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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塿土（Ｙ）、黄绵土（Ｌ）、风沙土（Ｓ）３种 土 壤 为 供 试 土 样，进 行 室 内 层 状 土 柱 实 验，进 行３种 土 样 两

两组合的两层性土柱实验和风沙土—黄绵土累次叠加的多层性土柱实验，共１１个处理组合。采用定水头

法，测定其饱和导水率（Ｋｓ）。具体处理为两层土：Ｙ＋Ｓ，Ｙ＋Ｌ，Ｌ＋Ｓ，Ｌ＋Ｙ，Ｓ＋Ｙ，Ｓ＋Ｌ（先 后 顺 序 分 别 表

示土层上下）；风沙土—黄绵土（Ｓ＋Ｌ）作为层状组 合，逐 次 叠 加 至５层。结 果 表 明：两 层 性 土 壤 中，细 质 地

土壤在下时，其有效Ｋｓ 显著低于粗质地土壤在下时的有效Ｋｓ 值，而两层土壤有效Ｋｓ 主要由细质地土壤

导水特性决定；对于两层土壤的多次叠加，Ｋｓ 值随分层数目的增加有增大的趋势。

关键词：土壤质地；层状土壤；饱和导水率；土柱模拟

中图分类号：Ｓ１５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４２（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１８－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７０／ｊ．ｃｎｋｉ．ｓｔｂｃｘｂ．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Ｏ　Ｒｕｉｘｕｅ１，ＳＨＡＯ　Ｍｉｎｇａｎ２，ＪＩＡ　Ｘｉａｏｘｕ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

２．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１００；３．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ｎ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Ｌｏｕ　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　ｌｏａｍ，Ｙ），ｌｏｅｓｓｉａｌ　ｓｏｉｌ（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ｏａｍ，Ｌ）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ｓｏｉｌ
（ｓａｎｄｙ　ｌｏａｍ，Ｓ），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１１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ｓｏｉ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　６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ｗｏ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Ｙ＋Ｓ，Ｙ＋Ｌ，Ｌ＋Ｓ，Ｌ＋Ｙ，Ｓ＋Ｙ，Ｓ＋Ｌ）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５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ｗｈｉｃｈ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ｌｏａｍ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　ｌｏａｍ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ｆｒｏｍ　１ｔｉｍｅｓ　ｔｏ　５ｔｉｍｅｓ（（Ｓ＋Ｌ）×１，（Ｓ＋Ｌ）×２，（Ｓ＋Ｌ）×３，（Ｓ＋Ｌ）

×４，（Ｓ＋Ｌ）×５）．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ｕｐｐｅｒ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２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ｗｈｅｎ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ｅ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２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ｌａｙｅｒ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ｅｒ　ｔｅｘｔｕ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ｓ，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ａｔｕ－
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ｏｉｌ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ｉｌ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土壤饱和导水率（Ｋｓ）是重要的土壤水力参数之

一，影响着水分、溶质在土壤中的运移［１］。层 状 土 壤

结构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土体构型。例如，河床随

不同年份、季节水量周期性变化，泥沙多次淤积，在整

个剖面上土壤出现质地分层和交替叠加现象［２］；大气

降尘过程中，不同粒级、不同厚度沙尘沉积，形成的层

状结构也 对 土 壤 水 分 蒸 发 和 盐 分 运 移 产 生 影 响［３］。
层状土壤的水分运动和养分迁移不同于均质土壤，其

孔隙结构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土层含水率、水力梯度和

传导度［４－５］，比如砂质夹层的存在，有可能起到阻水和

减渗作用［６－７］。层状土体结构在实际应用中常用来进

行水分和环境污染物等溶质运移的管理。如在道路

建设中，需要将多种质地土壤、材料分层铺设，以达到

稳固、排水等目的；农田水肥管理中，人工防渗层能有

效提高上层土壤水分含量，提升水分和养分利用率。
层状土壤导水特性的研究，能对矿区的水土保持和生



态恢复、田间土壤的水肥精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

道路建设和城市排水设计也具有应用参考价值。

Ｆｏｋ［８］根据土层内饱和水流通量各处相等、水头

损失为各层土壤水头损失之和的假定，获得了整个土

层有效Ｋｓ 的 概 念 和 计 算 方 法。然 而 就 实 际 测 定 而

言，由于土层 之 间 孔 隙 大 小 的 连 续 性 及 连 通 性 等 问

题，会导致实际Ｋｓ 的测定结果与理想假设的计算结

果有差别。已有研究表明，细质土层下垫有粗粒土层

时，其持水能力与细质土单独存在的情况下的持水能

力（相当于该土层的最小持水量）相比提升显著，细质

土层湿润到最小持水量后会得到一定补充性的水量，

形成毛管支持悬着水，上下两土层土壤孔隙大小的差

别愈大时，则上层在湿润到最小持水量之后所得到的

补充水量也就愈多，而不影响下部粗粒土层的持水性

能［９］。Ｃｏｌｍａｎ等［１０］研究认为，无论细质土垫底还是

粗质土垫底，对于入渗而言，土壤都可看成是均质的，
且由细质土控制入渗过程。目前关于层状土导水特

性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入渗过程和夹砂层、夹粘层的

研究。王全九等曾对Ｇｒｅｅｎ－Ａｍｐｔ公式在砂层阻水、
浑水入渗、降雨入渗、间歇入渗方面的应用进行分析，
探讨了其参数的确定方法［１１］。由于层状土水分运动

过程较为复杂，且自然界除了夹砂层外，亦有河床反

复沉积形成的多层层状结构，降雨、间歇入渗过程形

成的致密层等，因此多种质地层状土壤结构的研究更

具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甘永德等曾研究了３种土

壤不同分层组合对土壤入渗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垂直入渗条件下，分层土壤入渗特征由土壤分层组合

方式决定［１２］。汪志荣等研究了间歇入渗所形成的致

密层 对 入 渗 过 程 的 影 响，主 要 归 因 于 对 Ｋｓ 的 影

响［１３］。然而，关于 多 种 质 地 层 状 和 分 层 多 次 叠 加 的

土体构型的 土 壤Ｋｓ 的 相 关 研 究 鲜 有 报 道。本 研 究

对自然界中常见的层状土壤结构进行室内土柱模拟，
以杨凌塿土、洛川黄绵土、神木风沙土为供试土样，两
两组合模拟不同质地层次分布下的两层层状土壤结

构，并将风沙土与黄绵土进行多层排列模拟河床泥沙

淤积、道路建设等复合层状结构，测定不同土柱有效

Ｋｓ，研究质地的层状分布对Ｋｓ 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土壤

土壤样品分别采自陕西省杨凌区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作一站田地（土壤类型为塿土，钙积土垫旱耕

人为土，记作Ｙ）、洛川苹果园（土壤类型为黄绵土，记
作Ｌ）、神木（土 壤 类 型 为 风 沙 土，记 作Ｓ）。取 样 时，
去除样点处表层０—２０ｃｍ土壤后，挖取深度为２０—

３０ｃｍ，将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然后研磨

并通过ｌ　ｍｍ 筛 孔，由 经 典 烘 干 法（将 土 样 置 于１０５
℃的烘箱内烘干８ｈ以上）测定其初始含水率。３种

供试土样物理特性参数见表１［１４］。
表１　供试土样的机械组成

土样
采集

样点

各粒级含量／％
砂粒

（１～０．０５ｍｍ）
粉粒

（０．０５～０．００２ｍｍ）
粘粒

（＜０．００２ｍｍ）

土壤

质地

干容重／

（ｇ·ｃｍ－３）

饱和导水率／

（ｃｍ·ｍｉｎ－１）

塿土 陕西杨凌 ５．２　 ６５．４　 ２９．４ 粉壤土 １．４５　 ０．００２３７
黄绵土 陕西洛川 ８．６　 ７３．８　 １７．６ 粉壤土 １．４０　 ０．０３０３８
风沙土 陕西神木 ５７．９　 ３５．５　 ６．６ 粉壤土 １．５０　 ０．１０１６３

１．２　试验处理与试验设置

根据质地不同，将供试土壤两两混合作为对照处

理，改变３种供试土壤在土柱中的上下位置，进行排列

组合，每种组合进行５次重复。试验中出现的组合方式

如图１所示。多层性层状土柱组合方式如图２所示。
在室内测定饱和导水率一般用渗透仪。研究采

用南京土壤仪器厂生产的ＴＳＴ－５５Ａ型渗透仪，通过

定水头法测 定 土 壤 饱 和 导 水 率［１５］；供 水 装 置 使 用 马

氏瓶，具体试验装置如图３。

１．３　饱和导水率测定方法

土壤饱和导水率是在饱和土壤中单位势梯度下

单位时间内通过土壤横截面积的水流体积，可根据达

西定律获得［１５］。在测定过程中，维 持 进 口 端 水 头 Ｈ
不变，测定一定时间Ｔ内的出水量Ｖ，测量得土柱长

度Ｌ和横截面积Ａ，就由公式（１）计算土壤的饱和导

水率Ｋｓ：

Ｋｓ＝ ＱＬＡＴＨ
（１）

式中：Ｈ 为水流路径始末的总水头差（ｃｍ）；Ｌ为水流

路径的直线距 离（ｃｍ）；Ｋｓ 为 单 位 梯 度 下 的 通 量，也

即饱和导水率（ｃｍ／ｍｉｎ）；Ｑ为出流量（ｍｌ）；Ａ为水流

经过的横截面积（ｃｍ２）；Ｔ为出流时间（ｍｉｎ）。

土壤 水 分 的 运 动 与 温 度 有 关，为 了 便 于 统 一 对

比，通常都按１０℃时的测定结果为标准，其他温度下

所测得的导水率要换算成为标准温度下的导水率，具
体换算方法采用哈赞公式进行：

Ｋ１０＝
Ｋｔ

０．７＋０．０３ｔ
（２）

式中：Ｋ１０为１０℃时的饱和导水率（ｃｍ／ｍｉｎ）；Ｋｔ 为ｔ
℃时的饱 和 导 水 率（ｃｍ／ｍｉｎ）。为 方 便 表 述 起 见，下

文中１０℃时的饱和导水率统一用Ｋｓ 表示。

试验采用直径约为４ｃｍ的有机玻璃柱，用游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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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精确测量各土柱直径，并计算土柱横截面积Ａ；将研

磨过筛后的土样分层装入有机玻璃管中，实验用扰动

土样容重按照供试原状土壤容重控制（塿土、风沙土、
黄绵土依次为１．４５，１．４０，１．５０ｇ／ｃｍ３）；最后，将试验

土柱饱和１２ｈ，在恒定水头下测定饱和导水率，按公式

（１）和公式（２）计算Ｋｓ 值，取每组重复的平均值。

注：Ｓ指神木风沙土，Ｌ指洛川黄绵土，Ｙ指杨凌塿土。下同。

图１　两层土柱组合

图２　２种质地多层土柱模拟

图３　饱和导水率测量装置图

１．４　层状土壤饱和导水率计算方法

稳定水流穿过含有ｍ 层厚 度 分 别 为Ｌｊ，饱 和 导

水率分别为Ｋｊ（ｊ＝１，２，…，ｍ）的 分 层 土 柱，假 定 土

层的总厚度为Ｌ，整 个 土 层 的 有 效 导 水 率 为Ｋｅｆｆ，则

整个土层的有效饱和导水率与各层导水率之间的关

系式［１５］为：

Ｋｅｆｆ＝ Ｌ
Ｌ１
Ｋ１＋

Ｌ２
Ｋ２＋

…＋ＬｍＫｍ

（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两层层状土壤饱和导水率Ｋｓ

两层土壤的６种组合其测定和计算结果见图４。

为讨论方便，将细质地土壤在上而粗质地土壤在下时

的有效饱和导水率记为Ｋｓ细＋粗，反之，记为Ｋｓ粗＋细。对

于图１中６种组合依次记为：Ｓ＋Ｌ、Ｓ＋Ｙ、Ｙ＋Ｓ、Ｙ＋
Ｌ、Ｌ＋Ｙ和Ｌ＋Ｓ。将混合土柱标记为ＳＬ、ＳＹ、ＬＹ。由

图４可知，Ｋｓ粗＋细＞Ｋｓ混合＞Ｋｓ细＋粗，表明质地的层次性

及其层次的顺序对饱和导水率均有显著影响。
由层状土壤有效导水率公式（３）可知，层状土壤

有效 饱 和 导 水 率 是 各 层 土 壤 饱 和 导 水 率Ｋｊ 与 厚 度

Ｌｊ 的函数，因此，不论两层土壤在土柱中如何上下构

型，理论上，其有效饱和导水率Ｋｅｆｆ均相同。然而，图

４表明，虽然２种质地混合土的Ｋｓ 都与理论值接近，
但层状土壤有效导水率公式（３）对２种质地土壤上下

位置变化实用性较差。此外，相对粗质地而言，细质

地土壤的饱和导水率在粗细２种质地上下叠加的层

状饱和导水率的确定上处于主导地位，这 与Ｃｏｌｍａｎ
等［１０］在入渗实验中的结论一致。

图４　不同层状处理的Ｋｓ
为阐明６种组合下分层顺序及质地粗细对有效

饱和导水率的影响，本文以ｘ１ 和ｘ２ 分别表示上层和

下层 土 样 的 饱 和 导 水 率，ｙ 表 示 所 测 得 的Ｋｓ，即

ｙ（上＋下）＝ａｘ１＋ｂｘ２＋ｃ，其系数大小可反映相应质 地

饱和导水率 对 有 效 导 水 率 的 影 响。回 归 结 果 由 表２
显示。由表２可以看出，细质土在整个两层土柱的有

效Ｋｓ 中占主 导 地 位。对 系 数 进 行 单 样 本 Ｋ－Ｓ检 验

结果符合正态分布，因此可进行方差分析。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是：质地较细的土壤和质地较粗的土壤两

组系数之间Ｓｉｇ．＝０．０２８＜０．０５，差异显著。可以看

出，对于壤质较细土壤在上的组合，２种土壤质地 差

别越大（质地差别：Ｙ＋Ｓ＞Ｌ＋Ｓ＞Ｙ＋Ｌ），２种 质 地

土壤对有效Ｋｓ 的影响权重差别也越大。

土壤孔隙大小不同，其对水流有不同的促进力和

抑制力。由于层次性土壤中边界条件比较复杂，这２
种力量达到平衡状态的方式更为复杂。以往研究表

明，在入渗过程中，分层土壤入渗特性受各层土壤基

质势和各层土壤导水率的共同作用，砂土与上层壤土

质地差别较小时，基质吸力较大，质地差别对水流运

动的影响相应变大。此外，当粘土层刚接触 水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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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孔隙的吸力大，可能吸水很快，有利于水向下

渗，但由于小孔隙中水分子之间和水分子与土粒之间

的摩擦力很大，水分运行速度很快减慢。因此多种质

地层次试验的水势平衡状态较为复杂，其饱和导水率

变化与粘土层厚度、土层间质地差别有关。本次试验

所采用土层厚度和质地差异得到的结果有一定的局

限性，不同质地差别状况下的两层性结构土壤Ｋｓ 需

要进一步研究。
表２　两层土柱线性回归结果

处理 重壤土系数 轻壤土系数 常数 Ｒ２

Ｌ＋Ｓ　 ２．３３３（Ｌ） １．０４７（Ｓ） －０．１２５　 ０．９２９
Ｓ＋Ｌ　 ０．６１１（Ｌ） ０．１３７（Ｓ） ０．００５　 ０．５２１
Ｓ＋Ｙ　 ０．４４７（Ｙ） ０．０２３（Ｓ）＊ ０．００６　 ０．５９６
Ｙ＋Ｓ　 ２．３１０（Ｙ） ０．０６２（Ｓ） －０．１２５　 ０．３１３
Ｙ＋Ｌ　 ０．９０９（Ｙ） ０．０７５（Ｌ） ０．００７　 ０．５００
Ｌ＋Ｙ　 ３．６８０（Ｙ） ０．５３３（Ｌ） －０．１２５　 ０．７０１

　　注：＊表示系数取绝对值。

２．２　２种叠加下多层性层状土的Ｋｓ
由于自然与人为活动的作用，自然界中常存在多

层性土 壤 构 型，层 数 越 复 杂，其Ｋｓ 变 化 越 紊 乱。公

式（３）对 多 层 土 壤 的 有 效 饱 和 导 水 率 的 计 算 是 否 有

效？研究多层性层状土的导水特性具有科学和实践

意义。为了简化试验，本文用２种质地土壤按粗细顺

序多次叠加来进行探索。假定层数越多，土壤连续性

越差，有效饱和导水率越小。本文按上层Ｓ＋下层Ｌ
的组合进行多次叠加，分别设置（Ｓ＋Ｌ）×１，（Ｓ＋Ｌ）

×２，（Ｓ＋Ｌ）×３，（Ｓ＋Ｌ）×４，（Ｓ＋Ｌ）×５共５组实验

（图３）。饱和导水率测定结果见图５。结果表明，与假

设的计算结果相反，随着土层层数的增加，实测的有效

Ｋｓ 反而增大，且有效饱和Ｋｓ 实测值大于理论计算的

有效值Ｋｅｆｆ。随着组合层数的增加，多层土有效饱和

Ｋｓ 实测值接近于粗质地土壤的Ｋｓ。本研究结果揭示

了一个未知的现象，在理论上也对公式（３）提出了挑战

与质疑，相关研究很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图５　２种质地下多层性土柱Ｋｓ 的变化

３　结 论
（１）２种质地组成的层状土，其有效饱和导水率

主要由细质地土壤的饱和导水率控制，其大小还与细

质地土壤上下位置有关，层状土壤有效饱和导水率的

公式没有反映层次顺序问题。
（２）细质地土壤置于土柱下层时，其有效饱和导

水率明显小 于 粗 质 地 在 下 时Ｋｓ 的 值。对 于 壤 质 较

细土壤在上的组合，２种土壤质地差别越大，２种质地

土壤对有效Ｋｓ 的影响权重差别也越大。
（３）对于质地多次叠加的多层性土壤，其有效饱

和导水率有增加趋势，且层数越多，Ｋｅｆｆ越接近粗质土

的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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