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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河南省台站土壤墒情数据库 年 月至 年 月资料 找出不同土壤类型的墒情变化规律 ∀土

壤有效水分含量分析表明 壤土最大 粘土次之 沙土最小 土壤墒情受地下水影响较大 地下水位较浅的地区不容

易出现干旱 ∀根据土壤墒情资料确定了土壤墒情订正系数和不同土壤类型田间持水量在全省的分布 并将其应用

到墒情预报模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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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南省土壤墒情预报是近年来在河南省新开展

的一项业务 ∀为了更好地提高土壤墒情预报的准确

率 我们在河南省土壤墒情预报模型中建立了河南

省台站土壤墒情数据库 将每旬收集到的 个台

站墒情和降水数据及时追加到墒情库中 至今已引

入了自 年 月至 年 月约 旬的土

壤墒情资料 ∀通过分析土壤墒情资料 找出不同土

壤类型的墒情变化规律 从而确定了土壤墒情上限 !

土壤墒情下限 !订正系数等参数 再将其应用到墒情

预报模型中 ∀

 不同土壤类型的平均有效含水量

不同台站因不同的土壤类型 !土壤质地 其土壤

水分状况和土壤墒情变化规律是不同的 ∀分析不同

台站多年来的土壤墒情变化曲线 可以得出不同土

壤类型的平均有效含水量 ∀

1  沙土的平均有效含水量

开封站土壤类型为沙土 ∀从开封站逐旬土壤墒

情变化曲线 图 可以明显看出开封站的沙土性

质 土壤平均含水量较小 土壤水分贮存能力较差

易旱易涝 ∀ ∗ 土壤墒情平均为 1 最大

值 1 最小值 1 ∗ 平均土壤容重

按 1 计算 则 ∗ 平均含水量为 1

减去凋萎湿度 ≈ 以下的无效含水量

平均有效含水量仅为 1 ∀从图 中还

可以看出 年 月下旬至 月上旬出现极端干

旱的情况 ∗ 平均土壤墒情只有 1 ∀此

时正是秋作物播种期 这样的土壤墒情严重影响了

秋作物播种 ∀

图  开封 !台前 ∗ 逐旬土壤湿度变化曲线

1  粘土的平均有效含水量

台前站土壤类型为粘土 ∀从台前站逐旬土壤墒

情变化曲线 图 可以看出该站粘土的性质 土壤

总体含水量较大 且无效含水量也较大 因此降水量

一般的年型作物也易受旱 ∀ ∗ 多年平均土

壤墒情 1 最大值 1 最小值 1 ∗

平均土壤容重按 1 计算 则 ∗

平均含水量为 减去凋萎湿度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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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无效含水量 1 平均有效含水量 1

比沙土多 1 ∀

1  壤土的平均有效含水量

图 是杞县站土壤墒情变化曲线 该站土壤类

型为壤土 ∀从图 可以看出该站壤土的性质 土壤

总体含水量介于沙土和粘土之间 但其平均有效含

水量较大 ∀ ∗ 多年平均土壤墒情 1 最

大值 1 最小值 1 ∗ 平均土壤容

重按 1 计算 则 ∗ 平均含水量为

1 减去凋萎湿度 ≈ 以下的无效含水量

平均有效含水量 1 比沙土多 1

比粘土略大一点 ∀

图  杞县站 ∗ 逐旬土壤湿度变化曲线

1  地下水对土壤墒情的影响

杞县地下水位较浅 地下水的补给较强 使得该

县很少出现干旱 ∀从图 可以看出 杞县站的土壤

墒情变幅较小 主要分布在 ∗ 之间 最小

土壤墒情也达 这主要是因为地下水的影

响≈ ∀

由于目前大部分台站都没有地下水观测资料

土壤墒情预报模型中对地下水的考虑也不够完善

所用的地下水补给量方程≈ 在小麦拔节后效果更

好 ∀方程如下

Γ ( Α Β Η)( δ/ )

式中 Γ为地下水补给量 Α !Β为经验参数

Η为地下水位 δ 为旬日数 ∀

为了反映地下水的补给对土壤墒情的影响 程

序中引入了订正系数的概念 即对计算得出的作物

系数乘以一个小于或等于 的系数 ∀不考虑地下水

补给时该系数为 考虑地下水补给时 该系数小于

∀订正系数是一个经验系数 通过台站的土壤墒情

曲线得到 ∀主要用于豫东 !豫南及沿黄河地下水较

浅的台站 ∀例如杞县的地下水订正系数取 1 即

认为该站的耗水量小于不考虑地下水补给台站耗水

量 土壤湿度下降缓慢 ∀

 不同土壤类型田间持水量的分布

田间持水量是一个重要的土壤水文常数 它决

定于土壤类型 !质地及土壤剖面特性 ∀一般认为 田

间持水量是作物能利用的土壤有效水分的上限 超

过了这个量的土壤水分很快在重力作用下排走了 ∀

目前河南省各台站能够提供 ∗ 田间持水量

资料 根据此资料分析不同土壤类型田间持水量在

全省的分布状况 图 可以看出 全省大部分地区

土壤田间持水量处于 ∗ 之间 属于壤土

其有效含水量较大 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而信阳大

部 !驻马店东南部 !南阳南部 !周口北部及商丘 !开

封 !新乡的部分地区 其土壤田间持水量大于

属于粘土 虽然保持土壤水分的能力较强 但作物利

用起来也比较困难 郑州东部 !西南部 !开封西部 !三

门峡和安阳的部分地区 土壤田间持水量小于

属于沙土 其土壤结构松 贮水能力特别差 作

物极容易受旱 ∀

图  河南省不同土壤类型 ∗ 田间持水量 分布

在墒情预报过程中 将逐日的预报值根据各地

的不同土壤类型 限制在田间持水量和凋萎湿度之

间 即成为墒情变化的上 !下限 从而避免了可能出

现的极值不当问题 ∀在土壤墒情递推的过程中 当

某日土壤墒情达到凋萎湿度值时 令日蒸散量为

则土壤墒情不再下降 而田间持水量作为土壤可贮

存水的上限 超过该湿度值的水分作为径流处理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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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提高了土壤水分计算的准确性 ∀

 结语

不同台站因不同的土壤类型 !土壤质地 其

有效含水量不同 壤土最大 粘土次之 沙土最小 但

壤土和粘土差别不大 ∀

在地下水位较浅的地区 其土壤墒情受地下

水影响较大 一般不容易出现干旱 ∀

不同台站土壤类型不同 其田间持水量也不

一样 在河南省的总体分布为 除豫南和豫东部分地

区田间持水量较大 为粘土外 全省其它大部分地区

为壤土 另有极少部分地区田间持水量较小 为

沙土 ∀

因受资料的限制 本文只将土壤类型粗略的分

为 类进行了对比分析 至于更详细的结果 尚需进

一步总结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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