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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方式对岩溶区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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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岩溶区特殊的岩性地质条件，使土壤优先流现象广泛发生。以广西岩溶区内的典型农地甘蔗地作为研

究对象，利用野外染色示踪技术和图像解析方法，分别对传统耕作(CT)和粉垄耕作(SRT)方式下的田间土壤优先流特

征进行分析，揭示耕作方式对岩溶区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的发生及其空间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相同外部供

水条件下，传统耕作甘蔗地优先流运动分化程度相对较高，多呈指状形式，且平均湿润锋下渗深度为 43.19 cm，显著

大于粉垄耕作(P<0.05)，而粉垄耕作甘蔗地优先流以横向运动形式为主，表现为团块状湿润锋形式；②粉垄耕作甘蔗

地土壤优先流发生时间显著滞后于传统耕作(P<0.05)，是其 1.67 倍；③随土壤深度的增加，两种耕作方式下的甘蔗

地土壤优先流发育程度总体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但粉垄耕作甘蔗地优先流比(70.72%)和长度指数(527.12%)

均显著小于传统耕作甘蔗地(P<0.05)，且在土壤空间中对应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1.19)是传统耕作的 1.38 倍，优先流

发育程度显著低于传统耕作甘蔗地。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方式相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田间土壤优先流现象，改善

了田间土层中的水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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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流是一种水分绕过土壤基质直接通过土壤

大孔隙快速下渗的非均匀流[1-3]，其发生会使农地土

壤养分随水流快速运移至土壤深层，降低田间作物的

水肥利用效率[4]，进而影响作物产量。岩溶地区土层

薄、地下双层空间结构等特殊的地质环境，导致土壤

优先流显著发生[5-6]。广西作为我国岩溶地貌的主要

分布区，区内种植着我国 60% 以上的甘蔗，甘蔗田

间水施肥利用问题，一直是当地农业生产所关注的主

要问题[7]。为提高广西甘蔗产量，近年来一种新技术——

粉垄耕作正被用于甘蔗的田间种植过程中，在一定程

度上已使甘蔗增产[8]。但这种耕作方式会形成沟垄形

态的凹凸起伏田间地貌，改变土壤结构。由于耕作方

式引起了土壤结构发生变化，会使田间原有的土壤水

分运动状况发生改变[9]。 

目前，对于不同耕作方式下的土壤水分相关研究

多集中在分析其含水量随土壤深度的变化方面[10-11]，

研究发现不同耕作方式下不同深度土壤中的含水量

及水分入渗特性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免耕

条件下的土壤水分入渗性能优于其他耕作方式。但针

对耕作方式下的土壤水分运动，特别是优先流的相关

报道仍较少。李文凤等[12]对黑土区免耕和秋翻农地

土壤优先流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免耕土壤优先流的发

育程度高于秋翻土壤。张东旭等[13]通过研究免耕与

连作方式下的农地，也发现连作方式土壤中的优先流

发育程度较免耕方式下土壤优先流发育程度差。而对

于岩溶区田间普遍存在的土壤优先流，研究者也仅从

退耕封育区土壤和常年翻耕土壤进行探究[14]，缺少

除免耕以外其他耕作方式对岩溶区农地土壤优先流

的研究报道。同时，当前我国旱作农业仍以翻耕、深

松耕和旋耕等农业土壤耕作制度为主[15]。 

因此，本研究以广西岩溶区内粉垄耕作和传统耕

作 2种典型耕作方式下的甘蔗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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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土壤优先流的发生及其空间变化特征，以揭示典

型耕作方式对岩溶区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的影响，为优

化岩溶区农业耕作制度，完善岩溶区土壤水分运动理

论，改善农地水肥利用状况，提高作物产量提供一定

科学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广西农业科学院里建科学研究基地

内(108°02′ E，23°14′ N)，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 21.7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304.2 mm。基地

内地势平坦，平均海拔 105.5 m，土壤以石灰土和红

壤土为主，土壤质地为壤土。本研究选取基地内的粉

垄耕作和传统耕作方式的甘蔗地作为试验样地，试验

时间为 2017年 8月 24日至 2017年 9月 7日。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选择与布设    在研究区内选取 2 块相

邻且长宽均分别为 39 m和 30 m的甘蔗地，对其中一

块样地进行粉垄耕作处理(SRT)，即在甘蔗种植前，

采用深层旋耕形式整地，深度达土壤 50 ~ 60 cm，种

植带下形成“U”型槽状结构；另一块进行传统耕作

处理(CT)，即在甘蔗种植前，采用犁具对样地进行翻

耕，翻耕深度达 30 ~ 40 cm。进一步对 2块样地进行

种植小区划分，每个小区种植 5行，行距 1.3 m，种 

植甘蔗品种为桂糖 05-136，种植年限为 3 a，并在每

个小区之间设置隔离行。施肥方法均为：基肥复合肥

0.23 kg/hm2，追肥复合肥 0.23 kg/hm2。 

1.2.2  染色示踪试验    分别在 2 个甘蔗地内各随

机选取 3个种植小区，并在每个小区内沿种植带垄间

再随机选取 1 个区域，进行优先流染色示踪观测试

验。首先清理区域地表枯枝落物，再将长 60 cm、宽

60 cm、高 30 cm，厚度为 0.5 cm的矩形金属样方缓

慢砸入土壤中，砸入深度为 15 cm，且保证土壤与金

属板之间紧实。然后使用塑料薄膜覆盖样方，24 h

后移除塑料薄膜，以当地大雨强度为标准(24 h累计

降雨量为 25 mm)，配制 4 g/L的亮蓝溶液 9.6 L(含

10% 损耗)，并采用积水渗透方式，使用稳定恒流泵

(保定兰格 BT100-1L)以 150 ml/min强度均匀施加于

金属样方内的土壤中。施加完毕后，再次使用塑料薄

膜覆盖样方，以保证土壤在染色过程中不受外界影响。

24 h后移除塑料薄膜和金属样方，为了降低样方在取

出过程中对土壤的影响，仅选择样方中间 50 cm×

50 cm的核心区进行土壤染色剖面挖掘。以 10 cm水

平宽度进行土壤垂直剖面挖掘，总计挖掘 5层，且挖

掘至最大染色深度处，本研究为 50 cm土壤深度。并

配合标尺与灰阶比色卡，使用 2 500万像素单反相机

对染色剖面进行拍照，每个样地各获取 5张染色剖面

图像，总计 30张。土壤染色剖面挖掘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土壤染色剖面挖掘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yed soi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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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图像处理     首先使用 ERDAS IMAGINE 

2016 软件对所采集的土壤染色剖面图像进行几何矫

正，然后通过 Photoshop CS 6.0的裁剪、颜色替换、

阈值调节等功能将矫正后的剖面图像转变成尺寸为

500 × 500 pixels的黑白图像(像素单位为 1 mm/pixel)，

其中未染色区调整为白色，染色区调整为黑色。再将

黑白图像导入 Image ProPlus 6.0 软件中进行图像分

割与计数处理，得到一个与图像(500 × 500 pixels)对

应的仅含 0(黑色像素)和 255(白色像素)二值数据矩

阵，最终导入到 Excel表中，计算出相应的染色形态

特征参数。 

1.2.4  染色形态特征参数    对染色剖面的染色面

积比[1]、基质流深度[16]、优先流比[16]和长度指数[17]

等 4 个染色形态特征参数分别进行计算，以分析 2

种耕作方式下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特征。 

1)土壤染色面积比。土壤剖面中被亮蓝溶液染色

的面积与剖面总面积的比值称为土壤染色面积比，

其可以直观反映水流在土壤中的运动情况，计算公

式为： 

DC 100%
ND

D

D
    

 (1) 

式中：DC 为土壤剖面染色面积比(%)；D 为土壤剖

面染色的总面积(mm2)；ND 为土壤剖面中未被染色

的总面积(mm2)。本研究中土壤剖面宽度为 500 mm。 

2)基质流深度。土壤染色剖面中某一深度处的染

色面积比为 80% 以上所对应的这一土壤深度称为基

质流深度(cm)，其值越大，说明优先流发生越滞后。 

3)优先流比。土壤剖面中产生优先流区域的面积

与总的染色面积的比值称为优先流比，其值越大说明

土壤中优先流发生现象越明显。计算公式为： 

UniFr
PF fr 1 100%

TotStAr

W     
 

 (2) 

式中：PF-fr 为优先流比(%)；UniFr 为土壤剖面基质

流深度(mm)；W 为土壤剖面染色的水平宽度(mm)；

TotStAr为土壤剖面染色总面积(mm2)。 

4)长度指数。以一定深度将土壤染色剖面分为若

干层，其下层与上层的染色面积比之差的绝对值之和

称为长度指数。其值越大，说明优先流现象越明显。

计算公式为： 

1
1

DC DC
n

i i
i

Li 


   (3) 

式中：Li为土壤长度指数(%)；DCi+1、DCi为土剖面

第 i+1层和第 i层对应的染色面积比(%)；n为土壤剖

面垂直土层数。 

5)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在染色面积比的基础上运

用统计学中变异性的分析方法，计算得出土壤剖面中

染色面积比沿土壤深度的变异系数，称为染色形态变

异系数。其值越小，说明优先流在土壤空间中发育程

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2
2

1 1

1

DC DC

1
C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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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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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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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中：CV 为染色形态变异系数；n 为沿土壤深度所

计算的土层个数(每层土层大小均以 1 mm)；DCi为土

壤垂直剖面中第 i层所求出的染色面积比(%)。 

1.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利用 ERDAS 

IMAGINE 2016、Photoshop CS 6.0和 Image ProPlus 

6.0 等软件对土壤染色剖面图像进行图像校正、裁剪

和二值化处理分析，以获取图像数据。利用 Excel 

2016软件进行图像数据整理。利用 SPSS 17.0对图像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与差异

显著性分析(Duncan 法，统计显著性评价为 P<0.05

的水平)。利用 Origin 2017对数据结果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作方式对甘蔗地土壤染色形态特征的影响 

通过对采集到的 2 种不同耕作方式下的甘蔗地

土壤染色剖面进行解析，以获得粉垄耕作和传统耕作

方式下甘蔗地土壤剖面的染色形态特征。但由于每种

耕作方式下所采集的土壤染色剖面均有 15 个，数量

较多。因此，本文仅取每种耕作方式下各具有代表性

的 1个土壤剖面进行染色形态特征展示分析。 

如图 2所示，在土壤剖面中，粉垄耕作甘蔗地的

染色形态分化程度要明显小于传统耕作甘蔗地，表现

为传统耕作甘蔗地的染色形态在整个土壤剖面内呈

上下联通的指状或枝状分布形式，且贯穿整个土壤剖

面，说明染色水流集中沿着主要的数条垂直孔隙通道

下渗运动。而粉垄耕作甘蔗地土壤剖面染色形态呈现

0 ~ 5 cm土壤表层整体均匀(染色面积比≥80%)，深

层零星团块状分布形式，最大染色仅达土壤 33 cm深

度处。表明粉垄耕作甘蔗地土壤水分主要以基质流形

式整体均匀下渗，相比传统耕作甘蔗地，虽有优先流

现象发生，但多呈横向流动而非垂直方向流动，优先

流现象相对较弱。这主要是由于粉垄耕作在整地过程

中旋耕深层土壤至表层[8]，并使土壤颗粒细小化，破

坏了原有土壤孔隙结构的同时，使耕层土壤更加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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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的竖向孔道数量相比传统耕作显著降低。因此，

在相同的外部供水条件下，粉垄耕作甘蔗地的水分垂直

运动形式减少，横向运动形式增多，与传统耕作方式相

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耕作层的蓄水保肥能力。 

 

图 2  不同耕作方式下甘蔗地土壤剖面染色形态 
Fig. 2  Images of dyed soil profiles in sugarcane field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patterns 

 
对 30 个土壤染色剖面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 2

种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剖面染色形态特征参数，如图

3所示。由图 3可知传统耕作甘蔗地土壤平均最大染

色深度为 43.19 cm，显著(P<0.05)大于粉垄耕作甘蔗

地(38.61 cm)，是其 1.12倍。对于粉垄耕作甘蔗地，

其染色深度范围在 45 ~ 50 cm的染色剖面仅占染色

剖面总数的 40.00%，数量少于传统耕作甘蔗地

(67.00%)。染色表征水流运动所产生的湿润锋形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流的下渗深度，间接表明优先

流的发生范围。因此，在相同的外部供水条件下，对

于粉垄耕作甘蔗地来说，其优先流发生范围相比传统

耕作甘蔗地来说小，主要集中在 15 ~ 45 cm土壤层

内，且多以团块状湿润锋形式存在，即发生了明显的

横向运动。而传统耕作甘蔗地优先流多以竖向运动为

主，可达到本研究土壤深度 50 cm处。对于总的水流

运动形态来说，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甘蔗地的平均染

色面积比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分别为 21.33% 

和 26.81%，反映出 2 种耕作方式下的土壤空间中的

水流下渗量相同，但运动形式侧重有所不同。同时也

说明，耕作方式所产生的田间土壤水流运动形式表现

为基质流与优先流伴随发生。 

2.2  耕作方式对甘蔗地优先流现象的影响 

分别计算 2 种耕作方式下甘蔗地的土壤基质流

深度、优先流比、长度指数等 3个优先流特征参数，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得出粉垄耕作下的 3

个样地中，样地 1的平均基质流深度为 4.04 cm，均

显著(P<0.05)大于样地 2(2.90 cm)和样地 3(2.24 cm)。

在野外实地观察中发现，样地 1中的枯落物数量明显

多于其他2个样地，土壤表层前期含水量(33.17 m3/m3)

高于样地 2(24.57 m3/m3)和样地 3(26.49 m3/m3)，在相

同外部供水条件下，水分入渗运动过程中的基质流形

式所产生的时间和深度均大于其他 2个样地。即在相

同时间内，样地 2和样地 3先产生优先流现象，这与

各样地的优先流比与长度指数相对应。传统耕作甘蔗

地 3个样地之间的基质流深度同样表现为样地 1显著

大于样地 2 和样地 3(P<0.05)，且对于 2 种不同耕作

方式下的甘蔗地，二者之间差异也显著(P<0.05)，粉

垄耕作甘蔗地平均基质流深度为 3.06 cm，比传统耕

作甘蔗地平均基质流深度深 1.83 cm。说明在相同田

间灌溉条件下，粉垄耕作甘蔗土壤优先流的产生时间

要滞后于传统耕作甘蔗地，是其 1.67倍。 

 

(n = 15，图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耕作方式间最大染色深度或

染色面积比差异显著(P<0.05)) 

图 3  不同耕作方式下甘蔗地染色形态特征参数 
Fig. 3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dyed morphology of sugarcane 

field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patterns 

 
优先流比能够较好地反映土壤空间中优先流现

象的发生程度[16]。由表 1 分析得到，同一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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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耕作方式下甘蔗地土壤优先流特征参数 
Table 1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soil preferential flows in sugarcane field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patterns 

耕作方式 样地编号 基质流深度(cm) 优先流比(%) 长度指数(%) 

1 4.04 ± 0.62 a 61.33 ± 8.67 b 493.64 ± 105.35 a 

2 2.90 ± 0.77 b 70.47 ± 7.45 ab 494.52 ± 71.24 a 

SRT 

3 2.24 ± 0.84 b 80.35 ± 7.52 a 593.20 ± 60.96 a 

1 2.32 ± 0.86 a 86.24 ± 3.46 a 748.72 ± 152.99 a 

2 1.60 ± 0.64 b 81.64 ± 5.60 a 424.04 ± 74.01 b 

CT 

3 1.58 ± 0.86 b 88.80 ± 6.67 a 796.52 ± 89.15 a 

注：n = 5，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同一种耕作处理下不同样地之间差异显著(P<0.05)。 

 
下样地间的甘蔗地优先流比总体差异不显著

(P>0.05)，但粉垄耕作甘蔗地的 3个样地的优先流比

均小于传统耕作甘蔗地，表现为平均优先流比为

70.72%，显著(P<0.05)小于传统耕作甘蔗地(85.56%)。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粉垄耕作后的甘蔗地，其土壤中

的优先流现象比传统耕作甘蔗地要小，这种条件下可

以降低水肥以优先流的形式流失，提高耕层土壤中的

水肥含量，有助于田间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长度指数描述了由优先流所引起的染色形态在

土壤空间的异质性变化，其表征了优先流现象的变化

程度[17]。同一种耕作方式下，仅有传统耕作方式样

地 2与其他 2个样地之间差异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其

对应的优先流比仅为 81.64%，土壤水分入渗过程中

优先流现象相对其他样地不明显，基质流在整个水分

入渗过程中占比较大，导致染色水流在土壤空间中以

优先流形式运动变化不明显。同时，由粉垄耕作甘蔗

样地的优先流比得出，其值均小于传统耕作甘蔗样地

2，但所得长度指数均大于 424.04%，说明长度指数

和优先流比虽然均可以反映优先流在土壤空间中的

发生变化，但其相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应选

择较多特征参数对优先流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对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甘蔗地的

长度指数进行分析，其对应的平均长度指数分别为

527.12% 和 656.43%，二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

说明传统耕作甘蔗地土壤空间中的优先流变化明显，

优先流现象较粉垄耕作甘蔗地显著。 

2.3  耕作方式对甘蔗地优先流程度的影响 

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土壤空间

中的优先流发育程度[18]。将整个土壤垂直染色剖面

以 10 cm为土层进行划分，分别计算不同耕作方式下

甘蔗地沿土壤深度增加方向上的 5 层土壤染色变异

系数，结果如图 4所示。 

 

(n=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相同深度不同样地之间差异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相同样地 

不同深度之间染色形态差异性显著(P<0.05)) 

图 4  不同耕作方式下甘蔗地土壤染色形态变异系数 
Fig. 4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soil dyed morphology in sugarcane fields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patterns 

 
粉垄耕作甘蔗地中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在样地 1

和样地 2 的整个土壤剖面中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再

减小的变化趋势，最大值均出现在 30 ~ 40 cm土壤层

中，其值分别为 1.88 和 1.46，而样地 3 的染色形态

变异系数则表现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最大值

出现在 40 ~ 50 cm土层内，值为 1.02。染色形态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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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最小值在样地 1中出现在 40 ~ 50 cm土层中，样

地 2和样地 3则出现在土层 10 ~ 20 cm和 20 ~ 30 cm

内。但 3个样地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总体呈现先降低

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反映出粉垄耕作甘蔗地土壤空间

中的优先流发育程度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也

进一步说明粉垄耕作后的田间土壤的耕层具有相对

较好的保蓄水分能力。对于同一土壤深度不同粉垄耕

作甘蔗样地来说，3个样地之间染色形态变异系数总

体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粉垄耕作 3个甘蔗样地

中的优先流在土壤空间中的运动变化过程相似。对于

传统耕作甘蔗地来说，沿土壤深度增加方向，3个样

地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均呈现先减小再增加的变化

趋势，虽与粉垄耕作甘蔗地相似，但其 3个样地中出

现的最大染色形态变异系数仅为 1.29，显著小于粉垄

耕作甘蔗地(1.88)，对应的最小值为 0，说明传统耕作

甘蔗地相比粉垄耕作甘蔗地，其优先流发育程度相对

较高。而对于同一土壤层，不同传统耕作样地之间总

体差异不显著(P>0.05)，与粉垄耕作甘蔗地相一致。 

将 2 种耕作方式下甘蔗地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

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粉垄耕作和传统耕

作甘蔗地的平均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均在 0 ~ 30 cm土

壤深度范围内呈现降低的变化趋势，且二者之间差异

不显著(P>0.05)，反映出其优先流程度均趋于增加。

随土壤的进一步加深，30 ~ 40 cm土层内的染色形态

变异系数急剧增大(P<0.05)，分别达到 0 ~ 50 cm土

壤深度范围内的最大值(1.30和 0.60)。而 40 ~ 50 cm

土层，2种耕作方式下甘蔗地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又

发生降低现象，即优先流程度又有所增加。虽然粉垄

耕作与传统耕作甘蔗地的优先流程度随土壤深度的

总体变化趋势相一致，但是对其 0 ~ 50 cm整个土壤

层进行分析发现，粉垄耕作甘蔗地的染色形态变异系

数(1.19)与传统耕作(0.86)之间差异显著(P<0.05)，且

二者之间相差 1.38 倍。进一步说明土壤空间中粉垄

耕作甘蔗地的优先流发育程度要显著低于传统耕作甘

蔗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土壤蓄水保肥能力。 

3  讨论 

不同田间耕作方式会改变土壤中下渗水流的运

动状况，进而影响土壤优先流的发展变化。通过对甘

蔗地土壤染色形态图像进行解析，其中传统耕作甘蔗

地内所形成的染色形态主要为指状或枝状形式，这与

研究者对华北土石山区[19]、东北黑土区[20]、西北黄

土区[21]和南方紫色砂岩区[22]的耕地水分运动所得研

究结果相一致，而粉垄耕作甘蔗地的染色形态即水流 

 

(n=15，大写字母不同表示相同土层深度下不同耕作方式之间差异

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相同耕作方式下不同土层深度

之间差异显著(P<0.05)) 

图 5  不同耕作方式之间的土壤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soil dyed 

morphology under different tillage patterns 
 

湿润锋则多以离散团块状的形式为主，与传统耕作存

在一定差别。在对黑土与紫色土耕地的优先流研究

中，蒋小金等[20]与戴翠婷等[23]均发现，土壤中水流

虽以斜枝状侧流形态为主，但也存在少量横向侧流现

象，再次反映出粉垄耕作田间的土壤优先流有别于传

统耕作，其多以横向流运动为主。同时，在相同外部

供水条件下，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甘蔗地的平均总染

色面积比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平均最大染色

深度之间差异显著(P<0.05)，这也说明虽然耕作使田

间耕层土壤疏松，增加了土壤总孔隙度[24]，但粉垄

耕作形成了较多的横向孔隙结构，更多的土壤水分以

横向流动为主，降低了以往耕作方式下的竖向水分运

动形式，改善了土层间的水分状况。 

本研究得出，在相同外部供水条件下，粉垄耕作

甘蔗地的优先流发生时间晚于传统耕作甘蔗地，是其

发生速度的 1.67 倍，且 2 种耕作方式下的甘蔗地水

流运动均以优先流形式为主，优先流占比均高于

70.00%，间接说明传统耕作甘蔗地的水分入渗相对较

快。粉垄耕作深耕土壤可达 50 ~ 60 cm[8]，较以往深

松、翻耕等耕作方式形成的耕层深度有所增加。但研

究发现，深松可增加土壤孔隙度，提高土壤水分垂向

渗透速率[25-26]，有利于水分向深层入渗，这与粉垄耕

作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由于粉垄耕作使用了垂直旋

磨钻头，形成的土壤颗粒更加细小化，且以横向孔隙

结构为主。 

王发等[14]在对岩溶区常年翻耕农地优先流特征

研究中发现，其优先流比仅为 35.00%，显著低于本

研究 2种耕作方式下的土壤优先流比，其主要是由耕

作方式的差异所造成的，常年翻耕等频繁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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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土壤有机矿化速率加快，团聚体稳定性降低，原

有田间孔隙结构受到破坏[27-28]。在耕作初期，土壤大

孔隙数量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耕作措施产生的

大孔隙比例有所下降，中小孔隙比例增加[29]。在这

种条件下，土壤水分运动过程中的优先流现象相对较

小[12]。同时，在对样地调查中发现，粉垄耕作甘蔗

地的枯枝落物形成的地表覆盖度(25.00%)和土壤前

期含水量(32.69 m3/m3)高于传统耕作甘蔗地(17.00% 

和 25.49 m3/m3)，且粉垄耕作甘蔗地样地 1由于地表

枯枝落物相比样地 2和样地 3多，对应的土壤前期含

水量略高于其他 2个样地，其土壤优先流现象及程度

均较低。而粉垄耕作甘蔗地的优先流发生程度也高于

传统耕作甘蔗地，说明土壤前期含水量较高时，在一

定程度上会降低土壤优先流程度，这与张欣等[30]对

前期含水量影响下的西南山区农地土壤优先流所得

结果相一致。因此可以得出，即使在相同区域内，不

同的耕作方式、不同的田间环境都会对土壤优先流产

生影响。 

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反映了土壤空间中优先流的

发育程度，本研究得出 0 ~ 50 cm土壤深度范围内，

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的染色形态变异系数分别为

1.19和 0.86，吴庆华等[18]研究发现，变异系数≥0.5% 

为优先流一般发育，因此 2种耕作甘蔗地均为优先流

一般发育。一方面说明耕作措施对田间优先流现象具

有一定的降低作用[12,14]，另一方面说明通过粉垄技术

整地后的田间，其土壤优先流所产生的水肥流失影响

要小于传统翻耕等耕作措施。但这里我们应该注意，

由于以往研究者是在直径 9.5 cm、高 15 cm的土柱中

得到的染色变异系数评价结果，而非本研究田间实地

情况下所得。因此，对于染色形态变异系数数值上二

者相差较大。同时，不同的外界供水量也会影响优先

流的发展变化[21,31]。 

由于本研究仅对目前岩溶区内甘蔗种植过程中

广泛使用的耕作措施进行了研究，今后可对农业生产

中推广使用的保护性耕作措施，如秸秆覆盖等耕作方

式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期为完善耕作条件影响下的土

壤水分运动提供理论基础。 

4  结论 

1)在相同外部供水条件下，2种耕作方式下的甘

蔗地优先流与基质流伴随发生，但传统耕作甘蔗地优

先流运动分化更显著，以指状或枝状形式为主，即多

为竖向运动，且湿润锋平均下渗深度达 43.19 cm，而

粉垄耕作甘蔗地的优先流湿润锋多为团块状形态，以

横向运动为主，其平均下渗深度仅为 38.61 cm，显著

低于传统耕作甘蔗地。 

2)粉垄耕作甘蔗地优先流发生时间显著滞后于

传统耕作甘蔗地，且在土壤空间中的平均优先流比为

70.72%，显著小于传统耕作甘蔗地(85.56%)。 

3)粉垄耕作与传统耕作相比，其田间土壤空间

中优先流现象(平均长度指数为 527.12%)和优先流

发育程度(平均优先流比为 70.72%)均显著小于传统

耕作甘蔗地。粉垄耕作技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岩溶区蔗田土壤优先流程度，保蓄了蔗田土

层中的水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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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que geological conditions lead to the soil preferential flow widely occurs in the karst region.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typical sugarcane fields in the karst region of Guangxi was taken as study objects, the methods of brilliant blue 

dye tracer technique and image analysis were us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preferential flows in sugarcane fields were 

studied under the conventional tillage (CT) and smash-ridging tillage (SR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ffects of tillage patterns on the 

occurrence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soil preferential flow in sugarcane fields in the karst region.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preferential flow movement was higher in CT sugarcane field under the same water supply condition. 

The motion morphology of wetting front in CT sugarcane field was finger form and reached at a depth of 43.19 c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eeper than that of SRT one (P<0.05). However, the wetting front of preferential flow in SRT sugarcane field was 

mainly blocky morphology which indicated a horizontal mobility pattern. 2) The occurrence time of preferential flow in SRT 

sugarcane field was 1.67 times later than that of CT one (P<0.05). 3)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depth, the preferential flow levels 

of two tillage patterns both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But the preferential flow fraction (70.72%) and length index 

(527.12%) of SRT sugarcane fiel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T one (P<0.05). Meanwhile, the average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dyed area percentages in the whole soil profiles in SRT sugarcane field was 1.3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CT 

one. The degree of preferential flow in SRT sugarcane fiel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T one. To a certain extent, 

compared with CT, SRT can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preferential flow and preserve moisture and fertility in sugarcane field of 

karst region. 

Key words: Karst region; Smash-ridging tillage (SRT); Conventional tillage (CT); Preferential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