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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降雨和床面大糙度共同作用下坡面降雨径流侵蚀不平衡输沙特性研究薄弱的问题，采用室内模

拟降雨试验的方法，研究不同降雨强度和坡长 条 件 下 的 坡 面 降 雨 径 流 侵 蚀 输 沙 特 性。结 果 表 明：（１）坡 面

为裸坡、坡度为１０°条件下，径流含沙量随坡长的增加呈增大趋势，当坡长由１ｍ增加至８ｍ时，同一雨强

下径流含沙量增大３．２８～７．１５倍；径流含沙量随雨强的增大而增加，当雨强由４０ｍｍ／ｈ增大至１２０ｍｍ／ｈ
时，同一坡长下径流含沙量增加１．４１～２．９７倍。（２）分 析 降 雨 径 流 侵 蚀 条 件 下，水 动 力 学 参 数 对 坡 面 径 流

挟沙能力的影响发现，水流挟沙能力与流速的３次 方 成 正 比，与 水 力 半 径 和 沉 速 的 乘 积 成 反 比，得 到 降 雨

条件下的水流挟沙能力计算公式。（３）研究坡面降雨径流侵蚀输沙的不平衡特性表明，雨强与恢复饱和系

数之间呈幂函数关系，给出坡面不平衡输沙模型并进行验证，表明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坡面降雨径流侵

蚀输沙沿程变化。研究结果可为预测坡面径流侵蚀输沙沿程变化及完善坡面径流侵蚀机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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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面降 雨 径 流 侵 蚀 输 移 是 一 个 不 平 衡 的 过 程。
侵蚀、搬运和沉积贯穿于坡面侵蚀全过程，在特定侵

蚀条件下存在着以侵蚀—搬运—沉 积 为 主 或 侵 蚀—

搬运为主 或 侵 蚀—沉 积 为 主 的 不 平 衡 输 沙 状 况［１］。

但现有的侵蚀输沙模型多针对坡面平均侵蚀量等进

行计算模拟，无法反映坡面径流侵蚀输沙的不平衡特

性，因此对坡 面 侵 蚀、搬 运、沉 积 的 过 程 进 行 研 究 模

拟，可补充完善坡面土壤侵蚀模型。

径流侵蚀输沙过程受雨强、坡长、坡度等环境因

素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出不恒定性，在空间上呈现

出不平衡性。很多学者采用室内外模拟的方法对此

展开了研究。徐震等［２］研究发现，雨滴击溅并不总是

增加坡面径流输沙的强度，当坡度较大时，随雨强的

增加，其贡献由增强转为抑制；田均良等［３］通过元素

示踪法对坡面侵蚀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坡面侵

蚀泥沙在小雨强、长历时降雨侵蚀过程中以沉积过程

为主，而短历时、大雨强下的坡面以侵蚀产沙为主；王
玲玲等［４］、汪晓勇等［５］研究结果表明，随坡长增加，坡
面侵蚀呈现以侵蚀—搬运过程为主与以 侵 蚀—沉 积

过程为主交替变化的不平衡输沙现象，并指出坡面侵

蚀存在侵蚀临界坡长；Ｌｉｕ［６］研究发现，长坡长条件下

坡面侵蚀物质更容易发生沉积，从而导致侵蚀强度与

坡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Ｋｉｎｎｅｌｌ［７］研究表明，当坡长

不足１ｍ时有利于土壤侵蚀的发生。关于坡面径流

输沙模型方面，高建恩［８］根据Ｂａｇｎｏｌｄ水流功率理论

提出一个小至细沙大到漂石的推移质输移公式；赵春

红等［９］基于运动波方程和泥沙输移公式，给出了一种

能够反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坡面产流输沙时空变

化的简化模型；范荣生等［１０］根据试验研究和建模，提

出了陡坡降雨侵蚀径流含沙量过程的计算模型；焦鹏

等［１１］通过室内 模 拟 径 流 冲 刷 试 验，建 立 了 以 坡 面 径

流输沙能力为输出的广义回归神经网络（ＧＲＮＮ）模

型。由此可见，坡面径流侵蚀不平衡输沙变化规律因

研究目的、试验方法、观测手段等的不同导致研究成

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关于坡面径流侵蚀不平衡

输沙模型更是甚少。

本研究采用人工模拟降雨试验的方法，通过设置不

同坡长和雨强，分析坡长及雨强对坡面径流侵蚀不平衡

输沙的影响，基于不平衡输沙方程修正了一种能够反映

坡面薄层径流含沙量沿程变化过程的模型，并对不同降

雨条件下坡面水流发生变异时的临界值进行预测分析，

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土壤侵蚀机理提供理论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与供试土壤

试验于２０２０年１０—１２月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水 利 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进行。试验用土为陕西延安羊圈沟的黄

绵土，其粒径机械组成为：黏粒含量１４．３４％（＜０．００２
ｍｍ）、粉粒含量６５．２２％（０．０５～０．００２ｍｍ）和砂粒含

量１８．５３％（１～０．０５ｍｍ）。

１．２　试验设备

试验采用下 喷 式 降 雨 系 统，降 雨 覆 盖 面 积 为２７
ｍ×１８ｍ，降雨高度为１８ｍ，降雨均匀度达８０％以

上，可使所有 雨 滴 在 接 触 地 面 之 前 均 能 达 到 终 点 速

度［１２］。试验土槽 为 钢 化 玻 璃 土 槽，土 槽 规 格 为 长８
ｍ，宽０．２５ｍ，高０．１５ｍ。

１．３　试验设计与过程

每次试验前，按照试验设计用ＰＶＣ板将土槽分

隔成不同坡长（１～８ｍ）的试验小区。为保证各试验

初始条件一致，控制土壤容重为１．２ｇ／ｃｍ３，土壤初始

含水率为１４％，试验坡度为１０°。试验设计包括８个

坡长：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ｍ；５种降雨强度：４０，６０，８０，

１００，１２０ｍｍ／ｈ，为消除降雨量的影响，每次试验将降

雨量控制在５０ｍｍ。
试验之前将土壤自然风干，然后再过１０ｍｍ筛，

筛去土中的 石 块 和 杂 草。装 土 槽 前 在 土 槽 底 部 铺１
层医用纱布，增加土壤与土槽之间的粗糙度。为保证

每次试验的初始条件基本一致，试验前采用３０ｍｍ／

ｈ的雨强对坡 面 进 行 预 降 雨，直 至 坡 面 产 流 为 止，然

后用塑料薄膜覆盖，静置２４ｈ使得 水 分 自 由 下 渗 以

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土壤水分分布状况。为确保降雨

强度的准确性，每次试验开始前对雨强进行率定，当

降雨均匀度达 到８０％以 上、试 验 雨 强 与 设 计 雨 强 误

差不超过５％时开始正式降雨试验。当坡面产流后，

０～５ｍｉｎ内每１ｍｉｎ收集１次径流泥沙样品，５～２０
ｍｉｎ以３ｍｉｎ为间隔收集１次，之后每隔５ｍｉｎ收集

１次，并利用温度计测定水流的温度来计算水流黏滞

系数。在收集 径 流 泥 沙 样 品 的 同 时，采 用 染 色 剂 法

（ＫＭｎＯ４）测定坡面流速，间隔为１ｍ，流速乘以修正

系数０．７５作为断面平均流速［１３］。降雨试验结束后，

测量每个径流泥沙样品的质量和体积，静置１２ｈ后，
倒掉上清液，放入烘箱烘干并称取得到泥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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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处理

水流挟沙能力是判断挟沙水流是否发生冲刷、淤
积或不冲不淤平衡输沙的重要衡量尺度，也是水流侵

蚀、泥沙输移、沉 积 过 程 的 主 要 控 制 性 参 数 之 一［１４］。

目前，坡面水流挟沙能力公式大多是通过天然河道实

测资料或通过室内试验数据得到的一些经验公式，表
达方式通常有２种：其一是输沙率形式，另外一种为

含沙量形式。当以含沙量表达时，通常借鉴武汉水利

电力学院公式［１５］，具体公式为：

Ｓ＊＝ｋ（
Ｕ３

ｇＲω
）ｍ （１）

式中：Ｓ＊为径流含沙量浓度（ｋｇ／ｍ３）；Ｒ为水力半径，在宽

浅河道中，以平均水深ｈ代替（ｍ）；Ｕ为径流速度（ｍ／ｓ）；

ｇ为重力加速度（ｍ／ｓ２）；ω为泥沙沉速（ｍ／ｓ）；公式中系数

ｋ和ｍ不是常数，而是随Ｕ３／ｇｈω而改变的。
采用有效系 数（Ｒ２）、纳 什 效 率 系 数（ＮＳＥ）和 平

均相对误差（ＲＥ）对模型模拟效果进行评价。有效系

数（Ｒ２）和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越接近１，平均相对误

差（ＲＥ）越接近０，说明模型模拟效果越好［１６］。

Ｒ２＝
［∑ｎｉ＝１（Ｏｉ－Ｏｉ）（Ｙｉ－Ｙｉ）］２

∑ｎｉ＝１（Ｏｉ－Ｏｉ）２∑ｎｉ＝１（Ｙｉ－Ｙｉ）２
（２）

ＮＳＥ＝１－
∑ｎｉ＝１（Ｙｉ－Ｏｉ）２

∑ｎｉ＝１（Ｏｉ－Ｏｉ）２
（３）

ＲＥ＝
∑ｎｉ＝１（Ｏｉ－Ｙｉ）
∑ｎｉ＝１Ｏｉ

×１００％ （４）

式中：Ｏｉ为试验观测值；Ｙｉ为 模 型 预 测 值；Ｏｉ为 试 验

观测值的平均值；Ｙｉ为模型预 测 值 的 平 均 值；ｎ为 样

本个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降雨径流侵蚀沿程不平衡输沙特征

径流含沙量既可以用于表征坡面径流侵蚀受力

情况，又可以量化分析坡面径流输沙过程［１７］，因此本

研究将径流含沙量作为定量刻画坡面降雨径流侵蚀

输沙特征的指标。
降雨径流沿程不平衡输沙变化趋势曲线见图１。

在坡度为１０°和降雨强度为４０ｍｍ／ｈ时，径流含沙量

随坡长的增加 而 明 显 增 加，径 流 含 沙 量 由１ｍ 时 的

８．９７ｋｇ／ｍ３ 增 加 到 坡 长 为８ｍ 时 的３８．４３ｋｇ／ｍ３。
降雨强 度 为６０～１２０ｍｍ／ｈ，坡 长＜４ｍ时，径 流 含

沙量随坡长的 增 加 呈 急 剧 增 加 趋 势，在４ｍ 处 达 到

峰值，其值分别为３９．９０，５１．１７，６７．４３，１１９．０１ｋｇ／ｍ３。
一方面是随着坡长的增加，承雨面积增大，相应径流

量增加，促使坡面下方的径流能量增大，导致坡面径

流流速及剪切力进一步增大，冲刷作用增强，此时不

仅能完全携带走坡上方被剥蚀的土壤，还在坡下方产

生了净侵蚀量［５］；另一方面，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坡

面下部有细沟出现，细沟侵蚀中径流的冲刷作用远大

于降雨雨滴的击打作用。当坡长由４ｍ增加至５ｍ
时，６０～１２０ｍｍ／ｈ雨强下径流含沙量出现不同程度

的减小，分别减小０．３１，７．１９，５．２７，３８．０８ｋｇ／ｍ３，这是

因为径流含沙量增大时，水流需要大量的能量用于挟

带搬运泥沙，导致用于自身流动和剥蚀土壤的能量减

小，当径流含沙量达到某一值即径流能量不足于再搬

运和挟带 侵 蚀 泥 沙 时，坡 面 逐 渐 出 现 沉 积 现 象［１８］。
坡长＞５ｍ时，径流含沙量随坡长的增加幅度减小，
这与汪晓勇等［５］、姚璟等［１９］研究结果相类似。Ｌａｌ［２０］通

过对１０～６０ｍ坡长的坡耕地的天然降雨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径流含沙量随坡长的增加而增大；Ｂａｇａｒｅｌｌｏ等［２１］

利用野外小区天然降雨资料进行分析表明，径流含沙量

与坡长呈正相关关系，以上二位学者所得结论与本试验

所得结果存在差异，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所研究的坡长

范围不同，其次与气候、降雨及土壤含水量方面也有着

很大的关系，气候及降雨量的不同影响 前 期 土 壤 含 水

量，因而对径流产生过程造成一定影响。

图１　降雨径流沿程不平衡输沙变化趋势

２．２　雨强对坡面侵蚀不平衡输沙特性的影响

降雨强度是影响坡面侵蚀输沙的重要因素。由

图２可以看 出，同 一 坡 长 下 径 流 含 沙 量 随 雨 强 的 增

大而增加，且 坡 长 越 长，径 流 含 沙 量 随 雨 强 增 加 的

幅度越大。雨强 由４０ｍｍ／ｈ增 加 至１２０ｍｍ／ｈ，坡

长为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ｍ时所对应的径流含沙量的

增量分别为１２．６１，２４．５３，２７．２２，８９．０３，４７．７２，５１．２１，

５４．９６，６７．４０ｋｇ／ｍ３，分别增大１．４１，１．８１，１．６４，２．９７，

１．４４，１．４８，１．５８，１．７５倍。降雨强度对径流含沙量的

影响主要表 现 为 随 着 降 雨 强 度 的 增 加，雨 滴 动 能 增

大，雨滴打击地表作用越强，因此分散分离的松散土

粒越多，供坡面水流搬运的物质越充足。此外，随降

雨强度增大，雨滴打击地表使土层更加密实，且溅散

的土粒堵塞土壤孔隙，形成临时性结皮，降低土壤入

渗能力，增加地表径流，径流侵蚀能力增大［２２］。各种

效应叠加在一起，使得径流含沙量随雨强的增大呈现

显著 增 大 的 规 律，这 与 刘 晓 燕 等［２３］、霍 云 梅 等［２４］研

究结果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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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径流含沙量随雨强的变化趋势

２．３　坡面水流不平衡输沙模型

由室内试验结果可知，坡面呈现出明显的侵蚀—
搬运—沉积的不平衡输沙特征。为了更好地反映坡

面降雨径流侵蚀不平衡输沙沿程变化情况，本文基于

不平衡输沙方程和运动波方程给出了坡面水流不平

衡输沙模型。

２．３．１　不平衡输沙模型描述　当断面水流含沙量不

等于其水流挟沙力，即处于非饱和输沙状态时，这一

现象可用不平衡输沙方程进行描述［２５］：

ＱＳ
ｘ
＝－αωＢ（Ｓ－Ｓ＊） （５）

对于不平衡 输 沙 方 程 的 离 散，韩 其 为［２６］将 公 式

（５）简化为：

Ｓ＝Ｓ＊＋（Ｓ０－Ｓ０＊）ｅ－
αＬ
ｌ＋（Ｓ０＊－Ｓ＊）

ｌ
αＬ
（１－ｅ－

αＬ
ｌ）（６）

式中：Ｑ 为流量（ｍ３／ｓ）；Ｓ、Ｓ＊ 分别为出口断面含 沙

量和挟沙 力（ｋｇ／ｍ３）；Ｓ０、Ｓ０＊ 分 别 为 进 口 断 面 含 沙

量和挟沙力（ｋｇ／ｍ３）；Ｌ 为积分河段长度，在坡面流

中指积分坡面长度（ｍ）；ｌ＝
ｑ
ω

表 示 泥 沙 由 水 面 落 到

河底的距离（ｍ）；ω为泥沙沉速（ｍ／ｓ），由于本研究中

使用的泥沙为同一种土壤，泥沙性质一样，因此泥沙

沉速为定值。泥沙沉速采用张瑞瑾公式，该公式对于

层流区、紊流区和 过 渡 区 都 适 用；ｑ为 泥 沙 恢 复 饱 和

系数，淤积时可取０．２５，冲刷时取１．０［２７］。

上述公式中坡面水流挟沙能力采用公式（１）进行计

算，由公式（１）可以看出，水流挟沙能力与流速的高次方

呈正相关，而流速与水力半径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进而导致水流挟沙能力与水力半径呈负相关。该公式

在河道、明渠流中已经得到了一系列的应用，验证效果

良好［２８－２９］。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挟沙力公式是否适用降

雨条件下坡面流情况，将本试验数据点绘在武汉水利电

力学院挟沙力公式与实测资料的对比图上（图３）。
由图３可知，本试验数据点群在代表水流挟沙力

曲线的外包线附近，表明坡面水流处于冲刷状态，且

没有达到饱和，故本研究中饱和坡面流的挟沙力可以

近似采用公式（１）来进行计算。

图３　实测资料与已有资料对比

在公式（１）的 实 际 应 用 中 需 要 确 定 系 数ｋ和 指

数ｍ 共２个参 数，在 不 同 的 工 况 下 二 者 的 取 值 不 易

确定，目 前 确 定 挟 沙 力 公 式 中 参 数 的 方 法 分 为２
类［２８］：一是通过不断调试系数和指数，使得计算的含

沙量过程与实测值能较好地符合；二是通过大量实测

挟沙力资料，直接率定出公式中的系数与指数。点绘

Ｓ＊ 与Ｕ３／ｇｈω关系曲线时尽可能采用坡面处于不冲

不淤的平衡状态，亦即含沙量处于饱和状态的实测资

料，但是在水流运动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挟沙水流刚好处于饱和状态是很少出现的。大多

数情况是挟沙水流从超饱和状态通过淤积的方式向

饱和状态发展，只有当这样的过程结束以后，含沙量才

会与相应于水流挟沙力的饱和含沙量相等。本文采取

第２种方法，采用本试验过程中尽可能为不冲不淤实测

含沙量数据点绘Ｓ＊与Ｕ３／ｇｈω双对数坐标纸上（图４），
率定得到降雨条件下ｋ和ｍ的值分别为０．３６，０．６０。

图４　本试验Ｓ＊ 与Ｕ３／ｇｈω 关系曲线

公式（６）中各参数确定后，可对不同工况下坡面

径流侵蚀输沙沿程变化过程进行预测：

①根据 运 动 波 方 程ｑ
ｘ
＋
ｈ
ｔ
＝ｉ－ｆ＝ｒ，可 得 净

雨强ｒ；当坡面 降 雨 达 到 平 衡 状 态 时，单 宽 流 量 可 表

示为ｑ＝ｒｘ；ｑ为 坡 面 流 单 宽 流 量（ｍ２／ｓ）；ｘ 为 沿 水

流方向距坡顶距离（ｍ）；ｉ为降雨强度（ｍｍ／ｈ）；ｒ为

净雨强（ｍｍ／ｈ）。

②根据ｑ＝ｂｈｍ 计算得到水深ｈ，一 般ｂ＝Ｓ０．５／

ｎ，ｍ＝５／３，ｎ为曼宁糙度系数；Ｓ为坡降，Ｓ＝ｓｉｎβ，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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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坡面坡度，进一步得到坡面径流流速ｖ。

③将所得的水深ｈ、流速ｖ等水力参数代入公式

（１）、公式（６）中进行计算得到本断面含沙量，将该计算

值当作下一个断面的进口含沙量，以此类推，即可得到

不同工况条件下坡面降雨径流侵蚀输沙沿程变化过程。

２．３．２　模型 的 验 证　为 了 检 验 模 型 的 模 拟 效 果，本

研究利用４０～１２０ｍｍ／ｈ降雨条件下试验数据进行

不平衡输沙模型的验证，基于公式（６）计算得到的坡

面径流沿程含沙量与实测含沙量数据对比见图５，结

果显示不同降雨条件下坡面径流含沙量计算值与实

测值具有极显著线性拟合关系，模型有效系数Ｒ２为

０．９２，相对误差ＲＥ 为－９．８３％，纳 什 效 率 系 数 ＮＳＥ
为０．８１，说明模型预测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

图５　不同降雨条件下实测含沙量与计算含沙量对比

　　由图５还可看出，降雨强度越大时，计算值越偏离

实测值，出现误差的原因可能是雨强越大，雨滴打击能

力越强，对径流紊动性的影响越强，导致薄层水流的侵

蚀输沙过程发生变化［３０］，造成公式（６）中的α可能不再

适用无降雨情况下的经验取值，为此点绘了由实测状况

下反算求得的α值与雨强ｉ的关系发现，两者呈幂函

数关系，拟合系数Ｒ２＝０．５５（图６），其关系式为：

α＝１１．８０ｉ－０．６８ （７）
式中：α为恢复饱和系数；ｉ为降雨强度（ｍｍ／ｈ）。将

公式（７）中代入公式（６）中，则可得考虑降雨因素时的

坡面不平衡输沙方程：

Ｓ＝Ｓ＊ ＋（Ｓ０－Ｓ０＊）ｅ
１１．８０ｉ－０．６８　Ｌ

ｌ ＋（Ｓ０＊ －Ｓ＊）

１
１１．８０ｉ－０．６８　Ｌ

（１－ｅ
１１．８０ｉ－０．６８　Ｌ

ｌ ） （８）

基于修正后的方程对４０～１２０ｍｍ／ｈ条件下坡

面径流侵蚀 输 沙 过 程 进 行 了 再 次 计 算，结 果 显 示 采

用修正 后 的 方 程 计 算 的 输 沙 量 优 于 原 有 公 式 计 算

的输沙量，线性拟合系数Ｒ２为０．９８，相对误差ＲＥ 为

－７．８８％，纳什效率系数ＮＳＥ为０．９３，说明修正后不

平衡输沙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修正前，且进一步提高

了模型预测精度（图７）。

２．３．３　模型 的 应 用　在 侵 蚀 水 动 力 学 领 域，现 有 的

研究多假定在降雨和床面大糙度共同作用下的薄层

侵蚀径流是牛顿体，这与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完

全符合。如在野外，当坡面暴雨径流侵蚀过后，常能

看到工程堆积体或侵蚀坡沟有舌状、鱼鳞状或泪痕状

的不同尺度淤积体存在，其主要是因为暴雨径流变异

为高浓度的非牛顿流体。赵春红等［３１］通过室内放水

冲刷试验就流体变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径流含沙

量对 水 流 型 态 的 影 响 存 在 临 界 值，该 临 界 值 为３００
ｋｇ／ｍ３，当径流含 沙 量 超 过 该 临 界 值 时，水 流 型 态 从

牛顿体变成了非牛顿体。由于室内种种因素的限制，
导致无法模拟降雨条件下坡面高浓度的非牛顿流体，
已有研究多借助不平衡输沙模型计算水流含沙量，从
而判定坡面径流是否发生变异［２６，３２］。

图６　恢复饱和系数α与雨强关系

图７　修正后含沙量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本研究根据修正后的坡面水流不平衡输沙模型

计算了不同降雨强度下坡面径流侵蚀输沙量，并以此

作为依据给出了不同降雨强度下径流达到变异时的

坡长，由图８可知，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坡面径流含

沙量达 到３００ｋｇ／ｍ３时 的 临 界 坡 长 逐 渐 减 小，４０～
１２０ｍｍ／ｈ雨强下径流含沙量达到３００ｋｇ／ｍ３ 的 坡

长分别为８９，７５，６９，４６，２６ｍ。

图８　不同降雨条件下流体变异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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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径流含沙量随坡长的增加呈增大趋势，当坡

长由１ｍ增加至８ｍ时，４０～１２０ｍｍ／ｈ雨强下径流

含沙量增大３．２８～７．１５倍；径 流 含 沙 量 随 雨 强 的 增

大而增加，当雨强由４０ｍｍ／ｈ增大至１２０ｍｍ／ｈ时，

１～８ｍ坡长下径流含沙量增加１．４１～２．９７倍。
（２）分析了降雨径流侵蚀条件下，水动力学参数

对坡面径流挟沙能力的影响发现，水流挟沙能力与流

速的３次方 成 正 比，与 水 力 半 径 和 沉 速 的 乘 积 成 反

比，得到降雨条件下的水流挟沙能力计算公式。
（３）基于不平衡输沙方程和运动波方程给出一种

可以反映坡面径流侵蚀不平衡输沙的模型并进行验

证，模型有效系数Ｒ２为０．９８，纳什效率系数 ＮＳＥ为

０．９３，相对误 差ＲＥ 为－７．８８％，验 证 结 果 良 好。并

对４０～１２０ｍｍ／ｈ雨强下坡面水流发生变异时（坡面

径流含沙量达到３００ｋｇ／ｍ３）的 坡 长 进 行 了 预 测，其

值分别为８９，７５，６９，４６，２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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