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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21世纪中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核心。
实施这一战略，对粮食和环境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开展土壤侵蚀和旱地农业研究是实施上述战略的关键。
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是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两个基本研究方向。
本系列专著针对实验室两个研究方向，以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环境调控和提高旱地农业生产力为基础，
从土壤侵蚀过程及其调控、土壤侵蚀模型及预测、水土流失、土壤水分养分循环机制及其调控、土壤
侵蚀与旱地农业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技术等领域出发，系统反映实验室基于大量重要研究项目资助获得
的研究成果。
　　《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系列专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长期和集体研究工作的结晶。
作者以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累积为基础，并综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充分反映了我
国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研究取得的成就。
二是具有坚实的科学立论基础，作者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从黄土高原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是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系列专著。
三是有很强的应用性，主要基于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的相关理论，对如何控制水土流失和提升旱地农
业生产力提出关键技术措施。
　　该系列专著各分册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补充，体系完整，资料系统，涉及地学和农业科学的诸多
领域，是一套在理论上具有一定深度、实践上具有一定广度的丛书。
该丛书的出版发行对推动水土保持、优化旱地农业水肥资源管理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
系列专著资料丰富，数据可靠，内容翔实，图文并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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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1章。
第1章主要介绍土石混合介质中水分运动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相关研究进展；第2章主要介绍研究
区概况、土壤中钙结石的形成原因及空间分布；第3章主要涉及含钙结石土石混合介质中的钙结石和
细土的物理特性、二者含水量之间的关系及总含水量测定的误差分析；第4章主要介绍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和饱和导水率的测定及碎石对其的影响；第5章主要包括单孔模型、双孔模型、双透模型、定解
条件以及模型的数值解；第6章主要分析室内条件下土壤中碎石的含量、大小及类型对人渗的影响；
第7章主要涉及野外人工降雨条件下含碎石土壤的入渗过程及碎石含量的影响；第8章主要介绍野外条
件下坡面尺度土壤水分的动态变化及下垫面的影响；第9章主要介绍试验小区人工土石混合介质植物
（柠条）生长、根系吸水和水量平衡；第10章主要涉及野外人工土石混合介质中种植植物（柠条）下
土壤水分的有效性；第11章主要介绍人工和原状土石混合介质中非反应性溶质的运移特征。
    本书可供农业生态、林业生态、自然地理、土壤物理、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和环境水利等领域有关
科技人员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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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5土石混合介质溶质运移研究　　碎石存在不仅对土壤物理性质及水分的运动具有显著影响，
也对混合介质中化学物质运移产生影响。
但目前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利用对流－弥散理论来描述不含有碎石土壤的溶质迁移过程，该理论对碎石
土壤的适应性及参数变化特征受到人们关注。
Russo（1983）利用电导率为1.72dS／m，钠吸附比为2.35（mol／m3）的井水进行了含有碎石土壤（大
于2mm碎石含量为50％～70％）的渗透实验。
在实验土柱不同深度设定了观测取样点，并利用喷灌进行供水。
实验结果显示，各观测点的土壤浸提液的电导率随供水量增加而减少，同样Cl-、SO42-也随着供水量
的增加而减少，土壤溶质浓度这些变化特征与均质土壤相似。
为了分析含碎石土壤溶质的变化特征是否可以利用对流－弥散理论来描述，Russo（1983）还利用传统
的对流一弥散理论对混合介质中的溶质穿透曲线资料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喷灌强度为7.6mm／h
下，溶质弥散度为2.9cm。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流－弥散理论可以用于含有碎石土壤的溶质迁移研究。
Bouwer和Rice（1984）利用高3.35m、直径1.24m的土柱，进行碎石土壤的溶质穿透实验，并利用穿透曲
线确定了弥散系数，结果表明，弥散系数与平均孔隙水流速呈线性关系，这也说明对流一弥散理论的
弥散度假定对碎石土壤同样成立。
Schulin等（1987）在森林区提取原状土样，其中碎石含量为55％，进行稳定渗漏实验，测定含有碎石
土壤的氘和氯离子的穿透曲线。
实验结果表明，即使土壤中含有55％的碎石，仍获得与均质土壤相似的光滑的土壤溶质穿透曲线。
利用对流一弥散模型对实验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供水强度下其Pelect数基本维持恒定，弥
散系数与孔隙水流速也呈线性关系，这些结果均表明对流一弥散理论可描述含有碎石土壤的溶质迁移
过程。
Buchter等（1995）在瑞士北部的巴塞尔取直径30cm、高75cm的底层钙质原状土柱（除去表层45cm的沙
土层），用PVC管底部带有19个出流陶土板（直径为6cm）对土石混合介质中水流和溶质迁移的各向
异性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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