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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浇水装置的设计

蔡  浩
中原工学院南校区   河南  郑州   451191

【摘  要】通过土壤温湿度、酸碱度检测装置、当地适宜浇水时间段的确定，使植物能够在适宜的时间对其进行科
学化的浇灌。该装置能够完成自动浇水和自动施肥的性能，完全满足植物的生长。该智能浇水装置以控制器为核心，
含传感器信号采集与处理、LCD显示模块、土壤温湿度检测传感器、土壤酸碱度检测传感器、电加热模块和通讯模块等，
结合软件为植物设定的适宜的浇水时间、浇水量和施肥量等功能程序，可完成自动科学浇水以管制盆栽土壤湿度和
酸碱度的目标，使得植物在节约相关种植资源的条件下，实现最大程度的收益。

【关键词】控制器；电加热管；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灌溉量和化肥施用量的测定

1 预期功能分析

1.1 拟解决的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所处的生活环

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家庭种植花草来美化

环境和净化空气。而水分的调节作为植物生长的必要调

节，需要根据植物的生长需求为土壤和土壤周围环境空

气的温湿度补充水分，改变其湿度来适应植物生长。传

统的浇水方式是人工浇水方式，城市中的养护者因为不

专业和无暇顾及等原因，要么给植物浇过量的水造成土

壤和周围空气湿度过高，要么浇水不足导致土壤和周围

空气湿度过低，导致植物死亡。

为了降低种植者浇水的工作量和应对无人照料的

情况，市面上出现以及专利保护的一些植物自动浇水装

置，但要么对土壤湿度检测不精确，要么功能单一，不

能满足需求。

通过对环境温度、盆栽土壤水分的 ph值、植物种类

的鉴定以及植物种类对土壤水分和 ph值的不同需求的监

测，实现自动浇水施肥，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好途径。

1.2 预期功能

表 1自动浇水装置功能表

序号 功能类型 功能描述

1 自动 能根据植物所需自动浇水、施肥

2 自动 -定时定量浇
水 

能通过 GPS定位系统、植物种类和一系列的传感器数据反馈
来自动设置浇水的时间和浇水的量

3 自动 -定量施肥 能通过土壤酸碱度传感器的数据反馈和土壤预设的面积来计
算并自动设置施肥的量

4 自动 -自来水的净
化加加热

能通过土壤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反馈来设置浇水的水温，电加
热装置和水过滤器来实现对自来水的净化

2 总体方案设计
该智能浇水装置包含自动浇水控制、自动施肥控

制、自来水净化加热控制等，该装置设计如图 1所示。

先打开手机安装好的程序，该程序将会对手机提供的定

位系统对植物生长地进行设定，然后打开手机摄像头对

植物进行扫描，以确定多种植物的种类，然后根据植物

的种类进行预设适宜的浇水时间，适宜的土壤湿度和酸

碱度，输入种植面积的大小，以便之后根据种植面积大

小确定浇水量和化肥施加量。通过土壤检测模块将检测

到的土壤数据送入控制器中，控制器上的处理模块负责

处理接收到的各种信号，传感器信号整流、内部滤波放

大模块负责将各种传感器传递来的信号进行整理、放大，

最后供处理模块进行处理。土壤湿度与土壤酸碱度检测

模块检测到的数据与预设的控制器值进行比较，从而完

成自动浇水施肥的性能，假设检测到的湿度值是小于当

所述程序预先设定下限阈值且在预设浇水时间范围内，

控制器将会输入的控制信号给电磁阀打开，开始对植物

进行浇灌，相反，它是比规定值高或没在预设浇水时间

范围之内，电磁阀将关闭，同时也终止对植物的浇灌。

方案可由以下系统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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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系统硬件设计
该智能浇水装置主要由电源模块、控制器、显示

模块、温湿度检测模块、ph值检测模块、时钟模块、

温度控制模块、通信模块、继电器控制模块、浇水控制

模块和肥料流量控制模块组成。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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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湿度检测电路

湿度检测模块用于检测土壤水分，当土壤水分不

足时，该模块将输入高电平，否则，输入低电平信号。

通过软件程序设置土壤湿度的上下限，并将土壤湿度检

测模块与控制器预设的土壤湿度值进行比较。当检测到

湿度低于程序设定的下限时，输入控制电磁阀关闭的信

号。土壤湿度检测模块原理图 J5所示。

3.2 温度检测电路

温度检测模块用来检测土壤的温度，通过信号的

传输，送入控制器中，对控制器内的温度值进行同步设

置，在达到预设定的浇水的条件下，输入控制信号，使

得电加热管和过滤器得以启动，并开始对管道中的水进

行加温净化，以有效去除水体中的重金属、余氯、有机

物等；当水温值与所设定的温度值持平时，再次由控制

器输入信号，使得电加热管关闭，从而停止加热。土壤

温度测量模块原理图 JLINK1所示。

3.3 酸碱度检测电路

酸碱度检测模块用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当土壤

是碱性的时，模块会输入一个高电平，反之，则输入是

低电平的信号。采用软件程序设置土壤酸碱度的上限和

下限，将土壤酸碱度检测模块与控制器预设的土壤酸碱

度值进行比较，并根据控制器预设土壤面积进行计算所

需要的添加化肥的量。当检测到的酸碱度低于程序设定

的下限时，输入一个能够管制化肥贮存仓电磁阀打开的

信号，然后根据计算出的化肥量来控制化肥量的施加。

通过流量计检测到的数据反馈，来管制贮存仓电磁阀的

关闭 ,从而停止施肥。土壤酸碱度检测模组的示意图如

下图 J4所示。

图 3

3.4 浇水控制电路

该智能浇水装置采用继电器实现浇灌施肥。该继

电器的基本原理如下：只要线圈两端有一定的电压，就

会有一定量的电流流过线圈，从而产生电磁效应，电枢

就能克服回复弹簧的拉力，拉到铁芯上，这只能在电磁

力的作用下才能实现。该装置采用三个继电器，其中两

个控制植物浇水，另一个控制植物施肥。继电器的电路

图如图 3所示。

3.5 供电系统电路

太阳能电池板有效地产生 12v电压，供所需的电

压电路工作；将 12v变压器分为 5v，供应单片机和所

需电压电路工作。这些电压必须使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当遭到季节、昼夜、阴晴等气象条件时，可以通过充电

宝或充电器直接对该供电系统进行电源的补充。

4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流程图如下。程序开始时，通过扫描控

制器上的二维码，使得该控制器与软件进行通信连接，

打开 GPS定位系统，对植物生长地进行设定，然后利用

手机摄像头对植物进行扫描，以确定多种植物的种类，

然后根据植物的种类和当地的气候条件等相关情况，界

面上会出现所推荐的适宜的浇水时间，适宜的土壤湿度

和酸碱度，输入种植面积的大小，以便之后根据种植面

积大小确定浇水量和化肥施加量。通过土壤检测模块将

检测到的土壤数据送入控制器中，控制器上的处理模块

负责处理接收到的各种信号，传感器信号整流、内部滤

波放大模块负责将各种传感器传递来的信号进行整理、

放大，最后供处理模块进行处理。土壤湿度与土壤酸碱

度检测模块检测到的数据与预设的控制器值进行比较，

从而完成自动浇水施肥的性能，假设检测到的湿度值是

小于当所述程序预先设定下限阈值且在预设浇水时间范

围内，控制器将会输入的控制信号给电磁阀打开，开始

对植物进行浇灌，相反，它是比规定值高或没在预设浇

水时间范围之内，电磁阀将关闭，同时也终止对植物的

浇灌。进行 GPS定位，在利用手机的摄像头对着植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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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扫描，以确定植物的种类 ,界面上会出现推荐土壤湿

度，酸碱度的范围和适宜浇水的时间段的相关数据，种

植面积或者需要浇灌盆数的内容，然后输入种植面积，

点击确认。通过湿度、温度、酸碱度传感器采集土壤数

据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内预设的程序确定出土壤所需

的水量、水温和需要酸或碱性化肥的质量，然后对各个

电磁阀、继电器、水泵和电加热装置进行启动，将所需

水直接进行喷淋或者将加入了肥料的水溶液进行喷淋，

最终完成无人控制的灌溉和施肥过程。系统浇花检测模

式程序的流程图如下所示。

图 4

5 结语
本智能浇水装置通过手机对植物所在地的设置、

当地时间和植物所适宜的生长环境数据的读取，对植物

进行智能化浇水施肥一体化的功能，可直接应用于蔬菜

温室、园林、草地等场所的主动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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