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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和水土资源不合理利用，水土资源遭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受到挑
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问题。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导致河道、湖泊淤塞，引起河道变迁、湖容减小，并常常引发洪涝灾害，同时
水土流失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减少，施入的氦、磷、钾等养分流失，导致土壤肥力减退，土壤质量下降
。
此外，细颗粒泥沙具有很强的吸附力，能够大量吸附地面上含量不高的有害元素，将其带入水体造成
水质污染。
由于表土流失，土壤表面颗粒粗化，改变了土壤质地，导致土壤沙化，加速旱区土地的沙漠化过程。
黄土地区的国土资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对西北经
济区的开发起关键作用。
但这个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和养分注入各支流，汇入黄河，淤积河床，同时土壤损失了大量养分和肥力。
土壤养分源源外流，又使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人类生存带
来严重威胁。
特别是短历时大暴雨所造成的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的迁移程度，使黄土地区农
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处于恶性状态，土壤资源变劣，严重破坏了土地生产力，同时造成江河湖泊的严
重面源污染。
控制水土养分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主要任务。
因此，研究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迁移的特性及控制方法是提高土地生产力和防治面源污染的一个重要
方面。
　　降雨条件下土壤溶质迁移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研究内容
涉及土壤学、生态学、水文学、水力学、环境科学等多种学科，需要多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和高
层次的综合。
降雨条件下土壤溶质迁移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在降雨过程中，土壤溶质随下渗水分向深层迁移；二是
当降雨强度大于土壤入渗能力时产生地表径流，土壤表层的溶质在雨滴打击及径流中刷作用下，向地
表径流传递，并随地表径流迁移。
土壤内部的溶质迁移过程涉及土壤养分的滞留及有效性、土壤环境及地下水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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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黄土坡面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迁移特征、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与论述。
本书共分8章，重点分析影响黄土坡面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以及
各种调控措施控制水土养分流失的功效。
同时，针对黄土坡面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迁移的特征，建立非饱和土壤条件下土壤溶质随地表径流迁
移的数学模型。
　　本书可作为农业、水利、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土壤等学科研究人员的参考书籍，也可作为相
关学科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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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近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化肥和农药施用量逐渐上升。
目前，中国化肥使用总量达4124万t／a，平均达400kg／hm。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kg／hm2安全上限。
农药使用量逾30万t／a，使全国933.3万hm2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由于过量使用农用化合物造成大量化肥和农药随降水或灌溉水进入水体，由此产生的非点源污染负荷
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我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在很多地区显现出来，甚至达到了比较严
重的地步。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非点源污染研究始于北京城市径流污染研究。
农村非点源污染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调查和河流水质规划研究，曾先后在
于桥水库、滇池、太湖、鄱阳湖、巢湖、三峡库区等湖泊、水库流域及沱江内江段、晋江流域、北江
浈水流域、淮河淮南段、辽河铁岭段进行过探索性的研究，较好地把握了非点源污染的负荷、发生和
分布状况，为湖泊、河流的水质规划与流域规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非点源污染研究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如1978-1980年对我国34个湖泊和水库的调查资料表明，富营养化水体占14.7％；而1987～1989年调查
的22个湖泊中富营养化的已达63％。
这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泊水质富营养化状况颇为接近。
总之，随着点源污染负荷的下降，面源污染负荷的增加，在全球范围内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已逐步
成为现代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主题。
　　已开展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化肥、农药及畜禽粪便等经
土壤通过不同途径进入水体对受纳水体造成的污染影响，包括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和研究农业非点源
污染对水体产生的危害，其中国内研究较多的是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态氮污染的问题；第二个
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有关农业非点源污染产污机理与影响因素的探索。
由于了解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产污机理是进行治理与开展模拟监测的前提，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农业非点
源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计算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致认为非点源污染形成分为4个
连续的动态过程，即降雨径流过程、土壤侵蚀过程、土表溶质溶出过程和土壤溶质渗漏过程。
由此可见，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基础研究就是对土壤溶质随径流迁移问题的研究。
　　1.1.3黄土区非点源污染特点及状况　　中国黄土高原是全球黄土覆盖面积最广、厚度最大、地层
最全的高地。
黄土高原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被规划为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
黄土地区的国土资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区不仅地域宽阔而且自然资源丰富，因
而对西北经济区的开发起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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