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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
,

小流域洪峰流量 ( Q ) 和洪水总量 ( W )
,

与其相应的汇水面积 ( F )

密切相关
。

许多需要经常使用Q
、

W资料的有关部门
,

都要求有一个准确的Q~ F 和W~ F 关 系

图可供随时查用
。

因为直接计算Q
、

W的工作量较大
,
而且人工计算很不方便

。

然而
,

目前许多

地区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

即使过去已经有了 Q~ F及W~ F资料的地区
,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 的

提高和资料的积累
,

现在仍需要加以修正
。

因此
,

进一步探讨 Q~ F及W一 F 的整编方法
,

就 是

非常必要的了
。

我们在配合进行杳子河流域综合考察的内业工作时
, 应用 T R S一 80 微型计算机整编了 杳 子

河流域的 Q~ F及W~ F关系曲线
。

现将整编的程序方法作一初步总结
,

并简述其应用过程和 成
.

果
,

供有关部门参考
。

二
、

基本方法

计算小流域暴雨洪峰流量和洪水总量的公式很多
,

经过计算比较
,

我们选用
“
一院两所

”
法 (即

铁道部第一设计院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三单位研究的方法 )

作为整编的基本依据
。

因为这个方法是根据暴雨洪峰流量形成的物理模型
,

而推导出相应的计算
-

公式 , 它考虑了较多的自然地理因素
,

比较符合实际
。

小流域洪峰流量比较突出地或灵敏地反映出各单项因素的影响
,

例如流域的植被与土壤或其

他 自然条件可能在相隔很近的两个流域上截然不同
,

从而造成它们流量的朗显差别
。

由于
“ 一院

两所
” 法对洪峰流量的求解比较复杂

,

往往采用图解和简化方法来解决
,

但这样的计算误差均较

大
。

现在借助于电子计算机
,

就可以用数解法准确地求解了
。

在计算之前
,

首先通过调查分析本流域自然地理条件
,

确定该地区的小流域特征值
。

例如山

坡流速系数A
: ,

河槽流速系数 A :
(反映糙率 n 和扩散系数 a )

,

地 形参数 I
; 、

I : 、

L
: 、

L
Z

等
。

由于在小面积范围内
,

许多地理条件相似
,

故参数 I
, 、

L
: 、

I
: 、

L
: 、

A
;

等可近似认为仅 随 F变

化
,

因而采用 C 二 X F y 的形式进行概化处理
。

其次是按流域内土质特性
、

地表侵蚀与切割程度
,

划分出暴雨损失等级或损失参数
。

然后将这些概化值编入程序
。

为便于程序的编制或计算
,

现将
“ 一院两所

” 法基本方程式中的有关符号进行简化
,

即令
’ d (卜

r x ,

X
Z =

R
: s d l

( t
q + d ) ( I )



式中
: R:

— 流域内暴雨损失参数 ,
.

S
d

— 设计频率下暴雨雨力 (毫米 /小时 )

r :

— 暴雨损失指数
,

采用概化值 ,

t
q

—
造峰历时 (小时 ) ,

d
、

n d

— 暴雨时间参数和衰减指数
。

同样地
,

K , · 0
.

2 7 8 L 0
.

2 7 8 L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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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1 , “ ’ “ “
K Z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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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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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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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 、

I
:

分别为河槽坡降和山坡坡降 (米 /公里 ) ;

L : 、
L

:

分别为主河槽长度 ( 公里 ) 和山坡平均坡长

A
: 、

A
Z

分别为河槽与山坡的流速系数
。

再进一步简化
,

可令

K
3 = 0

.

2 7 s s d F X : = n d
/ ( l

X
` = ( l 一 P

,

)
r

一

于是
,

我们便得到简化符号后的公式形式
:

( a ) Q m = K
。

P ( 1 一 X :
) ( t

q + d )
一 n 。

一 0 . 8 一 0 . 5

(公里 )

+ d n 万1 )

( b ) t
q = P

:

〔K
;

Q + K
:

Q 〕

( c ) n d 一 X
,

( 1 一 X
: r ) / ( 1 一 X

Z
) -

( 2 )

r P 一x -

l 一 x
-

为减小篇幅
,

对计算中有关水文上常用的符号
,

本文不再赘述
。

请参看小流域暴雨径流研究

组著 《小流域暴雨洪峰流量的计算 》 即可
。

求出洪峰流量后
,

便可用下式计算洪水总 量W 以 及

洪水过程线参数m
:

w
= l 0 0 0 a 一, 。 t

o
F ( 3 ) m = 5

.

SW万` 二 ` ( 4 )

三
、

程序的步骤与编制

流域特征值的概化工作完成后
,

便可按上述方法或式 ( 2 )
、

式 ( 3 )
、

式 ( 4 ) 编制程序
,

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
。

程序的主要步骤如下
:

1
、

翰入墓本资料
:

( 1 ) 不同设计标准下的暴雨参数 S d
值 ,

( 2 ) 有关参数概化值 A : 、

I : 、

R
工、

R
: 、

和 d
、

n d 。

:2
、

按不同的 F计算小流域特征值 A
, 、

I
, 、

L
: 、

L Z 、

K : 、

K : 、

R等
。

3
、

取一个 F
,

计算不同 1 现 期的洪峰流工 Q :

( ]
_

) 假设 T Q : ,

得出相应的 P
: ,

( 2 ) 计算 P
、

Q
m 、

T 。 :

值
;

( 3 ) 判断结果
,

若
}
T Q ! 一 T Q :

!
、 。

.

0 1 ,

可进行 步 骤 4
,

否贝。重新设 T Q I ,

再计算一次
。

4
、

计算不同面积不同皿现期的洪水总皿W
:

( 1 ) 计算 t上
、

七
` ;

( 2 ) 用试算法确定 t
。 ,



( 3 ) 计算相应的A ` 、

W值
。

S
、

计算洪水过程线参数 W
。 、

m值
。

6
、

打印 (翰出) 结果
,

结束
。

根据上述主要步骤和基本方法
,

可作出如下程序框图 (见图 1 )
。

有了这个程序框图
,

就很

容易编制程序了
。

为便于程序方法的推广应用
,

现给出我们编制的程序清单
:

开开始始

输输人 : F .付声声

轴轴

嘴 :爵爵
...

取 1个氏计算: 丈...l

内内 ! K l
。

K乌` 1 , L 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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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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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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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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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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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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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 2 出 T 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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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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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应用过程及整编成果

将上述方法应用于陕北杏子河流域的实际计算
,

是配合该流域综合考察内业工作进行的
。

现

将其应用过程和整编成果简述如下
,

以供参考
。

根据我们对杏子河流域的调查情况分析
,

选用损失参数 R
Z 二 1

.

02
, r : 二 0

.

69
,

流域特征值的

概化成果见表 1
。

然后将这些概化值编入程序
,

在 T R S一 80 微型机上进行计算
,

其结果 十 分 满

意
。

裹 1 小流域特征值概化成果

编 号 概 化 式 概 化 值

河槽比降

河槽流速系数

河槽长度 (公里 )

山坡长度 (公里 )

I
: 二 5 2 F 一 o

·
3 1

A
: 二 0

.

2 F 一 o
·

o -

L
L二 1

.

6 F 。二

L : 二 0
.

2 F o
·

3 .

山坡流速系数

山坡坡度 (输 )

暴雨衰减指数

时间参数

A : = 0
.

04 5

I : = 3 5 0

n d = 0
。

7 0

d 二 0
。

0 3

计算机输出的总成果如表 2 所示
。

若将 这些数据点绘在对数坐标纸上
,

就是我们所需要 的 Q

~ F 及W ~ F 关系曲线 (见图 2 和图 3 )
。

最后再将这些结果进行回归分析计算
,

便可得到洪峰

流量Q和洪水总量 的经验计算公式 (见表 3 )
。

有了这些图表和经验公式
,

实际工作中使用起来就非常方便
。



裹 2 小流城 Q ~F及 W ~F计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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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区土壤春墒与近地层气象因子的关系

黄国俊 蒋定生 帅启富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土壤水分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

它对农田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和能否有良好的

耕作质量
,

农作物的收成好坏都有密切的关系
。

一个地区的土壤水分状况和当地的气候
、

地形
、

土质
、

植被和农业生产活动因子有关
,

大气降水是土壤水分的最基本来源
,

空气
、

温度
、

相对湿

度和风直接影响土壤的水分消耗
,

使土壤含水量呈 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

陕西黄土区 春 季 干 早少

雨
,

早情较为严重
。

据绥德县 29 年的资料统计分析
,

春旱类 (包括冬春旱
、

春早
、

秋冬春早
、

冬

春夏旱和春夏旱 ) 共 30 次
,

占各类干早总数的 41 %
。

而春季正是春播作物播种出苗和夏熟作物大

量需水阶段
,

也是水土保持造林种草的时节
,

倘若能预报这个时期的土壤墒情
,

及时采取对策
,

趋

利避害
,

为农业生产获得好的收成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但是必须注意到
,

由于土壤水分况状直接观

测资料的局限性
,

人们很希望寻找一个方法以便进行预测
。

美国土壤分类学家曾根据气象站有关

i降水量
、

温度和蒸发势方面的资料来判断土壤 的水分状况
。

近年
,

苏联 B
.

P
.

波洛布耶夫和 H
.

H
.

伊万洛夫等人建立 了空气相对湿度以及湿润系数 ( K
二
降水量 /蒸发量 ) 与土壤含水量 之 间的相

衰 3 小流域 Q ~ F及 W ~ F经验计算公式

重 现 期 洪峰流量 Q (立方米 / 秒 ) 洪水总量 (万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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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 语

通过杏子河流域的实际计算或应用
,

我们感到
,

应用电子计算机来整编小流域 Q一 F及W~ F

关系曲线
,

不仅能避免人工计算造成误差
,

而且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

具 有 速 度快
、

精 度

高的效果
。

然而
,

流域特征值的概化处理和暴雨参数的确定
,

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

本文所总结的程序方法
,

应用起来比较方便
。

它只需要在实际整编时
,

将该地区的流域特征

值和暴雨参数编入程序
,

便可输入计算机计算
,

得出满意的成果
。

这个程序方法的 另一 个 特 点

是
,

它同样适用于单个流域的 Q
、

W计算
。

应当指出
,

程序方法的技巧性很强
,

需要加以不断地

改进
,

才能进一步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