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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降雨类型下的南方典型土壤侵蚀量差异研究

张黎明1, 2 , 于东升2 , 史学正2 , 林金石1, 2

( 1.福建农林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 利用江西省鹰潭市红壤国家生态实验站 1997) 2003 年度自然降雨观测资料和该站我国南方主要类

型土壤径流小区的流失量实测数据,研究了 5组降雨类型( I: 12. 7 mm< 次降雨量< 20 mm; Ò : 20 mm [ 次

降雨量< 30 mm; Ó : 30 mm [ 次降雨量< 40 mm; Ô : 40 mm[ 次降雨量< 50 mm; Õ : 次降雨量> 50 mm)在

单位降雨( 1 mm)和单位降雨侵蚀力( 1个数值侵蚀力)条件下不同类型土壤的流失量差异。结果表明: ( 1) 单

位降雨产生侵蚀力的规律为: Õ > Ó > Ô > Ò > Ñ 类降雨。 ( 2) 不同土壤在单位降雨下的产沙量趋势呈:

Ñ > Ô > Ó > Õ > Ò 类降雨。( 3) 在单位降雨侵蚀力下, 除 Ò 类降雨的产沙量相对比Õ类降雨的产沙量大

以外,其它各类降雨的产沙量规律与单位降雨的产沙规律相一致,均呈现: Ñ > Ô > Ó 类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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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Loss of Different Typical Soils in South China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Types

ZH ANG L-i ming 1, 2 , YU Dong- sheng2 , SH I Xue-zheng2 , L IN Jin-shi1, 2

( 1. Col lege of Resour ce and Env ir onment , Fuj ian A gr icultur e and For estr y Univ er sity ,

Fuzhou, Fuj ian 350002, China; 2. State K ey L aborator y of S oil and S ustainable A gr icul tur e,

Nanj ing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 Nanj ing, J iangsu 210008, China)

Abstract: Accor ding to the observat ion data o f rainfalls and soil loss in the ecolog ical exper im ent stat ion o f

red soil( EESRS) in Ying tan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f rom 1997 to 2003, the amounts of soil erosion of sing le

precipitat ion and sing le rainfall erosivity in dif ferent so il s o f south China w er e analyzed. T he results w ere as

fo llow ing : ( 1) The tendency of rainfall ero sivity in single precipitation w as: Õ> Ó > Ô > Ò > Ñ ( I: 12. 7

mm< rainfall< 20 m m; Ò : 20 mm [ rainfall< 30 m m; Ó : 30 mm [ rainfal l< 40 mm ; Ô : 40 mm [ rainfall

< 50 mm ; Õ : rainfall> 50 m m) . ( 2) T he tendency of unit precipitat ion on so il loss in differ ent soil ty pes

w as: Ñ > Ô > Ó > Õ> Ò . ( 3) The tendency o f soil loss in single r ainfall erosiv ity w as the same as that o f

unit precipitation, ex cept gr ade Ò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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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

水力侵蚀面积 1. 79 @ 106 km 2 ,每年土壤流失量达到

8. 00 @ 10
9

t~ 1. 20 @ 10
10

t, 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 1-2]
。土壤侵蚀的产生是多种自然与社会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降雨是土壤侵蚀自然因素的

主要动力,雨滴击溅和分离土壤颗粒以及径流冲刷和

转运导致了土壤流失 [ 1-2]。自从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以

后,降雨与土壤侵蚀的关系也成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的重点。从 1751年开始,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 3]

首次涉及到暴雨对土壤的溅蚀作用。到 1940 年

Law s
[ 4]
对自然降雨的特征进行了研究。1947年 E-l

lison
[ 5]
对降雨的侵蚀机制作了分析,极大地改变了人

们对土壤侵蚀的认识, 并促进了许多学者对雨滴直

径、雨滴分布、雨滴下落的终点速度以及降雨能量的

研究。Legout等[ 6] 采用人工模拟降雨方法研究了 4

种不同土壤类型在相同降雨条件下的溅蚀距离和团

聚体的分配情况。周佩华等人[ 7] 真正将降雨与土壤

侵蚀视为一体进行研究,得出了雨滴动能与降雨强度

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降雨能量与侵蚀量之间

的关系。焦菊英等 [ 8]通过分析黄土高原不同类型暴



雨的降水侵蚀特征,得出次雨量为 10~ 30 mm 的 A

型暴雨是引起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近些年来,在我

国南方土壤上关于降雨与土壤侵蚀关系的研究也很

多。例如,孙昕等[ 9] 对江西省兴国县塘背河、廖公坑

和蕉溪河 3个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

梁音等[ 10] 研究提出了新的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 EI

值)的计算方法,并对南方红壤区 476 个县的土壤侵

蚀综合指数进行了计算。

尽管国内外水土保持工作者对降雨与土壤侵蚀

的关系做了很多研究。但利用次降雨量大小分类方

法对单位降雨( 1 m m)和单位降雨侵蚀力( 1个数值

侵蚀力)条件下不同类型土壤的流失量差异方面的研

究却相对较少。

为此,本研究利用江西省鹰潭市中国科学院红壤

国家生态实验站径流小区 1997 ) 2003年间土壤流失

量实测数据和自建气象台站的降雨观测资料,研究了

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和单位降雨侵蚀力对我国

南方不同典型土壤流失量的影响, 以便为进一步提高

我国南方地区不同土壤流失量预报精度和合理制定

水土流失模型参数提供参考依据(表 1)。

1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1. 1  径流小区概况及布设
红壤生态国家实验站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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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b55c3d, 北纬 28b15c20d, 距南昌市 135

km, 离鹰潭市 13 km,属中亚热带北缘湿润季风气候

区。该区地势较平坦, 以低丘岗地为主, 海拔均在

100 m 以下,年均气温为 17. 7 e ,最高温在 7 月份,

平均温为 29. 5 e ,最低温在 1月份,均温 5. 1 e , \
10 e 的积温为 5 627. 6 e , 年均日照时数为

1 852. 4 h, 年平均降水量 1 752 mm。年内降雨分配

极为不均, 干湿期非常明显,雨季 3 ) 6月的降水量占

全年总降水量的 60%, 而旱季 9 月至翌年 1 月降水

量仅占全年的 20% ,极有利于土壤侵蚀的发生[ 11] 。

表 1  试验小区的基本情况

小区 成土母质 土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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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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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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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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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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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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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 以上。种植花

生、红薯、西瓜等, 种植年限已有 15~ 20 a。

17 云母片岩
黏淀湿润

富铁土  
荒地土壤, 土层深厚,厚度可达 3 m 以上, 有机质层较薄, 0)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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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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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 40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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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 以上。耕地上种植花生、油菜、红薯等, 种植

年限已有约 20 a。该旱地土壤处在坡的下部,坡度约为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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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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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a。该旱地土壤处在坡的中部, 坡度约为 7b, 但在坡顶上母质层出露, 局部发育成

初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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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站建有径流试验小区 22个, 小区的水平投影

长 8 m,宽 1. 5 m。其中 9 ) 22号小区分别装填我国

南方主要类型的土壤,各试验小区的土壤的一些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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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呢绒网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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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1. 2. 1土壤流失量观测  根据红壤生态实验站土壤

侵蚀实验区的观测结果表明, 当某一次降雨量 P<

12. 7 mm 时, 该场次的降雨不会引起土壤流

失[ 11, 13-14]。因此,本研究统计的侵蚀性降雨是指次降

雨量 P> 12. 7 mm 的降雨。降雨场次按历时 6 h而

降雨量 P< 12. 7 mm 作为划分原则
[ 11, 13]

。一场侵蚀

性降雨过后,立即测量各个小区的径流量( R i )、采集

径流样品、收集网袋中所有的泥沙样品。然后将样品

带回实验室风干后测定其重量( G i ) ,再用烘干法测定

径流中的泥沙含量( C s )和风干泥沙样中的土壤含水

量( Cw )。则每次土壤流失量( S i )为: S i = R i @ C s +

G i / (1+ Cw ) ; 年径流量为E R i ,年土壤流失量为E S i。

1. 2. 2  降雨侵蚀力计算  本研究计算红壤生态实验
站土壤侵蚀实验区的 R 值时,以 USLE 方程的 EE I 30

算法作为标准方法[ 11, 13] 。

R= EEI 30 / 100 ( 1)

式中: R ) ) ) 某次降雨的侵蚀力值1100m # t # cm /

( hm
2 # h) 2,此米吨系统转成美制系统后乘以17. 02

即可转成焦耳系统1M J # mm/ ( hm2 # h # a) 2; E

E ) ) ) 某次降雨的总动能1J/ ( m2 # m m) 2; I30 ) ) ) 某

次降雨中最大 30 m in的降雨强度( cm/ h)。

次降雨过程中的某时段雨量的动能 E:

E= e #P ( 2)

e= 11. 897+ 8. 731 lgi ( 3)

式中: P ) ) ) 某时段降雨量( cm) ; e) ) ) 单位降雨强度 i

( mm/ h)决定的单位降雨动能﹝ J/ ( m2 # mm) ﹞。

通过以上公式算出每次侵蚀性降雨侵蚀力, 将每

月各场次的次降雨侵蚀力求和,得到该月的降雨侵蚀

力 R,将全年各场次的次降雨侵蚀力 R 求和, 得到本

年度的降雨侵蚀力 R。

2  结果与分析

2. 1  研究区不同降雨类型降雨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对红壤生态国家实验站各年的侵蚀性降

雨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次降雨量的大小等值间隔划

分为 5类(表 2)。

从不同类型降雨分布来看,红壤生态实验站地区

主要以Ñ , Ò 和Õ类降雨为主, 这 3 类降雨占总侵蚀

性降雨场次的 81. 4%; 而 Ô 类降雨最少, 7 a 中只有

12次。从各类侵蚀性降雨雨量分布来看(图 1) , Õ类

降雨明显高于其它 4类,其降雨量占总侵蚀性降雨量

的 58. 35%, Ô 类降雨是最少的, 其降雨量只占总侵

蚀性降雨的 4. 78%, 而其它 3类的降雨量相差不大,

都约在 1 000 mm。这也对水土保持工作者制定鹰潭

地区的土壤侵蚀工作计划提供了一个依据, 尤其 Õ类

降雨的增多, 必然造成该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因

此, 在该地区应重视气象预报, 提高灾害天气的预报

准确度, 严防暴雨造成的突发性水土流失。

表 2  红壤生态实验站不同侵蚀性降雨分类

降雨类型 Ñ Ò Ó Ô Õ

雨量/ mm 12. 7< P< 20 20 [ P< 30 30 [ P< 40 40 [ P< 50 P> 50

样本数 N 66 63 31 12 55

图 1 1997 一 2003 年不同类型降总雨量分布

2. 2  不同雨型单位降雨( 1 mm)产生侵蚀力的差异

降雨侵蚀力指数是判断降雨侵蚀的最佳指标之

一, 它已成为土壤侵蚀规律研究和土壤侵蚀预报的重

要基础。为更好地了解红壤生态实验站地区降雨侵

蚀力的特性, 以便提高该地区的水土流失预报精度;

本研究对该地区 1997 ) 2003年在不同降雨类型下每

1 mm 降雨产生的侵蚀力进行了分析(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在不同降雨类型下虽然降雨

量相同,但产生的降雨侵蚀力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

Ñ类降雨下产生的侵蚀力最小,单位降雨只产生2. 47

MJ # mm/ ( hm
2 # h # a)的侵蚀力;而在Õ类降雨下产生

的侵蚀力最大,单位降雨产生 5. 50 MJ # mm/ ( hm
2 # h

# a)的侵蚀力, 其它各类降雨下单位降雨产生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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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并不都是随着降雨量的增大而呈现正相关关系。

如在Ô 类降雨下单位降雨产生的侵蚀力比 Ó 类要小,

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雨强的大小造成的。虽然 Ô

类降雨的次降雨量较大, 但平均雨强相对较小, 只有

9. 83 m m/ h, 明显小于 Ó 类降雨的平均雨强 17. 64

mm / h,以致使最终产生的降雨侵蚀力较小。

表 3  不同降雨类型下的平均雨强和单位降雨量( 1 mm)降雨产生的降雨侵蚀力

降雨类型 Ñ Ò Ó Ô Õ

雨量/ mm 12. 7< P< 20 20 [ P< 30 30 [ P< 40 40 [ P< 50 P> 50

R均值   2. 47 2. 77 4. 19 3. 08 5. 50

I 30均值   10. 37 12. 28 17. 64 9. 83 22. 39

  注: R均值单位为 MJ# mm/ ( h m2 # h # a) ; I30均值单位为 mm/ h。

2. 3  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 1 mm)对南方典型

土壤产沙量的影响

应用红壤生态国家实验站 1997 ) 2003年间土壤

可蚀性试验区流失量实测数据和自建气象台站的自

然降雨观测资料,得出我国南方典型土壤在不同降雨

类型下单位降雨的产沙量(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我国南方典型土壤在不同降雨

类型下单位降雨产生的流失量差异也很大。在 Ñ类

降雨下产沙量最大的是花岗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

土( 15号小区) , 每 1 mm 侵蚀性降雨产生 7. 25 g 泥

沙,其相对于产沙量最小的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

溶土( 20号小区)相差将近 4倍。另外,在 Ñ类降雨下

其它土壤间产沙量差异也比较大。如 11, 16, 17, 19

和 22号小区的产沙量都在5. 0 g 以上, 而13和18号

小区产沙量却在 2. 5 g 以下。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土壤

自身属性的差异导致土壤产沙量差异很大,一般黏粒

含量小和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抗侵蚀能力强, 反之则

小;从土壤属性来看, 11, 16, 17和 19号小区黏粒含量

都基本在 38%以上, 明显高于其它多数土壤类型, 这

也导致了这几个小区的土壤产沙量相对较大 [ 12]。在

Ò 类降雨下各土壤产沙量都普遍较小, 而且差异也不

大, 大多在1~ 3 g 之间。但在Ó 类降雨下产沙量又开
始增大, 而且不同土壤间差异也比较大。产沙量最大

的也是花岗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15号小区) ,每

1 mm 降雨下产生 6. 02 g 泥沙量, 最小的是第四纪红

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 ( 18 号小区) , 只有

1. 03 g ,其它小区产沙量大多在 3~ 5 g 之间。在 Ô 类

降雨下不同土壤间的产沙量差异也比较显著,产沙量

最大的是花岗片麻岩发育的简育湿润富铁土( 16 小

区)和紫红色砂页岩发育的紫色湿润雏形土( 22 号小

区) ,每 1 mm 侵蚀性降雨的产沙量都在 7. 0 g 以上,

最小的是第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 18

号小区) ,每 1 m m 侵蚀性降雨只产生 1. 89 g泥沙, 其

它各小区产沙量差异也比较大。在 Õ类降雨下各小

区产沙量都相对较小, 而且各土壤间差异也不大, 大

多在 2~ 5 g 之间。

表 4 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量( 1 mm)在不同下垫面条件下的产沙量

小区

编号

Ñ

n s

Ò

n s

Ó

n s

Ô

n s

Õ

n s

9 70 2. 94 45 1. 47 26 3. 18 10 4. 49 49 1. 98

10 74 4. 81 48 1. 55 25 3. 98 11 5. 52 46 2. 50

11 64 6. 58 46 2. 18 26 3. 19 11 5. 47 48 2. 43

12 75 3. 28 48 1. 33 27 2. 80 11 3. 23 49 2. 41

13 80 2. 45 52 1. 18 28 4. 17 11 4. 02 49 2. 06

14 85 4. 49 57 2. 29 29 4. 21 10 4. 43 49 3. 18

15 95 7. 25 59 3. 03 30 6. 02 12 5. 64 49 4. 54

16 84 6. 03 56 2. 68 30 4. 19 9 7. 93 50 4. 30

17 88 5. 11 58 2. 86 29 3. 83 12 5. 29 50 4. 83

18 81 2. 33 53 0. 71 27 1. 03 11 1. 89 47 0. 91

19 82 5. 30 52 3. 18 28 4. 00 10 4. 36 50 3. 80

20 81 2. 01 51 0. 93 27 5. 39 11 3. 76 50 1. 73

21 76 3. 33 53 1. 33 26 3. 33 11 4. 38 48 2. 39

22 85 5. 08 55 2. 21 28 3. 48 11 7. 79 48 3. 89

  注: n为样本数; s 为产沙量( g/ m2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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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表明, 南方不同类型土壤产沙量呈现:

Ñ> Ô > Ó > Õ> Ò 类降雨的分布规律,这也与本课

题组在江西省红壤区铝质湿润淋溶土上的野外模拟

降雨的试验结果相一致 [ 15]。但也有部分土壤的产沙

量存在与以上趋势不一致的现象, 如在 Ñ 类降雨下
10, 11, 12, 14, 15, 18 和 19 号小区产沙量比其它各级

降雨类型要高出许多; 9, 16, 17, 21 和 22号小区在 Ô

类降雨量条件下的产沙量是 5类降雨中最大的,而 13

和 20号小区在 Ó类降雨下的产沙量比其它各类降雨
的要高,其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 4  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侵蚀力对南方典型土壤产

沙量的影响

根据土壤可蚀性试验区流失量实测数据和自建

气象台站的自然降雨观测资料, 得出我国南方典型土

壤在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侵蚀力( 1 M J # m m/ ( hm 2

# h # a) )的产沙量结果(表 5)。

从表 5可以看出,我国南方典型土壤在不同降雨

类型下单位侵蚀力产生的流失量差异也很大。在 Ñ

类降雨下花岗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15号小区)

产沙量最大, 其单位侵蚀力产生 2. 83 g 泥沙;与产沙

量最小的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20号小区)

相比, 相差近 4倍;而且在这类降雨下其它土壤间差

异也是比较大,如 11, 15, 16, 19号小区的产沙量都在

2. 0 g 以上,而 9, 13, 18, 21号小区产沙量却在 1. 0 g

左右。但在 Ò 类降雨下各土壤间的产沙量差异又不

大, 各小区的产沙量大多在0. 4~ 1. 0 g 之间。在Ó 类

降雨下, 除第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

( 18号小区)产沙量比较小以外,其它土壤的产沙量大

多在 0. 6~ 1. 0 g 之间。在 Ô 类降雨下也是第四纪红

色黏土发育的黏淀湿润富铁土( 18 号小区)的产沙量

比较小, 单位侵蚀力只产生 0. 44 g 泥沙量;产沙量最

大的是花岗片麻岩发育的简育湿润富铁土( 16 号小

区)和紫红色砂页岩发育的紫色湿润雏形土( 22 号小

区) ,单位降雨侵蚀力产沙量都在 1. 7 g 以上,其它各小

区产沙量大多在 1. 0~ 1. 5 g之间。在Õ类降雨下各小

区产沙量都相对较小,基本都在 0. 3~ 0. 8 g 之间。

表 5 不同降雨量类型下 1 个数值降雨侵蚀力在不同土壤上的产沙量

小区

编号

Ñ
n s

Ò
n s

Ó
n s

Ô
n s

Õ
n s

9 70 1. 00 45 0. 44 26 0. 67 10 0. 99 49 0. 34

10 74 1. 80 48 0. 47 25 0. 72 11 1. 28 46 0. 44

11 64 2. 25 46 0. 64 26 0. 69 11 1. 25 48 0. 42

12 75 1. 37 48 0. 46 27 0. 72 11 0. 74 49 0. 42

13 80 0. 93 52 0. 41 28 0. 93 11 0. 92 49 0. 36

14 85 1. 63 57 0. 77 29 0. 96 10 1. 02 49 0. 55

15 95 2. 83 59 1. 05 30 1. 36 12 1. 38 49 0. 79

16 84 2. 23 56 0. 93 30 0. 99 9 1. 77 50 0. 74

17 88 1. 99 58 0. 98 29 0. 86 12 1. 29 50 0. 84

18 81 0. 90 53 0. 23 27 0. 22 11 0. 44 47 0. 15

19 82 2. 04 52 1. 03 28 0. 90 10 1. 04 50 0. 87

20 81 0. 78 51 0. 30 27 1. 20 11 0. 86 50 0. 30

21 76 1. 06 53 0. 45 26 0. 77 11 1. 00 48 0. 41

22 85 1. 99 55 0. 75 28 0. 74 11 1. 78 48 0. 68

  分析表 5可知, 从不同降雨类型下各土壤流失量

总趋势呈现:Ñ> Ô > Ó > Ò > Õ类降雨的分布规律, 这

也与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的产沙量规律基本相一

致,不同的是单位侵蚀力下Ò类降雨产沙量要比Õ类降

雨的大;而且与单位降雨下的产沙趋势相比,各小区在

单位侵蚀力下产沙量规律分布都相对比较一致。在Ñ

类降雨下除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20号小区)

以外,其它各小区产沙量都是在这 5类降雨中最大的。

在Ô类降雨下千枚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 20号小

区)以外,其它小区的产沙量都是小于 Ñ类降雨而大

于其它各类降雨。在 Ó 类降雨下除 13, 17, 18, 19, 20

和 22号小区以外, 其它各小区产沙量分布也相对比

较一致,均小于 Ñ和 Ô类降雨,而大于 Ò 和Õ类降雨。
在 Ò 类降雨下除 17, 18, 19和 22号小区外, 其它小区

都是产沙量小于Ñ , Ô和 Ó级降雨,而大于Õ类降雨。

在Õ类降雨下所有小区的产沙量都是在各类降雨下

最小的。

3  结论

( 1) 从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产生的侵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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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Õ类降雨下产生的侵蚀力最大,单位降

雨产生 5. 50 M J # m m/ ( hm
2 # h # a)的侵蚀力; 而在

Ñ类降雨下产生的侵蚀力最小,单位降雨只产生2. 47

MJ # mm / ( hm2 # h # a)的侵蚀力;其它 Ò , Ó , Ô类降

雨产生的侵蚀力值分别为 2. 77, 4. 19 和 3. 08

MJ # mm / ( hm2 # h # a)。从各类侵蚀性降雨量分布来

看,红壤生态实验站地区主要是以 Õ类侵蚀性降雨为

主,其降雨量占总侵蚀性降雨量的 58. 35% ; 而 Ô 类

侵蚀性降雨最少, 其降雨量只占总侵蚀性降雨的

4. 78%。

( 2) 从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降雨对南方典型土

壤产沙量影响来看, 总趋势呈: Ñ > Ô > Ó > Õ> Ò

类降雨。但各土壤在 Ò 类降雨下产沙量都达到最小
值以外,其它降雨类型下的土壤流失量分布也存在一

定差异。

( 3) 从不同降雨类型下单位侵蚀力对南方典型

土壤产沙量影响来看,除 Ò 类降雨的产沙量相对比Õ

类降雨大以外, 其它不同降雨类型的侵蚀规律与单位

降雨下的各土壤产沙量分布趋势相一致, 均呈: Ñ >

Ô >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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