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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资源所区域土壤水分研究取得良好进展
  文章来源：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0-01-14 【字号： 小  中  大 】 

土壤水分，是水文循环的重要环节，对区域干旱预测、生态系统管理和水土资源配置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

统的水文模拟更看重降水和径流，视土壤水分为中间环节，缺乏深入研究。另外，土壤水分的观测资料在全球范围

内都非常贫乏，资料积累尤为有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苏峡所在课题组自1995年至今，一直致力于区域土壤水分的研究，较早开展了

基于地统计学的区域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性研究，提出了我国地表以下0.1米和1米土层的土壤水分的变程分别为

200-400km和400-700km的结论。通过在中国科学院栾城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开展土壤水分田间实验，分析了土壤水

分和土壤-大气界面对麦田水热传输的抑制和加速作用。发现当土壤水分较小时，界面厚度对显热和潜热输送作用较

大。对于土壤热输送，界面厚度起决定作用，界面厚度越大土壤热通量越小。60cm深处土壤水势与叶水势和大气水

势的相关系数较其它深度处的土壤水势大。成功将Richards方程耦合进高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HIRES）中，提

高了HIRES预报澳大利亚Goulburn流域土壤水分的精度，为预报森林火灾等生态系统扰动提供了基础。发现黄河沿岸

陕西、河南境内土壤水分与田间持水量呈较强的正相关，与纬度呈较强的负相关。 

最新的土壤水分研究，采用维也纳理工大学基于欧洲遥感卫星生成的全球遥感土壤水分数据、VIP生态水文过程

模型模拟结果和流域内绥德及榆林站的实测数据相融合的方法，生成了无定河流域各个空间格点从1956至2004年的

长系列日土壤水分数据，发挥了遥感数据能获取大范围土壤水分的优势，克服了遥感资料年限较短的不足。基于经

过实测站点和区域遥感资料双验证的VIP过程模型模拟出的长系列资料，采用“变异系数-变量”双指标法,分析了土

壤水分在日、月、年和多年尺度的变化规律，并给出了变化的物理解释。发现了土壤水分的多年、年内的变异性较

其它生态水文变量小的规律，给出了选取土壤水分进行区域水文趋势分析的意义。基于线性趋势法、Mann-Kendall 

（M-K）法、Sen法和年代比较法，特别考虑了数据自相关对M-K趋势分析成果的影响，提出了用自相关系数的显著性

和三种去自相关方法结合的方法估计趋势，发现研究区有很强的北方干旱化信号，其显著性水平（0.01）大于径流

降低的显著性水平（0.001），低于降雨降低的显著性水平（0.1），表明土壤水分不仅受制于气候还受控于其它因

素。这些结论为黄土高原干旱趋势预测及水土资源综合管理提供了决策支持。 

课题组通过参与国际实测土壤水分研究计划（AMIP），合作构建了全球土壤水分数据库。所在的区域土壤水分

的研究团队形成较早、具有一定国际影响。截至2009年底，土壤水分相关论文被引次数533次，论文最高影响因子为

5.252。这些研究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国家“863”计划、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专项项目和国际

合作项目的持续支持。目前这些研究成果正被应用于西北荒漠化的水文效应、华北水文循环和东北水资源优化配置

等重要国家需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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