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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碎石土中细小黏粒的细观孔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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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隙特征（多孔性、变异性、复杂性）对雨水入渗的具有重要影响。应用图像处理技术对 具 有 级 配

代表性的湖南省湘潭市昭山区某堆积碎石土斜坡中细小黏粒的细观孔隙特征进行了试验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相同质量的细小黏粒土体的孔隙度与含水率存在二次曲线关系，试 验 土 体 在 含 水 率 为１０．４１％时 压

实性最好；孔隙数目、孔隙复杂度以及孔隙变 异 度 随 着 含 水 率 的 增 加 而 减 小，表 明 含 水 率 越 小 孔 隙 的 扭 曲

程度越高，孔隙就越复杂，且孔隙数含量越多，越 有 利 于 表 层 雨 水 下 渗；不 同 含 水 率 下 孔 隙 定 向 角 在１０°～
２０°，５０°～６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４０°～１５０°这４个方位上分布相对密集，且含水率越小，孔隙定向性相对较明显；

孔隙定向角分布具有辐射状，含水率为１５％时最为明显，有利于水分的水平渗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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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气候异常变化使地质灾害的防治面临着更

大的挑战。近３ａ的地质灾害统计分析表明，我国的

地质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为主，约占总

体８５．３％。自然因素引发（以降雨为主）的地质灾害

是其中的主体，如２０１３年１—４月全国５５２起地质灾

害中，降雨引发４６０起，占总数的８３．３％。降雨诱发

型滑坡多为浅层堆积滑坡，堆积物一般表现为风化卸

荷、残坡积和冲洪积等复杂成因形成的第四纪土与石

块的二重介质混合体。由于土石体物质组成的复杂

性、结构分布的不规则性给其工程性质与力学性质的

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而降雨诱发浅层堆积体滑

坡，既表现为雨中和雨后短历时的失稳，也存在反复

干湿交替作用下的长时累积效应失稳。针对降雨对

堆积坡体的影响，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降雨作

用下碎石土（土石体）滑坡解体破坏机理［１－３］。

碎石土渗透性与其孔隙特征的相关性显著，其中

碎块石粒组的含量和以粉粒、黏粒为主的细粒土粒组

的含量对碎石土渗透系数影响最大［３］。研究其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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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孔隙变异度、孔隙复杂度和孔隙度等）对浅层堆

积体雨水入渗有着重要的意义。至１９７３年Ｔｏｖｅｙ［４］

等利用电子显微试验结果对土微观结构进行定量化

分析尝试以后，国内外学者在岩土体微观孔隙结构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

果。基于砂岩的微观孔隙结构研究，证明了砂岩孔隙

具有分形特性［５］。针对黄土、膨胀土浸水前后微观结

构，分析了湿陷的过程中孔隙的变化，获得浸水后大

孔径孔隙含量减少，中、小孔径的孔隙含量增加的结

论［６］。在岩土微观孔隙结构的分形特征领域，验证了

黏性土微观结构中土颗粒的分布符合分形特征，并指

出分形维数在１～２之间［７－９］。同时，基于描述颗粒和

孔隙分布特性的颗粒分维数、孔隙分维数和谱维数，
总结出多孔介质渗透系数的一种预测公式［１０］。随着

研究方法改进，以扫描电镜（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ｃｏｐｅ，ＳＥＭ）、Ｘ 线 计 算 机 断 层 摄 影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等为 手 段 分 析 了 包 括 重 塑 黏 性 土

的孔隙结构ＳＥＭ图像特征［１１］，以及溶蚀作用下土体

孔隙变化规律［１２］的微细观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土体孔隙的固有特征，

而对于包含 有 土 石 间 的 空 隙，碎 石 与 土 体 自 身 的 孔

隙，以及在坡积和聚集作用下存在碎石土质量密度、
碎石含量和土石体压实度空间变异性的土石混合介

质，目前在影响渗透性的碎石土中细小黏粒的孔隙特

征描述方面还相对缺乏，同时，考虑降雨入渗的影响，
研究不同含水率水平下的孔隙特征也有利于从细观

角度支撑已有降雨入渗过程中和入渗后滑坡解体破

坏机理。本研究针对连续强降雨雨后残坡积（堆积）
碎石土滑坡失稳破坏的灾害问题，以湖南省湘潭市昭

山区某失稳斜坡为研究对象，试图采用高倍电子光学

显微镜及数字图像技术对堆积碎石土中细小黏粒的

变异度和复杂度孔隙特征进行细观定量研究，并分析

含水率与孔隙特征的相关关系，为类似降雨入渗引起

滑坡失稳机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材料选取与制样

对已有碎石土研究成果，统计其碎石土的级配特

征，将具有较好代表性的湖南省昭山区某斜坡堆积碎

石土作为试验原材料，其天然状态含石量为６９．３％，
含黏粒量为２１．７％，含水率为８．７％，母岩为粉质砂

岩，黏粒为红黏土，图１为取土坡体，材料级配曲线如

图２所示。将原状土取回实验室，经烘干、筛分后，选
取粒径小于２ｍｍ的细小黏粒作为试验用料，考虑到

土体孔隙特征与含水率有关，试验中按含水率不同分

别配制５％，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和２０％共６组

试样，每组制备５个，共３０个试样，如图１所示。试

样均用３９．１ｍｍ的 套 筒 压 实 成 形，高 度 为４ｃｍ，土

粒相对密度Ｇｓ 为２．７２，干密度ρ为１．７５ｇ／ｃｍ３。

图１　采样坡体和试验样品

图２　碎石颗粒级配曲线

１．２　孔隙细观形态的获取与处理

为了获得土样孔隙的细观特征，采用奥林巴斯高

倍光学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５１Ｍ）放大２００倍后对切

片表面进 行 观 察，拍 摄 图 像（像 元）面 积 为１　２８０×
１　０２４。

应用图像处理技术对拍摄的图像进行处理，包括

去除背景（消除噪声和部分阴影）、灰度化（去除色彩

信息）、高斯模糊（增强图像中目标信息）、二值化（分

割图象为目标和背景）等，从图形中提取孔隙的面积、

周长、圆度、长轴、角度和孔隙度等基本参数。面积Ａ
表示二值图像中区域标记为“ｌ”的 像 素 个 数；周 长 等

于π乘以广义方向直径的平均数Ｐ＝πＤｍ，二值图像

中Ｄｍ 的计算公式为：

Ｄｍ＝１ｎ∑
ｎ

ｉ＝１
ｎθｉ（０，１）Δｐθｉ （１）

式中：ｎθｉ（０，１）———沿着与ｎθ 正交的方向θｉ－π２
的扫

描线与区域截交入口（像素标记由“０”转为“１”）的交

点数；Δｐθｉ———扫描线的间距。

１．３　孔隙特征的研究方法

孔隙定向性是由测量对象定向角（长轴与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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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夹角）的分布θ１，θ２，…，θｎ，用一定的角密度Δθ，一

般将１８０°分成１８个定向角区间，计算定向角落入每

个区间的频率［１３－１４］。用Ｆ（α）来代表各定向角区间的

结构单元体或孔隙的频率，计算公式为：

Ｆ（α）＝
ｎα
ｎ

（２）

式中：ｎα，ｎ———定向角落入［θｎ，θｎ＋１］的测量对象数量

和总的测量对象数量。孔隙的定向性影响着水分侧

向入渗迁移，定向角在各区间分布越不均匀，越有利

于水分的水平渗透迁移。定向角频率统计结果详见

表１，定向频率可用玫瑰图如图３所示。

表１　试样的定向角频率统计结果

角度区间
含水率εａ

５％ ７．５％ １０％ １２．５％ １５％
角度区间

含水率εａ
５％ ７．５％ １０％ １２．５％ １５％

０°～１０° ４．７　 ４．４　 ７．８　 ６．８　 ２．４　 ９０°～１００° ５．６　 ４．０　 ３．９　 ７．２　 ５．４
１０°～２０° １０．８　 １１．２　 ７．８　 １０．６　 ９．３　 １００°～１１０° ７．１　 ７．０　 ６．７　 ７．２　 ６．８
２０°～３０° ６．５　 ５．６　 ５．５　 ５．１　 ７．３　 １１０°～１２０° ５．２　 ７．９　 ４．７　 ５．９　 ３．９
３０°～４０° ５．４　 ３　 ３．５　 ４．２　 ５．４　 １２０°～１３０° ５．２　 ４．４　 ３．５　 ５．９　 ５．４
４０°～５０° ４．１　 ５．１　 ６．７　 ３．４　 ５．４　 １３０°～１４０° ３．０　 ６．１　 ７．８　 ５．５　 ２．９
５０°～６０° ６．０　 ７．５　 ７．１　 ８．１　 ８．３　 １４０°～１５０° ６．５　 ４．９　 ６．３　 ５．１　 ７．３
６０°～７０° ３．２　 ４．０　 ５．５　 ８．５　 ４．９　 １５０°～１６０° ５．８　 ４．７　 ２．４　 ３．４　 ２．９
７０°～８０° ５．２　 ３．０　 ５．１　 ３．８　 ５．９　 １６０°～１７０° ４．９　 ５．４　 ５．１　 ２．５　 ５．４
８０°～９０° ２．８　 ５．６　 ７．５　 ５．１　 ７．３　 １７０°～１８０° ８．２　 ６．１　 ３．１　 １．７　 ３．９

　　孔隙变异度Ｅ用土壤切片上、下相对表面的孔隙

度Ｐ之间的相对差异作为评价指标。孔隙变异度Ｅ
表达式为［１５］：

Ｅ＝２×
（Ｐ上－Ｐ下）
Ｐ上＋Ｐ下

×１００％ （３）

式中：Ｐ上，Ｐ下———各 切 片 的 上、下 表 面 的 孔 隙 度。Ｅ
值越高，说明孔隙变异度越大。

土体实际上是具有 统 计 意 义 上 的 自 相 似 的 分 形

结构 特 征［１４］，采 用 统 计 自 相 似 的 方 法 来 定 量 的 描 述

复杂的孔隙分布特征，可以揭示土体孔隙特征对雨水

入渗的影 响。孔 隙 复 杂 度 可 以 用 孔 隙 维 数Ｄ 来 描

述，即利用 孔 隙 的 周 长 与 面 积 之 间 的 关 系 来 定 量 评

价［１５］，计算公式为：

Ｄ＝２ｌｏｇ２Ｐ／ｌｏｇ２Ａ （４）

式中：Ｄ，Ｐ，Ａ———孔隙分数维数、孔隙周长和孔隙面

积（孔隙所占像元数）。Ｄ值越高，说明孔隙的扭曲程

度越高，孔隙就越复 杂。需 要 指 出 的 是，在 此 研 究 中

Ｄ值反映的是整幅图像中孔隙的复杂度，不具体涉及

图像中单个的孔隙。

２　孔隙特征分析

２．１　含水率对孔隙度的影响

土体的孔隙度定义为图像处理二值化后，黑色面

积与图像总面积的百分比，其数值大小影响着土体的

结构及其密实度、强度等物理力学性质。对不同含水

率试样的图像进行处理，得到各含水率条件下的土体

的孔隙度。观察 发 现，当 含 水 率（２０％）较 高 时，试 样

表面已形成水膜，很难用显微镜准确观测到切片表面

孔隙结构，因此只考虑含水率在１５％以下的情况。
表２为不同 含 水 率 条 件 下 试 样 的 孔 隙 度。分 析

表２可知：（１）不同含水率试样切片面的孔隙度比下

表面的孔 隙 度 高，表 明 圆 柱 土 样 由 上 至 下 越 来 越 密

实，这是分层击实的结果；（２）不同含水率下试样的

孔隙度值位于３０％左右，含水率不同的土体，尽管初

始孔隙比相同，在同等外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压缩变形

有很大差别，一般在最优含水量附近随着压实含水量

的增大，土体的压缩变形也增加，孔隙度减小；（３）土

体压缩后的孔隙度与含水率关系密切，土体的孔隙度

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呈现先增 加 后 减 小 的 趋 势。为 了

更好地描述在不同含水率下孔隙度的变化特征，对其

数据进行了多项式拟合，表达式为：

Ｐ＝－０．１２９　３７ε２ａ＋２．６９４　６３εａ＋１９．４９
式中：Ｐ———孔 隙 度；εａ———含 水 率。由 拟 合 公 式 可

以得出 在 含 水 率 为１０．４１％时 土 体 孔 隙 度 出 现 峰 值

为３３．５２％，表明在此含水率土体还可以继续压实达

到最佳密实状态。

表２　试样的孔隙度统计结果

含水率／％
孔隙度Ｐ
（上）／％

孔隙度Ｐ
（下）／％

孔隙度Ｐ
平均值／％

５．０　 ３０．４０　 ２８．８３　 ２９．６２
７．５　 ３３．３１　 ３１．６７　 ３２．４９
１０．０　 ３４．８０　 ３３．１０　 ３３．９５
１２．５　 ３３．０９　 ３１．４９　 ３２．２９
１５．０　 ３１．７３　 ３０．４０　 ３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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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含水率的定向性玫瑰图

２．２　孔隙定向性分析

从表１和图３可见：（１）不同含水率下，孔隙定

向角在各 个 区 间 都 有 不 同 几 率 的 分 布，且 在１０°～
２０°，５０°～６０°，１００°～１１０°和１４０°～１５０°这４个区间内

分布相对密集，其中含水率为１５％时最大，定向角频

率达３１．７％；（２）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孔隙定向性由

发散趋于 定 向 然 后 又 转 向 发 散，含 水 率 为７．５％和

１２．５％时，孔隙定向角在０°～２０°，４０°～６０°两个区间

内的分布相对较多，累计分别达２８．８％和３３．３％，表
现出较明显的定向性，其他区 间 内 分 布 比 较 均 匀；当

含水率 为１０％时，孔 隙 定 向 角 在０°～２０°，４０°～６０°，

８０°～１１０°和１３０°～１５０°这４个区间内定向性明显表

现突出；当含水率为１５％时，孔隙定向角在各个区间

都有不同几率的分布，分布相 对 不 均 匀，辐 射 状 最 为

明显，利于水分的水 平 渗 透 迁 移。分 析 其 原 因，主 要

是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孔隙度 先 增 加 后 减 少，且 大 孔

隙相对增加，而多孔介质的渗透性与孔隙度之间存在

非线性关系，在相同孔隙度的情况下孔径越大则多孔

介质的渗透性越好。

２．３　孔隙变异度与复杂度分析

表３和图４为各含水率下试样的孔隙数目、孔隙

变异度和复杂度的统计结果。
（１）土体孔隙数目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而减少，这

是由于土体结构是三相体系，相同体积相同质量的土

颗粒下，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土顆粒之间的胶结作用增

强，从而减少了孔隙的数目。
（２）土 体 孔 隙 变 异 度 数 值 位 于４．１９～５．１６之

间，且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呈现 出 减 小 的 趋 势；含 水 率

在７．５％～１２．５％之 间，变 异 度 对 含 水 率 不 敏 感，其

原因是含水率为１０％左右，土体的压实性好；在含水

率１２．５％处，孔隙变异度下降曲线出现明显转折，斜

率变小，表明含 水 率 超 过１２．５％后，土 颗 粒 可 塑 性 增

强，土体软化程度加剧，压缩系数变大。
（３）土 样 切 片 的 孔 隙 复 杂 度 值 位 于１．６２５～

１．６７５之间，变化区间不大，只有０．０５，表明含水率对

孔隙复杂度的影响不大；不同 含 水 率 下，土 样 的 孔 隙

复杂度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而先降低后趋于平缓，这是

由于随着含水率的增加，颗粒 团 粒 化 加 剧，孔 隙 数 目

减少，且大孔隙数量相对较多，微观孔隙变得单调、简
单，因而孔隙复杂度减小，即含水率越小，孔隙的扭曲

程度越高，孔隙就越复杂，且孔隙数含量多，越有利于

表层雨水下渗。
（４）一般孔 隙 复 杂 度 愈 大，渗 透 性 愈 好，这 是 含

水率越小，孔隙的扭曲程度越高，孔隙连通性大，且吸

附在土颗粒表面上的束缚水越少，液体流动的阻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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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减小的缘故；孔隙的变异度实质是孔隙度在垂直

空间上的变化程度，一般渗透性随有效孔隙度的增加

而增强，即 孔 隙 度 越 高，且 连 通 性 好，流 体 渗 透 能 力

愈好。

表３　试样孔隙特征统计数据

含水率／
％

孔隙数／个

上 下

孔隙数
平均值／个

孔隙度／％
上 下

孔隙变异
度／％

面积

上 下

周长

上 下

复杂度Ｄ
上 下

复杂度Ｄ
平均值

５．０　 ４５１．０　４６０．４　 ４５６　 ３０．４０　２８．８３　 ５．１６　 ３９８　４５６　３７７　９０７　 ４６　９７４　 ４６　７８７　 １．６６８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１
７．５　 ３６７．４　３８５．８　 ３７７　 ３３．３１　３１．６７　 ４．９２　 ４３１　６６２　４２０　００２　 ４５　７１７　 ４７　９３５　 １．６５４　１．６６５　 １．６５９
１０．０　 ２７５．２　２６０．２　 ２６８　 ３４．８０　３３．１０　 ４．８７　 ４５６　０７２　４３３　８６７　 ４４　０２４　 ４４　３２９　 １．６４１　１．６４８　 １．６４４
１２．５　 ２３３．２　２０６．６　 ２２０　 ３３．０９　３１．４９　 ４．８４　 ４３４　０５４　４１２　４１８　 ４０　０４６　 ３５　６６０　 １．６３３　１．６２１　 １．６２７
１５．０　 ２１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６　 ３１．７３　３０．４０　 ４．１９　 ４１８　４７８　４０１　０３６　 ３７　０９７　 ３５　５６１　 １．６２６　１．６２４　 １．６２５

　　注：周长、面积均以像元计，即空隙所占像元总数。

图４　孔隙特征与含水率相关曲线

３　结果讨论

土体的孔隙作为渗流通道，其孔隙的大小及其连

通性、曲折性等因素直接影响土体的渗透性，即土体

的渗透特性主 要 取 决 于 土 的 孔 隙 度 和 孔 隙 尺 度 分 布

以及孔隙微细观特征［１６］。细小土颗粒作为堆积碎石

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细观孔隙结构影响着土石体的

渗透性能及其雨水的渗透运移。
雨水入渗实质上是水分在土体饱气带中的运动，

是一个涉及两相流的过程，即水在下渗过程中驱替空

气的过程。一般 情 况 下 饱 和 度 愈 低，渗 透 性 愈 差，这

是因为低饱和 土 的 孔 隙 中 存 在 较 多 气 泡 会 减 小 过 水

断面，甚至堵塞细小孔道。孔隙度是孔隙结构的重要

特征之一，土壤孔隙度随着含水率的变化而变化，由

不同含水率与孔隙度的二次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孔隙

度随着含水 率 的 增 加 先 增 加 后 减 少。孔 隙 度 增 加 使

土的过水断面增加，但土体的渗透性不一定增强，渗

透性还与孔径的大小、孔隙复杂度、孔隙定向性等相

关。当孔隙度相同的条件下，孔径越大，渗透性越好。
由图３可知，当含水率为１５％时，孔隙定向角分布相

对不均匀，辐射状最为显著，有利于水分的水平渗透

迁移。孔隙的 变 异 度 实 际 是 孔 隙 度 在 垂 直 空 间 上 的

变化程度，孔隙复杂度与孔隙自身的二维面积和周长

相关，表征了孔隙自身的复杂程度，孔隙的扭曲程度

越高，孔隙就越复杂，且孔隙含量多，越有利于表层雨

水下渗。由表３可 知，不 同 含 水 率 下，孔 隙 数 目 位 于

２０６～４５６之间，孔隙变异度位于４．１９～５．１６之间，孔
隙复杂度位于１．６２５～１．６７５之间，变化区间不大，只

有０．０５，说明含水率对孔隙数目影响较大，对孔隙的

变异度和复杂度影响相对不明显；由图４可见，孔隙

数目、孔隙复杂度以及孔隙变异度都随着含水率的增

加而减小，表明含水率越小，吸附在土颗粒表面上的

束缚水越少，液体流动的阻力愈小，孔隙大小分布分

形维数越大，孔隙占据的面积越大，孔隙数目越多，更

易入渗。

４　结 论

（１）相同质量 的 细 小 黏 粒 土 体 的 孔 隙 度 与 含 水

率存在二 次 曲 线 关 系，且 得 出 试 验 土 体 在 含 水 率 为

１０．４１％压实性 最 好。孔 隙 度 增 加 土 体 的 过 水 断 面，
但碎石土 中 细 小 黏 粒 的 渗 透 性 增 强，还 与 孔 径 的 大

小、孔隙复杂度、孔隙定向性等相关。
（２）细小黏粒 的 微 观 结 构 分 形 维 数 与 其 结 构 具

有密切的关系，含水率越高，试样的团粒化越高，则孔

隙数目及其分形维数越小，孔隙复杂度越低。
（３）孔隙数目、孔隙复杂度以及孔隙变异度随着

含水率的增加而减小，表明含水率越小，孔隙的扭曲

程度越高，孔隙就越复杂，且孔隙数含量越多，越有利

于表层雨水下渗。
（４）不同含水率下孔隙定向角在１０°～２０°，５０°～

６０°，１００°～１１０°和１４０°～１５０°这４个方位上分布相对

密集，且含水率越小，孔隙定向性相对较明显；统计出

孔隙方向分布具有辐射状，含水率为１５％最为明显，
有利于水分的水平渗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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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根据 潮 白 河 不 同 河 岸 带 断 面 类 型 的 划 分 结

合河岸植被缓冲带现状，提出了不同断面类型的植被

缓冲带恢复对策，并选择了适宜的植物种。

［ 参 考 文 献 ］

［１］　Ｎａｉｍａｎ　Ｒ　Ｊ，Ｄｅｃａｍｐｓ　Ｈ，Ｐｏｌｌｏｅｋ　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
ａ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３，３（２）：２０９－２１２．
［２］　张 建 春．河 岸 带 功 能 及 其 管 理［Ｊ］．水 土 保 持 学 报，

２００１，１５（６）：１４３－１４６．
［３］　夏继红，严忠民．生态河岸带的概念及功能［Ｊ］．水利水

电技术．２００６，３７（５）：１４－１７，２４．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ｌ　Ｄ　Ｌ，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Ｅ，Ｗｅｌｌｅｒ　Ｄ　Ｅ．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ｌｕｘ　ｉｎ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ｏｓａｉｃ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１９９２，１５（４）：４３１－４４２．
［５］　Ｌｏｗｒａｎｃｅ　Ｒ，Ａｌｔｉｅｒ　Ｌ　Ｓ，Ｎｅｗｂｏｌｄ　Ｊ　Ｄ，ｅｔ　ａｌ．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ｕｆｆ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Ｂａｙ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

２１（５）：６８７－７１２．
［６］　 Ｍａｙｅｒ　Ｐ　Ｍ，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　Ｋ，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ｎ　Ｍ　Ｄ．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ｂｕｆｆ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７，３６（４）：１１７２－１１８０．
［７］　Ｃａｓｔｅｌｌｅ　Ａ　Ｊ，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　Ｗ，Ｃｏｎｏｌｌｙ　Ｃ．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ｉｚ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１９９４，２３（５）：８７８－８８２．
［８］　Ｄｉｌｌａｈａ　Ｔ　Ａ，Ｒｅｎｅａｕ　Ｒ　Ｂ，Ｍｏｓｔａｇｈｉｍｉ　Ｓ，ｅｔ　ａｌ．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ｖ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ｓｔｒｉｐ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８９，３２（２）：５１３－５１９．

［９］　Ｌｅｅ　Ｐ，Ｓｍｙｔｈ　Ｃ，Ｂｏｕｔｉｎ　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ｉｐａｒ－
ｉａｎ　ｂｕｆｆｅｒ　ｗｉｄｔｈ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７０（２）：

１６５－１８０．
［１０］　Ｗｏｅｓｓｎｅｒ　Ｗ　Ｗ．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Ｊ］．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２０００，３８（３）：４２３－４２９．
［１１］　曾立雄，黄志霖，肖文发，等．河岸植被缓冲带的功能及

其设计与管理［Ｊ］．林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６（２）：４５－４７．
［１２］　王劲 修，齐 实，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ｑｉ，等．山 西 沁 河 上 游 河 岸 植

被缓冲 带 评 价 与 恢 复 重 建 研 究［Ｊ］．湖 南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９．
［１３］　张 峥．京 杭 大 运 河 宿 豫 段 河 岸 植 被 缓 冲 带 综 合 评 价

［Ｊ］．农业科技与信息，２０１３，１０（３）：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４２－４９．

　　（上接第１７７页）
［２］　宁万辉，宁健，俞 美 华，等．降 雨 对 碎 石 土 边 坡 稳 定 性 的

影响分析［Ｊ］．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１，２９（１）：８３－８５．
［３］　许建聪，尚岳全．碎 石 土 渗 透 特 性 对 滑 坡 稳 定 性 的 影 响

［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１１）：２２６４－２２７１．
［４］　Ｔｏｖｅｙ　Ｎ　Ｋ．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Ｍ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
ｕｍ　ｏｎ　Ｓｏ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ｗｅｄｉｓｈ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７３．
［５］　Ｋａｔｚ　Ａ　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Ａ　Ｈ．Ｆｒａｃｔａｌ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Ｐｏｒ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９８５，５４（１２）：１３２５－１３２８．
［６］　方祥位，申 春 妮，汪 龙，等．Ｑ２ 黄 土 浸 水 前 后 微 观 结 构

变化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１３，３４（５）：１３１９－１３２４．
［７］　王宝军，施斌，刘 志 彬，等．基 于ＧＩＳ的 黏 性 土 微 观 结 构

的分形研究［Ｊ］．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２）：２４４－２４７．
［８］　黄丽．饱 和 软 黏 土 微 观 孔 隙 的 定 量 分 析 及 其 分 形 研 究

［Ｄ］．湖北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０７．
［９］　许勇，张季超，李伍平．饱和软土微结构分形特征的试验

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７，２８（Ｓ）：４９－５２．

［１０］　Ｓｈｉ　Ｍｉｎｇｌｕｎ，Ｃ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
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Ｔｅ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４４
（６）：６２５－６３０．

［１１］　熊承仁，唐辉 明，刘 宝 琛，等．利 用ＳＥＭ 照 片 获 取 土 的

孔隙结构参数［Ｊ］．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７，３２（３）：

４１５－４１９．
［１２］　吴恒，张信贵，易 念 平．水 土 作 用 与 土 体 细 观 结 构 研 究

［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０，１９（２）：１９９－２０４．
［１３］　施斌，李生林．黏 性 土 微 观 结 构ＳＥＭ 图 像 的 定 量 研 究

［Ｊ］．中国科学（Ａ）：数学，１９９５，２５（６）：６６６－６７２．
［１４］　赵安平，王清，李杨，等．长春季冻区路基土微观孔隙特

征的定量评 价［Ｊ］．工 程 地 质 学 报，２００８，１６（０２）：２３３－
２３８．

［１５］　李德成，Ｖｅｌｄｅ　Ｂ，张桃林．利用土壤 切 片 的 数 字 图 像 定

量评价土壤孔隙变异度和复杂度［Ｊ］．土 壤 学 报，２００３，

４０（５）：６７８－６８２．
［１６］　闫小庆，房营光，张 平．膨 润 土 对 土 体 微 观 孔 隙 结 构 特

征影响的试验 研 究［Ｊ］．岩 土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１，３３（８）：

１９９－２０４．

３８１第４期 　　　　　　杨波等：河岸植被缓冲带完整性及恢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