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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土高原是我国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如何合理开展坡改梯工程对防治水土流失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应用 WEPP

模型模拟坡面尺度降雨—侵蚀过程，模拟分析径流小区( 10 m 坡长) 在不同坡度的水土流失特征和二阶、三阶水平阶在不同台

面宽度( 1，1．5，2 m) 的减流阻蚀效应。结果表明: 1) 坡面尺度上，径流量和侵蚀量随坡度增加而增加。坡度达到 20°时，径流量

随坡度增加保持稳定，产沙量增加趋势渐缓; 2) 与坡面小区对比，二阶和三阶水平阶随台宽增加对地表径流调控率分别从 6．5%

增加到 61．2%，从 10．1%增加到 69．7%; 二阶水平阶在中( 1．0 mm/min) 、大( 1．5 mm/min) 雨强下，台面宽度大于 1．5 m 时产沙量

小于坡面，泥沙调控率从 1．1%增加到 68．8%，三阶水平阶泥沙调控率从 1．4%增加到 82．3%; 3) 依据单位台宽减沙量，合理设计

水平阶，使其减沙效益最大化。小雨强( 0．5 mm/min) 时，二阶、三阶水平阶的台面宽度达到 1．5 m 和 1 m 时可发挥优良的水土

保持效果; 中雨强( 1．0 mm/min) 时，台宽 1．5 m 的三阶水平阶效果最佳; 大雨强( 1．5 mm/min) 时，则以 2 m 台宽的三阶水平阶效

果更好。应用 WEPP 模型为定量评价工程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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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ess Plateau is the most heavily eroded area in China． It is thus significant to conduct reasonable micro-
landform re-establishment measures that can prevent and control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is study，the WEPP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rainfall-erosion process at a hillslope scale． The major purpose wa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on different slopes and the effect of water loss reduction on two and three stages of level terraces ( field widths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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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5 m，and 2 m) ．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captured． First，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gradients and precipitation intensities，whereas runoff remained stable and sediment yield increased slowly with increasing
gradients before reaching a critical slope gradient ( 20°) ． Second，when the field widths increased，the regulation rates of
runoff increased from 6．5% to 61．2% and from 10．1% to 69．7%，under medium ( 1．0 mm/min) and strong ( 1．5 mm/min)

rainfall intensity，respectively． Level terraces with two stages and field width greater than 1．5 m captured less sediment than
the slopes． The regulation rates of sediment yield of the two-and three-stage level terraces increased from 1．1% to 68．8%
and from 1．4% to 82．3%，respectively． Third，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sediment reduction，the table width of
level benche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designed． When suffering from small ( 0．5 mm/min) ，medium ( 1．0 mm/min) ，and
strong ( 1．5 mm/min) rainfall，three-stage level terraces with field widths of 1．0 m ( 1．5 m two-stage level terrace) ，1．5 m，

and 2．0 m can play prominent roles in water erosion control． By using the WEPP model，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quantifying the efficiencies of engineering measures on soil conservation．

Key Words: WEPP model; slope gradient; level terrace; runoff; sediment yield; field width

黄土高原是我国土壤侵蚀最为严重的地区，水蚀面积占整个区域的 45%，其中，剧烈侵蚀( 土壤侵蚀模数

≥15000 t km－2 a－1 ) 占总面积的 5．7%［1-2］。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包括自然因素( 气象、水文、生物、地形地

貌、土壤等) 和人为因素( 耕作、工程措施等) 两个方面［3］。其中，影响土壤侵蚀的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人类

对自然地貌不合理开采加剧了土壤侵蚀［4］。坡度作为主要地貌形态特征，对坡面流速、土壤入渗和稳定性有

重要作用，随着坡度的增加，入渗量减小，径流量增加，径流流速提高，土壤稳定性降低［5-6］。大量研究表明，

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存在临界坡度使得土壤侵蚀随坡度先增加后减小，但因试验条件、推导理论和考虑因素

等不同，使得不同研究中得到的临界坡度相差较大，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临界坡度普遍大于 40°，而通过径流

小区试验和模拟降雨实验的临界坡度小于 30°［7］。
坡面尺度微地形改造是减少土壤侵蚀的有效措施之一，它是指人类根据科学研究或改造自然的实际需

求，有目的地对下垫面原有形态结构进行二次改造和整理，通过增加地表起伏度、降低地面漫流的连通性，起

到涵蓄水源的作用［8］。水平阶作为一种微地形改造工程措施，通过调节降水在坡面的再分配过程，从而起到

保水减沙、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且因其操作简便，成本较低，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建设中［9-11］。从机耕操作便

利和田坎稳定性考虑，Ｒamos 等［12］对葡萄园庄园原始坡面进行优化设计的水平阶规格为田坎高( 4．8±3．0)

m，台宽( 6．2±3．5) m。毛勇等［13］从投资角度考虑发现坡度在 5°—25°时土坎水平梯田的最佳台面宽度为

1．5—4 m。可见人们会根据自己实际需求来设计不同水平阶规格，但是在一定的坡度条件下，如何优化设计

水平阶台面宽度，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土壤侵蚀的定量研究十分稀缺。
水蚀预报模型( 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WEPP ) 是基于物理过程模拟模型，以一天为步长，输入

对侵蚀过程有重要影响的地形、土壤和植物特征，可模拟径流量和泥沙量［14-15］。与其他侵蚀预报模型相比，

WEPP 模型可以更精确的预估坡面尺度水土流失情况［16］。目前我国学者在 WEPP 模型方面做的研究表明:

在单次降雨事件下模拟坡面侵蚀过程与实际侵蚀过程拟合度良好［17］。为达到调控径流，阻沙防蚀的效果，我

国学者从多个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 模拟了不同水平梯田设计参数下的侵蚀过程，认为 WEPP 模型对优化设

计断面具有指导意义［18］; 应用 WEPP 模型分析不同梯田配置的水土保持效应［19］; 基于作物需水，将水窖与隔

坡梯田结合，对隔坡梯田进行优化设计，对隔坡梯田设计具有参考价值［20］; 运用 WEPP 模型，模拟不同坡度、
不同种植密度的植物篱防蚀效果，提出不同坡度植物篱的最佳种植方式［21］。但应用该模型评价水平阶的减

流阻蚀效应及其台面宽度优化的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寻找临界坡度，基于水平阶台面宽度设计不同水平阶规格，分析不同水平阶规格对

土壤侵蚀的影响规律，依据单位台宽减沙效益提出不同水平阶规格的最佳台面宽度，以期为工程措施在流域

治理及植被恢复中的设计与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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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定西市龙滩流域( 35°43'—35°46'N，104°27'—104°31'E) ，流域面积 16．1 km2，海拔

1800—2200 m。该区属于典型的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小流域，地处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据长期气候数据( 1958
年—2016 年) ，年平均气温 6．8 ℃，平均无霜期 152 d，平均日照时数 2052 h。年均降水量 386．3 mm，降雨主要

集中在 7—9 月份，且多暴雨，潜在蒸发量为 1649．0 mm，年平均相对湿度 72%，水分亏缺严重。该地区土质均

一，土壤以黄绵土为主。流域属典型草原地带，本试验在柠条坡面径流小区上进行，坡长 10 m，坡度 26°，坡向

西偏南，土壤容重( 1．22±0．04) g /cm3，植被覆盖度为 50%，主要植被为骆驼蓬( Peganum harmala) 、乌里芯芭

( Cymbaria dahurica) 、阿尔泰狗娃花( Heteropappus) 、长芒草( Stipa bungeana) 。
1．2 数据库建立

WEPP 模型是包含水蚀相关参数最多的土壤侵蚀模型，其参数的准确性对模拟结果尤为重要。WEPP 模

型运行需要 4 个输入文件，分别是气候文件、地形文件、土壤文件和管理措施文件。
气候文件源于 2015—2016 年龙滩自计式雨量计 ( HOBO，USA) 观测站和自动气象站 ( Vantage Pro2，

Davis，USA) 的实测数据，利用 WEPP 模型系统提供的独立程序断点气候生成器( BPCDG) 生成气候文件。在

情景设计中选择次降雨模式( single storm) ，雨强根据黄土高原典型降雨特征［22］设为小雨强( 0．5 mm /min) 、中
雨强( 1．0 mm /min) 、大雨强( 1．5 mm /min) ，降雨历时 1 h。

土壤文件中的细沟间土壤可蚀性、细沟土壤可蚀性、土壤临界剪切力、有效水力传导系数通过土壤颗粒组

成( 表 1) 手动算出的数值为基值［23］，并通过率定获得最终参数。

表 1 WEPP 模型中的土壤特性

Table 1 Soil properties in WEPP model

土层深度
Soil depth /cm

砂粒含量
Sand content /%

粘粒含量
Clay content /%

有机质含量
Organic content /%

阳离子交换量
Cation exchang

capacity / ( mmol /kg)

岩屑含量
Ｒock content /%

0—10 24．0 9．7 2．0 9．9 0．0

10—20 19．7 9．7 1．6 6．8 0．0

20—40 17．4 10．0 1．4 6．7 0．0

地形文件根据试验小区实际情况获取，设置坡面径流小区坡度 26°，坡长 10 m; 水平阶径流小区坡度 26°，

坡长 10 m，水平阶台面宽度 1．3 m。并在情景模拟中设置不同地形条件: 设置坡长均为 10 m，坡度分别为 5°、
10°、15°、20°、25°、30°的坡面; 基于不同水平阶台面宽度，固定总坡长和田坎坡度，设置不同水平阶规格见

表 2。

表 2 水平阶规格设计

Table 2 Specification of Level terrace design

样地类型
Sample plot types

总坡长
Slope length /m

田坎坡度
Ｒiser slope /°

台面宽度
Field width /m

田坎高度
Ｒiser height /m

田坎宽度
Ｒiser width /m

二阶水平阶 10 45 1．0 2．5 2．5

Two-stage level terrace 1．5 2．1 2．1

2．0 1．8 1．8

三阶水平阶 10 45 1．0 1．6 1．6

Three-stage level terrace 1．5 1．2 1．2

2．0 0．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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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小区选取植被为柠条，管理措施参数包括植物生长参数和种植参数，通过植被调查、参考文献或选取

WEPP 模型数据库中的同类植物确定［24-28］( 表 3) 。

表 3 柠条生物学特性参数

Table 3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arameters of Caraganamicrophylla

参数
Parameters

柠条
Caragana microphylla

来源
Sources

生物能量转换率 Biomass energy ratio / ( kg /MJ) 5 模型中同类植物

行距 Plant space in-row /cm 250 植被调查

植物生长最佳温度 Optimal temperature for plant growth / ( ℃ ) 20 牛西午等［24］

植物停止生长最高温度 Maximum temperature that the growth of a perennial crop / ( ℃ ) 46 牛西午等［24］

消光系数 Ｒadiation extinction coefficient 0．47 刘胜等［25］

径粗 Stem diameter /cm 1．2 植被调查

株高 Canopy height /cm 100 植被调查

最大叶面积指数 Maximum leaf area index 1．5 模型中同类植物

收获指数 Harvest index /% 75 李军等［26］

根深 Ｒoot depth /cm 250 牛西午等［27］

根冠比 Ｒoot to shoot ratio /% 550 牛西午等［27］

最大根系生物量 Maximum root mass for a perennial crop / ( kg /m2 ) 0．37 张飞等［28］

1．3 WEPP 模型运行机理

WEPP 模型是一种基于侵蚀过程的模型，其坡面版是 WEPP 模型中最基本的模型版本，模拟水平阶时，

将坡面分成数段，设置多种土壤类型和多个管理措施［29］。坡面侵蚀分为细沟侵蚀和细沟间侵蚀。细沟间侵

蚀指雨滴击溅和坡面水流对土壤进行剥蚀和搬运的过程; 细沟侵蚀指细沟内土壤所发生剥蚀、搬运和沉积的

过程。WEPP 模型利用稳态泥沙连续方程来模拟泥沙运动，当水流剪切力大于临界土壤剪切力，且输沙率小

于泥沙输移能力时，以搬运过程为主; 当输沙率小于泥沙输移能力时，以沉积过程为主［30］。

1．4 模型评价方法与指标计算

采用 Nash-Sutcliffe 效率系数( NSE) 和决定系数( Ｒ2 ) 对率定参数进行验证。NSE 的计算公式为:

NSE = 1 －
∑

n

i = 1
Oi － Pi( ) 2

∑
n

i = 1
Oi － 珚O( ) 2

( 1)

式中，Oi 为实测值; Pi 为模拟值; O 为实测值的平均值。当 NSE＞0．5 时，可以认为 WEPP 模型的模拟结果

较好［31］。

决定系数 Ｒ2( 拟合优度) 是回归方程拟合优度的一个度量，取值范围为 0—1，当 Ｒ2越接近 1，则表示实测

值与预测值相关性越高。

Ｒ2 =
n∑P iOi －∑Oi∑P i

n∑O2
i － ∑Oi( )槡

2 × n∑P2
i － ∑P i( )槡

2











( 2)

为了描述水平阶对径流泥沙的调控作用，分别引入径流和泥沙调控率的概念［32］。径流调控率指布置某

种调控措施后) 径流量相对于对照条件下径流量的变化百分率; 产沙调控率指布置某种调控措施后产沙量相

对于对照条件下产沙量的变化百分率。可用下式表示:

Cw =
Ws － Wo

Wo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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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
Gs － Go

Go
( 4)

式中: Cw、Cs分别是径流调控率( %) 和泥沙调控率( %) ; Ws、Wo分别是调控措施后和原状坡面的径流量( mm) ;

Gs、Go分别是调控措施后和原状坡面的产沙量( t /hm2 ) 。
为了更好的描述台面宽度的减蚀效益，引入单位台面宽度减沙量，其计算公式为:

Ds =
0．1 Gs － Go( )

L
( 5)

式中，Ds为单位台宽减沙量( kg /m3 ) ; Gs、Go与上述一致; L 为台面的总宽度( m) 。
1．5 模型率定及模型有效性验证

2015 年和 2016 年生长季( 5．1—10．31) 降水量分别为 320．8、156．8 mm，雨量计共记录降雨事件 130 余次，

其中引起较为明显水土流失现象的降雨事件共 21 场( 微弱降雨不计) ，将降雨量由小到大排序每两场降雨划

分为一组，每组中随机选取一组用来率定或验证［29］。选用柠条坡面径流小区对土壤参数进行率定和验证。
从图 1a、1c 可知率定小区径流量和产沙量的 NSE 分别为 0．90、0．77，图 1b、1d 验证小区径流量和产沙量分别

为 0．79 和 0．63，说明模拟结果较好; 从决定系数 Ｒ2看，率定小区径流量和产沙量的 Ｒ2分别为 0．92、0．81，验证

小区径流量和产沙量的 Ｒ2分别为 0．82 和 0．78，模拟值与实测值拟合度良好，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因此 WEPP

图 1 土壤参数率定结果验证

Fig．1 Validation of soil parameter of WEPP

a． 率定小区径流量对比; b． 验证小区径流量对比; c． 率定小区土壤侵蚀量对比; d． 验证小区土壤侵蚀量对比; NSE 为 Nash-Sutcliffe 效率系

数; WEPP: 水蚀预报模型，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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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模拟结果可以较好反映坡面的实际情况。最终土壤参数率定结果见表 4。

表 4 WEPP 模型中的土壤参数

Table 4 Soil parameters in WEPP model

参数
Parameters

细沟间可蚀性
Interill erodibility

细沟可蚀性
Ｒill erodibility /

( s /m)

临界剪切力
Critical shear
stress /Pa

有效水力导水系数
Effecti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 ( mm/h)

参数值
Parameter values 6．995×106 0．026 3．5 12．2

为验证 WEPP 模型模拟水平阶的有效性，对柠条水平阶径流小区进行模拟验证，由图 2 知径流量和产沙

量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87，NSE 为 0．72 和 0．60，表明模型可以有效反映水平阶的水文

过程。

图 2 验证水平阶有效性

Fig．2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vel terrace

2 结果

2．1 坡度变化对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

采用 WEPP 模型模拟柠条坡面小区不同坡度下的土壤侵蚀规律，为合理开展整地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从图 3 可知，同一雨强条件下，径流量随坡度的逐渐增加呈增加趋势，但坡度大于 20°后，径流值不再变化，保

持稳定。而在不同雨强下，水土流失与雨强和坡度( 小于 20°) 呈正比，且在小雨强时，径流量增加最为明显，

增加了 1．9 倍，中、大雨强时径流量分别增加了 1．2 倍、1．1 倍。此外，由图 3 可知，产沙量随坡度增加，也呈增

加态势，但增加幅度却并不一致。当坡度从 5°变化到 10°时，不同雨强下的产沙量增幅明显，其中小雨强下的

产沙增加了 4．7 倍，增加幅度最大，而中雨强和大雨强增加了 2．6 倍、2．1 倍。在 20°以上，产沙量增加放缓，变

化倍数约 1 倍左右。

2．2 水平阶规格对侵蚀的调控作用

水平阶台面宽度可以有效蓄流阻沙，因此为研究水平阶台面宽度对径流的拦截作用，根据以上所述，选取

径流临界坡度 20°的柠条坡面径流小区为研究对象，比较坡面径流小区与相同小区尺寸不同水平阶规格下的

土壤侵蚀变化。

增加台面宽度与阶数可以减少径流量( 图 4) 。在小雨强( 0．5 mm /min) 时，相比于自然坡面，水平阶为二

阶时台面宽度从 1 m 增加到 2 m，径流调控率从 31．9%增加到 61．2%，当阶数变为三阶时，径流调控率从49．4%

增加到 69．7%; 中雨强( 1 mm /min) 时，台面宽度从 1 m 增加到 2 m，二阶和三水平阶的径流调控率分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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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雨强下坡度变化对产流产沙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slope on 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y

10．9%增加到 20．9%，16．8%增加到 23．8%; 大雨强( 1．5 mm /min) 时，台面宽度从 1 m 增加到 2 m，二阶和三阶

水平阶的径流调控率从 6．5%增加到 12．6%，10．1%增加到 14．3%。台面越宽，径流调控效果越好，与二阶水平

阶相比，三阶水平阶可更有效减少坡面径流量。

图 4 不同雨强下产流产沙量随不同水平阶规格的变化

Fig．4 Effects of level terrace specificationon runoff and sediment yield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ies

产沙量从图 4 可知，水平阶可以削弱产沙能力。小雨强时，二阶水平阶的泥沙调控率在台面宽度从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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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2 m 时，泥沙调控率分别从 8．4%增加到 68．8%，53%增加到 82．3%; 中、大雨强时，水平阶台面宽度在 1
m 时，二阶水平阶的产沙量比自然坡面分别高 18．9%和 21．0%，当台面宽度为 1．5 m 时开始减少产沙，泥沙调

控率分别从 8．1%增加到 21．7%，1．1%增加到 12．7%。而三阶水平阶在不同台面宽度时均可以减少产沙量，其

调控范围为 1．7%—82．3%。
2．3 水平阶不同单位台宽的侵蚀调控效益对比

产沙量的变化与径流相比较为复杂。由表 5 可知，在小雨强时，三阶水平阶不同台宽的单位台宽减沙量

没有明显变化，而二阶水平阶在台宽是 1．5 m 时单位台宽减沙量达到最大值 0．13 kg /m3 ; 中雨强时，二阶水平

阶在台宽为 1．5 m 时开始起到拦截泥沙的作用，且在 2 m 台宽时单位台宽减沙量达到最大值 0．14 kg /m3。三

阶水平阶在台面宽度 1．5 m 时，单位台宽减沙量增加最大，增加 1．9 倍; 大雨强时，二阶水平阶在 2 m 台宽时的

单位台宽减沙量远大于 1．5 m 台宽的单位台宽减沙量，而三阶水平阶台面宽度是 1 m 时单位台宽减沙量为

0．02 kg /m3，随着台面宽度的增加，其效能逐渐体现，在台宽 2 m 时单位台宽减沙量达到最大值 0．3 kg /m3。

表 5 不同规格的水平阶单位台宽减沙量

Table 5 Sediment reductions of unit field width under different standards of the level terrace

雨强
Ｒainfall intensity
/ ( mm/min)

样地类型
Sample plot types

台面宽度
Field widths

/m

产沙量
Sediment yield
/ ( t /hm2 )

单位台宽减沙量
Sediment reductions of unit
field width / ( ×10 kg /m3 )

0．5 坡面 / 6．9 /

二阶水平阶 1．0 6．3 0．3

1．5 3．0 1．3

2．0 2．2 1．2

三阶水平阶 1．0 3．2 1．2

1．5 1．9 1．1

2．0 1．2 0．9

1．0 坡面 / 25．2 /

二阶水平阶 1．0 30．0 /

1．5 23．1 0．7

2．0 19．7 1．4

三阶水平阶 1．0 22．3 0．9

1．5 17．4 1．7

2．0 13．1 2．0

1．5 坡面 / 46．6 /

二阶水平阶 1．0 56．4 /

1．5 46．1 0．2

2．0 40．7 1．5

三阶水平阶 1．0 45．9 0．2

1．5 36．9 2．2

2．0 28．5 3．0

3 讨论

坡度是影响坡面土壤侵蚀的重要地形因子之一，其大小能够决定径流的冲刷与搬运能力［33］。Nassif 和

Wilson［34］进行模拟降雨试验发现存在一个临界坡度使得径流量达到峰值后不随坡度增加而变化。本研究通

过 WEPP 模型模拟坡度与径流的关系，也得到与之相似的结果，当坡度达到 20°时，径流量随坡度增加无变

化。原因从入渗特性角度分析，坡度与累积入渗量呈反比，当坡度较小时，入渗量随坡度变化较大，当坡度较

大时，入渗随坡度变化不明显［35］。有研究表明当坡度小于 18°时，入渗量随坡度变化较大，但当坡度大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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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入渗量随坡度的变化将不明显［36］。土壤侵蚀随坡度变化存在类似规律。Mccool 等［37］发现存在转折坡度，

坡度超过一定限度时，侵蚀量反而随坡度增大而减小。在此基础上，Horton［38］从坡面流理论角度，通过曼宁

公式得出坡度转折角为 57°。国内学者陈永宗［39］对黄土高原径流小区研究发现临界坡度是 25°或者 28°。由

于理论推导只考虑径流冲刷而忽略了雨滴击溅对坡面的溅蚀作用，导致理论推导的临界坡度普遍高于试验

值［40］。存在临界坡度的原因可以从承雨面积角度解释，将斜坡面积平均分配到水平投影上时，则单位面积上

承受的雨量变小，单位面积冲刷量也相应减小，即坡度到达一定值时，坡度越大，侵蚀反而减小［41-42］。本研究

通过 WEPP 模型模拟结果得到随着坡度增加，土壤侵蚀量也在随之增加，但当坡度大于 20°时，土壤侵蚀量增

长放缓，但仍呈增加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设计的坡度并未达到临界坡度。

水平阶对水文效应的影响除受到雨强等自然因素外，其自身结构也是影响水文过程的重要因素。景维

杰［43］研究了不同间距水平阶的保水效果发现水平阶间距从 4 m 缩减到 1 m，土壤含水量从 11．8%增加到

18%，说明水平阶密度越大越能有效拦截地表径流，增加土壤含水量。董莉等［44］、王建文等［45］在元谋干热河

谷区的径流小区布设的水平阶规格分别为: 每隔 3 m 布设台宽 1 m 的水平阶和每隔 0．8 m 布设 0．8 m 的水平

阶，与对照( 无水平阶) 相比，径流拦截率分别为 69．74%和 33．68%，说明不仅水平阶间距对水土流失有影响

外，台面宽度对其也有一定作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二阶和三阶水平阶随台宽( 1，1．5，2 m) 增加对地表径流

调控率分别从 6．5%增加到 61．2%，从 10．1%增加到 69．7%，说明水平阶的阻流作用表现为随台面宽度的增加

其减流能力越大。但是，由于水平阶的结构分为田坎和台面，在单位坡长条件下，增加台宽势必会增加田坎坡

度。田坎越陡峭，水分损失越严重，发生土壤侵蚀的可能性越大［46-47］。本研究应用 WEPP 模型模拟水平阶对

土壤侵蚀的影响是田坎与台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从台面宽度减蚀效果发现: 当雨强较大时，二阶水平

阶在 1 m 台宽时的产沙量高于坡面小区，说明台面宽度是 1 m 时水平阶未起到减沙作用，因此在设计水平阶

规格时，考虑合理的台面宽度是十分必要的。

水平阶通过缩短坡长，增加雨水入渗来削弱土壤侵蚀。本研究通过分析单位台面宽度的减蚀能力为水平

阶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模拟小雨强( 0．5 mm /min) 时，二阶、三阶水平阶分别在台宽 1．5 m 和 1 m 时，单位台宽

减沙量最大分别为 0．13 kg /m3和 0．12 kg /m3。随着雨强变大，单位台宽减沙量呈增加趋势且存在一个临界台

宽使得其变化倍数呈减小趋势。说明单位台宽减沙量存在临界值。其原因可能是，在降雨一定情况下，有效

台宽范围内可有效减少土壤侵蚀，当台宽超过该范围时可视为无效台宽。类似地，李萍［48］在设计不同规格鱼

鳞坑时发现，如果设计的鱼鳞坑面积过大，没有足量雨水汇集，不但使土壤蒸散量有所增加，而且也增加了整

地费用，同时地表破坏面积增大，增加了水蚀风险。因此在实际地形改造时，应合理考虑工程面积，面积过大

或过小均不利于水保措施发挥作用。

4 结论

( 1) 基于 WEPP 模型模拟不同坡度的土壤侵蚀规律: 径流量和侵蚀量随坡度增加而增加。坡度达到 20°

时，径流量随坡度增加保持稳定，产沙量增加趋势渐缓。
( 2) 与坡面小区对比，二阶和三阶水平阶随台宽增加对地表径流调控率分别从 6．5%增加到 61．2%，从

10．1%增加到 69．7%; 二阶水平阶在中( 1．0 mm /min) 、大( 1．5 mm /min) 雨强下，台面宽度大于 1．5 m 时产沙量

小于坡面，泥沙调控率从 1．1%增加到 68．8%，三阶水平阶泥沙调控率从 1．4%增加到 82．3%。
( 3) 单位台宽减沙量可以作为优化台面宽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模拟的 10 m 坡长为例，小雨强( 0．5

mm /min) 时，二阶和三阶水平阶的台面宽度达到 1．5 m 和 1 m 时即可发挥优良的水土保持效益，其单位台宽

减沙量最大，分别为 0．13 kg /m3和 0．12 kg /m3 ; 遭遇中雨强( 1 mm /min) 时，台宽 1．5 m 的三阶水平阶效果最

佳，其最大单位台宽减沙量为 0．17 kg /m3 ; 大雨强( 0．5 mm /min) 时，台宽 2 m 的三阶水平阶效益最好，其最大

单位台宽减沙量为 0．30 k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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