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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不同类型土壤侵蚀量与降雨各因子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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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江西省鹰潭市红壤生态实验站自建气象站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度观测资料和该站装填我国南方主

要类型土壤的侵蚀小区土壤流失量实测数据，对 降 雨 各 因 子 与 南 方 不 同 类 型 土 壤 侵 蚀 量 的 关 系 进 行 了 分

析。结果表明，在径流和雨强因子下，各土壤因子关系可用乘冥函数进行拟合；而在侵蚀性降雨量因子下，

各土壤因子关系可用三次函数进行拟合。但 由 于 土 壤 类 型 和 同 一 土 壤 的 原 始 利 用 方 式 不 同，各 土 壤 侵 蚀

量与不同降雨因子的回归方程式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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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侵蚀是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生态

环境恶化最重要的因素。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复杂众

多，有自然因素，如气候、地形、地质、土壤、植被等，还

有社会和经济因素。在自然因素中，降雨是土壤侵蚀

的主要动力。自从人类意识到降雨造成土壤侵蚀的严

重性以后，降雨各因子和土壤侵蚀量的关系问题也一

直是水土保持研究的热点。一般对于特定地区，降雨

量、雨强和径流量是常用来描述产生土壤侵蚀的３个

降雨因子［１］。目前，关于降雨量与土壤侵蚀量的关系，
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吴发启等人［２］对黄土高原

南部缓坡耕地降雨量与土壤侵蚀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次降 雨 量 与 土 壤 侵 蚀 量 呈 乘 冥 函 数 关 系。万 廷

朝［３］对黄丘Ⅴ副区的研究结果表明，降雨量与土壤侵

蚀量的关系遵守线性变化规律。姚治君等人［４］在云南

玉龙山东南坡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同样的规律。林昌

虎［５］在贵州砂页岩山地上研究降雨量与土壤侵蚀量的

关系时发现，在地面覆盖度较低的情况下，降雨量与土

壤侵蚀量也呈线性函数关系。相对于降雨量与土壤侵

蚀量的研究，国内在雨强、径流与土壤侵蚀量关系方面

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傅涛等人［６］

通过研究不同雨强和坡度条件下紫色土养分流失规

律，发现了泥沙中养分含量与雨强无关，但随坡度增加

而降低的规律。康玲玲等人［７］通过研究不同雨强条件

下黄土性土壤养分流失规律，得出相同雨强条件下土



壤流失量与养分流失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浩［８］

根据降雨径流对大理河流域系统泥沙输移比的影响，
发现利用次降雨径流深度增幅比和洪峰增幅比不仅

可以表征单位面积水流与沟道系统洪峰能量变化时

对泥沙输移比的影响，并且具有极高的预报精度。
尽管国内外水土保持工作者在降雨因子与土壤

侵蚀量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影响土壤侵蚀

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尤其土壤的本质属性对土壤侵

蚀量的大小 也 起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９－１１］。由 于 土 壤

母质和土壤类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同土壤类型的

土壤可蚀性差异很大，即使是同类土壤，土壤母质的

不同也使得土壤的可蚀性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在同一

个地区不同类型土壤的侵蚀量与降雨各因子关系也

可能不同［１２－１３］。因此，按土壤不同类型和母质进行系

统的研究降雨各因子与土壤侵蚀量的关系是非常必

要的；尤其在我国土壤类型复杂，水土流失很严重的

南方地区，更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此，利用

江西省鹰潭市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试验站自建气象

台站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的自然降雨观测资料和该站获取

的我国南方主要土壤类型侵蚀小区土壤流失量的实

测数据，研究和分析降雨各因子与南方典型土壤侵蚀

量的关系，以便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整个南方地区不同

土壤流失量预报精度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所在的鹰潭地区地处赣东北山区向鄱阳

湖平原区的 过 渡 带，属 中 亚 热 带 北 缘 湿 润 季 风 气 候

区。这 里 地 势 较 平 坦，以 低 丘 岗 地 为 主，海 拔 均 在

１００ｍ以下，年均气温为１７．７℃，最高温在７月份，
平均温为２９．５℃，最低温在１月份，均温５．１℃，≥
１０℃的积温为５　６２８℃，年均日照时数为１　８５２ｈ，年
平均降水 量１　７５２ｍｍ。而 且 年 度 雨 量 分 布 极 为 不

均，干湿期非常明显，雨季为３—６月，降水量占全年

总降水量的６０％，而旱季９月至翌年１月，降水量只

占全年的２０％，这 种 现 象 极 有 利 于 土 壤 侵 蚀 的 发 生

和发展［１２］。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鹰潭农田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红壤站），是中国科学

院在南方红壤地区设置的一个长期、综合的试验研究

基 地。该 站 位 于 江 西 省 鹰 潭 市 余 江 县，东 经

１１６°５′３０″，北纬２８°１５′２０″，距南昌市１３５ｋｍ，离鹰潭

市１３ｋｍ。该站建有土壤侵蚀 试 验 小 区２２个，小 区

的水平投影长８ｍ，宽１．５ｍ。其中９—２２号小区分

别装填我国南方主要类型的土壤，各试验小区土壤的

一些基本情况见表１。各小区用水泥板与外界分隔。
在小区下方安装集水桶，用以收集径流和泥沙。在小

区径流出口处，套上自制的６０目网袋，以便收集粗颗

粒的泥沙。所有小区均无任何植被覆盖，在每年的３
月底翻耕一次。各小区在每次自然降雨前都将土层

表面耙平，以破坏前一次降雨形成的表面结壳。

１．２　数据来源

自然降雨资料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度中国

科学院红壤生态试验站自建气象台站实际观测数据。
根据各年的原始降雨记录，确定各年度降雨的场次、
时间，然后对各场次的降雨过程进行分析，最后在自

记降雨纸上读出每次侵蚀性降雨的雨量和３０ｍｉｎ最

大雨强。土壤流失量和径流数据来自于红壤生态试

验站９—２２号侵蚀小区各年的实测资料。

１．３　研究方法

次侵蚀性降雨过后，立即分别测量各个小区的径

流量（Ｒｉ），采集径流样品，收集网袋中所有的泥沙样

品，待泥沙样风干后测定其重量（Ｇｉ）。在室内用烘干

法测定每次侵蚀性降雨后收集的径流中的泥沙含量

（Ｃｓ）和泥沙样中的土壤含水量（Ｃｗ）。则每次土壤流

失量（Ｓｉ）为：Ｓｉ＝Ｒｉ×Ｃｓ＋Ｇｉ／（１＋Ｃｗ）；全年的径流

量为∑Ｒｉ，年土壤流失量为∑Ｓ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壤侵蚀量与径流因子的关系

根据江西省鹰潭市红壤生态实验站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年度的气象观测资料和实测土壤流失量数据，应用地

统计学分析软 件ＳＰＳＳ，在 置 信 区 间９９％下，对 不 同

小区次侵蚀性降雨的土壤侵蚀量与径流量进行曲线

拟合，并选用相关系数最高的回归模型来表达两者的

关系（表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径流与土壤侵蚀量的关系是比

较复杂的。对于各土壤来说，它们共同的规律是次径

流量与土壤侵蚀量之间都存在着极显著的回归关系，
且大部分土壤的回归系数都在０．８以上，说明南方不

同土壤的径流量与侵蚀量有着很好的相关关系。但

二者的回归方程表达式，却因土壤类型的不同而存在

差异，如笫四 纪 红 色 黏 土 发 育 的 红 色 湿 润 新 成 土（９
号小区）、笫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１０
和１１号小区）、红砂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１２号

小区）和紫红色砂页岩发育的紫色湿润雏形土（２２号

小区）的径流量与土壤侵蚀量呈三次函数关系：

Ｍｓ＝ａ＋ｂＸ＋ｃＸ２＋ｄＸ３

式中：Ｍｓ———侵 蚀 量；Ｘ———径 流 量；ａ，ｂ，ｃ，ｄ———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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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它小区的径流量与土壤侵蚀量呈：Ｍｓ＝ａＸｂ

的乘 冥 曲 线 关 系（Ｍｓ———侵 蚀 量；Ｘ———径 流 量；ａ，
ｂ———常数，且ａ＞０，ｂ＞１），说明随着径流量的增大，
土壤的侵蚀量是增加的。

表１　试验小区基本情况

小区 成土母质 土壤名称 土壤基本情况

９ 笫四纪红色黏土 红色湿润新成土
土壤原来的Ａ和Ｂ层已全部被侵蚀，仅 存 红 黄 相 间 杂 色 的 网 纹 层，地 貌 上 形 成

状如沙丘的“红色沙漠”，已全为裸露地，无植被覆盖。

１０ 第四纪红色黏土 黏淀湿润富铁土
约４０ａ前曾是原始林地，后开垦 为 农 地，土 层 深 厚，种 植 油 菜 和 花 生，是 当 地 第

四纪红色黏土区分布很广的旱耕地土壤类型。

１１ 第四纪红色黏土 黏淀湿润富铁土
约４０ａ前曾是原始林地，林木砍伐后成为稀疏马尾松草本植物混杂的荒地，土层

深厚，土壤原来的Ａ层已被侵蚀，是第四纪红色黏土区最典型的荒地土壤类型。

１２ 红砂岩 铝质湿润淋溶土
林木砍伐后，是以稀疏草本植物为主的 荒 地，土 壤 原 来 的 Ａ层 和 部 分Ｂ层 已 被

侵蚀，是红砂岩地区有代表性的荒地土壤类型。

１３ 红砂岩 铝质湿润淋溶土 约４０ａ前由原始林地开垦成的耕地，主要种植油菜和花生。

１４ 紫红色砂页岩 紫色湿润雏形土
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原来的Ａ和Ｂ层都已被侵蚀，地表仅有少量植被，是紫红色

砂页岩风化而来的幼年土壤。

１５ 花岗岩 铝质湿润淋溶土 林木砍伐之后，仅生长草本植物和灌木，但植被覆盖度高。

１６ 花岗片麻岩 简育湿润富铁土
３０ａ以前几乎是荒山一片，后 经 开 垦 而 成，土 壤 土 层 深 厚，厚 度 可 达２ｍ以 上。
种植花生、红薯、西瓜等，种植年限已有１５～２０ａ。

１７ 云母片岩 黏淀湿润富铁土
荒地土壤，土层深厚，厚 度 可 达３ｍ以 上，有 机 质 层 较 薄，０—３０ｃｍ土 层 紧 实。
荒地上除有少量的薪炭林木外，几乎是荒草地。

１８ 第四纪红色黏土 黏淀湿润富铁土 土壤为原地原状土，详情同１１号小区。试验区处理与１１号小区不同。

１９ 千枚岩 铝质湿润淋溶土
荒地土壤，土壤土层深厚，厚度可达３ｍ以上，荒地上有少量的薪炭林木。采土部

位在坡的上部。坡度约为７°，４０ａ前该地也曾是原始林地，后经砍伐摞荒而成。

２０ 千枚岩 铝质湿润淋溶土

旱耕地土壤，土壤土层深厚，厚 度 可 达３ｍ以 上。耕 地 上 种 植 花 生、油 菜、红 薯

等，种植年限已有约２０ａ。该旱地土壤处在坡的下部，坡度约为７°，与１９号小区

土壤处在同一坡向上。

２１ 第四纪红色黏土 简育湿润富铁土
荒地土壤，详情同１１号小区。与１８号小区相比，该小区的 土 壤 砾 石 较 多，且 砾

径较粗。原为荒地土壤，后经开垦种植果树，树龄已有３ａ。

２２ 紫红色砂页岩 紫色湿润雏形土

土壤为旱地土壤，土壤土层深厚，耕地上种植花生、油菜、红薯等，种植 年 限 至 少

已有７０～８０ａ。该旱地土壤 处 在 坡 的 中 部，坡 度 约 为７°，但 在 坡 顶 上 母 质 层 出

露，局部发育成初骨土。

表２　南方典型土壤侵蚀量与径流因子的关系

小区编号 样本数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ｒ

９　 ２０２　 Ｙ＝－１６．５７＋１．５２×１０－５　Ｘ－２．０３×１０－１３　Ｘ２＋５８．９０×１０－２２　Ｘ３　 ０．７２５＊＊

１０　 ２０６　 Ｙ＝－３９．１４０＋２．０７×１０－５　Ｘ－２．９０×１０－１３　Ｘ２＋１．３６×１０－２１　Ｘ３　 ０．７４６＊＊

１１　 １９７　 Ｙ＝－１５．７２＋１．７６×１０－５　Ｘ－２．３０×１０－１３　Ｘ２＋１．１７×１０－２１　Ｘ３　 ０．７９１＊＊

１２　 ２１２　 Ｙ＝－１９．６２＋１．５１×１０－５　Ｘ－１．９８×１０－１３　Ｘ２＋１．０５×１０－２１　Ｘ３　 ０．７９３＊＊

１３　 ２２０　 Ｙ＝２．０９×１０－９　Ｘ１．４２　 ０．８２４＊＊

１４　 ２３１　 Ｙ＝７．４６×１０－９　Ｘ１．３８　 ０．８１９＊＊

１５　 ２４６　 Ｙ＝２．３０×１０－８　Ｘ１．３２　 ０．７８９＊＊

１６　 ２３０　 Ｙ＝２．３３×１０－９　Ｘ１．４６　 ０．８６５＊＊

１７　 ２３７　 Ｙ＝１．０７×１０－８　Ｘ１．３７　 ０．８６６＊＊

１８　 ２２０　 Ｙ＝２．２０×１０－９　Ｘ１．３９　 ０．８０３＊＊

１９　 ２２３　 Ｙ＝９．３７×１０－９　Ｘ１．４０　 ０．８６０＊＊

２０　 ２２１　 Ｙ＝１．３５×１０－８　Ｘ１．３１　 ０．８３８＊＊

２１　 ２１５　 Ｙ＝１．７２×１０－９　Ｘ１．４５　 ０．８４５＊＊

２２　 ２２８　 Ｙ＝－２４．０４＋１．０５×１０－５　Ｘ－７．９４×１０－１４　Ｘ２＋４．８３×１０－２２　Ｘ３　 ０．８９３＊＊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显著；Ｙ 为流失量（ｔ／ｋｍ２），Ｘ为径流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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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中还可以看出，不同土壤由于原始的利用

方式的不 同，径 流 量 与 土 壤 侵 蚀 量 的 关 系 也 存 在 差

异。如１０和１１号 小 区 都 是 笫 四 纪 红 色 黏 土 发 育 的

黏淀湿润富铁土，而它们的回归方程表达式形式却不

一样。这是因为１０号小区是第四纪红色黏土区分布

很广的旱耕地土壤类型，而１１号小区是第四纪红色

黏土区最典型的荒地土壤类型，由于原始耕作制度和

利用方式 的 影 响，导 致 同 一 土 壤 的 某 些 属 性 发 生 变

化，最终影响了其抗蚀能力，从而引起土壤侵蚀量的

变化。这种现 象 也 出 现 在 紫 红 色 砂 页 岩 发 育 的 紫 色

湿润雏形土上，由紫红色砂页岩风化而来的幼年紫色

湿润雏形土（１４号小区）的径流量与土壤侵蚀量存在：

Ｍｓ＝ａＸｂ 的乘冥曲线关系，而紫红色砂页岩区分布很

广的旱地紫色湿润雏形土（２２号小区）径流量却与土壤

侵蚀量存在：Ｍｓ＝ａ＋ｂＸ＋ｃＸ２＋ｄＸ３ 三次函数关系。

２．２　不同土壤侵蚀量与雨量因子的关系

应用地统计学分析软件ＳＰＳＳ，在置信区间９９％
下，对不同小区的土壤侵蚀量与次侵蚀性降雨量进行

曲线拟合。表３为南方不同类型土壤侵蚀量与次侵

蚀性雨量的拟合关系。

表３　南方不同类型土壤侵蚀量与次侵蚀性雨量的关系

小区编号 样本数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ｒ

９　 ２０２　 Ｙ＝１４．２２－２．３１　Ｘ－０．００５　２４　Ｘ２＋９．０９×１０－６　Ｘ３　 ０．４８８＊＊

１０　 ２０６　 Ｙ＝２２．６２＋３．４１　Ｘ－０．１７６　００　Ｘ２＋３．６７×１０－５　Ｘ３　 ０．５２８＊＊

１１　 １９７　 Ｙ＝１３．１９＋３．６８　Ｘ－０．０２０　２０　Ｘ２＋４．１５×１０－５　Ｘ３　 ０．６１６＊＊

１２　 ２１２　 Ｙ＝２５．１７＋１．６６　Ｘ＋０．００２　３５　Ｘ２＋３．３６×１０－６　Ｘ３　 ０．６４９＊＊

１３　 ２２０　 Ｙ＝１８．０３＋１．７０　Ｘ＋０．００４　９３　Ｘ２－９．２９×１０－６　Ｘ３　 ０．３７８＊＊

１４　 ２３１　 Ｙ＝２２．９０＋２．９１　Ｘ＋３．８３×１０－５　Ｘ２＋４．５５×１０－７　Ｘ３　 ０．５３３＊＊

１５　 ２４６　 Ｙ＝４１．６６＋３．７７　Ｘ＋０．００２　５６　Ｘ２－４．０３×１０－６　Ｘ３　 ０．５４４＊＊

１６　 ２３０　 Ｙ＝１６．６２＋４．５４　Ｘ－０．００８　２６　Ｘ２＋１．４９×１０－５　Ｘ３　 ０．５２１＊＊

１７　 ２３７　 Ｙ＝－７．１２＋５．６７　Ｘ－０．０１９　８０　Ｘ２＋４．２７×１０－５　Ｘ３　 ０．６８３＊＊

１８　 ２２０　 Ｙ＝３６．４９－３．６４　Ｘ＋０．０１２　５０　Ｘ２－２．４３×１０－５　Ｘ　 ０．２８１＊＊

１９　 ２２３　 Ｙ＝４．４６＋４．３９　Ｘ－０．００７　６３　Ｘ２＋８．８４×１０－６　Ｘ３　 ０．６８３＊＊

２０　 ２２１　 Ｙ＝０．３１３　Ｘ１．０５　 ０．３７２＊＊

２１　 ２１５　 Ｙ＝－５．９７＋３．６４　Ｘ－０．０１５　８０　Ｘ２＋２．７６×１０－５　Ｘ３　 ０．５２９＊＊

２２　 ２２８　 Ｙ＝３９．０９＋２．３１　Ｘ＋０．００２　８９　Ｘ２＋４．８４×１０－６　Ｘ３　 ０．７６４＊＊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显著；Ｙ 为流失量（ｔ／ｋｍ２），Ｘ为次侵蚀性降雨量（ｍｍ）。

　　从表３次 侵 蚀 性 降 雨 量 与 南 方 不 同 土 壤 的 侵 蚀

量关系来看，除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２０号

小区）的侵蚀量与次侵蚀性降雨量的回归方程呈：Ｍｓ
＝ａＸｂ 的 乘 冥 曲 线 关 系（Ｍｓ———侵 蚀 量；Ｘ———次 侵

蚀性降雨量；ａ，ｂ———常数，且回归方 程 中ａ＞０，ｂ＞
１）以外。其它 土 壤 的 侵 蚀 量 与 次 侵 蚀 性 降 雨 量 均 存

在：Ｍｓ＝ａ＋ｂＸ＋ｃＸ２＋ｄＸ３ 三 次 函 数 关 系（Ｍｓ———
侵 蚀 量；Ｘ———次 侵 蚀 性 降 雨 量；ａ，ｂ，ｃ，ｄ———常

数）。而且次侵蚀性降雨与不同土壤侵蚀量也存在因

为原始的利用 方 式 不 同 而 使 相 同 土 壤 回 归 方 程 表 达

式出现不同的现象，最典型的是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

润淋溶土的荒 地 土 壤（１９号 小 区）和 旱 耕 地 土 壤（２０
号小区），铝质 湿 润 淋 溶 土 的 荒 地 土 壤 侵 蚀 量 与 次 侵

蚀性降雨量呈现三次函数关系，而旱耕地土壤侵蚀量

与次侵蚀性 降 雨 量 呈 现 三 次 函 数 关 系。类 似 的 由 于

土地利用方式 的 不 同 而 使 同 一 土 壤 回 归 表 达 式 不 同

的情况还出现 在 第 四 纪 红 色 黏 土 发 育 的 黏 淀 湿 润 富

铁土（１０，１１，１８号小区）、红砂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

土（１２和１３号小区）和红砂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上（１４和２２号小区）。虽然各类土壤的侵蚀量与次侵

蚀性降雨量都在ｐ＝０．０１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土壤类型不同，各侵蚀量与次侵蚀性降雨量相

关性的差异 也 很 大。降 雨 量 和 侵 蚀 量 相 关 性 最 显 著

的是紫红色砂 页 岩 发 育 的 紫 色 湿 润 雏 形 土 的 旱 地 土

壤（２２号小区），其相关系数为０．７６４，而相关性最差

的是鹰潭地区 分 布 最 广 的 第 四 纪 红 色 黏 土 发 育 的 黏

淀湿润富铁土（１８号小区），其相关系数只有０．２８１。
其它土壤的相关性也是差别很大，如１１，１２，１７，１９号

小区的相关系数都在０．６以上，而１３和２０号小区的

相关系数却都在０．４以下。从整体相关系数来看，次

侵蚀性降雨量 与 各 土 壤 侵 蚀 量 的 相 关 系 数 都 相 对 较

小，这一 方 面 可 能 是 由 于 观 测 小 区 的 面 积 较 小（１２
ｍ２），观测误差会造成离散偏大；另一方面本研究中的

１４个试验小 区 一 般 在３月 底 翻 耕，该 地 区 已 进 入 雨

季，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影响了土壤侵蚀；因此，在今后

的小区管理中可以适当进行年底旱季翻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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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土壤流失量与雨强因子的关系

同样，应用地统计学分析软件ＳＰＳＳ，在置信区间

９９％下，对不同小区次侵蚀性降雨的土壤侵蚀量与３０
ｍｉｎ最大雨强进行曲线拟合。可以得出，除第四纪红

色黏土发育的红色湿润新成土（９号小区）和第四纪红

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１１号小区）的侵蚀量

与次降雨Ｉ３０的回归方程呈：Ｍｓ＝ａ＋ｂＸ＋ｃＸ２＋ｄＸ３

的三次函数关系（Ｍｓ———侵蚀量；Ｘ———次侵蚀性降

雨３０ｍｉｎ最大雨强；ａ，ｂ，ｃ，ｄ———常数）以外；其它不

同土壤的次Ｉ３０与侵蚀量都存在：Ｍｓ＝ａＸｂ 的乘冥 曲

线关系（Ｍｓ———侵蚀量；Ｘ———次侵蚀性降雨３０ｍｉｎ
最大雨强；ａ，ｂ———常数）；且回归方程中的ａ＞０，ｂ＞
１。而且从各土 壤 侵 蚀 量 与 次Ｉ３０回 归 方 程 的 表 达 式

来看，由于土壤类型的不同相应的常数项和次冥也不

相同。但常数项和次冥的分布关系也比较复杂，规律

性不强。雨强 与 侵 蚀 量 的 关 系 也 存 在 由 于 土 地 利 用

方式的不同而使同一土壤回归表达式不同的现象，其

分布规律基 本 与 次 侵 蚀 性 降 雨 量 的 相 一 致。也 是 出

现在第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１０，１１，

１８号小区）、红砂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１２和１３
号小区）和 紫 红 色 砂 页 岩 发 育 的 紫 色 湿 润 雏 形 土 上

（１４和２２号小区）。从相关系数分布来看，各土壤的

侵蚀量与次侵蚀性降雨量都在ｐ＝０．０１水 平 下 呈 显

著正相关关 系，而 且 不 同 类 型 土 壤 的 侵 蚀 量 与 次３０
ｍｉｎ最大雨 强 的 相 关 系 数 相 差 不 大。除 笫 四 纪 红 色

黏土发育的红色湿润新成土（９号小区）和红色湿润新

成土（１１号 小 区）次Ｉ３０与 土 壤 侵 蚀 量 的 相 关 系 数 在

０．４以下以外，其它类型土壤的侵蚀量与次Ｉ３０的相关

系数都在０．５左右。从相关系数整体大小来看，Ｉ３０与

各土壤侵蚀量的相关性明显弱于径流量、次侵蚀性降

雨量与各土壤侵蚀量的相关性，其主要的原因也可能

与小区观测面积较小，雨季翻耕，以及该地区不同次

侵蚀性降雨的动能差异很大有关。

３　结 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降雨因子与南方不同土

壤侵蚀量在ｐ＝０．０１水平下都呈极显著的回归关系，
从相关性 来 看，径 流 量 与 各 土 壤 侵 蚀 量 的 相 关 性 最

好，次Ｉ３０雨强最差，而降雨量介于二者之间。从降雨

各因子与南方不同土壤侵蚀量的回归方程来看，在径

流和雨强因子下，各土壤 主 要 呈：Ｍｓ＝ａＸｂ 的 乘 冥 曲

线关 系（Ｍｓ———侵 蚀 量；Ｘ———径 流 量；ａ，ｂ———常

数）；而在侵蚀性降雨量因子下，各土壤主要呈：Ｍｓ＝ａ
＋ｂＸ＋ｃＸ２＋ｄＸ３ 三 次 函 数 关 系（Ｍｓ———侵 蚀 量；

Ｘ———次侵蚀性降雨量；ａ，ｂ，ｃ，ｄ———常数）。但由于

土壤类型和相同土壤的原始利用方式不同，各土壤侵

蚀量与不同降雨因子的回归方程式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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