的推理分析，

确定了传感器测量土壤水分的关键因素；通过传

感器功能电路分析，设计了传感器探头硬件电路。

（２）为了提高传感器探头的灵敏性和探测范
围，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建立了探头微量化平面电

容二维模型，通过分析探头微量化电容周围电场强

度和电容的变化情况，综合考虑实际土壤水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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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土壤剖面水分传感器与烘干法测量土壤体积含水率结果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ｒｙ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ｎｓｏｒ ％

测量方法
区域１土样／ｃｍ 区域２土样／ｃｍ 区域３土样／ｃｍ 区域４土样／ｃｍ

２０ ４０ ２０ ４０ ２０ ４０ ２０ ４０
均方差

烘干法 ７５６ ８６９ １５６８ １７３２ ２３７２ ２５４８ ２８２６ ２９３８

传感器 ６５３ ７６５ １３８９ １５５３ ２４６８ ２５９６ ３０１４ ３１０８ １４２

间距的需求，确定了探头设计尺寸的最优方案：探头

铜环电极外径为４０ｍｍ，内径为 ３８４ｍｍ，轴向长度
为２０ｍｍ，轴向间距为１５ｍｍ时，探头的灵敏性和探
测范围最优。

　　（３）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土壤剖面水分
传感器测量精度为 ±１４２％，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
一致性。传感器探头可根据实际测量深度需要任意

组合，满足不同作物根区深度的土壤水分测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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