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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组合不同坡度(25°,30°,35°,40°,45°,50°)、不同流量(0.6,1.0,1.5,2.0,2.5L/min)的室内放水冲

刷试验,对急陡黄土坡面细沟侵蚀发生过程中的细沟水动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细沟水流平均

流速随细沟的发育呈现出先减小后稳定的变化趋势。细沟流的雷诺数Re在199.996~873.482变化,且主

要受流量的影响,随着流量的增大呈线性关系;而弗劳德数Fr在整个细沟发育过程中均大于1,表明细沟

流均处于急流范围,且与流量呈倒数关系,随着放水流量的增大Fr呈曲线减小。阻力系数f 随着流量的

增加而增大,且与雷诺数之间存在f=a·Re-b(a、b为系数)的幂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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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ydrauliccharacteristicsofrillerosionwerestudiedbyusingrunoffscouringexperimentunder
thedifferentsteepLoessslopegradients(25°,30°,35°,40°,45°,50°)andthedifferentflowdischarges(0.6,

1.0,1.5,2.0,2.5L/min).Theresultsshowedthatvelocitydecreasedfirst,thenkeptsmoothandsteadyas
thescouringtime.TheReynoldsnumberoftheflowvariedbetween199.996and873.482intheerosion
process.Itwasaffectedmainlybytheflowdischargewhichwasinalinearrelationshipwithflowdischarge.
TheFroudenumberofflowwaslargerthan1inthewholeexperiments,whichindicatedthattherillflow
belongedtothesupercriticalflowcondition.Meanwhile,theFroudenumberofrillflowwasinareciprocal
decreasedrelationshipwithflow.Darcy-weisbachresistancecoefficient(f)waspositivelyrelatedtoflowand
wasinapowerfunctionrelationshipwiththeReynoldsnumber.
Keywords:steeploessslope;rillerosion;hydraulicparameters

  土壤侵蚀是当今重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不
仅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土壤生产力和粮食安全带来严

重影响,而且有很强的异地效应,严重制约着全球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坡面细沟侵蚀作为土壤侵

蚀的主要形式之一,不仅是坡面土壤侵蚀的重要产沙

源,也是坡面侵蚀产物的输送通道[2]。细沟侵蚀主要

是由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坡面细沟流和细沟间的薄

层水流)先后对地表、细沟沟壁、沟底、沟头土壤的冲

散和搬运过程最终破坏土壤下垫面稳定性和分离土

壤颗粒造成的[3]。其发生取决于坡面水流的水力学

特性和土壤条件,当坡面水流达到一定的水力学指标

时才能发生细沟侵蚀[4]。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生态环

境脆弱,区域降雨集中且强度大,植被覆盖度低;此外

由于黄绵土的主要成分是粉粒,结构疏松且孔隙度比

较大[5-6]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坡面在遭遇大暴雨时

易产生严重的细沟侵蚀。
多年来已经有大量学者从细沟形态演变特征、水

力参数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细沟侵蚀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沈海鸥等[7-8]从细

沟形态演变特征研究降雨强度和坡度对细沟侵蚀的



影响发现,细沟横断面主要呈“V”形,随着降雨强度

和坡度的增加,径流紊动性增强,细沟横断面变化趋

于不规则;Qin等[9]在研究上方来水对沟床下切过程

的影响发现,细沟的形态演变过程在沟头前进、沟底

下切和沟壁扩张的基础上,沟底下切又分为下切沟头

形成前期、二级沟头下切期、下切沟头形成后期3个

子过程,更加细化了沟床下切过程中细沟发育状况以

及各水力参数的研究;也有研究[7,9-10]发现,坡度是影

响细沟侵蚀水力参数变化和细沟形成的重要因子之

一。近年来,在我国由于工程建设的弃土弃渣堆积体、
梯田田坎、治沟造地及路基开挖等形成了大量>25°的急

陡坡坡面。裸露的急陡坡面遭受雨滴打击以及径流冲

刷后很容易发生细沟侵蚀,形成新的产沙源地。但目

前绝大多数的研究[5,7,11-14]都集中在缓坡坡面(<
25°),专门针对急陡坡细沟侵蚀的相关性研究少之又

少,以至于人们对细沟侵蚀很难形成完整的认识。因

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黄土高原黄绵土为

研究对象,采用水槽冲刷试验,研究急陡坡面(>25°)
细沟发育演变过程中水力学特性的变化规律,揭示急

陡坡对细沟形成的影响机制,为急陡坡面细沟侵蚀的

预报和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与观测方法

本研究采用室内放水冲刷试验的方法,试验用土

于2018年5月取自黄土高原的陕西安塞县某一典型

黄土斜坡,试验于2018年7—10月在水土保持研究

所人工模拟降雨大厅进行。并于2018年12月和

2019年1月集中处理试验数据。试验所用钢制土槽

长3.3m,宽1m,深0.3m,可调坡度为25°~50°;底
部每隔10cm间距打孔,孔径2mm,以便重力水能

自由流出。用PVC板将其隔离成10条规格为3.3
m×0.1m的细沟,土槽顶端布设2排消力池。采用

定流量的方式,按设计要求通过蠕动泵来控制流量。
在土槽装土之前先装填15cm的河道粗砂以保

证试验土槽的透水状况接近天然状况,在粗砂表面铺

1层纱布(隔离土层和砂层),纱布表层每5cm装1
层黄绵土以便更好地控制土壤容重在1.35g/cm3左
右,土层共15cm。每2层土壤之间进行打毛处理以

便层与层之间连续接触,表层保持光滑,在PVC板两

侧粘上相同的黄绵土使粗糙度尽可能接近试验土层,
将四周压实并在PVC板处略有凸起,使土层表面呈

微“U”形防止边壁效应。在细沟入口前10cm铺设

塑料纸进一步稳定水流,减小水流的直接冲刷带来的

侵蚀。为了保证试验之前的初始含水量变异性对试

验的影响,进行试验前1天采用农用喷雾器润湿土层

直至产流,并用塑料布遮盖放置12h使水分充分扩

散,使前期含水量保持在10%。
试验流量是根据研究区暴雨发生频率在坡面建

立的标准径流小区上产生的单宽流量换算并结合前

期的预试验得到,分别为0.6,1.0,1.5,2.0,2.5L/

min。试验设计坡度为急陡坡:25°,30°,35°,40°,45°
和50°。考虑其对比及重复性,采用流量、坡度完全

组合的方法进行试验,每个组合连续重复3次,共进

行30场试验(3个重复同时进行,视为1场试验)。
每次试验前率定流量保证3个重复的一致性。在坡

面产生径流后开始计时,每30s距底端2.4,1.2m处

注入配好的KMnO4溶液,通过时间差分别计算水流

速度,并用温度计测量水流的温度用于计算水运动黏

滞系数。

1.2 水动力学参数

与河道中的水流相比,坡面细沟的发育发生在较

陡的坡面,发育过程中细沟内的水流深度不同造成沟

道形状不规则。然而沟道流在沉积物运移和沉积方

面与河道流相似,因此在坡面流理论尚未成熟时,从
动力学的角度研究坡面细沟侵蚀需要采用河流动力

学的有关公式来计算细沟侵蚀的水动力学参数[15]。
其中水流流速V、径流深H、雷诺数Re、弗劳德数Fr
和Darcy-weisbach阻力系数f 等都是反映水流动力

学特征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H=
q
v

(1)

Re=
vR

v0
(2)

v0=0.01775×10-4/(1+0.0337t+0.00022t2)
(3)

Fr=
v
gH

(4)

f=
8gRJ
v2 (5)

式中:H 为水深(m);q为单宽流量(m3/s);v 为观测

时段t内水流的平均流速(即采用高锰酸钾染色法观

测到的水流表面流速乘以修正系数k,0.75[13,16-18])

(m/s);R 为水力半径(R=
A
p
),p=2H+b;A 为过

水断面面积(m2);p 为湿周(m);b 为过水断面宽度

(m));v0为含沙水流运动黏滞系数(m2/s);g 为重力

加速度(9.8m/s2);J 为水力坡度。

1.3 评价指标

分别对水流平均流速V、雷诺数Re、弗劳德数Fr
和阻力系数f进行方差分析,得到坡度和流量对各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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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影响的显著性以及总离差平方和(SST)、各因子离

差平方和(SSF)、误差平方和(VEr)和因子的自由度

(DF),利用公式估算各影响因子的贡献率(PC):

PC=
SSF-(DF×VEr)

SST
×100% (6)

2 结果与分析
2.1 细沟流平均流速

由图1可知,水流平均流速的变异性系数为

0.035~0.409,属于中等变异性(0.1~1.0),表明急陡

坡面细沟侵蚀的水流流速随细沟发育整体都呈逐

渐减小趋势。在冲刷初期,由于坡面为裸坡且经过人

为平整使得坡表面光滑,对流速阻力小,导致冲刷

初期流速较大;从能量角度来看,细沟流对土壤的

侵蚀过程 是 一 个 径 流 动 能 转 化 为 泥 沙 动 能 的 过

程[11],冲刷初期用于运移泥沙所损失的能量较少,
更多的能量转化为向坡下移动的动能。之后随着细

沟发育,水流挟沙增加使得流速逐渐减小,大约在

5min左右流速减小的速率变小,大流量下流速的减

小速率快于小流量。6min左右小流量下的水流流

速又有一定增加且高于大流量,可能是由于同一坡度

不同流量下细沟发育的剧烈程度和细沟内的粗糙

度不同所致,相对原始坡面细沟内的粗糙度增加,跌
坎、漩涡等产生的阻力导致细沟内水流流速减小;
随着侵蚀的进行,细沟内粗糙度相对减小,流速逐

渐趋于平稳。然而在小流量下,水流的动力相对偏

小,冲刷出的跌坎和漩涡也会相应小于大流量,同时

携带的泥沙量少,导致小流量下流速变化小且在

6min之后高于大流量。

  注:CV为3组重复数据的变异系数。

图1 水流平均流速随冲刷历时的变化过程

  由图2可知,水流平均流速的变化范围为0.311~
0.545m/s。当坡度为25°和30°时,流速随着流量的

增大先减小后增大,流量1.5L/min时流速最小;当
坡度>30°时,整个放水流量下水流流速为0.4~0.5
m/s,变化不显著。说明30°~35°存在临界坡度,当

坡度小于临界坡度时,流速随着流量的增大先减小后

增大,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大;当坡度大于临界坡度

时,流速受坡度和流量的影响变化不大。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水流沿坡面向下运动的过程中,小流

量下细沟发育速度缓慢,细沟内水流流速受沟内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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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影响程度高于流量,因此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减

小;大流量下细沟发育相对较快,沟内粗糙度增加,沟
内流体内部紊动较大导致水流流速主要随着流量的

增加而增加。随着坡度和流量的增大径流动能增大,
与此同时携带泥沙增多,以及细沟内粗糙度的增大反

而导致径流动能削弱,径流冲刷过程中反复出现跌坎

和漩涡,径流流速在一定时间内减小,之后产生壅水

冲垮跌坎流速又变大,以此反复直到坡面细沟形成后

水流才会趋于稳定。当流量为小流量(0.6,1.0L/

min)时,流速随着坡度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且趋于

波动稳定,在30°坡度下达到最大;大流量(1.5,2.0,

2.5L/min)下水流流速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增大。整

体来看,不同流量同一坡度下流速之间的差值随着坡

度的增大而减小,即坡度对平均流速的影响逐渐减

小,说明水流平均流速对流量的敏感性高于坡度,更

容易受流量的影响。传统的水力学观点认为,径流流

速与坡度和流量呈幂函数正相关关系,即流速随着流量

和坡度的增加而增加。米宏星等[12]采用放水冲刷试验

研究在5个坡度(5°~25°)和3个流量(2,4,8L/min)条
件下黄土坡面细沟径流流速时发现,细沟流的流速与坡

度和流量呈幂函数关系,随坡度和流量增加而增加;

Govers[19]通过假设水流侵蚀性与沟床的形态之间的反

馈机制,物理性地解释了坡度与侵蚀沟内水流平均流速

无关;李凤英等[20]对急陡坡(25°~45°)土壤侵蚀试验进

行了研究并发现,随着坡度增加流量呈下降趋势,即流

量变化是径流流速发生变化更重要的因素。本研究与

其研究结果一致。坡度对水流平均流速影响较小是

由于抵消作用造成的,在侵蚀沟发育过程中水流流速

随坡度的增大而增大,沟床粗糙度也随之增加进而减

慢流速,这与坡度引起的流速预期增大相抵消。

图2 水流平均流速随流量和坡度的变化过程

2.2 细沟流流态

  雷诺数和弗劳德数是表征坡面细沟侵蚀水动力

学特征的基本参数,同时也是判别流态的重要方法。
根据明渠水流的判别理论,当雷诺数Re<500时为

层流;Re>500时为紊流。弗劳德数Fr>1时水流

为急流;当Fr<1时水流为缓流[21]。
由图3可知,在急陡坡的细沟侵蚀中,水流雷诺

数的整体变化范围为199.996~873.482,流量<1.5
L/min时水流流态属于层流;流量为1.5L/min时雷

诺数为487.588~535.297,处于临界雷诺数波动范

围,水流流态处在层流与紊流的过渡流;流量>1.5
L/min时水流流态属于紊流。说明随着流量的增加

水流流态逐渐由层流向紊流发展。

图3 水流雷诺数Re随流量和坡度的变化过程

  坡度对雷诺数影响很小,雷诺数的变化主要与

流量有关,且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图3(a)当坡度

一定时,Re随着流量的增加呈线性增加趋势;表1为

有关雷诺数Re与流量的回归式方程,其中P 值都小

于0.05,R2的范围为0.970~0.999,说明流量对雷

诺数有极显著的影响;图3(b)为坡度对水流雷诺数

的影响不显著,整个试验流量下Re 的变化规律为

0.6<1.0<1.5<2.0<2.5L/min。方差分析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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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流量、坡度、流量和坡度的交互作用对雷诺数Re均

有极显著影响(P<0.01)。流量、坡度、流量和坡度的

交互作用以及误差因子对水流雷诺数Re 的贡献率

分别为98.86%,0.31%,0.82%,0.01%,说明流量基

本上主导了水流雷诺数的变化,坡度对其影响较小。
关于雷诺数与坡度和流量的关系研究,杨大明等[13]

在坡度为0~25°的缓坡上,对细沟水动力学特性进

行了研究并发现,坡度对水流雷诺数的变化影响不显

著,而流量是影响雷诺数的主要因素;李占斌等[4]在

21°,24°和27°的陡坡上研究细沟水动力学特性发现,
坡面流雷诺数随着冲刷历时和流量的增大而增大;敬
向峰等[22]对急陡坡细沟侵蚀的水流雷诺数与放水流

量进行量化分析发现,雷诺数与流量之间呈线性关系

且坡度对水流雷诺数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与本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
不同放水流量条件下细沟流的弗劳德数Fr 变

化范围为2.506~9.154。随着细沟的发育,水流有由

急流向缓流逐渐转变的趋势,但Fr总大于1,属于急

流范畴。由图4(a)可知,Fr 与流量呈负相关关系,
随着放水流量的增大,Fr呈曲线减小,即水流随着流

量的增加有从急流到缓流转变的趋势;图4(b)中当

放水流量一定时Fr受坡度的影响不明显,且在整个

坡度不同流量下的弗劳德数排序为:0.6>1.0>1.5>
2.0>2.5L/min。整体上弗劳德数Fr随着流量的增

大而减小,对流量的敏感程度高于坡度。为了进一步

研究坡度和流量对弗劳德数的影响,对弗劳德数和流

量进行拟合回归方程。由表2可知,在不同放水流量

下急陡坡(25°~50°)细沟侵蚀的弗劳德数均可用流

量的倒数形式表示,决定系数R2为0.813~0.992,且

P<0.0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流量、坡度、流量和坡

度的交互作用对弗劳德数Fr 均有极显著影响(P<
0.01)。流量、坡度、流量和坡度的交互作用以及误差因

子对 Fr 的贡献率分别为67.20%,8.76%,17.19%,

6.86%,说明弗劳德数的变化主要受流量的影响,坡度

对其影响较小。
表1 急陡坡雷诺数Re与流量的关系

坡度/(°) P R2 回归式方程

25 0 0.997 y=30.721+331.848x
30 0 0.997 y=35.721+307.760x
35 0 0.993 y=46.260+308.818x
40 0 0.999 y=28.012+327.581x
45 0 0.994 y=4.099+326.413x
50 0.002 0.970 y=-51.951+345.667x

图4 水流弗劳德数Fr随流量和坡度的变化过程

表2 急陡坡弗劳德数Fr与流量的关系

坡度/(°) P R2 回归式方程

25 0.013 0.904 y=1.218+3.005/x
30 0.001 0.984 y=1.043+4.920/x
35 0.036 0.813 y=2.801+2.432/x
40 0.022 0.863 y=2.377+2.970/x
45 0 0.989 y=2.533+2.847/x
50 0 0.992 y=3.605+4.325/x

2.3 细沟流阻力

坡面水流沿坡面向下流动时必然会受到阻力作

用,尤其在坡面细沟出现之后。水流所受阻力从能量

角度分析分为土颗粒本身对水流的阻碍作用、细沟形

态以及水流挟沙的影响[23]。当水动力条件相同时,
细沟流受到的阻力越大,其水流形态越复杂。水流形

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量和坡度的作用,因此细沟

侵蚀过程中细沟流阻力与坡度和流量密切相关。由

图5可知,阻力系数的变化范围为0.054~0.727,随

着放水流量的增大整体呈增大趋势,受坡度的影响较

小。丁文峰等[14]通过放水冲刷试验研究细沟侵蚀中

坡面流水动力学特性发现,(6°~12°)坡面阻力系数

变化为0.16~0.65,其大小与水流雷诺数有关;Fos-
ter等[24]通过模拟天然细沟形态进行定床试验的研

究结果表明,在1.70°~5.16°的坡度范围内,阻力系数

f<0.5。为了进一步研究细沟流阻力系数与水流形

态之间的关系,点绘阻力系数与水流雷诺数的关系

(图6)。由图6可知,坡面阻力系数随着雷诺数的增

加呈幂函数增大趋势,且方差分析可知阻力系数f
与雷诺数之间存在有f=(9.159E-5)Re1.322的关系

(R2=0.833,P<0.01),本研究结果与张科利[25]的研

究结果阻力系数f 与水流雷诺数之间存在有f=
aRe-b(a、b为系数)关系一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流量对急陡坡细沟流阻力系数有极显著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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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贡献率为74.96%;而坡度对其影响不显著(P>
0.05),贡献率仅为2.01%;流量和坡度的交互作用以

及误差因子对阻力系数的贡献 率 分 别 为6.66%,

16.98%,说明阻力系数的变化主要受流量的影响。

图5 阻力系数f 随流量和坡度的变化过程

图6 阻力系数f 与雷诺数Re的关系变化

3 结 论
(1)急陡坡细沟发育过程中,水流平均流速随着冲

刷历时呈缓慢减小趋势,5min左右流速减小的速率变

小,大流量下流速的减小速率快于小流量。6min左右

小流量下的水流流速高于大流量。坡度和流量都为影

响水流平均流速的重要因素,但水流平均流速对流量的

敏感性高于坡度,更容易受流量的影响。
(2)细沟水流雷诺数Re 变化范围为199.996~

873.482,其大小主要受流量的影响,且随流量的增大呈

线性关系。弗劳德数Fr的变化范围为2.506~9.154,且
与流量呈倒数关系,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减小。

(3)坡 面 流 阻 力 系 数 的 变 化 范 围 为0.054~
0.727,随着放水流量和坡度的增大整体呈增大趋势;
受流量变化的作用比较明显,而随坡度的变化增加较

缓慢;且阻力系数f 与雷诺数之间存在f=aRe-b

(a、b为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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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超过89%和85%,对于降低面源污染风险具有积

极意义。
(3)秸秆覆盖模式对地表径流、土壤流失及氮磷

流失的阻控效果均为随坡度降低,阻控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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