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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土壤有机碳含量对侵蚀坡面表层
土壤含水量时空变化的影响

夏 彬１，２，朱世硕３，郝旺林１，２，许明祥１，３

（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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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层土壤含水量能敏感反映降雨、气温、侵蚀等环境要素的变化，明确表层土壤含水量时空变化特征

可为农业生产及土壤环境效应评价等提供参考。以黄土丘陵区不同有机碳水平的侵蚀坡面为对象，连续监测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结合降水资料，分析了不同土壤有机碳水平下侵蚀

坡面沉积区、侵蚀区及对照区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１）表层土壤含水 量 不 同 季 节 变 化 差 异

显著，夏季变幅最大，单日最大变幅可达１４．３％，春、秋、冬季的单日最大变幅＜８．０％。换言之，夏季是土壤

水分变化的敏感期。（２）土壤 有 机 碳 水 平、坡 面 部 位、土 壤 温 度 对 表 层 水 分 变 异 的 影 响 程 度 因 季 节 而 异。

（３）土壤侵蚀加剧了坡面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变 异 程 度 表 现 为 沉 积 区＞侵 蚀 区＞对 照（未 侵 蚀）区；侵 蚀

前后 侵 蚀 区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变 化 量 与 沉 积 区 变 化 量 的 差 值 随 有 机 碳 水 平 升 高 从０．８５％增 加 至９．８１％。

（４）侵蚀坡面表层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异质性随有机碳水平升高呈非线性变化趋势。

关键词：表层土壤含水量；侵蚀坡面；有机碳水平；不同季节；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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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层土壤含水量是影响降雨入渗和径流分配的

关键因素［１－２］，也是影响地球表面有效能量的分 配 以

及感热和潜热与大气 交 换 的 重 要 因 素［３］。明 确 表 层

土壤含水量 及 其 动 态 对 于 水 资 源 管 理、农 田 灌 溉 调

度、作物生 产 和 土 壤 养 分 迁 移 和 转 化 至 关 重 要［４－５］。
另一方面，表层土壤含水量会影响土壤透气性、微生

物活性等进而影响土壤呼吸与碳排放［６］。因此，明确

表层土壤含 水 量 及 其 变 化 特 征 对 水 文 生 态、农 业 生

产、气候预测等研究有重要意义［７］。
黄土高原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该区土壤结

构松散，水土流失严重［８－９］，生态环境脆弱，降水量少

且集中，土壤水分是该区域生态恢复和生态系统可持

续性的关键 影 响 因 素［１０］。已 有 研 究 表 明，表 层 土 壤

含水量由于受土壤理化性质［１１－１４］、植被分布［１５－１６］、微

地形［１７－１８］等因素的影响，波动要大于深层土壤，对外

界环境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１９－２１］。然而，目前有关表

层土壤含水量动态变化特征的定量刻画还不够深入。
以黄土丘陵区为例，有关该区降雨、土壤结构、土壤有

机碳、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含水量的影响虽有研究报

道［２２－２５］，但表层土壤含水量对环境要素变化响应的敏

感性、时空变异规律、主要影响因素等尚不明确。
本试验以黄土丘陵区典型水蚀坡面为对象，通过

对不同土壤有机碳水平的侵蚀坡面各部位连续观测，
研究侵蚀坡面 表 层 土 壤（０－５ｃｍ）含 水 量 时 空 变 异

特征，揭示表层土壤含水量对降雨、气温、土壤有机碳

等环境因素的敏感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明确侵蚀条

件下坡面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规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 究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安 塞 水 土 保 持 综 合 试 验 站

（１０８°１１′－１０９°２６′Ｅ，３６°３０′－３７°１９′Ｎ）山 地 试 验

场坡面小区进行。研究区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属
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平均海拔１　２００ｍ，相对高差

１００～３００ｍ，年均气温８．８℃，多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５ｍｍ，
其中７－９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的６１．１％，年蒸发量超

过１　４６３ｍｍ。该区土壤侵蚀以细沟、浅沟侵蚀为主，地
带性土壤（黑垆土）已侵蚀殆尽，土壤以黄土母质上发育

来的黄绵土（钙质干润雏形土）为主。

１．２　试验设计

为了在坡面尺度上完整呈现土壤侵蚀过程的主

要阶段（侵蚀、沉积），选择“Ｓ”形坡面修建小区，小区

按坡面位置划分为３个部位，坡顶、坡中、坡脚依次为

对照区、侵蚀区和沉积区（图１）。小区面积２ｍ×１８

ｍ，坡向朝东，坡度２０°。通过 施 用 有 机 肥，将 小 区 由

低到高设置５个有机碳水平（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各

处理不同部 位 土 壤 有 机 碳 含 量 见 表１。每 处 理 设４
次重复。

图１　侵蚀坡面示意

１．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

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在试验区坡面各部位采用随机布

点采样法采集土样，以反映试验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表１）。用 土 壤 水 分 自 动 监 测 设 备（Ｅｍ５０，ＤＥＣＡ－
ＧＯＮ公司）以３０ｍｉｎ为间隔连续监测０－５ｃｍ土壤

含水量（体积含水量）。同时，采用自记式雨量计记录

降雨量（图２），本文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

３月３１日阶段数据进行分析。

１．４　数据处理

运用Ｒ语言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绘图。采用

一般线性模型（ＧＬＭ）对表层土壤含水量分季节与坡

面部位、有机碳水平、温度、降雨量等因素进行方差分

析，季节按照 气 象 划 分 法 以３—５月 为 春 季，６—８月

为夏季，９—１１月 为 秋 季，１２月 至 翌 年２月 为 冬 季。
用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表 征 土 壤

含水量变异程度。
选择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６月４日、７月２９日３次

降雨过程作为重复，以降雨前１周内０－５ｃｍ土壤含

水量的最小值和降雨后的最大值差值除以上升所需

的天数表征土壤含水量日增长量，以降雨后的最大值

和下降２周后的表层土壤含水量除以２周的天数表

征土壤含水量日减少量，其计算公式为：

Ｃ′＝
ｄＣＷ
ｄｔ

（１）

式中：Ｃ′为单位时间内土壤含水 量 变 化 量（％）；ｄＣＷ
为时段内土壤 含 水 量 变 化 量（％）；ｄｔ为 该 时 段 内 的

时间（天）。
按四季划分将不同观测间隔时间下的表层土壤含

水量与坡面不同部位、有机碳水平、温度、降雨量等因素

用一般线性模型（ＧＬＭ）进行方差成分估计，定量分析各

因素对表层土壤含水量时空变异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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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区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碳水平 位置
土壤有机碳ＳＯＣ／

（ｇ·ｋｇ－１）

土壤微生物碳 ＭＢＣ／

（ｍｇ·ｋｇ－１）

全氮／

（ｇ·ｋｇ－１）

容重／

（ｇ·ｃｍ－３）

对照区 ０．９４±０．３６　 ７７．５５±２６．８７　 ０．２４５±０．００６　 １．１６±０．１１
Ｃ１ 侵蚀区 ０．６６±０．７４　 ５４．５７±６．４０　 ０．２２９±０．００５　 １．２２±０．０７

沉积区 １．０５±０．２６　 ９５．７６±９．８９　 ０．２５６±０．００８　 １．２８±０．０７
对照区 ２．０４±０．３７　 ９４．０１±１１．０６　 ０．２６２±０．０１１　 １．２７±０．００

Ｃ２ 侵蚀区 ２．５８±０．９０　 ７０．４１±８．２５　 ０．２６０±０．０４９　 １．０４±０．０４
沉积区 ５．２２±０．６５　 １１７．６５±７．１２　 ０．２７５±０．００５　 １．２８±０．０７
对照区 ６．９４±０．０２　 １３５．００±９．８１　 ０．３２５±０．００７　 １．２３±０．０１

Ｃ３ 侵蚀区 ６．４３±０．０７　 １０５．４２±１０．４３　 ０．２８７±０．００９　 １．１９±０．０１
沉积区 ７．０８±０．１５　 １５９．１０±１３．７３　 ０．３５７±０．０１５　 １．２８±０．０３
对照区 ９．８５±０．１１　 １９０．２４±２３．８０　 ０．３５７±０．００８　 １．２８±０．０３

Ｃ４ 侵蚀区 ９．３０±０．６０　 １６２．７７±１１．７０　 ０．３２９±０．０２９　 １．０４±０．０５
沉积区 ９．９３±０．０４　 ２０７．３７±１６．６１　 ０．３７９±０．００３　 １．２８±０．０４
对照区 １０．３４±０．１９　 ２０２．２０±１５．５６　 ０．４０６±０．０２３　 １．１２±０．０３

Ｃ５ 侵蚀区 ９．９８±０．１７　 １８４．２９±１６．９２　 ０．３９１±０．０１３　 １．０５±０．０２
沉积区 １０．６７±０．１４　 ２１１．０２±１６．４６　 ０．４０８±０．００６　 １．１５±０．０３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图２　试验区日降雨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性

由表２可知，各有机碳水平下坡面表层土壤含水

量变异系数分别为３０．６１％～４８．５４％（Ｃ１），３８．０３％～
５０．０８％（Ｃ２），３９．２５％～６３．９４％（Ｃ３），３４．８２％～５０．２６％
（Ｃ４），３５．７９％～６５．７１％（Ｃ５），即０－５ｃｍ土 层 土 壤

含水量的变异程度随有机碳水平升高而增大。不同季

节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性差异显著，夏季平均变异系

数最大（４６．５４％），秋季平均变异最小（３０．８０％）。坡面不

同部位间变异性在不同有机碳水平下无一致规律。

２．２　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幅度

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单日变化特征存在明显时空

差异（图３）。单 日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最 大 差 量 在 夏

季可达１４．３１％，而在春、秋、冬三季最大差量均未超

过８％。从全年来看，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单日变幅在

低碳水平（Ｃ１、Ｃ２、Ｃ３）下较大，高碳水平（Ｃ４、Ｃ５）下

较小，介于０．６７％～３．７８％。

以２０１７年６月４日前后总量约４５ｍｍ的降雨

为例（图２），降雨会引起表层土壤含水量日间快速变

化（图４）。表层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量 在 降 雨 后１天 内 迅

速增加７％左右，且表层土壤含水量的最大值随有机

碳水平升高而增大。表层土壤体积含水量达到最大

值后开始下降，随时间推移主要分为迅速下降阶段和

缓慢下降阶段，下降阶段整体特征呈现出有机碳水平

越高含水量越大的规律，在不同部位间变异程度表现

为沉积区＞侵蚀区＞对照（未侵蚀）区，即土壤侵蚀加

剧了坡面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
表２　不同碳水平下坡面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四季变异性

碳水平 位置
春

ＣＶ

夏

ＣＶ

秋

ＣＶ

冬

ＣＶ

总

ＣＶ
对照区 ３９．６４　 ４６．０１　 ４０．９３　 ２６．２３　 ４８．５４

Ｃ１ 侵蚀区 ２４．８２　 ４１．５０　 ２７．９８　 １８．６２　 ３０．６１
沉积区 ３４．１０　 ５０．３４　 ３３．００　 ３４．５６　 ４４．８３
对照区 ３６．５７　 ４０．８５　 ３２．１３　 ３２．７９　 ４１．４１

Ｃ２ 侵蚀区 ４０．００　 ３７．０４　 ２４．９１　 １３．６１　 ３８．０３
沉积区 ３３．９４　 ４７．２４　 ４６．５５　 ３５．２０　 ５０．０８
对照区 ４６．５７　 ５６．５６　 ３４．２７　 ６５．５４　 ６３．９４

Ｃ３ 侵蚀区 ３３．２８　 ３８．０５　 ３０．３８　 ２４．１６　 ４５．１８
沉积区 ２５．８１　 ４６．２６　 ２５．９８　 ２９．２６　 ３９．２５
对照区 ３６．１２　 ３７．０８　 １６．１６　 ２８．６６　 ３４．８２

Ｃ４ 侵蚀区 ３３．３９　 ６１．２９　 ２２．７６　 １５．８３　 ４１．４０
沉积区 ３９．５６　 ４９．６７　 ２８．５９　 ４０．２６　 ５０．２６
对照区 ２２．２４　 ４１．６６　 ２５．７７　 ２５．２７　 ３５．７９

Ｃ５ 侵蚀区 ６９．２０　 ３９．４４　 ４１．５５　 ５０．０７　 ６５．７１
沉积区 ３７．７８　 ６５．０９　 ３１．０５　 ４６．４３　 ４６．８９

　　　　　平均值 ３６．８７　 ４６．５４　 ３０．８０　 ３２．４３　 ４５．１２

　　降雨后表层土壤含水量周平均值较降雨前增加（图

５）。侵蚀区表层土壤含水量在降雨前与降雨后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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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区和沉积区，不同有机碳水平间无明显规律。降雨

后表层土壤含水量周平均值较降雨前整体增加幅度介

于２．７５％～１５．００％，综合分析侵蚀坡面各个部位，侵蚀

区前后增加量更大，即侵蚀区表层土壤含水量对降雨

响应变异最大。坡面整体降雨后表层土壤含水量周平

均值较降雨前随有机碳水平升高变化量增大，侵蚀区与

沉积区变化量的差值随有机碳水平升高从０．８５％扩大

至９．８１％，高碳水平部位间表层土壤含水量差异更大。

　　注：ＣＫ为对照区；Ｅ为侵蚀区；Ｓ为沉积区。下同。

图３　不同季节单日内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最大差异

图４　不同有机碳水平和不同部位６月４日降雨前后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变化动态

图５　降雨前后１周不同有机碳水平下坡面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

２．３　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化速率

表层土壤含水量对降雨的响应速率存在差异。１
次降雨过程中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可分为升高、下

降２个阶段，由图４可知，降雨前表层土壤初始含水

量在 不 同 有 机 碳 水 平 下 表 现 为 Ｃ３＞Ｃ２＞Ｃ１＞
Ｃ４＞Ｃ５（Ｐ＜０．０１），不同有机碳水平间坡面各部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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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段经历时间一致，但增长量有所差异，即增长速

率不同。从图４可见，侵蚀坡面不同部位表层土壤含

水量降低至接近平衡阶段所需时间不同，沉积区耗时

最短（６天）、侵蚀区居中（９天）、对照区耗时最长（１０
天）。Ｃ１～Ｃ５水平达到平衡所需时间分别为４，５，５，

１５，２３天，即下降时间随有机碳水平升高而增加。
以３次降雨 后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上 升 和 下 降２

个阶段为例，分别计算降雨后表层土壤含水量日增长

量和日减少量，以反映表层土壤含水量对降雨的响应

速率。由图６ａ可见，随有机碳水平升高，表层土壤含

水量上升速率呈先降低后增加趋势，每天增加速率分

别为５．８７％，５．２５％，５．７３％，５．９３％，７．２２％；由图６ｂ可

见，表层土壤含水量下降阶段较上升阶段变化速率明显

减缓，随有机碳水平升高呈先降低后增加趋势。含水量

每天减 少 速 率 分 别 为０．８６％，０．６４％，０．５７％，０．７７％，

０．７７％。以上结果表明，降雨后，不同有机碳水平下侵蚀

坡面表层土壤含水量有所差异，高碳水平下土壤持水

性强，表层土壤含水量能维持更久的时间。

图６　降雨引起的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日增长量和降雨后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日减少量

２．４　表层土壤含水量影响因素

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特征受多因素综合影响（表

３、表４）。一般线性模型（ＧＬＭ）方差成分估计分析结

果表明，不同 季 节 下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变 异 性 受 各 因

子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与时间尺度有关。在以小时

为时间间隔 的 观 测 尺 度 下，春 季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变异来源 主 要 为 坡 面 部 位 和 有 机 碳 水 平，分 别 解 释

其变异的４２．８７％和４１．３８％。而夏、秋两季主要受到

有机碳水 平 的 影 响，分 别 解 释 其 变 异 的５３．９８％和

５７．１８％。对于冬季 而 言，温 度 是 影 响 变 异 的 主 要 因

素，解释其７９．４６％的变异，降雨量引起的表层土壤含

水量变异相对较小。在以天为时间间隔的观测尺度

下，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主要影响因素在春、夏两

季发生变化，春季坡面部位和有机碳水平的影响程度

相对下降，降雨解释了３６．３２％的变异，成为引起变异

的主要因子，夏季则更多受到温度变化影响，造成了

５８．１９％的变异，除春季外，部位间表层土壤含水量的

差异不大。
表３　小时尺度下各季节侵蚀坡面不同因子在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变异（方差）中的贡献

方差来源
春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夏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秋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冬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部位 ６４７９４＊＊ ４２．８７　 ４１９０４＊＊ １１．４３　 １３３４８＊＊ ２．５８　 １６３１＊＊ ０．８１

碳水平 ６２５５３＊＊ ４１．３８　 １９７８９０＊＊ ５３．９８　 ２９６１８３＊＊ ５７．１８　 ３９７７７＊＊ １９．７３
温度 ２０８８＊＊ １．３８　 ９４７６３＊＊ ２５．８５　 １４４７４４＊＊ ２７．９４　 １６０２１５＊＊ ７９．４６
降雨 ２１７１５＊＊ １４．３７　 ３２０２１＊＊ ８．７４　 ６３７４６＊＊ １２．３１　 ８　 ０

　　注：表中＊＊、＊分别表示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达到０．００１和０．０１显著水平。下同。

表４　日尺度下各季节侵蚀坡面不同因子在表层（０－５ｃｍ）土壤含水量变异（方差）中的贡献

方差来源
春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夏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秋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冬季

方差 方差贡献率／％
部位 １３４８＊＊ ２９．２３　 ８７３＊＊ ６．０９　 ２７８＊＊ ２．０７　 ３２＊ １．１３

碳水平 １３１１＊＊ ２８．４３　 ４１２３＊＊ ２８．７７　 ６１７０＊＊ ４５．８８　 ８３３＊＊ ２９．４２
温度 ２７８＊＊ ６．０３　 ８３３９＊＊ ５８．１９　 ３３６５＊＊ ２５．０２　 １９６５＊＊ ６９．４１
降雨 １６７５＊＊ ３６．３２　 ９９５＊＊ ６．９４　 ３６３４＊＊ ２７．０２　 １　 ０．０４

３　讨 论
由于表层土壤处于土壤－大气界面最前沿，与大

气直接进行能量与物质交换，对降雨、温度等因素的

变化响应 灵 敏。研 究 表 明，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变 异 性

大、不稳定，如 Ｈｅａｔｈｍａｎ等［２６］对美国南部大平原土

壤含水量稳定性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地区的表层土

壤含水量稳定性不如深层；冉有华等［２７］对黑 河 流 域

土壤含水量进行了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表层土壤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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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最不稳定。但目前有关表层土壤含水量对环境

变化的敏感性、敏感程度并不清楚。本研究通过长期

连续动态监测，对比多时间尺度下表层土壤含水量的

变异特征，量化了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化速率、变化

程度，解析了有机碳水平、坡面部位、季节等因子对表层

土壤含水量的影响程度，发现表层土壤含水量对土壤有

机碳水平变化的非线性响应关系，对区域农业生产、植
被恢复、环境效应评价及预测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层土壤水分的变异性实质上是土壤蒸发、入渗

和保持能力的体现［２８］。有机碳作为土壤中的亲水物

质，可以直接吸收水分，影响土壤水分的补给效率，也
可以通 过 改 良 土 壤 结 构 来 提 高 土 壤 水 分 的 保 持 能

力［２９］。本研究中表层土壤含水量在低碳水平上单日

内变异较大，在 高 碳 水 平 上 相 对 稳 定（图３），这 与 不

同有机碳水平下土壤结构差异有关［３０－３１］，低碳水平下

的表层土壤含水量会因外界环境微小波动发生变化，
而高碳水平土壤孔隙结构搭配更加合理，因此表层土

壤含水量变异较小。在图６中，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化

速率随土壤有机碳水平升高呈非线性变化趋势，这可

能与土壤初始含水量有关。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ｎ等［２４］研究认

为，初始土壤含水量会直接影响水分的补给和消耗。
结合初始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对水分入渗和蒸发的影

响是两方面作用的综合效应：一方面，随着有机碳水

平升高，土壤结构和入渗性能改善，降雨后高碳水平

水分状况更好，导致蒸发阶段高碳水平初始土壤含水

量较高，反而增加了蒸发量；另一方面，土壤结构的改

善增加了持水性，会降低蒸发量。
土壤侵蚀过程导致坡面土壤结构变差，进而影响

表层土壤含水量稳定性。降雨发生时，坡面土壤发生

剥蚀、搬运和沉积，在空间上进行再分布，并引起土壤

结构、养 分、持 水 能 力 等 性 质 发 生 变 化［３２］。本 研 究

中，侵蚀区表层土壤含水量对降雨响应强烈，且高碳

水平部位间表层土壤含水量差异更大，这与侵蚀区土

壤结构较差、土壤持水性减弱有关。
黄土丘陵区气候变化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夏、秋

季 降 雨 集 中，夏 季 昼 夜 温 差 大，冬 季 总 体 温 度 较

低［３３］，导致不同 季 节 坡 面 表 层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主 要 影

响因子不同。同时，土壤含水量的空间推演具有强烈

的时间尺度依赖性，对土壤含水量的特征描述与观测

间隔时间有很大关系［３４］。冬季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

主要与白天融冻和夜晚冻结有关，而坡面碳背景和部

位差异决定 了 融 冻 过 程 的 多 少 及 快 慢，夏 季 降 雨 集

中，降雨作为非限制性因子对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

贡献不大，而不同有机碳水平对降雨的响应在短时间

内有所差异，小时尺度下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异主要来

源为有机碳水平，６－９月前后日均温差异较大，日尺

度下变异主要来源为温度。冬季温度较低，不论是小

时还是日尺度下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来源都主要

是温度。此外，春、秋两季表层土壤含水量还分别受

到冬、夏两季土壤及外界环境要素的综合影响。

４　结 论
（１）表层土壤含水量变动敏感期主要在夏季，不

同季节下敏感性主要影响因子不同。夏季表层土壤

含水量单日最大差量可达１４．３１％，在小时尺度上和

日尺度上主要影响因子分别是有机碳水平和温度，分
别能解释其变异的５３．９８％和５８．１９％，春、秋、冬季最

大差异均小于８．００％，春、秋两季表层土壤含水量敏

感性受有机碳水平和部位影响，冬季变异主要来源于

温度，能解释其变异的６９．４１％～７９．４６％。
（２）土壤侵蚀过程导致表层土壤含水量稳定性下

降，受有机碳水平影响。降雨后侵蚀坡面表层土壤含

水量增加量大小在部位间呈现出沉积区＞侵蚀区＞
对照（未侵蚀）区的规律，降雨前后侵蚀区表层土壤含

水量变化量与沉积区变化量的差值随有机碳水平升

高从０．８５％扩大至９．８１％，高碳水平部位间表层土壤

含水量差异更大。
（３）有机碳水平对侵蚀坡面表层土壤水分时空异

质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降雨后表层土壤含水量经

历上升、下降阶段，侵蚀坡面上升时增加速率平均是

每天６．００％，下降时减少速率平均为每天０．７２％，两

阶段变化速率随有机碳水平升高呈先下降后升高的

非线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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