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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花育苗大棚定时灌溉系统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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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采用],!’G++#提供实时时钟"单片机-R+&,(!进行控制的草花育苗大棚灌溉系统#该控制系

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把时钟单元设计成了一个单独的模块!这样可以向任意多的定时单元提供实时时钟信号!所以

控制系统有很好的扩展性!可以根据大棚的数目来扩展控制器的数目#通过现场调试!其运行满足实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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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塑料大棚是一个密闭的环境#棚内没有天然降水#土壤湿

度主要受灌溉和通风降湿的控制&因此#科学的灌溉与合理调

节棚内土壤湿度是保证大棚花卉优质高产的重要措施&
不同品种的花卉需水规律不一致#采用不同大棚来种植的

花卉有不同的灌水时间$一天中何时灌水也与花卉的习性有关

系$而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不同的草花次灌水量也不相

同’!(&因此在种植草花时把灌溉时段和灌溉时长一致的草花

种植在同一大棚温室内#就可以对某个大棚温室的草花进行统

一时段和时长的灌溉&而草花的种植决定了在一天中灌溉的

次数要多而每次的灌水量又要少&在国内满足这种要求的基

本上是一些用WCG或者WG机直接控制的控制器#这些控制器

价格都相对昂贵&而另外一些草花灌溉控制器则功能比较单

一#灌溉时段和灌水量都比较固定#不能随着草花品种)气候条

件和土壤状况的需水情况进行调节#这样就会造成草花种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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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草花缺水或灌水过多导致草花生长不良的情况!而且用水浪

费!完全违背了节水灌溉的原则"针对这种大面积#多品种草

花种植的情况!研制了定时灌溉器!解决了价格与节水灌溉的

双重问题!也有助于草花的生长"

"!系统总体设计

控制系统如图!"系统采用了有单独的计时单元!采用单

独的时钟芯片!使得时间控制误差更小"主控器件是-R+&,(!
单片机"采用],!’G++#芯片设计的时钟电路无须任何外围

电路并具有良好的微机接口!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较高精度的

实时时钟场合$’%"

图"!控制系统框图

E*E!硬件电路

该系统包括时钟单元!定时控制单元!显示单元以及电磁

阀驱动单元%大部分"

E*E*E!时钟单元

这里把时间获取单元单独做成了一个模块!向定时控制

单元提供实时时钟"(!单片机有U’个输入输出口!除开数码

管位选#按键和读写!选通],!’G++#需要的FV口外!就基

本只剩下W"口了"这时为了满足系统的需要!就要求W"口

功能复用!在这个单元中!W"口是#段共阳数码管的段选!
也是单片机和],!’G++#之间数据传输的端口!还是时钟单

元向定时控制单元传输数据的并口"由于],!’G++#能够提

供十分精准的实时时间!所以定时的时长才有保证!一个时

钟单元通过并口向其他定时控制单元传输数据!通过并连的

方式可以给任意多的定时单元提供时间!这让系统有了很好

的可扩展性"只要控制器都放置在不远的位置的话!就可以

保证传输数据的准确性"

E*E*F!定时控制单元

定时控制单元通过按键可以设置定时时间和时长"时长

可以设置在!!!!&=之间!高频率和短时间的灌溉符合花卉生

长的习惯"

E*E*G!电磁阀驱动单元

电磁阀驱动单元需要把单片机输出的(a电压转换为驱

动电磁阀闭合的’%a电压!所以在这个单元中应用了光耦

W(’!来实现$U%"

E*E*H!显示单元

该系统的显示单元都采用数码管动态显示"采用共阳数

码管是为了避免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对数码管供电不足的问题"
动态显示需要GWS控制显示的刷新!理论上!若两次显示之间

的时间间隔小于U’6=时!人眼即无法分辨!因此!为了达到此

要求!C1]的扫描频率一般可按照下式计算得出&

6*U’M

式中&6为扫描的频率!对应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N*!6
()U’

则是由U’6=换算而来!U’6=对应的频率刚好为U’ZY)M为

总的C1]的组数"
根据上式算出的扫描频率6实际上是C1]驱动扫描的最

小频率!若低于此频率!则有可能导致C1]的闪烁"当然!6
也不可能越高越好!扫描的频率太高!相对而言!每一组C1]
的点亮的时间就越短!因此有可能导致C1]的亮度不够或显

示效果不理想等一些问题"

E*F!软件实现

E*F*E!时钟获取

这部分主要实现的功能是],!’G++#的初始化#时间读

取#时钟校正等模块"
单片机-R+&,(!与时钟芯片],!’G++#之间的通信通过

软件设置W’*#’],!’G++#的G,端(的高低电平来断开和闭

合"在使用时钟芯片],!’G++#之前!一定要把该端口置为低

电平"

],!’G++#的初始化主要是打开晶振!对控制寄存器-#L
写入控制字以及对日历#时钟各寄存器写入初始值"初始化方

法&首先应禁止芯片内部的更新周期操作!所以先将],!’G++#
状态寄存器L中的,1R位置*!+!然后初始化VVZ$V%Z时标

参数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此后再通过读状态寄存器G!清
除寄存器G中的周期中断标志位W?!报警中断标志位-?!更
新周期结束中断标志位 S?"通过读寄存器口]中的aMR
位!读状态寄存器口后aMR位将自动置*!+!最后将状态寄存

器L中的,1R位置*"+!芯片开始计时工作$%%"
读取],!’G++#的日历时钟通常由中断和查询两种方法

读出!在本系统中采用查询法读取时钟数据信息"在读取时钟

日历信息时!需要由软件查询状态控制寄存器-的SFW位!当

SFWl"时!数据更新结束!读取的数据有效)否则!当更新周期

正在进行时’SFWl!(将造成读取数据错误"
为了能够很方便的显示时间和校正时钟!可在单片机中的

用户寄存器中开辟特殊的时间地址单元"如在本系统中将%"
!%’Z置为时间地址!分别放置时分秒等值"此时只要将

],!’G++#中的时间值读入到用户开辟的时间地址中!用户就

可以很方便的对时间进行控制"
在进行时钟日历校正时!首先要停止时钟运行!即将状态

控制寄存器中的L的,1R位清零"
以下是采用查询方法!从秒至小时单元的数据读出后存入

-R+&,(!内部M-[的%"!%’Z中!该部分程序如下&

[Va]WRM!0#?"-Z)寄存器-地址

[Vah-!/]WRM
O-FR&XL-GG*#)SFWl!则等待更新完毕

[Va]WRM!0#?""Z)秒地址

[Vah-!/]WRM)取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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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Z!-
FIG]WRM
FIG]WRM"分地址

[Vah-!/]WRM"取分钟数据

[Va%!Z!-
FIG]WRM
FIG]WRM"小时地址

[Vah-!/]WRM"取小时数据

[Va%"Z!-
E*F*F!定!时

该部分主要实现的功能是获取实时时钟#设置定时以及驱

动电磁阀控制灌溉等模块$
定时单元从时间获取单元电路中得到实时时间是通过查

询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考虑并口通信的时序!利用WU*#来判

断接受到的数据是小时还是分钟$
设置定时可以设定灌溉时间和时长!每组控制器可以设置

)组定时数据!得到当前时间后判断是否与存储定时时间相吻

合!定时开始则控制电磁阀吸合开始灌溉!定时时间到则控制

电磁阀断开停止灌溉$这里每个控制器的程序除了上电显示

棚号外基本都一样!这样就减少了编程的复杂性$
为了保证单片机驱动光耦更好的工作!单片机采用输出低

电平控制电磁阀吸合的方式$

#!运行调试

重庆高速公路苗圃基地有大棚温室)栋!主要用作高速公

路两旁的草花的培植!每个大棚温室培植的草花都不相同!所
以测试的控制器只设计了)个控制单元!分别控制)个大棚温

室的灌溉$图’为本文研制的草花育苗定时灌溉控制系统面

板图%实物照片&$大棚灌溉采取的是倒挂微喷灌!连接好控制

器!根据各种草花的需要设置好定时时间和时长!经长时间测

试控制器运行良好!草花生长良好!达到了预定要求$

图#!控制箱面板!实物"图

$!结!语

本文以-R+&,(!单片机作为主控器件!利用时钟芯片

],!’G++#提供的实时时钟进行控制构成了花卉的灌溉控制器$
该系统适合大面积多大棚花卉的种植需要!也适合不同习性花

卉的需要!还可以扩展任意多的控制单元$根据花卉的不同特

点!对不同的花卉种植区进行不同时段和时长的灌溉$经过在

实验室和现场的调试表明!该灌溉控制系统稳定可靠!完全能满

足生产实际需要!使用方便!有效地提高了控制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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