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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站的新型站运行正常#与旧型站的观

测值存在偏差#但偏差值基本在允许范围内(新

型站的月平均观测值多低于旧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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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低气压差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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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差值基本在一个区间内

变化#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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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气温差值为
("&+

#

("&#H

#月

平均最高气温差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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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相对湿度的月平均差值的绝对值

在
*E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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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差值变化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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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速差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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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风速

差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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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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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站自动能见度仪观测与人工观测偏

差较大#设备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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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白晓英

!陕西省咸阳农业气象科研所"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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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农业气象观测中#土壤水文物理常数的测定非常重要#其测定方法技术性强#观测员不

容易掌握#且因人为因素容易出现偏差(结合十多年来全省多次土壤水分测量培训和在各个地区

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中的实际经验#介绍了以/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为标准的土壤水文物理常数

测定的实用方法#为农业气象观测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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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气象规范0规定的土壤水文物理常数包

括土壤容重+田间持水量和凋萎湿度(在土壤水

分观测和数据应用中#土壤水文物理常数处于重

要的基础地位#起着标尺的作用#其测定结果直接

影响到许多项目的计算(近年来#随着为农服务

工作的开展#观测地段种类的增加#大量土壤水分

自动站的建立#土壤水文物理常数的测定工作量

越来越大(长期以来#规范要求相对简单#测定方

法不统一#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测定结果质量也参

差不齐#影响了土壤水分测量质量及干旱应对服

务工作(在/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要求的基础上#

结合十多年来全省多次土壤水分测量培训和在各

个地区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工作中的实际经

验#总结一些具体的测定方法#利于观测人员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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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物理常数测定工作#提高在土壤湿度及干旱

监测领域为农服务的质量#为研究土壤物理特性+

墒情实验和墒情监测与评价等提供技术支撑#为

各级政府部门指挥抗旱减灾提供可靠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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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前的准备工作

土壤水分常数测定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为了

方法介绍的方便#测量深度假设为最常用的

#&"=

(台站可以根据本站测量具体情况#调整

有关数据(在陕西省#容重的测定一般需要
!A

,

凋萎湿度的测定需要
#

月左右,田间持水量的测

定需要
%

#

-A

#其中陕南更长一些(按照工作流

程可以安排先测量田间持水量#再选择合适的一

天#集中测量土壤容重#并取得测量凋萎湿度的土

壤样品#然后再用已经取得的土壤样品测量凋萎

湿度(

#&#

!

测量工具的准备

要准备好烘干称重法测定土壤湿度的工具一

套#土壤容重的测量工具一套#凋萎湿度的测定工

具一套(其中容重测量中#反应量
"&"#

B

+载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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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大天平一般站上没有#应该预先准

备,凋萎湿度测量中#容积约
-"F=

+玻璃容器
%"

个#用来装土样的布袋
#"

个#应预先准备,作为指

示作物的大麦和燕麦种子#配制营养液的少量化

肥#应该在当地种子及植保部门预先采购(测定

地段还应提前做好电源+电线以及水源+水管的准

备工作(在测量前还要联系好工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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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选择

测点地段对所在地区的土壤成分和结构应该

具有代表性(尽量选择开阔+多年土壤结构未被

破坏的地段(容重的测点为宽
#&"=

#长
#&%

#

!&"=

的长方形地段#田间持水量的测点为边长

!&"=

的正方形地段(对测点内上层的土壤结构

也不要破坏(如果有杂草可以从沿地面齐平的水

平方向割掉#不要随便挖或者手拔#以防止破坏上

层土层自然结构(要坚决避免把测定地段放在曾

经施工然后回填的地段#这种地段因为建筑施工#

土层结构已经遭到破坏#测量结果会失去代表性#

测量也会失去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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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机的选择

尽管测量常数时土壤湿度的大小不影响土壤

水分常数最终数据的形成#但是为了测量工作的

方便#还是适宜选择土壤湿度适宜的时段#来测量

土壤水分常数(因长期干旱土壤湿度很小的土

壤#在测定容重时#钻筒难以进入#取样会很困难#

并且因土样过于分散#钻筒难以取到完整的土柱#

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性#这样的情况不适宜测量

土壤水文物理常数,关中尤其陕南在预计有连阴

雨的天气也不适宜测量#这样会使田间持水量的

测量周期拉长#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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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容重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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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重测量的准备工作

可以预先让工人挖掘测量土壤容重的坑(坑

长
#&%

#

!&"=

#宽
#&"=

#深度
#&!=

(在土坑的

四壁#其中计划用来测量容重的一面要用垂线做

标准#要求坑壁垂直+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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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土壤剖面状况

在剖面上#用下垂的尺子确定好分层的刻度#

在分界处可以用小竹签或者钉子钉入做好分层的

标记(一定要登记好分层剖面的状况#比如层次+

土壤颜色+土壤质地等(最好用数码相机照几个

剖面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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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筒取土的方法

钻筒尽量水平砸进需要测定的土层#四个钻

筒依次排列#位置互相交错(用铁铲取出钻筒时#

要非常小心#防止土样破裂松动#土柱上下端都要

用刮土刀削平(不能硬往钻筒里面人为的塞土

壤#要保持土样的原始结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

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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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持水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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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持水量测量准备工作

测量田间持水量的地段为长
!&"=

+宽
!&"=

的正方形(在中间的
*=

!地段周围可以做一道

结实的土埂(做土埂的土可以来自于测量容重的

坑#也可以取自周围地段#切记不可以从中间
*=

!

的地段上取#并且要保持
*=

!地段的完整和自

然(为了使土埂结实#可以边堆土边用脚踩实#可

以做宽一点#高一点#这些都是为了在灌水时不至

于漏水(如果土壤较干#过于松散#对容易渗漏的

沙土或者壤土#也可以时先准备一些塑料布#覆盖

在土埂上#以彻底杜绝所灌水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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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量如何保证

在田间持水量测定之前#可以测量一次土壤

湿度(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中的公式计算灌

水量(可以用水桶等容器#计算一水桶的水量,用

水管匀速的向水桶中注水#记下注满一桶水的时

间(用总灌水量除以一桶水的水量#就会得到需

要灌多少桶#然后乘以灌满一桶水的时间#就等于

需要用水管灌多长时间(然后安排专人管理#对

地段进行一次性的灌水(要防止中间停电#或者

人为停水等因素#如果灌的太快水量满了#可以等

适当下渗后再继续灌(田间持水量是要测量土壤

最大的水分保持能力#在这里为了测量的准确性#

一定要保证足量的灌水量(按照经验#可以适当

增加灌水量(但是不能减少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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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时机如何把握

田间持水量第一次测定土壤湿度的时机非

常重要(按照经验#关中+陕北等壤性土壤以灌

水后
#

#

!A

后#陕北等地沙性土壤为
#A

后#陕

南安康等粘性土壤以
!

#

+A

后为最佳时机(总

之#可以多到地头实地观测#以不过于泥泞#能

正常取土的最早时间为最佳时机(如果取土时

机没有把握好#人为推迟的话#就会造成田间持

水量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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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萎湿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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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种管理

指示作物发芽后#选择发芽健壮的种子
!

#

+

粒#种入装有培养料的容器中(出苗后等待幼苗

稳定生长后#选择健壮的幼苗一个留下#掐掉多余

的幼苗(如果下
#

粒种子#容易造成缺苗#导致本

测点测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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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期管理

要随时观测#照顾好幼苗生长(注意将容器

放在光照+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避免放在完

全黑暗的环境中#也要适当通风(要做好幼苗保

护工作#防止老鼠+害虫对幼苗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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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机的把握

凋萎湿度测定中土壤湿度的测定时机同样非

常重要(在开始凋萎的时候#就要加强注意,在第

一次稳定凋萎后#要及时测定此时此容器的土壤

湿度(哪一个容器先到#就先测哪一个(不能等

到全部样品同时凋萎时再测(如果时间人为推后

了#就造成这个测点凋萎湿度偏小的后果#使测定

工作失去意义(这在实际工作中是最容易出现的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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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报告形成

土壤水分常数测定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同

一测点的数据代表了当地大田的土壤性状#是服

务工作的基础(所以在测量报告中#应详细记载

测量的组织单位+技术实施单位+参加人员+测量

时间+地段概况以及详细+具体的测量过程(测量

中的原始数据要保存完整#形成档案#以备检查(

对此项工作#中国气象局要求较高#测量数据需要

上报省气象局业务主管部门#经过统一审定+批

准#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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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土壤水文物理常数测定工作非常重要#应严

格按照/农业气象观测规范0中的要求#选择合适

的测量时机+有代表性的地段#结合本地此项工作

的实践经验#细心操作#避免人为的随意性#最后

形成规范的测量报告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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