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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 以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 3 号试验场(光板地 ) 19 83年至 19 89 年 7 年间观测到的有 关

降雨侵蚀资料为研究内容
,

运用计算机技术
,

对小 良水保站的降雨侵蚀动能作了 比较深入 的

分析
。

对小 良站的雨型
、

瞬时雨强所产生的侵蚀动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土壤侵蚀 等方面
,

都作了有益的探讨 , 对引起土壤侵蚀的临界降雨强度即侵蚀性降雨的底值 ( X ) 作了定量

描述
,
即X = 9

.

4 m m (一次降雨雨量 )1
: 。 = 8

.

7 m m / h或 sI = Zo
.

6m m / h
。

在应用通用土

壤流失方程时
,

对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的降雨因子作了必要的修正
,

并给定了适合在各 种

情况下的综合雨型系数
。

同时
,

在回旧分析的基础上
,

建立了瞬时雨强和相应土壤 侵蚀量

之间的模拟方程
,

并具有较高的置信度
。

关键词
: 雨型 二 雨强 侵蚀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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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长期以来
, 国内外许多水土保持学者

、

专家利用各种试验方法和手段
,
研究降雨这个水力侵

蚀动能因子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

降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 即降雨量和降雨强度

。

据

国内外大量文献报导 , 降雨强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程度远 比降雨量为大 , 尤其是瞬时降雨强度
。

例如
, 5 m in 雨强

, 15 m in 雨强
,

30 m in 雨强等等
。

本文利用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 3 号 试 验 粤

(光板地 )
.

1 9 8 3年至 1 9 8 9年 7年间的有关观察纪录资料
,
通过大量的数理统计分析 ,

.

对引起试验

场内土辘侵蚀的临界雨强等指标作了有益 的探讨
。

二
、

降雨特征和 3号试验场土壤侵蚀情况

(一 ) 降雨特征 小良站地处热带北缘
,
距南海岸较近

,
常年受海风影响

,
雨量充沛

, 干湿

季节分明
。

据 3 号试验场观测记载
,
1 9 8 3一1 9 8 9年的 7 年间

,
平均年降雨量为 1 5 98

.

3m m
,

最大降

雨量为 2 36 9
.

8 m m
,

最小降雨量为 1 2 5 5
.

3m m (如表 1所示 )
。

雨量多集中在 5 ~ 8 月份
,

其降雨

量约占全年的 61
.

7% ,
最大的年份达 73

.

3% ; 9 月至次年 4 月降雨量较少
,
仅 占全年的 38

.

3%
,

最小的只有 27
.

7%
。

平均年内雨量分配过程如图 1
。

雨量资料表 明
,
这里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
最大一次降雨量达 1 92 m m , 历时 l o h 24 m i n ( 1 9 8 4

年 6 月 22 日 )
。

一次降雨过程的降雨量 (下称 次雨量 ) 多在 O ~ 9
.

3 m m之间
,
约 占年总降雨量

ǎ岁à职烈擎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时间(月 ) 时间 (月 )

’

图 1 小良水保站降雨量年内分配图 图 2 3 号试验场土堪侵蚀量年内分配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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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小 良水保站 1 98 3一 19 8 9年逐年降雨量一览表

年 份

…
1 9 83

…
19 84

…
19 85

1
1 9 8。

1 98 7 19 88 1 989 平均

年降 〕。、址 ( m m )

…
1 56。一

…
1 9 6 2一

…
2 3 69

·

8

}
1 4 02

·

3

1 34 6
』

6 1 2 89
.

8 1 25 5
。

3 1 5 98
。

1

的 2 5
.

1%
。

但从与此对应 的泥沙资料分析
,
这部分降雨基本上没有引起土壤侵蚀

。

而 以 次雨量

25 ~ 1 00 m m 降雨所产生的泥沙量最多
,
因而认为其侵蚀动能为最大

。

据分析
,
由这 部分降雨产

生的泥沙见约占年泥沙流失总量的 5 5
.

3% ,
但其雨量只 占年总雨量 的 3 8

.

3% (如表 2 )
。

多年平

均年降雨天数为 1 03 天
。

表 2 不同次雨量范围的降雨量及其对应的泥沙流失量对照表

0~ 9
。

3 m m 9
.

3一 2 5 m m 1 2 5~ 5 0 m m 5 0~ 10 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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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 号试验场土壤侵蚀情况 据观察
, 3

一

号试验场的土壤侵蚀以面蚀和细沟侵蚀为主
夕

伴

有少见 的切沟侵蚀
。

泥妙主要来源于细沟沟头
。

按侵蚀模数折算
, 年土壤侵蚀量高达几千至一万

多 t/ k m
“

(如表 3) , 土壤侵蚀量年内分布很不 平衡
。

其中以 5 一 8 月的侵蚀量最多 (图 2 )
,

大致与降雨量年内分布情况一致
。

从图 2可 以看出 5 一 8 月的土壤侵蚀最 总和约占多年平均总量

的 7 0%
, 最多的年份可达 8 2

.

7% ( 1 9 8 7年 ) ,
其对应的降雨量为 6 1

.

7%泊
一

17 3
.

3 %
。

表 3 历年土壤侵蚀量一 览表

一八Uó

h性一行̀工二小一
J
件ó宁ó一八0.年 份

19 83年 } 19 84年 1 98 5年 1 9 86年 19 89年

仅 蚀 量
卜/ ( k m

“
·

a )
3 9 8 4 { 7 40 6 1 0 66 6 6 28 1

` 9 87年
{

’ 9 88`砰

7 0 2 2

…
4 7 8。

5 15 1

事实上
,

在 5 一 8 月的 4 个月当中
,

各月份土壤侵蚀量的分配也是很不均匀的
。

最多 的一个月

土壤侵蚀量可达全年总量 的 34 % ( 1 9 8 7年 6 月 ) ;
而最少 的仅占1

.

4% ( 1 9 8 3年 6 月 )
。

表 4 为历年

5 一 8 月份最多和最少土壤侵蚀量对照表
。

观测资料表明
, 土壤侵蚀并非只发生在梅雨季节

,
在

非梅雨季节
,
也可能出现较大的降雨

,
并引起较多的土壤流失

。

例如 1 9 8 8年的 n 月份
,

降雨量为

这年总量的 1 1
.

5% , 土壤侵蚀量则为年总量的 17
.

1% ; 19 8 3年的 3 月份
,

降雨量占全年的 1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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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名年内 5 ~ 8 月土壤侵蚀量最多和最少月对照表

年年 份份 19 8333 19 8444 19 8555 19 8666 19 8777 19 8 888 1 9 8999 平均均
(((年 ))))))))) }}}}}}}}}}}

最最最 ( % ))) 20
.

999 2 4
。

555 2 9
。

222 22
.

777 34
.

000 2 8
。

555 2 7
。

000 2 6
.

777

多多多 发生月份份 888 6
,

777 666 666 666 555 55555

最最最 ( % ))) 1
.

444 1 5
.

666 3
.

8

{{{…
, 1

.

222 1 5
。

444 5
。

222 6
.

666 8
。

555

少少少 发 生月份份 666 555 555 555 777 777 66666

表 5 3号试验场历年主要的几次土壤侵蚀悄 况一览表

年 份 (年 )

弓}起浸蚀次数

侵蚀量 ( t /k m
“ )

古年侵蚀量百分数 (% )

降雨童占年总量百分数 ( % )

1
1 9 83

…
1 98 4

{
19 8 5

1
19 86

…
互98 7

1
19 8 8

…198 9 平均

3 57 6

14

4 3 7 4

13

4 7 9 8

74
。

8

46
。

0

84
。

9

5 1
。

3

7 3
。

6

47
。

7

勺自49éQé
,
土六O

:
八0nU

4七左
`ó了

1581.7月

4764947649
一洲

八U注
通

通ù八0O曰
侧
l

:
87653

八̀

,上q口0
一卜d61.6.8

一ó口内̀一匕O乙

OUOU八U八0

O口

:八“4
Q曰八0OU

土壤侵蚀量占1 9
.

8%
。

7 年的观测资料表明
, 3 号试验场的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暴雨过程

。

由暴雨引起的土壤流失

量
,
约占年土壤流失总量的 73

.

6% (表 5 )
。

最多一次土壤流失量达 1 4 2 7 t / k m
“ ,

占全年流失总

量的 1 3
.

4% ( 1 9 8 5年 4月 1 3日 )
。 1 9 8仑年 5月 13 日的一次土壤流失量多达 1 1 5 2七/ k m

Z ,
占当年土壤

流失总量的 2 4
.

1% (如表 6 )
。

年 (年 ) 份

表 6

19 8 3

3 号试验场历年最多的一次土壤侵蚀量一览表

19 84 19 8 5 19 86 19 8 7 } 1 98 8 } 1 98 9

侵蚀量 (七/ k m
Z )

发生月
、

日

占年佼蚀量百分数 ( 旦̀ )

44 8

5
。

2 5

9 07

7
。

9

12
.

2

1 4 2 7

11
。

3

4
。

13

1 3
。

4

1 0
。

19

11
。

1

9 60

6
。

4

13
。

7

1 15 2

5
。

1 3

6 42

7
。

18

2 4
。

1 1 12
。

5

三
、

侵蚀性降雨

所谓侵蚀性降雨
,

是指引起土壤侵蚀的降雨
。

一般来讲
,
降雨量越大

,
引起的土壤侵蚀量也

越大
。

但是
,
进一步研究发现

,
土壤侵蚀量与降雨量之间并不存在着自变量与应变量间的线性关

系
。

有些情况的降雨能引起土壤侵蚀
,
而有些情况的降雨并不会引起土壤侵蚀

。

(一 ) 侵蚀性降雨底值 所谓侵蚀性降雨底值
,
是指引起土壤侵蚀的最小降雨强度和在该强

度范围内所降的总雨量
。

凡是产生地表径流的降雨
,
就能引起土壤侵蚀

。

因此
,

只要找出产生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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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的临界降雨
,
就可得出侵蚀性降雨底值

。

这样
,
从 7年 的观测资料 中找出了 29 次 临 界 降雨

(表 7 )
。

确定临界降雨的基本条件有 2个
:

①临界降雨前至少 24 h之内没有降过雨 , ②临界降

雨的径流系数 ( a) 在 0 < a ( 0
.

05 范围之内
。

表 7 小 良水保站 2 9次临界降雨情况一览表

日月年
降雨时间 1

5 0 径流系数

(年
、

月
、

日 )

雨 量

( m m ) ( m m / h ’ {( m m / h ’

径流系数

( a )

雨 量

( m m )

I
。

( m m / h )

1
3 0

m m / h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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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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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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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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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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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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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0

19 84
.

6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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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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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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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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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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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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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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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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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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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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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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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

6

1 2
。

6

5
。

8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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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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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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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98 5
。

9
。

2 1

1 98 5
.

10
.

2 1

1 98 5
.

1 0
。

27

1 98 6
。

6
。

8

1 98 6
。

6
。

2 5

1 98 7
。

5
。

1 5

1 98 8
。

6
。

25

19 8 8
。

8
。

19

19 8 8
。

10
。

2 8

19 89
。

1
。

5

1 98 9
。

5
。

4

1 98 9
。

6
。

12

1 98 9
。

6
。

2 5

7
。

2

2 0
。

4

1 98 9
。

9
。

8

平 均

1 2
。

8

2 9
。

5

6
。

2

14
。

7

8
。

4

4
。

3

7
。

6

4
。

7

1 0
。

4

18
。

5

14
,

4

6
。

9

4
。

4

6
。

9

9
。

4

一0
1.上O自1上连ù1占连ù1上,几,工,ǎO口八口O自1占八U一11ùnùnùǎ日nnnUó11ùǎ“nU八jInùn“n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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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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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00自
4
八O八“nó连一00n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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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OUgú户ao自Q自nOO曰八U工̀OJI上OU,l月任1占9曰n乙Uq01

4
OU八0
0
ùjIl111匀口O月̀O自nUùU91
111口

. ........

……
一
匕4
CO00八D内了UROU内̀八0OUOUQUno八O1二

. .占

经统计
,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临界降雨的平均雨量 X = 9

.

4m m ; 平 均 最 大30 m in 雨 强 为

1
3 。 二 8

.

7 m m h/
; 平均最大 5 m in 雨强为工

。 == Z o
.

6m m / h
。

从
:

观 测 资 料 中看 出 ,
一 次 雨 量

X 异 9
.

4m m , 1 3 。

) 8
.

7 m m / h (或 I
。

》 Z o
.

6m m / h ) 的降雨
,
均能引起土壤侵蚀

。

且由此 而产

生的土壤侵蚀量约占年侵蚀总量的 9 4
.

6%
。

因此
,

将这一临界值作为侵蚀性降雨底值是符合实产

的
。

同时
,

还与W is c h m ie er 在美国的研究成果
.

(侵蚀性降雨底值为雨量X 二 1 2
.

7 m m ,
雨强 I 二

1 0m m / h ) 相接近
。

(二 )侵蚀性降雨过程 如前所述
,

并不是所有的降雨都能引起土壤侵蚀
,

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

几次侵蚀动能较大的降雨过程
。

表 5 中列举了历年来侵蚀动能较大的降雨和土壤侵蚀情况
。

从表 中

可以看出
,
绝大部分土壤侵蚀量 (约占总侵蚀量 的 7 4

.

2% ) 是由几次侵蚀性降雨 (其雨量约占总

雨量 的 4 8
.

5% ) 引起的
。

将一次降雨过程引起的土壤侵蚀量大于或等于 1 5 0订 k m “
作为侵蚀性降

雨
, 7年中累计有 90 次这样的降雨过程

。

研究结果表明
, 3 号试验场的土壤侵蚀量与侵蚀性降雨的雨型有密切的关 系 ( 见 表 8

、

表

9 )
。

此外
, 土壤侵蚀量 也与侵蚀性降雨的雨量有一定的关系 (表 1 0 )

。

从表 10 可以看出
,
单位 m m 的降雨量所引起的土壤侵蚀量随侵蚀性降雨的雨量变化而变化

。

若将侵蚀性降雨的每次降雨过程的降雨量划分为 50 m m ~ 1 00 m m ,
25 m m ~ 50 m m ,

> 1 00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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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小 良水保站雨型和土壤侵蚀情况表

降雨时间

(年
。

月
.

日

)

…
降雨量

( m m )

E I 土壤侵蚀量

(七/ k m
Z
)

单 位 佼 蚀 址

雨型
( M J

一

m m / k m
“ 一

h ) ( t / k m
Z ·

m m )
k g / k m

Z ·

M J
一 ’ ·

m m
一 ’

/ k m
Z h

7
。

0 4

5
。

14

2
。

5 6

八UCO
0
1人nù八O964173肠6193722852659098922488861805016389493

O乙nù只U口曰州̀州了

:
。

.

…
,工Q口00CO月月才才二Jnlo通ùOdù勺J任

曰.几

1

ll
we!1116 87

。

6
.

1 4

19 8 8
.

9
.

1 5

198 6
。

7
.

11

1 9 87
。

3
。

2 5

19 89
。

9
.

2 3

突发性

峰值型

均匀型
19 84

。

6
。

14

14
。

8

12
.

5

7
。

7

7
。

6

2
。

8

2
。

6

3
。

9 3

1
。

7 8

0
。

9

表 9 小良水保站不同降雨形式的降雨量
、

侵蚀公对照表

平牛…
年 份 }

突 发 型

占年侵蚀
量 ( % )

占年降雨
量 ( % )

占年侵蚀

量 ( % )

占年降雨

量 ( % )
占年侵蚀
量 ( % )

占年降雨

见 (% )

19 8 3年

1 98 4年

19 8 5年

1 98 6年

1 98 7年

19 88年

19 89年

平均

4 7
。

8

62
。

4

2 1
。

0

20
。

9

14
。

8

3 5
。

0

2 7
。

4

3 1
。

3

6 1
。

5

6 2
。

7

4 3
。

3

4 2
。

7

4 8
。

7

5 1
。

7

5 4
。

6

50
。

9

15
。

0

14
。

8

6
。

1

2 2
。

0

2 1
。

5

10
。

9

18
。

0

3 7
。

2

2 2
。

8

8
。

4

2 2
。

8

2 2
。

3

3 9
。

5

2 7
。

7

3 7
。

5

1 8
。

8

19
。

6 1 8
。

4

7 2
。

9

5 6
。

8

6 3
。

7

2 5
。

5

4 1
。

6

4 9
。

1

2 7
。

6

19
。

3

4 8
。

3

34
。

5

3 9
。

0

10
。

8

2 6
.

6

3 0
。

7

三个数量等级的话
,
那么

,

单位m m 的降雨所引起土壤侵蚀量的大小
,

依次为 ( 50 m m ~ 1 00 m m )

) ( 2 5m m ~ 5 0m m ) ) l o o m m
。

说明 s om m ~ 1 0 om m 这一数量等级的侵蚀动能最大
。

表 1 0 不同雨量范围平均每 1 m m降雨量引起的土壤侵蚀量一览表

雨皿范围 ( m m ) 9
.

3~ 25 25~ 5 0 5 0~ 10 0 ) 10 0

单位 m m降雨引起的侵蚀量

(七/ k m
Z ·

m m )

3
。

9 9 5
。

3 4 6
。

4 1 5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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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均匀型

19名, 年 9月 23 日 (5 7
.

7m m )

ǎ欲à玉嗽冲胡健确弋

2 3 4 5 6 7 一
面

历时 (h)

b 峰值型

1 9吕6年 7月 1 1日
伪 .8 0m司

19 8 7年 3月 2 5 日

(3 3 J m m )
(】J刀 . m )

2 3 2 3

1 9 8 8 年 , 月 ! 5 日

8060
,

如
ē事à妇众仲相雇劝祖

的60é肋
减欲à五众冲提相钧弋

历时(h ) 历时( h)

图 3 小良水保试验站雨型和土攘侵蚀情况关系图

四
、

降雨侵蚀力的定量计算

降雨侵蚀力 ( R ) 是指降雨引起土壤侵蚀的潜在能力
,
是降雨物理特征的函数

。

到目前为止
,

国 内外对降雨侵蚀力 ( R ) 的研究成果很多
,
采用不 同的计算方法

,
求得适合于本地区的 降 雨侵

蚀力定量指标
。

这些方法大致有瞬时雨强法 ( E I
3 。 、

E l
; 。 、

E l
。
)

,
通用指 标 法 ( U D ,

综

合指标法 ( K E > 25 ) 和微分法等
。

为了简化计算步骤
,
根据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自记雨量计成果分析

,
特将该站降雨 强度划分

为 5个等级
, 即 :

0 ~ 8
.

7m m / h
, 8

.

7一 2 5m m / h ; 2 5~ 5 0 m m / h ;
.

5 0~ 75 m m / h
;

) 7 5 m m / h
。

根据雨强和降雨侵蚀动能的计算式
,
计算出上述 5个等级雨强

:

E 二 7石2 9 + 1 1
.

5 5乙夕I (据江忠善 )

式中
: E

— 降雨动能 ( J / m
“ ·

m m ) ; I

— 降雨强度 ( m m / h )

所对应侵蚀动能 (单位m m 降雨在单位面积m
“

上产生的能量焦 耳 ) 分 别 为 1 5 ) / ( m “ ·

m m )
、

2 2 ) / ( m
Z ·

m m )
、 2 6 ) / ( m

“ ·

m m )
、

2 8 ) / ( m “ ·

m m ) 和 2 9 )八 m
Z ·

m m )
。

用不同方法算得的各年降雨侵蚀力指标见表 1 1
。

为了研究运用不同方法计算一次降雨过程产生的侵蚀动能与土壤侵蚀量之间 的关系
,
特将从

1 9 8 3年至 1 9 8 9年 7 月间所观测到的 4 08 次侵蚀性降雨所产生的动能与其对应的土壤侵蚀量作 回 归

分析
,
结果得表 12

,
表 13 ,

表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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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小 良水保站 19 8 3年 ~1 9 89年间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降雨侵蚀动能指标表

〔 MJ/ ( h
· a )〕

。

降雨佼蚀指标 {19 8夕年

10 84 年
.

…
10 85年

…
1 98 6年

1
19 8 7年

1
10 8 8年

19 8 9年 平 均

O口民口八O
,

1八朽一叮̀00nU
1.上民口000。月̀月0. .占八Onó,几ùUt了OU心.上,上1占,人

856396530780881147
762

,曰UQù勺O甘,几八O382281759415560

,上1上

ù匕nUO甘叮̀QUt了OUO自左占ǎ减ù门̀月了
.OUO曰OU八八ù
.

1

一匀OUta
、
nU

1人O白O

ùUUQUn
ù一UUǎU工了ū才月任ū了ù了ntÙ八O内0月0门̀ǹ

.

工

n0

丹̀八0.
. .

ǔ

1二,上

13朗87401501
no1.上
4
1.上8Cjnù月̀n

`

11.1Q自ǹQ曰
10 5 5 1

ó了一匕八04
八01人O甘nU月了一勺Oé,人次占叮.,上Q自,几

E l
s o

E l i o

19 2 5 4

14 0 9 0

15 54 9

2 68

ù了OUO
ù1人OU工勺六Ot了,人

T人EU

微分法

K E > 2 5

为了使理论值更接近于实际测定结果
,
故需要对降雨指标作必要的修正

。

修正 以后 的降雨侵

蚀动能指标与土壤流失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

结果见表 1 5 。

例如
,
采用 5 m in 瞬时雨强推算其

相应的土壤侵蚀流失量时
,
在 5 %置信度下

,
其回归误差不超过 士 10 %

。

表 12 小 良水保站不同方法计算次降雨侵蚀动能与次土壤侵蚀量关系表

项 目 回 归 方 程 相关系数 备

A = 0
.

o i o 8 R
o · 。 .

A = 0
.

o 3 5 s R o · 。 2

A = 0
.

o o 7 7 4 R
0 · 。

A = 0
.

06 8 7 R
2 · 、 ,

A = 0
.

0 57 7 R
、 · 2 2

A = 0
。

0 29 5 R + 7 3

r = 0
.

8 4

r = 0
.

8 3

样本容量均为 n = 40 8 ,

r o · o 。 = 0
.

1 0

r = 0
。

8 3

r 二 0
。

8 0

r o 。 。 z = 0
。

13

IE皿班UI

K E > 2 5

微分法

r = 0
。

7 9

r = 0
。

5 2

表 13 小 良水保站不同方法计算月降雨侵蚀动能与月土壤侵蚀量关系表

回 归 方 程 相关系数

E l
。

U I

K E > 25

·

微分法

E l
3 0

E l
i o

A = 0
.

2 37 R + 182

A = 7
.

64 R + 1

A 二 2 6
.

4 R + 14 3

A = 4
.

8 9 R + 1 3 8

A = 0
。

29 3 R + 3 4 4

A 二 0
.

Z s 6 R + 2李3

r = 0
。

9 1

r 二 0
。

9 1

r = 0
.

8 8

样本容量均为 n = 6工

所用土壤仅蚀资料均为用雨量资料

插补后的资半卜
。

r = 0
.

8 4

r = 0
。

8 3

r = 0
。

8 2

r o 。 o 。 = 0
。

2 5

r 0 . 0 1 “ 0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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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小 良水保站不同方法计算年降雨侵蚀动能与年土壤流失量关系表

项 目 回 归 方 程
·

} 相关系数 } 8 ! Z C v

00n U内0O U9 1月性内O0 UO UUI

E l 。

K E ) 5 2

微分法

E l , o

E l
s o

A 二 12
.

2 R 一 3 9 47

A = 0
.

00 3 34 R 一 3 9 2

A = o
.

3 26 R + 6 7
`

A = 0
.

0 56 9 R + 27 9

A = 0
.

00 3 2 R + 8 32

A = 0
。

00 3 15 R + 29 34

r 二 0
。

9 5

r 二 0
。

9 1
白

r 二 O
。

90

r 二 0
。

89

r 二 0
。

85

r 二 0
。

76

样本容量均为 n = 7

r o 。 0 1 二 0
.

87

r 0 . 0 5 二 0
。

7 5

10 12

116 9

S 二 6人了 1 一 r

2 C
2 S

V =

-A

212829313643
一UCU)I
ùnénùn以 212829313643
一UCU)I
ù
0nUC
ó

144 3

表 15 小 良水保站年土壤流失量与修正后侵蚀动能指标关系表

项 目 回 归 方 程 相关系数 } 8 } ZC v

一卜̀r7̀户、̀户刁L勺自建`9曰OUO甘
4
no八OE l s

K E > 2 5

E l
: o

U l
-

A = 0
.

OO3 l R R 一 85
.

A = 0
.

3 0 2 R R + 3 60

A = 0
.

0 0 32 1 R R + 67 5

A = 1 2
.

2 R , 3 94 7

A = 0
.

0 03 4 5 R + 22 07

A = 0
.

0 569 R + 2 79

r 二 0
。

9 9

r 二 0
。

9 8

r 二 0
。

9 6

r = 0
。

9 5

E l
s o

微分法
爷

r = 0
。

8 9 1 0 12

r 二 0
。

8 9 1 0 12

·
为未修正的指标

。

R c 为年综合雨型修正

系数
,

其他同前
。

五
、

综合雨型系数

如前所述
,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的降雨有 3 种类型

, 即突发型
、

峰值型和均 匀 型
。

为 了 深

入研究不同雨型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特命名综合雨型系数 ( R c ) 作为描述降雨侵蚀动能的定量

指标
。

为 了比较 3 种雨型所产生的侵蚀动能的差异
,
特选定峰值型降雨过程作为标准侵蚀性降雨

过程
, 即 R c 二 1

。

其它两种雨型R c值的计算方法是
:

某雨型单位降雨侵蚀动能所产生的土壤侵

蚀量与标准雨型 同一数值之比
。

为了简化计算工作量
,
任意选用 90 次侵蚀性降雨过程所采集的有

关资料进行分析
,
用单位 m m雨量引起的土壤侵蚀量代替单位侵蚀力引起的土壤侵蚀量

。

计算结

果如下
:
突发型

:
R c = 1

.

46 ; 峰值型 R c = 1
。

00 多 均匀型 R c 二 0
.

64
。

对某年和这一年内各 月
.

的

综合雨型系数
,
可以采用各次降雨量作为权重系数进行加权平均 (表 1 6)

。

从表 16 可以看出
,
小良水保站每年 3 ~ 8 月的降雨

,
均具有较强的侵蚀能动 多 而 9 月 到 次

年 2月 的降雨则侵蚀动能较弱
。

这一情况与本地区降雨分布特征是基本相符的
。

在 正 常 年 景
,

早春
、

深秋和冬季的降雨比较均匀
,
雨量小

,

有春雨绵绵和秋风细雨之感
,
因而侵蚀能力较弱 ;

而自清明前后至立秋前后 的降雨
,
常以阵雨或暴风雨形式出现

, 还时常受台风影响
,

、

因而这一时

期的降雨具有较强的侵蚀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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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年份

l 月

1
2 月

{
3 月

4月

小 良水保站综合雨型系数 ( R c) 一览表

5月
{

6月
}

,
t

月
{

8 月
{
” 月

}
,。月

11月 } 12月 年平均

1 98 3年

1 9 84年

19 85年

19 86年

19 8 7年

19 88年

19 89年

平 均

000
。

8000 0
。

8666

000
.

6 444 0
。

8333

111
。

0000 1
。

0 000

000
。

6444 1
。

4 666

000
。

7 888 1
。

0 000

00000
。

999

0
。

95

0
。

8 8

1
.

15

1
。

13

1
。

12

0
.

9 4

1
。

00

为了综合评价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降雨侵蚀动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使分析结果更加符合实

际测定成果
,
应用综合雨型系数指标

,
对己经测定的各年间和各年内的降雨侵蚀动能指标进行必

要的修正
,
成果见表 17

。

表 17 小良水保站修正后的降雨侵蚀动能指标 ( R c ) 表 〔M J
·

m m / h a ·

h
·

a( 月 )〕

年份

, 月

1
2 月 s 月

{
4月

}
5月

{
6 月

}
7 月

!
8 月

}
一

。
一

月 : 0月
}

1 ;月
}
; 2月

}
全 年

} R C 值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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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小 良水保站 3 号试验区 1 983 年至 19 89 年逐次降雨侵蚀资料一览表略

~ 卫一

/ 、 、 结 语

研究降雨侵蚀动能的目的有两个
,
一是研究不同雨型下的不同降雨强度

,
单位 m m雨量对地

表产生的侵蚀动能 ; 二是应用长时期的观测资料
,
对未来土壤侵蚀量作比较切合 实际 的 预 测预

报
。

用瞬时降雨强度拟合相应的土壤侵蚀量
,
其回归误差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有比较高的置信

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