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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联网技术已成为农业等领
域的重要应用技术，实现了农业管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但由于
农业环境较为复杂，在应用该技术时出现一些问题，因此，研究
该技术在大田农业节水中的应用途径是必要的。

一、分析大田农业节水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意义及问题
通过在大田农业节水工作中应用物联网技术，能够有效提升

节水灌溉、农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智能化程度，实现信息感知
的准确性与全面性。由于大田农业环境较为特殊，生产环境往往
处于野外，以往传统的数据传输技术需要进行布线，整体线路较
为复杂，且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通过使用物联网技术，
能够通过传感设备、监测系统等无线平台获取土壤水分、农作物
等信息，满足当前时代下农业生产管理的发展需求。但是，在物
联网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具体而言，部分人
员在应用物联网技术时，投入成本较低，节点数量及设置无法满
足信息采集和监测需求，导致整体应用效果较差。除此之外，缺
乏太阳能的使用，影响该技术在不同环境下应用的持续性。

二、研究在大田农业节水中应用物联网技术的有效途径
由于物联网技术的先进性，通过规范使用该技术能够有效解

决大田农业节水物联网技术的应用问题，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避
免能源浪费。具体应用途径如下：

（一）以关联关系信息为基础，实现农田水资源预测转变
对于大田农作物而言，其水分主要来自土壤，可以说，土

壤水分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信息，其实际含量对农作物生长、人为
水资源的灌溉等方面具有直接影响作用。因此，在大田农业节水
中应用物联网技术时，应运用该技术对土壤水分含量进行考量，
并了解影响土壤水分含量的因素，从而掌握该区域对水分的需求
量，了解水分在农作物和土壤中的运行规律。具体而言，主要是
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展土壤水分监测工作，通过网络感知和控制层
分析土壤水分，并将具有传感信息的节点布置在目标区域的各个
角落，进而使相关工作人员能够实时监测、分析土壤水分，并将
处理后的信息发往传输层。从目前现状来看，在对农作物需水信
息进行感知时，主要应用定位测定法、取样测试法以及遥感技术。

同时，在关系数据类型不断增加的当下，相关工作人员通过
使用物联网技术能够获取更加全面的农作物、土壤水分等相关信
息，通过利用关联关系，能够实现决策到预测的转变，例如，将
关联关系数据应用于个别灌溉方式中，能够有效对农作物需水信
息进行预测，同时，在当前创新驱动形势下，该技术还应用于区
域种植以及大田附近的水文水利中，能够有效对水资源的配置进
行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二）安全输送数据，为决策提供科学有效支持
对于物联网技术而言，数据是一切决策的基础，在大田农

业节水中应用物联网技术时，通过其数据传输层能够对农作物、
土壤以及水文等数据进行安全数据，进而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有
效支持。具体而言，在大田农业节水中应用物联网技术时，主要
以无线通信为基础传送至网关，并将网络安全协议与路由协议进
行有机整合，实现数据稳定、安全的传输至控制中心。不同于其
他行业，农业信息的获取不需要太高的时效性，即便存在延时也
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从目前现状来看，应用于大田农业节
水物联的通信技术逐渐增多，并逐步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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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分组无线服务技术、蓝牙、ZigBee通信技术以及无线局域
网等。其中，ZigBee技术主要应用于物联距离较短、对传输速率
要求相对较低的情况；无线局域网技术具有较强灵活性，适用于
远距离的农业物联网场景，能够有效对无线网络通信距离进行延
长，不仅具有较强兼容性，投入及运行成本也较为理想；分组无
线服务技术具有极强的实时性，能够对数据进行高速传输；蓝牙
传输技术能够有效抵抗外界干扰，且具有较强的传输速度。由于
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种植地形、环境较为特殊，一般在野外，在
对有线数据传输技术进行布线时，整体线路较为复杂，且极易受
到外界影响。但通过结合实际情况选择通信技术进行物联，能够
有效克服复杂的地形环境，实现水资源相关信息的采集、传输，
建立信号传输模型，将土壤水分、大田农作物种植密度以及网络
射频线号情况进行联系，从而使相关人员掌握准备的水资源等信
息，强化后续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利用数据终端处理层，制定灌溉决策
所谓数据终端处理层，主要是指传输信息和控制终端。通过

在大田农业节水工作中应用物联网技术，物联网系统监测中心能
够对土壤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和收集，通过将其传输到监控平台，
能够使相关人员掌握监测区域的土壤水分信息，进而为大田灌溉
决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与此同时，在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下，
其控制终端能够实时存储信息数据，并形成相应的数据库，当相
关人员需要使用前期数据时，通过调用数据库信息即可获得准确
数据。除此之外，物联网技术中可视化的控制终端界面能够使相
关人员进行直观操作和农业管理，以墒情监测为基础进行科学合
理的大田节水灌溉，同时，依据网络能够持续监测空气相对湿
度、气温以及光照等各项信息，利用电池或太阳能作为供电节点
设备，实现水资源灌溉与施肥等工作的合理控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物联网技术对大田农业节水工作、灌溉决策等具

有极强现实意义。因此，应结合实际情况应用物联网技术，利用
关联关系信息实现决策到预测的转变，深化数据基础，为节水灌
溉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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