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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渠道全自动控制闸门的应用分析,提出了灌区水量调配测量自动化方面建设时应当注意的方面,对灌区

当前自动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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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系统隶属渭南市东雷抽黄灌区,灌溉陕西省合阳县

马家庄、黑池、新池三个乡镇46个自然村的15.49万亩耕地。

该系统1982年开工建设,1987年正式通水。2009年起,国家投

资对东雷抽黄灌区泵站进行更新改造,新民系统东洼三级站

自当年开始改造,当前除西王庄七级站未改造外,其它各级

泵站改造已基本完成,泵站管理实现了自动化。泵站日常运

行具备监视系统、供电系统、进水系统、供清系统、真空系

统、排水系统、温度检测、保护装置系统、报表查询、参数

曲线、报警系统、开机监视等十二项自动化、信息化、可视

化功能。相较未改造的泵站,自动化极大的解放了人力,提高

了泵站安全运行、监控能力,方便了数据记录积累等等。 

但是,在水量调配和测量方面,新民系统仍然主要以人工

操作为主。渠道测量水量主要依靠水工人员携带测流仪测量

计算,调节水量依靠闸工人手动摇闸门,费时费力,信息收集

慢、配水调节迟缓,精度差、易受意外情况干扰导致调节艰难,

水工人员工作量大,白天黑夜严寒酷暑都需在渠道上值守。水

量调配测量自动化势在必行。2017年10月管理单位在新民系

统五支渠安装了某品牌全自动测控闸门,开始了试点工作,通

过近两年的实践运用和探索,现对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1 五支渠全自动测控闸门使用情况 

1.1五支渠情况简介。五支渠位于北黑池四级站和坡里

五级站之间,全长4.7KM,灌溉5个自然村耕地,包含6个斗渠,

灌溉面积13039亩,2016-2018年均斗口引水量为210万m³左

右,主要灌溉作物为小麦、玉米。支渠为D1000U型断面,渠口

宽度1.45米,渠道深度1.35米。 

1.2该品牌全自动测控闸门物理构成及其特点。结构采用

高强度6系铝合金或304/316/316L/不锈钢裁量。由传动机、

闸门面板(轻质复合材料)、闸门导轨(PVC减摩材料)、闸门开

度控制采用直流伺服电机驱动；主传动减速机采用无背隙齿

面涡轮杆减速机；闸门提升装置采用钢丝绳+导杆的方式；高

背光液晶屏控制面板,实体按键；可采用太阳能电池版供电。 

该自动化闸门的特点是：闸前和闸后不需要稳流段,闸

后无需再加装巴歇尔槽等计量装置即可测流；可采用非接触

式超声波液位计算,压力式液位计算；闸门的开度采用绝对值

编码器做位置记忆；系统自带故障诊断和远程报警功能,一般

性故障可通过远程操作复位；操作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无线

或有线数据传输,远程和本地控制可切换；服务器软件可实现

设备的远程控制,图像监控,数据的记录、分析、汇总、报表。 

该品牌全自动测控闸门可适应于以下几种情况：水头波

动较大且又需有较高精度流量计量；水质浑浊、泥沙含量较

高；渠道已完工,土建施工安装有难度；配水口多且分散,

人力管理费时费力；交流电源供应困难。 

1.3全自动测控闸门在五支渠应用的情况分析 

1.3.1安装方便快捷。闸门及其它设备安装方便快捷,

一天即可安装到位。不需要闸房或看护房,可选择安装摄像

头。近两年没有出现过闸门卡死及金属部分生锈现象,现场

液晶屏控制面板保护合理,没有出现过被破坏及进水等现象,

也未出现过故障。 

1.3.2该系统采用手机APP控制。操作简单,界面友好,实

时信息采集,信息较为全面,但APP还需优化,数据采集更加全

面,建立数据库,以方便对相关信息进行积累分析。 

 

图一  全自动闸阀设备手机APP信息收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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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闸门控制采用手机控制,同时设备安装有手动操

作摇杆。实现了远程控制。对于APP设定闸门开度,现场若有

未经授权,3秒后自动复位,杜绝了私自更改闸门扰乱配水。

在使用中,多次自动防止了无关人员升降闸门。 

1.3.4该系统能实时测流量。并自动累积水量等相关数

据。但是,测量准确度还需改进提高,下表是部分时间该设备

显示流量与流速仪测量对比表。从表中可明量看出,测量数

据误差较大。 

表一  设备显示流量与流速仪测量对比表 

日期
闸门开度 时昶设备测量数据 测流仪测量数据 支口水尺

mm m³/s m³/s cm

2018 年 3 月 17 日 90 0.19 0.18 17

2018 年 3 月 18 日 110 0.215 0.21 23

2018 年 3 月 20 日 60 0.156 0.140 15

2018 年 3 月 25 日 85 0.233 0.220 21

2018 年 3 月 30 日 85 0.239 0.219 21

2018 年 3 月 31 日 85 0.207 0.197 21

2018年 4月 1日 110 0.233 0.205 23

2018年 4月 4日 160 0.285 0.310 30

2018年 4月 5日 225 0.353 0.390 39

2018年 4月 6日 285 0.419 0.430 46

2018年 11月 22日 120 0.344 0.322 45

2018年 11月 25日 190 0.397 0.362 48
 

1.3.5数据传输采用SIM模块联网无线传输,较为方便。 

1.3.6可视化监测：结合灌区灌溉实际情况,设备安装处

需安装摄像头,保证设备安全运行和支渠水位流量情况的可

视化监测。 

2 自动测控闸门应用情况的总结 

2.1该款产品适合灌区情况、满足灌溉工作需要。在灌

溉中可靠耐用、设备稳定；设备设计科学合理、现场安装施

工量小；APP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方便；信息实时采集、数

据传输方便快捷。极大的方便了灌溉管理,解放了人力。使

原本低效费力的配水调节管理工作变得科学高效、省时省力,

使管理工作发生了质的提升。应当在灌区进行推广。同时,

该设备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改进： 

2.2由于新民灌区为黄河水,含沙量大且变化大,设备在

水含沙量明显变大后,测流数据误差较大,需对新民灌区渠

道、含沙量等技术参数进行修正改进,提高测量准确度。 

2.3 APP功能需进一步拓展。数据收集需更加全面,如含

沙量。同时需要数据库进行数据积累,进一步进行相关数据

分析。 

3 水量调配测量自动化建设的几点设想 

3.1自动化闸门处需安装摄像头,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对

干渠和支渠、自动设备进行可视化监控,对渠道安全行水、

自动化设备正常运行、排除安全隐患有重要价值。 

3.2 SIM模块联网难以满足数据视频传输,需要布设光

纤连接；同时配套相关设备测量：含砂量、渠道水深、渠道

淤泥沉淀厚度。 

3.3建立局域网,设置调度监控中心,作为信息汇总和配

水调节控制的决策中心,统一调度监控灌区运行情况。建立

数据库,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利用、保存。

挖掘分析数据背后的价值,探索信息化自动化条件下灌溉运

行的规律,使灌溉管理精确化高效化。 

3.4开发电脑和手机APP。调度监控中心集中统一收集信

息发出指令,管理人员安装手机APP,分权限接收、查询、调

阅信息,控制相关设备。 

3.5由于新民系统用水量逐年上升,渠道行水量接近设

计值。需安装相关设备对涵洞、溢流堰、渡槽、高填方段渠

道等重点水工建筑物采取水位、承载力监测,确保渠道建筑

物行水安全。 

3.6泵站信息和渠道信息连联网融合,统一调度指挥,使

灌区建设迈向智能化和现代化。 

4 对灌溉管理自动化建设的几点认识 

4.1灌溉管理自动化建设亟需开展。目前,灌区水量调配

测量自动化建设较为落后,渠道配水调节以人力为主,费时

费力且配水低效准确性低；灌区建设必然要走向自动化、信

息化,乃至更进一步的智能化,实现灌区供水远程控制、闸门

远程启闭、水情实时测报、用水量自动采集和图像实时监控

等多项功能。 

4.2自动化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自动化建设绝

不仅仅是厂家安装然后就使用这么简单。首先,自动化设备

制造安装必须结合灌区的实际情况,对渠道水质等相关数据

和设计情况综合实验考虑,确保设备行之有效；其次,自动化

建设要以满足渠道灌溉需要为目的,要大胆探索实践新设备

新技术,同时设备必须可靠耐用、后期维护维修简单方便、

维护维修费用可接受。 

4.3重视设备使用和维护、大胆探索设备运行规律。必

须提高干部职工对自动化信息化的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

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可通过对其他灌区自动化建设情况的参

观学习,以及专门培训,改变部分职工使用意识不强,信息化

融入工作程度较低的现状,逐步建立自动化设备日常运行维

护制度。 

4.4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没有靠得住的人才队伍,灌区自

动化信息化建设难以有效实施。鼓励培养干部职工尤其是年

轻人,大胆学习实践,发展培养自动化信息化的人才队伍,为

自动化建设运行维护提供人才支撑,形成灌区建设长远人才

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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