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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蔬菜温室大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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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温室蔬菜大棚中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根据蔬菜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进

行有效的需求设计，把水与肥料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利用滴灌带将肥水以较小的流量均匀传送至蔬菜根部。所以

在温室大棚中应用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水资源浪费严重以及肥液配比不准确的问题，从而实现蔬

菜品质提升、产量提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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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一体化技术从狭义上说，将可溶性肥料同水

混合灌溉到作物处，一般而言，就是将水和肥料通过

混合后供应至所需作物，保证作物的生长需要［1］。智

能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指将传统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加上

现代农业科技借助于新型产品设备对可溶性颗粒或者

液体肥料，按照作物生长需要规律以及土壤营养元素

含量勾兑成相应的营养液，而且可以定量定时的、科

学的、准确的提供给作物。

1 当前我国蔬菜温室大棚发展分析

1. 1 农业用水资源现状

“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远低于 0. 7～0. 8 的

世界先进水平; 单位用水的粮食产量不足 1. 2kg /m3，

而世界先进水平为 2kg /m3 左右［2］。”现在我国大部分

种植区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农业灌溉，这样不仅浪费

了大量的水资源而且作物的生长也起不到最大的促进

作用。而且在我国淡水资源紧缺严重，在农业上还存

在灌溉设备老化、节水意识不强等问题，所以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智慧农业灌溉设备势在必行。
1. 2 蔬菜温室大棚水肥基本情况

在肥料的使用量上我国也远超其他发达国家，根

据中商情报网数据显示: 我国单位耕地化肥消费量远

超世界平均水平 ( 图 1) ，这说明我国在化肥使用上

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蔬菜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在我国蔬菜大棚中普遍存在着肥料使用过多，而且科

学施肥知识不足，大多数农户普遍认为 “肥大水勤，

不用问人”。在现实生产中，一些蔬菜温室大棚种植

农户没有充分了解科学施肥的作用，不注意科学施

肥，出现水资源和肥料浪费问题，没有达到提高产量

的效果。所以，实现农业上新旧动能转换运用智能水

肥一体化技术就显得尤其重要。

图 1 我国单位耕地化肥消费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2 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蔬菜温室大棚中
应用的优势

2. 1 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

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主要就是通过灌溉设备和施

肥装置为基础，使用控制设备按照配方兑水和肥料进

行比例混合，最终运输至作物。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

的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水源、加压水泵、
叠片过滤器、沙石过滤器、流量计、压力表、水肥机

智能控制平台、混肥桶以及田间滴灌管等。在棚内进

行一些作 物 常 用 的 传 感 器 安 装，采 集 温 度、湿 度、
CO2 浓度等与水肥机进行有效的结合使用。由于在水

肥机控制设备中使用了文丘里管施肥器、EC 和 pH 检

测计，同时在混肥不充分时，加压泵可以增强其混肥

效果。4 个混肥桶可以添加不同微量元素的肥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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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水肥机的控制能够有效对作物进行灌溉施肥作业。

图 2 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装备

2. 2 提高水资源与肥料利用率

与传统的大田漫灌方式相比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

采用滴灌的技术可以将肥液均匀准备的运送至作物。
根据相关实验数据显示: 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施肥方

法，水的利用率提高了 40% ～ 60%，而且相对于传统

的漫灌既省时又省力同时节约了人工成本，非常有利

于大规模种植。
智慧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施肥上采用水肥机根据

植物所需自动配比的方式，并且使用滴灌带进行灌

溉。在这个过程中减少了肥料和药物的挥发流失以及

由于养分过剩造成的土壤板结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

可以结合当地土专家或者种植户的经验去控制水肥机

进行精确的水肥配比。这样施肥非常简便节省了人工

并且用肥准确，减少了人为的浪费，相比较于传统技

术利用率提高了 40%～50%。
2. 3 提高作物品质与产量

大多数的农产品蔬菜都会出现一些病虫害的状

况，而这些病虫害往往都是由于温室大棚温度过湿、
阳光吸收不充足所造成的。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能够

有效的控制棚内湿度，可以降低病虫害对种植户造成

的损失，另外这些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起到

了增收的作用，减少农药用量与人工打药的成本。

3 智能水肥一体化应用技术要点

3. 1 远程控制

智能一体化水肥机可以根据用户调整自主添加灌

溉计划，设定时间周期计划，能够实现智能化的控

制。在整个水肥机设备中还安装有各种压力、流量传

感器，能够有效监测灌溉运行情况，实现一种自动化

的灌溉施肥，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3. 2 水与肥料的混合比例浓度准确

结合温室大棚内安装的各种传感器，通过水肥一

体机进行有目的有比例的混肥。在混肥桶内放入农作

物所需的微量元素，水肥机就能根据需要自动混肥并

且通过滴灌管道定时定量均匀的运送到农作物根部生

长区域进行供肥，使得土壤也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不

至于出现板结的状况，改善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3. 3 提高农作物品质与产能

大多数蔬菜会因为土壤中的湿度以及营养物质影

响生长，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则可以根据棚内传感器

所反馈的湿度等因素去配比一个合适的肥液以及合理

的灌溉，使土壤环境保持一个蔬菜所需要的最佳环

境，进而使整个作物的生长周期持续保持、旺盛的生

长。

4 结语

蔬菜温室大棚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能够有

效的促进蔬菜生产达到提量、增强、提高经济效益，

实现整个蔬菜业长远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农业新

旧动能转换，更好更快的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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