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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土壤降雨入渗性能的径流-入流-产流测量方法与模型 

雷廷武(1,2);刘汗(1);潘英华(3);赵军(2);赵世伟(2);杨永辉(2) 

(1)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现代精细农业系统综合研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中国;(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 ,杨凌 712100 ,中国;(3)烟台师范学院地理与

资源管理学院 ,山东 264425 ,中国 

摘要： 

坡地土壤的降雨入渗性能对于水文过程、作物水分利用、灌溉管理、土壤侵蚀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非常重要. 提出

了测量坡地降雨条件下土壤入渗能力的径流/入渗方法. 依据水量平衡原理, 根据径流在坡面上的推进过程和有积水

情况下积水深度随时间的变化过程推导得到了计算土壤入渗率(入渗能力)的数学模型. 采用两种工况: 雨强为20 
mm/h、坡度0°和雨强60 mm/h、坡度20°, 径流/入渗坡面长度比均为1:1测量土壤入渗性能. 还用双环入渗仪测

量了入渗性能用于比照. 用含水量10%的粘黄土进行室内试验, 获取了相关的数据, 并据此计算得到了两种工况的降

雨入渗率曲线. 结果表明, 这种新方法可以很好地表征土壤入渗性能的概念, 并能获得很高的初始入渗能力. 分析了

这种测量方法和计算模型的合理性. 采用降雨量、入渗量对比方法, 计算了上述两种工况的测量误差各为

1.82%/1.39%和4.49%/3.529%(试验/模型), 说明了该方法的测量精度. 由于初始阶段供水能力的限制和土壤团

聚体崩解的影响, 双环入渗仪测量得到的瞬态和稳定入渗能力均远小于用该方法测量得到的结果. 本方法可以克服

以往降雨器和双环入渗仪方法的不足, 可以用于测量坡地降雨/径流/土壤侵蚀等因素影响下的整个降雨入渗过程曲

线.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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