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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典型区雨水资源化潜力模拟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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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充分利用雨水资源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干旱缺水的问题，引入分布式水文模拟技术，构建具有物理成

因机制的分布式雨水资源化潜力评估模型，解决雨水资源利用的核心问题———评价当地的雨水资源化潜力。通过

研究黄土高原典型区域黄河河口镇至龙门段( 河龙区间) 的雨水资源情况，定量评估该区域雨水资源化潜力，结果

表明: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背景下，20 世纪 80 年代后，黄河流域河龙区间的地表径流量、土壤有效水增量

和雨水资源化潜力呈现上升趋势; 河龙区间大部分地区雨水资源呈增长趋势，雨水资源可基本满足现有条件下区

域植被恢复的用水需求。气候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起正影响作用，贡献率为 63. 4%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则为负

影响，贡献率为 － 36. 6%。人类活动对区域雨水资源利用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大力发展干旱半干旱区降雨-径流调

控技术，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率，以保障区域生态-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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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tional use of rainwater resources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source of soil erosion，but also
provide effective water supply to the local area． The Loess Plateau has less precipitation， large
evaporation，and very scarce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Therefore，the use of rain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Loess Plateau to deal with soil erosion，drought and water shortage．
The core issue of rain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local rainwater resource
potential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For this reason，the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a distributed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assessment model． It
was dedicated to solving the core problems of rain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local rainwater resourc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by studying the typical Helong Ｒ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the surface runoff，
soil water increment and the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in Helong Ｒegion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fter
1980s． The rainwater resources of most sub-basins in the Helong Ｒegion had a growing trend，and the
rainwater resources could basically meet the water consumption under the current vegetation coverage．
Climate chang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rain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63. 4% and the
land use /cover change had a negative impact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 36. 6% ． Therefore，the
human activities imposed great effect on rainwater utilization pattern，and to fully develop the rainfall-
runoff regulation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the rainwater using efficiency were the key countermeasures to



realize the ecology-economy synergetic develop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Key words: Loess Plateau; rainwater utilization;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and grassland;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0 引言

干旱缺水和水土流失是制约黄土高原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因素［1］。黄土高原降水

少、蒸发大，地表水资源十分匮乏［2］，深厚黄土层所

形成较深的包气带使得地下水埋藏较深［3 － 4］。雨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有效应对黄土高原水资源匮乏问

题唯一可行的技术手段［5 － 6］。目前，黄土高原地区

雨水资源化的调控技术侧重于点尺度技术研发推

广，且已较为成熟，如动力拦截技术、就地入渗技术、
径流蓄存技术以及集蓄灌溉技术等［7 － 8］。而针对大

尺度雨水资源利用潜力的评估研究还很薄弱［9］。
雨水资源化潜力指数是有效、准确评价区域雨水资

源的方法之一。冯浩等［10］认为，雨水资源化潜力可

以分成 3 个层次: ①理论潜力，即降落到研究区的雨

水资源总量。②现实潜力，即现有雨水利用技术条

件下已被利用的雨水资源量。③可以实现的潜力，

即流域内可达到的最大雨水资源使用量以及现实潜

力。ZHAO 等［11］ 认为，由于黄土高原深厚的包气

带，地下水既难以得到补充，也难以被开发利用，所

以黄土高原地区雨水资源化潜力可以不包括地下水

增量部分。高晓东等［12］从黄土高原小流域的土壤

水时空变异角度出发，通过数理统计手段评价黄土

丘陵区小流域的雨水资源化潜力，但小流域的评价

方法难以在大流域直接使用。ZHANG 等［8］首次将

分布式水文模型 VIC 模型应用到黄土高原，并按照

50 km ×50 km 的空间单元计算黄土高原地区的雨

水资源化潜力，从而实现了对研究区雨水资源化潜

力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规律的量化分析。但上述研

究空间分辨率过大，因此导致雨水资源化潜力的模

拟精度不理想。
在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的共同影响下，气象

和 水 文 要 素 的 时 空 分 布 规 律 均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13 － 15］，即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自然水文过程产

生较大影响。而目前雨水资源化潜力的评估方式和

工具还不完善，建立适用于变化环境下的雨水资源

化潜力计算方法和模型工具具有重要意义［16 － 17］。
本文引入分布式水文模型，以自然流域为基本计算

单元，提高模型的空间分辨率，构建适用于黄土高原

地区、具有物理成因机制的分布式雨水资源化潜力

评估模型，定量评估区域雨水资源化潜力，为开展变

化环境下黄土高原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坚实的技

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黄土高原地处内陆，全区面积约为 64 万 km2。
全域大部分区域覆盖深厚的黄土层，最厚处达 200 m
以上，是世界著名的干旱区和水土流失区［9］。其中

黄河河口镇至龙门段( 河龙区间) 坐落于黄河流域

中部，东西窄南北长［18］，属于黄土高原典型的沟壑

丘陵区，面积约 11. 2 万 km2，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19］。河龙区间包含延安市、榆
林市、吕梁市等行政区，农林业较发达，高效的水土

资源利用、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极大地改变了区域下

垫面［7］。黄土高原河龙区间的空间分布如图 1 所

示。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 2 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方法

雨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缓解黄土高原干旱缺水

和水土流失的关键所在，而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定量

评估是高效利用当地雨水资源的关键。对于一般地

区而言，雨水资源总量应为全部降水量，而雨水资源

化潜力应包含由降水经下垫面再分配过程转换而来

的地表径流、土壤有效水和地下水 3 部分。然而，黄

土高原农业用水主要以降水补给为主，井灌面积较

小，并且降水向地下水的补给水分微弱，目前针对黄

土高原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内涵和组成已经达成了基

本共识［5］，即雨水资源化潜力主要由一定时间段内

由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和下垫面土壤有效水的增量

两部分组成，因此对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中可以不

重点考虑地下水［8］。通过以上分析表明，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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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资源化潜力应为每次降水后所产生的地表径流

和下渗到土壤的有效水含量之和［11，20 － 21］，公式为

ΔS =
Se － Ss ( ΔS ＞ 0)

0 ( ΔS≤0{ )
( 1)

式中 ΔS———每次降水事件后土壤有效水净增量，

mm
Ss———降雨事件开始前土壤有效水含量，mm
Se———降水事件结束后土壤有效水含量，mm

P = ∑
m

i = 1
∑

n

j = 1
( Ｒij + ΔSij ) ( 2)

式中 P———雨水资源化潜力，mm
Ｒ———地表径流量，mm
i———降水事件次序 j———子流域编号

m———研究时段内降水的次数

n———研究区子流域数量

1. 3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

本研究所采用的水文模型是由美国农业部农业

研究中心( USDA-AＲS) 开发的流域尺度的半分布式

水文模型( Soil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 ［22］。该

模型基于物理过程对水流验算、泥沙运移等过程进

行模拟，具有运算效率高、可以连续长时间模拟等优

点［23］。在构建 SWAT 分布式水文模型过程中，本研

究需收集的数据如表 1 所示。根据表 1 资料建立

SWAT 模型，所建立的 SWAT 模型可以在水文响应

单元以及子流域两个空间尺度上输出土壤有效水

含量以及地表径流量，根据式( 1 ) 和式( 2 ) 计算出

各子流域上的土壤有效水净增量以及雨水资源化

潜力。

表 1 河龙区间数据资料清单

Tab． 1 Data of Helong region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说明

数字高程( DEM) 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 gscloud． cn) 数据分辨率为 30 m × 30 m

气象 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data． cma． cn / ) 区域内气象站点 1970—2015 年日观测数据

土地利用 /覆盖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http:∥www． geodata． cn) Landsat TM /ETM 遥感影像解译的 1 km 栅格数据

土壤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 resdc． cn) 中国土壤类型空间分布数据集 1 km 栅格数据

水文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资料》 多个代表性的水文站点 1980—2015 年日观测数据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http:∥www． geodata． cn) 数据分辨率为 500 m × 500 m

1. 4 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的贡献率分析方法

为了进一步探索影响河龙区间雨水资源的主要

因素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区分气候变化和土

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研究区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影响

贡献率，本研究设置 3 种情景: ①以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年份( 1999 年) 为界，定义 1980—1999 年

为基准情景( S1) ，代表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历史平均

水平，利用 1980 年的土地利用 /覆盖和 1980—1999
年的气象数据驱动水文模型。②将变化情景 1( S2)

定义为黄土高原退耕还林( 草) 之后气候发生变化，

而土地利用没发生变化的假设情景，以 1980 年的土

地利用 /覆盖和 2001—2015 年的气象数据驱动水文

模型。③将变化情景 2( S3) 定义为黄土高原退耕还

林( 草) 之后气候发生变化，土地利用 /覆盖也发生

变化的情景，以 2010 年的土地利用 /覆盖和 2001—
2015 年的气象观测数据驱动水文模型。

在此基础上，研究区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雨

水资源潜力的影响贡献率的量化公式为

ΔPL = PS3 － PS2 ( 3)

ΔPC = PS2 － PS1 ( 4)

ΔP = |ΔPL | + |ΔPC | ( 5)

μL =
|ΔPL |
ΔP

× 100% ( 6)

μC =
|ΔPC |
ΔP

× 100% ( 7)

式中 ΔPL———雨水资源化潜力受土地利用影响的

变化量，mm
ΔPC———雨水资源化潜力受气候变化影响的

变化量，mm
PS1———S1 情景下多年的平均雨水资源化潜

力，mm
PS2———S2 情景下多年的平均雨水资源化潜

力，mm
PS3———S3 情景下多年的平均雨水资源化潜

力，mm
ΔP———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总量，mm
μL———土地利用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

的影响贡献率，%
μC———气候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的影

响贡献率，%
1. 5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法

本文所使用的趋势检验方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

方法，该方法在水文气象研究当中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能够检验某一变量过程是否存在突变

趋势。Mann-Kendall( MK) 检验统计量 K 计算公式

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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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k－1

a = 1
∑

k

b = a+1
sgn( xb － xa ) ( 8)

其中

sgn( xb － xa ) =

1 ( xb － xa ＞ 0)

0 ( xb － xa = 0)

－ 1 ( xb － xa ＜ 0
{ )

( 9)

式中 k———数据点的数量

xa、xb———时间序列 a、b 中的数值

方差计算公式为

σ2( K) =
k( k － 1) ( 2k + 5) －∑

l

c =1
tc( tc － 1) ( 2tc + 5)

18
( 10)

式中 tc———第 c 个数对应的捆绑值

l———捆绑值的数量

本研究观测值连续且样本数量 k ＞ 10，因此标准正

态检验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Z =

K － 1
σ2 ( K槡 )

( K ＞ 0)

0 ( K = 0)

K + 1
σ2 ( K槡 )

( K ＜ 0











 )

( 11)

Z 值代表标准正常试验统计量，当其为正时表

示数列有增加趋势，为负时则表示有减少趋势。趋

势检验在给定的 α 置信水平上进行，如果 | Z |≥
Z1 － α /2，则原假设不可接受。当 | Z | ＞ 1. 28，则表明

数列通过 90%置信度的显著性检验; 当 | Z | ＞ 1. 64，

则表 明 数 列 通 过 95% 置 信 度 的 显 著 性 检 验; 当

|Z | ＞ 2. 32，则表明数列通过 99% 置信度的显著性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水文模型的校验结果

选择研究区内 2 个黄河干流上的站点以及 4 个

子流域径流资料对水文模型进行校准和验证，站点

分别为龙门站、府谷站、安塞站、绥德站、温佳川站、
大 宁 站。校 准 期 为 1981—1985 年，验 证 期 为

1986—1990 年。使用 SWAT-CUP 软件中的自动校

准方法设定适合黄土高原的参数范围，对模型进行

参数校准和模拟结果的验证，自动校准的取值范围

及最终参数取值结果如表 2 所示。
SWAT-CUP 软件根据水量平衡原理自动对水

文站径流的模拟和实测数据进行对比，同时选取最

表 2 模型率定参数范围及参数最优值

Tab． 2 Optimal simulation parameters and parameter range

参数
初定范围 最终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优值

基流 α 因子( ALPHA_BF. gw) 0 1 0. 48 0. 71 0. 64

地下水时间延迟( GW_DELAY. gw) 0 500 238. 32 348. 51 321. 21

地下水 revap 系数( GW_ＲEVAP. gw) 0. 02 0. 20 0. 09 0. 18 0. 13

深层含水层的渗透系数( ＲCHＲG_DP. gw) 0 1 0. 35 0. 63 0. 38

主河道曼宁系数( CH_N2. rte) － 0. 01 0. 30 0. 22 0. 30 0. 26

主河道冲积物有效渗透系数( CH_K2. rte ) － 0. 01 500. 00 1. 01 120. 00 22. 28

河岸调蓄基流 α 因子( ALPHA_BNK. rte) 0 1 0. 53 0. 72 0. 64

植物吸收补偿因子( EPCO. hru) 0. 01 1. 00 0. 42 0. 63 0. 48

最大冠层降水截留量( CANMX. hru) /mm 0 100 1. 03 28. 32 8. 32

土壤蒸发补偿因子( ESCO. hru) 0. 01 1. 00 0. 12 0. 49 0. 31

SCS 径流曲线数( CN2. mgt) 35 98 42. 00 70. 00 56. 03

优参数系列，并计算最优参数下的模拟值和实测值

的纳什效率系数 Ns 和决定系数。针对上述 6 个站

点，模型校准期和验证期的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两

个黄河干流站点模拟效果好，其他大部分站点的模

拟值与实测值吻合度较好。模型预测的评价系数满

足评价标准，模型模拟结果能够为研究区域水资源

合理利用提供有效的参考价值。
2. 2 河龙区间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结果分析

在气候变化导致年均降水量逐渐上升和退耕还

林( 草) 工程实施的双重背景下，河龙区间雨水资源

化 潜 力 将 不 可 避 免 地 出 现 剧 烈 变 化。图 3 为

1980—2015 年河龙区间年平均雨水资源化潜力的

时间变化趋势。由图可知，研究区地表径流量、土壤

有效水增量以及雨水资源化潜力三者均呈上升趋

势。其中，地表径流量上升速率为 0. 366 3 mm /a，土

壤有效水增量上升速率为 0. 554 6 mm /a，雨水资源

化潜力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达到了 0. 920 9 mm /a。
同时，图 3 表明土壤有效水增量是雨水资源化潜力

的主要构成因素，其原因是黄土高原地区土质松软、
吸水性强，因此在分析黄土高原水资源状况时土壤

有效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计算各子流域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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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率定和验证结果

Fig． 2 Ｒesults of model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图 3 河龙区间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趋势

Fig． 3 Trends of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in
Helong Ｒegion

有效水增量，并通过式( 8) ～ ( 10) 进行 MK 检验，检

测 1980—2015 年河龙区间每个子流域的地表径流

量、土壤有效水增量及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变化趋势，

用以分析河龙区间地表径流量、土壤有效水增量以

及雨水资源化潜力的空间分布及趋势变化规律。如

图 4a 所示，河龙区间地表径流量主要呈中部较少、
南 北 方 向 较 多 的 分 布 规 律，年 均 地 表 径 流 为

25. 5 mm。图 4b 为研究区土壤有效水增量的空间分

布情况，呈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的变化趋势，年均土

壤有效水增量为 241. 7 mm。图 4c 则反映了河龙区

间雨水资源化潜力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土壤有效水

增量的空间分布及趋势变化情况类似，河龙区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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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表径流量、土壤有效水增量和雨水资源化空间趋势分布

Fig． 4 Spatial trend distributions of surface runoff，soil water incremental and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水资源化潜力在空间上呈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

多年平均可利用潜力超过 267 mm，雨水资源化潜力

最大值为 307. 97 mm。
如图 4a 所示，河龙区间西北大部分子流域的年

均地表径流量通过了 95% 的置信水平，呈显著上升

的趋势，南部地区则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余地区 MK
趋势检验的 Z 值均在［－ 1. 64，1. 64］区间内，未表

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但是大体上呈现南部下降北

部上升的趋势。从图 4b 可以发现，大部分子流域土

壤有效水增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龙区间东部

以及西南部子流域有显著上升趋势，西部个别子流

域呈显著下降趋势。图 4c 表明河龙区间大部分子

流域的雨水资源化呈上升趋势，其中北部、中部部分

地区上升趋势显著，南部极少部分子流域下降趋势

显著。通过对比发现，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趋势与

土壤有效水增量变化趋势相似，但具有显著性变化

子流域的个数有所不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土壤有

效水是黄土高原雨水资源化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河龙区间雨水资源

有总体增长的趋势。
2. 3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河龙区间雨水资源化

潜力的影响

采用情景分析法进一步探索影响河龙区间雨水

资源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变化还是人类活动。具体情

景设定按照 1. 4 节设置 3 个情景: 基准期( S1 ) 、气

候变化情景( S2 )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情景( S3 ) 。
表 3 列出了基准期( S1) 、变化情景 1 ( S2 ) 和变化情

景 2( S3) 下对应的地表径流量、多年平均土壤有效

水增量以及雨水资源化潜力的计算结果。气候和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影响贡

献率分析结果根据 1. 4 节贡献率计算方法计算。
通过对比分析，气候变化对土壤有效水增量和

地表径流量均为积极影响，即在土地利用不变的情

表 3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对雨水资源化潜力的

影响贡献率

Tab． 3 Contribution r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use to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参数 S1 S2 S3
气候变

化影响

土地利用 /覆

盖变化影响

土壤有效水增量 /mm 236. 3 267. 2 249. 2 30. 9 －18. 0

地表径流量 /mm 22. 8 37. 6 29. 2 14. 8 －8. 4

雨水资源化潜力 /mm 259. 1 304. 8 278. 4 45. 7 －26. 4

影响贡献率 /% 63. 4 －36. 6

况下，研究区仅受气候变化影响时土壤有效水增量

和地表径流量均增多。其中多年平均土壤有效水增

量增加 30. 9 mm，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增加 14. 8 mm，

多年平均雨水资源化潜力增加 45. 7 mm。土地利

用 /覆盖变化对土壤有效水增量和地表径流量均为

消极影响，即在气候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区仅受土地

利用变化影响时土壤有效水增量和地表径流量均减

少。其中多年平均土壤有效水增量减少 18. 0 mm，

多年地表径流量减少 8. 4 mm，多年平均雨水资源化

潜力减少 26. 4 mm。基于式( 3 ) ～ ( 7 ) 贡献率计算

方法，气候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的贡献率为

63. 4%，且为正影响;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雨水资

源化潜力变化的贡献率为 － 36. 6%，为负影响。由

此可以看出，在 2000—2015 年气候变化和土地利

用 /覆盖变化共同影响的时期，气候变化对流域内雨

水资源化潜力的变化起到主导作用，而土地利用 /覆
盖变化的影响稍弱。计算结果表明，在 2000 年以后

气候变化增加了当地雨水资源，这与该时间段降雨

量增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增加的雨水资源又会

被人类活动带来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削弱，使得雨

水资源增长程度减小。因此，要时刻关注黄土高原

地区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提高雨水收集利用率，

发展雨水收集、精准灌溉技术，更好地利用河龙区间

的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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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雨水资源化潜力对退耕还林( 草) 工程可持续

性评价

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水土保持、调节

大气成分以及减缓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和维持气候稳

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地表植被覆盖变化

对地理环境将产生巨大影响［25 － 26］。为探究河龙区

间植被恢复情况，利用 2000 年和 2015 年 9 月 1 日

的 NDVI 数据及雨水资源化潜力数据，分析计算退

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以来 NDVI 和雨水资源化潜力

的变化情况，并采用 GIS 工具表征其空间格局。
如图 5a 所示，自退耕还林( 草) 以来，河龙区间

大部分地区 NDVI 年均值呈现增长趋势，个别地区

NDVI 年均值有所下降，且研究区域北部较为集中。
全区近一半区域 NDVI 变化率大于 40%，这表明

2000—2015 年间研究区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

显著好转。同样的，自退耕还林( 草) 政策实施以

来，研究区雨水资源化潜力也发生了大幅度波动。
如图 5b 所示，河龙区间南部部分子流域有下降趋

势，而中部和北部则呈现出大范围的上升趋势，中部

地区上升超过了 200%。总体来看，河龙区间雨水

资源化潜力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图 6 为研究期

间 NDVI 年均值与雨水资源化潜力的散点图。由图

可见，两者的决定系数为 0. 554，拟合程度一般，但

呈正相关关系。

图 5 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后 NDVI 变化率与

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率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NDVI and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changing trend after GFG Project

植被和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水文学领域极为重

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研究

表明，在气候湿润的长江流域，植被覆盖较好区域的

产流量大于少林或无林流域; 在干燥旱区的黄河流

域，林木生长势必引起蒸腾、蒸发量的增加，区域产

流量减小［27］。本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植

被覆盖和雨水资源化潜力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

图 6 雨水资源化潜力与 NDVI 相关性分析

Fig． 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ainwater
harvesting potential and NDVI

雨水资源化潜力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植被覆

盖只是其中的一项。雨水资源化潜力的增加又为植

被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目前黄土高原退耕还林

( 草) 是否可持续还存在争议。通过前文的分析可

以发现，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黄土高原雨水资源较

为充足，可以满足现状条件下区域生态恢复用水

需求。
大规模植被恢复实施后，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状

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大部分区域植被恢复效果显著。
植被恢复一方面对于减缓土壤侵蚀、控制水土流失

有着积极的作用［28］，但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区域耗

水量的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区域水资源短缺现

状［3］。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暴雨频率增加，更加

需要植被来保持水土。同时总的降雨量也在增加，

使得黄河中游地区雨水资源化有上升趋势［29］。若

采取合理的工程技术措施对地表径流和土壤有效水

进行调控利用，可最大程度发挥退耕还林( 草) 工程

的效益，同步缓解干旱缺水与水土流失的问题。
3. 2 基于 SWAT 模型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的不确

定性

本研究利用水文模型来计算雨水资源化潜力可

以提高计算的精度，但由于水文模型本身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因此带来雨水资源化潜力计算的不确

定性: ①由模型经验公式带来的不确定性。SWAT
模型为半分布式水文模型，模型内部引用的部分公

式为经验公式，不一定适合黄土高原地区。②气候

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单独考虑带来的不确定性，然

而事实上气候变化可以影响植被生长、人类活动、土
地利用 /覆盖的变化等，人类活动又反过来会导致气

候变化。在模型当中将两者独立考虑可能会带来贡

献率计算的偏差。③黄土高原地区植被恢复的不确

定性。近 20 年，黄土高原植被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这极大地改变了下垫面要素。单从土地利用 /覆盖

变化来描述植被恢复不够准确，需要从植被生长、生
态水文的角度考虑问题。

4 结论

( 1) 构建了黄河流域河龙区间的 SWA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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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雨水资源化潜力的计算方法与模型相结合，在

水文响应单元以及子流域两个空间尺度上计算出雨

水资源化潜力，为评估雨水资源化潜力提出了新方法。
( 2)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背景下，黄

河流域河龙区间的地表径流量、土壤有效水增量和

雨水资源化潜力均呈现上升趋势。通过 MK 检验和

空间趋势分布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

重影响，河龙区间大部分子流域雨水资源有增长趋

势，河龙区间雨水资源较为充足，可以满足现有条件

下区域生态恢复的用水需求。
( 3) 利用情景分析法和贡献率计算法得出，气

候变化对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的贡献率为 63. 4%，

对雨水资源化起正影响作用;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

雨水资源化潜力变化的贡献率为 － 36. 6%，为负影

响。气候变化增加了当地雨水资源，但这种增长又

会被人类活动削弱。因此，要时刻关注人类活动所

带来的影响，提高雨水收集利用率，更好地利用河龙

区间的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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