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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介绍了降雨条件下Green-Ampt模型的改进形式, 以及国内外利用实验和理论方法推求模型中湿

润锋处吸力的方法,对其在积水入渗、降雨入渗、结皮及侵蚀模型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对该模型与其他模型进行

了对比分析, 并展望了模型的应用前景。认为该模型可进一步被应用于植被覆盖条件、坡地降雨过程及坡地浑水入

渗过程的分析; 在今后坡地水文的研究中,可针对以上不同条件进行Green-Ampt 模型应用于黄土坡地水文过程的

修正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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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if ied Green-Ampt model w as int roduced under rainfall condit ions, as w ell as the

domest ic and internat ional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 of soil w ater suct ion of w et t ing fr ont in the

model acco rding to experiment and theor y. The co rresponding applicat ion of the model is discussed

including ponding w ater inf iltr at ion, rainfall and inf iltr at ion, crust and erosion models, and the comparison

betw een the model and the other models w 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former studies,

the apply ing prospects of the model w as view ed. Green-Ampt model can be used under the condit ions of

vegetation cover, rainfall o f slopeland and muddy w ater inf ilt rat ion on slope land. In the later studies of

slope land hydro logy , Green-Ampt model can be modif ied and revised when study ing Loess slope land

hydr olog 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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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渗是指水分进入土壤的过程,是田间水循环

过程中降雨或灌溉水向土壤水分转化的重要环节。

多年来, 许多学者就入渗特征提出了不同的模

型
[ 1-6]

, 其中包括 Green W H 和 Ampt G A
[ 1]
早在

1911 年根据毛管理论提出的近似积水模型, 即

Green-Ampt 入渗模型。Green-Ampt模型也称为活

塞置换模型,与描述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复杂形式

的Richards方程相比,该模型形式上较为简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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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Gr een-Ampt入渗模型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便

于建立其特征参数与土壤物理特征间的关系,其计

算结果也很精确, 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同。

Green-Ampt 模型最初仅适用于土质均匀、初

始干燥的薄层积水条件的入渗, 未考虑层状土入渗

过程,也不涉及浑水含沙量对入渗的影响, 更未详尽

探讨土壤中禁锢空气对模型参数的影响, 也未明确

给出不同条件下模型参数的变化范围,因而模型的

最初应用十分有限。基于Green-Ampt模型形式简

单的优点,为便于应用,许多学者在特定条件下对其

进行了改进, 本文介绍了降雨条件下 Green-Ampt

模型的改进形式, 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对其

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坡面降雨及入渗特征

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指导,促进该模型在不同地域

和降雨条件下的应用。

1　入渗(降雨)模型简介

通常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可以用Darcy 定理和

Richards方程进行描述,但由于其模型表述形式复

杂,而且需要土壤水分运动参数,其求解若非采用解

析法或数值法则难以获得, 因而不便应用。为寻求描

述土壤入渗特征的简单途径,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具

有不同特点和用途的入渗模型来描述入渗规律。目

前常用的入渗模型有Green-Ampt模型
[ 1]、Philip模

型[ 4]、Hor ton模型
[ 5]及Kost iakov 经验模型

[ 6]等。

Philip入渗模型 [ 4]是根据垂直入渗的级数解获

得的,可近似表示为:

f = 0. 5S t
- 0. 5

+ B。 ( 1)

式中: f 为入渗率, cm/ min; S 为吸湿率, cm / min
0. 5;

t为入渗时间, m in; B 为常数, cm/ m in。

Kostiakov 公式、Horton 公式及通用入渗公式

均为经验型公式, 入渗参数无明确物理意义,在此不

再赘述。

Green-Ampt 模型假定在积水入渗过程中, 土

壤含水量剖面中存在一个很陡的湿润锋面, 湿润锋

面与土表面间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同时湿润锋面

处存在 1个固定不变的吸力 S f
[ 1]
, 若用几个较易获

得的参数来表示入渗关系, 则有:

f = K s[ 1 + ( �s - �i) S f / I ]。 ( 2)

式中: f 为入渗率, cm/ m in; K s 为有效饱和导水率,

cm / min; �i 和�s 分别为土壤初始含水量及饱和含水
量, cm

3
/ cm

3
; I 为累积入渗量, cm。

Mein 和 Larson
[ 7]
提出了降雨条件下 Gr een-

Ampt 模型的表达形式,即设稳定的降雨强度为 R

( cm / min) , 降雨后开始积水的时间为 tp ( m in) ,入渗

率 f = R 时的累积入渗量计为 I p ( cm ) , 则 Green-

Ampt 模型可表示为:

f =
R t ≤ tp ,

ks[ 1 + (�0 - �i) S f / I p ] t > tp。
( 3)

　　开始积水的时间 tp 由下式给出:

tp = I p / R。 ( 4)

　　Green-Ampt公式的主要优点为: ( 1)基质作用

通过概化湿润锋处的平均吸力S f 来体现,在形式上

类似于饱和Darcy 定律,具有Darcy 定理的功能, 但

比其形式简单, 同时能够反映非饱和土壤的入渗特

征; ( 2)将重力作用和基质作用完全分开,而后者可

通过简单代数形式进行描述, 因此便于通过简单分

析来揭示不同条件下重力势和基质势的贡献及相应

的影响因素; ( 3)所需的参数不多,其中饱和导水率

的试验测定方法简单,湿润锋处吸力的计算稍复杂,

但可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取。

2　Green-Ampt 模型的改进

Green-Ampt 模型最初仅适用于前期干燥的均

质土,当研究的土壤特性、区域条件和目的有所变化

时,该模型的应用受到了限制,为扩大模型的适用条

件和范围, 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条件对其进行了改

进。

令式( 2)中M = �s- �i ,该参数表明了前期土壤
水分亏缺量,则Green-Ampt模型可改写为:

f = K s [ 1 + MS f / I ]。 ( 5)

　　Brakensiek 和Raw ls
[ 8]为模拟降雨期间地表黏

闭的变化,将导水率K s表示为瞬变的导水率K c, 即

有:

K s = K c = K f + ( K i - K f ) exp( - CE s )。( 6)

式中: K i, K f 分别为初始黏闭导水率和最终黏闭导

水率, cm/ m in; E s为累积降雨结皮动能, J/ m 2, 该参

数为覆盖或糙率影响下的降雨动能; C 为形状系数,

可表示为:

C = ( 1/ E′0 ) ln[ K f / ( K i - K f ) ]。 ( 7)

式中: E
′
0为时刻t1的累积降雨动能, J/ m

2; t 1为K c 降

低到2K f 的时间, min。则累积降雨结皮动能E s可表

示为:

E s (t= i) = E s( t= i- 1) + B [ 1 - ( RR/ 4) ] E0R ( t= i)。

( 8)

式中: i表示时间增量; B 为土表裸露面积的百分比;

RR 为随机糙率, 定义为减去初始糙率后单个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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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标准差, cm; E 0 为单位深度的降雨动能,

J/ ( m
2
·mm)。对人工模拟降雨而言, E0 一般为

23～32 J/ ( m
2
·mm) ;而在天然降雨条件下,可采用

Rosew ell [ 9]针对 Brisbane 地区提出的公式, 根据雨

强大小计算E0 ,即:

E 0 = 26. 35[ 1 - 0. 669exp( - 0. 034 9) ]。( 9)

　　式( 6)～( 8)将黏闭导水率的降低趋势与累积降

雨动能联系起来, 进而将其降低速率与形状系数、土

表裸露比率及糙率相联系。当B= 0或RR= 4. 0或

K f≥0. 5K i 时土表无黏闭,则导水率为常数( K c=

K i) ,入渗解又变为最初的Green-Ampt方程。

Silburn 等
[ 10]采用上述改进方法, 运用降雨模

拟资料将分布参数水文模型( ANSWERS)应用于流

域尺度范围进行研究。他们针对降雨条件下土壤中

存在 4个层(即表土层(新耕层)、表面黏闭层、耕作

层和其下部土层)的情况, 用模拟降雨器在1 m
2
小

区内进行降雨试验,结果表明, 对于新耕裸土,表土

黏闭能控制初始积水和后续入渗过程,但是长历时

的入渗则由下部土层特性控制; 此外,他们还得出了

层状土壤系统的一系列参数, 该参数在用于小区入

渗特性的预测时效果较好。

3　Green-Ampt 模型的应用

3. 1　Green-Ampt模型参数的计算方法

　　在Green-Ampt 模型中,湿润锋处吸力S f 是一

个重要参数。实质上S f 与实测土壤特性如持水或非

饱和导水率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 使该参数无法用

直接的物理方法获取, 因此影响了模型的进一步应

用。对此,许多学者针对最初的Gr een-Ampt 模型,

探求了湿润锋处吸力参数的经验和理论求解方法。

Bouw er
[ 11]首先建议将湿润锋处吸力S f 表示为无量

纲形式的相对导水率 K r 与基质压力势 h 的函数,

即:

S f =∫
h
i

0
K r ( h) dh。 ( 10)

　　但此式并非由理论推导得出, 而是将模拟水平

流动的结果用于垂直情况。为此,随后Bouw er
[ 12]
又

建立了现场测量进气吸力的实验装置用于估计S f

值,但由于需要获得水分运动参数与含水率的实测

关系,而使该方法的应用受到了限制。Mein等
[ 13]提

出另一种计算S f 值的方法,即

S f = [∫
K ( �

s
)

K ( �
i
)
hdK (�) ] / [ K (�s) - K (�i) ]。( 11)

　　但该方法与Bouw er 方法
[ 11]
的结果相同, 殊途

同归。

Morel-Seytoux 等
[ 14]假设空气是不可压缩的并

保持在常温下不变,在此条件下得到的湿润锋处吸

力表达式为:

S f =∫
hci

0
f wdh c。 ( 12)

式中: f w= ( krw /�w ) / ( krw /�w + kra /�a ) , 其中 krw、kr a

分别为水和空气的相对导水率; �w、�a 分别为水和

空气的动力黏滞系数。但Morel-Seytoux 等[ 14]的推

导过程较为繁杂,而且结果不够精确。

Newman [ 15]从理论上推导了Bouw er [ 11]的公式,

与Morel-Seytoux 等
[ 14]
不同的是, 前者忽略了气体

流动的影响,因而无需确定气体相对渗透性与饱和

含水率之间的函数关系。Brakensiek
[ 16]根据土壤水

分特征曲线获得进气压力并探讨了其与 S f 值的联

系。Chong 等
[ 17]
结合前人得出的导水率与湿润锋压

力势的表达式, 推导出了具有物理基础而形式简单

的几何方程来计算S f 值,即:

S f = m(�s / a) nb
[ ( b - 1) ( b + n - 1) ] �

1 - (�i /�s) ( b+ n- 1) / b

1 - (�i/ �s ) ( b- 1) / b 。 ( 13)

式中: m, n, a, b 均为常量。Chong 等
[ 17]结合实测入

渗资料对该表达式进行了验证,对比累积入渗量与

双环入渗的结果后表明, 该方法对于初始干燥土壤

的预测结果较为准确,且仅适用于土壤脱水过程而

不适用于入渗过程。张光辉等[ 18]以Brooks-Co rey 持

水模型条件下的 van Genuchten 导水模型为基础,

基于土壤物理特性推导出Green-Ampt 模型S f 的计

算公式, 并利用人工模拟降雨条件下的土壤累积入

渗量资料对其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其相对误差较

小,说明应用土壤物理特性可以较为准确地推求S f。

3. 2　Green-Ampt 模型在积水入渗中的应用

最初的 Green-Ampt 模型仅适用于均质土壤,

为将Green-Ampt 模型应用于不同土壤情况, 国内

外学者对其做了相应的改进。Fok 和Hansen
[ 19]
推导

了该模型的无量纲形式; Fok
[ 20]
后又对其无量纲形

式进一步进行了扩展; Hillel和Gardner
[ 21]
假设结皮

和土壤界面含水率为定值,采用 Green-Ampt 方法

获得了稳定结皮入渗问题的解析解, 实际上在入渗

初期边界含水率变化很快, 入渗后期由于入渗率变

化不大而可将含水量看作固定不变。Ahuja
[ 22]
基于

相应的物理概念, 针对结皮与土壤界面间含水率随

时间变化的情况, 建立了结皮土壤的近似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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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t 方程,当剖面形状系数为定值时,该近似解析

方法与实测累积入渗量和有限差分数值解的比较表

明,其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国内对Green-Ampt 模型的研究起步较晚。汪

志荣等
[ 23]
根据不同含沙量波涌灌中连续和间歇供

水条件下的入渗资料,分析了Green-Ampt 模型的

假定在浑水间歇入渗过程中的适用性,建立了清水、

浑水、连续和间歇入渗之间的关系,讨论了模型参数

的确定方法, 结果表明,该假定可有效用于间歇入渗

的情况。王全九等 [ 24]通过对Green-Ampt模型特点

的进一步总结, 分析了该模型在沙层阻水、浑水入

渗、间歇入渗和降雨入渗方面的应用情况, 提出在浑

水入渗特性分析中, 假定致密层在入渗过程中达到

饱和,由此可建立其入渗通量关系,即:

qn = k sm[ 1 + H n ( t) / L ( t) ]。 ( 14)

式中: qn为致密层入渗通量, cm/ min; ksm为致密层饱

和导水率; H n ( t )为致密层下界面的吸力, cm; L ( t)

为致密层的厚度, cm ; t为时间, min。

王文焰等
[ 25]
提出仅将饱和层与传导层统一视

为饱和区,而将非饱和湿润层的含水量变化视为施

加于饱和区的吸力势,基于 Green-Ampt 模型的相

关理论,推导得出了适用于黄土区的入渗模型:

t =
( 4 +  ) (�s - �i)

16k�s [ 2L - 4( H + S f ) �

ln(
0. 5L + H + S f

H + S f
) ]。 ( 15)

式中: H 为积水高度, cm ; k 为非饱和导水率,

cm / min; L 为湿润锋深度, cm。王文焰等
[ 25]还利用

甘肃秦王川地区实测入渗资料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合

理性检验。李援农等
[ 26]
利用自制的入渗仪测定了土

壤入渗过程中被禁锢土壤空气的压力大小及其变

化,研究了禁锢土壤空气压力对非饱和土壤入渗水

流的阻碍作用,通过自由入渗与恒定土壤空气压力

入渗试验结果的对比, 认为研究入渗问题必须考虑

禁锢土壤空气压力的影响作用, 并给出了禁锢土壤

空气压力影响下的Green-Ampt模型。

3. 3　Green-Ampt模型与其他模型的对比

由于不同的入渗模型基于类似的物理概念,故

学者们对Gr een-Ampt 模型与其他入渗模型的联系

进行了一些探索。Fok [ 27]基于Darcy 定律和连续方

程结合有关物理概念推导出了简单Gr een-Ampt 公

式, 同时与基于Richards方程的Philip二项式进行

比较,发现二者在形式上极为相似,两模型最大差值

小于17%; Fok
[ 27]
认为该误差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 Philip 模型在推导过程中只取了级数的前两

项; 二是Green-Ampt 方程中有关参数为常量的假

定与实际情况有出入。Fok
[ 27]
同时还给出了模型适

用的时间范围。Swartzendruber
[ 28]将土表积水高度

表示为时间平方根的函数,以二项入渗方程为基础,

使用积分方法推导出了 Green-Ampt 模型, 从而揭

示了两模型的内在联系。王全九等
[ 29]
对比分析了具

有明确物理意义的 Philip 入渗模型和 Green-Ampt

入渗模型,建立了两模型特征参数间的理论关系, 利

用一维垂直入渗实验资料对该理论关系进行了比

较, 验证了其合理性, 并对比分析了两模型的准确

性, 发现Phil ip 入渗模型对参数精度要求较高, 而

Green-Ampt 模型对参数要求相对较低。

3. 4　Green-Ampt 模型在降雨入渗及水文侵蚀过

程中的应用

　　Gr een-Ampt 模型在水文和侵蚀等涉及入渗过

程的计算中也有很多应用。由于地表结皮相对于土

壤来说其水力阻力较大, 此时假定界面含水率为定

值将导致很大的误差, Ahuja
[ 30]
针对界面含水率随

时间变化问题,将 Green-Ampt 方程应用于降雨的

初始阶段,与Richards 方程数值解结果比较后发现

两者较为吻合, 但计算中需要实测同一时间的入渗

率和入渗体积值,因此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Chu [ 31]

建立了非稳定降雨条件下,运用 Green-Ampt 公式

计算水蚀预报( WEPP)模型入渗特征的方法, 当初

始入渗率与雨强相等时, 积水后的入渗率 f 采用下

式计算:

f = K e( 1 + N s / I )。 ( 16)

式中: K e 为有效导水率, mm/ h; N s 为有效基质势,

mm; I 为累积入渗量, mm。

Risse等
[ 32]
以11个地点的多年天然径流小区资

料,利用WEPP 模型进行了径流的预报 ,对Green-

Ampt 模型中的有效导水率参数进行了优化, 并建

立了该参数与土壤结皮、降雨事件大小和前期水分

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调试后表明该方法提高了模

拟效率。张光辉等[ 33]采用人工降雨,用蒸发法测定

了非饱和土壤物理参数, 将Green-Ampt 模型与退

水曲线法和坡面运动波模型相结合, 计算了产流过

程, 其误差可满足一般精度要求。陈力等 [ 34]在坡面

降雨入渗产流规律的研究中, 采用改进的 Green-

Ampt 公式进行入渗特征的计算, 并结合运动波理

论建立了坡面降雨入渗产流的动力学模型,即

22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5 卷



� h
� t + � q� x = Rco s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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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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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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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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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17)

f = K s [ 1 + (�s - �i ) S f / I ] ,

I = K st + S f (�s + �i ) ln 1 +
1

S f (�s - �i) 。

( 18)

式中: h 为水深, m ; R 为雨强, cm / min; q 为单宽流

量, m2 / s; S0为坡度; n 为Manning 糙率系数。陈力

等
[ 34 ]
采用数值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求解,并利用实

测资料进行了验证,分析了雨强、土壤初始含水量、

渗透系数、坡面阻力以及坡长和坡度等因素对坡面

产流过程的影响。王千等[ 35]在降雨入渗过程的计算

中也使用了Gr een-Ampt 模型。Rafael等
[ 36]
在模拟

植被过滤带水文特征和泥沙输移过程中, 采用

Petrov-Galerkin 有限元动力波模型, 结合改进的

Green-Ampt 入渗子模型进行了田间试验, 得到了

较为精确的结果。

此外, Chu
[ 37]
研究中用 Green-Ampt 分析法对

地面半球形入渗源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三维空间的

入渗模型。这表明Green-Ampt模型不仅可用于分

析垂直入渗, 而且可用于研究三维空间中的水分运

动。

4　结论与展望

由于Green-Ampt 模型的描述形式比较简单且

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因而在降雨入渗和其他涉及

土壤水分运动特征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

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和土壤类型存在差异, 土壤水分

管理采用的方式也不相同。以黄土高原为例,由于多

年的降雨和风力作用, 土壤侵蚀严重;同时该地区的

坡地面积较大,据有关统计资料,黄土高原坡耕地面

积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71. 3%; 此外,该区坡地的坡

度较大,其中6°～25°的坡地占25%～40%, 25°～35°

的坡地占 15%～25% , 35°以上的坡地占 25%～

40%
[ 38]
。近年来, 针对坡地水分运动的研究较多,但

国外的研究多针对10°以下的缓坡进行,而由于我国

陡坡面积的大量存在, 使土壤水分运动的研究趋于

复杂。Green-Ampt模型基于典型的特点, 在坡地水

分运动的研究中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综观目

前研究结果, Green-Ampt 模型在国内的应用,尤其

在坡地水文方面的应用还很有限, 而降雨雨水在接

触土表时即开始入渗过程,其对入渗过程的描述是

必不可少的。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就以下方面对

Green-Ampt 模型的研究及应用进行拓展:

1) Green-Ampt 模型自提出以来, 无论是最初

在均质土中采用,还是后来应用于层状土,均为一维

简单条件, 虽然有研究者将模型运用到坡地降雨过

程,但仍为简化的一维条件,今后在坡地二维或三维

条件下的应用方面, 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2) Green-Ampt 模型虽然形式简单, 但参数并

不是普遍适用的。当土壤质地改变,或土壤中有封闭

空气时,湿润锋处的吸力也有所不同。因此, 有必要

对土壤颗粒粒径分布或空隙度变化条件下湿润锋吸

力参数的相应变化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3)目前,人们对植被覆盖条件下坡地水文过程

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影响水分入渗的同时,植被覆盖

也改变了地表的上边界条件, 因此在应用 Green-

Ampt 模型时, 其形式也将有所变化, 研究 Green-

Ampt 模型受植被覆盖影响的定量关系将具有重要

的实际意义。

4)对浑水入渗条件下 Green-Ampt 模型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对于不同含沙量的浑水对模型参数的

影响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综合以上因素,对 Green-Ampt 模型的影响研

究, 特别是对模型多因素影响的定量关系研究任重

而道远, 需在完成以上各部分的研究之后作出系统

的归纳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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