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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MGIS和Matlab的

泾惠渠灌区灌溉决策支持系统

乔长录，刘 招，茯 苓
(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54)

摘 要：以泾惠渠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规划、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多种优化算法基于Matlab完成了系

统优化模型，并采用GIS的三维可视化和空问分析技术基于COMGIS完成了灌溉仿真模型，同时利用COM技术，建

立了系统与Matlab＆ArcGI$无缝集成的泾惠渠灌区灌溉决策支持系统。系统能够有效地协助决策人员解决泾惠

渠灌区灌溉水资源优化调度的难题，显著提高了灌溉水资源的管理水平。通过将2008年实际数据输入运行结果分

析来看，系统能够胜任辅助灌溉决策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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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惠渠灌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北部，北依

仲山和黄土台塬，泾河、渭河、石川河三面环绕，内有

清峪河横贯；灌区辖成阳、西安两市的泾阳县、三原

县、高陵县、临潼区及阎良区三县两区，东西长约70

km，南北最宽约20 km，总面积约1 180 km2；灌区有

干渠5条，支渠20条，斗渠527条；蓄水水库两座；

配套机井1．4万眼，抽水站22处，装机1 824 kW；灌

区设计灌溉面积8．936万hm2，有效灌溉面积8．399

万h玉。灌区渠系成网、机井众多，是一个引、蓄、提

相结合，地表水与地下水综合利用的大型灌区，灌区

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历来是陕西省重要的粮、油、

肉、蛋、棉等农产品基地。

由于多年来泾河上游水源区不合理的人类活

动，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泾河径流量锐

减，而且季节性分布很不均匀，使得灌区渠道引水量

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灌溉的需求；同时灌区已有60多

年的地下水开发历史，加之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

展，开采量逐年增大，使得灌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到2003年泾惠渠灌区平均地下水位埋深已达16 m，

在降落漏斗区最深可达40 m。因此，探索适合于泾

惠渠灌区在不同的来水条件下灌溉水资源优化调度

的最佳利用模式，确保灌溉水资源开发剩用的最佳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泾惠渠灌区灌溉

水资源优化调度决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灌溉水资源优化调度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要综

合考虑气象、水文、水源、土壤、作物需水过程、灌溉

面积、种植结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中有

些是不确定和不完全的，既要依赖于大量历史观测

资料和数学分析手段的帮助，又要实时掌握和评价

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环境信息，然而仅靠人工进行资料

汇总和分析计算，不仅工作量大、时间长，而且质量也

难以保证，从而延误解决实际问题的时机，不能及时、

准确地提供决策方案。因此，针对泾惠渠灌区的管理

现状，研究开发智能化、简便实用的灌溉决策支持系

统(Irrig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Ⅲss)，对解

决泾惠渠灌区灌溉水资源优化调度的难题、提高灌

溉水资源管理的水平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在国外

首先提出，到20世纪90年代已应用到灌溉水资源

管理与规划领域，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加州水

资源局开发了CIMIS(加州灌溉管理信息系统)，继

CIMIS之后开发的AGWATER专家系统，以及美国卡

罗内达州大学开发的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WRMDSS)⋯。在日本，也将农户用水情况和灌区

需水规律进行综合考虑来确定作物需水，借助计算

机来解决复杂问题。国内在灌溉水资源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研究，从灌溉水

资源管理和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等宏观决策研究到

微观的管理指导，从用水管理监测控制设备的硬件

研制到软件系统的开发均取得了许多成果。在水利

部水利信息化试点项目开展之后，国内部分试点灌

区开展了计算机在灌区灌溉水资源管理中进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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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计划及优化配水的实践，并积极地将GIS和

DSS等信息技术引入灌溉水资源管理工作之中，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初步

的，灌溉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的获取、表达

和推理机理的建立尚不完善。尽管如此，决策支持

技术应用于灌溉水资源管理，预示着灌溉水资源管

理在智能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代表着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4J。本文提出了灌

区尺度上灌溉水资源优化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的体系

结构，并付诸实践，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1系统总体设计

1．1系统体系结构

面向问题的决策支持系统通常将用于决策分析

规则的知识库与解决专门问题的模型库结合于一

体，配以完整的数据处理系统，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

确的信息为宗旨。泾惠渠灌区灌溉决策支持系统服

务于灌溉水资源的优化调度，辅助决策者解决灌溉

水资源优化调度的决策问题。该系统包括：收集灌

区农业气象、泾河水文、灌区地下水文、灌溉制度等

历史数据信息和灌区土壤、作物需水量、需水过程、

灌溉定额、灌季各作物种植区域、面积等静态数据信

息的基础数据采集子系统；监测灌区农业气象、泾河

水文、灌区地下水文、灌区土壤墒情、作物苗情等实

时数据采集子系统；根据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和动态

规划等方法，在Matlab环境下构建的数学模型对基

础数据、实时数据以及人工交互给定的参数数据进

行加工、整理和分析，进而给出各种条件下推荐的优

化方案的模型运算子系统；基于GIS的三维可视化

和空间分析功能的灌溉仿真子系统；灵活方便的人

机交互子系统将这些方案提供给决策者，帮助决策

者对方案的优劣进行比较，做出正确判断。根据问

题的性质和需要，泾惠渠灌区灌溉决策支持系统采

用了四库结构，即基础数据库、实时数据库、空间数

据库、模型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1所

示[3_5|。

1．2信息采集子系统

数据信息是灌溉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预报、优

化和仿真等核心模块的运行，都建立在翔实、准确、

实时的数据基础之上，本决策支持系统所要采集的

信息有四种类型[2】：①具有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包

括灌区农业气象、泾河水文、灌区地下水文、灌溉制

度等；②相对稳定、时空变异小的静态数据，包括地

形坡度、土壤类型、土壤结构、根作层深度、作物需水

量、需水过程、灌溉定额等；③灌季数据，包括作物种

类、作物品种、种植区域、种植面积等，每个灌季采集

一次即可；④时空变异性较大的实时信息，包括气

象、水文、土壤墒情、作物苗情等，这些信息的采集通

过埋设在田间的各种传感来完成。

韪宝)一№卸勰斋昌栅捌ion

蒸Basic data釜base筐／A霁3Drea databaseSpatial datab
Data management—Mo釜del management

未二：^磊oo卜、＼
2实时数据库 ／／L二二_二=1二=二===o＼＼

lllme ／／ ＼＼：!薹星量蓁蓬ase卜篷．．广摹
1．灌区地下水位预测模型
Groundwater level prediction model

2．渠首泾河来水流量琐测模型

Jinghe flow prediction model

3．灌区需水量预测模型
Waterdemand prediction model

4灌季灌溉优化调度模型

Optimal water distribution model in irrigation

season

5作物最优灌溉制度优化模型

Optimal irrigation system model for crops

6管理站水量最优分配模型
0ptimal water distribution model in management

station scale

7灌区水量最优分配模型

Optimal water distribution model in irrigation

district scalc

图1灌溉决策支持系统的体系结构图

Fig．1 Sketch On structure of irrig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1．3水文预测子系统

水文预测包括灌区地下水位预测和渠首泾河来

水流量预测两部分，以灌区多年历史资料和实时监

测数据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核心，预测灌区未来

年、灌季的有关水文数据，为灌区用水计划和优化调

度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1．4优化调度子系统

优化调度子系统的功能是依据来水和需水预

测，基于一定的智能优化算法，结合灌区实际情况构

建的数学模型，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灌溉系统

的优化调度，使有限的水资源获得最大效益。包括

灌季优化调度和年度优化调度两部分。

1．5用水计划子系统

用水计划子系统的功能是根据作物生长期的需

水规律，结合灌区的水源工程、土壤、气象、作物种类

和农业耕作等条件，经分析计算，有计划地蓄水、引

水、配水和灌水，以达到科学用水增产之目的。包括

常规配水计划、轮灌应变配水计划、高含沙应变配水

计划、降雨应变配水计划四种类型的配水计划的编

制以及用水总结等。

1．6灌溉仿真子系统

优化调度模块得出的结果是整个灌区最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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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与调度方案，在优化配置与调度方案的指

导下，运行用水计划子系统，可以编排出灌区的用水

计划。然而，据此编制的用水计划，其合理性到底几

何，能否在执行用水计划前，进行仿真，以做出科学

合理的选择，是提高灌溉决策支持系统实用性的关

键【6t71。因此，系统基于AreGIS Engine技术，开发了

三维可视化灌溉仿真模块，让决策者通过反复的仿

真分析，调整优化方案，得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

灌溉仿真包括渠系水流仿真、灌溉过程仿真、用水数

据仿真分析三方面。

1．7系统集成设计

本灌溉决策支持系统由若干模块组成，不同的模

块采用不同的环境来实现，系统的整体框架及人机交

互、数据库管理、模型库管理等均在Visual C++6．0

环境下用C++语言编写；数据库选用SQLServ．

er2000平台，系统采用ADO数据引擎进行数据的存

取调用；全部数学模型利用Matlab强大的科学计算

能力，调用神经网络等工具，在Matlab7．1环境下完

成；灌溉仿真模块，利用GIS的三维可视化功能和空

间分析功能，采用AmGIS9系列的AmGIS Engine技

术实现。

为了使系统能够在脱离MaⅡab和ArcGIs环境

独立运行，实现系统与Maflab和ArcGIS的无缝集

成，系统采用Matlab的COMBuilde工具，将在Matlab

环境下编写的数学模型做成COM组件，供VC++

调用，实现系统与Matlab无缝集成【81；系统利用Ar-

cGIS9系列的ArcGIs Engine提供的GIS组件，直接将

GIS功能嵌入本系统中，实现GIS的功能，达到系统

与ArcGIS元缝集成。

2数据库系统设计

数据库系统是泾惠渠灌溉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

信息支撑，包括数据库和相应的管理系统，其目的是

实现对灌溉用水管理决策过程中所需各种数据的有

效管理和数据更新，提供与其他子系统的数据传递

接口。数据库系统逻辑结构如图2所示C4,5】。

3模型库系统设计

模型库系统是灌溉决策支持系统五大组成部分

之一，由模型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等部分构成。

3．1模型数据库系统

模型数据库是按照各数学模型输入输出需要而

专门设计的数据库，是联系基础数据库与模型的纽

带，它储存模型所需的特定格式的输入数据和模型

运算输出数据，其功能是根据各模型的需要从基础

数据库中析取数据并转换成模型所需要的数据格

式，同时将模型运算结果按照其他模型和模块所需

的格式进行存储。

数料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数据库k一数据提取L．J外部数据库
Database I IData selectionI ’IExternal database

存储过程
Store

procedure

图2数据库系统逻辑结构图

Fig．2 Sketch On logic shucnlm of database system

3．2模型库

本决策支持系统中的所有模型在Matlab环境

下调运神经网络等工具编程实现。模型库管理系统

对模型库中的模型实施管理，主要具备模型注册、调

用、组织、完成模型之间和用户与模型之间信息交流

等基本功能，这些功能通过数据流和操作流实现。

模型库具体由灌区地下水位预测模型、渠首泾

河来水流量预测模型、灌区需水量预测模型、灌区灌

季优化调度模型、灌区年度优化调度模型等五个模

型构成，其中年度优化调度模型又由作物最优灌溉

制度优化模型、管理站水量最优分配模型、灌区水量

最优分配模型三个子模型组成。

3．2．1 灌区水文预测模型 灌区水文预报就是根

据实测系列资料，预测灌区未来有关水文数据，为灌

区用水计划和优化调度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泾惠

渠灌区水文预测包括灌区地下水位预测和渠首泾河

来水流量预测。根据历史实测系列资料进行预测有

时间序列法和成因分析法两类。从历年实测的灌区

地下水位、渠首泾河来水流量数据可看出，其变化过

程相当复杂。对此种系列资料，若采用时间序列法，

预测误差会比较大，所以本决策支持系统选用成因

分析法来预测，为了提高预测精度，采用BP神经网

络方法，利用Matlab工具进行。

(1)灌区地下水位预测模型。泾惠渠灌区监测

的是各测井的地下水埋深，影响地下水埋深的因素

较多，如蒸发量、降水量、灌溉水量及其地下水侧向

譬一圆圆圆匿臀一圆圆圆匿
蹩圆周

臀一圈圆圆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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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量等。综合考虑泾惠渠灌区地下水埋深监测的

同期实际的观测资料，选择影响地下水月平均埋深

的月蒸发量、月降水量和月平均气温3个主要影响

因子进行模型构建。

(2)渠首泾河来水流量预测模型。渠首有张家

山水文站流量实测资料，泾河上游还有景村水文站

流量实测资料，在预报中综合考虑这两个水文站河

流断面流量的实测资料，同时还应该考虑渠首上游

几个水电站对渠首河道断面来水流量的影响，因此

在渠首泾河来水流量预测中，分别以张家山和景村

水文站时段平均流量为影响因子进行模型构建。

3．2．2灌区需水量预测模型 灌区需水量预测就

是根据水文信息、气象信息、作物种类、作物种植面

积、灌溉定额、土壤墒情、作物苗情等信息，参照以往

经验，计算灌区需水量，根据需要，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年度总需水量预测，计算预测全灌区年度总需

水量；第二，灌季需水量预测，计算预测各灌季需水

量；第三，实时需水量预测，主要依据实时采集的田

间苗情、墒情等信息，计算预测作物生长各阶段实时

需水量。

3．2．3 灌区灌季优化调度模型 泾惠渠灌区灌溉

水资源有渠首泾河来水、西郊水库以及地下水。灌

季优化调度的目的是在一个灌季内，以斗口为控制

单元，充分利用泾河来水，增加斗口供水量，减小西

郊水库的调度费用，以灌季灌溉收益最大为优化目

标，建立优化调度数学模型，以合理安排各级渠道的

配水时间和流量，实现灌溉渠系大流量短历时输配

水，减小整个渠系的渗水损失【9】。

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将系统分层，第一层解决

好斗口开启日期与泵站调度；第二层解决斗口流量；

第三层解决斗口水量。

3．2．4 灌区年度优化调度模型 基于作物水分生

产函数，以提高全灌区作物产值，降低西郊水库泵站

和机井水泵能耗为目标，建立优化调度数学模型。

泾惠渠灌区灌溉面积大，供水水源多，系统复杂，因

此在优化调度计算中采用大系统分解协调理论将系

统分为三层，最上层，即第三层是全灌区平衡协调模

型，这一层系统优化的目的就是将系统的总水量分

配给各管理站，以获得整个系统效益最大的水量分

配方案，全灌区由16个管理站组成；第二层是管理

站水量最优分配模型，这一层系统优化的目的就是

将上一层(全灌区)分配给各管理站的水量，在站内

各种作物之间进行分配，以获得站内各种作物之间

的水量最优分配方案；第一层是作物最优灌溉制度

优化模型，这一层系统优化的目的就是将上一层(管

理站)分配给各作物的水量，在作物各生育阶段进行

分配，以获得作物产量最大的分配方案。

(1)作物最优灌溉制度优化模型。某种农作物

最优灌溉制度的设计过程，可看成是一个多阶段决

策过程，本文以作物的生长过程为阶段变量、各阶段

初可分配的灌溉水量为状态变量、各阶段的实际灌

水量为决策变量、各阶段水量分配方程和土壤计划

湿润层内的水量平衡方程为系统方程，采用Jensen

提出的在供水不足条件下，水量和农作物实际产量

的连乘模型为目标函数，用动态规划进行模型构建，

用逐次渐近法进行模型求解[6]。

(2)管理站水量最优分配模型。一个管理站

内，往往种植有几种作物，且各种作物在不同生育阶

段对缺水引起的减产敏感程度不同，在各种作物种

植面积和上层(全灌区)供给水量已定的情况下，各

农作物之间水量分配不同，其效益也不同，如何将灌

溉水量在各作物之间合理分配，获得最大的经济效

益，便是本层优化计算要解决的问题。其优化数学

模型描述如下： 一

①目标函数：以管理站效益最大为目标函数。

三
maxZi=∑矗(％)·So·q(i=1，2，⋯，16)

』一1

式中，五为i管理站的效益；i为管理站序号；_『为作

物序号；矗(Q#)为i管理站歹作物的单产；幽为i管

理站．『作物单位面积灌溉水量；s甜为i管理站_『作物

种植面积；C，为．『作物单价。

②约束条件：管理站内各种作物灌溉用水量之

和等于灌区分配给该管理站的水量。
／15

乞吩’|s口=矾·研(i=1，2，⋯，16)
』=1 ．

式中，职为灌区分配给i管理站的水量；玑为i管理

站灌溉水利用系数。

(3)灌区水量最优分配模型。泾惠渠灌区有16

个管理站，在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各管理站之间存在

一个水量如何分配问题，各管理站之间水量分配不

同，其效益也不同，如何将灌溉水量在各管理站之间

合理分配，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便是本层优化计算

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层优化计算中，将灌区全年可供总水量

分配给下一层(第二层)内各管理站，对每个管理

站，可根据管理站多种作物最优水量分配方法，确定

其效益最大的该管理站水量最优分配方案，并将获

得的该管理站效益反馈给上层(第三层)，通过这种

交替计算，即可获得整个系统效益最大的水量分配

方案。其优化数学模型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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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标函数：以全灌区效益最大为目标函数。
16 16 3

maxZ=∑五(职)一，，。∑玑一％∑q；
‘-l i=l i_1

(i=1，2，⋯，16)

式中，z为全灌区总效益；Zi(阢)为i管理站的效

益；Y。为地下水单方水成本；仉为i管理站灌溉地下

水用水量；％为水库单方水成本；qf为f管理站水库

供水量。

②约束条件：

口．管理站引水量之和不能大于渠首全年可引

总水量。
16

∑职≤阢·‰
i·I

式中，职为渠首全年可引总水量；铀为渠首至各管
理站渠系水利用系数。

b．各管理站灌溉地下水用水量之和不能大于

灌区全年允许地下水开采量。
16

∑阢≤Ut·铀
‘-1

式中，以为灌区全年允许地下水开采量；‰为地下

水利用系数。

c．三原、西张和徐木三个管理站水库供水量之

和不大于西郊水库全年蓄水量。
3

∑q‘≤吼·7／q,
‘1l

式中，q。为西郊水库全年蓄水量；孙为西郊水库至

各个管理站输水的渠系水利用系数。

4决策过程

泾惠渠灌区水资源调度是一个半结构化的多层

次的决策问题。其水资源调度决策流程如图3所

示。在决策过程中，每进行一步，决策者对运算结果

做出评价。若认为满意，则进行下一步或得到满意

结果终止，否则再进行修改和再运算，如此直到决策

者认为满意的优化调度方案为止。该决策过程由决

策者与模型运算进行交互对话而实现。决策人员依

据决策原则、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通过系统的人机交

互界面，修改模型参数，输入偏好信息，不断进行迭

代运算，找到合理的水资源优化调度方案。

5 系统应用

系统的应用是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本系统模

块多，将实际数据输入系统，每一模块都有一个模拟

决策结果。现将利用系统的灌区水量最优分配模型

进行2008年的灌区水量最优分配方案进行分析，以

作简单的验证说明。

围3水资源调度决秉流程图

Fig．3 Flow sheet of decision in water rc$o嘲distribution
运行灌区水量最优分配模型，求解灌区水量最

优分配方案，需要以下基础数据：各站作物种植面

积，作物价格、产量，小麦生育期基本参数，玉米生育

期基本参数，棉花生育期基本参数，油菜生育期基本

参数，果树生育期基本参数，各站作物土壤基础数

据，灌区降雨数据资料，渠首来水、水库调节库容、水

库泵站水费等基础数据，水库供水到各站的渠系水

利用系数基础数据，各站各项基础数据。限于篇幅，

本文仅给出灌区各站作物种植面积2008年实际数

据，见表1。

在给定灌区渠首可供水量为25 000万m3，西郊

水库可调节库容为1 500万m3，在限制各站地下水

可开采量的约束下，经反复模拟运行，得到的各供水

水源向各站分配最优供水量见表2。

系统决策运行的结果与灌区专家依靠经验手工

计算的结果十分吻合，因此系统能够胜任辅助灌溉

决策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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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灌区2008年各站作物种植面积(hm2)

Table l Crop planting are,8 of irrigation district in 2008

． 作物名称Plant
管理站

Station
小麦 玉米 棉花 油菜 果树
Wheat Corn Cotton Rape Fmlter

表2灌区各供水水源向各站分配最优供水量(104 m3)

Table 2 Optimal water supply for every station

丘om irrigation water 80urt?,e

6结语

以上论述系统地介绍了泾惠渠灌区灌溉决策支

持系统的体系结构、系统组成以及数据库和模型库，

系统本着简便、实用、科学、智能的原则，采用面向对

象的程序设计方法研发而成，概括起来该系统具有

如下特点：

1)本系统功能较完备。即具备预测、优化调

度、仿真分析和管理功能；

2)系统的体系结构比较合理。系统由模型库、

数据库和人机交互界面构成。模型之间的数据传递

通过数据库完成。人机交互界面以对话框、表格、图

形等多种方式向决策者提供信息，决策者可以通过

菜单、工具条以及快捷键等方式完成对数据、模型等

的调用；

3)系统采用COM组件技术，实现了系统与

Matlab和AreGIS的无缝集成，使系统结构紧凑、自成

一体、无需其他环境的支持；

4)实时数据采集模块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子系

统，运行于数据库服务器上，进行全天候的数据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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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f the effect of DSSAT model OH winter wheat under

conservation tillage treatments in west Henan

LU Xiang．huil，MU Xing．minl·2。，Vinay Nangid，SUI Yah．yaht，

YAO Yu—qin94，WANG Feil”，GAO Pen92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orthwest A&F‰盼，托，耐垤，跏∞删712100，Ch／na；
2．Institute of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Chinese Academy矿Sciences，ya，lg锄，8haoⅢi 712100，Ch／na；

3．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Colombo 2075，Sr／Lanka；

4．Luoyang／nst／nue ofAgr／odtur以&／ences，厶l。鹏，Henan 471022，Ch／M)

Abstract：Agricultural system models are tools to represent and understand major proces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agricultural system．We used th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Agrotechnology Transfer(DSSAT)with four different tillage

treatments data from a study in west Henan of China to evaluate winter wheat yield，leaf area index and water balance．

The model was calibrated using the data of field experiment．The site had a winter wheat-fallow—winter wheat rotation．

．11le treatments were：(1)decrease tillage(DT)，10—15 cm height straw mulching and once plough 25 cm oil l雠July；

(2)zero tillage(ZT)，zero tillage with 35—40 cm height straw mulching；(3)subsoiling(SS)，35—40 cm height

straw mulching and subsoiling 40 cm depth on l毗July；(4)conventional tillage(CT)，10—15 cm height straw mulching

and twice plough 20 cm on 1．‘July and l毗October．DSSAT correctly simulated four tillage treatments variations in winter

yield，leaf[1len index and soil water balance．Winter wheat yield variation was simulated with better satisfaction(the er·

rot absolute values was less than 3．95％and the error mean absolute value was 2．78％)．Mean value of root mean

square errora(RMSE)for simulated leaf area index(LAI)and soil water storage were 0．41 and 0．084，respectively．

The predicted water use efficiency for the four tillage treatments were 15．85，15．40，16．58 and 15．81 ks／mm。h寺)，

respectively，and these values were close to the measured data(16．82，14．44，16．86 and 15．66 ks／mm·hm2)，re-

speetively)．Althou【gh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118 the DSSAT V4．5 was very well agreement for simulated winter wheat

grown in west Henan，however，these preliminary results arc based on one year and four tillage treatments dataset and

further long term analysis need to be carried out for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cropping

systems in west Henan，China．

Keywords：conservation tillage；winter wheat；crop growth；yield；soil water；DSSA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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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g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COMGIS and Matlab

for Jinghuiqu irrigation district

QIAO Chang-h，LIU Zhao，FU l,i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Water＆Development，帆’研‰睁。施’饥，Shaanxi 710054，Ch／na)

Abstract：With Jinghuiqu irrigation district as the reseaIch object and based on Maflab&AreGIs．the Irrigation De·

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Jinghuiqu Irrigation District is established by 3D visualiz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ma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such as dynamic programming，neural networks and genetic algorithms．The IDSS real-

izes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with Matlab＆ArcGIS by means of Component Object Model(COM)technology．The IDS$

Pan effectively help decision maker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ptim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Jinghuiqu irrigation

district．The management level of irrigation water resollrce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use of the IDSS．By analysis of

actual data of 2008，the IDSS call be used to help make irrigation decision．

Keywords：COMGIS；Matlab；Jinghuiqu irrigation district；irrig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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