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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导气率瞬态模型关键参数 s 简化求解 
 

李陆生， 张振华， 潘英华， 赵丽丽,  朱  敏， 任尚岗 
（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摘  要： Li Hailong 瞬态导气率模型无需测量通过样品的气体通量，相对传统稳态测量法具有测量时间短、对样品结构破坏

小等突出优点，但模型的关键参数 s
 即样品密封端压力动态变化与时间 t 之间关系计算过程复杂，致使其应用不便。因此，本文

在 Li Hailong 导气率测算模型基础上对参数 s 计算过程进行了简化，并用稳态法对简化后的模型进行验证。室内对 40 组土样导

气率测量结果表明：简化解 s0 即 Lnp（t）与时间 t 之间存在 Kirkham 提出的瞬态模型线性关系；以原模型参数 s 为标准，简

化解 s0 与参数 s 相对误差变化幅度小于 0.5%，整体相对误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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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和水共同存在于土壤孔隙中[1]，两者之间渗透

性关系紧密[2]，通过土壤导气率的测量可获得给定土壤

饱和导水率和非饱和导水率的相关信息[2-3]。Iversen 等
[4]研究了 3 种不同质地土样的导气率与饱和导水率的

关系。Tuli 等[5]研究原状土和扰动土两种情况下的土壤

导气率及导水率随土壤含水率的变化特征。王卫华等[6]

研究长武地区土壤导气率及其与导水率的关系，认为

含水率接近田间持水率时土壤导气率和饱和导水率之

间存在对数线性关系，验证了通过测量导气率获得饱

和导水率的可行性。通过导气率预测饱和导水率的方

法在需要多点测定饱和导水率的大田土壤研究中尤其

重要[7]，因为田间饱和导水率的变异性通常较大（几个

数量级）[8]，且测量耗时，效率低下，而土壤导气率相

对容易测量，并且能够充分反映土壤孔隙和土壤结构

特征[9-10]。土壤导气率作为重要的土壤物理性质，是影

响土壤肥力的因素之一，对作物种子发芽、出苗、后

期成长与成熟以及作物对养分吸收等影响较大[1]。 

通常采用稳态法测量土壤导气率，在研究土体的一

端持续施加稳定气压[11-12]，测量通过土体的气体通量，

根据土壤空气渗透量得到导气率。该方法测量技术成

熟，试验时需压缩机等相关设备提供稳定气压，并用流

量计等仪器测量通过样品的气体通量，所需试验设备较

为昂贵，携带不方便。因此，相关研究者提出瞬态土壤

导气率测算模型。瞬态测量方法是指通过记录被测土样

密封端压力的动态变化，得到土样密封端压力随时间的

变化关系，根据相关模型得到土壤导气率。Kirkham[13]

首次提出瞬态土壤导气率测算模型，并在假设空气不可 

 

 

 

压缩的情况下分析了原状土土壤导气率。Smith等[14]提

出环境温度对于瞬态模型测算结果有影响。Li 等[15]提

出沥青导气率瞬态测算模型，该模型测算导气率时无需

给样品提供稳定气压，并默认空气是可压缩的。相对于

稳态法，瞬态法测量导气率时提供气体压力小，对土壤

扰动性小，仪器成本低，但计算稍复杂。 

目前瞬态导气率测算模型中，Li Hailong 瞬态模型

较成熟，经相关试验验证，该模型对沙壤土等透气性

良好物质的导气率测算效果差，并且数据分析复杂。

因此，本文对 Li Hailong 导气率测算模型中关键参数 s

计算过程进行简化，并对简化后模型测算结果用测量

技术成熟的稳态导气率测算模型进行验证。 

1  理论推导 

Li Hailong 利用样品密封端压力与时间的动态变

化关系推导出沥青导气率计算公式（式（1）），该公式

中压力变化与时间之间关系理论的分析是基于扩展的

达西定律气体运动方程和理想的气体流动定律。 

 
 

式中，k 是导气率（m2）；Patm 是样品表面的大气压

值（kPa）；A 是土柱管管口横截面积（m2）；Z 是土柱

管中样品高度（m）；µ 是干空气动态黏滞系数（Pa·s）；

V 是土柱管中除样品外体积与储气筒体积之和（m3）；

P(t) 指 t 时间对应 U 形管压力计的高度差（m）。 

式（1）中 c 常数用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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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0) 为 U 形管初始压力差（kPa）。 

   数值大小取决于瞬态时间 t，用 

参数 s
 表示                与时间 t 之间的线性关 

系[15]。 

将参数 s 代入式（1）中得到 Li Hailong 一维瞬态

导气率计算公式[15]： 

  APatm

sVZ
k




                 

式中，k 是导气率（m2）；Patm 是样品表面大气压值

（pa）；A 是土柱管管口横截面积（m2）；Z 是土柱管

中样品高度（m）；µ 是干空气动态黏滞系数（Pa·s）；

V 是土柱管中除样品外体积与储气筒体积之和（m3）；

s 是与时间 t 之间的线性关系（s-1）。 

干空气动态黏滞系数 µ 一般受温度影响较大[16]，

估计值约为：µ =（1 717 + 4.8T）×10-8，T 为空气温   

度。                                         

试验时土柱管中样品高度 Z、土柱管中除样品外

体积与储气筒体积之和 V 均相同，式（3）中土柱管

管口横截面积 A、大气压值 Patm 以及干空气的粘滞系

数 µ
 均固定，每次试验记录变化的只有时间 t。因此

瞬态法测量土壤导气率核心是记录被测土柱管中土样

密封端压力动态变化与时间 t 之间关系，即参数 s 的

测算。 

Li Hailong 导气率测算模型中参数 s 计算过程较

麻烦，影响模型应用，对参数 s 进行简化可以方便模

型应用。 

s 是                 与时间 t
 线性关系，即为：                         

的关系。 

在试验过程中 Patm 是定值，一般取 101.3 kPa，

P(0) 为土柱管中封闭气体的初始压力，其范围通常介

于 20 ~ 50 cm H2O 即 1.96 ~ 4.90 kPa。 

由于试验时提供的气压通常从 1.96 ~ 4.90 kPa 一

直下降为 0 kPa，相对于大气压 101.3 kPa 较小，因此

可以认为整个试验过程中土柱管中压力变化幅度较

小： 

P(0) + patm ≈ p(t) + patm                  （4） 

进而得出斜率 s 为                   的关系，      
 

简化为                               的关系，即  

                          的关系。 

考虑到在试验过程中 Patm 和 P(0) 是定值， 

ln △p(0)、 ln Patm 为定值，上述关系进一步简化得到

斜率 s 简化解为 Lnp(t) ~ t 的关系。 

根据上述关系每次试验时只需记录瞬态时间 t 对

应的 U 形管压力计高度差就可得到斜率 s 简化解 s0，

相对于原模型参数 s，简化解 s0计算过程更为简便。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土壤 

试验地点位于鲁东大学水土资源调控实验室，试

验用 40 组土样取自烟台市农科院苹果园，土样经自

然风干，过 2 mm 孔径的土筛后采用烘干法测量含水

率，其质量含水率均在 70 g/kg 以下。利用沉降法对

土样进行颗粒分析。按照中国土壤质地分类标准进行

分析，土样为沙质壤土。表 1 为试验土样的机械组

成。 

 

表 1  试验土样的机械组成（g/kg） 

Table 1  Mechanical compose of tested soil 

细砾 砂粒 粉砂粒 黏粒 

（＞1 mm） （1 ~ 0.05 mm） （0.05 ~ 0.01 mm） （＜0.01mm）

200.4 333.0 356.4 110.2 

 

2.2  试验系统 

经试验验证，Li Hailong 试验装置对沙壤土等透气

性良好物质的导气率测量效果差，需在其装置基础上

添加储气筒，用于减缓 U 形管压力计中水柱下降速度，

方便数据读取。试验装置包括：打气筒、储气筒、两

端开口土柱管（管口直径 4.2 cm）、橡皮塞、U 形管压

力计、气门嘴、导气软管、导气管、秒表等。试验时

在土柱管外侧垂直方向贴上标签，方便读取管中土样

高度。将待测土样装入土柱管，敦实土壤后，记下土

体高度，利用铁架台固定住土柱管。土柱管上端用插

有两个导气管的橡皮塞密封，两导气管连上导气软管

并分别连接储气筒和 U 形管压力计。U 形管压力计用

于确定土柱管内土样密封端压力大小。往 U 形管压力

计中注入一定量的纯净水，使液面两端无高度差，并

在测量零点处，保持 U 形管支架与地面垂直。试验装

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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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模型试验装置分为供气装置和测量装置。供

气装置为空气压缩机，通过压缩机将空气储存在储气

瓶中，以供应试验所需空气。压缩机上减压阀，用于

将输出气压控制在试验所需范围之内。此外，还有控

制输出气体流速的流量计，使输出气体保持在一定速

率，方便数据记录。测量装置包括两端开口土柱管，

用插有两个导气管的橡皮塞密封其上端，两导气管连

上导气软管并分别连接至气体流量计和 U 形管压力

计，形成土壤气体运动测量仪。试验装置如图 2 所示。 

 

 

 

 

 

 

 

 

 
 

 

 

 

 

 

 

2.3  试验方法 

试验分为两部分：用瞬态法测量出某一土壤样品

导气率后，在确保该土样未受扰动基础上再用稳态法

测量其导气率。 

试验步骤如下：用导气软管连接好瞬态法所需仪

器设备，确保各个仪器密封性良好。将气门嘴与打气

筒连接，打气筒打气，压迫空气通过气门嘴后进入储

气筒，气门嘴用于阻止空气回流，储气筒内空气通过

导气软管进入土柱管中，此时管中气体只能通过土样

向外溢出。U 形管压力计中水柱产生高度差。当 U 形

管压力计水柱高度差略高于预定值后停止打气。U 形

管中水柱的高度差开始减小，到预定值时用秒表计时，

直到 U 形管压力计水柱无高度差时停止计时，记录土

柱管中土样密封端压力动态变化所需时间。瞬态法测

量一组土样导气率试验结束。确保土柱管中土样未被

扰动的基础上，移开储气筒上与土柱管相连接的导气

软管，将其连接至气体流量计。连接好稳态法供气装

置与测量装置，确保减压阀和气体流量计等各部件正

常工作。检查导气管各接口是否漏气。将事先充满气

的储气瓶阀门打开，调节减压阀使输出气压控制在适

当范围，调节气体流量计使输出气体在稳定速率下通

过测量仪。当气体流量计读数稳定时，通过 U 形管两

侧水注高度差计算出土柱管内土样密封端压力值，记

录气体流量计读数和 U 形管两侧水柱高度差。一组土

样导气率两种方法测定试验结束，其余土壤样品按照

试验步骤依次测量。 

3  试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3.1  Lnp(t) 与时间 t 的关系  

Kirkham[13]提出在瞬态导气率测算模型中被测

土样密封端压力动态变化与时间 t 之间存在线性关

系，如图 3 所示。试验结果表明简化解 s0 即 Lnp(t)

与时间 t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线性关系。由于数据过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图 4 展示部分土样所测试验数据：

U 形管压力计水柱初始高度差相等，均从 20 cm 高度

差开始下降，20，18…0 cm 即△P 是从 1.96，

1.76…0.20 一直下降到 0 kPa。对应 40 次试验有 40

组试验数据，每组数据 Lnp(t)变化与时间 t 都成线性

关系。 

3.2  参数 s 与其简化解误差分析 

图 5 为原模型参数 s 和简化解 s0 相对误差分析

图。根据对两者的误差分析可知，以原模型参数 s 为

标准，简化解 s0 与原模型参数 s
 相对误差变化幅度在 

0.13% ~ 0.54% 之间，75% 以上变化幅度小于 0.4%，

仅有个别大于 0.5%，整体相对误差变化幅度小。相对

于原模型参数 s，简化解 s0 计算方便，减少了瞬态法

测算导气率的复杂程度，提高了瞬态导气率模型测算

效率。    

(1 空气压缩机；2 压缩机充电开关；3 储气瓶压力指示表； 

4 储气瓶阀门；5 减压阀；6 气体流量计；7 导气软管； 

8 导气管；9 橡皮塞；10 土柱管；11 铁架台；12 U形管压力计)

 

图 2  稳态模型试验装置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eady-state air permeability design 

（1 打气筒；2 气门嘴; 3 导气软管；4 导气管；        

5 橡皮塞；6 储气筒；7 土柱管；8 铁架台；          

9 U 形管压力计；10 地表） 

 

图 1  瞬态模型试验装置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transient-flow air permeabil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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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原模型参数 s 与其简化解 s0 相对误差                    图 6  简化解 s0 与原模型参数 s 计算的土壤导气率 

Fig. 5  Relative error of parameter s measurement calculated                                       数值相关分析 

                 by parameter s and simplified solution s0                               Fig.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air permeability simplified and solution s0   

 

3.3  简化解 s0 与原模型参数 s 对于导气率计算结果

影响 

图 5 展示了简化解 s0 与原模型参数 s 的相对误

差图，两者数值接近。将简化解 s0 和原模型参数 s 分

别代入（3）式计算得到对应的导气率数值，并对其进

行对比。从图 6 可以看出两者计算的导气率数值之间

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r = 1，α = 0.001），表明用简化

解 s0 代替原模型参数 s 对于导气率计算结果影响较

小，两者计算出的导气率数值接近，用简化解 s0 代替

原模型参数 s 计算导气率具有可行性。 

3.4  稳态导气率与 s0 求解的瞬态导气率对比分析 

按照试验步骤共测算 40 组土样的导气率，得到相

应 40 个简化解 s0，分别将其代入式（3）得到对应的

导气率数值。将简化解 s0 计算的瞬态导气率结果和稳

态法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7 所示：两者数值之间

正相关关系密切，相关系数 r 为 0.934 9，在 α = 0.001 

的水平上达到显著性，验证了用简化解 s0 代替原模型

参数 s 计算土壤导气率的可行性。 

4  结论 

（1）试验验证了Kirkham 提出的在瞬态模型中被

测土样密封端压力动态变化与时间 t 之间存在线性关

系，对于简化解 s0 即 Lnp(t)与时间 t 之间也存在类

似的线性关系。 

（2）以原模型参数 s 为标准，简化解 s0 与原模

型参数 s 相对误差变化幅度小，大部分变化幅度小于 

0.4%。简化解 s0 数值接近原模型参数 s，用简化解 s0 

代替原模型参数 s 计算导气率可以提高瞬态模型导

气率的测算效率。 

（3）简化解 s0 和原模型参数 s 计算的样品导气 

图 4  部分土样 Lnp(t) 的变化与时间 t 之间的关系 

Fig. 4  Lnp(t)  versus time test data of some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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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分土样                 的变化与时间 t 之间的关系 

Fig. 3  Ln[c(P-Patm)/(P+Patm)] versus time test data of some soil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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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简化解 s0 求解的瞬态法与稳态法测量的 

土壤导气率结果相关分析 

Fig. 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teady-state method and transient-flow 

method calculated by simplified solution s0 in air permeability measurement 

  

率数值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表明相对于原模型

参数 s，简化解 s0 对于导气率计算结果影响较小。 

（4）根据简化解 s0 计算的瞬态土壤导气率结果

和稳态导气率结果之间正相关关系密切，表明简化后

的参数 s 对导气率计算结果影响较小，验证了用简化

解 s0 代替原模型参数 s 计算土壤导气率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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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ified Solution to Key Parameter s on Transient-flow Modelin Measuring Air Permeability 

 

LI Lu-sheng,  ZHANG Zhen-hua,  PAN Ying-hua,  ZHAO Li-li,  ZHU Min,  REN Shang-ga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of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25, China） 

 

Abstract:  Li Hailong transient-flow model in measuring air permeability doesn’t need to measure the gas flux through the samples. The 

measurement time is short and exerts little damage to the sample structur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steady-state measurement, but the key 

parameter s of the transient-flow model which describes the pressure-time relationship in the air chamber needs lots of calculations, causing 

inconvenience in their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d to simplify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parameter s based on Li Hailong transient-flow 

model and then tested it by steady-state method. Through the 40 soil sample’s measurement indoors, the outcome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time t was similar to the transient-flow modle linear relation raised by Kirkham. Furthermore, if taking parameters s as a standard, the 

relative error range of Parameters s and simplified solution s0 was under 0.5%, and the relative error as a whole was very low. 

Key words:  The constant pressure method, The transient-flow method, Simplified solution, Soil air perme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