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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一维垂直积水入渗试验，研究晋陕蒙能源区不同构型土体的水分入渗特性。结果表明: 不同构型土体的

入渗能力差异明显，表现为风沙土、黄土、砒砂岩的入渗能力依次降低，风沙土和黄土中采用混合添加和分层添加

砒砂岩的方式均可以延长入渗时间并能降低入渗速率; 在控制较高容重的条件下，含有料姜石和煤矸石的土体入

渗能力低; 层状结构土体的入渗能力低于均质土壤; 采用线性函数可以很好地描述不同构型土体累积入渗量与湿

润锋推进距离之间的关系; 与 Philip 入渗模型相比，Kostiakov 入渗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不同构型土体的入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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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Various Soil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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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il 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structure and texture of the soil configuration in Shanxi-Shaanxi-Inner Mongolia energy zone are quite
complex which results in different infiltration properties． The 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oil
configurations were analyzed by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infiltration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il in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soil configuration，and the infiltration capacity
was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aeolian sandy soil，loess soil and soft rock． The mixed and layered addition
of soft rock to aeolian sandy soil and loess soil both could extend infiltration time and reduce infiltration
rate． The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soil containing calcites and gangue was inhibited under the high bulk
density condition． Layered structure soil had a lower infiltration capacity than that of homogeneous so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and wetting front advancing distance could be well
expressed as a linear function model． Kostiakov infiltration model could better fit the infiltration process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 Ｒ2 ＞ 0. 93) than that of Philip model． The results provided a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soil water movement process and also offered a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clamation of mining soils in Shanxi-Shaanxi-Inner Mongolia energy zone．
Key words: Soil configuration Infiltration Layered structure Soil-rock mixed structure Shanxi-

Shaanxi-Inner Mongolia energy region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能源的需求量也

相应增加，煤炭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能源，其开采量和

消费量均居能源结构的首位［1］。然而，煤炭的开采

在得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

负面影响，特别是露天煤矿的开采会导致植被破坏、
地貌改变、土壤及地质结构永久彻底地改变和地表

及地下水文规律的破坏［2］。同时露天矿开采过程

中也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比如煤矸石和矿渣等，这

些废弃物经常会在排土场复垦中被填埋，上面覆盖

原表土等［3 － 4］。晋陕蒙能源区是中国特大型煤炭化

工基地，其煤炭储量占全国 1 /3，为我国重要的能源

基地［5］。该区总面积 5. 44 × 104 km2，主要的土壤类

型为风沙土、黄土，1 /3 的面积分布着砒砂岩［6］，同

时存在大面积的复垦重构土体。风沙土由于砂粒含

量高，土壤通气性好，几乎无毛管作用，故持水能力

差，养分含量低［7］。黄土富含钙质，在降雨丰沛的

年份，钙质随雨水发生淋溶; 在干旱的年份，随水淋

溶的 钙 质 在 土 壤 深 层 发 生 淀 积，形 成 一 层 钙 积

层［8］。砒砂岩成岩程度低、沙粒间胶结程度差、结

构强度低，导致无水坚硬如石，遇水则松软如泥土。
根据砒砂岩的上覆情况可以分为: 裸露砒砂岩区、盖
土砒砂岩区、盖沙砒砂岩区［9］，从垂直剖面上为层

状结构土体。复垦重构土体多是在废弃物表面上覆

黄土。学者对矿区土壤入渗做了大量研究［3，10 － 14］，

研究表明水分是排土场植被恢复过程中的主要限制

因子之一。土壤入渗是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

水相互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3，15］，了解土壤入渗

特性对生态植被恢复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6］。
特别是在土壤类型较多，结构复杂的晋陕蒙能源区。
本文通过土柱模拟试验的方式，研究该地区不同构

型土体的混合、分层结构以及复垦土壤土石混合结

构的入渗过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地区土壤水分

运动变化规律提供理论依据，为矿区土地复垦提供

合理的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点设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永利煤矿，供试土壤风沙土取自准格尔旗龙口镇

( 111°22'07″E，40°01'19″N) ，黄土取自黑岱沟煤矿东

排土场( 111°18'29″E，39°48'10″N) ，砒砂岩和料姜石取

自准格尔旗暖水乡砒砂岩风景区内 ( 110°33'18″E，

39°43'01″N) ，煤矸石取自永利煤矿洗煤厂( 110°19'53″E，

39°41'52″N)。风沙土、黄土和砒砂岩采集后风干、碾

压、去杂后过 1 cm 筛备用。料姜石和煤矸石密度分

别为: 2. 44、1. 86 g /cm3，风 干 后 选 取 粒 径 1. 5 ～
3. 0 cm 样品备用。各样品的基本参数详见表 1，其

中料姜石和煤矸石的含水率很低，试验中忽略不计。

表 1 供试材料物理性质

Tab． 1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ested soil %

供试

材料

颗粒组成

粘粒

( ＜ 0. 002 mm)

粉粒( 0. 002 ～

0. 2 mm)

砂粒

( 0. 02 ～ 2 mm)

初始

含水率

风沙土 6. 767 7. 055 86. 178 0. 50

黄土 10. 224 15. 296 74. 480 3. 00

砒砂岩 8. 096 13. 700 78. 204 5. 02

1. 2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选取矿区常见的土体构型进行模拟。试验

设计分为纯土壤结构、土壤间分层结构、土壤间混合

添加结构、土石混合结构和排土场复垦土石混合分

层结构。风沙土、黄土和砒砂岩容重根据矿区常见

值设定，层状结构根据不同层分别按相应的土壤容

重填装。试验设计与处理详见表 2，其中容重为填

装后的值，试验重复 3 次。

表 2 试验设计与处理

Tab． 2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reatment

处理编号 容重 / ( g·cm －3 ) 处理 处理编号 处理

A 1. 60 风沙土 A1B2 上层 50 cm A、下层 150 cm B

B 1. 40 黄土 A1C2 上层 50 cm A、下层 150 cm C

C 1. 40 砒砂岩 B1C2 上层 50 cm B、下层 150 cm C

AC 1. 54 A 与 C 质量比 3∶ 1混合 B1C2D3 上层 50 cm B、中间 20 cm C、下层 130 cm D

BC 1. 40 B 与 C 质量比 3∶ 1混合 B1C2E3 上层 50 cm B、中间 20 cm C、下层 130 cm E

D 1. 61 黄土与料姜石质量比 7∶ 3混合 B1C2E3C4E5 从上到下依次为 50 cm B、20 cm C、

E 1. 51 黄土与煤矸石质量比 7∶ 3混合 55 cm E、20 cm C、55 cm E

试验装置由土柱和供水系统组成。土柱由内径

28. 5 cm、高 220 cm 的有机玻璃管制成; 供水系统主

要由内径 20 cm、高 60 cm 马氏瓶构成，外壁标有刻

度用于标定马氏瓶内水柱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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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先在土柱底部孔板上放置滤纸，防止土

壤颗粒流失，然后计算每层 ( 10 cm) 所需的土壤和

碎石质量，分层装入土柱，每次装土前将土壤表面打

毛。土柱表面也放置滤纸，防止表层土壤受到强烈

冲击，装土完成后自然沉降一周。试验过程中水头

均控制为 10 cm，采取先密后疏的方式读取湿润锋

运移距离，并记录马氏瓶水位，直到土柱底部开始滴

水，由于条件限制夜间减少数据采集量。
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 17. 0 软件对试验数据

进行分析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湿润锋的变化

将实测的湿润锋迁移距离随时间的变化过程点

绘于图 1。由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入渗过程的进行，

所有处理的土体湿润锋深度都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

大。湿润峰的变化速率可以反映土壤的输水能力，

变化速率越大说明土壤的输水能力越强［17］。在入

渗的初始阶段，湿润锋的变化速率较大，随着时间的

推移，湿 润 锋 深 度 变 化 曲 线 变 得 较 为 平 缓。由

图 1a、1b看出，同种均质土体湿润锋的变化速率从

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 风沙土、黄土、砒砂岩，湿润锋

到达土柱底部的时间与湿润锋的变化速率呈现相同

的规律。在风沙土和黄土中添加 25% 的砒砂岩，

湿润锋的 变 化 速 率 与 纯 风 沙 土 和 黄 土 相 比 均 减

小。对于层状土，表层 50 cm 风沙土和黄土与均质

风沙土和黄土的入渗规律一致，深层 150 cm 的黄

土和砒砂岩与对应的均质土体的湿润锋的变化速

率相似，而且在 50 cm 处有明显的转折点。说明砒

砂岩对湿润锋的推进有明显阻碍作用，可以相应

延长土体入渗所需的时间，这与摄晓燕等［6］的研

究结果一致。

图 1 不同处理湿润锋的动态变化

Fig． 1 Dynamic changes of wetting front in different layered soil depths

由图 1c 可以看出，纯黄土的湿润锋变化速率要

大于土石混合结构。在入渗的初始阶段，分层土体

表层 70 cm 湿润锋的变化速率略高于纯土石混合结

构土体，土石混合结构间的差异不显著。70 cm 作

为明显的转折点，湿润锋深度变化曲线开始趋缓。
整个入渗过程，湿润锋到达 200 cm 所需时间依次

为: D ＜ E ＜ B1C2D3 ＜ B1C2E3C4E5 ＜ B1C2E3。表明在

土石混合结构中表层添加黄土和砒砂岩可以延长入

渗所需的时间。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入渗，表层土壤

中的细小颗粒往下迁移，在土石混合分界层一定程

度堵塞了过水通道，导致湿润锋变化速率显著降低，

使得完成入渗所需的时间延长。
2. 2 不同处理累积入渗量的变化

累积入渗量是一定时间段内通过单位土壤表面

入渗的累积水量，为便于比较，本研究中用入渗水深

( cm) 表示［18］。图 2 显示，各处理的累积入渗量均

随时间的延长呈增大趋势。图 2a 中，风沙土、黄土

和砒砂岩的累积入渗量增长趋于缓慢，完成入渗所

需的时间也相应的变长。完成整个入渗过程，黄土

的累积入渗量高于风沙土和砒砂岩的累积入渗量，

风沙土和砒砂岩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是: 风沙土的容重高于黄土，土壤孔隙度小于黄土;

砒砂岩中砂粒含量较少，同时蒙脱石的含量高达

30%，蒙脱石是 2∶ 1型胀缩性粘土矿物，遇水崩解膨

胀，土壤孔隙度变小。相同的入渗时间内，砒砂岩的

添加可降低风沙土的累积入渗量，而对黄土累积入

渗量的影响不明显。
由图 2c 看出，土石混合结构土体的累积入渗量

随时间的延长呈增大的趋势。除黄土之外，在入渗

初始的 1 500 min 内，同一入渗时间段内纯土石混合

结构的土体累积入渗量低于其他处理; 在 1 500 min
之后，纯土石混合结构累积入渗量的变化速率高于

其他土石混合结构的处理; 2 500 min 之后，累积入

渗量开始高于其他的土石混合处理。整个入渗过程

中，纯黄土和黄土与料姜石混合结构的累积入渗量

高于其他处理，可能的原因是: 黄土的容重最小，总

孔隙度最大; 料姜石比煤矸石含有较大的密度，相同

质量的料姜石所占的体积要小于煤矸石，黄土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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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处理累积入渗量的动态变化

Fig． 2 Dynamic changes of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in different layered soil depths

姜石混合结构的总孔隙度也较大。这与李卓［19］、吴
军虎［20］等的研究结果相似，即累积入渗量随容重的

增大而降低。
2. 3 湿润锋推进距离与累积入渗量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研究湿润锋推进距离与累积入渗量

之间的关系，根据实测结果，对不同处理同一时刻实

测的湿润锋推进距离与累积入渗量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可采用线性关系进行表达，即

I = aZ f + b ( 1)

式中 I———累积入渗量，cm
Z f———为湿润锋推进距离，cm
a、b———拟合参数［21］

图 3 不同处理入渗率的动态变化

Fig． 3 Dynamic changes of infiltration rat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不同处理下的拟合参数见表 2。由表 2 可以看

出，不同处理间累积入渗量与湿润锋推进距离均呈

现良好的线性关系，Ｒ2 均在 0. 964 3 以上。在相同

条件下，黄土的 a 值略高于风沙土和砒砂岩; 层状土

的 a 值略高于纯风沙土和纯砒砂岩。复杂的分层土

石混合结构拟合的 b 值高于其他处理，可能的原因

是其分层结构以及土石混合结构的不均一性和复杂

性，其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 4 不同处理入渗率的变化

入渗率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地表单位面积渗入到

土壤中的水量，反映了土壤的入渗性能，受土壤质

地、孔隙状况、供水强度等因素的影响［22 － 23］。本研

究 中，供水强度通过恒定水头保持一致。图3显示

表 2 累积入渗量与湿润锋推进距离关系的拟合参数

Tab． 2 Fitting parameters for relationship between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and wetting front

处理编号 a b Ｒ2

A 0. 304 4 0 0. 999 7

B 0. 339 7 0 0. 996 9

C 0. 302 5 0 0. 998 4
A1B2 0. 334 9 0 0. 998 7
A1C2 0. 319 0 0 0. 998 8
B1C2 0. 327 2 0 0. 998 8

AC 0. 300 2 0 0. 997 4

BC 0. 372 9 0 0. 994 7

D 0. 325 1 0 0. 986 5
B1C2D3 0. 269 4 2. 220 1 0. 964 3

E 0. 291 0 0 0. 987 9
B1C2E3 0. 308 8 1. 451 6 0. 983 7
B1C2E3C4E5 0. 317 8 0. 668 3 0. 997 1

了入渗的前 600 min 内，入渗率随时间的变化，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入渗过程中，无论均质土体、分
层土体还是土石混合结构，各处理入渗率随入渗时

间的变化趋势相同。各处理土体的入渗率均随时间

的延长而逐渐减小，最后趋于稳定。
由图 3a 可以看出风沙土的入渗率最大，砒砂岩

的入渗率最低，黄土的入渗率介于两者之间。在风

沙土、黄土中添加砒砂岩后入渗率均降低。由图 3c
可以看出层状结构土体初始入渗率要高于土石混合

结构，层状结构土体湿润锋达到土柱底部时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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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渗速率要低于相对应的纯土石混合结构土体，这

与湿润锋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一致。本研究中设置的

土石混合结构土体的平均入渗率显著低于黄土，其

主要原因是土石混合结构具有较大的容重。本研究

中的层状土结构在初始入渗阶段入渗速率较快，随

后速度逐渐减慢。这种结构对于降雨的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在降雨之后地表水分可以快速入渗，减少地

表产流，而土壤水分进入土石混合结构层后入渗速

率减小，水分迁移变慢，可以减少水分向深层的流

失。
2. 5 土壤水分入渗过程模拟

根据前人的研究，估算入渗率的公式可以分为

理论型和经验型两种。常见的 Green-Ampt 和 Philip
入 渗 模 型 属 于 理 论 模 型，有 一 定 的 物 理 基 础;

Kostiakov 入渗模型和指数模型属于经验模型，指数

模型源于 Horton 模型。本研究选择 Philip 入渗模型

和 Kostiakov 模型模拟不同质地土壤的入渗过程。
Philip 入渗模型主要解决初始含水率均匀分布

的均质一维入渗问题［24］，本研究中主要利用其对均

质土壤进行拟合，Philip 入渗模型公式为

I = St1 /2 + At ( 2)

式中 t———入渗历时，min
S———土壤吸渗率，cm /min1 /2

A———稳渗率，cm /min
Kostiakov 入渗模型公式为

I = Kt1 － α ( 3)

式中 K———经验系数，cm /min
α———经验入渗指数

根据实测累积入渗过程，利用 Origin 软件 对

Philip 入渗模型和 Kostiakov 入渗模型参数进行拟

合，拟合结果表明: 利用 Philip 入渗模型拟合分层土

体入渗时稳定入渗率为负值，验证了其仅适合均质

土体入渗过程的模拟，Kostiakov 入渗模型对各处理

的拟合效果均较好，决定系数均在 0. 93 以上。因此

在矿区，Kostiakov 入渗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不同构

型土体的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这与党宏

宇等［25］对含有土石隔层土壤入渗特性的研究结果

相似。
Kostiakov 入渗模型中，K 值主要受入渗时土壤

结构和状况的影响，参数 K 是反映土壤入渗能力

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表示土壤入渗开始后第一个

单位时间( 1 min) 内单位面积上的平均入渗速率或

第一个单位时段末单位面积上的累积入渗量［19］。
本研究显示分层土体拟合的 K 值要显著高于均质

土体，风沙土的值高于黄土和砒砂岩，而且在风沙

土和黄土中添加砒砂岩可以降低 K 值。土石混合

结构拟合的 K 值介于砒 砂 岩 和 黄 土 的 拟 合 值 之

间，说明土石混合结构控制较高的容重其入渗性

能也会降低。
α 反映了土壤入渗能力的衰减速度，值越大，

入渗能力衰减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α 值的大小

取决于由土体润湿而引起的土壤结构的改变［19］。
由表 3可看出层状结构土体的 α 值显著高于均质

土体，说明层状土体的入渗能力衰减速度较均质

土体快，因此上层为风沙土或者黄土、下层为砒砂

岩以及上层为黄土、下层设置容重较大的土石混

合结构土体开始入渗能力强，随后入渗能力快速

衰减。

表 3 不同处理的累积入渗量随时间变化的拟合结果

Tab． 3 Fitting results of variation of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with time fo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编号
Philip 入渗模型 Kostiakov 入渗模型

S A Ｒ2 K α Ｒ2

A 1. 992 0 ± 0. 015 1 0. 088 7 ± 0. 001 1 0. 999 8 1. 473 9 ± 0. 034 3 0. 350 1 ± 0. 004 5 0. 999 1

B 0. 731 2 ± 0. 008 7 0. 009 8 ± 0. 000 2 0. 999 6 0. 393 0 ± 0. 020 0 0. 355 6 ± 0. 006 8 0. 998 3

C 0. 426 4 ± 0. 015 5 0. 005 0 ± 0. 000 3 0. 995 9 0. 185 2 ± 0. 009 7 0. 332 2 ± 0. 006 5 0. 998 3
A1B2 — — — 3. 779 7 ± 0. 173 4 0. 618 5 ± 0. 007 0 0. 990 3
A1C2 — — — 3. 372 3 ± 0. 403 9 0. 679 8 ± 0. 016 1 0. 934 2
B1C2 — — — 0. 942 2 ± 0. 037 3 0. 504 7 ± 0. 005 3 0. 996 9

AC 1. 516 1 ± 0. 015 5 0. 071 5 ± 0. 000 9 0. 999 7 0. 951 3 ± 0. 019 6 0. 313 3 ± 0. 003 7 0. 999 5

BC 0. 602 0 ± 0. 022 2 0. 013 1 ± 0. 000 5 0. 998 4 0. 259 5 ± 0. 029 1 0. 299 2 ± 0. 015 0 0. 995 7

D 0. 530 6 ± 0. 036 2 0. 005 3 ± 0. 000 6 0. 987 7 0. 273 4 ± 0. 036 3 0. 363 3 ± 0. 016 7 0. 991 1
B1C2D3 — — — 2. 203 3 ± 0. 234 8 0. 646 2 ± 0. 013 4 0. 979 0

E 0. 546 8 ± 0. 027 5 0. 002 5 ± 0. 000 4 0. 989 8 0. 326 9 ± 0. 041 7 0. 406 4 ± 0. 015 8 0. 991 1
B1C2E3 — — — 1. 995 6 ± 0. 159 9 0. 652 0 ± 0. 009 0 0. 990 1
B1C2E3C4E5 — — — 1. 861 9 ± 0. 119 1 0. 624 2 ± 0. 007 7 0. 994 7

49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2 0 1 5 年



土石混合分层结构土体能使降雨快速入渗到一

定深度后向更深层次的入渗速度减慢，可以较大限

度地将水分截留在表层，为植物生长所利用，因此，

土石混合结构可为排土场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基

础。

3 结论

( 1) 砒砂岩的入渗能力低于黄土和风沙土，黄

土和风沙土中分层填装或均匀混合添加砒砂岩的方

式均可降低其入渗能力; 黄土与料姜石以及黄土与

煤矸石的土石混合结构在土石质量比为 7 ∶ 3、容重

分别为 1. 61 g /cm3和 1. 54 g /cm3时拥有较低的入渗

能力。
( 2) 入渗过程中湿润锋推进距离与累积入渗量

间的关系可采用线性函数进行表达; 利用 Philip 入

渗模型和 Kostiakov 入渗模型均可以较好地拟合均

质土体的入渗过程，Kostiakov 入渗模型对层状结构

土体也有较好地拟合结果。
( 3) 表层为 50 cm 黄土、中间 20 cm 砒砂岩、下

层设置容重较高的土石混合结构可以作为一种良好

的排土场重构结构，为土石混合结构水分运动提供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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