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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水资源评价中降雨量的修正
Ξ

杨兴国 柯晓新 张旭东 杨启国

k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o兰州 zvssusl

提  要

利用大型称重式蒸渗计测得的地面降雨量kΠl和自记雨量筒测得的次降雨量kΠχl进行比

较o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o而且地面雨量大于雨量筒测量的次降雨量o平均

雨量订正系数 Κ 为 s1svzq当降雨持续时间小于 y «时 Κ 值在 s1sw∗ s1swx之间o不同降雨持

续时间之间差值不大~当降雨持续时间大于 y «时oΚ 值为 s1suzq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o降雨

订正系数呈下降趋势q根据不同降雨强度下的降雨订正系数对甘肃河东 t|个气象站 y∗ |月

的雨量修正结果表明o各站降雨量比次降雨量多 tt1z∗ uz1w °° o区域平均降雨量比次平均降

雨量高 t{1w °° q

关键词} 降雨量 修正

国内外研究发现o由于天然或人为因素o现有台站雨量实测资料与真正到达地面的降

水量有明显差别q为此o对降雨量进行修正是农田土壤资源评价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q为

合理利用土壤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q

t 资料的观测和选取

蒸渗计测定降雨量的工作原理柯晓新等≈t !李宝庆等≈u 已有专门论述q其基本原理是

采用水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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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Π}大气降水!Ι}灌溉量!Ρ }地表径流!Ε γ}毛管上升补充量!Ε Τ}蒸散量!∆ }土壤深层

渗漏量!∃Ω }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值k即蒸渗计重量变化值lo单位均为 °° q对干旱半干旱

雨养农业区o由于无灌溉量oΙ� s1 在蒸渗计设计中盛土容器切断了与地表水的交换oΡ �

s~同时也切断了与深层土壤水分的交换oΕ ª� s!∆ � sq由此式ktl可简化为式kulq在降雨

时蒸散量很小且观测时段较小的情况下o蒸渗计测得土壤含水量的变化即是降雨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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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降雨量由安装于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定西综合试验站的大型称重式蒸渗计测

得q综合试验站海拔高度 t{|y1z ° o经纬度分别为 tswβ vzχ∞o vxβ vxχ�q周围地势平坦o

在主导偏南!偏北风向的上风方均是农田o无高层建筑物和树木o其下垫面过渡区在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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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南南东方向长约 wss ° o西北!北北西方向长有几公里o代表性较好q蒸渗计有效蒸

散面积约 w1s °
uo原状土柱深 u1y ° o测试精度 s1t °°

≈t q蒸渗计观测有计算机自动控

制o每 u «开机一次q为了消除系统误差o正点前 x °¬±开始观测o正点后 x °¬±停止观测o

取计算机采集到的数据平均值代表该时刻的测量值o观测时间为 t||x!t||y年 u年q雨量

自记资料采用与试验站相毗邻的定西气象观测站的实测值q雨量筒和蒸渗计之间相距约

xs ° o且两者之间无任何建筑物o下垫面均匀q雨量筒观测时段为每年 x至 |月o故蒸渗计

的观测资料同样取 x至 |月q

u 资料处理和结果分析

ktl降雨量和次降雨量的关系 定义蒸渗计测得雨量为地面降雨量 Πo自记雨量筒测

得雨量为次降雨量 Πχo则雨量订正系数 Κ 为

Κ �
Π p Πχ

Πχ kvl

  由次降雨量Πχ和地面雨量Π 进行比较表明k图 tlo地面降雨量大于次降雨量o而且地

面降雨量和次降雨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线性相关o相关系数达 sq||yo平均雨量订正系数为

sqsvzq

kulΚ 值和降雨持续时间的关系 降雨持续时间是指从雨量自记记录上看间歇时间

不超过 t «的连续降雨时间q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降雨持续时间下 Κ 值的变化范围o

将降雨量持续时间划分为 s∗ u «ou∗ w «ow∗ y «oy∗ tu «otu∗ uw «ouw «∗ ] 等 y个等

图 t 降雨量 Π 和次降雨量 Πχ的关系  图 u 降雨强度和降雨订正系数的关系

级o分别计算了在 y个等级下的 Κ 值k见表 tlq分析发现在 s∗ u «ou∗ w «ow∗ y « v个降

雨持续时间等级内 Κ 值基本相同o在 sqsw∗ sqswx之间o不同持续时间的差值不大~当降

雨持续时间大于 y «时oΚ 值为 sqsuzo与前 v个等级的 Κ 值相差较大q

kvlΚ 值和降雨强度的关系 为进一步探索降雨订正系数和降雨强度的关系o根据

彭素琴等≈v 的研究结果o将降雨强度划分为 sqt∗ tqsotqs∗ uqsouqs∗ vqsovqs∗ wqsowq

s∗ xqsoxqs∗ yqsoyqs∗ zqsozqs∗ {qso{qs∗ |qso|qs∗ tsqso� tsqs °°Ù«等 tt个等

级q在不同降雨强度下分别计算出降雨量!次降雨量和 Κ 值k见图 ulq由图 u可见o随着降雨

强度的增大o降雨订正系数呈下降趋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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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降雨持续时间和降雨量订正系数的关系

降雨持续时间Ù« 次降雨量Ù°° 降雨量Ù°° 降雨订正系数 Κ k≅ tssl

s∗ u ttvqw tt{qv wqv

u∗ w u|q{ vt wqs

w∗ y |wq| ||qu wqx

y∗ tu tzxq{ t{sqy uqz

tu∗ uw s s

uw∗ ] s s

v 讨 论

由上述试验结果不难发现o降雨订正系数的大小与降雨强度的大小有直接的关系q雨

强小oΚ 值大o而当雨强较大时oΚ 值小q这是由于降雨强度较小时o雨滴相应也小o易受

风力和近地层湍流的影响o反之o则受其影响较小q试验结果与程维新等≈w 的推荐值以及

由懋正等≈x 在河北栾城的同期试验结果比较相近q栾城的 Κ 值为 sqsyzo与定西的 Κ 值

ksqsvzl量级相当q值得指出o由于蒸渗计的测量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在正点时观测o雨期

蒸发无法考虑o这会导致蒸渗计所测降雨量较实际到达地面的降雨量偏低q由懋正等≈x 的

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q

有关研究表明造成降雨量测量误差的主要原因是风力!地面湍流!雨滴溅泼等因素q

雨滴愈小o风力愈大o测量误差也愈大q这一解释与定西的试验结果基本相符q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由于受地域限制o本试验所引用的自记雨量只有 x月到 |月的资料o因此无法获取

春冬季的 Κ 值~另外受客观条件限制o风力对测量误差的影响试验亦没有开展o这是本次

试验的一大缺陷o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q

根据不同雨强等级下的雨量订正系

数可得出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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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Π 是降雨量oΚ ι是不同降雨强

度下的雨量订正系数oΠχ
ι是不同雨强下

的次降雨量oν� ttq当 Κ ι小于零时o取

Κ ι� tq

根据式kwl对甘肃河东雨养农业区

t|个气象站 t|zy∗ t||s年 y∗ |月的

降雨量进行了修正q结果表明 y∗ |月各

站降雨量比次降雨量多 ttqz∗ uzqw

°° o区域平均降雨量比次平均降雨量

高 t{qw °° k表 ulq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由于降雨订正系数 Κ 同时受降雨持续

时间!降雨强度及风速等的影响o在不同

表 2 甘肃河东雨养农业区 6∗ 9 月雨量的修正  µ µ

站 名 次降雨量 Πχ 降雨量 Π Πp Πχ

西 峰 u|{q| vtzqw t{qx

平 凉 vsyqs vuxqu t|qu

灵 台 vwtqx vyuqx utqs

正 宁 vt{qy vv{qt t|qx

环 县 uw|qt uywqx txqw

静 宁 uzyqv u|vqw tzqt

会 宁 uzuqs u{{q| tyq|

定 西 uyuq| uz|qx tyqy

兰 州 uttqw uuwqz tvqv

靖 远 t{tqs t|uqz ttqz

皋 兰 ustqv utwqx tvqu

临 洮 vsuqt vusqx t{qw

临 夏 vuwqy vwxqx usq|

华家岭 vwyqv vy{qx uuqu

合 作 vxsqz vzuq{ uuqt

岷 县 vxvqy vzxqz uuqt

武 都 u{uqv u||qz tzqw

天 水 uzyqy u|vqw tyq{

康 县 wvxqt wyuqx uzqw

平 均 u|wqu vtuqy t{qw

xutt期         杨兴国等}农田土壤水资源评价中降雨量的修正            



地域Κ 值也不完全相同q因此o采用定西试验站一点的Κ 值修订的河东雨养农业区 t|个

站点的降雨量与地面实际降雨量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q但尽管这样o在农田土壤水资

源评价中采用表 u的修订值将比直接应用雨量筒测得的降雨量更精确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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