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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运用信息化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工程管理运行效率，促进农田管理科技

化、智能化发展。本文着重从农田水利工程信息化的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农业信息化的具体应用，并

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索，为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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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greatly i

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intelligent devel

opment of farml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

cy project informatization, expound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zation, and explor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

n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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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农业领域也在不断地运用

计算机网络、视频监控、通讯设备、电子传感器等，使传统的

农田水利工程逐渐向信息化发展，扩大了水利工程的功能，提

高了水利工程管理运行效率，充分发挥了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

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1 农田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1.1 提高水资源的调度水平 

加强农田水利信息化，实现农田水利信息的实时监测、汇

总和传递，保证农田水利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通过应用信息化

技术，可以将灌溉区的墒情、气象、水文等资料进行有效的集

成，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达到对农田

水利工程的精细管理，保证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1.2 提高工程管理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将信息化技术运用于农田水利工程，实

现了数据的准确采集，进而实现了管理自动化，使农田水利工

程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3 实现精细化灌溉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传统的农田水利模式存在着严重的

水资源浪费现象。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相对较多，但由于人口

众多，人均占有面积小，水资源短缺,要使水资源得到科学合

理利用，使之能更好地适应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农田水利工

程中利用信息化技术，与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节水

灌溉技术相结合，根据植物水分、土壤含水量、空气湿度、温

度、光照强度等因素,合理地分配水资源，实现对农田水利工

程的精准化、自动化管理，大大提高节水效果，提升自动化管

理水平，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1.4 精确统计农业用水量 

与工业用水、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相比，我国的农业用水

尚未建立完善的用水量统计体系，难以准确计量农业用水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

用，可精确统计农田灌溉水量，为建立农田水利的节水机制提

供可靠的数据和资料支持，完善和改进农业用水方式，进一步

提高节水效果。 

2 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2.1 信息化系统组成 

2.1.1 农田水利信息化系统组成 

（1）土壤墒情监测系统 

土壤墒情监测系统由土壤墒情传感器、GPRS 数据传输模块

和太阳能供电设备组成。土壤墒情传感器可采集土壤墒情数

据，根据作物根系深度埋设 3-4 个不同土层深度，GPRS 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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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模块将采集的数据传送到信息化系统监测控制平台。对各监

测点的土壤墒情进行汇总，建立监测区土壤墒情数据库，系统

平台对监测数据进行加工、分析，根据不同需求建立对应的数

据模型，为农田灌溉、作物选择、旱情预报等提供实时、高效、

精确的技术支持。太阳能供电设备可以为现场的传感器和通信

装置提供持续的电力供应，使土壤监测系统在没有电网电力的

农田里也可以正常工作运行。 

（2）水情监测系统 

水情监测系统包括水情监测、信号传输、数据传输、分析

处理等多个子系统，具有高科技含量、高精度、高稳定性、高

时效性等优点，能够实现对水情数据进行自动采集、自动测报、

自动预警，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具有较强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气象监测系统 

田间气象监测站可以测量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

雨量、太阳辐射等田间气象数据，利用 GPRS 将数据实时传送

到信息化系统平台，为系统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持。 

（4）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地面监控系统和视频系统。地面监控系

统主要由摄像机、云台、解码器、视频编码器等设备构成，负

责采集、处理和传输工程现场的视频信息，同时接收来自远程

用户的监控控制命令，并对摄像机镜头、云台进行控制，以获

取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效果的影像信息。视频系统包括

视频管理服务器、数据管理服务器、媒体服务器、视频客户端

及相应的软件，实现了视频信息的接收、处理、存储、分配、

点播、回放等功能，并对用户进行管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

级别、不同监控要求的用户的要求。 

（5）自动灌溉管理系统 

自动灌溉管理系统系统包括计算机软件系统、区域控制

柜、分路控制器、变送器和数据采集终端，并与供水系统相结

合，实现灌溉系统的自动化运行。系统以根系水分为控制指标，

对不同生长时期的根系进行控制，从而确定灌水时限和灌水限

额，对作物进行自动灌溉。系统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流量传

感器等对灌溉条件进行实时监控，在灌区土壤湿度超过预设下

限时，电磁阀自动打开进行灌溉；在土壤水分和水位达到规定

的灌水限额后，电磁阀自动关闭，实现自动化灌溉。 

系统还可以按固定周期安排全灌区内的电磁阀启闭，使其

循环自动灌溉。整个系统能够协同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灌

溉的用水效率，极大提升了管理水平，达到节水节电、减轻劳

动强度和节约人力资源的目的。 

2.2 系统功能应用和实现 

2.2.1 数据采集和管理 

项目区设立土壤墒情监测系统、水情监测系统、气象监测

系统等信息监测站，采集项目区农田灌溉系统所需要的基本数

据，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实时存储与管理。 

2.2.2 实时预报决策 

通过对作物水分需求的监测，根据试验资料，确定作物的

最佳灌水时间和灌水量,运用作物根系区域土壤水分平衡、田

间作物日水量平衡等计算分析方法，建立作物的生长模型，以

科学、实时地确定作物的灌水时间、灌水次数、灌水定额。 

2.2.3 灌溉信息发布 

建设灌溉预报网站，及时更新灌溉动态、土壤墒情、作物

动态需水量、灌溉预报成果等。系统具有远程登录入口、自主

预报、 LED 大屏幕监控、远程发布预报信息等功能。 

2.2.4 灌溉预测决策会商平台 

在网络、大屏幕上显示灌溉预测、灌溉决策信息，并利用

决策预案比对模型进行决策，帮助决策人员筛选出最优的灌溉

方案，实现作物灌溉预测、当前决策发布等适应性管理决策。 

2.2.5 信息化系统管理平台 

信息化系统管理平台实现了对灌溉数据的在线监测、查

询、管理，同时将各个监测点的数据通过 GPRS/Internet 远程

传输至本工程信息化系统管理平台和县级、市级、省级灌溉管

理中心，实现灌溉数据的多级管理。利用实时数据和基本数据，

完成相关的数据处理及商业应用。 

3 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的应用与思考 
随着新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

未来农业生产对信息化、自动化管理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农

田水利建设中农业信息化的普及率也会越来越高。农业生产人

员作为农业活动顺利开展的执行者，这些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将直接影响农业工作的开展情况。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农田水利

工程中，需要重视人才的培养，提高其综合素质及专业水平，

打造优秀的信息化管理人才队伍，完善相应的信息化管理制

度。 

4 农田水利工程信息化建设的未来发展 
4.1 建立农民合作用水机制 

农村合作社是一种以农户自愿为基础、能够实现自身经营

和服务的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合作化的水资源管理

中，农户拥有自主的所有权，能够自主管理、独立核算。农民

合作用水组织的会员有权使用、维护、改造和安排灌溉用水。

农民合作用水制度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田水利设施的

建设、监督等问题，提高农民节约用水意识，减少水资源的浪

费，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 

4.2 开发智能化灌溉控制系统 

信息化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实现了灌溉监测、

控制的自动化管理，但系统运行中需要管理人员调节灌溉参

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运用现代智能控制技术与与

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对传统的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进行

升级，开发智能化灌溉控制系统，自动分析处理系统监测到的

数据，并根据作物生长模型智能决策灌溉时间、灌水量，实现

灌溉监测、控制的智能化管理，以达到更有效的节水、更高效

的管理，是今后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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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和收获五个方面。这些机械化操作不仅

提高了玉米生产效率，而且保证了玉米的品质和产量
[8]
。 

（二）实验结果分析 

第一，机械化种植方式可以明显提高种植效率。与传统人

工种植方式相比，机械化种植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

本，提高了种植效率。实验中使用的玉米精量播种机可实现自

动化、精准化的种植，使种植效果更加稳定和高效；第二，适

宜的施肥方式可以提高玉米产量。玉米需要丰富的营养物质，

正确的施肥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玉米的产量。实验中使用了化肥

自动施肥器，按照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进行施肥，可有效地提

高玉米的产量和品质；第三，机械化病虫害防治可以减少病虫

害损失。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机械化病

虫害防治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可以保证无毒害、无残留、无

污染地杀灭病虫害，显著减少了病虫害损失，从而提高了玉米

的产量；第四，机械化收割方式可以提高玉米成品率。与传统

的手工收割方式相比，机械化收割方式可以快速、高效地完成

收割工作，同时可以对玉米进行粒干分离，使玉米成品率更高，

提高经济效益。 

机械化种植方式可以明显提高种植效率和产量，适宜的施

肥方式和病虫害防治可以提高玉米的品质和产量，机械化收割

方式可以提高成品率和经济效益。这些结果表明，玉米种植全

程机械化栽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实际意义
[8]
。 

结束语：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玉米种植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综述和实验研究，总结了适合机械化

操作的玉米种植技术，并探讨了机械化栽培技术在农业生产中

的应用前景。研究表明，机械化栽培不仅可以提高种植效率、

质量，还可以降低劳动强度，为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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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在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农业发展关

系到全国几十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推进农田水利工程信息化建

设，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信息化程度，推行自动化灌溉技术，

可更好地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管理水平、提高农民幸

福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农业生产人员要跟随时代发

展趋势，积极学习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化技术，为农田水利工程

信息化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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