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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蚀过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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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内外沟蚀概念对比、沟蚀发生临界模型、沟蚀过程影响因素、沟蚀预报模型、沟蚀研究方法与技术等方面

综合评述了近 ６０年国内外沟蚀过程研究进展。提出了今后需要加强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沟蚀监测方法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研究；沟蚀过程中沟溯源侵蚀、沟壁崩塌和沟底下切过程的定量表达；浅沟和切沟侵蚀的泥沙搬运能力

量化及泥沙输移连续方程；包含浅沟侵蚀的坡面侵蚀预报模型和包含沟蚀的流域侵蚀预报模型；沟蚀防治技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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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沟蚀在我国分为浅沟侵蚀、切沟侵蚀、冲沟侵蚀

和干沟侵蚀等
［１］
，而在国外分为临时性切沟侵蚀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 ｅｒｏｓｉｏｎ）和 切 沟 侵 蚀 （Ｇｕｌｌｙ
ｅｒｏｓｉｏｎ）等［２］

。浅沟侵蚀是坡耕地土壤侵蚀的主要

方式之一，其发生、发展不仅吞蚀耕地，影响耕地

质量和作物产量，而且也是输送径流泥沙与污染

物运移的重要通道；切沟侵蚀，尤其是处于发育活

跃期的切沟侵蚀是流域侵蚀产沙的重要来源，其

发生发展过程对现代地貌发育及演化过程具有重

要的影响。６０年来，国内外沟蚀过程研究主要聚
焦在浅沟和切沟侵蚀，并在沟蚀特征、影响因素、

临界模型、预报模型、研究方法与技术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进展。本文基于对过去几十年沟蚀过程研

究成果的集成分析，综合评述国内外浅沟侵蚀与

切沟侵蚀过程的研究进展，提出今后应加强研究

的重点领域。



１　浅沟侵蚀

１１　国内外浅沟侵蚀概念的对比
我国对于浅沟侵蚀的研究是从土壤侵蚀分类和

坡面土壤侵蚀垂直分带的研究开始的。朱显谟
［１］

早在 １９５６年就将现代沟蚀分为浅沟侵蚀和切沟侵
蚀，认为浅沟由主细沟演变而来，并能发展为切沟。

浅沟不影响横向耕作，但犁耕不能消除浅沟形态痕

迹。文献［３］中指出，浅沟由坡耕地上主细沟发展
形成，其横断面因不断的再侵蚀和再耕作呈弧形扩

展，无明显的沟缘；在黄土丘陵区浅沟的深度均大于

耕层厚度，一般为２０～３０ｃｍ，也有超过５０ｃｍ的；而
在南方花岗岩风化壳丘陵斜坡上，也可发生浅沟，其

宽度约１ｍ左右，深度可超过０５ｍ。其他学者已将
浅沟侵蚀划为一种主要侵蚀类型

［４－１２］
，并分析了浅

沟侵蚀在坡面侵蚀中的重要性
［１３－１５］

。罗来兴
［９］
将

没有明显沟缘的坡面顺坡侵蚀槽界定为浅沟；而朱

显谟
［１］
认为这种侵蚀槽是浅沟发展的最后阶段，坡

面上若干条侵蚀槽近似平行排列，使整个坡面呈现

瓦背状起伏（图 １）。刘元保等［８］
也认为，浅沟发生

在坡面顺坡集流槽的底部（宽度一般在 ２ｍ以内），
一般不阻碍普通工具耕作，浅沟侵蚀为暴雨发生时

汇集于集流槽底部由径流冲刷形成的新的侵蚀沟

　　

槽过程中所造成的土壤侵蚀。

图 １　我国黄土高原坡面浅沟分布

Ｆｉｇ．１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国外有关浅沟侵蚀概念的研究以美国为代表。

ＦＯＳＴＥＲ［２］将沟蚀分为临时切沟侵蚀和切沟侵蚀，
认为临时切沟每次侵蚀的宽度和深度大于细沟，但

小于切沟，不妨碍耕作，但也不能消除其痕迹。随着

年复一年耕作与侵蚀的交替，临时切沟可发展为固

定切沟。由此可见，国外的临时切沟与我国的浅沟

指的是同一种侵蚀类型。为此，ＺＨＥＮＧ等［１６］
在撰

写《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沟蚀（Ｇｕｌｌｙ）条目
时，将我国定义的浅沟侵蚀与美国定义的浅沟侵蚀

归为同一类沟蚀类型（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有关细
沟、浅沟和切沟侵蚀的区别见表１。

表 １　细沟侵蚀、浅沟侵蚀和切沟侵蚀特点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ｉｌ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

特点 细沟侵蚀 浅沟侵蚀 切沟侵蚀

耕作措施
细沟一般可被耕作措施消除；不会在同一

个地方再次发生

浅沟是一种过渡形态，能够进行横向耕作

但不能消灭痕迹；并会发生在相同位置
切沟不能被横向耕作

大小 沟宽和沟深一般不超过２０ｃｍ，小于浅沟 大于细沟但小于固定切沟 通常大于浅沟

断面形态 断面一般呈狭槽形
断面一般呈宽浅形，由于横向耕作措施的

存在，沟头和沟壁不明显
断面呈 Ｖ型，沟头和沟壁明显

流路形态

由断续的小细沟不断连接形成的平行的网

状结构；在浅沟沟头、梯田或者沉积发生处

终止；通常有固定的大小和间距

通常沿着水流流路呈现树枝状分布；浅沟

沟头一般发生在细沟合并处；受到耕作措

施、作物垄向、梯田以及其他人工措施的影响

在自然集水内多呈现枝状、平形状分

布；但在道路沟渠、梯田或者泄洪渠上

不呈枝状分布

发生位置 通常发生集水区上部的平整的坡面上 发生在集水区中部低洼的集水通道上 发生在有很大集水面积的集水区下部

侵蚀深度
土壤在耕作后被填入细沟内，但每年的侵

蚀和耕作会使得整个坡面的土层厚度下降

浅沟一般会切穿耕层到达犁底层，土壤随

着耕作措施、坡面片蚀和细沟侵蚀带入浅

沟内造成比侵蚀沟槽更大面积的侵蚀

切沟一般会切穿土层直至基岩

１２　浅沟形成过程
浅沟是在径流冲刷和人类耕作的共同作用下

由主细沟不断演化而来的。坡面细沟形成后，径

流相对集中于细沟沟槽，径流的冲刷使得细沟逐

渐加宽、加深，并与上下不同部位的细沟合并，形

成更大的细沟，即主细沟。而人类耕作后，使主细

沟形态消失，但由于主细沟发生部位与坡面其他

部位的表面形态已完全不同，因而在下一次暴雨

侵蚀过程中，主细沟发生的位置便可汇集更多的

径流，使其与邻区的细沟之间的差异增大。径流

冲刷—耕作—径流冲刷如此不断循环，径流汇集

面积愈益增大，再次发生暴雨时，其能接受范围内

的径流不断汇集，形成股流继而发生浅沟侵蚀，其

结果导致坡面上出现耕作不能平复的无明显沟缘

的弧形沟道，并使原来平整的坡面形成了瓦背状

地形（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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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沟侵蚀过程包括浅沟沟头溯源侵蚀、浅沟水

流对浅沟沟槽的冲刷下切以及浅沟沟壁的崩塌扩张

侵蚀。径流初始时，在其流路上形成一系列跌水，继

而出现下切沟头，沟头的溯源侵蚀延伸了浅沟沟槽。

由于浅沟沟槽的袭夺作用，使浅沟间的水流汇入浅

沟沟槽，导致水流对沟槽具有更大的冲刷力，在沟槽

内再次形成下切沟头，使浅沟迅速加深，沟壁的崩塌

又使浅沟沟槽不断加宽（图２）。

图 ２　坡面浅沟侵蚀

Ｆｉｇ．２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ｎｓｌｏｐｅｓ
　
１３　浅沟发生的临界地形条件

浅沟侵蚀是坡面集中股流侵蚀的结果，其形成

和发展取决于一定的径流量和径流动能，而上方汇

水面积及坡度决定了径流量和径流动能的大小
［１７］
。

因此，浅沟侵蚀常发生于坡度较陡的坡面上，而且

一般多发生于具有一定汇水面积的坡面中部和中下

部。ＶＡＮＤＡＥＬＥ等［１８］
研究发现，浅沟侵蚀发生的

临界模型可用浅沟上方坡面坡度 Ｓ和单位汇水面积

Ａ进行定量表达，即 ＳＡｂ＞ａ表示。在此基础上，各
国学者基于各自研究区域的地形及侵蚀特点，建立

了不同地区的浅沟侵蚀临界模型
［１８－２６］

（表 ２）。
ＴＯＲＲＩ等［２７］

对比了世界各地６３个已经建立的浅沟
形成的临界地形模型，并对不同环境状况下的参数

值变化规律进行了总结，认为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包

括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因素在内的基于物

理过程的模型来判定浅沟发生的临界条件。

表 ２　部分浅沟侵蚀发生临界模型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临界模型 模型表达式 研究区

Ｖａｎｄａｅｌｅ模型 Ｉ［１８］ ＳＡ０４＞０５ 比利时

Ｍｏｏｒｅ模型［２１］ ＡＳ＞１８ 澳大利亚

Ｖａｎｄａｅｌｅ模型 ＩＩ［１８］ Ｓ＞００２５（Ａ／１００００）－０４ 葡萄牙

Ｄｅｓｍｅｔ＆Ｇｏｖｅｒ模型［２０］ ＳＡ０４＞０７２ 比利时

Ｖａｎｗａｌｌｅｇｈｅｍ模型［２２］ Ｓ＝００２０Ａ－０１４１ 比利时

张科利模型［２３］ Ｓ＝２９７４－１７５３８Ｊ＋３４４Ｊ２ 安塞县南沟

李斌兵模型［２４］ ＳＡ０１０４５＞０５２２７ 安塞纸坊沟

丁晓斌模型［２５］ ＳＡ０４３３４＞２２４３４ 富县子午岭地区

胡刚模型［２６］ Ｓ＝００６３１Ａ－０４６４３ 东北黑土区

　　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浅沟分布统
计分析方面。陈永宗

［４］
较早地研究了浅沟发生的

临界坡长。唐克丽等
［２８］
通过对杏子河流域考察发

现，浅沟侵蚀是导致沟头前进和沟谷不断扩展的直

接根源，也是发生切沟侵蚀的潜在危险；并确定了浅

沟分布的地形部位，量算了浅沟侵蚀带分布面积，测

算了浅沟侵蚀量。刘元保等
［８］
基于野外调查发现，

浅沟顶端到分水岭的距离以及坡面顺坡集流槽的间

距与坡度呈线性相关。张科利等
［２３，２９］

对黄土高原

丘陵区坡面浅沟侵蚀发育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浅

沟多分布于 １８°～３５°的陡坡，其中 ２２°～３１°陡坡范
围出现的频率达 ７５５％，平均坡度为 ２６４５°；发生

浅沟的临界坡度介于 １５°～２０°，平均为 １８２°；自浅
沟沟头到分水岭的距离为发生浅沟的临界坡长，其

特征值范围为 ２０～６０ｍ，平均值为 ４０ｍ；临界汇水
面积范围为３００～１２００ｍ２，以４００～８００ｍ２居多，平均值
为６５７２ｍ２；浅沟分布密度范围为１０～６０ｋｍ／ｋｍ２，以
１５～４０ｋｍ／ｋｍ２居多，平均为 ２９７７ｋｍ／ｋｍ２；浅沟密度
也可以用浅沟分布间距表示，浅沟分布间距以 １５～
２０ｍ的间距出现频率最高达 ５３５％。发生浅沟的
临界坡度、坡长、汇水面积及分布间距之间呈二次曲

线相关，当坡度为 ２６２５°时，浅沟侵蚀的分布间距、
临界坡长和临界汇水面积的值最小。姜永清等

［３０］

利用航拍照片分析了黄土丘陵区周屯沟流域浅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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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规律，并量算了流域浅沟分布面积、分布密度、平

均长度、坡度等。秦伟等
［３１］
基于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提取了坡面浅沟分布

的地形参数，发现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坡面坡度、长

度、坡向以及汇水坡长是影响坡面浅沟数量的主要地

形要素，发生浅沟侵蚀临界坡度的上限与下限分别介

于２６°～２７°和１５°～２０°，而临界坡长介于５０～８０ｍ。
在浅沟侵蚀发生的临界模型方面，胡刚等

［２６］
对

东北漫川漫岗黑土区进行实地测量及地形图量算，

建立了浅沟临界模型，校验了 Ｍｏｏｒｅ的沟蚀发生公
式，通过与野外实测浅沟和切沟发生位置对比，临界

模型预测的沟蚀位置较好地反映了野外实际状况。

李斌兵等
［２４］
通过 ＧＰＳ实测数据并结合 ＧＩＳ空间分

析与统计回归方法，建立了适用于黄土高原丘陵区

的发生浅沟侵蚀临界模型，发现在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随着坡度的增大，发生浅沟侵蚀临界值 ａ增
大，高强度降雨致使判定式中汇水面积的指数 ｂ值
减小，从而降低了汇水面积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临界

模型的验证结果表明，基于所建临界模型提取的浅

沟侵蚀分布区与野外实际相当吻合。丁晓斌等
［２５］

利用高精度的 ＧＰＳ（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实测数据对国内
外已有的浅沟侵蚀临界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国外

模型不适用于黄土高原，同时基于子午岭地区实测

的 ＧＰＳ数据，构建了适用于子午岭地区的浅沟侵蚀
临界模型，且模型验证表明，模型模拟的梁坡浅沟侵

蚀分布区与野外实际浅沟侵蚀分布区非常吻合，其

预报精度达９５％。
１４　浅沟侵蚀影响因素

影响浅沟侵蚀的因素有侵蚀动力因子（降雨、

上方汇流、地下潜流）、地形因子（坡度、坡长、坡形

等）、地表植被、土壤、土地类型和人类活动等。

１４１　降雨对浅沟侵蚀的影响
降雨对浅沟侵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雨强度、

降雨量等方面。张科利
［３２］
通过野外小区观测资料

指出：浅沟侵蚀基本上与降雨量无关，浅沟侵蚀主要

受降雨强度影响，当降雨强度由 １３１ｍｍ／ｍｉｎ增大
到３５２ｍｍ／ｍｉｎ时，在降雨量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每
毫米降雨引起的侵蚀量由０５４３ｋｇ增加到２６２６ｋｇ。
当降雨强度增大 ２６８７倍时，浅沟侵蚀量增加
４８３６倍。ＣＡＰＲＡ等［３３］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典型小

流域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 ３ｄ最大降雨量达到
５１ｍｍ时，流域内即开始发生浅沟侵蚀；虽然一年内
可以平均监测到 ７场侵蚀性降雨，但浅沟的发生和
发育均是由单场侵蚀性暴雨所导致的，这与黄土高

原等半干旱地区的浅沟发育过程一致。此外，降雨

在年内的分布、降雨雨型等对浅沟发育过程也有重

要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１４２　上方来水来沙对浅沟侵蚀的影响
浅沟上方来水来沙对浅沟侵蚀带产沙有重要影

响。郑粉莉等
［３４］
通过布设大型自然坡面径流场，研

究坡上方来水来沙对浅沟侵蚀区侵蚀过程的影响，

结果表明次降雨条件下，坡上方来水使浅沟侵蚀带

的侵蚀量增加 １２％ ～８４％；年平均增加 ３８％ ～
６６％；并引用增水系数和增沙系数概念，分析了上方
来水对下方浅沟侵蚀带侵蚀产沙的影响。结果表

明，增沙系数与增水系数呈正相关关系，增沙系数与

上方汇水含沙量呈负相关关系；当浅沟沟槽处被翻

耕后，由于耕层的土壤抗侵蚀力弱，上方汇水使浅沟

迅速发育，增沙系数较大，而当下垫面浅沟沟槽处犁

底层出露后，由于该层有较强的抗冲性，浅沟发育速

度减慢，水流侵蚀和搬运的物质较少，因而增沙系数

较小。为了进一步研究上方来水增加下方浅沟侵蚀

过程的影响机理，郑粉莉等
［３５］
设计了室内双土槽径

流小区，利用模拟降雨试验研究了陡坡地（２０°）上
方来水来沙对坡下方有浅沟侵蚀带和无浅沟侵蚀带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方侵蚀带的来水来沙对

浅沟侵蚀带侵蚀产沙量影响重大，在相同上方来水

条件下，上方来沙强度的减小使浅沟侵蚀带的侵蚀

产沙量增加。上方来水引起的侵蚀产沙量随降雨强

度的增大而增大 ，其增加幅度为 ４４％ ～８３５％。
上方来水对浅沟侵蚀带的影响受上方来水含沙量、

降雨强度、坡面坡度和土壤表面条件的影响。坡面

汇流汇沙对坡面浅沟侵蚀带产生重要影响，１Ｌ／ｍｉｎ
的上方汇流可引起单位长度浅沟剥离率达 ０１～
０３ｋｇ／（ｍ·ｍｉｎ）。上方来水来沙对浅沟径流流速
和径流含沙量也具有重要影响。上方来水使浅沟沟

坡径流流速增大，较无上方来水时增大 １２％ ～
２４％，尤其是上方来水使浅沟沟槽径流流速的大幅
度增加，浅沟沟槽流速增大 ４５６％～５８４％。上方
来水时的浅沟土槽的径流含沙量较无上方来水时的

含沙量增大５４％～２８７４％，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
含沙量增幅有减小的趋势。

１４３　地下潜流对浅沟侵蚀的影响
通过土壤大孔隙或土壤管道运输的地下潜流很

难被观测到，因而常常被研究人员所忽视，但地下径

流的潜蚀影响着坡面浅沟侵蚀的发生和发展过

程
［３６］
。ＷＩＬＳＯＮ等［３７］

研究表明，地下潜流的存在加

快了浅沟发生的过程，产生的侵蚀量也变大，而且普

通针对地表径流的水保措施很难对地下潜流产生的

侵蚀进行防治。在浅沟的形成过程中，地下潜流很

难被监测，随着径流的冲刷土壤孔隙慢慢变大，表层

土壤的突然崩塌，崩塌的土壤颗粒被径流搬运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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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浅沟，而这一过程受到了土壤性质和土地利

用的多因素影响
［３８］
。有关地下径流对浅沟侵蚀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１４４　地形对浅沟侵蚀的影响
地形决定着径流是否集中以及集中的部位，直

接影响着浅沟的发生、分布部位、以及浅沟侵蚀的发

生程度。地形因子对浅沟侵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坡

度、坡长和坡形等特征与浅沟侵蚀的关系。

（１）坡度：坡度影响坡面的受雨面积及雨量，从
而影响坡面径流、入渗和径流动能的大小。浅沟发

生的临界坡度是临界动能的具体体现之一。张科

利
［３９］
指出黄土丘陵区浅沟发生的临界坡度为

１８２°，而以２２°～３１°分布居多。另一方面，坡度越
大，坡面物质重力在沿坡面向下方向的分量也就越

大，稳定性就越差、越容易发生浅沟侵蚀。在黄土丘

陵区，坡的上部坡度较缓，一般只发生面蚀和细沟侵

蚀，而 在 坡 面 中 下 部 坡 度 渐 增，易 于 形 成 浅

沟
［４，２３，４０］

。随着坡度由小变大，浅沟的分布间距会

呈现由大变小再变大的趋势
［３９］
。

（２）坡长：坡长影响汇集过程及径流量的多少，
决定着浅沟侵蚀的发生，张科利

［３９］
指出浅沟侵蚀的

发生要求有一定的临界坡长，其特征值范围为２０～
６０ｍ，平均为 ４０ｍ左右。由于浅沟已有了固定形
态，浅沟侵蚀发生的临界汇水面积就等于发生浅沟

侵蚀的临界坡长与间距的乘积，该特征值为 ３００～
１２００ｍ２，以４００～８００ｍ２之间居多，平均为 ６５７ｍ２。
就某一条浅沟而言，在一定坡长范围内侵蚀量随坡

长的增加而增加，但在一定程度后，由于泥沙负荷的

增加，径流挟沙力减小，浅沟侵蚀量减小
［３２］
。

（３）坡形：坡形是坡度和坡长的组合形态，由于
坡度和坡长的多变性，天然坡形是多种多样的。从

一架完整坡面来看，坡形可概括为直形坡、凸形坡、

凹形坡、凸凹形坡和台阶形坡。坡形决定着径流的

汇集方式和过程，进而影响浅沟的分布形式和分布

密度，受坡形的影响在直形坡形成平行排列的浅沟，

在凹形坡形成辐聚状浅沟，在凸形坡形成辐散

状
［４１］
。不同坡面浅沟的分布密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凹形坡、直形坡、凸形坡，且变化于 １０～６０ｋｍ／ｋｍ２，
集中于１５～４０ｋｍ／ｋｍ２［２９］。坡形影响着侵蚀量，唐
克丽等

［２８］
研究杏子河不同地形部位与不同利用状

况下坡耕地的侵蚀量资料表明：凸凹形坡与凹形坡

上的土壤流失量均高于直形坡的原因是凸凹形坡与

凹形坡易发生浅沟侵蚀，而直形坡一般尚无浅沟形

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凸凹形地块的侵蚀量

较凹形坡地块的侵蚀量增加了一倍，其中浅沟侵蚀

量为总侵蚀量的８６７％。

１４５　地面植被对浅沟侵蚀的影响
雨滴击溅和径流冲刷是水土流失的动力，植被

覆盖可以通过削弱雨滴击溅、增加入渗和增强土壤

抗冲性等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少浅沟侵蚀。张科

利
［３９］
通过人工模拟试验指出：种草浅沟的侵蚀量比

裸露时减少 ９６６％；野外调查也发现，已经发育浅
沟的坡面一经撂荒后，因浅沟底部生草的原因而抑

制浅沟侵蚀的发生。郑粉莉等
［３５］
通过在子午岭调

查测算指出：人为破坏植被的开垦地中，梁峁坡的浅

沟侵蚀量占坡面总侵蚀量的４７％ ～７２％。
１５　浅沟侵蚀预报模型

由于定量表达浅沟侵蚀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

导 致 现 有 的 侵 蚀 预 报 模 型 （ＲＵＳ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ｏｉｌｌｏｓ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ＰＰ—ｗａｔｅｒ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ＡＴ—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均未考虑浅沟侵蚀的影响［４２－４５］

。因此，美国农

业部 联 合 有 关 单 位，建 立 了 浅 沟 侵 蚀 模 型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ＥＧＥＭ）［４６］。该模型
由水文模块和侵蚀模块组成，该模型用于预报单条

浅沟年平均土壤侵蚀量或者单条浅沟次降雨（２４ｈ）
的浅沟侵蚀量。在年平均浅沟侵蚀量的预报中，每

年被分成至少３个阶段代表不同的土壤可蚀性、地
表糙度和作物情况，分别是耕作后、作物成熟时期、

冬作物生长期或休闲时期，最后，每个阶段将对应不

同的几个月份，对应不同的降雨侵蚀力，而最终计算

的浅沟侵蚀过程也不同。

由于建模过程提出了以下假设，因而给模型的

推广应用带来了限制：①浅沟只能侵蚀到耕作层深
度或者更深的具有明显的抗冲抗蚀层，用户需要确

定浅沟的最大侵蚀深度。②浅沟侵蚀深度不能超过
４６ｃｍ，超过这一深度，浅沟侵蚀的方程不再适用；而
实际上浅沟沟头下切和沟壁崩塌等典型的浅沟侵蚀

过程均会导致其深度超过 ４６ｃｍ。③由冻融过程而
引起的侵蚀量尚未考虑，用户可以适当调整径流剪

切力、可蚀性因子、径流曲线以增大或减少侵蚀量，

消除由于冻融带来的侵蚀量误差。④目前该模型只
适用于单条浅沟的模拟，不适合预报有分叉的浅沟。

⑤浅沟深度沿沟长方向是固定值，且浅沟横断面是
矩形。而实际上，一次降雨过程，浅沟的深度和宽度

沿坡长呈动态变化，浅沟横断面也可能不是矩形。

因此，上述假设导致浅沟侵蚀预报模型在不同地区

的适用性较差
［４７－５０］

。近年来，研究者们通过研究集

中流侵蚀的共性，借鉴 ＡｎｎＡＧＮＰＳ和 ＣＲＥＡＭ等模
型的基本原理，预报浅沟侵蚀过程，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５１－５４］

。而国内浅沟侵蚀预报模型大多数是经

验模型，将浅沟侵蚀因子嵌入到坡面侵蚀预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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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取得了较好的预报结果
［５５］
。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浅沟侵蚀的研究在浅沟侵

蚀机理和浅沟侵蚀模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果，

对认识浅沟侵蚀形成的条件、浅沟的发育规律、浅沟

侵蚀预报及有针对的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地区差异、浅沟侵蚀过程的

复杂性以及浅沟形成过程受人为耕作活动影响的特

殊性，目前有关浅沟发生的临界动力条件、浅沟发育

过程的定量描述、浅沟水流的剥离方程及泥沙搬运

能力、浅沟侵蚀的坡面土壤流失预报模型等方面的

研究还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２　切沟侵蚀

切沟侵蚀，尤其是发育活跃期的切沟侵蚀是最

重要的侵蚀产沙方式之一，其对流域侵蚀产沙有重

要贡献。如在美国密西西比黄土区，切沟侵蚀量占

侵蚀产沙量的 １０％ ～３０％［５６］
；在欧洲黄土区，切沟

侵蚀量至少占流域侵蚀产沙量的 ３０％［５７］
；在西欧，

切沟侵蚀占５０％ ～８０％［５８］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自

然地理环境和长期强烈的人类活动，切沟侵蚀对流

域产沙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我国大多数地区，以切

沟为主的沟谷产沙占流域产沙总量的一半以上
［５９］
。

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切沟侵蚀产沙量占流域产

沙量的５０％以上，在高原沟壑区，切沟侵蚀产沙量
占流域产沙量的８０％以上；在东北黑土漫岗丘陵区
和南方红壤丘陵区切沟侵蚀也对流域侵蚀产沙有重

要贡献（图３）。过去数十年针对切沟侵蚀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对切沟形态的描述、切沟发展阶段的划分、

切沟发展的主要方式、切沟侵蚀的影响因素、切沟侵

蚀预报模型等。

图 ３　切沟侵蚀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ｇｕｌｌｙｅｒｏｓｉｏｎ
　
２１　切沟与浅沟的区别

除切沟几何形态与浅沟几何形态有较大区别

外，切沟与浅沟的最大区别一是浅沟没有明显的沟

缘，而切沟有明显沟缘，其横断面呈 Ｖ型或 Ｕ型；二
是切沟阻碍耕作，而浅沟不阻碍耕作；三是浅沟与切

沟的形成过程明显不同，浅沟形成过程受集中水流

冲刷和人类耕作的双重影响，而切沟侵蚀主要受集

中水流冲刷的影响；四是二者的发生部位不同。但

切沟侵蚀主要方式与浅沟侵蚀过程相同，包括沟头

溯源侵蚀、沟壁崩塌和沟底下切３个子过程。
２２　切沟发展阶段划分与切沟发展的主要方式

切沟发展包括 ２个阶段，第 １阶段占切沟生命
的５％，是在降雨后，随着物质迁移，出现沟口（产生

１个梯形沟横断面），切沟形态特征（长、深、宽）很不
稳定，沟道快速形成，系统在这一阶段迅速发展；第

２阶段是切沟发展的稳定阶段，占切沟生命的大部
分，这一阶段沿沟床侵蚀和沉积都很微弱，沟底和沟

壁形态稳定。ＳＩＤＯＲＣＨＵＫ［６０］对俄罗斯 Ｙａｍａｌ地区
和澳大利亚 Ｙａｓｓ地区的切沟侵蚀研究发现，占切沟
长度８０％、切沟面积 ５０％和切沟体积 ３５％的切沟
是在占切沟生命为 ５％的时间内形成的，即切沟的
形成过程比较迅速；而切沟形成后，切沟发展过程则

相对较慢。ＭＡＪＩＤ［６１］通过对切沟发展时的主要水
文过程和侵蚀过程研究表明切沟长度随时间呈指数

发展，这就意味着一定时间后切沟长度就达到了稳

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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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切沟的形成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切沟发展

方式差异较大。大多数斜坡切沟最初以槽形断面出

现，并有多级跌水；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跌水不断下

切侵蚀和溯源侵蚀。当切沟深度发展到一定时，出

现沟壁崩塌，形成沟床崩积物。由于崩积物非常松

散，使下一次侵蚀过程多以陷穴侵蚀的方式进行，这

些陷穴侵蚀被认为是切沟侵蚀一个主要过程。景

可
［５９］
认为切沟侵蚀发展的方式主要有：①沟头的溯

源侵蚀，沟头前进是切沟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②沟坡的横向侵蚀发展，主要方式是泻溜、崩塌和滑
坡。③ 垂向的下切侵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切沟下切侵蚀的强度取决于水流侵蚀能量。

ＢＯＣＣＯ等［６２－６３］
认为潜蚀是切沟形成和发展的最重

要形式之一；ＲＯＢＥＲＳＯＮ等［６４－６５］
认为溯源侵蚀是

切沟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ＭＡＪＩＤ［６１］通过对切沟
侵蚀过程的监测结果表明，切沟的发展是受到一系

列过程作用的，其中包括渗漏、土壤蠕动、塌方和冲

刷。沿切沟发生的侵蚀形态和空间分布规律表明，

有２种水文过程在切沟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即渗
漏和地表径流。而且，沟头下切侵蚀的主要过程是

渗漏，地表径流则是维持沟头溯源侵蚀的必要过程。

２３　切沟发生的临界条件

李斌兵等
［２４］
通过 ＧＰＳ实测数据并结合 ＧＩＳ空

间分析与统计回归方法，建立了适用于黄土高原丘

陵区的发生切沟侵蚀临界模型（ＳＡ０１３５１＞１９６４８），
发现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随着坡度的增大，发

生切沟侵蚀的临界值增大。同时临界模型的验证结

果表明，基于所建临界模型提取的浅沟侵蚀分布区

与野外实际相吻合，即切沟侵蚀主要发生在大于

３５°的沟坡地上，其分布面积占整个沟坡面积的
９３％。
２４　切沟侵蚀影响因素

影响切沟侵蚀的主要因素有降雨、地形、地面物

质组成、土层厚度、土地利用及人类活动等。比利时

中部的研究结果表明，降雨格局的改变会导致沟蚀

占总侵蚀产沙量比例的改变
［６６］
。伍永秋等

［６７］
通过

坡长对切沟发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切沟发育需要足

够的径流量，而径流的横向集中有限，只有坡长增加

才能达到所需条件。通过在航片上量测，陕北丘陵

区目前不发生切沟的平均坡长为 ７４４ｍ，此值大于
目前切沟沟头到分水岭的距离 ６４５ｍ，也就是说一
旦 切 沟 沟 头 形 成，则 易 于 溯 源 侵 蚀。

ＤＥ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６８］研究了坡度和坡形对切沟的影响表
明，在坡面上，切沟常常在中段坡度最陡处出现，有

的甚至在中间出现切沟，而下部却是浅沟侵蚀。这

是坡度大，径流下切能力突然增大的原因。土壤类

型及土层厚度的变化同样会对沟蚀过程以及沟蚀占

总侵蚀量比例有很大影响
［６９］
，而土地利用及人类活

动的存在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切沟侵蚀过程
［７０］
。

目前有关降雨、汇水面积、汇水流量及其汇水含沙浓

度对切沟侵蚀影响的研究非常薄弱，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加强。

２５　切沟侵蚀预报模型

ＳＩＤＯＲＣＨＵＫ等［７１］
于 １９９８年建立了模拟切沟

发展第一阶段的三维水力学 ＧＵＬＴＥＭ模型。该模
型输出的是沟深（Ｇｕｌｌｙｄｅｐｔｈ）、沟宽（Ｇｕｌｌｙｗｉｄｔｈ）
和沟的体积（Ｇｕｌｌｙｖｏｌｕｍｅ），但最终的沟长必须提前
指定，而且不能模拟沟头溯源侵蚀。１９９９年，
ＳＩＤＯＲＣＨＵＫ［７２］又提出了动态切沟模型 ＤＩＭＧＵ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ｕｌｌｙｍｏｄｅｌ）和静态切沟模型 ＳＴＡＢＧＵＬ
（Ｓｔａｔｉｃｇｕｌｌｙｍｏｄｅｌ）。ＤＩＭＧＵＬ是模拟切沟发展第
一时期的切沟形态快速变化的动态模型，它基于物

质守恒和沟床形变方程，其中直坡稳定性方程用于

预报沟壁倾斜。ＳＴＡＢＧＵＬ是计算最终稳定切沟形
态参数的静态模型，它基于切沟最终形态平衡的设

想，高程和沟底宽度多年平均不变。ＳＴＡＢＧＵＬ中认
为这种稳定性与沟底的侵蚀和沉积之间以一种微弱

的比率相联系，这就意味着径流速度低于侵蚀初期

的开始值，但大于流水冲刷搬运泥沙的临界速度。

当然要准确地预报切沟侵蚀，还需要做更多切沟侵

蚀过程和机理的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关切沟侵蚀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切沟侵蚀发生发展过程

及其防治的认识，也为切沟侵蚀危害性评价提供了

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切沟侵蚀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研

究方法的局限，目前切沟侵蚀过程的定量研究、切沟

发生的临界地形和动力条件、切沟发育过程的定量

描述、切沟水流的剥离方程及泥沙搬运能力、包括切

沟侵蚀的流域侵蚀预报模型、动态监测切沟侵蚀过

程的新方法等研究还相对薄弱。

３　沟蚀研究方法与技术

沟蚀量的精确量测一直是沟蚀发育过程研究的

重点。但由于沟蚀形态复杂且不规则，传统的沟蚀

测量方法不能满足目前对侵蚀过程及机理的研究需

求，因此必须结合现代科技发展引入新的沟蚀研究

方法和技术。

３１　有关沟蚀研究的传统测量方法
３１１　填土法与体积测量法

填土法／体积置换法是一种精确测量小范围坡
面土壤侵蚀量的传统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一定体

积与原坡面土壤完全一致的土称其质量，然后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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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坡面的所有侵蚀沟按相同容重填满，坡面沟蚀量

即充填土的总质量减去含水总质量。由于侵蚀沟的

深和宽在坡面上的分布比较复杂且横断面形状变化

多样，因此，与体积测量法相比，填土法具有估算沟

蚀量精确之优点
［７３］
。ＤＯＮＧ等［７４］

对填土法进行了

改进，将泡沫聚苯乙烯颗粒回填坡面浅沟沟槽以获

取浅沟体积，再乘以土壤容重计算沟蚀量。然而，无

论用何种材料回填坡面，该法均需备土或备料，且需

进行土壤含水率和土壤容重的测定，因而较难满足

野外大范围沟蚀调查的需要。

侵蚀沟体积测量法是通过人工测量侵蚀沟的

长、宽、深，计算侵蚀沟体积，乘以土壤容重得出沟蚀

量的土壤侵蚀监测方法。该方法原理简单，操作过

程易于掌握，仅需测尺作为其测量工具，因此被广泛

应用于野外和室内坡面土壤侵蚀试验中
［７５－７８］

。然

而，由于坡面侵蚀沟分布复杂且横断面类型多样，且

在具体量测时，测量人员又很难完全做到水平读数，

因此该法的测量精度较低。为改进该方法的准确性

和适用性，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应用，郑粉

莉
［７３］
提出了用侵蚀沟体积测量法监测野外坡面沟

蚀量的方法，并给出了估算沟蚀量的方程式；

ＣＡＳＡＬＩ等［７９］
提出了等效棱柱沟（ＥＰＧ）的概念，并

尝试将复杂的侵蚀沟概化为棱柱，以此估算沟蚀量。

３１２　地形测针法
地形测针法通过观察测针的高低起伏变化，获

取地表糙度和侵蚀沟形态，是坡面沟蚀监测的一种

可靠方法，由于该方法操作简便、易于掌握且实用性

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８０－８４］

。研究者
［８０－８１，８４］

在每次侵蚀性降雨后，利用测针法测量地面地形数

据，动态监测坡面沟蚀发育与坡面侵蚀形态变化过

程，通过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和次降雨前后坡面三
维立体图的制作，模拟了坡面侵蚀形态的演变过程。

地形测针法能较好地监测坡面沟蚀发育过程并估算

沟蚀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土壤侵蚀监测方法，但由

于该法测量的数据量较大，因此仅对小型的模拟试

验表现较好，对野外大范围沟蚀发育过程的监测则

仅能用作其它监测方法的补充测量。

３２　有关沟蚀研究的高新技术测量方法与技术
３２１　摄影测量技术

摄影测量技术通过对多幅摄影影像相互重叠的

部分进行交互编译，最终获得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

型（ＤＥＭ）［８５］。在生产实践中，监测人员通过对比
土壤侵蚀发生前后监测对象的 ＤＥＭ数据，提取坡
度、坡向、地表割裂度等地貌特征，估算监测对象的

土壤侵蚀量和沉积量。１９８４年，我国首次将摄影测
量技术运用在沟蚀研究中

［８６］
，近年来，国外众多学

者利用立体摄影技术，在侵蚀沟发育过程与形态模

拟，坡面侵蚀沉积预测和切沟沟壁崩塌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批前瞻性成果
［８７－８９］

。摄影测

量技术因其测量速度快、精度高、非接触且具有传统

土壤侵蚀监测方法不可替代的优势，正被越来越多

的学者所重视。

３２２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一种利用激光测距原理确

定目标空间位置的新型测量方法
［９０－９１］

，又称为“实

景复制技术”
［９２］
。该技术通过获取不同时期坡面的

ＤＥＭ，对比不同时期坡面三维图像的差异，获得不
同时间段内坡面土壤侵蚀、沉积分布特征

［９０］
。与传

统测量手段相比，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具有快速、不接

触、实时动态和高精度等特点
［８４，９０－９１，９３］

。进入 ２１
世纪，以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代表的激光测距技术

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科研人员在侵蚀沟形态演变

（沟头溯源侵蚀、沟壁崩塌侵蚀、沟底下切侵蚀）以

及坡面侵蚀、沉积空间分布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资

料，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９０－９１，９３－９５］

。

３２３　ＧＰＳ技术
高精度 ＧＰＳ（ＲＴＫ）是实时处理两个测站载波相

位的差分信号，通过基站与流动站接收机的无线信

号传输，实现厘米级三维定位精度的现代测量方法。

该技术以其作业速度快、精度高、不受恶劣天气影响

等优点越发受到水土保持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近

年来，高精度 ＧＰＳ已被广泛运用于沟蚀发育过程研
究，在人工模拟降雨条件下实现了坡面侵蚀沟发育

过程的实时动态监测
［９６］
，在野外也实现了不同时间

尺度的连续原位观测 （从次 降雨 尺度到年 尺

度）
［９７－１００］

。学者们通过对比不同时相的 ＤＥＭ来获
取监测时段内沟头溯源、沟底下切和沟壁扩张的动

态变化，估算切沟侵蚀量，并达到了较高的估算精

度
［９６］
。

３２４　无人机遥测技术
无人机（ＵＡＶ）作为低空摄影测量的遥感平台，

现正被逐步运用在沟蚀监测实践中。该技术通过架

设在无人机上的数码相机对地面快速连续拍摄高分

辨率照片，并在专业处理软件中（如 Ｐｈｏｔｏｍｏｄｅｌｅｒ、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ＡＰＥＲＯ／ＭＩＣＭＡＣ和 ＰｉｘｅｌＧｒｉｄ等）提取、
解译多幅照片的重叠部分，最终获取点云数据，建立

ＤＥＭ［１０１－１０２］。与传统摄影测量相比，该技术具有拍
照速度快、测量范围广、能在复杂地型条件下作业等

特点
［１０３－１０５］

。然而，由于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较难

根据地形实时调整飞行高度和角度，从而易在复杂

地形区域（较陡的沟壁边坡和内凹的切沟沟头）形

成数据缺失，造成测量误差，因此需要通过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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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面摄影测量进行局部补测
［１０３］
。

４　沟蚀过程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尽管沟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沟蚀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也为

切沟侵蚀危害性评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由于沟

蚀过程的非线性、突发性等特点，同片蚀和细沟侵蚀

过程相比，沟蚀过程研究仍很薄弱，至今尚未有公认

的沟蚀过程定量表达式，致使现有的较广泛应用的

侵蚀预报模型尚不能预报沟蚀量，因此，迫切需要加

强沟蚀过程的研究。建议今后沟蚀过程的研究重点

有：

（１）沟蚀监测方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
①建立国家沟蚀观测小区或沟蚀观测集水区的标准
与规范。②建立摄影测量技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ＧＰＳ技术和无人飞机遥测技术动态监测沟蚀过程的
标准与规范。③次降雨事件沟蚀过程动态监测方法
研究。

（２）沟蚀过程中沟溯源侵蚀、沟壁崩塌和沟底
下切过程的定量表达：①沟蚀过程坡面水流水力学
参数测量方法研究。②沟蚀发育不同阶段主导侵蚀
过程的水动力学机理研究。③沟蚀发育不同阶段溯
源侵蚀、沟壁崩塌侵蚀和下切侵蚀的定量表达式建

立。

（３）浅沟和切沟侵蚀的泥沙输移连续方程：
①浅沟侵蚀和切沟侵蚀的泥沙搬运能力的定量表
达。②沟蚀过程中潜流泥沙搬运能力研究。③浅沟
和切沟侵蚀的泥沙输移连续方程研究。

（４）包含浅沟侵蚀的坡面侵蚀预报模型和包含
沟蚀流域侵蚀预报模型：①浅沟侵蚀速率估算模型。
②沟蚀发育不同阶段侵蚀速率估算模型。③包含浅
沟侵蚀的坡面侵蚀预报模型。④包含切沟侵蚀的流
域侵蚀预报模型。

（５）沟蚀防治技术研究：①土地利用变化与沟
蚀发育过程。②沟蚀防治的新技术研究。③沟蚀防
治的新材料与新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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