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000952.2

(22)申请日 2019.10.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7193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1.21

(73)专利权人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地址 210014 江苏省南京市钟灵街50号

(72)发明人 任妮　徐珍玉　刘家玉　刘杨　

戴秀　阿瑟·格尼斯　梁德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和信华成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90

代理人 胡剑辉

(51)Int.Cl.

H04L 29/08(2006.01)

G01D 21/02(2006.01)

G06K 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7367317 A1,2017.12.28,

CN 107491844 A,2017.12.19,

CN 107173184 A,2017.09.19,

CN 104077725 A,2014.10.01,

CN 109934464 A,2019.06.25,

CN 110286092 A,2019.09.27,

薛岩等.基于需水模型的精细灌溉控制系统

软件设计.《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4,

审查员 阎洁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

析监控系统，用于解决了现有的灌溉用水量分析

不准确以及仅仅依靠农作物生育期进行参考，而

无法根据农作物的真实生长情况进行灌溉用水

分析的问题，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服务器、土壤初

检模块、发布接收模块、灌溉分析模块、图片分析

模块、储水量采集模块和水资源整合模块；通过

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农田信息，然后通过土壤初

检模块对农田信息中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

断，通过图片分析模块对该土壤检测点的农作物

生长进行判断和计算得到农作物生长值，通过农

作物生长值以及土壤的湿度和土壤所处地区的

天气情况判断灌溉用水，可以精准的得到农田的

灌溉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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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服务

器、土壤初检模块、发布接收模块、灌溉分析模块、图片分析模块、储水量采集模块和水资源

整合模块；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农田信息；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的农田信息发送至服

务器内存储；所述土壤初检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断，具体

判断过程如下：

a：将农田划分若干个区域，并标记为Ai，i＝1、……、n；每个区域包括若干个土壤检测

点，并将其标记为Aij；j＝1、……、n；将土壤检测点Aij对应的农田土壤湿度标记为PkAij；k

＝1、……、n；

b：通过服务器获取土壤检测点Aij所处当前时间之后的三天温度；并将三天的温度计

算平均值，获得平均温度，并将其标记为WPAij；

c：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土壤检测点Aij的图片采集值CRAij；

其中e1和e2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

d：当图片采集值CRAij大于设定阈值，则生成图片采集信号；

e：土壤初检模块将土壤检测点Aij的位置坐标和图片采集信号发送至发布接收模块；

所述发布接收模块用于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发

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以及拍照信息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所述图片分析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以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

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并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图片分析模块将土壤检测点对应的生长值

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所述灌溉分析模块用于分析农田的灌溉用水量，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步骤一：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以及土壤检测点的图片采集

值和农作物生长值；

步骤二：对天气预报数据进行处理，设定对比降雨值记为QdAij；d＝1……n；且Q1Aij

>……>Q15Aij；

步骤三：将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与对比降雨值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降雨值，

并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并标记为JYAij；具体表现为，当天气预报数据中第五天和第十天

有雨，则将匹配到的Q5Aij和Q10Aij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JYAij；

步骤四：将天气预报数据中的降雨量进行求和，得到总降雨量ZJAij；将天气预报数据中

的十五日的温度进行求平均值，得到平均温度WDAij；

步骤五：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土壤

检测点的灌溉值GAij；其中，h1、h2、h3、h4和h5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μ为误差补偿常数，

取值为6.9823341；

步骤六：将计算灌溉值的土壤检测点标记为需要灌溉点，根据灌溉值的大小通过一定

比例换算得到灌溉点所需要的灌溉水量；将所有的土壤检测点换算的灌溉水量进行求和，

得到农田的灌溉用水量；灌溉分析模块将灌溉用水量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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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发布接收模块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的具体分析步骤

如下：

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连接发布接收模块，并查看拍照需求，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输

入任务接收指令以及拍照时刻至发布接收模块；

步骤二：发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上；

步骤三：用户在拍照时刻到达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并通过手机终端发送位置坐标至发布

接收模块，发布接收模块接收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进行匹配，当接收的位置

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吻合，发布接收模块向用户手机终端发送拍摄位置坐标；拍

摄位置坐标为以土壤检测点为圆心，半径为r所围成的圆形面积中的任意一点坐标，其中r

为预设半径；

步骤四：用户接收到拍摄位置坐标，并到达拍摄位置通过手机终端对该位置上的农作

物叶片进行拍照，然后通过卷尺测量农作物的高度，并将测量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输入到

手机终端上；

步骤五：用户通过手机终端将当前位置坐标以及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的高

度以及农作物名称发送至发布接收模块；

步骤六：发布接收模块将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置坐标进行对比，当当前位置坐标与

拍摄位置坐标吻合，则对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当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置坐

标不吻合，则向用户的手机终端发送到达指定位置重新拍摄的消息；

步骤七：发布接收模块对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对农作物叶片图片的分辨率进行

识别处理，当分辨率低于设定阈值，则发送重新拍摄指令至用户的手机终端；当分辨率大于

或等于设定阈值，则生成拍摄完成指令，并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同时将土壤检测点以及农

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名称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图片分析模块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S1：设定农作物品名称为Ci，i＝1、……、n；农作物名称对应的高度记为Cij，j＝1……

n；高度对应的对比颜色记为YmCij；m＝1……n；对比颜色对应的成长值记为ZmCij；Z1Cij>Z2Cij

>……>ZmCij；

S2：根据获取到的农作物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匹配对比颜色YmCij；

S3：将植物农作物叶片图片放大若干倍形成像素格图片，并统计像素格图片中的像素

格总数；

S4：将每个像素格中的颜色与对比颜色YmCij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成长值ZmCij；将所

有的像素格对应的成长值进行求和后并除以像素格总数得到农作物生长值，并将农作物生

长值标记为SZAij。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储水量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灌溉蓄水池内的储水量并将采集的储水量发送至服务器内；服务

器对灌溉用水量与储水量匹配，当储水量减去一定预留值小于灌溉用水量，则生成补水指

令；并将补水指令发送至水资源整合模块；所述水资源整合模块用于将河流内的水和经过

污水处理后的生活用水补充到灌溉蓄水池内使储水量减去预留值与灌溉用水量相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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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包括农田土壤湿度及对应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农田所处温度和农田所处地区的天

气预报数据；天气预报数据为当前时间之后的十五日的温度和降雨量；拍照信息包括农作

物叶片图片、农作物名称和农作物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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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灌溉用水分析监控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

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灌溉为地补充作物所需水分的技术措施。为了保证作物正常生长，获取高产稳产，

必须供给作物以充足的水分。在自然条件下，往往因降水量不足或分布的不均匀，不能满足

作物对水分要求。因此，必须人为地进行灌溉，以补天然降雨之不足。灌溉原则是灌溉量、灌

溉次数和时间要根据药用植物需水特性、生育阶段、气候、土壤条件而定，要适时、适量，合

理灌溉。

[0003] 在专利CN107491844A公开了一种农田灌溉层次需水量的分析方法，虽然实现了将

农田灌溉需水分层次进行分析计算，能够准确地分析计算农田灌溉各层次需水量，提高农

田灌溉用水效率；但是存在的不足：仅仅依靠农作物生育期进行参考，而无法根据农作物的

真实生长情况进行灌溉，现实生活中，存在农作物生育期相同，但是不同农田农作物的生长

情况存在不同，因此，需要结合农田农作物的真实生长情况进行合理分析灌溉用水。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本发明通过图

片分析模块对该土壤检测点的农作物生长进行判断和计算得到农作物生长值，通过农作物

生长值以及土壤的湿度和土壤所处地区的天气情况判断灌溉用水，可以精准的得到农田的

灌溉用水量。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

[0006] (1)如何通过对农田土壤的湿度进行采集判断并利用手机终端对农作物叶片进行

图片采集，通过图片进行像素格处理匹配获取到农作物的生长值进行判断，结合天气预报

数据、农作物生长值和图片采集值得到灌溉用水的分析；解决了现有的灌溉用水量分析不

准确以及仅仅依靠农作物生育期进行参考，而无法根据农作物的真实生长情况进行灌溉用

水分析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

系统，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服务器、土壤初检模块、发布接收模块、灌溉分析模块、图片分析

模块、储水量采集模块和水资源整合模块；

[0008]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农田信息；农田信息包括农田土壤湿度及对应土壤检

测点的位置坐标、农田所处温度和农田所处地区的天气预报数据；天气预报数据为当前时

间之后的十五日的温度和降雨量；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的农田信息发送至服务器内存

储；所述土壤初检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断，具体判断过程

如下：

[0009] a：将农田划分若干个区域，并标记为Ai，i＝1、……、n；每个区域包括若干个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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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并将其标记为Aij；j＝1、……、n；将土壤检测点Aij对应的农田土壤湿度标记为

PkAij；k＝1、……、n；

[0010] b：通过服务器获取土壤检测点Aij所处当前时间之后的三天温度；并将三天的温

度计算平均值，获得平均温度，并将其标记为WPAij；

[0011] c：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土壤检测点Aij的图片采集值

CRAij；其中e1和e2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

[0012] d：当图片采集值CRAij大于设定阈值，则生成图片采集信号；

[0013] e：土壤初检模块将土壤检测点Aij的位置坐标和图片采集信号发送至发布接收模

块；

[0014] 所述发布接收模块用于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

息；拍照信息包括农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名称和农作物高度；发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

以及拍照信息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15] 所述图片分析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以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农

作物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并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图片分析模块将土壤检测点对应的生

长值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16] 所述灌溉分析模块用于分析农田的灌溉用水量，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0017] 步骤一：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以及土壤检测点的图片

采集值和农作物生长值；

[0018] 步骤二：对天气预报数据进行处理，设定对比降雨值记为QdAij；d＝1……n；且Q1Aij

>……>Q15Aij；

[0019] 步骤三：将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与对比降雨值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降

雨值，并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并标记为JYAij；具体表现为，当天气预报数据中第五天和

第十天有雨，则将匹配到的Q5Aij和Q10Aij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JYAij；

[0020] 步骤四：将天气预报数据中的降雨量进行求和，得到总降雨量ZJAij；将天气预报数

据中的十五日的温度进行求平均值，得到平均温度WDAij；

[0021] 步骤五：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

土壤检测点的灌溉值GAij；其中，h1、h2、h3、h4和h5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μ为误差补偿

常数，取值为6.9823341；

[0022] 步骤六：将计算灌溉值的土壤检测点标记为需要灌溉点，根据灌溉值的大小通过

一定比例换算得到灌溉点所需要的灌溉水量；将所有的土壤检测点换算的灌溉水量进行求

和，得到农田的灌溉用水量；灌溉分析模块将灌溉用水量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23] 所述发布接收模块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的

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0024] 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连接发布接收模块，并查看拍照需求，用户通过手机终

端输入任务接收指令以及拍照时刻至发布接收模块；

[0025] 步骤二：发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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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步骤三：用户在拍照时刻到达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并通过手机终端发送位置坐标至

发布接收模块，发布接收模块接收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进行匹配，当接收的

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吻合，发布接收模块向用户手机终端发送拍摄位置坐

标；拍摄位置坐标为以土壤检测点为圆心，半径为r所围成的圆形面积中的任意一点坐标，

其中r为预设半径；

[0027] 步骤四：用户接收到拍摄位置坐标，并到达拍摄位置通过手机终端对该位置上的

农作物叶片进行拍照，然后通过卷尺测量农作物的高度，并将测量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输

入到手机终端上；

[0028] 步骤五：用户通过手机终端将当前位置坐标以及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

的高度以及农作物名称发送至发布接收模块；

[0029] 步骤六：发布接收模块将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置坐标进行对比，当当前位置坐

标与拍摄位置坐标吻合，则对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当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

置坐标不吻合，则向用户的手机终端发送到达指定位置重新拍摄的消息；

[0030] 步骤七：发布接收模块对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对农作物叶片图片的分辨率

进行识别处理，当分辨率低于设定阈值，则发送重新拍摄指令至用户的手机终端；当分辨率

大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生成拍摄完成指令，并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同时将土壤检测点以

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名称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31] 所述图片分析模块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0032] S1：设定农作物品名称为Ci，i＝1、……、n；农作物名称对应的高度记为Cij，j＝

1……n；高度对应的对比颜色记为YmCij；m＝1……n；对比颜色对应的成长值记为ZmCij；Z1Cij

>Z2Cij>……>ZmCij；

[0033] S2：根据获取到的农作物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匹配对比颜色YmCij；

[0034] S3：将植物农作物叶片图片放大若干倍形成像素格图片，并统计像素格图片中的

像素格总数；

[0035] S4：将每个像素格中的颜色与对比颜色YmCij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成长值ZmCij；

将所有的像素格对应的成长值进行求和后并除以像素格总数得到农作物生长值，并将农作

物生长值标记为SZAij。

[0036] 所述储水量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灌溉蓄水池内的储水量并将采集的储水量发送至

服务器内；服务器内对灌溉用水量与储水量匹配，当储水量减去一定预留值小于灌溉用水

量，则生成补水指令；并将补水指令发送至水资源整合模块；所述水资源整合模块用于将河

流内的水和经过污水处理后的生活用水补充到灌溉蓄水池内使储水量减去预留值与灌溉

用水量相等。

[003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8] (1)本发明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农田信息，然后通过土壤初检模块对农田信

息中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断，得到图片采集值，当图片采集值大于设定阈值，表明该土

壤检测点需要进行灌溉，然后通过发布接收模块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

测点的拍照信息；通过图片分析模块对该土壤检测点的农作物生长进行判断和计算得到农

作物生长值，通过农作物生长值以及土壤的湿度和土壤所处地区的天气情况判断灌溉用

水，可以精准的得到农田的灌溉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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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2)本发明通过发布接收模块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

信息，通过对农作物的照片采集，方便判断农作物的生长状况，便于合理的灌溉用水分析；

图片分析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以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的高度和

农作物名称并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将植物农作物叶片图片放大若干倍形成像素格图

片，并统计像素格图片中的像素格总数；将每个像素格中的颜色与对比颜色进行匹配，获取

到对应的成长值；将所有的像素格对应的成长值进行求和后并除以像素格总数得到农作物

生长值。

附图说明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1] 图1是本发明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3] 请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为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灌溉用水分析监控系统，包括数据采

集模块、服务器、土壤初检模块、发布接收模块、灌溉分析模块、图片分析模块、储水量采集

模块和水资源整合模块；

[0044] 数据采集模块用于采集农田信息；农田信息包括农田土壤湿度及对应土壤检测点

的位置坐标、农田所处温度和农田所处地区的天气预报数据；天气预报数据为当前时间之

后的十五日的温度和降雨量；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的农田信息发送至服务器内存储；土壤

初检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断，具体判断过程如下：

[0045] a：将农田划分若干个区域，并标记为Ai，i＝1、……、n；每个区域包括若干个土壤

检测点，并将其标记为Aij；j＝1、……、n；将土壤检测点Aij对应的农田土壤湿度标记为

PkAij；k＝1、……、n；

[0046] b：通过服务器获取土壤检测点Aij所处当前时间之后的三天温度；并将三天的温

度计算平均值，获得平均温度，并将其标记为WPAij；

[0047] c：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土壤检测点Aij的图片采集值

CRAij；其中e1和e2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通过公式可得，土壤检测点的平均温度WPAij值

越大，图片采集值越大，土壤检测点的采集的农田土壤湿度

[0048] d：当图片采集值CRAij大于设定阈值，则生成图片采集信号；

[0049] e：土壤初检模块将土壤检测点Aij的位置坐标和图片采集信号发送至发布接收模

块；

[0050] 发布接收模块用于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拍

照信息包括农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名称和农作物高度；发布接收模块布土壤检测点的拍

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的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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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步骤一：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连接发布接收模块，并查看拍照需求，用户通过手机终

端输入任务接收指令以及拍照时刻至发布接收模块；

[0052] 步骤二：发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上；

[0053] 步骤三：用户在拍照时刻到达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并通过手机终端发送位置坐标至

发布接收模块，发布接收模块接收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进行匹配，当接收的

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吻合，发布接收模块向用户手机终端发送拍摄位置坐

标；拍摄位置坐标为以土壤检测点为圆心，半径为r所围成的圆形面积中的任意一点坐标，

其中r为预设半径；

[0054] 步骤四：用户接收到拍摄位置坐标，并到达拍摄位置通过手机终端对该位置上的

农作物叶片进行拍照，然后通过卷尺测量农作物的高度，并将测量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输

入到手机终端上；

[0055] 步骤五：用户通过手机终端将当前位置坐标以及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

的高度以及农作物名称发送至发布接收模块；

[0056] 步骤六：发布接收模块将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置坐标进行对比，当当前位置坐

标与拍摄位置坐标吻合，则对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当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

置坐标不吻合，则向用户的手机终端发送到达指定位置重新拍摄的消息；

[0057] 步骤七：发布接收模块对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对农作物叶片图片的分辨率

进行识别处理，当分辨率低于设定阈值，则发送重新拍摄指令至用户的手机终端；当分辨率

大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生成拍摄完成指令，并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同时将土壤检测点以

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名称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58] 图片分析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以及农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

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并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0059] S1：设定农作物品名称为Ci，i＝1、……、n；农作物名称对应的高度记为Cij，j＝

1……n；高度对应的对比颜色记为YmCij；m＝1……n；对比颜色对应的成长值记为ZmCij；Z1Cij

>Z2Cij>……>ZmCij；

[0060] S2：根据获取到的农作物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匹配对比颜色YmCij；

[0061] S3：将植物农作物叶片图片放大若干倍形成像素格图片，并统计像素格图片中的

像素格总数；

[0062] S4：将每个像素格中的颜色与对比颜色YmCij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成长值ZmCij；

将所有的像素格对应的成长值进行求和后并除以像素格总数得到农作物生长值，并将农作

物生长值标记为SZAij；

[0063] 图片分析模块将土壤检测点对应的生长值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64] 灌溉分析模块用于分析农田的灌溉用水量，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0065] 步骤一：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以及土壤检测点的图片

采集值和农作物生长值；

[0066] 步骤二：对天气预报数据进行处理，设定对比降雨值记为QdAij；d＝1……n；且Q1Aij

>……>Q15Aij；

[0067] 步骤三：将土壤检测点的天气预报数据与对比降雨值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降

雨值，并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并标记为JYAij；具体表现为，当天气预报数据中第五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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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有雨，则将匹配到的Q5Aij和Q10Aij进行求和，得到降雨总值JYAij；其中降雨总值越小，

该土壤的降雨可能性越小；

[0068] 步骤四：将天气预报数据中的降雨量进行求和，得到总降雨量ZJAij；将天气预报数

据中的十五日的温度进行求平均值，得到平均温度WDAij；

[0069] 步骤五：利用公式 获取得到

土壤检测点的灌溉值GAij；其中，h1、h2、h3、h4和h5均为预设比例系数固定值；μ为误差补偿

常数，取值为6.9823341；通过公式可得，平均温度WDAij越大，灌溉值越大，表示该土壤检测

点所需要的灌溉水量越多；图片采集值越大，灌溉值越大；总降雨量越小，灌溉值越大；降雨

总值越小，灌溉值越大；农作物生长值越小，灌溉值越大；

[0070] 步骤六：将计算灌溉值的土壤检测点标记为需要灌溉点，根据灌溉值的大小通过

一定比例换算得到灌溉点所需要的灌溉水量；将所有的土壤检测点换算的灌溉水量进行求

和，得到农田的灌溉用水量；灌溉分析模块将灌溉用水量发送至服务器内进行存储；

[0071] 储水量采集模块用于采集灌溉蓄水池内的储水量并将采集的储水量发送至服务

器内；服务器内对灌溉用水量与储水量匹配，当储水量减去一定预留值小于灌溉用水量，则

生成补水指令；并将补水指令发送至水资源整合模块；水资源整合模块用于将河流内的水

和经过污水处理后的生活用水补充到灌溉蓄水池内使储水量减去预留值与灌溉用水量相

等。

[007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将采集农田信息，然后通过土壤初检模块

对农田信息中的农田土壤湿度并进行判断，得到图片采集值，当图片采集值大于设定阈值，

表明该土壤检测点需要进行灌溉，然后通过发布接收模块发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

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通过图片分析模块对该土壤检测点的农作物生长进行判断和计

算 得 到 农 作 物 生 长 值 ，通 过 农 作 物 生 长 值 判 断 灌 溉 用 水 ；利 用 公 式

获取得到土壤检测点的灌溉值GAij；

平均温度WDAij越大，灌溉值越大，表示该土壤检测点所需要的灌溉水量越多；图片采集值越

大，灌溉值越大；总降雨量越小，灌溉值越大；降雨总值越小，灌溉值越大；农作物生长值越

小，灌溉值越大；发布接收模块布土壤检测点的拍照需求和接收土壤检测点的拍照信息，用

户通过手机终端连接发布接收模块，并查看拍照需求，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输入任务接收指

令以及拍照时刻至发布接收模块；发布接收模块将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

上；用户在拍照时刻到达土壤检测点的坐标并通过手机终端发送位置坐标至发布接收模

块，发布接收模块接收位置坐标与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进行匹配，当接收的位置坐标与

土壤检测点的位置坐标吻合，发布接收模块向用户手机终端发送拍摄位置坐标；用户接收

到拍摄位置坐标，并到达拍摄位置通过手机终端对该位置上的农作物叶片进行拍照，然后

通过卷尺测量农作物的高度，并将测量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输入到手机终端上；用户通过

手机终端将当前位置坐标以及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和农作物的高度以及农作物名称发

送至发布接收模块；发布接收模块将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位置坐标进行对比，当当前位置

坐标与拍摄位置坐标吻合，则对拍摄的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当当前位置坐标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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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坐标不吻合，则向用户的手机终端发送到达指定位置重新拍摄的消息；发布接收模块

对农作物叶片图片进行处理，对农作物叶片图片的分辨率进行识别处理，当分辨率低于设

定阈值，则发送重新拍摄指令至用户的手机终端；当分辨率大于或等于设定阈值，则生成拍

摄完成指令，并发送至用户手机终端；通过对农作物的照片采集，方便判断农作物的生长状

况，便于合理的灌溉用水分析；图片分析模块用于获取服务器内存储的土壤检测点以及农

作物叶片图片、农作物的高度和农作物名称并进行农作物生长值计算，将植物农作物叶片

图片放大若干倍形成像素格图片，并统计像素格图片中的像素格总数；将每个像素格中的

颜色与对比颜色YmCij进行匹配，获取到对应的成长值ZmCij；将所有的像素格对应的成长值

进行求和后并除以像素格总数得到农作物生长值。

[0073]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结构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的

结构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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