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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选用以色列 ３类不同质地的 １０种不同斥水性的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滴水穿透时间法测定土壤斥

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关系，得到了不同土壤斥水持续时间随含水率变化的规律，通过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模型、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

和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对这种规律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土壤斥水持续时间随含水率的变化规律符合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

型。由此响应模型，就可以根据某种土壤部分斥水性对含水率响应的实测数据，计算出土壤斥水性的峰值含水率、

峰值斥水性以及临界含水率，为不同土壤斥水性进行对比和土壤改良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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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含水率是影响斥水性的最主要因素之

一
［１～３］

，并且斥水性的大小随季节性和土壤其他物

理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４］
。这使得研究者很难获取

土壤的峰值斥水性和土壤斥水性消失时的临界含水

率，为土壤的改良和斥水性的有效控制带来很大的

困难。Ｂｏｎｄ和 Ｈａｒｒｉｓ发现，土壤斥水性随含水率的
减小而逐渐增加，最后到达极值，但当土壤达到一定

湿度时，土壤斥水性消失
［５］
。Ｋｉｎｇ和 Ｄｅｋｋｅｒ在描述

土壤斥水性与含水率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土壤斥水

性消失时的临界土壤含水率为 ３４％ ～３８％［６～７］
。

但 Ｄｅｋｋｅｒ和 Ｒｉｔｓｅｍａ在研究荷兰砂质土斥水性消失
时的临界含水率时发现，当土壤含水率（体积含水



率）小于２％时，某些荷兰砂质土的土壤斥水性也消
失了

［８］
。然而，对于这类土壤，斥水性随土壤含水

率的变化关系及其响应关系是否有所不同，并没有

详细报道。陈俊英等以以色列南部基布兹 Ｂｅｒｒｙ一
个柚子园的原状土壤为例，详细描述了土壤斥水持

续时间随含水率的变化关系，并指出土壤斥水性随

含水率的变化关系呈正态分布
［９］
，但模型只以壤土

为基础建立的，对其他不同性质的土壤和不同斥水

性大小土壤的应用误差较大。

本文选用以色列 ３类不同质地的 １０种不同斥
水性土壤为对象，研究土壤斥水性对土壤含水率的

响应关系，并对此关系进行数学模型回归，找出这种

响应规律符合的数学模型，以便根据含水率所对应

的土壤斥水持续时间计算出该土样的峰值斥水性和

土壤斥水性消失时的临界含水率等参数，为斥水土

壤的改良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土壤样品采集
研究所用土壤样品采自以色列４个不同地方的

３类不同质地的表层土，即基布兹 Ｂｅｅｒｙ、基布兹
Ｂｉｔｚａｒｏｎ、基布兹 ＳｅｄｅｒＢｏｋｅｒ和基布兹 Ｍａｇｅｎ４个地
方共取了１０种土样，土壤类型、代码及相关参数见
表１。所采取的土壤均为处理后污水滴灌的果园，
而且灌溉时间年限不同，最短的有 ７年，最长达 ３０
年，在所灌溉的年内土地均未翻耕过。

表 １　土壤采集地及土壤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地名 经纬度 土壤采集深度
土壤

类型
代码

灌溉时

长／ａ

有机质质量

分数／％

土壤组成质量分数／％

粘粒 粉粒 砂粒

Ｂｅｅｒｙ
东经３４°２９′４３１５″

北纬３１°２５′１４０６″
柚园，０～５ｃｍ 壤土 Ｂ１ １５ ８３０ １５ １５ ７０

柚园，０～２５ｃｍ 粘性土 ＢＯ１ ２０ ９３１ ３６ １７ ４７

Ｂｉｔｚａｒｏｎ
东经３４°４３′３３１３″ 柚园，２５～５ｃｍ 粘性土 ＢＯ２ ２０ ８２３ ３４ １７ ４９

北纬３１°４７′４４９３″ 柿子园，０～２５ｃｍ 粘性土 ＢＰ１ ７ ４５０ ３２ １８ ５０

柿子园，２５～５ｃｍ 粘性土 ＢＰ２ ７ ４０１ ３１ １８ ５１

ＳｅｄｅＢｏｋｅｒ
东经３４°４７′３５１０″ 草坪，０～２５ｃｍ 粘性土 ＳＹ ２０ ２５９ ５ ７ ８８

北纬３０°５２′２４９８″ 树林，０～２５ｃｍ 粘性土 ＳＢ ３０ １８９ ５ ８ ８７

东经３４°２４′１９４５″
橙园，０～２５ｃｍ 砂质土 Ｍ１ １５ ９５８ ３０ １７ ５３

Ｍａｇｅｎ
北纬３１°１７′１７６３″

橙园，２５～５ｃｍ 砂质土 Ｍ２ １５ ７１２ ２８ ２１ ５１

柚园，０～２５ｃｍ 砂质土 Ｍ３ ８ ５４９ ３ ５ ９２

１２　土壤样品处理
将采集的１０种斥水性土壤样品分别放在长方

形的塑料盆中，盆宽 ２０ｃｍ，长 ３０ｃｍ，土壤深度
１５ｃｍ。先模拟田间滴灌方式，使盆中斥水性土壤达
到饱和土壤含水率，这时土壤斥水性消失。将样品

放在室温为２５℃的实验室内进行避光风干，以减少
温度对土壤斥水性的潜在影响

［１０～１１］
。当土壤斥水

性再次出现时，测定此时的土壤斥水持续时间和土

壤含水率，然后每隔１２ｈ，测定一次土壤的斥水持续
时间和含水率，直到土壤含水率不再变化，测定最后

一次土壤斥水持续时间和含水率。

１３　土壤斥水持续时间测定
对土壤斥水性进行测定时，采用滴水穿透时间

（ＷＤＰＴ）法测定，滴定用水为纯净水。用一个标准
的滴定管分别将 １０滴水（每滴约 ００５ｍＬ）滴到每
种土壤样本表面，测定水滴渗入土壤所需要的时间，

取１０滴水入渗时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每个样品的
最终结果。

１４　土壤含水率测定
在进行土壤斥水性测定的同时，取表层 ０～

１ｃｍ土壤约２０ｇ测定土壤含水率，土壤含水率测定
采用１０５℃干燥法，使土壤达到质量恒定后，计算土
壤含水率（本文用到的均为质量含水率）。

２　数学模型基础

从土壤斥水性对土壤含水率的响应关系（图 １）

可以看出，其关系为单峰曲线，根据响应的单峰曲线

特征，分别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软件单峰曲线模型中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模型、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和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对数正
态分布）模型对响应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三参数模型方程［１２］
为

Ｙ＝ａｅ (－０５
ｘ－ｘ０)ｂ

２

（１）

式中　Ｙ———土壤斥水持续时间（滴水穿透时间），ｓ
ｘ———土壤含水率，％

ｘ０、ａ、ｂ———待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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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三参数模型［１２］
为

Ｙ＝ ａ

(１＋
ｘ－ｘ０ )ｂ

２
（２）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三参数模型［１２］
为

Ｙ＝ａｅ [－０５
ｌｎ（ｘ／ｘ０）]ｂ

２

（３）

图 １　３种数学模型回归土壤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ＷＤＰ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ｅｎ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ｏｉｌｓ
（ａ）Ｂ１　（ｂ）ＢＯ１　（ｃ）ＢＯ２　（ｄ）ＢＰ１　（ｅ）ＢＰ２　（ｆ）ＳＹ　（ｇ）ＳＢ　（ｈ）Ｍ１　（ｉ）Ｍ２　（ｊ）Ｍ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结果
经过对１０种不同土壤在不同含水率时测定的

土壤斥水性，其结果如图１中实测数据点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对于壤土、粘性土和砂质土，

虽然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斥水性不同，但土壤斥水

持续时间随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均有非常显著的关

系。即当土壤含水率为 ０时，土壤斥水持续时间很
小或者消失；随着土壤含水率的增加，土壤斥水持续

时间也呈增加趋势；当土壤含水率达到某一特定值

时，土壤斥水持续时间达到最大，即出现一个峰值；

当土壤含水率大于峰值含水率时，随着土壤含水率

的增加，土壤斥水持续时间呈减小趋势；当土壤含水

率达到临界含水率时，斥水性消失。

从图１还可看出，对于不同土壤，斥水持续时间
出现峰值时的含水率不同，即使是同种土壤，由于土

壤斥水性大小不同，出现峰值斥水性时的含水率也

不同；同时，土壤斥水性消失的临界含水率也随不同

土壤和相同土壤不同斥水性的变化而变化。

虽然土壤斥水性的峰值点和临界点都随土壤的

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看，斥水持续时间随含水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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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呈单峰曲线。

３２　模型回归分析
研究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分析。在对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模型、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和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型回归分析时，土壤含水率为自变量，
土壤斥水性为因变量，用各模型分别回归各种土壤

的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关系
［１３］
，其回归结果见

图１，各回归模型的相关性及显著性分析见表２。

表 ２　模型对不同土壤回归参数的相关性及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ｓｏｉｌｓ

土壤代码 模型 样本数 ａ ｂ ｘ０ Ｒ２ Ｆ Ｐ Ｆ００５ Ｆ００１ 显著性

Ｂ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２３ ７９１４３５ ０９９３ １０５６８ ０７４７ ３０９９３ ＜００００１

５７８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２３ ８７７０４７ １０２２ １０５５１ ０８１４ ４５９８６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８ ６１９９３ ５８６ １４５１ ０６９１ ５１４９ ＜００００１ 

ＢＯ１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４８ ６６８１１ ５４０ １３６６ ０６９１ ５１５２ ＜００００１ ５０８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４８ ６２１２４ ０４５ １２７３ ０７５８ ７１９８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３ ５５２８９５ ３５０２ １４０５３ ０８０７ ８５９４０ ＜００００１ 

ＢＯ２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４３ ５８５７１５ ３５７６ １４０２１ ０８１５ ９０５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５１７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４３ ５５４１５７ ０２６１ １３５４１ ０７８６ ７５３２６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２８ ７２６４５ ７７４９ ９６９８ ０２５２ ４３８４ ００２２９ 

ＢＰ１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２８ ７４４２９ ８７８５ ９２８２ ０２５２ ４３８７ ００２２８ ３３７ ５５３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２８ ７５８７１ ０７０７ ７９６６ ０２８０ ５０６１ ００１３９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３０ ５２９８３ ３２０１ ８２５６ ０２３０ ４１８２ ００２５８ 

ＢＰ２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３０ ５７０６１ ２８８４ ７６５６ ０２７６ ５３３２ ００１０９ ３３４ ５４５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３０ ５２６９６ ０４１８ ７６４１ ０２８１ ５４７７ ０００９８ 

ＳＢ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４ ４４３８９３ ５７９１ １５４２４ ０７２７ ５５８２６ ＜００００１

５１５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４４ ４７５５０１ ５７２６ １５３３３ ０７０１ ５０２９８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５ ７９８７２０ ３３７２ ９４７６ ０７０３ ５０９３３ ＜００００１ 

ＳＹ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４５ ９２５５１５ ３１３３ ９６８０ ０７１０ ５２５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５１３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４５ ７５４３６２ ０３９０ ８６０９ ０６４７ ３９４７６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４１ １９１３４６３ ２０７０ ３５９３ ０６７９ ４１３１１ ＜００００１ 

Ｍ１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４１ １９９３９７１ ２１６７ ３４０１ ０６８３ ４２０９３ ＜００００１ ５２０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４１ １７６６３４７ ０６７６ ２７６５ ０６２８ ３２９１５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３５ ４４６９０１ ０７９５ １８４４ ０５７５ ２２２８８ ＜００００１ 

Ｍ２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３５ ４６４５９５ ０８７０ １７７７ ０５６５ ２１４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５３２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３５ ４４９５９２ ０４８３ １６６８ ０６２０ ２６８９１ ＜００００１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１４ ６４７８７ １０３０ ２７７１ ０５６０ ８９８４ ０００４１ 

Ｍ３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 １４ ７６２２５ ０９６２ ２６８２ ０６３２ １０３２７ ０００２５ ６９３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１４ ６２３０６ ０４２１ ２５０４ ０６８８ １３２１６ ００００９ 

　　注： 显著性非常好， 显著性好， 显著性一般。

　　从图１和表 ２可以看出，在 ３种数学模型中，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对壤土、粘性土和砂质土这 ３类土壤
的回归最好，其中这 ３类土质中的 ５种土壤样品回
归结果为非常好，３种土样为好，２种土样为一般；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模型对１０种土样中的 ３种回归结果为非
常好，５种土样为好，２种土样为一般；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模
型对１０种土样中的３种回归结果为非常好，３种土
样为好，２种土样为一般，但有 ２种土样没有回归结
果。从图１和表 ２还可以看出，３种数学模型对粘

性土 ＢＰ１和 ＢＰ２回归的结果均不理想，主要原因是
该土壤的斥水持续时间对含水率响应时的差异性较

大。

经过 ３种数学模型对 ３类不同质地的 １０种土
样回归参数的比较得出，土壤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

应关系符合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和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模型，但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最优。

依据土壤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数学模型，就

可以根据部分土壤斥水性对含水率响应的实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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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精确计算出土壤斥水性的峰值含水率、峰值斥水

性、临界含水率和任一含水率对应的土壤斥水持续

时间。现用 Ｌｏｒｅｎｔｚａｉｎ模型对 １０种土样进行回归，
计算各土样的峰值含水率、峰值斥水性以及临界含

水率。计算结果见表３。

表 ３　用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回归的几个参数

Ｔａｂ．３　Ｓｏｍ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ｇｏｔｂｙ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ｍｏｄｅｌ

土壤

代码

回归的峰值

含水率／％

回归的最大斥

水持续时间／ｓ

临界含

水率１／％

临界含

水率２／％

Ｂ１ １０５５ ８６７ ０ ２３８

ＢＯ１ １３６６ ６６８ ０ ４０

ＢＯ２ １４０２ ５８６ ０ ３２５

ＢＰ１ ９２８ ７４ ０ ２８

ＢＰ２ ７６６ ５７ ０ １６９

ＳＹ ９６８ ９２６ ３ ３０

ＳＢ １５３３ ４７６ ０ ４０

Ｍ１ ３４０ １９９４ ２５

Ｍ２ １７８ ４６５ １０

Ｍ３ ２６８ ７６ ６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砂质土峰值含水率明显比粘
性土和壤土的峰值含水率小。砂质土的峰值含水率

在１％ ～３５％之间，粘性土和壤土的峰值含水率在

１０％ ～２０％之间。砂质土的临界含水率比粘性土和
壤土的也小，但临界含水率的差异性较大。从表 ３
还可看出，当土壤含水率为０时，粘性土和壤土的斥
水持续时间已经小于５ｓ，但砂质土的斥水性仍然存
在。从表１和表３可看出，同种类型的土壤，有机质
含量越高的，其最大斥水持续时间也越大，临界含水

率也越大。

４　结论

（１）通过 ３类土壤的 １０种土样研究得出，土壤
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关系呈单峰曲线。无论是壤

土、粘性土，还是砂质土，当土壤含水率在 ０到峰值
含水率之间，随着含水率增加，土壤斥水性呈增加趋

势，在峰值含水率时土壤斥水性达到最大值；当土壤

含水率大于峰值含水率时，随着含水率增加，土壤斥

水性逐渐减小，直至含水率达到临界含水率时，土壤

斥水性消失。

（２）在３种模型中，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对不同类型
和不同斥水性大小的土壤的回归适应性最好，可以

采用 Ｌｏｒｅｎｔｚｉａｎ模型来拟合斥水性对含水率的响应
关系，并可计算土壤斥水性的峰值含水率、峰值斥水

性以及临界含水率等，为斥水性土壤的改良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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