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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箱以后
,

田间测定土坡水分的负压计
,

有冻坏的

可能
,

故须采用防冻措施
。

目前国外将水 液换 成 含

30 % 的酒精以降低冰点来防冻
,

但当气温 降 到 一 8℃

以下
,

仪器仍将冻坏
。

为了适应我国北方地区常手观测土城 水 分 的 需

要
,

将负压计的水传导部分改为气体传递
,

以期防止冻

结
。

初步试验表明
,

这种改装的负压计也能反映土坡

水分的吸力状况
。

同时在表层结冻的情况下
,

仍能继

续观测下层吸力的变化
,

还能在表头上直接读数
,

省去

了水传导负压计测定时的计算手续
。

一
、

原理和构造

气传感负压计是利用仪器系统中少量的空气来传

递压力
,

由于气体在常温常压下不冻结
,

故能达到抗冻

目的
。

其装置是
:
陶土管和 固结的硬质胶木管内充满

水
,

并在陶土测头内放置一个中空的乳胶囊
,

以塑料毛

管连通压力计
,

并以气体形式传送给压力表头
,

显 示压

力值
。

传感部分气体的重量可 以忽略不 计
,

因此对压力

表头的装配位置就不受限制
,

可 以根据试验需要
,

自由

变动
。

仪器构造
:
气传感负压计 (图 1) 由一个在 1一 1

.

5气

压 下能透水而不透气的陶土测头
、

一支储水硬塑料竹
、

一个压力表
、

一个乳胶囊和一条塑料毛管组成
。

将仪

器充满水
,

密闭
,

插入土中
,

土壤的吸 (水 )力即在压力

表头以水柱厘米压力值显示出来
。

各组件的作用简介
:

1
.

陶土测头和硬质塑料管
:
陶土测头是湿度计的

感应部件
,

它有许多细小而均匀的孔隙
,

可 以透水
,

当

陶土管完全被水湿润 后
,

因孔隙间有水膜
,

故不能通

气
。

硬质塑料管是贮水和贮废气的
,

要求管壁致密
,

没

有裂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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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表
:
是指示部件

,

根据试验要求可选用汞柱

压力表或弹簧管压力表
。

3
.

乳胶囊和空心塑料丝
:
是仪器的传感部件

。

乳

胶囊放在陶土测头内
,

密封
,

空心塑料丝与表头联通
,

当陶土管内产生负压力时
,

乳胶囊内存留 的 微 全 气

体
,

将这压力 以气体形式通过塑料丝毛管而传递 到压

. 本文承滚姚贤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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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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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表
。

因降雨
、

灌溉
,

使土壤水分达饱和时负压力为零
。

当土壤水分过多造成渍水
,

或者陶土测头处于地下水

面 之下时
,

仪器读数为正压力
,

据此
,

可直读出渍水或

地下水位的深度

二
、

冻土期的田间试验

为了鉴定仪器抗冻性能和取得改进经验
,

曾在山

东省水科所原德州试验站冬小麦试验田进行了全生长

期的田 间试验
。

在 1 月中旬最低气温零下 20 ℃
,

冻土

深度 35 一相厘米时
,

除 10 厘米深度的一 支硬塑管胶盖

结冰胀脱损坏外
,

其余深度的都安全越冬
,

并取得完

整资料
。

所观测得到的资料绘制成图 2
。

山图中的曲

线
,

大致可分为上下两部分来解释
。

70 厘 米以下土层

受地下水控制
,

而70 厘米以上土层则受大气燕 发
、

降水

等控制
。

受地下水控制的底土部分
,

凡是负压位等于

斌 旧 喇 (l 城粉 成 匆 榷 )

七l
。1.

解划怜胃
层 息 旦

一
茅一卜不犷

一
Q

一 一

— 卜
尽

.

~

王荤早里之三伟

万.于,l

勺

六卜了才了了|l

l…
艺d。ù+-

刚卸卜匕卜冬

洲粗只国叹荟众逻-H踞叫赞人困
了

,!·!l!!·

…产、月煮ó
,

烤
;

件裂

。
,

、

刀
" ""、

写T,1-40e引F
.

艺00叭、

艺心仃她汀

p酬阳同国阅酬图圈图鲁周闻图国目图

誉



测点到地下水而高程的土层都属于毛管支持水范围
。

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
,

负压值则相应增加
。

受大气控

制的部分
,

负压力愈大
,

土壤水分的运动能量愈大
。

上

下层间负压值的差数大于其高程差数时
,

土壤水分向

上运行
,

反之
.

土壤水分下渗
。

冻土层水分受温度影响
,

并以热毛管流和气态水的形式向温度最低 的层 次积

聚
,

因而在元月以后 30 厘米处的负压不断降低
。

仪器

的测试性能表明
,

它在研究冻土期土壤水分的变化上
,

有着独到之处
。

三
、

高通千早期田间试验

仪器通过冻土期考验进入到冬小麦返青
、

拔节
、

抽

穆
、

扬花阶段
,

在此时期进行了气
、

水传感两种型式负

压计的田间测定对比
。

在 4 月12 日麦田灌溉达到最大

湿润后
,

选择 30 厘米和 6 0厘米两种水分和质地 比较均

匀的深度
,

各布置三次重复
,

进行对 比
。

所得资料列于

图 3
。

测试期间
,

天气基本晴朗
,

降水量只有 13
.

5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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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传感
、

水传导土壤水分负压计对比试验统计图

时间
. 2 , 6 6年 ` 月 15日一 5月 2 4日 ( 4月 1 2日稚水 )

地点 : 山东省水科所原娜州试脸站北二 区冬小麦田



而水面燕发量达到 9 8 3
.

2毫米
,

小麦的蒸腾极大
,

土体

急剧失水
。

从图 3 可见
,

30 厘米深度消耗的土壤水分

大于 60 扭笙米深度
。

当 30 厘米深度强 烈耗水
,

表土 出现

千 土层 ( 毛管破裂水状态 )
,

60 厘米深度处土层也在十

天后达到 冈样干早的状况
。

从 30 厘米和 60 厘米深度的

试验来看
,

两种型式的测值是一致的
。

到 5月 10 日左右
,

30 厘米处的水传感负压计的除气

瓶内已有二分之一容积被废气占据
,

在补加水分 (3 O毫

升 )后
,

由于土壤吸力大
,

在陶土测头四周形成了一个

湿润圈
,

致使以后的读数偏低
,

这种情况往往要待湿润

圈消失后才能一致
。

水传感与气传感负压计的三次策父测 值 均 有 误

差
,

其原 因是
:

1
.

巫复点上的作物生长发育好坏不一
,

致使土壤

的耗水量不同
。

2
.

土壤本身的不均匀性
。

3
.

人为误差
.

如陶土测头埋设的深度不完全在同

一水平线上
,

以 及观测时的视差等
。

4
.

仪器的误差
,

如陶土测头的质量
,

表头刻度等

误差
。

当仪器 达到最大量程接近失效时
,

气传感负压计

尤其能显 出它的优越性
。

由于不需减去仪器内的静水

压力
,

所以比水传感负压 计能多测约 1 50 厘米水 柱 压

力
,

使用时间延长 5 天
。

并有利于测定较深处的水分负

压 力
。

四
、

结 语

气传感负压计不仅在华北地区 一 20 ℃
、

冻土深初

厘米的田间条件下能安全使用
,

在高温干早季节也能

发挥仪器的特有性能
,

而且改变水传导负压计需计算

的麻烦
.

可 以直读
,

在测较深层次的温度变 化 亦 较 优

越
。

快 速 准 确 安 全 的 移 液 和 加 液 工 具

季 之 本

(湖 北 省 荆 州 地 区 农 科 所 )

在分析化验工作中 准确地量取一定容积的液体
,

通常是用刻度吸管或单标线吸管
。

无毒无菌的液体用

口吸入竹中
,

强酸强碱
、

有毒或易受病菌感染的液体
.

用抽气或其他装置吸取
。

用 口吸取液体工效很慢 ; 用抽气或其他装置吸取
,

又因装界 比较复杂
,

工效仍较慢
。

为 了解决常规移液

和加液的缺点
,

我们试制成功了两种快速
、

准确
、

安全

的移液 和加液工具 , 它们不仅能够快速移液加液
,

还

能快速定容
,

快速滴定
,

大大提高分析效率
。

一
、

快速移液 ,

快速移液管自制很简单
,

如图 l : 1

- 椒皮摘

管头
,

2

— 玻璃眼药瓶或氛化钙管
,

3

— 橡皮塞
,

4

— 刻度吸管
,
从孺要的刻度处截断

。

使用时
,

用手指压缩橡皮滴管头
,

排除管内的空

气
,

将吸管尖端插入液面下半寸左右
,

不要插得太深
。

放松橡皮滴管头
,

液体就会 自动充满吸管
,

少量多余的

液体自动地溢进眼药瓶或氛化钙管中 , 再压缩橡皮滴

管头
,

就可将管内的液体准确定量的移入接受容器中
。

眼药瓶或氛化钙管中多余的液体接近刻度吸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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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快速移液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