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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蒸散 (蒸发 十 蒸腾 )量的方法很多
,

但他们的适用条件都十分严格
,

有些则具有强烈

的区域性
。

水量平衡法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

其实质是测定一定时段内的土壤储水量差值
。

本

文根据 1 9 7 4一 1 9了5年在四川简阳县镇金 区对冬小麦全生育期定点水分测定资料
,

对此法估算

本区蒸散量的可行性进行探讨
。

一
、

原 理 与 方 法

早地 田间水量平衡通用方程 〔 1 〕 :

eB H = B , H + P
: 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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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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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H

— 研究土层 深度 (毫米 ) ; B
。

— 时段末土壤容积含水量 (% ) ; B
,

— 时段初土壤

容积含水量 ( % ) ; P
二

— 时段内降水量 (毫米 ) ; R d

— 时段内的地表径流量 (毫米 )
; E 。

—
时段内蒸散量 (毫米 ) ; R ,

— 时段内渗出研究土层以下的水量 (毫米 )
。

今 在研究地块内
,

要全部观测上列各水文要素是十分困难的
。

为此在选择试验地块时
,

应

将上述水分要素进行合理简化
。

研究地点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
,

龙泉山脉东部的简阳
,

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西

区
,

5一 9月为雨季
,

春雨少
,

易发生干早
。

一般无径流发生
,

可令 R d 二 O
。

若认为降雨量 全

部为耕层 (研究土层 )吸收并为小麦利用
,

则渗出土层 以下的水量为零
,

即 R : = 0
。

故 ( 1) 式可

简化为
: E 。 = B

I

H + P
二 一 B

e

H 即 E b = P
、

+ ( B一 eB ) H
· · · · · · · · · · · · · · ·

… … ( 2)

研究时段 内土壤的蒸散量等于时段降雨量与研究土层内的水量变化值之和
。

这就是我们

用以测定 田蒸散量的基本公式
。

·

测定地块分别选择丘陵谷坡地的中
、

下部及谷底三个部位
,

即群众所称的二台土
、

一台土

和槽平土
。

二台土和一 台土为棕紫泥土
,

槽平土为水稻土
,

其母质均为侏罗系蓬来征组紫色

砂页岩
,

但其质地不同
,

二台土为轻壤
,

一台土为 中壤
,

槽平土为粘壤
。

二
、

结 果 分 析

用公式 ( 2) 分别计算各旬 ( 10 天 ) 的蒸散量
,

最后分秋冬季和春季两个阶段讨论麦田计算

土层的水分变化规律
:

1
.

在采土范围内
,

小麦全生育期的土壤蒸散量如表 1
。

由表 1 可见
,

二台土
、

一台土和

. 槽平土的小麦全生育期土壤蒸散量分别为 17 .5 0
、

20 .2 1和1 69
·

o毫米
,

分别相当于每亩小麦需

水量 1 17 米
。 、

1 35 米
”
和 1 1

.

5米
3 、 该值大大低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湿润年冬小麦需水范围值 1 50

一王8 0米
3

/亩〔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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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小 麦 全 生 育 期 土 壤
*

蒸 散 量 (毫米 )

项
二 台 土

,

一 台 土 栩 平 土

礴

蒸散址

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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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台土土层深度以 O一 50 厘米计算
,

一台土和槽平土土层深度以 O一 10 0 厘米计算
。

它们的土壤蒸散量都是春季大于秋冬季 (表 2 )
,

因为秋冬季气温低
,

小麦处于苗期
,

耗水

量不大
;
春季气温回升

,

植株生长旺盛
,

需水量增大
。

蒸散量 由降雨和土壤中原有储水量补

给
,

它们的分配比率如表 2 所示
。

表 2 土 壤 蒸 散 量 分 配 比 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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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看出
,

雨水是土壤蒸散量的主要供应者
,

特别是春季
,

大部靠降水补给
,

如果降

水偏少
,

就会出现干早
。

这对二台土以上坡耕地威胁更大
。

2
.

按不同土层厚度计算的水量平衡
。

大田生产中
,

最为关注的是根系活动层的水 分 变
确

表 3 各 层 次 蒸 散 量 (毫米 )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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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考虑土壤计算层中水分的层次交换
,

用 ( 2 )式可计算出不同土层厚度的水量变化
,

结果如表 3
。

从表 3可看出
:

( 1) 不同土壤表层

O一 20 厘米土层的土壤水分消耗量十分接近
,

其值在 1 50 一 1 56 毫米之间 ; 按 O一 60 厘米计

算时
,

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

表明各地

形部位的小麦根系活动层
、

植株的蒸散势是

比较一致的
。

(2 )坡地自上而下
,

随着 土 层

厚度增加
,

水分储量增大
,

能稳定供应小麦

的耗水要求
。

( 3) 槽平土秋冬季蒸散量出现

随计算层增大反而减小的反常现象
,

表明有

外来水分的补给
,

简化 的方程不能应用
。

3
.

土壤储水量盈亏变化
。

土壤水
一

分 含

量盈亏标准一般是以田间持水量作参 比 的
,

高于 田间持水量者为水分过程
,

低于 田间持

水量 70 %者为水分不足 (对小麦而言 )
。

图 1给

出小麦全生育期三种土壤储水量 的 变 化 幅

度
,

其中上下两条虚线表示水分过剩和不足

的介限
,

二台土 因土层较薄
,

给出的是 0一 50

厘米土层的储水量
,

其余两种土 壤 均 给 出

0一 1 00 厘米的储水量
。

从图 1可看出
,

秋冬

季尽管雨量少
,

土壤水分仍然偏高
,

除二台

土外
,

其他土壤都有排水要求
。

而春季
,

土层

较厚的一台土和槽平土的含水量基本上能满

足作物需水要求
,

二台土层薄
,

出现连续 1

个月的水分不足
,

春灌在这类地段是必不可

少的
。

15 0

l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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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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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储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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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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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平土

.

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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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储水量盈亏图

三
、

问 题 讨 论

用水文学的水量平衡原理估算田间土壤蒸散量是国内外早已使用的方法之一
。

它与空气

动力学法
、

能量平衡法
、

经验公式法和器测法等一样
,

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

很难 比较

它们的优劣
。

通常要用两种以上方法来相互验证
。

大体可以这样认为
,

以土壤含水量变化为

依据的水量平衡法估算值偏低
。

根据本文资料分析
,

对影响蒸散量的主要因素有必要作进一

步的研讨
。

1
.

计算深度与田块选择
,

这是本法的一个关键因素
。

只考虑根系活动层作为研究深度
,

是不够周密的
,

因为蒸散作用深度可能大于根系活动层
。

通过土壤毛管作用
,

地下潜水会不断

补充上层土壤失去的水分
。

即使无上层潜水
,

也会因土壤上下左右的干湿差异而导致水分运

一 动
。

因此不可避免地有外来水分的补给
。

平衡方程式中是假定无此项补给的
,

这就会造成估算

值的偏低
。

因此在选择试验地块时
,

要尽 可能防止外来水分的干扰
。

如前面的 ( 下转 第1 5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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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因而很容易随水淋失有关
。

表 5 在 缺 钾 不 缺 镁 土 壤 上 镁 肥 对 水 稻 吸 钾 量 的 影 响 K %

处处 理理 19 8 1年年 1 9 8 2年年 { 1 9 83年年

早早早 稻稻 晚 稻稻 早 稻稻 晚 稻稻 早 稻稻

NNN P ( 1 ))) 0
.

6 999 0
.

9 777 1
.

0 000 1
.

4 999 0
.

8 333

NNN PM g ( 2 ))) 0
.

6 999 0
.

8000 0
.

9 000 1
.

4 555 0
.

8 333

NNN P K ( 3 ))) 1
.

5 222 1 8 000 2
.

5 888 2
.

0 888 2
.

4 999

NNN P KM g ( 4 ))) 1
.

3 999 1
.

5 222 2
.

3 333 2
.

0 222 2
.

4 999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5 999 1
.

6 666吸吸 } ( 3 )一 ( i ) ( 5 ))) 0
.

8 33333 1
.

5 888 0
.

5 333 1
.

6 666

钾钾 } (` )一 ( 2 ) ( 6 ))) 0
.

7 00000 1
.

3 333 一 0
.

0 666 000

量量 1 ( 5 )一 ( 6 )))
一 0

.

1 33333 一 0
.

2 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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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一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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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

地形低平的槽平土不宜用此法计算
,

而坡地一台土比较适宜
。

地块选择尽量做到土层

下有平整的隔水岩层
。

2
.

关于 负蒸发的处理问题
。

机械地运用公式计算
,

是会出现蒸散量在某一时段为 负 的

不正常现象
。

只要时段末期土壤含水量大于该时段降雨量与初期土壤含水量之和
,

负值就会

出现
。

在我们实际观测的资料中就不止一次出现过
,

主要集中在秋冬季的槽平土和一 台土
,

当

低温高湿或降雨多的条件下
,

土壤含水量过高时
,

则出现 负蒸发值
,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

这

. 可能是由于外来水补给造成的
;
或者是由于前后两次取样时

,

样本并不是在同一含水量墓础

上而将它们真正的差值掩盖掉造成的 ;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

遇到这种情况时
,

我们只好采取

延长计算时段来消除
。

这也是造成计算蒸散量偏低的又一重要原因
。

如果采取前后 时段蒸散

量的中值或者令其该时段蒸散量为零也许会更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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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本文推荐的根瘤菌选择培养基有抑制真菌和细菌生长
,

便于根瘤菌计数
,

且不影响其回

收量的优点
。

但是
,

不同的根瘤菌菌株对结晶紫的忍耐能力各异
,

此培养基用于耐药根瘤菌

. 计数时
,

结晶紫的浓度应经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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