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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速度补偿的土壤紧实度测量方法与传感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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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基于圆锥指数的土壤紧实度测量中，无法消除土壤摩擦力对紧实度测量的影响，要求检测传感器匀

速贯入土壤，因此存在使用不便、精度不高的难题。为了提高土壤紧实度实时测量方法的精度及可操作性，在圆锥

指数方法基础上，设计了土壤紧实度实时检测传感器，并加入了加速度的同步测量，消除了使用过程中金属杆插入

速度不均造成的误差，提高了土壤紧实度测量精度。通过大量试验验证了自制传感器具有较好的静态性能和动态

性能，其测量范围为 ０～９００ｋＰａ，灵敏度为 ００４１８９６，稳定性测量标准差为 ５ｋＰａ，测量精度为 ±００２％ＦＳ，超调量

为 ７８１％，过渡时间为 ０６３２ｓ。与美国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对比其准确性的线性拟合决定系数均达到 ０９６

以上，结果表明设计的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在实际测量中性能相当，且使用更方便、价格

更低廉。为农林生产、环境保护及生态监测提供了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精准获取土壤紧实度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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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引言

土壤是植物赖以生存及生长的源泉，对植物的

生长有重要影响，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土壤紧实

度是影响土壤物理性质的重要因素，土壤紧实程度

影响着土壤的水肥气热状况进而影响植物生长，尤



其土壤紧实度对土壤含水率的测量具有重要影

响
［１－８］

，因此，对土壤紧实度进行有效测量可以提高

土壤含水率测量的准确性，并为农业生产、林木抚育

及生态环境检测奠定研究基础
［９－１０］

。通过土壤紧

实度传感器的研究设计，将为下一步研究土壤紧实

度与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关系模型、基于标准土壤紧

实度下的土壤体积含水率修正模型及建立适合植物

生长的土壤紧实度标准奠定基础。

对土壤紧实度的测量主要有容重法、坚实度计

法、电磁评估法和圆锥指数法等
［１１－１４］

，国际上常采

用圆锥指数来评估土壤的紧实度，通过测量圆锥贯

入土壤过程中锥头底面所受阻力表征土壤的紧实程

度。为准确测量圆锥指数，原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

（ＡＳＡＥ）标准要求探针在贯入土壤的过程中必须保
持匀速

［１５－１６］
，但是实际环境中土壤组成多样，尤其

是林区由于常年落叶积累和腐烂使得林区土壤组成

更加复杂，土壤质地不均一，且由于操作者自身原

因，在使用过程中，很难保证匀速贯入土壤，从而造

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１７］
。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设计

一种带有加速度补偿的土壤紧实度测量传感器，在

常规压力测量的基础上，增加加速度测量，获取锥头

底面所受到的有效阻力（包括土壤的作用力及摩擦

力），进而计算得到圆锥指数，以消除非匀速贯入土

壤造成的测量误差，使得土壤紧实度的测量更加准

确，操作更加方便。

１　圆锥指数测量方法的改进

１１　基于圆锥指数的土壤紧实度测量方法
土壤圆锥指数（Ｃ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ＣＩ）通常被用来描

述土壤的强度，表示土壤对圆锥头匀速贯入阻力的

大小
［１８］
。即标准圆锥仪匀速贯入土壤时作用于圆

锥头单位面积上的平均压力。ＡＳＡＥ规定了 ２种圆
锥头规格，直径分别为 １２８３ｍｍ和 ２０ｍｍ，圆锥头
锥角为３０°，计算公式为

ＣＩ＝Ｎ／（１０００Ｓ） （１）
式中　ＣＩ———土壤圆锥指数

Ｎ———圆锥头匀速插入土壤时所受的阻力
Ｓ———圆锥头底面积

在圆锥仪匀速贯入土壤过程中，可忽略土壤摩

擦力的作用，根据牛顿第一定律，圆锥仪处于受力平

衡状态，所以在匀速贯入时圆锥头受到的阻力等于

施加在圆锥仪上的压力与圆锥仪重力之和，即

Ｎ＝Ｇ＋Ｆ （２）
式中　Ｇ———圆锥仪的重力

Ｆ———匀速惯入时施加在圆锥仪上的压力

１２　基于加速度补偿的土壤紧实度测量方法
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土质构成不均一、操作者不

同，很难保证圆锥头匀速插入土壤，所以圆锥头插入

土壤过程中，受到的有效阻力为施加在圆锥仪上的

压力、圆锥仪的重力及产生加速度的力，通过圆锥头

贯入土壤过程中对加速度的同步测量，可进一步计

算得到土壤圆锥指数 ＣＩ，进而消除插入过程中快慢
不一造成的测量偏差。

有效阻力表达式为

Ｎ＝Ｇ＋Ｆ－ｍａ （３）

式中　Ｎ———加速度补偿下圆锥头受到的有效阻力
Ｆ———施加在圆锥仪上的压力
ｍ———圆锥仪的质量
ａ———圆锥头插入过程中的加速度

假设要测量 Ａ点的土壤紧实度，如图１所示，通
过测量圆锥头在插入以 Ａ点为中心、深度为 ΔＬ的
土体过程中的加速度和压力，利用式（３）计算得到
圆锥头受到的有效阻力，再进而计算得到土壤圆锥

指数 ＣＩ，当 ΔＬ很小时测量得到的 ＣＩ表示 Ａ点土壤
紧实度的真实值，因此通过土壤圆锥指数 ＣＩ可以表
征土壤紧实程度。

图 １　土壤紧实度测量原理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１．圆锥头　２．土壤

　

２　传感器结构设计

２１　传感器机械结构设计

整体由圆锥体、锥杆和固定底座３部分组成，锥
杆和后部固定底座通过螺纹连接，锥体和锥杆为一

体成型，锥杆后部固定底座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和加

速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整体结构如图２所示。
传感器整体采用 ３０４不锈钢材料制作，根据

ＡＳＡＥ标准，圆锥头直径为 １２８３ｍｍ，圆锥锥角为
３０°，锥杆直径为 １０ｍｍ，压力传感器与锥杆之间采
用 Ｍ８螺纹（孔深１４ｍｍ、螺纹深 １４ｍｍ）连接，锥杆
整体长度为７００ｍｍ，为防止锥头锥尖在使用过程中
对人造成伤害，锥尖进行倒角去尖，去尖后圆锥头高

度为２２ｍｍ。圆锥头后部为长 ４８ｍｍ的锥柱，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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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土壤紧实度检测装置整体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手柄　２．压力传感器　３．锥体　４．３０°圆锥头　５．预留结构　

６．锥杆　７．固定底座　８．加速度传感器
　

分为预留结构，用于安装水分测量装置，为后续安装

合适的水分测量传感器及基于土壤紧实度下土壤体

积含水率的测量做准备。锥杆上标有刻度，测量精

度为１ｍｍ，用于测量圆锥头的插入深度。圆锥头加
工精度为０１ｍｍ。

锥杆与压力传感器连接后，将压力传感器固定

在固定底座上，固定底座中间是 １个直径为 ３４ｍｍ
的圆形凹槽，深度为６ｍｍ。凹槽用于安装压力传感
器，内部沿直径为２６ｍｍ的圆周均匀分布 ３个直径
为４ｍｍ的通孔，利用３个螺栓将压力传感器固定在
固定底座上。固定底座左右各有 １个 Ｍ８的螺纹
孔，用于安装手柄，手柄为长１３６５ｍｍ、直径 １０ｍｍ
的圆柱杆，圆柱杆上套有防滑柄套，通过工程制图软

件 ＣＡＴＩＡ进行设计。

２２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硬件结构设计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通过对压力信号、加速度信

号的采集，得到所测土壤的紧实度，其硬件结构如

图３所示。

图 ３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硬件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硬件结构主要包括土壤紧实

度检测单元和数据采集主板。土壤紧实度检测单元

包括压力检测单元、加速度检测单元和信号处理单

元；数据采集主板包括 ＳＤ卡存储单元、电源转换单
元、时钟模块、液晶屏、电源控制单元、按键控制单元

和 ＲＳ ４８５接口单元。土壤紧实度检测单元先对压
力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器

采用双电源供电，再进行 Ａ／Ｄ转换，然后使用单片机
进行双通道同步采样并处理得到土壤圆锥指数 ＣＩ
（单位 ｋＰａ）以表征土壤紧实度。电源控制单元用于
控制土壤紧实度检测单元的供电，只有在圆锥头插入

土壤进行测量时才给土壤紧实度检测单元供电以降

低传感器功耗。圆锥头插入土壤的深度通过锥杆上

的刻度值进行读取并通过按键控制单元将该次测量

的深度输入到传感器，同时按键控制单元还可以控制

传感器的开关并查看之前测量保存的信息。

３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模型

已知土壤紧实度传感器质量为 ０８５２ｇ，圆锥底
面积为１２９ｃｍ２，根据式（３）可得有效阻力为

Ｎ＝８３４９６＋Ｆ－０８５２ａ （４）
Ｆ与 ａ共同对有效阻力 Ｎ产生影响，土壤紧实

度传感器的重力 Ｇ为固定值 ８３４９６Ｎ。为获取土
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模型，进行如下建模试验。

３１　土样
土样取自北京市顺义区共青林场苗圃（１１６°４３′５９″Ｅ、

４０°５′３９″Ｎ）的典型砂壤土，成分构成为：砂粒 ５５％、
粉粒３５％、黏粒１０％，自然风干并用孔径为 ０４ｍｍ
的网筛过筛，然后利用干燥箱在 １０５℃下干燥 ２４ｈ，
称取１５ｋｇ干燥后的砂壤土，加水搅拌均匀，用电子
秤按质量等分成８份，然后取 １份土样均匀铺放在
环形标定桶（高 ２０ｃｍ、内径 ３０ｃｍ）中，将直径为
５ｃｍ的尼龙棒从土体表面上方５ｃｍ处自由落下，沿
标定桶内壁向内旋转均匀压实 １遍，然后再取 １份
土样均匀铺放在已经压实过的土样上，用尼龙棒再

沿标定桶内壁向内旋转压实一遍，重复上述过程直

至将８份土样全部压入环形标定桶完成土体的配
置，每层压实次数保持相同，每层对应的压实次数记

为所配置土体的压实次数，通过控制压实次数来配

置不同紧实度土样。

３２　数据获取
将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加速插入所配置的土体

中，记录此时传感器测量得到的有效阻力Ｎ（Ｆ＋
Ｇ－ｍａ），再将其安装在步进电动机上并固定在固定
架上，控制步进电动机转速使传感器匀速插入土体，

其他条件不变，获得锥头插入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为

Ｎ（Ｆ＋Ｇ），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重力 Ｇ为固定值
８３４９６Ｎ，根据圆锥指数法可以计算得到土壤的圆
锥指数 ＣＩ，即此时土样的真值。配置 １８个不同紧
实度的土体，进行 ８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并记录测
量结果做线性拟合分析，其结果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可得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模型为
ＣＩ＝８０３９９Ｎ－１３５９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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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匀速测量圆锥指数与有效阻力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ｅ

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可以看出土壤紧实度传感器测量得到的有效阻

力与土壤圆锥指数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其线性决

定系数 Ｒ２达到０９９２３。

４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性能测试

４１　静态特性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是指当输入量为常量，或者

输入变化极慢时，传感器的输入输出关系特性，它包

括传感器的测量范围、灵敏度、稳定性和测量精

度
［１９］
。

４１１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包括圆锥指数测

量范围和测量深度范围。

自制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结果输出下限为

０ｋＰａ，输出度上限为 ９００ｋＰａ。测量深度由锥杆长
及锥杆上刻度决定，根据设计的刻度值锥头插入的

下限为 ０ｍｍ，插入的上限为 ４００ｍｍ。因此土壤紧
实度传感器的输出结果测量范围为 ０～９００ｋＰａ，测
量深度范围为０～４００ｍｍ。
４１２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灵敏度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指传感器输出量

的变化 Δｙ与引起该变化量的输入量的变化 Δｘ之
比。其表达式为

ｋ＝Δｙ
Δｘ

（６）

将自制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固定并在其上放置不

同质量的物体（用精密电子秤称量物体的质量），通

过质量计算得到重力并将重力转化为传感器受到的

压力，记录压力变化量和土壤紧实度传感器输出变

化量。进行１０次测量得到的数据如表１所示。
利用式（６）计算得到对应的灵敏度 ｋ，测量１０次

通过求平均值减小试验误差，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

灵敏度 ｋ为００４１８９６。
４１３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稳定性

传感器的稳定性是指在同样被测环境中，传感

器在长时间内输出的差异情况或者进行多次测量输

出的差异情况。为说明传感器的稳定性进行如下

表 １　传感器灵敏度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

序号 输入变化量 Δｘ／Ｎ 输出变化量 Δｙ／ｋＰａ ｋ

１ ２５７８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０１９

２ ３２６６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７９１２

３ ５７０３ ０２０１ ００３５２８１

４ ７９１３ ０３４１ ００４３０３４

５ ９８９７ ０４４９ ００４５３５４

６ １１８２７ ０４７２ ００３９９１６

７ １４９９３ ０６２７ ００４１８０９

８ １７８７５ ０７８９ ００４４１６１

９ ２０１７６ ０９１３ ００４５２６１

１０ ２２９４９ １０８３ ００４７２１１

试验。

　　将传感器安装在固定架上，固定架有 ２个固定

环，固定环直径１１ｍｍ，固定架可以保持传感器在竖

直方向上的上下移动，防止传感器在水平方向上左

右移动，将传感器在距离固定架底面 １５ｍｍ处沿竖

直方向自由落下，记录传感器的输出结果，共进行

５２次重复试验，所得数据如图５所示。

图 ５　稳定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图５所测数据的标准差为５ｋＰａ，说明组间数据

差异较小，进而说明传感器输出的稳定性较好，可以

用于重复性测量。

４１４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是指测量结果的可靠程度，

用其量程范围内的最大基本误差与其满量程的百分

比表示。

自制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由压力传感

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共同决定。已知压力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为 ±００２％ＦＳ，即其满量程范围

（０～１０００Ｎ）内最大基本误差 ΔＦ为 ０２Ｎ；加速度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为 ±００６％ＦＳ，即其满量程范围

（０～１７ｇ）内最大基本误差 Δａ为１ｍｇ，自制土壤紧

实度传感器的最大基本误差 ΔＣＩ为

ΔＣＩ＝（ΔＦ＋ｍａ）／Ｓ×１０００ （７）

将已知条件代入式（７）可得 ΔＣＩ为１５５ｋＰａ，土壤

紧实度传感器的满量程为７８００ｋＰａ，故计算得到土壤

紧实度传感器测量精度为±００２％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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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是指传感器对随时间变化的

输入量的响应特性，在分析自制土壤紧实度传感器

的动态特性时，可以把传感器插入土壤的过程看成

输入信号，此时的输入为一个阶跃信号，通过观测输

出随输入的变化得到动态特性
［２０］
。

该试验按照３１节的方法压实 １０遍配置 １份
土体，用２５Ｎ的力施加在传感器上将传感器压入土
体，测量传感器在插入土体表面时的动态过程，传感

器插入过程的动态特性曲线如图 ６所示，可以计算
得到传感器的动态性能指标包括超调量、过渡时间、

振荡次数、延迟时间、上升时间和峰值时间。

图 ６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动态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１）超调量：响应曲线第一次越过静态值达到

峰点时，越过部分的幅度与静态值之比记为 σ，常用
百分数表示。记 ｙｍａｘ为峰值，ｙ（∞）为响应曲线的静
态值，则有

σ＝
ｙｍａｘ－ｙ（∞）
ｙ（∞）

×１００％ （８）

通过图６可得超调量 σ为７８１％。
（２）过渡时间：响应曲线最后进入偏离静态值

的误差为 ±５％（也有取 ±２％）的范围并且不再超
出这个范围的时间，记为 ｔｓ。通过图 ６可得过渡时
间 ｔｓ为０６３２ｓ。

（３）振荡次数：响应曲线在达到过渡时间之前
静态值上下振荡的次数，记为 ｎ。通过图 ６可得振
荡次数 ｎ为１。

（４）延迟时间：响应曲线首次达到静态值的 １／２
所需时间，记为 ｔｄ。通过图 ６可得延迟时间 ｔｄ为
０２３３ｓ。

（５）上升时间：响应曲线首次从静态值的 １０％
过渡到９０％所需的时间，记为 ｔｒ。通过图 ６可得上
升时间 ｔｒ为０１３５ｓ。

（６）峰值时间：响应曲线第一次达到峰点的时
间，记为 ｔｐ。通过图６可得峰值时间 ｔｐ为０３００ｓ。
４３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

的性能对比

为验证所设计的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性能，选

用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美国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公司生

产，测量单位 ｋＰａ，分辨率为 ３５ｋＰａ，测量精度为

１０３ｋＰａ，量程为 ０～４５ｃｍ和 ０～９００ｋＰａ，最大插入

速度为２５ｃｍ／ｓ，最大承受负载为９５２５ｋｇ）作为对

比传感器，主要对比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和 ＳＣ ９００

型土壤紧实度仪在实际使用中的测量准确性和测量

稳定 性 这 ２个 关 键 性 能 指 标。测 试 过 程 中，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须匀速贯入土壤，土壤紧

实度传感器可加速贯入土壤。

４３１　测量准确性对比试验

本试验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按照 ３１节中的

方法配置土体，通过用尼龙棒压实３次、６次、１０次、

１５次配置４种紧实度不同的土体，按紧实度由小到

大依次编号为紧实度１、紧实度 ２、紧实度 ３、紧实度

４。将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和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

仪分别插入所配置的土体，测量并记录插入土体深

度为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ｃｍ时的数据。ＳＣ ９００型

土壤紧实度仪与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输出结果对比

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不同紧实度土体下，２种传

感器测量结果决定系数 Ｒ２分别达到了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７３７、０９９８５和０９５９０，表明土壤紧实度传感器

和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的测量准确性相当，土

壤紧实度传感器的准确性达到了实际应用中土壤紧

实度测量精度要求。但加入加速度补偿之后，自制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使用更便捷，更能满足不同环境

下土壤紧实度测量的要求。

４３２　测量结果稳定性对比试验

该试验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用 ３１节中所述

方法配置２份土体，通过用尼龙棒压实 ４次和压实

１０次配置２种紧实度不同的土体，分别记为紧实度 Ａ

和紧实度 Ｂ，用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和土壤紧

实度传感器分别插入土样，插入土体深度为 ２５、

５０、７５、１００ｃｍ，每个深度进行 ５次测量，然后用

Ｅｘｃｅｌ计算测量数据的标准差。２种紧实度下测量

结果的标准差对比如图 ８所示，测量结果标准差如

表２所示。

从图８可以看出对于紧实度 Ａ和紧实度 Ｂ，通

过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和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进

行测量，在５次测量中输出测量结果的波动基本一

致。通过表２中的标准差可进一步看出土壤紧实度

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输出结果的标准

差相差很小，综合图８和表 ２，说明土壤紧实度传感

器在稳定性上和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的稳定性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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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测量结果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ＳＣ ９００
　

图 ８　不同紧实度下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度仪测量结果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ＳＣ ９００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ｅｓ
　
表 ２　传感器测量结果标准差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Ｐａ

深度／

ｃｍ

紧实度 Ａ 紧实度 Ｂ

土壤紧实度

传感器

标准差

ＳＣ ９００标

准差

土壤紧实度

传感器

标准差

ＳＣ ９００标

准差

２５ ２４８５ ２２１４ ２４３２ ２６１９

５０ ２６７１ １４００ ２８６４ ３３１１

７５ ２１１２ ３４７８ ２６８７ ２６１９

１００ ４１５５ ４３０９ ３９４７ ４７８９

５　结论

（１）针对土壤紧实度仪在实际测量过程中，由
于探针贯入快慢不一造成的测量误差，提出基于加

速度补偿的土壤紧实度测量方法，并设计了土壤紧

实度实时检测传感器，提高了测量精度，使得基于圆

锥指数原理的土壤紧实度动态测量更加精准，操作

更加方便。

　　（２）通过试验建立土壤紧实度传感器的测量模

型，其线性拟合决定系数为 ０９９２３，为土壤紧实度

传感器设计奠定了基础。

（３）土壤紧实度传感器有着较好的稳态特性和

动态特性，深度和紧实度测量范围分别为０～

４００ｍｍ和０～９００ｋＰａ，灵敏度为 ００４１８９６，稳定性

误差为 ５ｋＰａ，测量精度为 ±００２％ＦＳ，超调量为

７８１％，过渡时间为０６３２ｓ，振荡次数为 １次，延迟

时间为 ０２３３ｓ，上升时间为 ０１３５ｓ，峰值时间为

０３００ｓ。满足土壤紧实度实时测量的要求。

（４）土壤紧实度传感器与 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紧实

度仪进行了性能对比，４种不同紧实度土体下２种传

感器的线性拟合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９９９８、０９７３７、

０９９８５和０９５９０；２种不同紧实度土体下测量结果

标准差没有明显差异，表明土壤紧实度传感器在实

际应用中的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与ＳＣ ９００型土壤

紧实度仪性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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