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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黄土 高原地区 个小流域和 个坡面小区的多年水土保持资料
,

对本地区 种不同时间尺度 年际
、

季节
、

频 次 的水土流失分布特征进行 了

分析研究
,

求得 了有关分布特性参数
、

数学方程式及分布变化曲线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时间分布变化复杂
,

均匀性差
。

所 以
,

分析本

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的基本特征
,

对于认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
,

制定水土保持规

划和治理措施
,

是十分重要的
。

关于本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规律的分析研究工作
,

虽

在有些资料中见到
,

但多见 于应用大中流域的年观测资料进行个例分析
,

这不仅不能晚

切反映本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的普遍规律
,

而且也不便小流域治理的具体 参 考 和 应

用
。

鉴于这一研究工作迄今尚无专文讨论
,

我们根据本地区 个小流域和 个坡面小区

的多年观测资料
,

从年际分布
、

季节分布
、

频次分布 种时间尺度
,

分析 了水土流失的

时间分布规律
,

并通过特性参数
、

数学方程式
、

变化曲线 种形式来表示水土流失时间

分布的规律性
。

一
、

水土流失的年际分布

年际分布的特性指标
,

主要是年际变化幅度和差异程度
。

关于年际变化幅度
,

用离

材的综合 利用
,

迅速提高利用率
。

七
、

要艘发水土保持法规
,

加强水土保持的宜传教育
。

我们有《森林法》
,

也要有《水

土保持法》
,

这是影响国脉民命的大事
,

应该有纪有法
,

遵纪守法
。

不过
,

任何法规的推

行
,

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的觉悟基础上
。

《森林法》之难于遵守执行
,

就在于并未成为

广大群众的 《森林法》
。

我们今后的封山法规
、

育林制度
,

都要变成广大人民 自己的乡

规民约
,

才能得到洛遵毋违
。

要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

家喻户 晓
,

深 入 人

心 ,
要拍摄 电影

,

搞幻灯片
,

到城乡放映
,

运用展 览
、

讲座
、

巡回演 出等
,

普及水土保

持
、

植树造林教育 还应编写学校教材
,

从小就进行知识灌输
,

提高文化水平
,

形成社

会风气 , 共 同努力
,

使有林县的植被筱盖率达到 以上
,

水土严重流失区的植被覆盖

率不低于
,

创造一个绿林遍布
、

山青水秀的美丽的江西省
。



裹 黄土离旅水土流失年际分布特性, 傲

小 流 域 坡 面

参数
币 ‘ 减 , 产 ‘ ‘ 组‘上

坡 面

产 流雨
‘

蚤 径流棋数 畏蚀模数 产流雨量 径流棋数 慢蚀 模数

。

挤

日

日。

。

。

。

。

。

。

。

。

。 。

。 。

。

 
。

。 。

。

吐

。

。

 

。

差系数
,

表示 , 关于差异程度
,

用比值参数日表示
。

日共有三个指标
, 二

日
, 二

垦龚缓值 氏 辱本篷填
。

表 是根据延安
、

绥德
、

西峰
、

天水等地小流域和坡面
‘

平均年值
’ ,

最小年值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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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资料 求得的水土流失年际分布特性参数值
。

从表 的结果可以看出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年际分布均匀性甚差
。

其分布变化的

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 从降雨
、

径流和土城侵蚀这兰者的年分布均匀性来看
,

土壤侵蚀年分布均匀

程度最差
,

变幅最大
,

径流量分布次之
,

降雨量分布相对最为均匀
。

例如
,

坡面和小流

域的年 离差系数
,

均值
,

侵蚀模数为
。 ,

径流模数为
,

产流雨量为  
。

侵蚀模

数
,

值为径流模数的 倍
,

为产流雨量的 倍
。

再如参数日值
,

侵蚀模 数 平 均 为

心,

径流模数平均为
,

产流雨量平均为
。

侵蚀模数日值为径流模数的

倍
,

为产流雨量的 倍
。

几 从坡 面和小流域这二者的年分布均匀性来看
,

坡面较小流域分布均匀性差
,

年变幅大
。

这里我们可 以看看坡面和小流域侵蚀模数年分布的差异程度
。

侵 蚀 模 数
,

值
,

坡 面为 拍
,

小流域为
,

坡面等于小流域的 倍
。

日参数坡面 为
,

小

流域为
,

坡面等于小流域的 倍
。

三 流域特征和地形条件虽对年水土流失量有很大影响
,

但对水土流失的年际分

布均匀性影响不大
。

例如
,

我们求得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的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 。

吨 平

方公里 , 其年离差系数 平均为 黄出高原区小流续的年平均侵蚀 模 数 为
,

吨 平方公里
,

其年离差系数 平均为
。 。

结果侵蚀模数二者相差很大
,

而
,

值 却 差

异不大
。

我们对 个 一
“

的不同坡面年际分布情况也进行了 比较计算
,

并用
,

表示

石 个不同坡面的水土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年际分布的差异情况
。

结果 个坡面的侵蚀模数

量离差系数
, ’

讯
,

侵蚀模数年分布均匀性
, ’ 二 。

可见坡度和坡形条件对水土

流失年分布均匀性的影响远比它对水土流失量的影响小得多
。

所 以
,

表 的有关参数可

以反脾黄土高原小流峨水大流失年际分布的普遍规律
。

为 了拜形定量地反映本地 区水土流失的年际分布特征
,

在求得上述有关 参 数 的 同

时
,

我们 又建立了累积年数同累积径派量变化
、

累积侵蚀量变化的两种相关关系式
,

并



用 日形式 表示
。

这里日是指累积年数百分数
,

是指累积径流量
、

侵蚀量 百 分 数 按

年水土流失量的大小顺序排列
。

通过对延安
、

绥德两地小流域和绥德
、

天水两地坡面

小 区实测资料的回归分析计算
,

求出了下述 个方程式

一 径流模数年际分布为

坡面 日
。

日

小流域 二 日
。

日

二 侵蚀模数年际分布为

坡面
日

。

日
 

小流域
日 一
日

从上述 个式可 以看出
,

本地 区水土流失的年际累积变化呈双曲函数分布
。

值的大

小反映了年际分布集中程度的高低
。

从上述 个式的相对计算结果看
,

坡面较小流域相对。

值大
,

集中程度高 , 侵蚀模数较径流模数相对 值大
,

集 中程度高
。

例如
,

当日 时
,

一 式的 值分别为
。 , 。

可 见 式

最大
,

式最小
。

上述 个式所得结果表明
,

本地区土壤流失的年际分布集 中程度

相当高
。

就平均而言
,

一个小流域假若有 年的资料
,

那么一年的土壤流失量可 占这

年总数的  以上
。

例如
,

西峰杨家沟 年 总土壤侵蚀模数为
,

吨 平方公 里
,

其

中一年的土壤侵蚀模数是
,

吨 平方公里
,

等于总数 的
。 。

二
、

水土流失的季节分布

季节分布的主要指标是月分配百分数和季节分布动态曲线
。

表 和图
,

是根据本地

区 个小流域 次降雨径流实测资料求得的水土流失月分配百分数和季节分布动 态 曲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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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年侵橄爱仲百妙致
香年全在度呈拍百分孩

、

径流量分布 曲线
、

侵蚀借分布曲线

图
、

黄土离 水土流失攀节分布动态曲级

从表 和图 的结果可以看也
,

‘

水土流失的季节分布规摔有以下儿点

一 受气候因素的影响 主要是降水 因素
,

使得黄土高原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的水土流失季节分布有所不同
。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从分布均匀性看
,

南部较北

部均匀性好
,

月变幅小 二是南部地区水土流失量主要集 中在
、 、

三个月
,

其土

集流失量可占全年的助
,

而北部地 区水土流失量主要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其土

壤流失量可占全年的份2
.
8 %

。

( 二) 就整个黄土高原而言
,

产流次数最多的是 8 月份
,

可占全年总次数的33 。

6
%

;

径流量最多的是 8 月 份
,

可古全年总径流量的32 .9 % (略高于 7 月扮) ;土壤流失 量 最

多的是 7 月份
,

可占全年总土壤流失量的43.7%
。

为什么 7 月份的产流次数和径流量都

低于 8 月份
,

而土壤流失量却远大于 8 月呢?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暴雨强度的不同而引起

的
。

( 三 ) 和水土流失的年际分布变化相同
,

水土流失的季节分布也是土壤侵蚀量较径

流量变幅大
,

集中程度高
。

从水土流失量最为集中的 7 、

8 两月来看
,

径流量 7 、

8 两

月可占全年的64
.6 % ,

侵鹅彝孚
、 、 且两月可占全年的孚4声 %

。

侵蚀量的集中程度较径流

量的集中程度相对 高出10 .3 %
。

三
、

水土流失的频次分布

频次分布的特性指标
,

主要是年发生频次的分布变化和水土流失量的次数分配
。

关于

年发生频次的分布变化
,

用年频次离差系数C
, ,

年最多次数
n :、

年最少次数
n: 、

年 平

均次数。:
4 种参数分别表示

。

关于水土流失量的次数分配
,

用C :、

C

: 、

日
:、

日
: 4 种 参

数分别表示
。

这 4 种参数的含义是
: C , 表示年平均最大一次水土流失量 占全年 总 量 的

百分数; C :
表示典型年最大一次水土流失量 占全年总量的百分数

;
p

, 表示整个观 测 系

列中最大一次水土流失量和平均一次水土流失量的比值
;

日
:
表示年最大一次水 土 流 失

量和年平均一次水土流失量的比值
。

表 3 是根据n 个小流域和 6 个坡面的1 ,
0

00 多 次 实

测资料平均求得的水土流失频次分布特性参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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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的有关参数可以看出
,

本地区水土流失频次分布的基本规律有以下几点
:

(一 ) 水土流失次数的年出现机率极不均匀
,

且坡面 比小流域更甚
。

若以坡面和小

流域二者参数的平均值计算
,

本地区水土流失频 次变化的年离差系数为0.7 ,

年最 多 发

生 次数为
,

1 6

.

7 次
,

年最少发生次数为 2 。

2 次
,

年平均发生次数为7 。

7 次
。

年最多次数为年

最少次数的7.6倍
。

上述参数值是就黄土高原一般规律而言的
,

在个别地方
,

这一 特 点

表现的更为突 出
。

例如延安小贬沟
,

7 年中水土流失次数共86 次
,

年离羞系数为。
。

9

。

年最

多次数为36 次
,

占总次数 的41 。

9
%

,

为年平均次数的4
.2倍

。

年最少次数只有 4 次
,

和

年最多次数相差 8倍
。

( 二) 本地区水土流失量的次数分配更不均匀
,

其不均匀程度坡面比小派域更甚
。

就坡面和小流域平均而言
,

平均年一次降水的土壤侵蚀量可占全年总浸蚀量的 66。

4
%

,

典型年可 占到95.1%
。

在个别地方
,

这一不均匀性就更显突 出
。

例如绥德 王 茂 庄 沟
,

1 9 6 0 一1965年 6 年中
,

36 次降水所引起的土壤侵蚀模数总量为 39
,

3
58

.
。吨/平方 公 里

。

而1961年 8 月 1 日一次历时 4 小时的强暴雨所产生的土壤侵蚀模数为料
,

52
0

.

0 吨/ 平 方

公里
,

等于这一年总土壤侵蚀模数的”
.8%

,

占 6 年36次总侵蚀量的62
.3%

。

在求得水土流失频次分布有关参数的同时
,

我们又建立 了产流次数累积百分数和水

土流失量累积百分数两个相对变量的关系
。

图 2 是根据延安
、

绥德两地资料求得的水土

流失量次数分配累积变化曲线
。

从曲线上可以查得
,

当产流次数累积百分数为10 % 时
,

其相应的径流量为 总 量 的

即%
,

侵蚀量为总量的63 ,
5

%

。

当产流次数累积百分数为50 % 时
,

其相应的径流量可 占

总量的昭
。

5 %

,

侵烛量可 占总量的96。
8

%

。

由此可见
,

一个地方的水土流失量主要集中

在几场高强度的暴雨中
。

四
、

结 论

(一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时间分布均匀性甚差
。

其分布均匀性的差异程度一般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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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大于南部
,

坡面大于小流域
,

侵蚀量

变化大于径流量变化
。

( 二)黄土高原土城流失量的年分布离

差系数在坡面为1 。

49

,

在小流域为l 。

24

。

累

积年数和累积土壤流失量的变盈关系曲线

呈双曲函数分布
。

本地区土坡流失量年分

布的集中程度有两个特征值
:

一是在10 %

的年数 中可集 中土壤流 失
,

量 的 36 。

3
%

;

二是在50 % 的年数 中可集中土壤流失量的

83 。

4
%

。

( 三 ) 黄土高原土集流失量月分配最

多为 7 月份
,

可占 全 年 土 集 流 失 量 的

43
.
7 % ,

其次是 8 月份
,

可 占全年土壤流

失量的31.3%
。

这两月土壤流失量可 占全

年总量的75 %
。

在南部地 区
,

土壤流失量主

要集 中在 6 一 8 月份
,

其土壤流失量可 占全年总量的7,
.
8 %

,
在北部地区

,

土壤流失量

主要集中在 7 一 9 月份
,

其土壤流失量可 占全 年 的92
.8%

。

( 四) 黄土高原年平均土壤流失次数为7 。

7 次
,

年最多土壤流失次数为 16 .7 次
,

年

最少土壤流失次数为2.2次
。

年颇次分布离差系数为0 .7 。

平均年一次降水的土壤流失童

可 占全年总量的“
.4%

,

典塑年可占95 % 以上
。

本地区土壤流失量频次分布的集中程度

有两个特征值
:

一是10 % 的次数可集中63
.5% 的土壤流失量 ; 二是勃 % 的次 数 可 集 中

96 。

8
% 的土壤流失量

。

( 五) 引起本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不均匀性的主要原因是降水时间分布的不均匀

性
,

主要因素是攀雨的出现时间
、

移动路径
、

雨强特性
。

下垫面 因素对其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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