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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雨强下黄土裸坡水-沙-氮磷流失耦合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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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研究 6 种雨强 3 种坡度下黄土裸露坡面水沙及氮磷养分流失规律.结果表明:1) 降雨强度与土壤入渗速

率,坡面产流产沙量的线性拟合决定系数均大于 0.8,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2) 25°黄土坡面下:NO3

-

-N 初始浓度较高,随降雨历时呈波动性减

少,具有明显的初期冲刷效应;NH4

+-N 初始流失浓度由 90mm/h 雨强下 0.6057mg/L 增至 120mm/h 的 1.3076mg/L,但其浓度随降雨历时均不

断减小;TN 流失浓度在雨强为 90,105 和 120mm/h 时分别为 0.6056,0.8011 和 1.3076mg/L,随雨强增大而增大; TP 初始流失浓度在 105mm/h

时最大,90mm/h 时最小,且不同雨强下 TP 流失浓度相互交错,不稳定;3) 养分流失与坡面产流量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与产沙量呈显著的

幂函数关系.15°坡面时,氮素流失在 6 种雨强下均以颗粒态为主,平均约占 72%,但在雨强增大过程中,颗粒态所占比例先减少后增加;而磷素

流失颗粒态所占比例均大于 90%,与降雨强度和坡度均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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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simulation of runoff-sediment-nutrient loss on loess bare sloping land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ies. 

PENG Meng-ling1, WU Lei1,2,3*, QIAO Shan-shan1 (1.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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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38(3)：1109~1116 

Abstract：The simulated rainfall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ainfall intensity on coupling loss rule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and nutrients under different loess bare slope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inear fitting 

coefficients between rainfall intensity and soil infiltration rate, runoff or sediment were all greater than 0.8, there were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s; 2) At 25° slope: The initial NO
-

3-N concentration was high, it was decreased with increased 

rainfall duration, the scour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The initial NH4
+-N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from 0.6057 to 

1.3076mg/L with increased rainfall intensity from 90 to 120mm/h, but NH4
+-N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with increased 

rainfall duration; TN concentrations were 0.6056, 0.8011 and 1.3076mg/L under rainfall intensities of 90, 105 and 

120mm/h, which increased with increased rainfall intensity; The initial TP concentration had the maximum value in 

105mm/h and the minimum value in 90mm/h, and TP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ies were intertwined and 

unstable. 3) There was a strong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runoff yield and nutrient loss, 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wer correlation between sediment and nutrient loss. At 15° slope: the loss forms of nitrogen was mainly in particulate 

state under six rainfall intensities, which approximately accounted for an average of 72%, but the proportion of particulate 

nitrogen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increased rainfall intensity; the contribution of particulate phosphoru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90%, which was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rainfall intensity and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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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区植被破坏严重,多呈裸露坡地,是

目前世界上水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部分地区土

壤侵蚀速率高达 15000t/(km
2
·a),其中约有 9万多

km
2
的区域超过 8000t/(km

2
·a)

[1]
.严重的水土流失

不仅造成土壤肥力下降,随径流泥沙流失的氮磷

对水环境也存在潜在的威胁
[2-4]

.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主要由短历时,高

强度的侵蚀性降雨引起
[5-6]

.已有研究表明,降雨

径流是引发土壤侵蚀的关键因子;耕作方式和坡

度是影响水蚀过程的重要条件;而降雨强度和降

雨量则直接决定坡地水土与养分的流失程度
[7-9]

.

模型模拟是研究区域产流产沙以及养分流失规

律的重要手段.如 SWAT模型
[10-12]

,改进的输出系

数模型
[13]

,将单位负荷法,数学统计法与SWAT模

型相结合
[14-15]

以定量模拟流域非点源污染物从

产生到入河的迁移变化规律,估算污染负荷,识别

关键源区,评估其时空分布特征等.尽管模型能够

较好的模拟变化环境下氮,磷等污染物的迁移过

程与流失量,但不能详细描述不同降雨强度对坡

地产流产沙及养分流失的影响. 

基于此,模拟降雨试验成为更好地掌握次降

雨条件下水土与养分流失机理的重要方法.在野

外原位模拟降雨试验研究中,有探索横坡与顺坡

垄作下径流,氮磷输出规律
[16]

,有基于田间尺度

进行实地监测并分析产流,产沙量与营养物浓度

间关系
[17]

,还有设置不同作物覆盖和不同坡度条

件研究氮磷随地表径流流失的相关规律等
[18]

.野

外原位模拟降雨试验能较好地解析径流小区、坡

地乃至小流域的水土和养分流失规律,但其耗时

长,人力、物力投入大.而室内人工模拟降雨方法

易于控制、效率高,能较好的表达降雨-入渗-侵

蚀-养分流失过程,逐渐成为探索水土与养分流

失规律的主流方法.邬燕虹等
[19]
基于室内人工模

拟降雨试验,发现降雨强度与红壤裸坡各形态氮

素流失量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李中原等
[20]
发现雨

强对豫西南山区径流,泥沙和有机质流失皆有显

著的影响,雨强越大流失量越多.此外,针对黄土

高原坡地土壤侵蚀与养分流失的研究亦有很多,

如:盛贺伟等
[21]
基于人工模拟降雨揭示黄土区塿

土和黑垆土坡面片蚀稳定含沙量与雨强和坡度

存在密切的幂函数关系;Liu 等
[22]
采取人工模拟

降雨方法发现径流和泥沙是黄褐土坡地氮素流

失的主要途径,且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和密度

能较好的控制径流,泥沙和氮素流失;陈晓鹏等
[23]

通过室内变雨强模拟试验,发现粘黑垆土坡面产

流产沙量随雨强增加而逐渐增大,养分流失也有

类似规律;王丽等
[24]
采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分析发现黄土区粘黑垆土坡面产流量,硝态氮和

总磷流失量均随雨强增大而增大,而产沙量和氨

态氮流失量在 1.7mm/min雨强时达到最大. 

综上,就不同土壤类型、地理环境以及不同

区域气候条件下的水沙氮磷流失规律已有相关

研究,但针对黄土高原坡地土壤侵蚀与养分流失

的研究多集中于黑垆土与塿土,黄绵土类型研究

较少;测试指标通常为水沙、硝态氮、氨氮和速

效磷,总氮在浑水样中不稳定,测试难度大,以坡

面总氮、总磷及氮磷流失形态为对象的研究较少.

考虑到黄土区气候、地形与非饱和土壤的典型性

决定了水沙、氮磷流失机理相对其他地区更复杂,

因此,开展黄土坡地水土养分流失特征研究对黄

土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

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研究不同雨强下黄土裸

坡水-沙-氮磷耦合流失特征,以期为多尺度水-

沙-非点源氮磷流失模拟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试验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人工模拟降雨大厅进行.采用侧喷式

自动模拟降雨系统,降雨高度为 16m,均匀度大于

80%,调节率定后的雨滴到达地面的速度满足天

然降雨特性.试验采用可调坡钢槽,尺寸为:长×宽

×高=200cm×100cm×45cm.在出口处安装 V 形槽

收集径流,其他三边焊接 15cm 高的钢板,防止槽

内物质受雨滴打击溅出槽外.槽底均匀打孔,便于

土壤水自由下渗.供试土壤为陕西省安塞县纸坊

沟小流域的黄绵土,土壤初始总氮含量 0.14g/kg,

总磷含量 1.31g/kg,颗粒组成中黏粒(<0.001mm)

含量为 11.63%,粉粒 (0.005~0.05mm)含量为

64.57%,砂粒(>0.05mm)含量为 23.80%,这与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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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等
[25]
在研究不同降雨下侵蚀泥沙黏粒含量的

变化规律中测得黄绵土相关属性数据较为接近. 

1.2 实验方法 

1.2.1 供试土壤处理与填装 

  为了使供试土壤肥力均等，本试验采用人工拌

肥法 ,并进行分层装填确保供试土壤均匀,对每

层土壤抓毛以防止土壤分层.设计坡度为 10°,15°

和 25°,坡度范围基本符合黄土高原旱地实际坡

度
[26]

.降雨强度设计分别为 45,60,75,90,105, 

120mm/h,符合我国黄土高原地区降雨特征
[27-28]

.

同时控制土壤含水量为 10%左右,土壤容重为

1.30g/cm
3
左右. 

1.2.2 测定内容与方法 

试验于 2017年 3~6月完成,测定的内容主要

有 2个部分.一是坡面水沙流失情况,即初始产流

时间,各阶段产流量和产沙量;二是坡面养分流失

情况,主要包括地表径流中的总氮(TN)、硝态氮

(NO3
-

-N)、氨氮(NH4
+
-N)以及总磷(TP)含量.试验

过程中 ,记录初始产流时间 ,待产流均匀后 ,前

10min每分钟收集水沙样持续 30s,测量并记录径

流体积(mL);此后每 10min 接水沙样持续 30s,至

降雨结束,并记录产流结束时间.降雨结束后,将

收集的水沙样品各自混匀取部分带回实验室测

定水样中的相应氮磷指标(6 个平行样绘制标准

曲线,mg/L).剩余水样转移至铝盒中用烘箱烘干,

按比例计算各阶段产沙量(g).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雨强下坡面入渗和产流产沙特征 

降雨不仅为入渗提供物质来源,也为其提供

动力,雨强对土壤水分入渗率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  

[29]
.根据裸地坡面水量平衡原理,忽略水分蒸

散发,利用雨强和坡面产流率可以求出土壤稳定

入渗率
[30]

,见式(1): 

 f = I-3.6D/(S×cosα) (1) 

式中: f 为土壤稳定入渗速率,mm/h;I 为降雨强

度,mm/h;D 为坡面产流率,mL/h;S 为试验小区面

积,m
2
;∂为坡度,°.此计算过程忽略径流中的泥沙

体积.由图 1分析所得,同一坡度时的土壤稳定入

渗速率随雨强的增加而增大.将不同雨强与土壤

稳定入渗速率进行拟合,发现其线性关系最佳,决

定系数均大于 0.9,说明降雨强度与土壤入渗速

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与李受升等
[31]
研究雨强对

黄土边坡入渗性能影响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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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雨强与土壤入渗速率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 intensity and soil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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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雨强下坡面径流量和累积径流量变化趋势 

Fig.2  Variation trend of runoff and cumulative runoff of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y 

A 10°坡面径流量 ;B 10°坡面累积径流量 

降雨强度由 45 增至 120mm/h 时,单位时间

降雨量增加,径流槽瞬时入渗量以及稳定入渗量

随之增加.基于此,雨强越大,径流槽内土壤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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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坡面产流时间提前;同时,雨强不断增大形

成超渗产流,对坡面径流量和累积径流量有很大

影响.本节主要探讨不同雨强下 10°坡面的径流

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坡面稳定产流后的 10min

内,径流量不断增加,趋势明显,随后渐趋平稳,仍

有较小的波动,可能是小部分区域雨强不均和自

然风干扰所致.而坡面累积径流量在 10min 左右

出现明显转折,10min后虽继续增加,但趋势减缓. 

坡度为 10°时,随着雨强增加,裸地坡面平均

径流率不断变大(见表 1).当雨强以 15mm/h为基

准增加时 ,坡面平均产流率增加的倍数依次

为:1.29、1.59、1.51、1.05、1.23,这是因为雨强

增加,单位时间有效降雨量增加,坡面承雨量变

大,土壤入渗速率加快,土壤达到饱和状态的时

间缩短,而有更多的雨水形成坡面径流.这与许

多学者  

[32-33]
的研究结论类似,即降雨强度与坡

面径流量有很强的相关性,降雨强度越大,坡面

产流量越大. 

裸地坡面降雨-入渗-产流产沙-溶质迁移

过程十分复杂.将实测产沙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如表 2,发现随着雨强的增大,10°坡面产沙量不

断增加.将不同雨强与坡面产沙量进行函数拟

合,发现其指数函数的相关性最好,决定系数为

0.87,表明雨强对坡面产沙量有较大影响.坡面

土壤流失的主要动力为雨滴击溅侵蚀和径流冲

刷,前者受雨滴动能影响较大,而雨滴动能与降

雨强度成正相关关系
[34]

;随着雨强不断增加,雨

滴对坡面的滴溅作用加强,使松散的土壤颗粒

增多,更容易被暴雨径流冲刷带走,所以雨强越

大,径流含沙量也越大. 

表 1  不同雨强下 10°裸坡面平均径流率 

Table 1  The average runoff rates under different rain intensity at slope of 10° 

不同雨强下的平均径流率  (L/min) 
坡度 

45mm/h 60mm/h 75mm/h 90mm/h 105mm/h 120mm/h 

10° 0.045 0.058 0.092 0.139 0.146 0.180 

 

表 2  不同雨强下产沙量分析 

Table 2  The analysis of accumulation sediment yield under different rain intensity 

不同雨强下产沙量(g) 
坡度 

45mm/h 60mm/h 75mm/h 90mm/h 105mm/h 120mm/h
拟合函数 决定系数 R² 

10° 101.10 113.01 133.39 120.30 148.72 160.87 S = 79.317e
0.0058I 

(n=6, P<0.01) 0.87 

注:S:产沙量;I:降雨强度. 

图 3 描述了 10°坡面时不同雨强下的产沙量

随降雨历时的变化趋势.当雨强为 45、60 和

75mm/h时(图 3A),坡面产沙量在前 10min内波动

性减小随后缓慢增加 ;而当雨强为 105 和

120mm/h 时(图 3B),随着降雨时间延长坡面产沙

量不断减小,尤其前 10min 减小趋势明显,后期有

较小波动.总体而言,裸地坡面泥沙损失随雨强增

加而增大.不同雨强下泥沙流失量的差异可能是

由于当雨强较小时,坡面产流缓慢且量少,对泥沙

的裹挟能力较弱;雨滴击溅力度小,使土壤剥离量

少,且水沙不同步,故形成坡面产沙量波动大、不

稳定.但当雨强足够大时,坡面径流形成速度快、

流量大,对坡面冲刷剧烈,能带走大量泥沙,随着降

雨延长,坡面疏松土壤不断减少,逐渐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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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0°坡面时产沙随降雨历时变化过程 

Fig.3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diment production with 

rainfall duration over the 10° slope 

A 雨强为 45,60 和 75mm/h 时的坡面产沙量;B 雨强为 105 和

120mm/h 时的坡面产沙量 

2.2  不同雨强下氮磷流失特征 

分析了不同雨强下25°坡面NO3
-

-N,NH4
+
-N, 

TN 和 TP 浓度随降雨历时变化规律.当雨强由

45mm/h不断增大到 105mm/h时, NO3
-

-N流失总

量依次增加的倍数为 1.20, 1.08, 1.35和 1.45,雨

强越大, NO3
-

-N流失总量越大.如图 4A所示,当

坡度为 25°时, NO3
-

-N浓度在降雨过程中随时间

延长呈波动性减少,尤其在前 10min 内波动幅度

尤为明显.当雨强为 90mm/h时,NO3
-

-N初始浓度

为 0.326mg/L;105mm/h 时 为 0.366mg/L; 

120mm/h 时浓度最高,为 0.384mg/L.降雨强度越

大,坡面的瞬时有效承雨量也会越来越大,而产流

初期小区坡面的疏松土壤较多,随径流裹挟的泥

沙流失量越多,有学者认为疏松土壤的养分含量

较高,因此硝态氮在水沙流失初期即出现浓度峰

值,表现出明显的初期冲刷效应
[35]

. 

图 4B 描述了 25°时 NH4
+
-N 浓度随降雨历

时延长的衰减过程.NH4
+
-N 在 90,105,120mm/h

雨强下的初始流失浓度分别为:0.0536,0.0584 和

0.0606mg/L,表现为雨强越大,NH4
+
-N初始流失 

浓度愈大.虽然 NH4
+
-N 浓度随降雨时间延长呈

衰减趋势,但其浓度在不同雨强下相互交错,表现

极不稳定,尤其前 10min浓度变化剧烈,随后亦呈

减缓趋势.说明雨强对黄绵土裸地 NH4
+
-N 流失

的影响较为复杂,影响因素不单一. 

如图 4C 所示,当坡度为 25°,雨强为 90,105, 

120mm/h 时的 TN 初始浓度分别为 0.4625,0.9134

和1.259mg/L;随着降雨进行,TN的总流失浓度分别

为:0.6065,0.8011和 1.3076mg/L,增长的倍数分别为

1.32 和 1.63,说明随着雨强增大,TN 流失浓度也随

之增大,这与李瑞
[36]
就太湖缓坡丘陵区雨强对非点

源污染物迁移影响的结论一致.TP 在坡度为 25°时

的浓度随降雨时间变化情况见图 4-D,在产流初期

其流失浓度表现为雨强 105mm/h 时最大,90mm/h

时最小.各雨强下TP流失浓度在前10min内均随降

雨时间延长出现剧烈波动,但不同雨强下 TP 浓度

却各有高低,规律较为复杂. 10min后,雨强为105和

120mm/h 时 TP 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随后趋于平

稳;而雨强为90mm/h的TP浓度却波动性增加.这可

能与不同雨强下的复杂产流产沙机制有关:一是因

为降雨初期雨水入渗较多,产流相对较小,携沙能力

较弱,而磷主要以颗粒态流失为主
[37-38]

;再者土壤表

层进行了抓毛处理使部分土壤疏松,所以初期径流

较小仍能携带部分泥沙,导致泥沙流失不稳定,对坡

面养分流失有较大影响
[39]

.综上,不同雨强下的

NO3
-

-N、NH4
+
-N、TN和 TP流失量存在显著的差

异,但其流失浓度均与降雨强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这与马东等
[40]
就崂山水库流域研究降雨特征与

径流养分迁移的结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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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雨强下各形态氮素以及总磷随降雨历时流失情况  

Fig.4  The loss of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intensity 

A 25°硝态氮;B 25°氨态氮;C 25°总氮;D 25°总磷 

2.3  径流、泥沙对坡面养分流失量影响规律  

径流为坡面养分流失提供动力,泥沙是其主

要载体
[41-42]

.表 3显示 10°坡面的径流量与 TN、

NO3
-

-N、NH4
+
-N、溶解态氮(DN)、TP 及溶解

态磷(DP)的线性拟合决定系数均大于 0.7,表明

径流量越大对坡面养分流失贡献越大.这是由于

雨强增加能够加大雨滴的打击力度,使土壤薄层

的径流紊动增强,而强化径流对养分的裹挟能

力 

[43-44]
.这与王国重等

[45]
在豫西南山区研究雨强

对坡面养分流失影响规律得出的结论一致.就相

关性而言,径流量对总氮的影响最大,对溶解态磷

影响小.对数据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得到 10°时

所有场次降雨产生的径流量与其养分流失量均

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P<0.05). 

表 3  10°坡面养分流失量与径流量的关系 

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ent loss and runoff 

at 10° slope surface 

养分类型 养分流失量与径流量的拟合函数 决定系数(R²)

总氮 Y 总氮 = 1.1189x - 5.9047(n=6, P<0.01) 0.95 

硝态氮 Y 硝氮 = 0.0213x - 0.0941(n=6, P<0.01) 0.86 

铵态氮 Y 氨氮 = 0.0029x + 0.0256(n=6, P<0.05) 0.75 

溶解态氮 Y 溶解态氮 = 0.0679x - 2.8168(n=6, P<0.01) 0.94 

总磷 Y 总磷 = 0.5233x - 22.702(n=6, P<0.05) 0.84 

溶解态磷 Y 溶解态磷 = 0.0002x + 0.0039(n=6, P<0.05) 0.74 

注:y表示养分流失量,mg;x表示径流量,mL. 

10°坡面条件下 6 场降雨的产沙量与养分流

失量的幂函数关系最佳,从表 4可以看出, TP流

失量和产沙量相关性最好,溶解态磷与泥沙流失

的相关性最差,这是因为磷主要吸附在泥沙表面

随径流流失.同样的,氨氮流失主要靠径流输移,

所以与产沙量相关性较低. 

同时表 4反应当雨强分别为 45,60,75,90,105, 

120mm/h时 10°坡面产沙量与养分流失的显著性

差异值 p均小于 0.05,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10°坡面养分流失量与泥沙量的关系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trient loss and 

sediment at 10° slope surface 

养分类型 养分流失量与泥沙量拟合函数 决定系数(R²) 

总氮 Y 总氮= 1.1069x
0.3732

(n=6, P<0.05) 0.73 

硝态氮 Y 硝氮= 0.0712x
0.7836

(n=6, P<0.05) 0.61 

氨态氮 Y 氨氮= 0.0707x
0.2187

(n=6, P<0.05) 0.55 

溶解态氮 Y 溶解态氮= 0.0874x
0.5829

(n=6, P<0.05) 0.70 

总磷 Y 总磷= 0.0089x
0.8763

(n=6, P<0.05) 0.91 

溶解态磷 Y 溶解态磷= 0.0062x
0.1979

(n=6, P<0.05) 0.50 

注:y表示养分流失量,mg;x表示径流量,mL. 

从氮素流失形态来看(图 5A),15°坡度时,雨

强由 45增大到 120mm/h,颗粒态氮始终占绝对比

例,说明黄土坡面氮素流失以泥沙吸附态为主.图

5A 显示,当降雨强度由 45 增加至 120mm/h 时,

溶解态氮流失量先增加后减少,这可能和该区降

雨类型有关
[46]

.当降雨为中雨(45~75mm/h)时,坡

面土壤的雨滴滴溅和径流冲刷作用随雨强的增

大而加强,促使坡面径流与土壤养分充分混合,并

随径流量增大而被稀释,所以溶解态氮比例会不

断降低.但暴雨的(90~120mm/h)雨滴击溅强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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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流迅速,吸附养分的土壤颗粒快速地被暴雨剥

蚀而随径流迁移,故该过程颗粒态氮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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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5°坡度条件下不同雨强的养分流失形态分析 

Fig.5  The analysis about loss of nutrient form under 

different rain intensity with the slope of 15° 

A 颗粒态氮与溶解态氮的比例;B 颗粒态磷与溶解态磷的比例 

图 5B 描述了 15°坡面不同雨强下磷素流失

形态比例构成,各雨强下颗粒态磷随径流泥沙流

失比例皆大于 90%;颗粒态磷与产沙量的幂函数

拟合系数达 0.91,说明黄绵土裸坡磷素流失以颗

粒态为主
[47-48]

.此外,坡度为 10°和 25°时所有场

次降雨的径流磷素流失皆以泥沙吸附态为主,所

占比例甚至高于 95%. 

3  结论 

3.1  10°坡面时,当雨强以 15mm/h 为基数增加,

坡面产流量不断增大,径流对坡面的冲刷不断增

强,产沙量越来越多.当雨强小于 75mm/h 的坡面

产沙过程波动剧烈;而当雨强为 105 和 120mm/h

时,坡面产沙随降雨历时不断减小并渐趋平缓. 

3.2  25°坡面的硝态氮流失量随雨强的增加而

增加,其浓度随产流历时波动性减少.氨氮初始流

失浓度由 0.054增至 0.061mg/L,随雨强增加而增

大,浓度随降雨历时波动减小.总氮浓度受雨强影

响显著,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总磷在 90mm/h 时

最小,浓度波动性增加,而在 105mm/h 时浓度最

大,且当雨强为 105和 120mm/h时,总磷总体呈先

下降后渐趋平稳的趋势. 

3.3  10°坡面的径流量与 TN、NO3
-

-N、NH4
+
-N、

DN、TP及 DP均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产沙量与

养分流失的幂函数关系最佳.15°坡面的氮流失

均以颗粒态为主;当雨强为 45~120mm/h 时,溶解

态氮比例总体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颗粒态磷流

失量与产沙量相关性较高,流失比例在各雨强和

坡度下均高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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