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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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水"热"盐运移规律的研究是目前土壤学"农田灌溉"水土保持"环境科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问

题!也是防治土壤次生盐碱化!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效率的重点#为此!简要介绍了土壤水"热"盐运移基本理论

的发展过程和国内外学者数十年来关于土壤水"热"盐的研究成果!并对土壤水"热"盐运移模型研究进行了一定的评

价!讨论了目前该研究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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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盐渍化的防治和盐渍土

的改良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要解决这一核心问题#土壤水’
热’盐运移机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盐渍土发

生和改良利用的理论基础#也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主要依据&在灌溉区#由于管理粗放#灌水方法不当

等原因#土壤盐渍化面积正以每年!""万?I’的速度发展&土

壤中过多的盐分不仅引起土壤盐碱化#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广

泛的水土环境问题&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提高现

有土地生产能力#改良与开发利用盐渍土#已成为实现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土壤中盐分的运动遵从(盐随水来又随水去)*!+的规律&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强烈蒸发条件下#土壤盐分或地下水可溶性

盐类通过水的垂直或侧向运动向地表累积#这是土壤积盐过程

最为普遍的形式#也是发生盐渍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土壤中

水’热’盐耦合运移机理和模型的研究#对盐渍土的改良’促进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I!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机理研究

I*I!土壤水热耦合运移机理研究
M?545H等!!&)#年"提出了描述土壤 水 热 耦 合 运 移 的 理

论*’+#对土壤水热耦合运移的数值模型研究也是同一时期在等

温水分运动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544A等!!&R’年#!&R%

收稿日期!’""Q$"&$!"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Q"!)"&

作者简介!万良兴!!&#R$"#男#硕士研究生&

’’ 节水灌溉%’""#年第(期



年!在对土壤中水热交换的数值模拟时采用并发展了这种理

论"("%#$>2082.于!&R&年提出了有植物冠层影响的土壤水热

耦合运移二维数学模型%国内土壤水热耦合数值模型的研究

起步于’"世纪R"年代&林家鼎’!&R(年!")#对无植被土壤内水

分流动(温度分布及土壤表面的蒸发效应进行研究$旨在给出

计算土壤水分(温度变化的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蔡树英’!&&%
年!"Q#用室内蒸发试验验证土壤水(汽(热运动的耦合性数值模

型$认为与等温模型相比$耦合模型更确切地反映温度变化条

件下的土壤水热运动规律)隋红建’!&&!年!"##(康绍忠’!&&(
年!"R#(孙景生’!&&)年!"&#(郭庆荣’!&&#年!"!"#分别对不同覆

盖条件下的田间水热运移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实现不同覆盖

层下非均质土壤水热分布的定量分析$并辅以田间试验验证)
王同科(孙景生’!&&#年!"!!#给出了+M,<系统中水热耦合运

移方程的有限元算法$该算法将水热方程离散为一个块三对角

代数方程组$使得水热参数同时被求出%任理等’!&&R年!"!’#

将不同覆盖下田间水热动态的一维模型发展到二维水热迁移

的数值模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土壤水热耦合运移研究的进一

步深化)吴从林等’’"""年!"!(#在大田水热传输方面做了大量

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地膜覆盖条件下+M,<系统水

热耦合运移模型$该模型由大气(植物冠层(地膜覆盖层和土壤

四层组成%根据能量平衡原理建立了各层的能量平衡方程$采
用牛顿Z莱普森方法和有限差分法求解了各能量平衡方程和

土壤水分及温度剖面$并用冬小麦的实测资料对模型进行了验

证$结果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精度$此外$还对+M,<系统中的

阻力项进行了探讨%丛振涛等’’""%年$’"")年!"!%"!)#开展了

冬小麦生长与+M,<水热运移的耦合研究$并建立了可以同时

动态模拟冬小麦生长过程与+M,<水热运移过程的动力学模

型Z;?/68+M,<模型%通过对冬小麦叶面积指数(株高(根系

分布的模拟$实现冬小麦生长与+M,<水热运移的耦合%

I*J!土壤水盐耦合运移机理研究
对于地下水埋深较浅的地区$土壤盐碱化问题尤其严重$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各国对土壤中的水盐关系深入系统的研究由来已久%

农田土壤水盐运动理论最早起源于D60@A定律$而固体热

传导方 程 的 问 世 为 土 壤 溶 质 运 移 提 供 了 依 据"!Q#%自 从

B9@U5.3?6I’!&"#年!"!##把 能 量 概 念 引 入 土 壤 水$N5@?60E7
’!&(!年!"!R#用偏微分方程描述非饱和土壤水的运行$建立了

多孔介质中水流运动的基本方程$才开始了土壤水分的定量研

究%由于盐分运移与土壤水分运移同时发生$因此$土壤溶质

运移方程也是随着土壤水分方程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方程

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用动力学观点(物质与能量守衡原理来分析

土壤水盐运动%
最初的研究以等温条件为假设前提$且多数只考虑水分的

重力势和基质势(盐分的对流和弥散作用$而较少涉及水盐之

间的其他相互作用$如盐分浓度梯度对水分运移的影响$实际

上$盐分浓度对土壤水分运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非饱和土壤

中$特别是重粘土$土壤的渗透势是土壤水分运动的重要驱动

力%许多实验和模拟结果表明$土壤持水能力极大地受到土壤

温度的影响$水表面张力的温度效应是造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原

因之一%在土壤水分运动的数学模拟中$若忽略土壤水力性质

的温度效应会产生较大的预测误差%因此$自’"世纪)"年代

以来$非等温条件下的土壤水分运动方程开始受到重视和发

展$其中主要是从土壤水力性质的温度效应入手%土壤水盐关

系的早期研究$主要着重于弥散即可溶性置换的研究$探讨了

在土壤不发生化学反应的情况下弥散张量与孔隙水流速之间

的相互关系%

’"世纪#"年代中后期$水盐运动的机理研究开始注重田

间复杂的实际情况$如对结构良好土壤的水盐运动方式不仅考

虑对流和弥散$还考虑了其中的可动水体和不动水体(大孔隙

流(优先流和通管流等$并建立了土壤水盐运移的两区Z两域

模型"!Q$’"#%在两区模型中$g6.*O/.9@?8/.视溶质在可动水与

不动水两孔隙中$且还在两个区域间相互运移$考虑了可动水(
不动水区的作用及相互影响$更为切合实际%它可以用来描述

盐分在砂土柱的运移$以及存在吸附情况下的溶质在壤土中的

运移%
在过去几年里$人们进行了大量室内一维(二维饱和(非饱

和水盐运移实验$提出了各种描述土壤水盐运移的数学模型$
但是由于室内条件的局限性$实际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

实际农田水分(盐分状况受降水(灌溉(地下水埋深等上(下边

界条件$以及农作物生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土壤水分状

况(土壤盐分状况和农作物生长状况三者密切相关$再加上农

田条件下溶质运移的实验数据较少$所以对于农田条件下土壤

非饱和水分和盐分运动的机理和特征$至今尚未完全了解%由

于土壤以及土壤水分和盐分的空间变异性$野外实验需系统观

测大量数据$实验过程复杂$建立适合于农田土壤水盐运移特

征的动态模型仍是以后土壤水盐运移研究的重点问题%
土壤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土壤的孔

隙结构在空间上分布极不均匀$土壤结构空间变异性导致了土

壤含水量和含盐量在空间上的变化%1/47/.于!&R)年引入土

壤空间变异理论$提出了如何确定土壤参数平均值$方差及其

相关尺度的理论和方法"’!#%后来$许多学者建立随机对流弥

散模型的随机对数对流传递模型$求得其溶质运移速度概率分

布函数$平均浓度分布%这种模型适用于野外非饱和土壤溶质

运移的研究$有较好的结果$但是缺乏实测资料验证$还需进一

步完善改进%
在蒸发条件下的水盐运移规律方面$国内外研究者做了大

量工作%已有研究表明$地膜覆盖有增温(保墒(节水(抑盐的

作用%通过对覆膜条件下农田土壤水盐运移的研究$旨在能对

田间观测(盐碱地开发和改良以及膜孔灌溉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指导%但目前还很少涉及蒸发的土表覆膜开孔率对水

盐运动影响方面的内容"’’#%
随着土壤水盐运动机理研究的逐渐深入$并根据土壤(环

境(研究目的和溶质迁移理论的不同$各种定量描述土壤水盐运

动的模拟模型纷纷建立起来$以研究区域尺度分类$可概括为土

壤水盐运移模型(田间水盐运移模型以及区域水盐运移模型%
总之$由于土壤的空间变异特性$土壤中溶质运移受到多

种物理机制的支配$且土壤物理化学参数均是时间与空间的随

机变量$从而使土壤中水盐运移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因

(’土壤中水!热!盐耦合运移机理与模型的研究进展!!万良兴!田军仓!郑艳艳



此!国内外学者对土壤水盐运移模型的研究从宏观发展到微

观!又逐渐发展到随机模型!为在土壤溶质领域内的研究打下

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开始了更为复杂的田间土

壤水盐运移的研究"目前!田间模拟的计算结果与实际观测结

果还有一定的差距!对非饱和流土壤水盐运动的模拟结果更是

如此!包括盐分运移中对物理化学过程变化的研究在内!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其原因是由于土壤的物理性质在空间上的不

均匀性#土壤水盐运动过程的复杂性及输入水盐系统各变量的

随机性"不久的将来!对土壤水盐运移机理的研究!一定能达

到指导生产实践的目的"

I*K!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机理研究
由于土壤中水#热#盐耦合运移的情况比较复杂!综合研究

土壤中水#热#盐耦合运移规律的还不多"随着对土壤中水#
热#溶质运移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

度对土壤中水#热#盐耦合运移问题进行了局部的机理探讨及

试验研究"主要有$J67760等%!&&’年&’’((对一维水#热#盐运

移进行了模拟!计算模型包括水分梯度#温度梯度#溶质梯度作

用下的水汽输送#热量传递和溶质运移!并在封闭土柱中进行

了验证和分析)胡和平%!&&’年&’’%(#黄兴法%!&&(年&’’)(#岳汉

森%!&&%年&’’Q(分别分析了冻结条件下非饱和土壤水#热#盐耦

合的运动!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讨论了分布的一般规律)

J2G2052于!&&Q年对二维水#热#盐进行了动态模拟’’#()李伟

强等%’"""年&’’R(对水泥硬壳覆盖条件下水#热#盐运移及其对

枣树生长发育和根分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水泥硬壳覆盖

可以抑制土壤水分蒸发!降低土壤最高温度!使表层土壤脱盐

率达’’*’[)李春友等%’"""年&’’#(分别从等温和非等温水#
热#盐动态模拟以及覆盖边界层(个方面!以秸秆覆盖条件下

土壤水#热#盐耦合运动规律模拟研究为重点!介绍了’"世纪

)"年代以来土壤水#热#盐数学模拟的研究成果!并简要论述了

有关模型的特点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叶乐安等%’""’年&’’&(概

括了国内外土壤水热耦合运移#土壤水和溶质耦合运移及土壤

水#热和溶质耦合运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代表性成果!并在此

基础上!探讨了土壤水#热和溶质运移耦合系统需要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J!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模型研究

在土壤水#热#溶质耦合运移模拟的研究中!经历了很长的

发展阶段!总结了很多有效的模型!可归纳为$机理性模型!物
理模拟模型及数学模拟模型等(大类’("("数学模型又可分为

确定性模型!随机统计模型和传递函数模型%]̂ 1&"随着土壤

中水#热#溶质运移理论的发展和计算手段的不断完善!在研究

中较多的采用数学方法"目前!模拟土壤溶质运移的两类计算

方法是基于对流Z弥散方程的确定性方法和基于传递函数模

型的随机方法"确定性数学模型由基本的对流Z弥散方程及

其辅助方程构成!该类模型可较好地提示溶质在均质多孔介质

中的运移机理及时间#空间对溶质运移的影响"对流弥散模型

是描述溶质运移的经典数学模型!其中针对一维饱和流条件下

对流Z弥散方程研究得最多"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这类模型

对土壤水盐运移进行数值模拟"
因为土壤中水#热#溶质运移机理的试验研究相当复杂!我

国在’"世纪R"年代初期才开始了本领域有关方面的研究工

作$杨金忠%!&RQ年&等对土壤中溶质运移理论及计算方法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张瑜芳%!&&!年&#康绍忠%!&&(年&等对土

壤水分及热状况进行了研究等"
通过土壤中水#热#盐运动方程%即D6@A#̂2905/0及 5̂@U

定律&和连续方程!J67760于!&&!年提出了描述非恒定条件下

水#热#盐运动的控制方程!其中包括水分#热运动和溶质运移(
个子方程$

水分运动方程$

’%
’5"1

%6919&)1 %6%1%.&%

1 %6212&)1!
!!热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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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 %61%.&%1 %62,1%.&()
2.’.’6%.1%.)69.19%62.12)!24(19

!!溶质运移方程$

’%2%.&
’5 "

1 %6BF12&)1 %69319&%1 %6B1?O1%.&%1 %,,%.2&
式中$%为土壤液态水体积含量%. 和气态水体积含量%, 之和)

2为溶质浓度)9为温度)5为时间"
土壤水分运动方程包括汽相及液相两部分$热运动方程包

括潜热#湿热在内的对流与传导)溶质耦合运移方程考虑了液

态水运动以及分子扩散#水动力弥散#盐筛作用和温度梯度的

影响"在上述方程的基础之上!各国学者建立了大量的特定条

件下土壤水#热和溶质运移模型"

K!结!语

土壤中水#热#盐耦合运移机理与模型的研究相当复杂!我国

在本领域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世纪R"年代初期才开始有关

方面的研究工作"纵观国内外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
%!&水#热#盐耦合运移模型的模拟有了很大发展!且根据

不同的研究目的!建立了众多的模拟土壤溶质运移的模型!这
些模型的建立对人们解决土壤盐渍化及水土环境问题起到了

重要作用"然而!现有模型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如$参数众

多!用于大田条件时可操作性差!而且所建模型的数值方法缺

乏统一和标准化!可重复性差!众多的模型除建立者自己进行

验证外!很少被他人直接应用到类似问题上!模型的应用性受

到了限制"
%’&大部分数学模型是从动力学角度推求的!其理论及试

验结果可能仅适用于某质点的状况"由于土壤结构的空间变

异特性!将统计#随机和确定性模型以及物理模型等模型相结

合!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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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水#热#盐藕合运移理论与N+#O-+技术相结合$研究

地下水埋深与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状况$包括地下水临界深

度和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特点等问题$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在土壤水#热#盐耦合运移规律的研究中$对土壤

水盐或水热单方面结合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农田土壤水#热#盐
运移规律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研究不多$尤其对农

田土壤盐热二者之间的研究甚少$所以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

几方面的机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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