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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短缺是影响黄土高原雨养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雨水资源开发是缓解该地
区水资源短缺的有效措施．本研究利用管式 TDＲ 系统监测 21 年红富士老果园 0 ～ 300 cm 土
层土壤含水率变化，分析了雨水集聚深层入渗( ＲWCI) 系统下黄土高原旱作山地果园土壤水
分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ＲWCI 系统能够显著增加果园土壤含水率，特别是 40 ～ 80 cm 土
层( 土壤含水率低值区) 土壤含水率，在该区域，不同设计深度( 40、60 和 80 cm) ＲWCI 处理
( ＲWCI40、ＲWCI60和 ＲWCI80) 年均土壤含水率分别较鱼鳞坑( CK) 处理提高 75．3%、85．4%和
62．4%，分别较裸露坡地( BS) 处理提高 39．2%、47．2%和 29．1%．ＲWCI40、ＲWCI60和 ＲWCI80处理
土壤水分入渗最大深度分别为 80、120 和 180 cm，显著深于 CK 处理( 60 cm) ，其中土壤水分
变化幅度最大的土层分别主要发生在 0～60、0～100 和 0～120 cm．在果树整个生育期内，ＲWCI
处理土壤平均含水率( 0～300 cm) 以 ＲWCI80处理最大，其次是 ＲWCI40和 ＲWCI60处理．总体来
看，ＲWCI 系统是黄土高原实现雨水资源化和农业高效用水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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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carcity is a critical factor influencing rain-f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 the Loess
Plateau，and the exploitation of rainwater is an effective avenue to alleviate water scarcity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the 0－300 cm under a 21-year-old apple orchard with the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infiltration ( ＲW-
CI) system by using a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 TDＲ) probe on the Loess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low soil moisture zone in the 40－80 cm under the CK，and the ＲWCI sys-
tem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il moisture in this depth interval． Over this depth，the annual average
soil moisture under ＲWCI40，ＲWCI60 and ＲWCI80 was 39．2%，47．2% and 29．1% higher than that
of bare slope ( BS) and 75．3%，85．4% and 62．7% higher than that of CK，respectively． The m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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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 infiltration depth of water under ＲWCI40，ＲWCI60 and ＲWCI80 was 80 cm，120 cm and 180
cm，respectively，and the soil moisture in the 0－60，0－100 and 0－120 cm was more affected by
ＲWCI40，ＲWCI60 and ＲWCI80，respectively． Over the whole growth period of apple tree，the maxi-
mum value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0－300 cm existed in the ＲWCI80 treatment，followed by
the ＲWCI40 and ＲWCI60 treatments． Overall，the ＲWCI system is an effective meaning of transfor-
ming rainwater to available water resources and realizing efficient use of agricultural water on the
Loess Plateau．

Key words: the Loess Plateau; mountain apple orchard; soil moisture; seasonal variation; vertical
variation．

黄土高原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

源短缺且分配不均是限制该地区旱作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子［1－5］．苹果产业是该地区农民主要的经

济来源之一，并且是世界著名的优质苹果适生区．降
水是该地区果树生长发育的主要水分来源，它既是

水土流失的源动力，又是解决干旱缺水问题的重要

途径［6］．但是该地区降雨时空分配极度不均，导致作

物在年内的生长发育与降雨季节分配的时间点产生

错 位，从 而 使 作 物 产 生 了 突 出 的 水 分 供 需 矛

盾［5，7－8］．同时，由于旱地果园缺乏科学管理，雨水资

源化利用效率低，从而造成苹果产量低且不稳定的

情况．对当地降水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在很大程度

上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缺水问题，而且可以实现暴雨

径流资源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防止水土流失．因
此，如何调控降雨径流，实现雨水的资源化，从而同

步实现雨水资源的高效、安全与持续利用，是黄土高

原旱作山地果业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所谓的雨水资

源化是指雨水被开发、利用、转化为资源并产生其价

值的一个过程，它包括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产生效益

等主要环节［6］．雨水资源化是黄土高原现代节水农

业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又是实现黄土高

原农业高效用水和降低常规农业用水量的有效措

施［6］．黄土高原雨水资源化实现的途径在于调控降

雨径流，保蓄与高效利用水土资源［9］．基于雨水资源

化理论，调控降雨径流技术包括降雨动力拦截技术、
降雨就地入渗技术、降雨径流汇集技术、降雨径流蓄

存技术、降雨径流利用技术等［6，9］．
针对我国北方旱作山地农业水资源短缺、水土

流失严重的现象和如何实现旱区山地果园的雨水资

源化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吴普特研究员课题

组在陕北旱地果园推广应用了一种具有蓄水、保水、
保肥和水肥一体化等优点的雨水集聚深层入渗系统

(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infiltration systems，ＲWCI)
技术，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处

于起步阶段，并且该技术的相关设计参数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ＲWCI 系统是一种复合技术体系，包括雨

水集聚技术、雨水深层引流技术、引流防渗漏技术和

保水保肥技术，不直接通过地表而是将雨水、灌溉水

或肥液通过引流管直接作用于作物根区土壤以持续

供作物吸收利用的中深层立体集雨灌溉系统．ＲWCI
系统作为一种中深层立体集雨及灌溉方法，设计深

度是其一个重要的技术参数，不同设计深度的 ＲW-
CI 系统下果树根际土壤水分时空变异特征对黄土

高原旱作山地果园雨水资源化利用( 无效水转化为

有效水) 、节水灌溉制度的制定和 ＲWCI 系统技术的

推广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采取长期定位试验，以自然

裸露坡地( BS) 和鱼鳞坑处理( CK) 为对照，在全年

不进行灌水( 自然降雨) 的情况下，研究 3 种不同设

计深度( 40、60 和 80 cm 深) ＲWCI 系统下黄土高原

旱作山地果园土壤水分时空分布规律及其时空变异

特征，为进一步完善 ＲWCI 技术设计标准和黄土高

原地区山地雨养果园水分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

依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该研究区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河庄萍镇万庄村山地果园

( 36°11'—37°09' N，109°21'—110°03' E) ，属干旱半

干旱气候带，年均降雨量在 500 mm 左右，年均气温

为 9．4 ℃，无霜期在 170～186 d 之间．该区域土壤类

型为黄绵土，土质疏松，土层深厚．试验区土壤物理

参数如表 1 所示．
1. 2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系统概述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系统( ＲWCI) 是一种中深层

立体灌 溉 技 术． 该 技 术 集 雨 口 为 正 方 形 ( 规 格 为

80 cm×80 cm) ; 深度设置在 40～80 cm 范围，其田间

布设如图 1 所示，具体的田间施工过程见宋小林

等［4］的介绍．该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节水灌溉、水
肥一体化技术与水土保持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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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土壤物理参数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s of experimental soil

土层深度
Depth
( cm)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 g·cm－3 )

饱和含水率
Saturated

water content
( %)

田间持水率
Field moisture

capacity
( %)

0～40 1．13 29．2 16．9
40～80 1．25 28．8 17．7
80～120 1．26 28．3 17．8
120～160 1．33 28．9 18．2
160～200 1．23 29．4 18．9

灌溉相比，该方法具有节水、保水、保肥、促肥、减少

氨挥发、减少水分蒸发损失、有效防止水土流失的作

用．该技术的节水供肥机理表现在: ①施肥、灌水不

直接通过地表，而是通过集水管导入集水坑沿坑壁

直接渗入作物根区土壤，是一种中深层立体灌溉方

法;②坑上部覆盖集雨膜，一方面具有集雨的作用，

另一方面能够防止水肥的蒸发损失，从而达到雨水

资源化利用和肥料有效利用的作用; ③保水原理在

于: ＲWCI 技术中的有机填充物是一种多孔介质集

合体( 多孔有机营养基) ，具有疏松多孔的特性，其

中有机质中的有机胶体能够吸附大量的阳离子和水

分，所以它不仅具有保肥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好的保

水作用;④有机填充物随时间逐渐腐熟，转化为有机

肥，可以随水通过坑壁渗入作物根区，供作物吸收

利用．

该技术的水土保持作用主要是通过拦蓄降雨径

流实现的，其能够承蓄降雨径流，使雨水直接汇集到

肥水坑中，直达根区，一定程度削减了降雨形成的地

面径流损失，使水土流失量减小; 在控制水土流失的

同时，也提高了当地降雨雨水的利用率，对过量的降

雨可以通过 ＲWCI 系统补给地下水．
1. 3 试验设计

本试验于 2014 年 3 月选择黄土高原典型西向

坡度 ( 15°) 旱地雨养苹果园进行研究，试验地占地

7 hm2．研究果树为 21 年生旱作山地红富士 ( Malus
pumila) ( 砧木: 八棱海棠) ，种植密度为 5 m×4 m．在
试验地随机选取 16 株长势平均的果树作为试验用

树．果树的树干直径约为 0． 242 m，平均树高约为

3．45 m，平均冠幅直径约为 5．19 m．采用随机区组试

验设计，共设置 5 个处理，每处理 4 次重复．其中，

ＲWCI 处理设置 3 个: ＲWCI40 ( 设计深度 40 cm ) 、
ＲWCI60 ( 设 计 深 度 60 cm ) 、ＲWCI80 ( 设 计 深 度

80 cm) ; 对照处理设置 2 个: 鱼鳞坑( CK) 和试验果

园内裸露坡地 ( BS) ．ＲWCI 系统布设于 2014 年 11
月．在每个试验用树上坡位先进行平地，在以距每棵

试验果树树干 130 cm 处点位为中心( 即以引流管为

中心) 布设集雨坑，设计的 80 cm×80 cm 坑口大小

为当地 果 园 普 遍 使 用 的 标 准，坑 深 设 置 为 40 ～
8 0 cm，系统布设过程中遇到较粗的大根时，都尽量

图 1 ＲWCI 系统田间工程图解
Fig．1 Field engineering schematic diagram of rain collection and infiltration ( ＲWCI) systems．
a) 剖面图 Cutaway view; b) 平面图解 Vertical view; c) 实地效果图 Field engineering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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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延安试验地 2015 年降雨量
Fig．2 Precipitation in experimental field in Yan’an in 2015．
Ⅰ: 2015 年月降雨量 Monthly precipitation in 2015; Ⅱ: 常年月降雨
量 Monthly precipitation in normal years．

不对其进行断根，具体布设效果如图 1 所示．为了最

大限度减小 CK 与 ＲWCI 处理间由于挖掘集雨坑所

引起的试验差异，在与 ＲWCI 处理相同的位置，挖掘

口径大小相同的集雨坑，然后直接回填修复为原状

作为 CK 处理．试验期间，果树全年在自然状态下进

行生长，不进行灌溉．图 2 为试验地区 2015 年的降

雨情况．
1. 4 研究方法

土壤体积含水率: 采用管式 TDＲ 系统( TＲIME-
IPH，IMKO，德国) 对果树生育期内 ( 2015 年 5—11
月) 土壤水分进行长期实时定位监测． TＲIME 管的

布设位置如图 1 所示，分别距 ＲWCI 坑壁 10、35 和

55 cm( 距果树 30 cm) ，用 TＲIME-T3 探针进行测量，

每隔 20 cm 测定 1 次，每月于上、中、下旬各测定 1
次，每个处理最少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1. 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果园土壤含水率进行方

差分析，并采用 Duncan 新复极差多重比较法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采用 Origin 8．0 软件求相关系数并进

行图形的绘制．经典统计学里通常用变异系数( CV)

确定其变异程度，当 CV≤10%时为弱变异性，当

10%＜CV＜100%时为中等变异性，当 CV≥100%时

为强变异性．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CV=
S
珋x
×100%

式中: CV 为变异系数; S 为标准方差;珋x 为变量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水分在果树生长季的动态变化特征

利用 2015 年 5—11 月期间试验果园不同 ＲWCI

措施下 0 ～ 300 cm 土壤水分的定位观测数据，绘制

土壤水分随土层深度的变化曲线 ( 图 3) ．鱼鳞坑处

理( CK) 下，在 40 ～ 80 cm 土层出现含水率低值区

间，并且该层土壤含水率显著低于裸露坡地( BS)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果树根系在该层大量分

布，对该土层水分大量吸收利用的结果，而 ＲWCI 措

施显著增加了果园 40～80 cm 土层的土壤含水率．在
BS 和 CK 处理下果园 0 ～ 6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随

时间的变化很大，60 ～ 24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变化

相对较小，240 cm 以下变化更小，直至几乎无变化．
BS 处理除 0 ～ 20 cm 土层外，其余土层土壤含水率

绝大多数都处于 10%以下．果园 CK 处理 0 ～ 6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整体上高于 BS 处理，在 60 cm 以下

土层土壤含水率的差异不显著，表明果园覆盖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提高 0～6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具有

一定的涵养水源作用．
在 ＲWCI 技术条件下，ＲWCI40、ＲWCI60 和 ＲW-

CI80处理土壤含水率随时间变化最大的土层分别在

0～60、0～100 和 0～120 cm，土层深度随着 ＲWCI 设

计深度的增加而增加，且整个试验土层土壤含水率

显著高于 CK 和 BS 处理，但是对应的 60、100 和

120 cm以下土层土壤含水率变化幅度小于 CK 和

BS 处理，原因可能是由于 ＲWCI 技术坑底铺设防渗

层和填充了多孔有机营养基，防渗层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短时间内阻碍水分向下渗漏，而多孔有机营养

基能够最大限度集聚和保存水分从而持续通过防渗

层边缘向四周和深层土壤供水，从而导致深层土壤

含水率高于 CK 和 BS 处理，并且土壤含水率变化幅

度小于 CK 和 BS 处理．从图 3 可以看出，各处理都

存在一个临界土层，该临界土层以上土壤水分受到

天气因素和 ＲWCI 系统的影响较大，在临界土层以

下则受天气因素和 ＲWCI 系统的影响较小或者不受

影响．BS、CK 和 ＲWCI40 处理的临界土层都在 60 ～
80 cm土层内，ＲWCI60和 ＲWCI80处理的临界土层分

别为 100～120 cm 和 160～180 cm 土层内; 各处理在

临界土层以下土壤含水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

土壤水分的变化较为稳定，从而可以看出这些土层

受到自然因素和 ＲWCI 措施的影响较小或者不受影

响．各处理 5—7 月果园土壤含水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减小，之后 8—11 月土壤水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增大，并且在 8—11 月果园土壤含水率变化幅度和

数值要显著高于裸露坡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 5—7 月试验地降雨较少并且气温较高，导

致土壤水分的耗损较大，8—11月为降雨较多的季

745311 期 宋小林等: 黄土高原雨水集聚深层入渗( ＲWCI) 系统下山地果园土壤水分时空变异特征



图 3 果树生长季节土壤水分垂直变化特征
Fig．3 Vertical dynamic of soil moisture in fruit growing season．
CK: 鱼鳞坑处理 Fish-scale pit; BS: 裸露坡地 Bare slope; ＲWCI4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4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40 cm in ＲWCI system; ＲW-
CI6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6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60 cm in ＲWCI system; ＲWCI8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8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80 cm in
ＲWCI system． 下同 The same below．

节，期间 ＲWCI 系统收集并保蓄了天然降水，为果树

根系提供了持续供应的水源，从而使土壤水分持续

处于高水平．
从图 4 可以看出，5—7 月各处理 0 ～ 300 cm 土

壤月平均含水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说明该阶段正

处于土壤水分强烈消耗阶段，此阶段降水较少，气温

迅速回升，相对湿度低，土壤蒸发较大，同时果树开

始生长，致使土壤水分耗损严重，从而导致土壤含水

率在 5—7 月都随时间而减小，到 7 月达到最低值;

7—9 月降水变率大，同时此期间气温最高、植物生

长最为旺盛而且土壤蒸发与植物蒸腾都很强烈，这

就造成了该时期土壤含水率呈较大波动，并且以 8
月的土壤月平均含水率最大; 9—11 月气温低，蒸发

量较小，土壤水分损失较少，土壤各层的含水率变幅

小，降水能够缓慢入渗到土壤中，使土壤水分得以累

积，从而使土壤含水率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但是

BS 处理土壤含水率变化不遵循上述规律，而是随时

间的推移总体呈递减的趋势．ＲWCI 措施虽然增加了

土壤含水率，但是并没有改变上述其随时间变化的

规 律．在果树整个生育期内，BS处理的土壤含水率

图 4 不同深度 ＲWCI 系统下果树生长季节土壤含水率动
态变化
Fig．4 Temporal varia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fruit growing sea-
son in ＲWCI system with different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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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显著低于果树种植区域; 不同深度( 40、60 和

80 cm) ＲWCI 处理的土壤含水率都显著高于 CK 处

理，以 ＲWCI80最大，其次是 ＲWCI40和 ＲWCI60 ．
2. 2 果园土壤水分垂直和横向变化特征

不同深度( 40、60 和 80 cm) ＲWCI 处理土壤水

分垂直变化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由表 2 可

知，各处理表层土壤( 0 ～ 20 cm) 年均含水率显著高

于其他土层．BS 处理在 20 ～ 40 cm 土层出现土壤含

水率低值区间; 鱼鳞坑处理( CK) 土壤含水率低值区

间出现在 40 ～ 80 cm 土层，含水率低值区间范围和

深度都大于 BS 处理，原因可能是由于果树根系在

该层集中分布，导致该层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从而

使该层土壤含水率低值区间的范围增大，深度相对

BS 处理深．在 ＲWCI 处理中，在 40～80 cm 土层没有

出现如 BS 和 CK 处理的含水率低值区间，其含水率

显著高于 BS 和 CK 处理; 在该土层，ＲWCI40、ＲW-
CI60和 ＲWCI80处理土壤平均含水率分别较 BS 处理

增加 39．2%、47．2%和 29．1%，分别较 CK 处理增加

75．3%、85．4%和 62．7%．3 个 ＲWCI 处理各层土壤含

水率都高于 BS 和 CK 处理; ＲWCI40 和 ＲWCI60 处理

下，高 土 壤 含 水 率 范 围 分 别 处 于 0 ～ 100 和 0 ～
140 cm土层，ＲWCI80处理下高土壤含水率的范围更

大、更深( 0 ～ 280 cm) ，并且其对应土层土壤含水率

显著高于 BS 和 CK 处理．在 0～100 cm 深土层内( 果

树根系集中分布层) ，ＲWCI60 处理土壤平均含水率

显著高于 ＲWCI40 和 ＲWCI80 处理，分别高 2． 4%和

6．8%．从整个试验土层 ( 0 ～ 300 cm) 来看，ＲWCI40、
ＲWCI60和 ＲWCI80处理年均土壤平均含水率分别比

鱼鳞坑处理( CK) 高 17．1%、12．2%和 22．3%，分别比

裸露坡地处理( BS) 高 27．9%、22．5%和 35．5%，并且

鱼鳞坑处理( CK) 年均土壤平均含水率比裸露坡地

处理( BS) 高 9．2%．
图 5 为不同 ＲWCI 处理下各土层土壤含水率距

ＲWCI 壁的水平变化情况．在整个 0 ～ 300 cm 试验土

层，随着距 ＲWCI 壁的距离增加土壤含水率减小．在
距 ＲWCI 壁 10 cm 处( 图 5a) ，各 ＲWCI 系统在 0 ～
100 cm 土层土壤含水率最大，其中该土层土壤含水

率以 ＲWCI60处理最大，ＲWCI40和 ＲWCI80处理其次;

在 100～ 200 cm 土层内，土壤含水率随着 ＲWCI 系

统设计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 200 ～ 300 cm 土层内，

预计土壤含水率随着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的增加而

增加，然而在该土层内 ＲWCI40处理的土壤含水率反

而达到最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ＲWCI40系统底部铺

设的防渗层效果不好，从而导致水分的向下渗漏损

失; ＲWCI60和 ＲWCI80处理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

增加而减小．在距 ＲWCI 壁 35 cm 处 ( 图 5b) ，ＲW-
CI40处理在 200～300 cm 土层内土壤含水率最高，在

100～ 200 cm 土层内土壤含水率最低; ＲWCI60 处理

下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而 ＲWCI80
处理下土壤含水率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即随土层

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在距 ＲWCI 壁 55 cm 处( 图 5c) ，

各 ＲWCI处理之间土壤含水率的差异不显著，说明

表 2 不同深度 ＲWCI 系统土壤含水率的垂直变化( 2015 年 5—11 月)
Table 2 Vertical variation of soil moisture ( %) in ＲWCI system with different depths ( May－November，2015)

土层深度
Soil layer
depth ( cm)

BS
含水率

Soil moisture
CV

CK
含水率

Soil moisture
CV

ＲWCI40
含水率

Soil moisture
CV

ＲWCI60
含水率

Soil moisture
CV

ＲWCI80
含水率

Soil moisture
CV

0～20 10．6±1．1a 33．2 12．2±1．2a 35．5 14．6±1．8a 32．6 13．9±1．8a 33．4 15．0±1．5a 26．4
20～40 6．6±0．8d 28．2 10．9±0．9ab 29．7 12．3±1．3b 27．6 12．1±1．5ab 32．4 12．0±1．0b 22．6
40～60 8．4±0．5bc 16．4 7．1±0．5f 28．1 10．2±1．0bcd 24．8 12．1±1．1ab 23．9 10．5±0．8bcd 20．1
60～80 7．3±0．5cd 19．1 5．4±0．2g 13．0 11．6±0．4bc 9．0 11．0±0．8bc 18．7 9．7±0．6cd 17．0
80～100 7．1±0．5cd 16．9 8．2±0．3def 11．7 10．3±0．3bcd 6．7 11．4±0．4bc 10．2 9．5±0．7cd 18．5
100～120 7．2±0．4cd 15．5 7．4±0．3ef 15．7 8．3±0．3d 8．2 11．3±0．3bc 7．5 8．7±0．5d 14．2
120～140 7．4±0．5cd 16．2 8．0±0．3def 13．0 8．7±0．3d 7．8 9．1±0．3cde 7．9 10．0±0．3bcd 8．4
140～160 7．9±0．4cd 14．4 8．1±0．3def 13．6 9．8±0．1cd 3．0 7．8±0．3e 8．7 10．3±0．3bcd 7．1
160～180 8．2±0．4bcd 12．7 8．7±0．3cde 13．1 9．8±0．2cd 6．5 7．4±0．3e 11．4 11．2±0．2bc 4．8
180～200 8．4±0．3bc 10．6 8．8±0．2cde 10．2 9．0±0．2d 7．0 7．2±0．4e 14．4 10．7±0．2bcd 5．6
200～220 8．1±0．3bcd 10．5 9．0±0．2cd 9．9 9．2±0．3d 7．7 8．0±0．3e 11．0 10．9±0．3bc 7．9
220～240 8．4±0．3bc 9．0 9．4±0．2cd 8．5 9．8±0．5cd 12．6 8．4±0．3de 9．5 10．9±0．4bc 9．5
240～260 8．8±0．2bc 7．1 10．0±0．3bc 9．7 10．3±0．5bcd 12．6 9．5±0．4cde 9．7 10．9±0．4bc 9．7
260～280 9．6±0．2ab 5．3 11．4±0．2a 7．4 12．0±0．6bc 12．4 10．5±0．4bcd 8．9 12．0±0．3b 6．2
CK: 鱼鳞坑处理 Fish-scale pit; BS: 裸露坡地 Bare slope; ＲWCI4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4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40 cm in ＲWCI system; ＲW-
CI6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6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60 cm in ＲWCI system; ＲWCI80 : ＲWCI 系统设计深度 80 cm The design depth was 80 cm in
ＲWCI system． 下同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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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深度 ＲWCI 系统和不同土层深度下土壤含水率的横向变化
Fig．5 Ｒadial varia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ＲWCI systems with different depths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
a) 距 ＲWCI 壁距离 10 cm 10 cm away from the pit wall of ＲWCI; b) 距 ＲWCI 壁距离 35 cm 35 cm away from the pit wall of ＲWCI; c) 距 ＲWCI 壁
距离 55 cm 55 cm away from the pit wall of ＲWCI．

ＲWCI 系统对该距离处土壤水分的影响较小或者没

有影响．总体来看，距 ＲWCI 系统距离越大，土壤水

分分布状况越接近于自然果园( CK) ，土壤含水率整

体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呈增加的趋势．
土壤水分的垂直变化主要取决于降雨和蒸散过

程的相互作用［10］．一般用反映土壤水分变化程度的

变异系数( CV) 来研究各土层土壤水分的垂直变化

程度［11－12］．果树生长季内，CV 越大，土壤含水率变

化越剧烈; CV 越小，土壤含水率越稳定．从表 2 可以

看出，在自然条件下，BS 和 CK 处理剖面内土壤水

分的年变异系数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递减趋势，说

明随着深度的增加，土壤水分趋于稳定［11，13－14］; BS
处理土壤含水率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220 cm 以上土

层内，土壤含水率 CV 达 10．5% ～33．1%; CK 处理土

壤含水率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200 cm 以上土层，土壤

含水率 CV 达 10．2% ～35．5%，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

该地区天气变幅大，另一方面土质都属于黄绵土，且

土质疏松、雨水下渗深但散失快所致．然而由于 ＲW-
CI 措施的影响，ＲWCI 处理土壤水分的年变异系数

随土层深度增加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表 2) ，

说明 ＲWCI 措施改变了深层土壤水分的稳定性．
ＲWCI 处理深层土壤水分的变异系数要小于 BS 和

CK 处理，说明该处理深层水分的稳定性更好，原因

可能是由于 ＲWCI 技术中的多孔有机营养基吸附了

大量的阳离子和水分，具有很好的保水作用，能够缓

慢持续地为深层土壤提供水分，从而使深层土壤水

分含量变化幅度减小的缘故．ＲWCI40 处理土壤含水

率变化主要发生在 0 ～ 60 cm 土层内，CV 变化范围

为 24．8%～32．6%; ＲWCI60处理土壤含水率变化主要

发生在 0 ～ 100 cm 土层内，CV 变化范围为 10．2% ～
33．4%; ＲWCI80处理土壤含水率变化主要发生在 0 ～

120 cm 土层内，CV 变化范围为 14．2%～26．4%; 可以

看出，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土层深度随 ＲWCI 设计深

度的增加而增大．
2. 3 土壤含水率与土层深度间的相关关系

表 3 显示了不同深度 ＲWCI 处理下各层土壤含

水率与土层深度之间的相关关系．BS 和 CK 处理在

0～60 cm 土层内土壤含水率与土层深度呈负相关，

即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在 60 cm
以下土层，土壤含水率与土层深度呈正相关性，即土

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BS 和 CK 处理

分别在120 ～ 260 cm和100 ～ 260 cm土层土壤含水

表 3 不同深度 ＲWCI 系统各土层土壤含水率与土层深度
的相关系数( 2015 年 5—11 月)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soil moisture and soil
layer depth in ＲWCI systems with different depths ( May－
November，2015)

土层深度
Soil layer
depth ( cm)

BS CK ＲWCI40 ＲWCI60 ＲWCI80

0～20 －0．67 －0．84* －0．86＊＊ －0．89＊＊ －0．84*

20～40 －0．49 －0．53 －0．76* －0．87＊＊ －0．77*

40～60 －0．54 －0．39 －0．24 －0．86＊＊ －0．73
60～80 0．22 0．44 －0．29 －0．33 －0．68
80～100 0．66 0．62 0．36 －0．70 －0．68
100～120 0．70 0．83* 0．67 －0．39 －0．22
120～140 0．93＊＊ 0．95＊＊ 0．71 0．03 －0．54
140～160 0．89＊＊ 0．96＊＊ 0．87* 0．64 －0．47
160～180 0．91＊＊ 0．95＊＊ 0．71 0．89＊＊ －0．05
180～200 0．82* 0．98＊＊ 0．78* 0．94＊＊ 0．88＊＊

200～220 0．94＊＊ 0．98＊＊ 0．77* 0．93＊＊ 0．96＊＊

220～240 0．98＊＊ 0．97＊＊ 0．96＊＊ 0．98＊＊ 0．97＊＊

240～260 0．96＊＊ 0．95＊＊ 0．90＊＊ 0．97＊＊ 0．97＊＊

260～280 0．77 0．60 0．95＊＊ 0．97＊＊ 0．94＊＊

平均值 Average 0．20 0．59 －0．12 －0．53 －0．59
*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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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加幅度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ＲWCI 处理正

负相关性临界土层深度比 BS 和 CK 处理深，ＲW-
CI40、ＲWCI60和 ＲWCI80处理土壤含水率与土层深度

之间分别在 0～80、0～120 和 0～180 cm 土层内呈负

相关，并且分别在 0 ～ 40、0 ～ 60 和 0 ～ 40 cm 土层相

关性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性水平; 分别在 80、120 和

180 cm 以下土层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分别在 140、
160 和 180 cm 以下土层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从整个土层相关系数的均值可以看出，BS 和 CK 处

理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整体呈增加的趋

势，CK 处理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度增加幅度高于

BS 处理; 不同深度 ＲWCI 处理土壤含水率随土层深

度的增加整体呈递减的趋势，递减的幅度随着 ＲW-
CI 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可见，ＲWCI 处理上层根际土

壤中水分含量要高于深层土壤．

3 讨论与结论

有研究显示，黄土丘陵沟壑区 20 ～ 40 cm 是土

壤水分的主要消耗层，鱼鳞坑的集雨效果主要表现

在 40～60 cm 土层内［15］．而本研究显示，陕北黄土丘

陵区雨养果园内 40～80 cm 是土壤水分的主要消耗

层，特别是 60～80 cm 土层，并且该土层土壤含水率

显著低于裸露坡地( BS) ，原因可能是由于果树根系

在该层集中分布，导致该层土壤水分的过度消耗．李
萍等［15］的研究显示，鱼鳞坑条件下雨水的最大入渗

深度为 60 cm，本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从前人研

究可以看出，鱼鳞坑具有一定的蓄水能力，在雨季降

水期间集雨效果较好，然而，黄土高原地区雨水资源

分布极其不均，雨后气温回升快，土壤蒸发大［16］，加

上植物蒸腾耗水强烈，短时间内鱼鳞坑集聚的水分

就会蒸发和蒸腾损失掉，因此，一般降雨和上层土壤

水分很难满足果树水分需求［17］．
雨水集聚深层入渗系统( ＲWCI) 是基于雨水资

源化理论，通过拦蓄降雨径流，将收集的天然降水或

灌溉水直接导入并保蓄在果树根际区域，从而影响

土壤水分在果树根际区域的分布、能态、水汽运动状

态．该技术是实现黄土高原雨养果园雨水资源化利

用的有效措施．从本研究可以看出，ＲWCI 技术能够

显著增加试验果园的土壤水分含量，并且各 ＲWCI
处理土壤水分变化分别主要发生在 0 ～ 60 cm( ＲW-
CI40 ) 、0～100 cm( ＲWCI60 ) 和 0～120 cm( ＲWCI80 ) 土

层内，这与果树根系的主要分布区域( 0～100 cm) 基

本一致［16，18－19］，说明土壤水分变化与果树根系分布

具有密切的关系．在 0 ～ 100 cm 土层内，ＲWCI60处理

土壤水分含量要显著高于 ＲWCI40 和 ＲWCI80 处理，

说明 ＲWCI60设计对果树根区土壤水分的贡献最大，

其土壤平均含水率较鱼鳞坑( CK) 处理高 47．9%．
在果树不同生长阶段，ＲWCI 系统的集雨和保

蓄水效果不同，陕北黄土高原地区 5—7 月降雨较

少，土壤水分总体处于消耗阶段，因此各 ＲWCI 处理

土壤水分都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但是土壤水分状

况都要显著好于鱼鳞坑处理 ( CK) ; 在 8—11 月，特

别是处于果树膨大期的 8 月( 降雨量大而且多为大

到暴雨) 是果树用水关键期，该时期降雨基本上都

能形成径流，ＲWCI 系统对降雨的蓄积作用增大，从

而使果 树 根 际 区 域 土 壤 水 分 效 果 更 优 于 CK; 在

ＲWCI 技术下，果园土壤水分入渗的最大深度可分

别达 80 ( ＲWCI40 ) 、120 ( ＲWCI60 ) 和 180 cm ( ＲW-
CI80 ) ，显著深于鱼鳞坑处理( 60 cm) ，其中土壤水分

变化幅度最大的土层主要出现在 0 ～ 60 ( ＲWCI40 ) 、
0～100( ＲWCI60 ) 和 0～120 cm( ＲWCI80 ) ．从整个 0 ～
300 cm 试验土层来看，各 ＲWCI 处理果园土壤水分

状况显著好于鱼鳞坑( CK) 处理，土壤含水率分别比

CK 高 17．1%、12．2%和 22．3%．可见，ＲWCI 系统在果

园的应用能够基本满足果树在整个生育期内的水分

需求．
ＲWCI 系统能够持续供应果树水分需求的关键

在于该系统中填充了特定配比的多孔有机营养基，

从而大大增强了该系统对收集雨水或灌溉水的保蓄

能力，而且能够持续向果树根际土壤供给水分．该系

统中填充的多孔有机营养基的原材料都是就地取

材，如粉碎的果树枝条和玉米秸秆，果树枝条( 往年

大部分被随意扔掉) 的获取主要来源于每天的果树

修剪，玉米秸秆( 往年大部分被烧掉) 的获取来源也

是当地种植的玉米，这样既减少了填充原材料的运

输成本，又防止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实现了收集雨水

的就地保蓄，这对黄土高原雨养果园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同步提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ＲWCI 系

统对雨养果园土壤水分的影响机制与果树生长过

程、根系分布特征以及不同生长阶段耗水特征等因

素密切相关，尚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ＲWCI 系统是

一种中深层的立体集雨及灌溉一体技术，设计深度

是其中重要的参数，对设计深度的探索研究，将对黄

土高原雨水资源化利用效果和质量评价以及 ＲWCI
系统的推广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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