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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头和土壤容重下微润灌湿润体内水盐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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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为探明微润灌溉施肥的湿润体内水盐分布规律，开展不同压力水头和土壤容重下室内微润灌溉入渗试验。

设置 ３个水头（Ｈ１０：１０ｍ、Ｈ１５：１５ｍ和 Ｈ２０：２０ｍ）和 ３个土壤容重（Ｄ１００：１００ｇ／ｃｍ３、Ｄ１１５：１１５ｇ／ｃｍ３

和 Ｄ１３０：１３０ｇ／ｃｍ３），以质量分数 ０３％的硝酸钾溶液为入渗溶液，研究微润灌湿润体内水盐空间分布规律和变

异特征。结果表明：微润管入口水头和土壤容重对湿润体内含水率、ＮＯ－３Ｎ与 Ｋ
＋
含量均值影响显著。同一土壤

容重下，Ｈ１５和 Ｈ２０与 Ｈ１０相比，湿润体剖面面积增大 １３５０％ ～２１６１％，湿润体内含水率、ＮＯ－３Ｎ与 Ｋ
＋
含量

均值分别增大 ３６９％ ～１０７１％、７８０％ ～１０９５％和 ７２９％ ～１７４９％，均匀系数分别增大 ７６５％ ～１８６３％、

５２２％ ～１３６３％和 ９３４％ ～２１８９％；同一水头下，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与 Ｄ１００相比，湿润体剖面面积减小 ５７６％ ～

９２１％，含水率、ＮＯ－３Ｎ含量均值分别减小 １５７３％ ～２１５４％、８０８％ ～１０９７％，而 Ｋ
＋
含量均值增大 ３４８９％ ～

６４７９％，三者均匀系数分别减小９０２％ ～１１４５％、４０４％ ～７２５％和７０９％ ～１１５４％。Ｋ＋在微润管周围分布较

集中，Ｋ＋聚集分布面积约占湿润体剖面面积的 ４０８０％ ～６１４１％。微润灌湿润体内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

值与至微润管的水平距离符合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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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微润灌溉是一种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能

够向作物根部持续微量供水
［１－４］

，可在无外加动力

下实现自动供水
［５－６］

，相对于其他灌水器而言沿程

水头损失极其微小，其流态指数比一般灌水器

大
［３］
，同时减少地表蒸发与土壤深层渗漏，具有节

水高效、降低能耗、抗堵塞性能强等特点
［７－１０］

。有

关微润灌溉的应用基础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压力水头、土壤容重、溶液矿化度对微润

灌土壤入渗特性的影响等方面
［１－４，７－９］

。微润灌溉

产生以微润管为轴心的对称圆形湿润体，土壤含水

率最大值出现在微润管附近，并向管带四周逐渐减

小
［７］
；压力是入渗量的重要因素，微润管埋深显著

影响湿润体形状。压力越大，湿润锋运移距离越大，

土壤水分分布范围越广，土壤平均含水率越高
［１－２］

；

土壤密度和质地也是影响湿润体分布的重要因素，

湿润锋运移距离与时间呈显著幂函数关系，累积入

渗量和灌水时间呈线性函数关系
［８］
；微润灌溉的矿

化度对湿润体体积影响显著，而对湿润体形状影响

较小，湿润锋运移距离、土壤累积入渗量、湿润体体

积均随入渗溶液矿化度提高而增大
［９］
。

漫灌、地表滴灌、覆盖膜滴灌、膜下滴灌等灌水

模式下土壤水盐含量及分布对土壤微生物、作物生

长、水分利用及产量影响显著
［１１－２０］

。作为一种新型

农业节水技术，微润灌溉对土壤水盐分布的影响还

鲜见报道。有关微润灌溉入渗特性研究大多集中在

水平埋设条件下，而对于适宜于宽距作物的竖插式

微润管入渗特性还研究较少，尤其是水肥一体微润

灌湿润体水盐分布规律尚不清楚。本文研究水肥一

体微润灌溉下微润管竖直布设时，毛管入口压力和

土壤容重对土壤水盐分布的影响，并建立湿润体水

盐分布模型，以期为水肥一体微润灌溉推广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土样
按国际制土壤分类方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ＳＳ），供试红壤土属多砾质砂质壤土。
土壤颗粒组成采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型激光粒度分

析仪（英国马尔文公司）测定，土壤自然堆放下粒径

组成 为 直 径 ｄ＞２ｍｍ、００２ｍｍ ＜ｄ≤ ２ｍｍ、
０００２ｍｍ＜ｄ≤００２ｍｍ和 ０＜ｄ≤０００２ｍｍ分别
占２１７５％、７４２７％、３９６％和 ０１２％，初始含水率
为 ３５６％，ＮＯ－３Ｎ 与 Ｋ＋ 含 量 本 底 值 分 别 为
１９７４ｍｇ／ｋｇ和３９５２ｍｇ／ｋｇ。土 壤 容 重 分 别 为
１００、１１５、１３０ｇ／ｃｍ３ 时的饱和含水率分别为
６６８０％、４７５２％和 ４０６９％。按照控制的容重分
层填装土样，层间打毛。

１２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土箱和供水系统组成。有机玻璃土

箱的尺寸（长 ×宽 ×高）为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５ｃｍ，厚
度为１０ｍｍ。微润管（深圳市微润灌溉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马氏瓶和橡胶软管组成供水系统。微润

管为四折痕双层结构，内层为厚度 ００６ｍｍ的高分
子半透膜。孔隙直径在１０～９００ｎｍ之间，膜上孔密
度约为１０５个／ｃｍ２。微润管公称直径为１６ｍｍ，折径
（宽度）为（２５±１５）ｍｍ，壁厚为（０９±０５）ｍｍ，
正常工作压力为 ００２ＭＰａ。马氏瓶提供连续恒压
水头，升降支架实现水头调控。

１３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设 ３个微润管入口水头（Ｈ１０：１０ｍ、

Ｈ１５：１５ｍ和 Ｈ２０：２０ｍ）和 ３个土壤容重
（Ｄ１００：１００ｇ／ｃｍ３、Ｄ１１５：１１５ｇ／ｃｍ３和 Ｄ１３０：
１３０ｇ／ｃｍ３）完全组合共９个处理，各处理重复 ３次，
文中所有数据取均值。采用质量分数为 ０３％的硝
酸钾溶液模拟灌溉施肥。试验开始前，控制容重分

层装土，每层５ｃｍ，层间打毛。微润管长度为 ３０ｃｍ，
有效渗水长度为 ２５ｃｍ，进水上端采用专用塑料接
头与橡胶软管连接，下端采用生料带缠绕橡胶塞封

闭。有机玻璃土箱内高为 ４５ｃｍ，装土高度为
４０ｃｍ。竖直插入微润管时保持上端接头与土面齐
平，控制两侧与土箱两壁水平距离各 １ｃｍ。选取湿
润体的 １／４作为观测对象，记录湿润锋轮廓变化。
在土层表面覆盖塑料薄膜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入渗

时间持续 １２４ｈ，０～１２ｈ每 ２ｈ、１２～４８ｈ每 ４ｈ、
４８～１２４ｈ每８ｈ记录马氏瓶刻度，并在玻璃土箱侧
面描绘湿润锋。入渗结束立即用小土钻分层取样，

竖直方向从土壤表面起每隔５ｃｍ取样 １次，水平方
向每隔５ｃｍ取样。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紫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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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分光光度计和火焰光度计测定土壤ＮＯ－３Ｎ与Ｋ
＋

含量。

１４　计算方法
（１）湿润体剖面面积计算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 １　微润灌湿润体及剖面面积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湿润体剖面面积计算公式为

Ｓ＝∫
ＤＭ

０
ｆ（ｘ）ｄｘ （１）

其中 ｆ（ｘ）＝∑
ｎ

ｉ＝０
ａｉｘ

ｎ
（２）

图 ２　不同容重和水头下微润灌湿润体土壤水分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ｅａｄｓ

式中　Ｓ———湿润体剖面面积
ｆ（ｘ）———入渗１２４ｈ的湿润锋移动位置曲线

的拟合函数（与实测曲线相关系数

大于０９）
ｘ———湿润体深度　　ｎ———正整数
ａｉ———ｆ（ｘ）的拟合系数
ＤＭ———湿润体最大深度

ｆ（ｘ）拟合函数由 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完成，根据拟
合函数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软件编程计算得到湿润体剖
面面积。

（２）湿润体内水盐分布均匀度采用克里斯琴森
均匀系数计算，计算公式为

Ｃｕ




＝ １－
∑
ｍ

ｉ＝１
｜θｉ－θ｜

ｍ



θ
×１００％ （３）

式中　Ｃｕ———湿润体内水盐分布均匀系数

θ———润体内平均水盐含量

θｉ———第 ｉ个取样点的润体内水盐含量
ｍ———取样点个数

１５　作图及统计方法
湿润体内水盐分布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００绘制，

显著性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湿润体内土壤水盐分布
２１１　土壤水分分布

由图２可知，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
Ｄ１００、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的湿润体剖面面积分别增
大７４１％ ～１５０２％、１０４６％ ～２１３５％和 １７３９％ ～
２６０９％，且越靠近微润管含水率越高，距离微润管
最近处接近饱和含水率。Ｄ１００时，Ｈ１０、Ｈ１５和
Ｈ２０的含水率超过３５％的面积分别占湿润体剖面
面积的 ４３１６％、５６０９％和 ６５５７％。其中 Ｄ１３０
的湿润体剖面面积最小。土壤容重一定时，与 Ｈ１０
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的湿润体剖面面积增大
１３５０％ ～２１６１％；水头一定时，与 Ｄ１００相比，
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的湿润体剖面面积减小 ５７６％ ～
９２１％。
２１２　土壤 ＮＯ－３Ｎ分布

距微润管越近，ＮＯ－３Ｎ含量越高，距微润管越

远，ＮＯ－３Ｎ含量越低，靠近微润管处的 ＮＯ
－
３Ｎ含量

最高超过１８０ｍｇ／ｋｇ（图３）。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Ｄ１００、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的 ＮＯ－３Ｎ含量大
于 ８０ｍｇ／ｋｇ的 分 布 面 积 分 别 增 大 ８７７％ ～
３４６２％、１１６４％ ～２７７３％和 １５７６％ ～３１１５％。
与 Ｄ１００相比，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时，Ｈ１０、Ｈ１５和
Ｈ２０的 ＮＯ－３Ｎ含量大于 ８０ｍｇ／ｋｇ的分布面积分
别减小 ３５１％ ～８６９％、１２１％ ～３４３％和 ６６８％ ～
９３３％。

ＮＯ－３Ｎ分布规律与含水率分布规律类似。土

壤容重一定时，ＮＯ－３Ｎ分布面积随着水头的增加而

增大；而水头一定时，ＮＯ－３Ｎ分布面积随土壤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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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容重和水头下微润灌的湿润体土壤 ＮＯ－３Ｎ含量分布（单位：ｍｇ／ｋｇ）

Ｆｉｇ．３　ＳｏｉｌＮＯ－３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ｅａｄｓ
　
的增加而减小。

２１３　土壤 Ｋ＋分布
Ｋ＋含量大于 １２０ｍｇ／ｋｇ的分布面积较小且聚

集在微润管附近，Ｋ＋含量最大可达 ６００ｍｇ／ｋｇ以上
（图 ４）。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Ｄ１００、
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的 Ｋ＋含量大于 １２０ｍｇ／ｋｇ的分布
面 积 分 别 增 大 ５２６％ ～１８４２％、５８３％ ～
２６０９％、１２５７％ ～２２１６％。与 Ｄ１００ 相 比，
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时，Ｈ１０、Ｈ１５和 Ｈ２０的 Ｋ＋含量

大于 １２０ｍｇ／ｋｇ的分布面积分别减小 １８６４％ ～
２６７５％、１８３４％ ～２１６２％和 １４０７％ ～２４４５％；
Ｋ＋含量大于 １２０ｍｇ／ｋｇ的分布面积分别占湿润体
剖面面积的３５１２％、３８７３％和４３１５％。

综上（图 ２～４）可知，Ｋ＋含量分布规律与含水
率和 ＮＯ－３Ｎ含量的差异明显，Ｋ

＋
含量分布面积较

小且随距离的增大变幅较大。综上可知，湿润体剖

面水盐分布相对均匀，底部含量未明显增大，因此未

出现淋洗现象。

图 ４　不同容重和水头下微润灌的湿润体土壤 Ｋ＋含量分布（单位：ｍｇ／ｋｇ）

Ｆｉｇ．４　Ｓｏｉｌ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ｅａｄｓ
　

２２　湿润体内水盐分布变化特性

经检验，土壤容重和水头对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含量均值影响显著（Ｐ＜０００１）。容重一定时，
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含水率均值与均匀
系数 分 别 增 大 ３６９％ ～１０７１％ 和 ７８０％ ～
１０９５％。水头一定时，与 Ｄ１００相比，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时的含水率均值和均匀系数分别减小
１５７３％ ～２１５４％ 和 ８０８％ ～１０９７％。Ｄ１００、
Ｄ１１５和Ｄ１３０的含水率均匀系数分别为 ８０３２％ ～
８７９１％、７２８２％ ～８１１３％和 ７００６％ ～７８６９％。
Ｄ１００的含水率均匀系数最大，而 Ｄ１３０时最小，比
Ｄ１００减小９７７％ ～１２７７％。

土壤容重不变时，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
时的ＮＯ－３Ｎ含量均值与均匀系数分别增大７６５％ ～
１８６３％与 ５２２％ ～１３６３％。水 头 不 变 时，与

Ｄ１００相比，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时的 ＮＯ－３Ｎ含量均值
与均匀系数分别减小９０２％ ～１１４５％与 ４０４％ ～
７２５％。Ｄ１００、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的 ＮＯ－３Ｎ均匀系
数分别为 ７２６１％ ～８０１９％、６８４６％ ～７８２０％和
６５８０％ ～７６６９％。Ｄ１００的 ＮＯ－３Ｎ均匀系数最
大，其中 Ｄ１３０时最小，比 Ｄ１００减小 ４３６％ ～
９３８％。

容重一定时，与 Ｈ１０相比，Ｈ１５和 Ｈ２０时的
Ｋ＋含量均值与均匀系数分别增大７２９％ ～１７４９％

和９３４％ ～２１８９％。水头一定时，与 Ｄ１００相比，
Ｄ１１５和 Ｄ１３０时的 Ｋ＋含量均值增大 ３４８９％ ～

６４７９％，而均匀系数减小 ７０９％ ～１１５４％。在同

一水头下，容重越大，Ｋ＋含量越大。Ｄ１００、Ｄ１１５

和 Ｄ１３０的 Ｋ＋含量均匀系数分别为 ６５６０％ ～

７４８１％、５８４２％ ～７２１５％和 ５４１９％ ～７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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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００的 Ｋ＋含量均匀系数最大，而 Ｄ１３０时最小，

比 Ｄ１００减小６１２％ ～１７３９％。

因此，湿润体内 ＮＯ－３Ｎ含量分布特征与含水率

基本一致，而 Ｋ＋含量分布特征与含水率和 ＮＯ－３Ｎ

含量有所区别。在同一容重下，含水率、ＮＯ－３Ｎ含

量和 Ｋ＋含量均值与均匀系数均随着水头的增加而
增大。在同一水头下，含水率、ＮＯ－３Ｎ含量均值与

均匀系数均随着容重的增加而减小，Ｋ＋含量均值
随着容重的增加而增大，而 Ｋ＋含量均匀系数随容
重增加则减小。

表 １　微润灌的湿润体内水盐分布特征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水头／

ｍ
累积入渗量／Ｌ

土壤含水率 土壤 ＮＯ－３Ｎ含量 土壤 Ｋ＋含量

均值／％ 均匀系数／％ 均值／（ｍｇ·ｋｇ－１） 均匀系数／％ 均值／（ｍｇ·ｋｇ－１） 均匀系数／％

１０ ５０４±０２１ｃ ３２５８±３２９ｂ ８０３２ １２３３４±３６２ｃｄ ７２６１ ２２５３３±５８９ｅ ６５６０

１００ １５ ６６３±０１１ｂ ３３７３±３８１ｂ ８５０３ １２８９８±３０８ｂｃ ７５６８ ２４９６８±６２９ｅ ６９３７

２０ ７４６±０１５ａ ３５９０±４０９ａ ８７９１ １３８１２±４３５ａｂ ８０１９ ２８８１７±４９３ｄｅ ７４８１

１０ ３５６±００６ｅ ２７５１±３６６ｃｄｅ ７２８２ １０６８７±３１４ｄｅ ６８４６ ３０６２４±４４１ｄｅ ５８４２

１１５ １５ ４５４±００９ｄ ２８７８±３１１ｃｄ ７８８４ １１７６４±３５３ｃｄｅ ７２５８ ３４２００±５６８ｂｃｄ ６４３３

２０ ５１２±００９ｃ ３０２４±３３１ｂｃ ８１１３ １３０７１±４２６ａｂｃ ７８２０ ３８１１７±４７９ｂｃ ７２１５

１０ ２７５±００７ｆ ２５３１±４１９ｅ ７００６ １０４３０±２９８ｄｅ ６５８０ ４０７６２±５７５ａｂ ５４１９

１３０ １５ ３６６±００３ｅ ２６４６±４０１ｄｅ ７６７２ １１３４７±３７９ｄｅ ６９４３ ４１５９５±５１５ａｂ ６１１６

２０ ４３８±０１０ｄ ２８４３±４６１ｃｄ ７８６９ １２７９９±３３７ｂｃ ７６６９ ４３４０９±６３９ａ ７０２３

　　注：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差（ｎ＝３），同列数值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３　微润灌湿润体内水盐含量均值
２３１　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 Ｓ型曲线的常用模型，大量试验
表明呈 Ｓ型曲线的数据都符合该模型［２１－２６］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的扩展，拟合效果优于前者，

且参数更有实际意义
［２５］
。用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进行曲线拟合，得到不同水头和土壤容重湿润体

内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值与至微润管水平

距离的关系。试验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２所示，其模
型为

表 ２　微润管湿润体内水盐含量的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拟合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ｕｓｉｎｇｆｏｕ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水头／

ｍ

平均含水率 土壤 ＮＯ－３Ｎ含量 土壤 Ｋ＋含量

拟合公式 Ｒ２ 拟合公式 Ｒ２ 拟合公式 Ｒ２

１０ λ＝１６８８５＋
３８６７５０－１６８８５

１＋１０－０１４４１（２０９８５６－ｌ） ０９９ λ＝０８３７８＋
１５０２４６８－０８３７８
１＋１０－０１０７１（２０４３５９－ｌ） ０９９ λ＝４０９２０４＋

３５９５２８７－４０９２０４
１＋１０－０１０９（４８０９５－ｌ） ０９９

１００ １５ λ＝２６３４５＋
３８７８５２－２６３４５

１＋１０－０２２８９（２２８６９３－ｌ） ０９７ λ＝０４２９４＋
１６３２４０８－０４２９４

１＋１０－００９２４（２１７６６８－ｌ） ０９９ λ＝３７８２５６＋
４７６３００６－３７８２５６
１＋１０－０１１２４（３３９２２－ｌ） ０９８

２０ λ＝４３０３３＋
３９２００１－４３０３３

１＋１０－０２５０４（２４３３４３－ｌ） ０９８ λ＝０１０７９＋
１７８５９２２－０１０７９
１＋１０－００９６（２０７３９４－ｌ） ０９８ λ＝２９２２８４＋

４９６７６２６－２９２２８４
１＋１０－００８０１（４３９０５－ｌ） ０９８

１０ λ＝０５９９１＋
３３４８４８－０５９９１

１＋１０－０１１１９（２０２５５７－ｌ） ０９８ λ＝２９４４３＋
１３９２９５９－２９４４３
１＋１０－０１１８６（２０１８６３－ｌ） ０９８ λ＝３６２２０７＋

４２９６５６９－３６２２０７
１＋１０－０２３３８（４７７５７－ｌ）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５ λ＝０８９６６＋
３４４８３７－０８９６６

１＋１０－０１１８２（２０３６３４－ｌ） ０９７ λ＝２６７０２＋
１４４０２１２－２６７０２
１＋１０－０１２４２（２０１３５７－ｌ） ０９８ λ＝３７１８９８＋

４８５６３２－３７１８９８
１＋１０－０１７８９（５３７５６－ｌ） ０９９

２０ λ＝１０２０９＋
３５３６－００２０９

１＋１０－０１０１５（２２２２６８－ｌ） ０９９ λ＝０８９９３＋
１４４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３
１＋１０－０１２２３（２０１３３１－ｌ） ０９９ λ＝３７４２１７＋

４６６９３９３－３７４２１７
１＋１０－０１７０４（８０７１４－ｌ） ０９８

１０ λ＝００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４－００３１２

１＋１０－００９０８（２０２８４１－ｌ） ０９８ λ＝４７５７５＋
１２４５０７１－４７５７５
１＋１０－０１９６５（１９５７８３－ｌ） ０９９ λ＝３８２６４４＋

４５８９３４４－３８２６４４
１＋１０－０２２７８（５８０４８－ｌ） ０９９

１３０ １５ λ＝０８９３９＋
３２７３５６－０８９３９

１＋１０－０１０６１（２０４８４７－ｌ） ０９８ λ＝２０４４３＋
１３５０７４６－２０４４３
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１９７６５３－ｌ） ０９７ λ＝３４５３３５＋

５２４０５８１－３４５３３５
１＋１０－０１６９２（６３２７１－ｌ） ０９７

２０ λ＝１６３８８＋
３５３５７２－１６３８８

１＋１０－００９４３（２１６１５３－ｌ） ０９９ λ＝００８６＋
１５３９８７９－００８６

１＋１０－０１３３６（１９７２８５－ｌ） ０９８ λ＝３３４３８３＋
５２７７８０５－３３４３８３
１＋１０－０１８４２（７４１９４－ｌ） ０９６

　　注：表示在 Ｐ＜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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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Ｄ＋ Ａ－Ｄ
１＋１０Ｂ（ｌｇＣ－ｌ）

（０≤ｌ≤ｆ（ｘ）） （４）
式中　ｌ———与微润管水平距离　　λ———拟合含量

Ｄ———含量的下渐近线，略低于水平距离趋
近于湿润体边缘时的最小 λ值［２５］

Ａ———含量的上渐近线，略高于水平距离趋
近微润管时的最大 λ值

Ｂ———含量变化速率参数，相当于模型曲线
的最大斜率

Ｃ———模型曲线拐点所对应的 λ值

图 ５　湿润体剖面水盐含量均值实测值与模拟曲线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ｎｗｅｔｔｅｄｂｏｄ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表２中各回归方程式的 Ｒ２均大于０９７，并通过
Ｐ＜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湿润体内含水率、
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值与至微润管水平距离的关系

规律符合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水头与土壤容
重一定时，根据拟合公式可计算出与微润管不同水

平距离相应的水盐含量均值。

２３２　土壤含水率、ＮＯ－３Ｎ、Ｋ
＋
含量均值与水平距

离的关系

图５为入渗１２４ｈ后湿润体内不同距离水盐含
量的均值。由图５可知，水头越大，湿润体内水盐含

量均值越大，高水头的模拟曲线均位于低水头上方。

湿润体内含水率与 ＮＯ－３Ｎ含量均值随着与微润管
水平距离的增大而减小，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而减

小；Ｋ＋含量均值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而略有增大，
随着与微润管水平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而减小到趋

于土壤本底值后基本不变。随着与微润管水平距离

的增大，湿润体内含水率和 ＮＯ－３Ｎ含量均值模拟曲

线的斜率由小变大，而 Ｋ＋含量均值的模拟曲线斜
率由大变小，主要由于土壤对水盐的吸附程度不同

所致。

土壤含水率、ＮＯ－３Ｎ与 Ｋ
＋
含量均值的拟合值

减去本底值得到不同水平距离上水盐含量的增加

量。结果发现土壤容重一定时，ＮＯ－３Ｎ含量均值增
加量与含水率较接近，两者增加量均随距离的增大

逐渐减小。而 Ｋ＋含量均值增加量与含水率、ＮＯ－３
Ｎ含量差异显著，微润管附近增加显著，与微润管水
平距离１５ｃｍ以外增加不显著，表明 Ｋ＋在微润管附
近出现富集。

３　讨论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水和肥同步供应的一项农业

４９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技术，是将可溶性固体或液体肥料配制成的肥液，借

助压力系统与水一起灌溉，根据土壤养分含量和作

物种类的需肥规律和特点，均匀、定时、定量浸润作

物根系发育生长区域，从而达到提高作物品质、增产

增收的一项新技术。前人对水肥一体化滴灌条件下

土壤水盐分布做了较多研究，结果发现季节变化、土

壤质地、咸水灌溉均会影响滴灌模式下的土壤水盐

分布
［１４－１５，１８］

。有关土壤盐分的研究大多采用电导

率这一综合指标，然而不同离子在土壤中迁移转化

规律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对水肥一体化微润灌溉的

土壤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进行探讨，分析水盐

分布规律和变异特征，并建立微润灌湿润体内水盐

含量均值模型以期指导实际生产。

水头是控制微润灌溉流量的主要参数，通过影

响入渗界面的势梯度进而改变水分运动通量
［１］
。

水盐在土壤中的运移与土壤孔隙及含量密切相关，

土壤容重越小，水盐实际流动面积越大，入渗能力越

强
［２７］
，本试验中土壤容重增加，溶液入渗总量也随

之减小。因此，随着水头的增加，湿润体剖面面积及

高于本底值的 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分布面积显著增

大；而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水盐分布面积显著减

小。水头和土壤容重对微润灌溉湿润体内含水率、

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值影响显著。前人研究发现，

不同水头下含水率最大均值出现在微润管附近；同

一位置，压力水头越大，土壤平均含水率越高
［１］
，这

与本文水分分布规律类似。本文同时发现，不同水

头下土壤水盐含量最大值均出现在微润管附近，并

向管带四周逐渐减小，ＮＯ－３Ｎ含量均值与微润管水
平距离的减小速率与水分类似，先小后大再小，而

Ｋ＋含量均值减小速率先大后小；同一水平位置，水
头越大，土壤水盐含量均值越高。随着水头的增加，

ＮＯ－３Ｎ与 Ｋ
＋
含量均值与均匀系数均增大。主要由

于增加水头使得土壤吸湿和导水性能增大，同时增

大水盐入渗速率以及湿润体增加速率，从而显著提

高土壤水盐均匀度
［２８］
。土壤容重增大，含水率均匀

系数减小，湿润体减小
［６］
。而本文发现土壤容重增

大，ＮＯ－３Ｎ含量均值减小，而 Ｋ
＋
含量均值增大，水

盐均匀系数均减小。可能由于土壤容重增加，密实

度增大，孔隙率减小，水分通道变小，水盐入渗总量

减小。ＮＯ－３Ｎ带负电荷，作为一种非吸附性离子，

在土壤中的迁移能力较强，显著表现出“ＮＯ－３Ｎ随

水运动”的规律。而土壤对 Ｋ＋的吸附性较强且随
容重增大而增强，Ｋ＋在土壤中移动性较小，结合土
壤容重增大，Ｋ＋分布面积略有减小，因此 Ｋ＋含量均
　　

值随土壤容重增加而增大，且在微润管附近出现富

集现象，Ｄ１３０时微润管附近 Ｋ＋含量最高。土壤容
重增大，水盐均匀系数减小，可能由于土壤容重增

大，孔隙度减小，水盐运移、扩散与再分布降低所致。

另外，相对于入渗界面的势梯度，重力势梯度对水盐

的影响微小，因此未出现淋洗现象。

土壤水盐迁移常用经典数学模型计算获得，但

由于模型参数较多且较难确定，限制了模型的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在多个领域已有广泛应用［２１－２６］
。与传

统模型比较，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增加了一个
参数（拐点），该模型灵活性高，对于符合 Ｓ型曲线
的数据，拟合效果优良

［２５］
。本文基于水盐含量均值

拟合的曲线公式，系统总结了不同水头与容重下的

水盐分布模型，通过模拟曲线可直观得到与竖插式

微润管不同距离的水盐含量均值。因此，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为模拟微润灌溉水盐分布提供了
思路。

水肥一体化微润灌溉可根据土壤状况及作物不

同阶段的生长特性，有效控制水分、养分供给的数量

和比例，充分发挥水肥耦合效应，提高水肥利用率，

达到以肥调水，以水促肥，协调水肥供应状况，实现

水肥高效利用。根据土壤容重和作物在不同生长期

的水盐（水肥）需求量，通过调控水头来改变湿润体

的水盐分布，同时调控微润管与作物的水平距离使

水盐分布与作物需求相匹配，从而达到节水增效的

目的。本研究结果尤其对宽距经济林微润水肥一体

化灌溉的推广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４　结论

（１）微润管竖直布设下，水头和土壤容重对微
润灌溉湿润体内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值影

响显著。

（２）湿润体剖面面积、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分布面

积随着水头的增加而增大；湿润体剖面面积与

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分布面积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而

减小，Ｋ＋富集于微润管周围。
（３）随着水头增加，微润灌溉湿润体内含水率、

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均值及其均匀度显著增大；随着

土壤容重增加，湿润体剖面及湿润体内含水率和

ＮＯ－３Ｎ含量均值显著减小，而 Ｋ
＋
含量均值略有增

大，水盐含量均匀度显著降低。

（４）四参数 Ｌｏ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竖
插式微润灌溉湿润体内含水率、ＮＯ－３Ｎ和 Ｋ

＋
含量

均值的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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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Ｅ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Ｓｈｉｌｅｉ，ＬＩＵＧｕｏ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Ｂｕｒｉｅｄ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ｙｌｏａｍ［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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