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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院学科利国水中

采用人工模拟降雨的试验方法
,

分别研究 了地表坡度对向上坡
,

侧坡及下坡溅蚀量 的影

响
。

结果表明
�

向上坡
、

侧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的关系大致为抛物线生
,

临界坡度在��
“

�

��
。

与� �� 一� �
。

之间
,

但当� � �
�

� �� � � � � �� 时
,

向侧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为幂 函 数关

系
,

临界坡度消失
。

向下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成线性递增关系
,

其递增速率随雨强 的增加而

增大
。

最后 给出了雨滴溅蚀总量与� �及 地表坡度 � 的复因子关系式
。

� � � �
。

�� � �� � � �
“
� 弓‘� � ’ ‘� �

式中
� 厅� �

—
单位面积上 的溅蚀总量 ���

, �

—
雨滴动能 �� � ”

“ � �

�

—
降雨强度 �� � � � �� � � �

—
地表坡度 �

。

�

关健词
�
雨 滴溅性 地表坡度 临界坡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乞� 双 �

�� � , �� � � � � � 护” � � � �落‘“� � � � 刀 � � �
� � � 评 � �� � � � “ � � , 刀 � �艺。” � �

� � � 己�。玄� 刀艺介艺� � � , 己 � � � �石儿名� �
, 夕 � � 评

� � 。护 � � ” � � � 刀 � �  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 � � 匀 �七�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名� �七� �� � �� �七�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习 � � 七�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 � � � � 二 2
.
0 3 7 m m / m i n

. ,

t h
e r e

l
a 七io n b e七w e en

t h e a m o u n 七o f s id e slo p e s p la 匀h e r o s io n a n d l a n d s l o p e w
a s a p o w

e r f u n e t io n
,

a n
d 七h e

e r i七ie al slo p e d is a p p ea r e d
,

a n d 七h a七七h e re la tio n d e tw e en t h e a m o u n t o f d o w n slo P e sp
-

l a sh er o s io n an d l an d slo p e w a s o n t h e le an er in er e a se
,

w h
o s e a s e e n d i

n g r a
t

e
i
n e r e a s e

d

w i t h
a n i n e r e a s e

i n r a
i n f

a
l l i

n 七en s ity
.
F in ally

,

七h e m u lt ip le
一

f
a e 七o r e q u a七io n o f 七。七a l

a m o u n t o f r a in d r o p s p la sh e ro s ion
,

E l
a n d l

a n
d

s
l

o
p

e
( S ) w

a s
g i

v e n i
n 七h is p ap e r

,

1

.

心 。

S 少 = 5
.
9 8 5 (刀了) o

·

5 4 4 习 0
.
4 7 1

w h er e
,

S T

一
thetotalamoun七 o f s ola sh er o s io n (g ) p er u n i七 a re a

E

I
—
raindropkinetieenergy (J/mZ)

—
rainfallintensi七y (m m / m in

.
)

《ey w o rd$
: rain drop oplash ero sion lan d sloP e oritieal sloP e



第 3 期 吴普特等
:
地表坡度对雨滴溅蚀的影响 g

一
、

前 言

雨滴溅蚀是以雨滴打击为主要动力
,

打击地表引起土壤分散
、

跃移的一种侵蚀方式
。

影响雨

滴溅蚀的因子很多
,

大致可归为两大类即降雨动力因子与下垫面条件因子
。

本文只对于下垫面条

件因子
,

诸如土壤
、

植被
、

土壤前期结皮
、

地表坡度
、

坡面微地形变化 (如细沟形成) 等进行讨

论
。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表坡度因子的影响
,

本文研究的对象仅为单一土壤
,

无植被
、

坡面平整
、

降雨过程中未产生细沟的情况
。

具有一定动能的雨滴与地表土壤发生碰撞
,

产生一定的冲击力
,

这种冲击力 即是地表土壤发

生溅蚀的直接动力
。

碰撞的结果
,

将使一部分能量被土壤所吸收
,

转化为热能
。

而 未 被 吸 收的
“过剩

” 能量将原有的土壤结构破坏
,

使其分散
,

甚至转化为土粒势能
, ;

使一部分土粒溅起
,

发

生跃移
,

即我们所说 的溅蚀; 由于重力的作用
,

这种被溅起的土粒再重新降落到地表
,

成为
“
孤

立
” 的土粒

。

伴随着雨滴的不断打击
,

这种溅起土粒的过程亦不断进行
,

为径流提供 的输沙源亦

越多
。

一旦地表产生径流后
,

雨滴的直接作用对象 由土壤转化为
“
水层

” ,

使碰撞发生 了缓冲
。

即

雨滴首先与水层发生碰撞
,

一部分能量被水层吸收发热 , 而
“剩余” 的能量再次 与 土 壤 发生碰

撞
,

这种剩余的能量又再次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被土粒吸收
,

另一部分则用来破坏土壤结构
。

但

此时这种
“
二次剩余

”
能量相对较小

,

因此产生 的溅蚀亦就相对较小
。

如果地表水层较厚
,

则雨

滴动能会被水层全部吸收
,

不会再发生溅蚀
。

上述分析表明
,

溅蚀的结果并非使土壤颗粒输出坡面
,

它仅仅是一种侵蚀现象
。

而这种被溅

起的土壤颗粒
“
孤立

”
体

,

最终要被坡面径流冲刷搬运
,

因此对于雨滴溅蚀的研究其主要 目的就

在于搞清楚它竟究溅起的总量有多大
,

为径流冲刷搬运提供的
“
物质量

”
有多少

,

这将是进一步

研究径流侵蚀
,

从而弄清坡面水蚀动力过程机制的基础
。

由于土粒飞溅的随机性
,

即它可能向所有方向飞溅
,

因此溅蚀总量就应是各个方向上溅蚀量

的 总和; 研究地表坡度因子对雨滴溅蚀的影响
,

就应分别研究各个方向上溅蚀量受地表坡度的影

响状况
。

二
、

试验设计及方法

该实验在室内进行
,

降雨设备选用 D I K 一6000雨滴发生器
,

降雨高度为8
.
67 m

,

雨滴最大直

径d
max
< 4
.om m

,

可保证雨滴达终点速度
。

供试土样采自陕北安塞茶坊实验场
,

为 坡 耕地表层

黄绵土
,

其机械组成如表 1所示
。

盛土设备采用投影长度为100c m
,

宽40c m
,

高35c m 的木箱
,

裹 1 试验用土各级较径组成

各 级 颗 粒 含 量 百 分 数 (m m
、

% )

!

一
25
…
。

一
0一5
…
。

·

。5

一 {
。

·

。1

一…
。

·

。。5

一
01
}
<。
一 …

<。一
。一 …

38一 … 28一 …
4一 {

12一
…
15一
…
87一

箱的底部充分开孔
,

以克服边界条件的影响
。

在木箱的上
、

下
、

侧三个方向分别安装 溅蚀板观测

溅蚀
。

选用 5 种坡度
,
分别为10

0 、
1 5

。 、

2 0

0 、
2 5

。 、

3 0
。

; 5 种雨强
,

o
.

8 2 2 m m / m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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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og om m / m i

n 、

1

.

4 6 8
m m / m i

n
、

1

.

7 5 7 m m / m i
n

、

2

.

o 3 7
m m / m i m

。

采 用 组 合 试 验 的 方

法
,

并布设一次重复
,

共计50 场次实验
。

土壤容量控制在1
.39 /c m

3
左右

,

土壤含水量为10 % 左

右
,

试验前分别称重
、

实测含水量
,

误差控制在 士 2 % 以内
。

每次降雨前均将坡面整平
,

尽量减

少边界条件的影响 , 坡面产流后开始计时
,

每次实验降雨历时为50 分钟 ,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坡面

未产生细沟
。

泥沙处理采用常规的烘干法
。

三
、

试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实验数据
,

对向上坡
、

侧坡及下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具 体 结果如

下
。

(一 ) 向上坡溅蚀盆与坡度的关系

通过对实验数据整理计算
,

点绘出关系曲线如

图 1
。

对上述实验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

得出下列关系

式
:

i= 0
.82 2 S u 二 1 6

.
7 6 + 0

.
8 2 5

一 0
.
0 4 8

“

r =
0

。

9 0 6

i
= 1

.

0 9 0
s

u =
9

.

2 6 + 2

.

3 1 2 5
一 0

.
0 7 6 5

“

r = 0
。

8 5 5

」
=

1

。

4 6 8 S
u 二 2 6

。

7 9 5 + 1

.

2 3 5
+ 0

。

0 5 8 5

“

r = 0
。

9 6 4

i
=

1

.

7 5 7 s
u “ 9

.
4 6 9 + 4

.
1 7 5 一 0

.
1 3 7 5

“

r =
0

。

8 9 2

i
=

2

.

0 3 7 S
u 二 4 2

.
5 6 5 + 1

.
8 3 3 8

一 0
.
0 9 1 6 5

“

r =
0

。

9 5 5

i为雨强m m / m in ; s u 为上坡溅蚀量
。

nUn�八.八UnVn
�

6
�勺才性,口
2

,
1

�巴喊浪育

i: = 0
。

8 2 2

i
。 = 2

。

0 3 7

图 l

12= 1
。

0 9 0

Z U 2 5

坡度(
.)

13 二 1
。

4 6 8 i

‘ 二
1

。

7 7 5

上坡溅蚀量与坡度的关系曲线

由上述曲线可知向上坡溅蚀量随坡度的变化有递增趋势
,

但 递增到一定程度后即递减
。

我协

定 义对应于溅蚀极大值的地表坡度为临界坡度S k
。

根据上述关系式

令
ds u

d S

即可求 出S k
,

结果如下
:

i = 0
。

8 2 2 时
,

S
K = 1 0

.
5

“

i
= 1

.

0 9 0 时
,

S
K =

1 5
.
1

“

i
= 1

.

4 6 8 时
,

S
K = 1 0

.
7

“

i
= 1

.

7 5 5 时
,

S
K = 1 5

.
2

。

i
= 2

。

0 3 7 时
,

S
K = 1 0

.
0

0

由此看来
,

向上坡溅蚀量的临界坡度大致在10
。

~ 15

。

之间
。

(二 ) 向侧坡溅蚀t 与地表坡度的关系

由图 2 曲线知
,

当i< i
, ,

i
: ,

1
3 ,

i
‘ ,

i
。
时

,

其坡度的变化规律与向上坡度蚀量变化规律同
,

即

都存在一个临界坡度S
K ,

当S < S
K
时

,

坡度对溅蚀起增加作用
,

当S > S
K
时

,

坡度对溅 蚀起减缓作

用
。

但应 i= i
。
= 2

.

0
37 m m / m in 时

,

坡度对溅蚀的减缓作用消失
,

溅蚀量随坡度 的 增 加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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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但趋势趋于平缓
,

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无法解释清楚
,

但可 以认为
,

对于溅蚀雨滴的打击在起

主要作用
,

当雨强较大其打击作用特别强时
,

地表坡度减缓溅蚀的作用将消失
,

或者说雨滴的打

击作用远大于坡度减缓溅蚀的作用
。

采用同样方式对实吮数据回归
,

并根据方程式求S
k。

i
=

0

。

8 2 二二 5 5 = 1
。

7 0 + 5

。

6 8 5 5
一 0

。

1 3 4 5

愁

i
=

1
.

0 9 (
“

5
5 = 一 5 2

.
5 + 1 4

.
5 1 1 5 一 0

.
3 4 1 5

“

i
= 1

。

4 6 8 5
5 二 4 4

.
0 9 + 7

.
3 1 4 5 一 0

。

1 5 1 8

2

i
= 1

。

7 5
,

5 5 == 3 3
。

4 1 + 1 1

.

3 2 6 5
一 0

.
2 4 7 5

“

i
= 2

.
0 3 7 5

5 = 2 5 9
。

0 4 5 5

” . 4 “ “

一

与i= 0
.822时 S K = 2 1

。

当i= 1
.090时 S K = 2 1

.3 “

当i= 1
.46 8时 S K = 24

.2 “

当i= 1
.757时 S K = 2 3

。

即
: S k大致在20

0
一25

0
之间

。

( 三) 向下坡滩蚀 t 与坡度的关系

r 二 0
。

9 6 5

r = 0

。

9 6 4

r = 0

。

9 8 6

r =
0

。

9 9 6

r = 0

。

9 7 7

八UO�八�八UJ怪
2

�搜喇浪龙

一
·

尸
’

介

—
.
、、、

..
介

-

’

—
·

几

一\
.
几

八件内石

公�叫浪奏

:/ / 一

~

-1~一 一一
~

—
.
宜一一 一

.

一10 20
坡度(,) 1 0 2 0 3 0

坡度(’〕

1
1 = 0

.
8 2 2 1

2 = 1
.
0 9 0 1

3 = 1
.
4 6 8

i
‘ , 1

。

7 5 7 1

。 =
2

。

0 3 7

图 2 向侧坡溅蚀量与坡度关系曲线

i:= 0
。

8 2 2 1

: ” 1
.
0 9 0 1

3 = 1
。

4 6 8 1

4 =
1

。

7 5 了

i。 =
2

。

0 3 7

图 3 向下坡溅蚀量 与坡度 的关系

由图 3 曲线可 以看 出
,

向下坡溅蚀量与坡度呈递增关系
,

即坡度的递增
,

溅蚀量随坡度以线
型趋势递增

。

对实验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有下列关系
:

i = 0
.822

i二 1
。

0 9 0

i
= 1

。

4 6 8

i
= 1

。

7 5 7

i
= 2

。

0 3 7

S d
= 9

.

0 6 3 + 6

。

7 4 1 5

S d
= 一 1 7

。

2 5 6 + 1 0

,
8 1 3

5

S d
= 一 3 4

。

0 2 5 + 1 5

。

4 3 4 5

S d
== 一 1 6

。

5 7 0
+ 1 9

.

1 3 1 5

S d
= 一 4 1

。

5 5 0
+

2 3

。

0 7 9 5

r = 0

。

9 6 2

r =
0

。

9 9 9

T =
0

。

9 8 1

r =
0

。

9 8 5

r =
0

。

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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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式经检验
,

其显著性水平均为a = 0
.
01

。

很显然
,

上述各式 的标准型为
:

S d = a + b s

该直线的斜率k 即为b
,

对上述直线的斜率进行分析有如下结果

i= 0.822 k = 6
。

7 4 1

i
= 1

.

0 9 0 k
= 1 0

。

8 1 3

i
= 1

。

4 6 8 k
= 1 5

。

4 3 4

i = 1

.

7 5 7 k
= 1 9

。

1 3 1

i
= 2

.

0 3 7
k

= 2 3

.

0 7 9

如果对上述直线斜率与雨强进行统计分析
,

其相关性非常好
。

k
= 9

.

1 2 4 1

‘ · “ “ r = 0
.
9 9 7 (

a = 0
.
0 1 )

直线的斜率表示因变量随自变量的递增速率
。

很明显
,

雨强的增大
,

向下坡溅蚀量随坡度的

递增速率将是雨强的幂 函数
。

上述分析表明
,

向上坡溅蚀量 S u与坡度成抛物线型 关 系
,

向侧坡溅 蚀 量 当 雨 强i< 2
.037

m m / m in 时
,

其溅蚀量8 5亦与坡度成抛物线型关系
,

但当i= 2
.0 37 m m /m in 时

,

二者关系变成

幂 函数型
; 向下坡溅蚀量与坡度成直线关系

,

且直线斜率与雨强成幂 函数关系
。

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
。

我们初步认为
,

这主要

是土粒本身重力的作用
。

被击溅起的土粒
,

其运动轨迹是随

机的
,

由于其重力的作用
,

产生了一个向下的分力
,

这样重

力作用对于 向下坡溅蚀 即产生了一个动力
,

坡度越大
,

这种

分力越大
,

因此向下坡 的溅蚀量越大
。

相反重力的作用对于

向上坡溅蚀量却起一个阻力的作用
,

当坡度较小时这种阻力

较小
,

它对溅蚀所起的阻碍作用不是太大
,

但随着坡度的增

大这种阻力逐渐增大
; 因而就导致了向上坡溅蚀量在坡度较

气气
____
!
___

小区区
_______

{夕夕
侧坡溅蚀板

图 4 向侧坡溅蚀部位示意 图

小时随坡度递增
,

但当坡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

反而随坡度递减
。

对于向侧坡溅蚀量
,

溅蚀的来

源不但来自正对溅蚀板的小区部位
,

而且亦来 自溅蚀板上
、

下部 的小区部位
,

如图 4
。

因此仍有重力的影响
,

不过此时重力即是动力又是阻力
,

这种正负结果将导致 向侧坡溅蚀量

随坡度的变化
,

不同于向上坡及向下坡溅蚀量随坡度的变化那么
“陡峻

” ,

相对比较平缓
。

如图

1 、

图 2
、

图 3 所示
。

四
、

雨滴溅蚀模型

我们认为溅蚀仅是侵蚀的一种方式
,

而溅蚀量仍不能算作坡面产沙量
。

雨滴溅蚀对坡面产沙

的重要作用
,

在于它为坡面径流的冲刷提供了充分的
“
孤立

”
松散体

,

使得 利用较小的径流即可

将其输出坡面
。

因此研究溅蚀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搞清它为径流冲刷提供的物质总 量
, 这 样 不 管

s u
、

5
5

、

s d 都是径流的冲刷对象
。

令 S , = S
u + 5 5 + S 己 为溅蚀总量

建立 S
T
与降雨特性因子以及坡度因子的关系式即我们所说的雨滴溅蚀模型

。

对于降雨特性因子选用E l综合因子作为指标
,

坡度因子选用坡度指标
。

选用 S T = a( E I )
m s “

模型
。

式中
: a 、

m

、
n 分别为参数

。

根据实验数据
,

经过分析计算得出
,

溅蚀总量的预报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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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 == 5
.
9 8 5 ( E l )

” . 0 4 弓万 “ . 落 7 ‘
(
价 = 0

.
8 7 3

,
F

= 3 4
.

9 6
)

经F 检验
,

显著性水平为a = 0
.
01

,

为高度显著
。

上式 中
:
S T

—
单位面积上的溅蚀总量 (g ) ; E -

一雨滴动能 (J/ m
“

)

I

—
降雨强度 (m m /m in )

; 8

—
地表坡度 (

。

)

利用上述模型对溅蚀量进行预报误差小于20 %
,

如表 2
。

表 2 戮蚀t 实测值与模拟值对照表

模模 拟 值值 误 差差

(((g ))) (% )))

340
。

1 2 9

3 9 6

。

0 4 5

6 7 3

。

5 4 5

8
4

3

。

0 0 1

9 4 2

.

0 6 8

4 6 5

。

2 6 5

6 7 4

。

8 0 0

8 6 5

。

5 7
7

1 1
0 4

.

1 7 0

1 1 9 1

。

0
0

3

4
6 9

。

6
7

8

7
5

3

.

0 6 5

9 9 0

。

9 5 3

1 2 5 6

。

5 8 8

1 3 7 0

。

5 6 8

4
6 9

。

8 1 0

7 6 9

。

4 4 3

1 1 0 6

。

3 3 8

1 3
3

2

。

7 0 0

1 5 7 2

。

6 7 5

5 9 2

。

5
0 5

7 8 2

。

6 6 0

1 2 3 0

。

2 1 5

1 4 7 6

。

7 0 5

1 8 0 5

。

5
9

5

4
0 9

。

0
4 2

4 7
3

。

1
0

7

6 6
0

。

9
1

6

7
8

1

。

1
6 3

9 1 1

.

2
4 3

4
5

4

。

5
7 7

5
7

8

。

2 5 2

8 1 2

。

9 3 8

9 4 3

。

4 5 9

1 6 0 5

。

8
7 2

4 9 7

。

7
3 5

6
7 1

。

1 1
6

9
1

3

。

3
7 6

1 0 7 2

。

0 4
3

1
2 6 4

。

2
1

1

5 6 0

。

5
7

6

7 4
2

.

5
9 4

1 0 1
8

。

8
5

0

1 1 8
8

.

8 1 2

1
3 9 9

。

4 2
1

6 1 6

。

4 3 6

8 1 4

.

8 5 5

1 1 1
9

。

9 5 6

1
3 0

4

。

3 5 0

1 5 3 0

。

7
0

5

山 2 0
。

2
6

+
1 9

。

4 6

一 l
。

8 8

一 7
。

3
4

一 3
。

2 7

一 2
.
3 0

一 1 4
.
3 0

一 6
。

0 8

一 1 4
.
5 6

一 7
。

1 5

+
5

。

9 7

一 1 0
。

8 毛

一 7
。

8 3

一 1 4
。

6 9

一 7
。

7 6

+ 1 9

.

3 2

一 3
.
4 9

一 7
_
9 1

一 I C
。

8
0

一 1 1
。

0 2

+
4

.

0 4

+
4

。

1
1

一 8
。

9
6

一 1 1
。

6 7

一 1 5
。

2 2

3
4

76

8

0甘

误差值 二 ( 模拟值
一 实测值 )/ 实测值

10n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225

五
、

结 论

上述分析表明
,

地表坡度对雨滴溅蚀的影响
,

主要是通过坡面上土粒的重力在起作用
。

由于

土粒飞溅在方向上的随机性导致了不同方向上溅蚀量随地 表坡度变化的规律有所差异
。

大致有如

下变化趋势
。

1

.

向上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为抛物线型关系
,

临界坡度在10
。

~
1 5

。

之间
。

( 下转 第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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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能力
,

达到保土
、

保水
、

保肥和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目的
。

如凌云县东和乡陇雅村 吴 天 平 一

户
,

1 9 8 8 年 自筹资金 350元
,

建造石坎梯地4
.2亩

,

并采取深翻压青措施
,

1 9 8 9 年 玉 米 平均亩产

2 91.7k g ,
比 198 7年增产2

.
88 倍

。

近两年来
,

广西在石灰岩地区还推广一种用塑料薄膜覆盖种植

玉米新技术
,

这种在
.
氛种玉米后用薄膜覆盖地面

,

能防寒
、

保温
、

保持土壤水分
,

增加温度
,

加

速玉米生长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全 自治区199 0年推广地膜覆盖玉米种植30 万亩
,

每 亩 可 增 产

100 一15Ok g
,

仅此一项全区可增产粮食3 000 万k g 以上
。

( 五) 建立生态建设 目标责任制
,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为工农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 自然环境
、

1 9 8 7 年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
,

人 民政府作出 《关于保护森林
,

发展林业
,

力争15 年基本绿化广西

的决定》
,

1 9 8 9 年又作出 《关于建立县级领导干部造林绿化任期责任制的决定》 这些行政措施
,

为防治水上流失
,

提供了有利条件
。

全 自治 区山权地界及造林绿化责任均 已明确
。

如都安瑶族 白

治县
,

从1980年起
,

在县林业部门的指导下
,

集中力量
,

狠抓了山林权属的落实
,

目前全县90 %

jyJ 荒山均 己责任落实到户
,

调动了群众治山
,

管山的积极性
,

做到山有主
,

治有责
,

管有利
。

石灰岩 区山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危害程度大是客观现实
,

但决非不治之症
,

只要按照 自然规

律
,

通过人们的势力
,

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

采取因地制宜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

完全可 以恢

复和发展石灰岩山区林灌茂密
,

山青水秀的景貌
。

( 上接第13 页)

2
.
一般情况下

,

向侧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刃i是抛物线型关系
,

临 界 坡 度 在20
“

一25
”

之

间
;
但当雨强较大时

,

如i= 2
.O37 m m /m in

,

该关系转而为幂函数关系
,

临界坡度消失
。

3

。

向下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呈线性递增关系
,

且递增速率随雨强的增加而增大
。

同时采用S
T = a (E D m S

“

模型对雨滴溅蚀总量进行预报是可行的
,

其误差小于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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