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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工模拟降雨研究亚热带坡耕地
土壤的沟蚀和沟间侵蚀

’

于东升 史学正 王 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 2 10 0 0 8)

摘 要 用人工模拟降雨研究亚热带地 区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坡耕

地土壤沟蚀和沟间侵蚀
.

研究结果表明
,

类似于 当地花生
、

山芋垄作的沟垄
,

在无外来径流影

响下 土壤沟蚀 与沟间侵蚀程度相 当
,

土壤沟侵蚀率与土坡 自身特性和外来径流量大小关系

密切
,

相同的外来径流量对不同类型土壤的沟侵蚀率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

同时利用 W EPP中

的土壤可蚀性 关系式计算出上述两种土壤的沟间可蚀性 气值分别为 0
.

1646 和 0
.

1362 (1 0
一 6

kg s m
一 4
)

。

关钻词 沟蚀
,

沟间侵蚀
,

人工模拟降雨

中圈分类号 5 157
.

1

我国亚热带红壤地区低山丘陵的地貌类型
,

决定了该区的土地以坡地利用为主
。

随

着人 口的急剧增加
,

人们对坡地的开发利用也越演越烈
,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土地退化严

重
,

其中最主要和最为严重的
,

也是分布最广 的则是 由土地利用不 当所引起 的土壤侵蚀

退化
。

该区土壤侵蚀类型较多
,

面蚀
、

沟蚀和沟间侵蚀相互交错
,

频频发生
.

由于我国在

土壤侵蚀研究方面基础薄弱
,

人们还未能对各种土壤侵蚀类型逐一加以深人研究
。

19 92

年始
,

史学正等人通过野外实测以及人工模拟降雨的方法对我国亚热带地区主要类型土

壤的可蚀性进行研究
,

研究结果表 明紫红色砂页岩发育的荒地土壤 的可蚀性 K 值最大
,

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荒地土壤可蚀性 K 值最小川
;
陈明华等人在福建地区利用人工模拟

降雨方法也作了一些研究
,

并得出福建主要类型 土壤可蚀性 K 值的变化范围 [21 ;
陈一兵

对四川紫色土也作了相似的研究 [3]
,

但这些都是关于土壤 面蚀的研究工作
.

虽然史学正

等人在研究中也发现紫色土在降雨侵蚀过程 中易于形成细沟是紫色土可蚀性最强的原

因之一 ; 王治国在黄土残源 区利用人工模拟降雨对土壤产生的沟蚀类型进行了详尽的描

述和分类l4] ;
郑粉莉对黄土区坡耕地的细沟间和细沟侵蚀也作出了许多研究工作l5]

,

但这

些研究工作在土壤 的沟蚀和沟间侵蚀 的定量化方面以及它们对造成的土壤流失的贡献

率都还需要进一步地深人研究
。

从已有的研究资料表 明
,

土壤 的沟蚀和沟间侵蚀引起

的土壤流失 比面蚀更为严重
,

而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坡耕地不同程度的垄作制
,

又恰好促

进 了土壤 的沟蚀和沟间侵蚀
,

土壤的沟蚀和沟间侵蚀在该地区更迫切需要加以深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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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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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国际上对土壤的沟蚀和沟间侵蚀 (瓦11 e ro sio n an d in te o ril l e ro sio n) 研究较早
,

方法

也较多
。

美国土壤学家应用人工模拟降雨并结合玉米地的垄作方法对土壤沟蚀和沟间侵

蚀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
,

直接用于人工降雨试验 的垄沟长 (顺坡 )和宽大多分别为 75 c m

和 5 0 c m 阶
吕]

,

个别试验区
,

如生长土豆的垄沟长和宽分别为 9 1 c m 和 %
c m lg]

,

沟坡的坡度

从 20 % 到 75 % 不等
。

他们先后分别研究了新鲜土壤耕作
、

土壤固结
、

土壤结壳的微形态
、

农作物的田间残留物
、

耕作季节以及耕作间隔的时间长短等对土壤沟蚀和沟间侵蚀的影

响
,

并建立了相应的影响土壤沟蚀和沟间侵蚀的修正式 11 “一 ”]
。

通常用以描述土壤沟间侵

蚀的关系式有
: D

,
一 戊r母

、

叹刀
‘
一 尺严

气 ’5 ,以及 D
,
= 长r酬[16l

。

其中 D
‘

为沟间侵蚀率
,

找

为土壤沟间可侵蚀性
,

几 q 分别为回归系数
,

I为降雨强度
,

sf
、

S 为坡度因子
。

土壤沟蚀特

征常采用类似于水流挟持泥沙的动力关系式来描述
,

Dr
。
= Kr (: 一 动

,

其 中 Dr
。

为土壤被水

流分离挟持率
, T 为水流平均的剪切力

,

几为土壤临界的剪应力
,

而 K, 为土壤 的沟蚀性
,

反

映了单位有效剪切力的土壤侵蚀率变化量
。

本文利用人工模拟降雨方法
,

借助于上述已有的关系式
,

对我国亚热带两种有代表性

土壤的沟蚀和沟间侵蚀进行初步的研究
,

定量分析和说明土壤沟蚀和沟间侵蚀特征
,

为进

一步深人研究积累和提供基础数据
。

1 试验设计与方法

1
.

1 试验土坡及处理

研究试验在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试验站附近进行
。

该站位于江西省余江县境内
,

地貌上以低山岗丘

为主
,

土壤主要是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粘淀湿润富铁土
、

红色湿润新成土和红砂岩发育的铝质湿润淋

溶土等
。

试验土壤分别为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耕作粘淀湿润富铁土 (东塘村)和红砂岩发育的耕作铝

质湿润淋溶土 (六分场)
,

所在坡地坡降分别为 4. 6 % 和 4. 2%
,

前者土层深厚达 1
.

5 m 以上
,

而后者土层在

小于 l m
。

它们都以同样方式种植油菜
、

花生和山芋等
,

试验前花生已收获两个月左右
.

用于沟蚀和沟间侵蚀研究的试验区长为 Z m (顺坡)
,

宽为 l m
,

顺坡并排耕耙成两个
“

V
”

字型沟坡
,

耕耙深度约 20 c m
, “

V
”

字型沟坡的坡降约为 70 %
,

上 口宽为 45 。m
,

底深为 16
.

5 c m 左右
,

两个
“
V

”

字型沟

坡间距为 10 c m
,

类似于 当地种植花生或山芋的沟和垄
。 “

V
”

字型沟坡都用隔离板与外界分隔开
,

并在坡

下共同安装一个集水桶
.

在整个试验区周围设置径流隔离栏
,

防止外界径流进人试验区
。

1
.

2 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人工模拟降雨仪由德国制造
,

其模拟降雨的最大有效面积为 5
.

5 m 火 20 m
,

合 110 时
,

降雨量可用喷

头个数来调节
,

可调节范围为 20 一 100 m m h
一 ’

.

降雨前
,

在两个
“

V
”

字型沟坡的坡底 (顺坡 )
,

安装上 口宽为 7 c m 的
“

V
”

字型集水槽 (铝制品)
,

并使其

紧贴
“

V
”

字型沟坡的两边坡
,

且集水槽延伸至试验区外的集水桶
,

以便测量与采集径流和泥沙
;
准确测量

。

V
”

字型沟坡的形状参数 ; 用土钻在两个间距为 10 c m 的
“

v
”

字型沟坡间采集 0 ~ 10
,

10 一 20
,

20 一 40
,

40一 6 0
,

60一 80
,

80一 10 0 c m 各土层的土墩来测定土壤的含水量
.

降雨时
,

待
“

V
”

字型沟坡两边坡的径流

产生后
,

每 10 mi n 采集和测量一次径流
.

降雨持续 l h 后
,

沟间侵蚀试验完成
,

停止降雨 3 h
。

在这过程

中
,

准确测量
“

V
”

字型沟坡的形状参数 ; 在原地采集测定含水量的土坡样品 ; 测定降水量 ;抽去
“

V
”

字型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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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底中
“

V
”

字型集水槽
,

准备进行沟蚀试验
.

沟蚀试验降雨产生径流后
,

每 5 而 n 采集和测定径流
.

在径流产生达 10 而n 时
,

在坡地 上坡
,

立即沿
“

V
”

字型坡底开始以 8
.

5 L 而n 一 ’
流量注人水流

,

10 而 n 后再以 17 L 而 n 一 ’
流量注人水流 10 而n

.

在注人

水流的同时
,

人工模拟降雨持续不断
,

直至注流完成
.

降雨停止后
,

测定降雨量
,

再次测量沟型
、

在原地采

集土坡测定含水量
.

1 .3 样品处理与分析方法

每次采集的径流样品 500 m l
,

并测量一次径流量 K
,

利用烘干法测定径流中的含沙量 Cs
,

土城侵蚀量

为 K
·

cs
.

利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
.

2 试验结果

2. 1 土坡含水 ,

从表 l 可看出
,

降雨前土壤含水量随土层深度加深而增加
,

且各层次土壤的含水量均

小于降雨后的土壤含水量
.

而降雨后各层次的土壤含水量并没有统一的规律
,

第 四纪红

色粘土发育的粘淀湿润富铁土在雨后的土壤含水量随土壤层次加深略有增加
,

而红砂岩

发育的铝质湿润淋溶土最后的各层次土壤含水量变化趋势正好相反
,

其原因在于后者土

层厚度较前者薄
,

下层的土壤水难以渗人
.

裹1 人工模拟降雨前后的土坡含水t

T a b le 1 5 0 11 m ni st叨re (% )

土层深度 粘沈湿润富铁土 (Ac riso l) 铝质湿润琳溶土(C田 n bi so l)

5 01 1 de p th 雨 前 雨 后 最 后 雨 前 雨 后 最 后

户J记 r th e 人他
r the Al、e r th e

(em )

0 ~ 10

10 ~ 2 0

2 0 ee 4 0

4 0 ee 6 0

6 0 一 8 0

8 0 ~ 10 0

r aln fal l

A触
r th e

fi rs t 而
n
fal l las t 面

n
佃l

B e fo 比

面川习 l fi 比 t 面
。
佃 1 las t 面

n fa ll

2 3
.

1

2 4
.

2

15
.

4 2 3
.

5

13
.

4 2 4
.

4

16
.

1 2 2 3

17
.

4 2 0
.

2

19
.

9 19 7

19 2 19
.

9

飞J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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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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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土坡沟间傻蚀

土壤沟间侵蚀试验 中
,

粘淀湿润 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降雨强度分别为 65
.

8

r or n h
一 ’和 5 5. 2 r n r n h

一 ’.

从表 2 可看出
,

在降雨过程中
,

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

溶土产生径流量最大的时段分别是在第三次和第 四次测量 时
,

依次为 2. 49 L 而
n 一 ’

和

1
.

22 L 而
n 一 ’;在每次测量径流量时

,

粘淀湿润富铁土总是大于铝质湿润淋溶土
;
停止降雨

时粘淀湿润富铁土的径流持续 1而
n ,

铝质湿润淋溶土持续 2 而n
,

而在降雨后前者 2 而n

后开始产流
,

后者则是在 10 而 n 后
.

径流中的泥沙含t 从总体上看
,

铝质湿润淋溶土大于

粘淀湿润富铁土
,

它们的泥沙含 t 最大的时段分别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测量时
,

分别为

7
.

16 g L
一 ’

和 5
.

4 4 g L
一 ’,

产沙量也是如此
,

分别为 8
.

74 9 而
n 一 ’和 10

.

0 8 g m in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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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沟间俊蚀过程中各时段的径流t 和土坡流失t

T a b le 2 R u n o ff an d 5 01 1 lo sse s d u n
飞 in te 卜ri ll e ro sio n

事件 粘淀湿润富铁土 (A c riso l) 铝质湿润淋溶土(〔知n b iso D

W ha t 时间 径流量 含沙量 产沙量 时间 径流t 含沙量 产沙量

ha Ppe n ed Ti m e R u n o ff (C ) 5 0 11 10 5 5 T im e R u n o ff (C. ) 5 0 11 10 5 5

(h :m ) (L nu
n 一 ,

) (g L
一 ,

) (9 mi
n 一 , ) (h :m ) (L m in

一 ,

) (g L
一 ‘) (g 而

n 一 ,

)

开始降雨 11 : 30 一 一 一 10 :3 5 一 一 一

开始产流 1 1: 38 一 4
‘

6 一 10
‘

4 5 一 2
.

9 2 一

第l次测量 11 :4 8 1
.

56 2
.

12 3 3 0 10
.

5 5 0 .4 5 3 6 4 1
.

6 3

第2次测量 1 1
‘

5 8 1
.

3 8 2
.

9 4 4刀6 1 1 :0 5 0滩7 4 乡2 2 3 3

第 3次测量 12 :0 8 2
.

4 9 3
.

14 7
,

8 2 1 1 : 15 0
.

8 8 4
.

7 2 4
.

17

第4 次测量 1 2
’

18 1 8 7 4 4 6 8
.

3 3 1 1
.

2 5 1
,

2 2 7
.

16 8 7 4

第 5次测量 12
.

2 8 1 8 5 5 4 4 10
.

0 8 1 1 :3 5 1
.

0 1 5 2 0 5
.

2 6

停止降雨 . 2: 30 一 一 一 11
‘

35 一 一 一

径流结束 12
.

3 1 0
.

19 一 0 3 1 1 1: 3 7 0
.

6 5 一 0石8

2. 3 土坡沟蚀

土壤沟蚀试验时
,

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降雨强度分别为 82
.

2 们n n l h
一 ’和

6 2
.

5

~
h
一 ’.

降雨开始后
,

粘淀湿润富铁土在 l而
n
内产生径流

,

铝质湿润淋溶土 4 而
n
内

产流 ; 降雨结束后
,

前者 2 而
n 后径流结束

,

后者是 l 而
n 。

粘淀湿润富铁土的径流中泥沙含

量最大的是在开始产生径流的前 5 而n( 第一次测量)测量值为 11
.

46 9 而 n 一 ’,

而铝质湿润淋

溶土是在以 8
.

5 L 而
n 一 ’

钟流速注流开始后的前 5 而
n 时段时

,

测量值为 9. 72 9 而
n 一 ‘; 在以

17. O L 而
n 一 ’

钟流速注流 的后 5 而n( 第六次测量)时段 内
,

粘淀湿润富铁 土的产沙量 为

裹3 沟蚀试验过程中各时段的径流, 和土坡流失.

T a b le 3 R u n o ff an d 5 0 11 lo s se s dun
n g ri ll e ro slo n

事件 粘淀湿润富铁土 (Ac ris ol ) 铝质湿润淋溶土 (〔油11bi so l)

W ha t hap pe ne d 时间 径流量 含沙量 产沙量 时间 径流t 含沙t 产沙量

T im e

彻no ff (G ) 5 0 11105 5 Ti m e R u n o ff (C ) 5 0 1110 5 5

(h
·

m ) (L 门乒
’

) (g L
一 ,

) (9 mi n 一 ,

) (h :m ) (L mi n 一 ,

) (g L
一 ,

) (9 mi n 一 ,

)

开始降雨 3 : 15 一 一 一 3
.

00 一 一 一

开始产流 3 : 16 一 7夕4 一 3: 04 一 4乃8 一

第 l次测t 3 :2 1 1
.

8 9 1 1
.

4 6 2 1
.

7 3 3 :0 9 1
.

2 4 6
.

4 2 7
.

9 6

第2次测量
; 开始注流 3 :2 6 1

.

6 6 7
.

7 2 12名3 3 : 14 1
.

3 6 6 4 2 8
.

7 3

(5
.

SL
·

而
n 一 ’)

第3次测t 3
‘

3 1 10 名5 2
,

9 6 3 2
.

10 3 : 19 13石2 9口2 一3 2 3 9

第4次测t ; 开始注流 3 :3 6 9 乡6 2 2 4 2 2 3 0 3 :2 4 1 1
,

3 6 5月 6 7
.

0 1

(17乃L
·

mi
n 一 ’)

第 5次测 t 3 :4 1 2 1 3 7 1 2 2 5
.

64 3 :2 9 19名 1 7
‘

9 2 15 6名6

第6次测t 3 4 6 20
.

7 3 2
.

4 2 5 0
.

16 3 :3 4 18
.

4 6 2
.

84 5 2 4 4

停止降雨和注流

径流结束 3 :4 8 14
.

2 3 一 3 4 2 4 3 :3 5 18
.

8 一 5 3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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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16 9 而
n 一 ’,

而铝质湿润淋溶土则是在此前 5 而
n 时段产沙量最大为 1 56

.

86 9 而
n 一 ’

。

总体

上看
,

铝质湿润淋溶土的产沙能力比粘淀湿润富铁土强
.

3 结果讨论

3. 1 土坡沟间可蚀性

在新一代的土壤侵蚀模型 w EP P 中
,

土壤沟间侵蚀利用下列关系式来描述
: D

‘
=

尺产导 其中
,

式为沟间土壤可侵蚀性 (10
一 6

kg
s m

一 ‘) ; D
,

为沟间侵蚀率 (g m
一 ’
h
一 ’

)‘I 为降

雨强度 (Inm
h
一 ’

)‘Sf 为沟坡因子
,

且 Sf
一 l

·

0 5 一 o
·

8 5e x p { 一 4 sin o}
,

o 为沟坡的坡度阳,
。

在

本次试验中
,

沟间侵蚀率 几
、

降雨强度 L 沟坡坡度 8 都可获取
,

因而沟间土壤可侵蚀性 式

值 由凡 = 只/ 产sf就能算出 (表 4)
·

计算结果表明
,

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沟

间土壤可侵蚀性 戊值分别为 0
.

16 4 6 和 O
.

l3 6 2( l0
一 6

kg
s m

一 ‘

), 显然前者 比后者大
。

但两

者 比美国土壤学家所研究土壤的结果却小了一个数量级 [8. 9
·

’01
,

究其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

裹4 土坡沟间俊蚀率及可蚀性式值

T a b le 4 5 0 一1 in te 卜ri ll e r
od

. billty faC to r 戈 胡d e

阴
lo n ra te

土坡类型

5 0 11 ty pe

坡降

Slo pe (%)

I

(Inxn
h
一 ’) (g m

一 , h
一 ’) (10

一 ‘
kg

s m
一‘) (mm

h
一 ’

Dl’

(g m
一 , h

一 ’)

粘 淀湿润富铁土

铝质湿润淋溶土

75

6 5

0
.

9 7 2 9

0
.

9 5 3 9

19 2石 0
.

16 4 6 8 2 2

10 9石 0
.

13 6 2 6 2
.

5

3 0 0
.

6

14 1
.

0

由 D
:
一 尺产冬

,

我们也可以算 出当降雨强度分别为 82
·

2
~

h
一 ’

和 62
·

5

~
h
一 ’

时
,

在
“

V
”

型垄沟形状相 同时
,

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土壤沟间侵蚀率分别 为

3 0 0
·

6 g m
一 ’h

一 ’

和 14 1
,

0 g m
一 ’h

一 ’
。

1 2 土坡沟蚀俊蚀率

在进行土壤沟蚀试验的同时
,

土壤的沟间侵蚀也伴随发生
,

因此
,

研究土壤的沟蚀
,

首

先必须排除沟间侵蚀的影响
,

要从总的收集的泥沙中扣除由于沟间侵蚀而产生的泥沙
。

从

上述的研究分析 中我们 已经得出
,

在
“

V
”

型垄沟形状相同时
,

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

淋溶土的土壤沟间侵蚀率分别为 300
.

6 g m
一 ’h

一 ’和 141
.

0 g m
一 ’h

一 ’,

由此就可以计算出
,

在

沟蚀试验过程中由沟间侵蚀所造成的土壤平均侵蚀量分别为 8
.

82 9 而 n 一 ’

和 4
.

89 9 而
n 一 ’,

进而可算出不同流速注流的土壤沟蚀侵蚀量 (表 5 )
。

裹 5 不同流速注流的土坡沟蚀健蚀t

T a ble 5 5 01 1 lo sse s in ri l! e ro s 一o n u
nd

e r di ffe 比 n t i卜fl o w c o n山 ti o ns

土城类型

5 0 11 ty pe

雨强

In te ns lty o f

面
n
fal l

(nun
h
一 1)

沟间侵蚀童

A I)

(g 而
n 一 l)

沟 蚀 量 B : / A B Z / B , B 3 / B ,

拓11 ero sio n

无注流 s5 L而
n 一 , 一7

.

o L 而
n 一 ’

B甲 B : B 3

(9 mi
n 一 ,

) (g 而
n 一 ,

) (g 而
n 一 ,

)

粘淀湿润富铁土

铝质湿润淋溶土

8 2
.

2

6 2
.

5

8
.

8 2

4
.

8 9

8
.

4 6

3 4 6

18
.

3 8

9 4
.

8 1

3 5乡6

9 5
.

10

0
.

9 2
.

1 7

0
.

7 2 7
.

4 0

或 2 5

2 7
.

4 9

l) 凡11 e

ros io n 2) R o w eo n d iti o n



2 期 于东升等
:

用人工模拟降雨研究亚热带坡耕地土壤的沟蚀和沟间侵蚀 16 5

从表 5 可以看出
,

当没有注流时
,

土壤 的沟蚀量 与沟间侵蚀量相差不大
,

而有注流的

土壤沟蚀量比无注流的大得多
,

粘淀湿润富铁 上大 2 一 4 倍
,

而铝质湿润淋溶土大 27 倍多
,

可见土壤表面径流量严重影响土壤沟蚀量
,

径流量越大
,

土壤的沟蚀量也越大
。

从两种土

壤 的比较来看
,

在没有注流的条件下
,

铝质湿润淋溶土的土壤沟蚀量小于粘淀湿润富铁

土
,

但在有注流的条件下
,

前者却远比后者大 3 一 5 倍左右
;
粘淀湿润富铁土注流增加 1倍

,

沟蚀量也增加 1 倍
,

而铝质湿润淋溶土几乎相同
,

这表明土壤表面径流量的大小对于不同

土壤沟蚀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同的
,

而这种影响力大小是由土壤 自身条件所决定
。

这从

国际上常用的描述土壤沟蚀关系式 Dr
。
= Kr (: 一 动 中也可得到说 明

,

其 中的土壤的沟蚀

性 Kr 和土壤临界的剪应力叽就是 由土壤的 自身特征所决定
。

表 6 不同流速注流的土坡沟蚀俊蚀率

T a b le 6 RJ ll e ro sio n m te u nd e r 山ffe re n t in
es

~

fl o w c o n d l ti o n s

土壤类型

5 0 11 ty pe

雨强

In te n s一ty o f 皿
n
fal l

(m m h
一 ’)

8 2
,

2

无注流 8
.

5 L / m ln注流 I7
.

OL / mi
n注流

N O 111一 fl 0 w I介fl o w w 一th 8
.

SL m 一n

h
一 ’)

111一fl o w w 一th 17
.

OLm l n

(k g m (k g m (k g m
一 ’h

一 ’)

粘淀湿润富铁土

铝质湿润淋溶土

0
.

12 7

0
‘

0 5 2

0 2 7 6

1
.

4 2 2

0
.

5 9 3

1
.

4 2 6

在公式 Dr
f
= Kr (: 一 动 中

,

由于确定含沙水流的剪切力
: 和土壤临界的剪应力二工作

比较繁琐
,

本文暂不进行讨论
,

仅简单计算 出土壤沟蚀侵蚀率
,

即土壤被水流分离挟持率

Dr
。

(表 6)
。

从表中可看出
,

粘淀湿润富铁土 8
.

5 L m in
一 ’

注流时的沟蚀侵蚀率是无注流时

的 2 倍多
,

而 17
.

O L 而
n 一 ’

注流时的沟蚀率达到 4 倍多
。

铝质湿润淋溶土有注流时的沟蚀

率比无注流时大的多
,

但 17. 0 L m in
一 ‘

注流时的沟蚀率与 8. 5 L 而
n 一 ’

注流时的相 当
,

这再

次说明相同土壤表面径流对不同土壤沟蚀的影响力是不同的
。

3. 3 结论

1
.

在无外来地表径流影响下
,

类似于 当地花生
、

山芋垄作的沟垄
,

土壤沟蚀量与沟间

侵蚀量相差不大
.

2
.

土壤沟侵蚀率与土壤 自身特性和外来径流量大小关系密切
,

相同地表外来径流量

对不同类型土壤沟侵蚀率的影响力并不同
。

3
.

本次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后的粘淀湿润富铁土和铝质湿润淋溶土的沟间土壤可侵

蚀性 凡值分别为 0
.

16 4 6 和 0
.

13 6 2 (10
一 ‘

k g ‘m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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