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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土壤水分贮存量及其变化的测定,是土

壤农业水文特性测定的基础工作。其目的在于揭

示农田土壤水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掌握作物的

水分供应状况,为当地农业生产指挥部门提供土

壤水分信息,为采取农业技术措施提供定量科学

依据。在执行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1]中,遇到

了一些问题,观测员处理方法不太一致,对测定

的数据有影响。根据实际观测经验,说明具体操

作方法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为科学、合理地观测

农田土壤水分提供参考。

1 土壤湿度测定的一般规定

由于农田土壤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分布的不

均一性,以及耕种等田间管理的影响,造成土壤

水分含量的垂直梯度和水平分布的差异。因此,

测定土壤湿度时要求定时、分层次进行测定,求

得农田不同层次的平均土壤湿度。

1.1 测量地段的选取

观测地段应当选择在农作物生育状况观测田

块上,其地形、地势和土壤等条件要具有一定代

表性。山区还要考虑尽量不要选择山坡地块的边

缘处,也不要选择在森林、江湖、河流、道路、

建筑物旁,防止受到周围环境、小气候的影响。

选定后首先测定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凋萎湿

度,然后在这块地段上进行土壤水分的测定。

1.2 观测时间

农作物地段土壤水分观测时间,一般采用作

物从播种到成熟,从第一个发育期到最后一个发

育期的时段内,每旬逢8日上午测定。对越冬作

物地段土壤水分观测,应当考虑冻土深度,当土

壤冻结深度≥10cm,停止农作物地段土壤水分

观测,待翌年春季0~10cm冻土层完全融化后,

再重新进行农作物地段土壤水分观测。

1.3 测定深度

测定深度一般为50cm,每隔10cm取一土

层,共取5层土。

2 测定、烘干方法

2.1 仪器及工具

取土钻、盛土盒、刮土刀、提盛土盒箱、测

量干土层直尺、称土专用电子称 (或托盘式天

平)、电烤箱、计算器、观测簿等。盛土盒上下

标一致的号码,每年第一次取土前应称量盛土盒

质量,以g为单位,取一位小数。

2.2 测定方法

选定测定地段后即可观测土壤水份。每次取

土点的选择应距前次测点1~2m外,有作物种植

时,应避免在作物根部取土,有地膜覆盖时,应

破膜测定。取土后应作标记回填,便于下次确认。

钻土取样时,应垂直下钻顺时针转动。干旱土质

松散或在沙土地块测定时,应选择带抓钩的钻头,

小心取土;雨后或在粘土地段观测时,选用不带

抓钩的钻头取土。按所需深度取土,当钻杆上的

刻度达到所取土层下限并与地表平齐时,提出钻

杆,去掉土钻开口处和钻头外表粘贴的浮土,将

钻杆放平,采用剖面取土的方法,迅速用小刀刮

取约40~60g土,放入盛土盒,随即盖好盒盖,

将钻头内的余土清理干净,避免植物根、地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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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等带入盛土盒内。依次重复取土。每个重复的

土样取完后将剩余的土按原来土层顺序填入钻孔。

2.3 称烤方法

土样带回室内,尽快擦净盛土盒外表泥土,

按盛土盒序号逐个称量,称量时不要随意增减盒

内的土量。称量好后小心打开盒盖,将盛土盒逐

个放入电烤箱内,温度调至100~105oC,烘烤

到土干燥为止。烘烤时不得开电烤箱内的风机,

防止将盒内的土粒吹走。烘烤土样时要求采用电

热恒温干燥箱,它能控制适宜的烘烤温度,测定

结果较准确,缺点是测定时间长。一般情况下不

用或少用酒精燃烧法,此法测定速度快,便于野

外考察时使用,其测定精度与土壤含有机质的多

少有关,有机质含量越高,精度越差。也可使用

红外干燥箱,虽可缩短烘土时间,但温度较高,

易影响测定精度。

3 干土层测定

干土层的深浅反映干旱程度,每次测定土壤

湿度时都要测定,干土层厚度≥3cm,应记录。

干土层测定时间、地点与农作物地段土壤水分观

测同时进行,测定方法是用小铁铲切土壤垂直剖

面,以干、湿土分界处为界线,用直尺量干土层

厚度。若观测前有降水出现,观测时发现雨水渗

透后,仍有一部分干土层,观测时可用小铁铲切

土壤垂直剖面,量取中间干土层厚度,并观测记

载干土层厚度,在观测薄备注。一般情况下干土

层能直观判定,但有时很难判定,严重干旱时界

线较难分变,此时用小铁铲逐层取土,用手挤压

土块,土块不易粘合,判定为干土层,几块土块

挤压可形成一个土块,判定为湿土层。

4 特殊情况处理

取土时遇降水或灌溉,田间不方便观测,可

顺延到降水或灌溉停止后补测,顺延时间超过2
d则不再补测,并在观测薄备注栏备注。称量中

某个盛土盒被碰倒,应补测,尽量在与前次接近

的地方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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