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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１对黄土性固化土水分垂直入渗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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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一维垂直入渗试验方法，对不同容重、不同固化剂掺量处理的固化土水分入渗过程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黄绵土容重在１２～１４ｇ／ｃｍ３范围内，土壤容重对黄土性固化土的入渗能力有较大影响，土壤容重越大，

对应于同一时刻入渗率越低，累积入渗量越小，湿润锋推进距离越短。３种土壤容重条件下，不同 ＥＮ １固化剂掺

量对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运移距离的影响均显著（Ｐ＜００５），且随着固化剂掺量增大，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运移距

离均有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固化剂掺量在 ００５％ ～０１％范围内累积入渗量最大；累积入渗量与湿润锋运移距离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固化剂掺量对土层含水率的影响在低容重（１２ｇ／ｃｍ３）条件下明显，随着容重增加，影响逐渐

减小。利用 Ｐｈｉｌｉｐ模型、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和指数公式对固化土入渗率与入渗历时的关系进行拟合时发现，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公式拟合值更接近于实测值，且容重越大，拟合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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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本身的渗透性、抗蚀性决定了边坡坡面抵

抗冲刷的能力。黄土的母质较为松散，在一定的雨

强条件下，黄土边坡土壤入渗量大，抗蚀性较低。土

壤固化剂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土工复合材料，由多种

无机和有机材料配制而成，在常温下能与土壤发生

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可胶结土粒，改善土壤的强

度、耐久性等
［１～２］

。有研究表明
［３～７］

，ＥＮ １土壤固
化剂可以显著增大黄土干密度，提高土壤抗剪强度、

抗渗性、抗蚀性、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及土壤结构体的

稳定性。土壤中加入适量的固化剂，可以促进植物

光合作用，提高根系的吸收功能，有利于植物生物量

的积累
［８］
。

土壤水分是联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纽带，是大

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地表水转化为可被植物利用水分的唯一途径，

且与土壤中营养物质的运移、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和

植物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９～１１］

。水分在土体的入

渗过程决定着降雨进入土壤的速度和数量、地表径

流的大小及土壤侵蚀的程度
［１２～１３］

，也影响植被的生

长发育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１４］
。目前，国内外已有

大量关于土壤初始含水率、容重、土壤质地、有机质

含量、水头、温度等因素对土壤入渗特征影响的研

究
［１５～２０］

。将土壤固化剂应用于黄土边坡生态防护，

固化剂掺量及其与土壤容重的双重作用对黄土性土

壤水分入渗及水分再分布过程影响的定量研究较

少。本文模拟积水入渗过程，通过分析入渗率、累积

入渗量和湿润锋移动距离等描述入渗过程的重要特

征量，比较不同入渗模型对固化土入渗率的适用性，

探讨固化剂掺量、土壤容重对黄土性固化土水分垂

直入渗特征的影响，旨在为黄土性土壤改良和将

ＥＮ １固化剂应用于黄土边坡生态防护及边坡植被
生长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供试土样

供试土样为陕西省安塞地区的黄绵土，为弃耕

地耕层土壤。土壤的颗粒组成采用英国马尔文公司

生产的 ＭＳ２０００型激光分析粒度仪测定，按国际制
标准划分土壤质地，供试土壤物理性质见表１。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ｐＨ值
风干含水率

／％

有机质质量比

／ｇ·ｋｇ－１
总氮质量比

／ｇ·ｋｇ－１
颗粒质量分数／％

ｄ≥００２ｍｍ ００２ｍｍ＞ｄ≥０００２ｍｍ ｄ＜０００２ｍｍ
土壤类型

８５８ ００４５ ３０８ ０３７０ ６７９３ １８６１ １３４６ 砂壤土

１１２　土壤固化剂
供试固化剂为美国 ＣＳＳ技术公司生产的路邦

ＥＮ １离子固化剂，是一种高浓缩的酸性酱棕黑色
有机溶液，能将土壤中的矿物质和土壤分子分解，使

其重新结晶形成金属盐，保持土壤持久稳定。它在

浓缩状态下无挥发性、不燃烧，硫酸质量分数大于

１％，表面活性剂质量分数 ６％，密度 １７０９ｇ／ｃｍ３，
沸点２８２℃，２５℃时相对密度１７０，ｐＨ值１０５，稀释
后无任何危害，对生态无破坏，对环保无影响

［３］
。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设３个土壤容重，

分别为１２、１３、１４ｇ／ｃｍ３［５，２１］；７个固化剂掺量（占
干土质量百分比），即 ０、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
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０％的固化剂，分别记作 ＣＫ、
Ｇ００１、Ｇ００５、Ｇ０１、Ｇ０１５、Ｇ０２、Ｇ０３。
１３　试验内容与方法

室内土壤水分入渗试验在陕西杨凌中科院水土

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内进行，室内温度控制在２１℃左右。

土壤风干后过 ２ｍｍ孔径土筛，试验时按 １６％
含水率

［６，２２］
（本文所指含水率均为质量含水率）量

取一定体积的水，在水中加入一定比例的固化剂，搅

拌均匀后用撒壶分层撒入土中拌匀，然后用塑料防

水布盖好密闭 ２４ｈ使土壤水分分布均匀。加入固
化剂的土壤，按照设计容重分层装入桶内（下底宽

×上底宽 ×高为 ２２ｃｍ×２９ｃｍ×２６ｃｍ），再盖上塑
料防水布室温下养护１０ｄ［３～６］后取出自然风干。

试验装置由试验土柱和供水系统两部分组成。

试验土柱是选用厚 ０５ｃｍ的透明有机玻璃材料制
作，内径１０ｃｍ，高为 ４５ｃｍ（其中土柱高为 ４０ｃｍ），
底部为厚 ０５ｃｍ的有机玻璃板，并均匀分布内径
０３ｃｍ的细孔。土柱侧面５ｃｍ以下，每隔３ｃｍ开３
个圆形取样口，３个开口在垂直方向上呈 ９０°错开，
其直径为１ｃｍ，便于取土测定土壤含水率。供水系
统是横截面积２８３ｃｍ２、高６０ｃｍ的马氏瓶装置，供
水水头控制在２ｃｍ。

按预先设计的容重计算出每层装土的质量，并

以每层装土高度５ｃｍ均匀地装入有机玻璃柱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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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玻璃柱底填放滤纸，防止土样流失；土柱表面也填

放滤纸，防止表层土壤受到强烈冲击，装土完后自然

沉降１ｄ。在试验过程中按照先密后疏的时间间隔
通过马氏瓶读取水分入渗量，并观测湿润锋运移距

离。当湿润锋前沿到达距土柱底部１ｃｍ时，停止供
水并迅速吸干土柱表层积水，从表层至湿润锋处每

隔３ｃｍ从取样口取出土样，用加热干燥法测定不同
土层土壤含水率。

１４　数据处理
图中所有数据均为 ３次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试

验数据处理用 ＳＡＳ９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在００５
显著水平上进行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
件进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对土壤水分入渗特征的影响
２１１　入渗率

入渗率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地表单位面积渗入到

土壤中的水量，反映了土壤的入渗性能，受土壤质

地、孔隙状况、供水强度等因素的影响
［２３］
。从图 １

可以看出，在整个入渗过程中，无论土壤中是否添加

固化剂，各处理入渗率随入渗时间的变化趋势相同。

开始入渗时，水分进入土壤的速度很快，土壤具有

很高的初始入渗性能，但随着入渗时间的延长，土

壤的入渗性能逐渐降低，入渗率急剧减小并最终

趋于恒定。

图 １　不同容重和固化剂掺量条件下入渗率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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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同水头作用下，同一固化剂掺量固化土不
同容重处理对表征土壤入渗能力的入渗率有显著影

响。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土壤容重入渗率达到相对

稳定 时 间 有 显 著 差 异，容 重 分 别 为 １２、１３、
１４ｇ／ｃｍ３时，入渗速率达到相对稳定的时间分别为
６０、９０和１２０ｍｉｎ左右，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说明
不同容重土壤后期的入渗能力不相同

［１５］
。当土壤

容重从１２ｇ／ｃｍ３增加到１３ｇ／ｃｍ３和１４ｇ／ｃｍ３时，在
入渗开始的１ｍｉｎ时段末，ＣＫ入渗率从０８８ｃｍ／ｍｉｎ
减小 到 ０８０ｃｍ／ｍｉｎ和 ０４４ｃｍ／ｍｉｎ，Ｇ０１从
０９５ｃｍ／ｍｉｎ减小到０８２ｃｍ／ｍｉｎ和０４１ｃｍ／ｍｉｎ；当入
渗达到稳定时，ＣＫ稳定入渗率分别从００８２６ｃｍ／ｍｉｎ
减 小 到 ００６９６ ｃｍ／ｍｉｎ和 ００４７２ ｃｍ／ｍｉｎ，
Ｇ０１从００８４２ｃｍ／ｍｉｎ减小到 ００７０２ｃｍ／ｍｉｎ和
００４４５ｃｍ／ｍｉｎ，差异极显著，这与潘云、张振华等的
研究相一致

［１８，２３］
，即在入渗过程中土壤容重对入渗

率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表现为对应于同一

时刻容重越大入渗率越低。

３种不同土壤容重，固化剂掺量从 ００１％增加
到０３％处理的固化土，入渗率变化趋势相同，即均
先增大后减小，说明不同固化剂掺量对入渗率影响

不相同。３种不同土壤容重，不同固化剂掺量处理
的固化土入渗率出现的最大值不相同，容重 １２、
１３、１４ｇ／ｃｍ３时，对应时刻入渗率最大值分别出现
在固化剂掺量０１０％、００５％和 ００５％。说明在一
定土壤容重下，适当的固化剂掺量会加快土壤水分

入渗，但是当固化剂掺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减

缓土壤水分入渗，入渗率与固化剂掺量之间没有明

显规律。

由图 １还可以看出，当土壤容重从 １２ｇ／ｃｍ３

增加到 １３ｇ／ｃｍ３和 １４ｇ／ｃｍ３时，入渗 １ｍｉｎ时
段末，ＣＫ入渗率分别减小了 ９１％和 ５０％，Ｇ０１
分别减小了 １３７％和 ５６８％。同一土壤容重
下，不同固化剂掺量处理入渗率与 ＣＫ相比，变化
幅度均未超过 ９％。当入渗达到稳定时，不同固
化剂掺量处理稳定入渗率与容重 １２ｇ／ｃｍ３下
ＣＫ比较，变化幅度见表 ２。由表 ２可见，不同处理
稳定入渗率变化规律与 １ｍｉｎ时段末入渗率相
同。由此可见，容重对入渗率的影响远大于固化

剂对入渗率的影响。

２１２　累积入渗量
累积入渗量是入渗开始后一定时间内，通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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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不同处理稳定入渗率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

固化剂

掺量／％
容重／ｇ·ｃｍ－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０ ０ －１５７４ －４２８６
００１ １３３ －１５０１ －４１１６
００５ １４５ －１４２９ －４１０４
０１０ １９４ －１５０５ －４６１３
０１５ ０３６ －１６１０ －４７３４
０２０ －０４８ －２０３４ －４７５８
０３０ －１２１ －２０９４ －４８０６

表单位面积入渗到土壤中的总水量，对于分析降雨

和灌溉入渗等问题十分重要
［１３］
。水分在入渗过程

中，如果入渗过深可能会导致深层渗漏发生，而入渗

过浅则不能满足植物吸水的需求，而且会加剧土壤

侵蚀
［２３］
。容重影响入渗率，也必然影响累积入渗

量。累积入渗量随入渗时间的延长而缓慢增加，对

应于同一入渗时间，随着土壤容重增大，累积入渗量

减小。当入渗率达到稳定时（图 ２），ＣＫ和 Ｇ０１累
积入渗量在容重 １２、１３、１４ｇ／ｃｍ３时分别为
１１４９、１０７２、９５７ｃｍ和１３２０、１１６４、８９２ｃｍ。

图 ２　不同容重和固化剂掺量条件下累积入渗量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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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入渗率达到稳定时，不同处理对累积入渗量
影响的显著性分析见表 ３。由表 ３可以看出，固化
剂掺量在试验范围内对累积入渗量影响较大，但较

低的固化剂掺量对累积入渗量影响差异不显著，较

高的固化剂掺量对累积入渗量影响差异也不显著，

说明不同容重分别具有不同的最佳固化剂掺量。

３种土壤容重下固化剂掺量从 ００１％增加到 ０３％
时，同时刻累积入渗量随固化剂掺量增加均呈先增

大后减小的趋势。当固化剂掺量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高固化剂掺量反而会抑制土壤水分入渗，且随着

土壤容重增加，要想获得较高的累积入渗量，固化剂

掺量有减小的趋势。中、高容重 （１３ｇ／ｃｍ３和
１４ｇ／ｃｍ３）下 Ｇ００５累积入渗量较大，低容重
（１２ｇ／ｃｍ３）下，Ｇ０１累积入渗量较大，即适当的固
化剂掺量能加速土壤水分入渗。

２１３　湿润锋
通常湿润锋表征水分在土壤基质吸力和重力作

用下的运动特征
［１７］
，从图 ３可以看出，土体湿润深

度的变化趋势与累积入渗量一致，随着入渗时间的

延长，湿润锋逐渐下移，且随着容重的增大，同一固

化剂掺量处理的固化土湿润锋推进距离变短，差异

极显著（ｐ＜００１），与其他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１５］
。

容重为１２ｇ／ｃｍ３时，不同固化剂掺量处理固化
土对湿润锋运移距离的影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容重为１３ｇ／ｃｍ３时，Ｇ００５和 Ｇ０１对湿润锋运移
距离影响不显著，但与其他处理相比差异显著；容重

为１４ｇ／ｃｍ３时，Ｇ００１、Ｇ００５和 Ｇ０１对湿润锋运
移距离影响不显著，但与其他处理相比差异显著。

根据 ３种土壤容重的实测湿润锋运移距离，利
用ＳＡＳ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表 ３　不同处理入渗率达到稳定时累积入渗量

Ｔａｂ．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ｍ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固化剂掺量／％

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３０

１２ １１４９±０２４Ａｄ １２７１±０１０Ａｂ １２９９±００８Ａｂ １３２０±００８Ａａ １２０８±０１０Ａｃ １０９２±００６Ａｅ １０８４±００３Ａｅ

１３ １０７２±０１７Ｂｃ １１２２±０１９Ｂｂ １１７０±０１５Ｂａ １１６４±００３Ｂａ １０１８±０１２Ｂｄ ９９０±００４Ｂｅ ９７６±００４Ｂｅ

１４ ９５７±００５Ｃｂ ９７１±０１９Ｃａｂ ９７８±０１２Ｃａ ８９２±００６Ｃｃ ８８６±０１６Ｃｃ ８６２±００９Ｃｄ ８５０±００９Ｃｄ

　　注：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固化剂掺量下不同土壤容重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土壤容重下不同固

化剂掺量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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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容重和固化剂掺量条件下湿润锋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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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湿润锋运移距离与累积入渗量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
［２４］
，相关系数在０９９以上，故认为精确度较

高，这里不再列出。

２１４　土壤剖面含水率
图 ４显示了入渗结束时不同处理对土壤含水

率垂直分布的影响。可以看出，在本试验条件下，

积水入渗导致上层土壤（土柱表层 ５ｃｍ以下）具
有较高的含水率，容重 １２ｇ／ｃｍ３时，ＣＫ上层土壤
含水 率 分 别 比 容 重 １３ｇ／ｃｍ３和 １４ｇ／ｃｍ３高
１０１７％和 ２１０８％；Ｇ０１上层土壤含水率则分别
比 容 重 １３ｇ／ｃｍ３和 １４ｇ／ｃｍ３高 ９８９％ 和
２３７７％，与他人对土壤含水率研究结果一致［９］

。

随着入渗进程，土柱表层形成不断向下扩散的饱

和区，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在湿润锋附近处的含水率梯度最大，这一点在高

容重条件下表现最为明显。同一固化剂掺量处

理，不同容重下的同一土层土壤含水率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但随着土层深度增加，土壤含水率
降低幅度不相同。容重 １２ｇ／ｃｍ３下，ＣＫ、Ｇ００１、
Ｇ００５、Ｇ０１、Ｇ０１５、Ｇ０２、Ｇ０３土柱底部土壤含
水率分别比上层降低了 ３２％、３２％、２９％、２７％、
２９％、３２％、３２％，在中、高容重条件下，各固化剂
掺量固化土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土壤含水率降低

幅度差异不显著。３种不同土壤容重下，随着固化
剂掺量的增加，土柱上层和底部土壤含水率均呈

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由此可见，随着容重加大，

固化剂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逐渐降低，中、低容重

条件下合适的固化剂掺量可以增加土壤含水率，

有利于植被生长；高容重条件下，固化土相对于

ＣＫ，土壤含水率差异不显著。

图 ４　不同容重和固化剂掺量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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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入渗模型对固化土入渗率的适用性
２２１　基本理论

国内外学者已对土壤水分入渗进行了大量研

究，提出了具有不同特点和用途的入渗模型，并在农

田灌溉、水文产流计算、农田排水、地下水补给等问

题的研究中广泛应用
［１１，２５］

。随着土壤水分运动理

论的发展，人们试图通过对土壤入渗模型中特征参

数的对比分析，建立更适用于不同条件下的土壤水

分入渗模型，以便于模型的实际应用。

估算土壤水分入渗率的模型大体可分为理论型

和经验型两种，其中 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属于理论模型，
有一定的物理基础；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公式和指数模型属于
经验公式，没有明确的物理基础。总的来说，土壤水

分入渗参数由土壤质地、结构、孔隙率及其大小分

布、有机质含量等因素决定
［１１］
。

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主要解决初始含水率均匀分布
的均质土壤一维入渗问题

［１１］
，Ｐｈｉｌｉｐ认为在入渗过

程中任意时刻的入渗率与时间呈幂级数关系，具体

入渗模型为

ｉ（ｔ）＝０５Ｓｔ－１／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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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ｔ）———入渗率，ｃｍ／ｍｉｎ
ｔ———入渗历时，ｍｉｎ
Ａ———常数，ｃｍ／ｍｉｎ
Ｓ———土壤吸渗率，ｃｍ／ｍｉｎ１／２

对于短历时入渗，且土壤基质势占优势的情况

下，Ｐｈｉｌｉｐ入渗模型可以简化为［２５］

ｉ（ｔ）＝０５Ｓｔ－１／２ （１）
农田水利工作及水土保持实践中则常用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模型进行验证［１５～１６］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

公式为

ｉ（ｔ）＝Ｂｔ－ｃ （２）
式中　Ｂ、ｃ———入渗参数

指数模型源于 Ｈｏｒｔｏｎ模型［２６］
，可简记为

ｉ（ｔ）＝Ｎｅ－ｗｔ （３）
式中　Ｎ、ｗ———入渗参数
２２２　对比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 Ｐｈｉｌｉｐ模型、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

和指数公式对固化土入渗率拟合精度的影响，对不

同处理的固化土水分入渗率进行拟合，并与实测入

渗率进行比较，图 ５显示了 ３种土壤容重条件下，
Ｇ０１处理的３个入渗模型拟合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由图５可以看出，对于不同容重固化剂掺量
０１％的固化土而言，入渗率用指数公式拟合相关系
数为０７３～０８３，拟合效果较差；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
式的拟合值和实测值较为接近，相关系数均在 ０９５
以上；Ｐｈｉｌｉｐ模型拟合相关系数也在 ０９５以上，但
拟合值普遍高于实测值，且在入渗初期拟合效果低

于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故认为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
拟合精度最高。不同容重条件下其他固化剂掺量处

理固化土３种模型拟合结果与图 ５类似，这里不再
列出。为了进一步探索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在固化
土水分入渗中的应用价值，将不同容重、不同固化剂

掺量处理固化土水分入渗率用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
进行拟合，参数见表４。

图 ５　不同容重时各入渗模型入渗率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ｖｓｔｉｍｅ

（ａ）１２ｇ／ｃｍ３　（ｂ）１３ｇ／ｃｍ３　（ｃ）１４ｇ／ｃｍ３

　
表 ４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式拟合参数

Ｔａｂ．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

固化剂掺量

／％

容重为１２ｇ／ｃｍ３ 容重为１３ｇ／ｃｍ３ 容重为１４ｇ／ｃｍ３

Ｂ ｃ Ｒ２ Ｂ ｃ Ｒ２ Ｂ ｃ Ｒ２

０ ０８０３３ ０４８３５ ０９５０５ ０６３１０ ０５０６５ ０９７１５ ０４９０９ ０４９９３ ０９９１０

００１ ０９７７１ ０５１８５ ０９５４４ ０６６２６ ０５０７８ ０９７０７ ０４９２４ ０４９５９ ０９９２０

００５ １０１５５ ０５２３９ ０９５２３ ０７１４２ ０５１３９ ０９８４４ ０４９９２ ０４９８２ ０９９２７

０１０ １０５２２ ０５２８７ ０９５０１ ０７０７５ ０５１２４ ０９８３８ ０４５５２ ０４９６９ ０９９１７

０１５ ０９５２７ ０５３１０ ０９５８１ ０６０２４ ０５０７４ ０９７０１ ０４４３３ ０４９１５ ０９９３５

０２０ ０７７２９ ０４８９６ ０９５６６ ０５２６６ ０４６６６ ０９７７３ ０４４２２ ０４９８９ ０９９２４

０３０ ０７５１８ ０４８５２ ０９５０４ ０４８９９ ０４４７６ ０９７１５ ０４３３５ ０４９６４ ０９９１６

　　从表 ４可以看出，在中容重（１３ｇ／ｃｍ３）和高
容重（１４ｇ／ｃｍ３）条件下，相关系数达到 ０９７以
上。低容重（１２ｇ／ｃｍ３）的土壤由于受土壤和水
自身重力的影响在入渗过程中表层土壤会下陷，

从而导致表层土壤容重加大影响水分入渗，因而

拟合效果较中、高容重固化土稍差。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

验公式特征参数 Ｂ、ｃ能较好地反映容重和固化
剂对固化土水分入渗的影响。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
式也表明：无论土壤中是否加有固化剂，各处理

起始入渗时入渗率均较大，在较短或中等长度时

间范围内，随着入渗时间延长入渗率呈幂函数递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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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土壤水分入渗能力除受水头、温度等外在因素

影响外，也受土壤自身特性的影响，如土壤容重、土

壤质地、土壤前期含水率、土壤结构等
［１１］
。土壤内

部是由大小、形状不同的固体颗粒物质和孔隙以一

定形式连接所形成，土壤颗粒的大小、数量及结合方

式决定着土壤的结构特性，进而影响土壤水分的入

渗性能。因此，作为表征土壤特性的基本参数，土壤

颗粒、团聚体的分布及孔隙的大小和连通性对土壤

水分入渗性能均有着重要影响。

ＥＮ １离子固化剂是一种高浓缩的酸性有机溶
液，由多种无机和有机材料配制而成，在常温下能将

土壤中的矿物质和土壤分子分解，使其重新结晶形

成金属盐，同时可以胶结土粒、填充土壤空隙，使土

壤颗粒之间的连接力增强，提高了土壤的紧密程度，

从而保持土壤持久稳定。影响固化剂对土壤加固效

果的因素有土壤类型、性质、固化剂掺量、养护时间、

压实度及含水率等
［３～７］

。通常固化土养护时间越

长，胶结作用发挥越充分，土壤强度越大；固化剂掺

量越大，固化土壤所需的最优含水率越小，最大干密

度越大。如果固化剂掺量适宜，并采用最优含水率

和较大的压实度（土壤容重）处理土壤，固化土的抗

渗性能得到改善，土壤透水性一般从固化前中等透

水性变成固化后的弱透水性
［４］
。在兼顾黄土边坡

生态防护的基础上，本试验固化土的处理并未采用

最优含水率和较大的压实度。另外，经固化剂处理

的扰动固化土与原状固化土的土壤水分入渗性能有

较大差异，固化剂的胶结作用并未体现出来，固化剂

对土壤颗粒的胶结作用之外的其他作用均可改变土

壤水分入渗性能，且这种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土壤水分入渗性能与土壤中有效孔隙的数量有

关，而影响土壤孔隙的因素有土壤容重、土壤机械组

成、土壤微团聚体含量等，有机质和粘粒的胶结在团

聚体内部也会形成大量的毛管孔隙，土壤中的各种

离子及胶体颗粒与溶解在入渗水中的固化剂离子与

胶体发生作用也会改变土壤孔隙组成
［１１］
。从试验

结果可知，无论土壤是否经固化剂处理，土壤容重对

水分入渗影响极显著，并且与他人研究结果相类似，

说明土壤中加入固化剂并没有改变土壤容重增加入

渗率逐渐降低这一规律。

不同质地的土壤，土壤孔隙的大小、存在的数量

和比例有很大的差别。有研究表明
［４，６］
，ＥＮ １固

化剂除了胶结土粒、填充土壤空隙之外，对土壤颗粒

组成、团聚体含量、有机质含量、ｐＨ值均有显著影

响；通常固化剂掺量越大，有机质含量越高，ｐＨ值越
低。固化剂能改变土壤颗粒组成、增加团聚体含量，

影响大小由固化剂掺量、土质、土壤压实度、土壤含

水率等多种因素决定，其作用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压实度越大，固化剂与土壤作用所需要的土壤

最优含水率越低，固化剂与土壤作用效果越显

著
［４］
。在本试验条件下，从理论上分析，３种土壤容

重处理条件下，容重越大，固化剂与土壤的作用效果

越显著，对土壤颗粒组成的影响越大。试验结果所

示，随着土壤容重加大，最大累积入渗量出现时固化

剂掺量有减小的趋势可以说明此问题。由于固化剂

中所含离子成分及其他化学成分与土壤胶体及土壤

中化学成分发生物理化学作用而改变土壤孔隙特

征，不同固化剂掺量能影响土壤溶液和胶体上吸附

离子数量，也能对土壤水分入渗产生影响。固化剂

改变了土壤土体结构，进而影响土壤水分入渗
［２７］
。

从试验结果可知，固化剂掺量过大时，出现了减渗效

应，可能会使土壤水分浅层化，造成土壤物理干旱，

进而影响植物生长。黄土地区主要靠降雨补给水

分，如何在利用固化剂增加土壤的抗蚀性与保证土

壤水分的有效供给之间寻求平衡，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课题。

从对容重和固化剂两因素对入渗影响的显著性

上分析可知，容重对水分入渗的影响大于固化剂的

影响，由此可见大孔隙的存在对于土壤水分入渗的

影响远大于土壤颗粒组成、团聚体、有机质含量及

ｐＨ值等因素的影响。将固化剂应用于黄土边坡生
态防护时，在兼顾土体稳定和植被生长时，应首先考

虑土壤容重对边坡防护的影响，即在保证植被正常

生长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有利于边坡稳定的较大容

重，固化剂最佳掺量的选择应根据土壤容重确定。

４　结束语

无论土壤中是否加入固化剂，土壤容重对黄绵

土的入渗能力均有较大影响，在整个入渗过程中，入

渗率、累积入渗量和土体湿润深度随入渗时间变化

趋势相同，入渗率与时间关系采用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经验公
式拟合更接近于实测值，累积入渗量与湿润锋运移

距离呈显著的线性函数关系。３种土壤容重条件
下，随着固化剂掺量增大，稳定入渗率、累积入渗量

和湿润锋运移距离均有先增大后减少的变化趋势，

但与固化剂掺量不成正比。适量的固化剂能增加水

分入渗能力，高固化剂掺量反而会阻碍水分入渗，这

种现象在中、高容重土壤中表现更为明显。固化剂

掺量对累积入渗量和湿润锋运移距离的影响均达到

显著，容重对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大于固化剂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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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容重条件下，固化剂对土壤含水率的影响高于中、

高容重土壤。从试验结果可知，恰当的固化剂处理

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且在提高黄土边坡稳定性的

同时对植物生长也有利，有利于黄土边坡生态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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