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道长度L、流域面积 S,并求得其密度值。当求大区的特征值时, 将各主控面积内特征值叠加

即可。其优点不仅可给定任一流域的侵蚀特征,且为工程设计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准备。在工程

布置时,可随时调用各沟道的基础资料,一次调查,多级使用, 可大量节省工程设计时间。

3　结论与建议
沟壑密度调查,虽然是项基础调查工作,对于水土保持工作者来讲, 属于常识问题,但事实

上存在着科学性与实用性的问题。多年来, 各地在做小流域评价时,均使用了沟壑密度的概念,

但笔者做社会调查时, 发现调查方法缺少规范化, 就最新颁布的 GB/ T15772- 1995, GB/

T 16453- 1996对沟壑密度调查、集水面积、计算方法也没有做具体的规定。通过上述分析, 认

为采用水文网络法调查沟壑密度较为合理。经方案比较,三种方案最终计算结果是一致的。但

对于特定局部地面而言,水文网络可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整个流域的沟蚀程度,且为工程设

计提供了前期准备工作,建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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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TAR- 1进行土壤物理特性时空变异研究初报
研究背景: L ISEM ( L imberg So il Ero sion M odel)模型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次降雨土壤侵蚀预测物理模型,在

欧洲应用极为广泛, 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流域内土壤、植被、降雨、水文过程等因子的详细测定,输入土壤物理

参数——残余含水量、饱和含水量、饱和导水率、持水曲线和导水曲线及相关系数, 运用 Darcy , Richard 或

Green- Ampt 入渗公式计算出降雨产生的径流,再应用 GIS( Pcraster )系统对流域内不同单元进行叠加 ,形

成流域出口处的径流和侵蚀过程。为了研究该模型在黄土高原的适应性,我们在中欧合作项目“中国黄土高

原提高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及土壤侵蚀模型建立”支持下, 在陕北安塞县大南沟小流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小流

域土壤物理特性时空变异属其中之一。

STAR- 1:在实验过程中采用 STAR- 1 进行土壤物理参数的测定, ST AR- 1 是由荷兰 Winand Staring Cen-

tr e根据蒸发法原理研制的用于土壤物理测定的自动化仪器, 该仪器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体积小、可在不

同环境和电源条件下工作, 同时产生的数据文件可用“Appia”软件包进行处理, 从而使得 ST AR- 1 的使用价

值显著提高,应用前景十分广阔。该仪器 1995 年开始商品化,它包括 1 个主机和 4 个模块,主机是仪器的控制

系统, 它包括设置、测定、数据、校正、测试 5 个功能键,分别进行仪器的状态设置、测定的开始和停止、数据的

存贮、提取和管理、仪器校正、各种功能的测试。模块由压力传感器、张力计、电子天平等部件组成, 主机与模

块间用通讯缆线连接。

Appia”软件包: 它是用来处理 STAR- 1数据文件的专用软件包, 93年问世, 95年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其核心

是 91 年由美国 van Genuchten 编写的“非饱和土壤水力函数 RETC 程序”, 它包括叠代法计算 hm( ) , 用水分

损失通量和 Darcy 公式计算 K (m) , 用 Brooks 和 Corey , van Genuchten 持水模型拟合持水曲线, 用 M uale和

Burdine 模型拟合导水曲线及用非线性最小平方优化法进行参数预测 5个过程。软件运行后自动产生持水曲

线和导水曲线, 并给出相关参数。

研究进展: 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地形地貌和土壤类型,在大南沟小流域选定了 17 个测定点,定期对每个样点采

集 2 个土样进行试验, 用以分析土壤物理特性的空间变化和因耕作、农事活动、降雨等引起土壤物理特性的时

间变化, 现已完成 68 个样品的测定, 得出了小流域土壤物理特性时空变异的初步结论, 结果较为理想。

(张光辉·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陵·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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