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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形理论的设施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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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现场调查取样与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设施栽培条件下原状土壤和扰动土壤分形维数

及其与水分特征曲线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相同质地的情况下，分形维数随土壤容重的增大而增大；设施土壤水分

特性曲线原状土分形维数与扰动土分形维数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通过原状土与扰动土分形维数的关系来预测的

原状土水分特征曲线在整个含水率范围内预测结果与实测值一致性较好，表明根据土壤扰动土分形维数来预测原

状土水分特征曲线是可行的。

关键词：设施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　分形理论　扰动土壤　原状土壤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９０６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ｏｉｌ

ＺｈｅｎｇＺｉｃｈｅｎｇ　ＬｉＷｅｉ　ＬｉＴｉｎｇｘｕａｎ　ＹｕＨａｉｙｉｎｇ　ＺｅｎｇＬ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ａｎｄ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ｏｉｌ．Ｉｔｗａ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Ｂｒｏｏｋ－Ｃｏｒｅｙｍｏｄｅｌ，
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ａｎｄ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ｗｅ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ｆｉｔ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Ｓｏ，ｉｔ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ｏ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ｏｉ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１１ 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 ０１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０１１３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ＢＡＤ９８Ｂ０３）和四川省科技厅应用基础项目
（２００８ＪＹ００２２）

作者简介：郑子成，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壤物理与水土保持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通讯作者：李廷轩，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壤质量与植物营养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ｔｉｎｘ＠２６３．ｎｅｔ

　　引言

室内扰动土柱模拟试验得出的结果能否反映大

田原状土壤实际情况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有研究

表明，土壤水力特征参数与土壤物理特性参数存在

相关关系
［１～３］

，因此可以通过土壤水力特征参数的

变化来表征扰动土与原状土结构特征的差异。其中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是定量模拟土壤水分流动和溶质

运移的最重要的水力特征参数
［４］
。而对这些参数

直接测定比较困难，试验方法复杂、所需试验仪器设

备精密、价格昂贵、测试耗时长，并且受土壤质地空

间结构变异性的影响，测定存在较大的误差等。由

于物理特性参数是极易测定的，因此，通过这些易于

测定的参数表征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已引起广泛关

注，尤其是分形理论的应用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等

水动力学参数的确定开辟了新的途径。



自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５］提出分形几何的概念后，Ｔｙｌｅｒ
和 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６］建议用分形方法估计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其后，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相继做了大量的研

究
［７～１１］

。目前分形理论的具体运用主要集中在对

同一类型和不同质地土壤水动力学参数的预测，而

对土壤经过破坏后的扰动土壤与原状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的关系报道较少。因此，本文运用 Ｂｒｏｏｋ
Ｃｏｒｅｙ提出的水分特征曲线公式，推导原状土与扰动
土水分特征曲线的分形模型。通过所采集的不同层

次土样，利用压力薄膜仪实测的水分特征曲线反求

得到相应的分形维数，分析原状土壤和扰动土壤分

形维数以及水分特征曲线的关系，以期为土壤水盐

运移室内扰动土柱模拟试验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１　基本理论

１１　根据土壤粒径的重量分布表征土壤分形特征
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１２］提出土壤分形可用颗粒粒径与数量

的关系来定义，即

Ｎ（ξ＞ｄｉ）ｄ
Ｄ１
ｉ ＝Ｃ （１）

式中　ｄｉ———第 ｉ粒径
Ｎ（ξ＞ｄｉ）———粒径大于 ｄｉ的颗粒总数
Ｃ———与土壤性质有关的常量
Ｄ１———土壤粒径数量分布分形维数

由于 Ｎ值不能直接通过试验得到，其值受到假
设与实际符合程度的影响，也影响了 Ｄ１值的准确计
算。在通常的土壤分析中，得到的均为土壤粒径的

重量分布值。Ｔｙｌｅｒ和 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１３］、杨培岭［９］
等提

出改进的粒径分布方法，采用粒径重量分布表征土

壤结构分形，即

Ｗ（ξ＜ｄｉ）
Ｗ０ (＝ ｄｉ

ｄ )
ｍａｘ

３－Ｄ２
（２）

式中　ｄｍａｘ———最大粒级土粒的平均直径
Ｗ（ξ＜ｄｉ）———粒径小于 ｄｉ的累积土粒重量
Ｗ０———土壤各粒级重量的总和
Ｄ２———土壤粒径重量分布分形维数

１２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分形模型

Ｔｙｌｅｒ和 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１４］采用 ＳｉｅｒｐｉｎｓｋｉＣａｒｐｅｔ地
毯结构理论分形推导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分形模

型

θ
θｓ (＝ ｈ

ｈ )
ｄ

Ｄ－２

（３）

式中　θ———体积含水率
θｓ———饱和含水率
ｈ———人为土壤吸力
ｈｄ———人为土壤进气吸力
Ｄ———土壤孔隙体积分形维数

将模型推广到三维欧氏空间，即

θ
θｓ (＝ ｈ

ｈ )
ｄ

Ｄ－３

（４）

Ｂｒｏｏｋ Ｃｏｒｅｙ经验模型为

θ
θｓ (＝ ｈｄ )ｈ

λ

（５）

式中　λ———拟合参数
式（３）或式（４）与式（５）形式是完全一致的。比

较式（４）和式（５）可知，λ＝３－Ｄ，式（４）从孔隙介质
的结构上说明了孔隙介质的含水率与基质吸力的关

系，为式（５）赋予了物理意义。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土样的采集与制备
采样地点选择在设施栽培分布较为集中的四川

省双流县永安镇牧马坪。该地区设施蔬菜种植以茄

子、辣椒和番茄为主。每年每个温室有机肥年施用

量高达１９５ｔ／ｈｍ２，其中施用化肥主要以尿素、过磷
酸钙和硫酸钾为主。地下水位为 ６０ｃｍ。采集土样
按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土层采集，同时
取相邻的露地土壤作为对照。大棚种植始于 ２００１
年，土样采集于 ２００９年。土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风干备用；另一部分用于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测定

（表１）。

表 １　供试土壤粒径分析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土壤

类型

土层深度

／ｃｍ

容重

／ｇ·ｃｍ－３
不同粒径的土壤颗粒质量分数／％

１～２ｍｍ ０５～１０ｍｍ ０２５～０５０ｍｍ ０１８～０２５ｍｍ ０１５～０１８ｍｍ ０～０１５ｍｍ

０～２０ １２８±００３ｃ １２４８±０１４ｂ １４２４±０１１ａ ０８２±００７ａｂ １２１１±０１１ａ ２９７０±００３ｄ ３０６５±０１９ｄ

设施土壤 ２０～４０ １４２±００４ｂ １１８２±０１０ｃ ９１５±０２８ｃ ０７０±０２１ｂ １２１０±０３８ａ ３１５７±０３２ｃ ３４６６±０４５ｂ

４０～６０ １５１±００１ａ １１８２±０５１ｃ ９１５±０１３ｃ ０７０±０１６ｂ １２１０±０４８ａ ３１５７±０１１ｃ ３４６６±０１５ｂ

０～２０ １０９±００１ｄ １３７２±０１９ａ ８８６±０２７ｃ １０２±００１ａ １２５５±０２９ａ ２８２６±０１３ｅ ３５５９±００６ａ

露地土壤 ２０～４０ １３２±００３ｃ １１４１±０１２ｃ ８７９±０１７ｃ ０９８±００４ａｂ １０６０±００８ｂ ３３８６±０１６ａ ３４３６±０３３ｂ

４０～６０ １３０±００１ｃ １０６３±０１０ｄ １０３０±０１０ｂ ０８７±０１１ａｂ １１９１±０１１ａ ３２６３±００７ｂ ３３６７±０２８ｃ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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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水分特征曲线的测定与分析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采用压力膜法测定。将风

干后过 ２ｍｍ筛按照实测容重和装有原状土壤的
环刀经 ２４ｈ水分饱和后放入压力室，向压力室分
别施加 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０３、０６、１５ＭＰａ
压力，在试验过程中保持恒温（（２０±１）℃），求得
相应条件下对应的土壤含水率，得到土壤水分特

征曲线。

以均方根误差作为衡量模拟或预测方法准确性

的标准，均方根误差计算公式为

Ｒ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Ｘｉ－Ｘ）槡

２
（６）

式中　Ｘ———实测值　　Ｘｉ———模拟值或预测值
ｎ———样本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分形维数影响因素分析
对压力膜法实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得到各

土壤在不同土壤水吸力条件下的含水率。选用式（５）
对上述６种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值进行最小二乘拟
合，结果如表 ２（表中 Ｄ３、Ｄ４分别为原状土分形维
数、扰动土分形维数）所示。拟合曲线中所得的幂

即为３ Ｄ，由此即可计算出分形维数 Ｄ，由表 ２看

出，不论设施土壤还是露地土壤，分形维数都随着土

层的加深而增加。这表明在相近质地的供试土样下

分形维数的大小与土壤容重密切相关，表现出随着

土壤容重的增大，分形维数逐渐增大的趋势。这是

由于容重越大，土壤孔隙度越小，相同质地的土壤持

水性就越强，施加相同压力其土壤释放出的水分就

越少，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越陡峭即式（５）中 λ越小，
那么土壤分形维数就越大。由表 ２可知，无论原状
土还是扰动土，设施土壤拟合分形维数均小于同层

次的露地土壤，可能是设施土壤容重均大于同层次

露地土壤（表 １），表明其设施土壤颗粒比表面积要
小于露地土壤，土壤分形维数就越小。由表 ２还可
以看出无论设施土壤还是露地土壤，原状土拟合分

形维数均大于扰动土。出现以上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土体经过风干磨细后，改变了土壤本身大小孔隙的

组成比例，使得扰动土的孔隙比例组成更加均一化。

在相同的容重条件下，原状土的大孔隙比例远大于

扰动土，使得在低吸力范围内原状土壤水分更易以

优势流的形式释放出来，在高吸力范围内原状土壤

含水率也相对较高，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越陡峭，即

式（５）中 λ越小，那么土壤分形维数就越大。以上
分析表明，土壤分形维数能够表征土壤物理结构的

变化。

表 ２　水分特征曲线模型拟合分形维数

Ｔａｂ．２　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土壤类型
土层深度

／ｃｍ

原状土 扰动土

Ｄ３ θｓ ｈｄ Ｒ２ Ｄ４ θｓ ｈｄ Ｒ２

０～２０ ２７６５ ０４２０８ ０００３８ ０９９５８ ２７１６ ０３２９５ ０２０５４ ０９９１１

设施土壤 ２０～４０ ２８０１ ０４１５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９９５７ ２７５０ ０３８０７ ０２５６１ ０９９０３

４０～６０ ２８０５ ０３１３０ ００２０４ ０９９２５ ２７６８ ０３４８４ ０３５４９ ０９９０８

０～２０ ２８２９ ０４２０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９８６６ ２７７７ ０３６２９ ０２４３９ ０９８６７

露地土壤 ２０～４０ ２８３４ ０３７１５ ００２２３ ０９８５８ ２７７２ ０３９５７ ０１９２１ ０９９１０

４０～６０ ２８４５ ０３８００ ００２１６ ０９８０６ ２７９８ ０３８１３ ０２５４６ ０９９２４

３２　原状土、扰动土分形维数与土壤粒径重量分布
分形维数的关系

由表３看出，分形维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原状土
分形维数、扰动土分形维数、土壤粒径重量分布分形

维数。Ｄ３与 Ｄ２相对误差的绝对值最大值为 ５７％，
最小值为３８％，平均值为 ４６％；Ｄ４与 Ｄ２相对误差
的绝对值最大值为 ４０％，最小值为 ２０％，平均值
为２８％。经拟合分析，得到 Ｄ３与 Ｄ２以及 Ｄ４与 Ｄ２
的关系为

Ｄ２＝－１９００７Ｄ
２
３＋１０７１６Ｄ３－１４８３４

（Ｒ２＝０９８９４） （７）

Ｄ２＝－１７７１Ｄ
２
４＋９８１３９Ｄ４－１３３２５

（Ｒ２＝０９８２１） （８）

以上分析表明，基于土壤粒径重量分布推求的

分形维数对扰动土拟合精度比原状土要高。主要是

土壤颗粒组成分析采用的是风干过 ２ｍｍ筛的扰动

土，其土壤物理结构与扰动土壤更接近。原状土分

形维数 Ｄ３与扰动土分形维数 Ｄ４相对误差的绝对值

最大值为 ２２１％，最小值为 １３３％，平均值为

１７８％，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为

Ｄ３＝１０００３Ｄ４＋００４９　（Ｒ
２＝０９２２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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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土壤粒径重量分布分形维数与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拟合分形维数的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ｅ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

ｓｏｉｌ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土壤类型 土层深度／ｃｍ Ｄ３ Ｄ４ Ｄ２

０～２０ ２７６５ ２７１６ ２６４５

设施土壤 ２０～４０ ２８０１ ２７５０ ２６９６

４０～６０ ２８０５ ２７６８ ２６９６

０～２０ ２８２９ ２７７７ ２６９５

露地土壤 ２０～４０ ２８３４ ２７７２ ２６９９

４０～６０ ２８４５ ２７９８ ２６８７

３３　原状土与扰动土水分特征曲线模拟与预测

图 １　扰动土与原状土水分特征曲线的实测值、拟合值与预测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ｉｔｔ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ａｎｄ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
（ａ）设施扰动土壤　（ｂ）设施原状土壤　 （ｃ）露地扰动土壤　 （ｄ）露地原状土壤

　

根据式（７）～（９）分别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进
行预测，并计算均方根误差。其中拟合值通过

式（５）拟合而得，预测值 １是指直接代入 Ｄ２，并代
入式（４）计算而得。原状土预测值 ２是指根据
式（７）计算 Ｄ２，并代入式（４）计算而得，扰动土预测
值２是指根据式（８）计算 Ｄ２，并代入式（４）而得，预

测值３是指根据式（９）计算 Ｄ３，并代入式（４）而得，
结果见图１、表４。

从图 １和表 ４可看出，对于扰动土和原状土拟
合值，与实测值均基本重合，土壤含水率拟合均方根

误差最大值为 ００１２９，说明式（４）可以用于该地区
设施土壤的水分特征曲线预测；对于预测值 １，采用
重量分布分形维数直接预测水分特征曲线，无论是

原状土还是扰动土，在低吸力段的范围内预测效果

均较好，随吸力增大，预测值均小于实测值。从土壤

含水率拟合误差来看，首先预测值 １的土壤含水率
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小值为００２５３，因此采用重量分
布分形维数直接预测水分特征曲线是不精确的，其

次扰动土预测值１拟合误差均小于原状土。主要是
土壤颗粒组成分析采用的是风干过 ２ｍｍ筛的扰动
土，其土壤物理结构与扰动土壤更接近。对于预测

值２和预测值 ３，扰动土和原状土与实测值均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均表现出设施土壤预测精度要高于

露地土壤的趋势，设施原状土壤预测值 ２的土壤含
水率预测误差小于０００８３，预测值３的土壤含水率
预测均方根误差最大值为０００６３，尤其在低吸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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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土壤含水率预测均方根误差

Ｔａｂ．４　ＲＭ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ｔｔ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土壤类型
土层深度

／ｃｍ

扰动土 原状土

拟合值 预测值１ 预测值２ 拟合值 预测值１ 预测值２ 预测值３

０～２０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４９

设施土壤 ２０～４０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５２

４０～６０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６３

０～２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６６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７８

露地土壤 ２０～４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１４４

４０～６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２９１

的范围内，预测效果更佳，随吸力增大，预测值与实

测值稍有偏差。这说明对该地区土壤而言，在低含

水率范围内式（４）对分形维数的取值较为敏感。
总体而言，预测值２、预测值３优于预测值 １，如

果是粗略的田间水分管理，可以选择预测值 １作为
近似值，简单方便。如果需要较为精确的土壤水分

特征，选择预测值 ２、预测值 ３均可，然而考虑到预
测值３较预测值 ２更加简便实用，宜优先选择预测
值３。预测值３也为室内扰动土壤预测原状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提供了依据。

４　讨论

刘建立
［７］
、杨培岭

［９］
、管孝艳

［１５］
等在土壤分形

维数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土壤分形维数与土壤质

地密切相关，土壤质地越细，分形维数越高。本研究

中不同层次设施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图 １）表明，在
相同质地情况下，分形维数的大小与土壤容重密切

相关，土壤容重增大，分形维数也逐渐增大。随着分

形维数的增大土壤水分特征曲线逐渐变陡，主要是

容重的变化会改变土壤孔隙度，从而影响土壤持水

能力；而土壤质地是通过改变土壤颗粒的比表面积

来影响分形维数的，粘粒含量越高的土壤，土壤颗粒

比表面积越大，土壤持水性就越强。对于土壤粒径

重量分布分形维数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分形维数影

响的研究，黄冠华
［１］
、程冬兵

［２］
等基于土壤粒径分

形对不同地区不同质地的水分特征曲线表明，两者

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本研究表明，两者存在

二次函数的相关关系，即在水分特征曲线分形维数

较高时，土壤粒径重量分布分形维数会逐步降低。

可能是在进行重量粒径分析时，粒径小于 ０１５ｍｍ
的颗粒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细分，在土壤分形维数较

高时，细颗粒对分形维数的影响较大，导致土壤粒径

重量分布分形维数偏低。

本研究表明，扰动土与原状土分形维数之间存

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这可能是扰动土只是破坏

了粒径大于２ｍｍ大颗粒，而对粒径小于 ２ｍｍ的颗
粒分布破坏较小，因此原状土与扰动土在 ０～２ｍｍ
土壤粒径的分布相近，使得两者分形维数存在一定

的关系。而原状土分形维数均大于扰动土的分形维

数，可能是原状土分析时忽略了大颗粒（粒径大于

２ｍｍ）的影响和土壤的团聚作用。从预测效果来
看，通过扰动土分形维数预测原状土水分特征曲线

在整个含水率阶段都吻合较好（图 １），其预测精度
在各种方法中均是最高的（表 ４）。因此，根据扰动
土壤分形维数预测原状土水分特征曲线是可行的，

在实际应用时，只需测定饱和含水率 θｓ和进气吸力
ｈｄ及原状土分形维数 Ｄ３就可比较容易地确定含水
率 θ与吸力 ｈ之间的关系，扰动土分形维数 Ｄ４的确
定也只需要根据土壤重量分布获取土壤粒径重量分

布分形维数 Ｄ２，再通过已经建立的原状土分形维数
Ｄ３与扰动土分形维数 Ｄ４的关系式以及扰动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模型分形维数 Ｄ４与土壤粒径重量分布
分形维数 Ｄ２关系式简单转化即可。该方法根据分
形理论推出，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为扰动土壤预测

原状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提供了依据。

５　结论

（１）根据设施土壤扰动土与原状土的实测水分
特征曲线资料推求模型中的分形维数表明，分形维

数的大小与土壤容重密切相关，且分形维数随土壤

容重的增大而增大；设施土壤拟合分形维数均小于

同层次的露地土壤；原状土拟合分形维数均大于扰

动土。

（２）比较分析了基于设施土壤水分特性曲线原
状土的分形维数与扰动土分形维数的关系，结果表

明两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这为通过室内扰动土

柱模拟试验结果来反映大田实际情况提供了依据。

（３）利用基于土壤粒径重量分布的分形维数结
合 Ｂｒｏｏｋ Ｃｏｒｅｙ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模型，对设施
土壤原状与扰动土的水分特性曲线进行预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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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壤粒径重量分布分形维数预测，除低含水率范

围的设施土壤外，其预测结果与实测值一致性较好。

而通过原状土与扰动土分形维数的关系来预测原状

土的水分特征曲线其预测效果在整个含水率范围内

均较好。这为设施扰动土来预测原状土的水分特性

曲线提供了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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