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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侵蚀模型是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流失调查与侵蚀危险性评价的技术工具，是土壤侵蚀研究成
果的集中体现和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50年来，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国际上研发并应用于生产实践的水蚀预报模型主要有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及其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
程（USLE和RUSLE）、水蚀预报（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WEPP）模型、欧洲土壤侵蚀模型
（EROSEM）、荷兰土壤侵蚀预报模型（LISEM）、非点源农业污染模型（AGNPS、ANSWERS
、CREAMS）和水土资源评价模型（SWAT）等。
这些模型不但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政府决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WEPP模型是基于过程的水蚀预报模型，可模拟和预测不同时间尺度（日、月、季、年及年际）
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农地、草地、林地、建筑工地及城区等）的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同时还具备
模拟和预测土壤水分的入渗、蒸发和农作物生长等功能。
WEPP模型分为3个版本：坡面版（hillslope）、流域版（watershed）、网格版（grid）。
因为坡面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也是径流和侵蚀产沙的来源地，因此，WEPP模型的坡面版本备受土壤
保持和自然资源保持工作者的重视。
同时，严重的坡面土壤侵蚀，导致土壤肥力退化和土地生产力降低，威胁着粮食安全，进而威胁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定量评价坡面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及建立坡面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的要求非常迫切。
　　目前，WEPP模型的3个版本中，坡面版本的研发相对成熟，并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流域版是wEPP模型坡面版的外延，目前研发的WEPP模型的流域版本，仅适用最末一级的流域，其应
用受到限制；而WEPP模型的网格版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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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WEPP模型，并评价了WEPP模型在黄土高原的适用性。
全书分9章，第1章介绍了国内外水蚀预报模型研究概况；第2章介绍了WEPP模型的基本原理；第3章
介绍了WEPP模型在Windows界面使用方法，包括坡面模拟和流域模拟；第4～6章以翔实的资料评价
了WEPP模型在黄土高原不同坡度、不同坡长、不同作物类型及不同草地条件下的适用性；第7章
对WEPP气候模型BPCDG和CLIGEN进行了应用评价；第8章利用全球环流模型(GCM)和WEPP模型预
测了未来土壤侵蚀发展趋势；第9章是关于我国水蚀预报模型研究的思考。
    本书可供从事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地理学、国土整治与环境保护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等学校相
关专业的师生以及水土保持和环境部门的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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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国内外水蚀预报模型研究概况　　土壤侵蚀是限制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环境灾害之
一。
全球水土流失面积约16.43×106km2，占地表总面积的10.95％（郑粉莉等，2004a）。
土壤侵蚀不仅给当地的生态、环境、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也给相
邻地区带来严重危害。
因此，防治土壤侵蚀，改善生态与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是土壤侵蚀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是土壤侵蚀定量化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
。
土壤侵蚀预报的研究将为评价土壤侵蚀强度、分析土壤侵蚀状况、制定科学的水土保持方案及指导合
理的土地资源利用等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也是进行水土保持规划的支撑工具。
最早的土壤侵蚀定量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通过布设径流小区研究影响土壤侵蚀的各种因子
（Baver，1938）。
第一个土壤侵蚀模型属于坡面经验模型，由美国学者Zingg（1940）研制。
至今土壤侵蚀模型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经验模型走向机理模型、从坡面模型走向流域或
区域模型及从研究走向应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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