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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壤侵蚀是世界头号环境问题，我国是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的土壤侵蚀面积高达492
万km2，占国土面积的51.2％。
水蚀面积为179.6万km2，因水蚀全国每年丧失表土50亿t，其中耕地表土流失量约33亿t，占流失总量的
约66％。
因水蚀导致的土地生物或经济产量明显下降的土地约37.8万km2，占水蚀面积的21.05％，造成了明显
的土地退化。
　　最新的耕地普查结果表明：在我国13 251.95万hm2耕地总面积中，坡耕地面积为4652.20万hm2，占
耕地总面积的35.11％，其中8。
～25。
的缓坡耕地为3927.45万hm2，大于25。
的陡坡耕地为724.75万hm2，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9.64％和5.47％。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国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积共有4540.56万hm2，占耕地面积的34.26％，且主
要分布在大于8°的坡耕地上。
坡耕地是我国重要的农业资源，同时也是水土流失多发部位。
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开展坡面土壤侵蚀分散、输移和沉积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于揭示
土壤侵蚀动力过程机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侵蚀预报模型，进而指导水土保持生产实际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和实用前景。
　　本书作者从事土壤侵蚀产沙动力过程方面的研究十几年，积累了一定试验研究经验，在坡面水蚀
动力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认识。
本书是这些年来研究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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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坡面水蚀输沙动力过程试验研究》采用天然降雨坡面试验、变坡土槽放水冲刷试验，结合稀土
元素（REE）复合示踪技术，系统地分析了坡面侵蚀动力与侵蚀产沙的时空变化规律。
《坡面水蚀输沙动力过程试验研究》初步阐明了径流冲刷条件下坡面侵蚀产沙特征的时空变化规律，
主要水蚀动力参数与坡面土壤剥离、输移、沉积过程作用关系；建立了坡面不同空间部位径流含沙量
与主要水动力参数的耦合关系，并构建了径流冲刷条件下坡面径流侵蚀产沙的计算模型；揭示了土壤
剥蚀率随水蚀动力和水流输沙能力非线性变化的特征，阐明了坡面土壤剥蚀率随水流含沙量变化的特
征，建立了计算土壤剥蚀率的经验模型；系统揭示了天然降雨条件下坡面侵蚀产沙的时空变化特征、
不同雨型对坡面产汇流侵蚀产沙的变化过程的作用机制，阐明了天然降雨条件下土壤剥蚀率与水流含
沙量关系时空变化的非线性特征。
　　《坡面水蚀输沙动力过程试验研究》适合从事土壤侵蚀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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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颜色示踪法利用高锰酸钾或其他可视物质，其测量的结果表征的是最快水流速度，要计算其平均
速度需乘以一定的系数a，这个系数主要根据水流的特征进行确定。
而水流状态的人为确定和系数的相对固定值可能对平均速度的测量产生较大的误差，同时用秒表测量
时间也有较大的误差，使测量结果可信度较低。
但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在研究土壤侵蚀中广泛使用。
为了解决时间测量问题，人们改用了盐液示踪法。
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无论计时还是记录都可自行进行，可以避免目视观测带来的误差。
盐液示踪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根据测量浓度（或电导率）的变化曲线计算质心的速度，用质心的速
度U。
表示水流平均流速，但条件是电解质在测量过程中没有损耗，因此质心速度只能从理论上检验测量平
均流速的准确性。
也有人用测点浓度出现最大值时的时间计算最大速度U，再乘以经验系数β来计算水流速度，这和用
表面流速计算水流平均速度没有本质区别。
在不同的条件下，经验系数a和JB不仅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与下垫面和泥沙含量或水质等因素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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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主要介绍室内坡面水蚀产沙过程模拟试验材料及方法，包括REE示踪方
法；第3章到第6章是根据室内土槽径流>中刷试验结合REE示踪方法的试验结果撰写的，反映坡面水流
动力特性与坡面土壤剥离、输移、沉积过程；第7章到第10章是根据天然降雨径流小区试验结合REE示
踪方法的试验结果，主要介绍坡面侵蚀产沙时空演变过程、土壤剥蚀、沉积变化与水蚀动力因子和水
流含沙量的耦合作用。
　　本书主要为从事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研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设计等部门使用，可为
这些专业的大专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参考；可供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国土整治及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保护、大型开发建设项目的保护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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