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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影响微润管流量的主要因素，确定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关系，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不同土壤初始质量含

水率（１３８３％、１５４９％、１６２７％、１７７２％）和不同土壤容重（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ｇ／ｃｍ３）条件下不同压力水头

（０、０１、０３、０７、１１、２１ｍ）对微润管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微润管流量随土壤质量含水率变化有一定的自我

调节作用，但微润管流量受土壤质量含水率变化影响较小，自我调节时间约为 ４４ｈ。随着灌水时间增加，微润管流

量呈先快速增加再减小后趋于稳定平缓的趋势，灌水后约 ４８ｈ趋于稳定状态。工作压力、土壤容重和初始质量含

水率均对微润管流量有显著影响，在一定工作压力范围内（０～２１ｍ水头），压力与流量呈显著性线性关系（Ｐ＜

００５），模型决定系数 Ｒ２大于 ０８５，随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与容重增加，微润管流量呈减小趋势，微润管流量变化

对工作压力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在压力与流量线性回归模型中微润管的流量系数和压力为零的流量 ｂ均非单纯由

产品自身特性决定，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和容重与流量系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容重与压力为零的流量

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可用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和容重确定流量系数和压力为零时的流量值，最终实

现微润灌出流预报。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压力是影响微润管流量的最主要因素，土壤容重次之，土壤初始质量

含水率对微润管流量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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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微润管由填料（不与聚乙烯材料发生化学反应

的材料，如轻质碳酸钙、重质碳酸钙与超细二氧化

硅；材料表面处理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ＡＥＯ ７
或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ＡＥＯ ９）与高压聚乙树脂按
预设质量比形成混合材料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置

入造粒机制成填充颗粒料，将该颗粒料置入预设制

管设备以制成预成型管，再将预成型管导入高温萃

取机中，以水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混合液为萃取

剂对预成型管进行连续萃取而制成。管壁较厚

（（０９±０１）ｍｍ），微润管属于线源持续性灌溉，是
渗灌的一种。微润灌技术结构简单，动力消耗少，运

行费用低，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节水灌溉技

术，关于微润灌技术的应用及研究越来越多
［１－６］

。

微灌流量及其影响因素是决定灌水质量的重要

因素，选用适宜的技术参数对于有效调控土壤含水

率十分重要。一般情况下，影响地埋式灌水器流量

的因素有土壤、水力与灌水器的特征参数等，其中土

壤质地、容重、含水率和温度以及灌水器的尺寸、堵

塞程度、工作压力、毛管埋深和布置间距等均对灌水

器流量的影响较大
［２，７－１１］

。对于地下滴灌，压力是

控制其流量的关键因素
［２］
，压力与流量一般是幂函

数关系，可由滴头的流量系数和流态指数计算特定

压力下的流量，滴灌系统的滴头流量系数和流态指

数一般和滴头的结构参数有关
［１２－１４］

。微润灌与滴

灌不同，前者压力与流量呈显著线性正相关关

系
［１，１５］

，管道布置间距、铺设长度和埋深等均对流量

有显著影响
［１６－２４］

。随微润管埋深的增加，流量呈减

小趋势
［２］
。土壤类型、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等因素

也是影响垂直线源入渗的重要因素
［２５－２６］

，流量与土

壤入渗速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２７］
。

研究发现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呈线性关系，容重

与平均入渗速率（流量）呈负线性关系
［２］
，且随土壤

容重的增加，湿润峰运移距离呈减小趋势，随土壤初

始质量含水率的增加，湿润峰运移距离呈增加趋势，

土壤容重、初始质量含水率与流量的关系通过线性

回归分析发现，土壤容重与流量呈负线性相关关系，

其中 Ｒ２＝０８０７；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与流量呈正
线性相关关系，其中 Ｒ２＝０８６６；二者的线性模型决
定系数 Ｒ２均较大，说明在该模型中土壤容重、初始
质量含水率均可解释流量变化至少 ８０％以上，二者
是影响微润管流量的主要因素

［２８］
。

但总体而言，针对上述因素对微润管流量影响

的研究较少，不同影响因素对微润管流量的影响也

缺乏定量分析。目前，有研究认为痕量灌溉技术可

根据土壤含水率自我调节流量
［４，２８］

，为初步探明微

润灌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功能，有必要建立不同土壤

性质的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关系。本文通过大田试

验，研究不同压力、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与容重对微

润管流量的影响，以期为微润灌溉科学设计和推广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 ６月份在陕西省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教育部旱区农业水土工程重点实验室灌溉

试验站（１０８°２４′Ｅ、３４°２０′Ｎ，海拔高度 ５２１ｍ）进行，
该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全年无霜期 ２２１ｄ，年
均日照时数２１６３８０ｈ，年均降水量为６００ｍｍ，且多
集中在７—９月份。试验地土壤为杨凌觩土，土壤颗
粒分析组成见表 １，经测定 ０～８０ｃｍ土层内平均田
间持水率（质量分数）为 ２４０％，饱和含水率（体积
分数）为６０１％，凋萎含水率（体积分数）为 ８５％，
土壤容重为 １３２ｇ／ｃｍ３，该试验小区地下水埋深大
于５ｍ［２９］，因此，忽略地下水补给。

表 １　供试土壤颗粒分析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粒径 Ｒ／ｍｍ ≥２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０５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５０ ０１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１０ ０～００５
质量分数／％ ０９６ ３７６ ６３５ １５８６ １９８５ １４８８ ３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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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设计及过程
采用深圳市微润灌溉有限公司生产的微润管，

管径 １６ｍｍ，如图 １ａ所示。试验设计小区尺寸为
６ｍ×２ｍ，各小区间距 １ｍ，每小区内铺设微润管
６条，铺设长度２ｍ，铺设间距１ｍ，微润管埋深０２０ｍ
（图１ｂ）。试验时，用马氏瓶控制水位高度，当压力
较低时，微润管流量受土壤含水率的影响较大，故按

照由密到疏压力布置原则，每个小区铺设 ６条微灌
管的工作压力分别为 ０、０１、０３、０７、１１、２１ｍ水
头。试验考虑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和容重 ２个因
素，各因素设置 ４个水平。预先设定目标初始土壤
含水率为田间持水率的 ６０％、６５％、７０％、７５％，通
过实际测量各小区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由于田间

土壤含水率分布不均匀，故试验前取出各小区 ０～
６０ｃｍ土层土壤，搅拌均匀，测量土壤含水率，并计
算灌水量

Ｍ＝１００（θＦ－θｉ）γＨｐ （１）

式中　Ｍ———灌水量，ｍ３／ｈｍ２

θＦ———预先设定目标初始土壤质量含水率
θｉ———０～６０ｃｍ土层内的平均质量含水率

γ———土壤容重，ｇ／ｃｍ３

ｐ———土壤湿润比，取０９
Ｈ———计划湿润层深度，ｍ

通过换算获得各水平小区实际灌水量 ｍ。

图 １　微润管及试验小区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ｌｏｔｓ
　
各小区实际灌水量 ｍ计算结果分别为 ０、０１２、

０１８、０２８ｍ３，将该水分浇洒在相对应的小区取出
土层的土壤中，搅拌均匀后整体均匀性回填，形成不

同的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及容重，同时考虑回填过

程中产生的误差，采用６ｍ×２ｍ大型有机玻璃板整
体均匀性压实，各小区随机选取 ６个采样点进行采
集，计算平均值，测定试验小区实际土壤初始质量含

水 率 （ｗ）分 别 为 １３８３％、１５４９％、１６２７％、

１７７２％（质量含水率）；容重（ρｂ）分别为 １１８、

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ｇ／ｃｍ３，共计 １６个试验小区，小区
位置随机排列，共 ９６个处理（表 ２），由于微润管流
量小，连续灌水时间短，故忽略各处理之间的土壤水

分横向渗透运移。

１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３１　流量 ｑ

微润灌为管道壁面的微孔出流，其流量为单位

时段内单位长度的出水量。灌水 ３ｄ内分别于灌水
０、２、４、７、１１、１５、２４、３１、３９、４８、６０、７２ｈ时观测记录
马氏瓶水位线，计算各单位时段出流量

ｑｉ＝ｓ（Ｈｉ＋１－Ｈｉ）／（Ｔｉｄ） （２）

式中　ｑｉ———第 ｉ时段内的流量，ｃｍ
３／（ｍ·ｈ）

ｓ———马氏瓶底面积，ｃｍ２

Ｈｉ＋１、Ｈｉ———ｉ时段开始和结束时马氏瓶水位
刻度值，ｃｍ

Ｔｉ———第 ｉ时段间隔，ｈ
ｄ———微润管长度，ｍ

微润管平均流量 ｑ为各单位时段流量 ｑｉ的算术
平均值。

１３２　土壤含水率
根据有关研究

［３０－３１］
，微润管周围大部分土壤含

水率介于田间持水率的 ８０％ ～９０％之间，毛管正上
部５ｃｍ左右的土壤质量含水率基本保持在田间持
水率的８０％ ～９０％之间，为防止采样对微润管的破
坏，本研究采样点集中在毛管正上部 ５～１０ｃｍ处。
采样时间均在记录马氏瓶水位线后立刻用土钻采集

土样，采用干燥法测定土壤质量含水率。

１３３　土壤容重
灌水前在微润管正上部５～１０ｃｍ土层取样，采

用环刀法测定。

１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Ｅｘｃｅｌ

进行灰色关联度及方差分析，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９０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微润管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微润管流量受土壤含水率的影响微润管流量随

灌水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２４］
。图 ２ａ为随

机选择一组微润管流量随灌水时间的变化趋势。

由图２ａ可知，微润管流量随灌水时间的增加，
基本均呈先增大再减小后趋于稳定的变化趋势，压

力越大变化趋势越明显。灌水 ４８ｈ后微润管流量
基本趋于稳定。压力越大，微润管流量达到稳定状

态所需时间越短。压力相同时，土壤初始质量含水

率与容重越小，土壤水分达到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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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处理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土壤

初始含

水率／％

容重／

（ｇ·ｃｍ－３）

压力

水头／

ｍ

处理

土壤

初始含

水率／％

容重／

（ｇ·ｃｍ－３）

压力

水头／

ｍ

Ｔ０１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０ Ｔ４９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０

Ｔ０２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０１ Ｔ５０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０１

Ｔ０３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０３ Ｔ５１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０３

Ｔ０４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０７ Ｔ５２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０７

Ｔ０５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１１ Ｔ５３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１１

Ｔ０６ １３８３ １１８ ２１ Ｔ５４ １６２７ １１８ ２１

Ｔ０７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０ Ｔ５５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０

Ｔ０８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０１ Ｔ５６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０１

Ｔ０９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０３ Ｔ５７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０３

Ｔ１０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０７ Ｔ５８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０７

Ｔ１１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１１ Ｔ５９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１１

Ｔ１２ １３８３ １２１ ２１ Ｔ６０ １６２７ １２１ ２１

Ｔ１３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０ Ｔ６１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０

Ｔ１４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０１ Ｔ６２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０１

Ｔ１５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０３ Ｔ６３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０３

Ｔ１６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０７ Ｔ６４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０７

Ｔ１７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１１ Ｔ６５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１１

Ｔ１８ １３８３ １２４ ２１ Ｔ６６ １６２７ １２４ ２１

Ｔ１９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０ Ｔ６７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０

Ｔ２０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０１ Ｔ６８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０１

Ｔ２１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０３ Ｔ６９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０３

Ｔ２２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０７ Ｔ７０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０７

Ｔ２３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１１ Ｔ７１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１１

Ｔ２４ １３８３ １２６ ２１ Ｔ７２ １６２７ １２６ ２１

Ｔ２５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０ Ｔ７３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０

Ｔ２６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０１ Ｔ７４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０１

Ｔ２７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０３ Ｔ７５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０３

Ｔ２８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０７ Ｔ７６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０７

Ｔ２９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１１ Ｔ７７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１１

Ｔ３０ １５４９ １１８ ２１ Ｔ７８ １７７２ １１８ ２１

Ｔ３１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０ Ｔ７９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０

Ｔ３２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０１ Ｔ８０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０１

Ｔ３３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０３ Ｔ８１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０３

Ｔ３４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０７ Ｔ８２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０７

Ｔ３５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１１ Ｔ８３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１１

Ｔ３６ １５４９ １２１ ２１ Ｔ８４ １７７２ １２１ ２１

Ｔ３７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０ Ｔ８５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０

Ｔ３８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０１ Ｔ８６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０１

Ｔ３９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０３ Ｔ８７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０３

Ｔ４０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０７ Ｔ８８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０７

Ｔ４１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１１ Ｔ８９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１１

Ｔ４２ １５４９ １２４ ２１ Ｔ９０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２１

Ｔ４３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０ Ｔ９１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０

Ｔ４４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０１ Ｔ９２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０１

Ｔ４５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０３ Ｔ９３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０３

Ｔ４６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０７ Ｔ９４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０７

Ｔ４７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１１ Ｔ９５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１１

Ｔ４８ １５４９ １２６ ２１ Ｔ９６ １７７２ １２６ ２１

就越长。随土壤含水率的增加，微润管流量呈先增

加后减小再趋于稳定的趋势，说明微润管流量随土

壤含水率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作用，综合分析发

现，自我调节时间约为 ４４ｈ。微润管流量与土壤含
水率约在灌水４８ｈ后均趋于稳定。
２２　土壤含水率随时间的变化

图２ｂ为微润管上部５～１０ｃｍ平均土壤含水率
随灌水时间变化的趋势。分析发现，随灌水时间的

增加，土壤含水率呈先快速增加后趋于平缓稳定的

趋势，灌水 ６０ｈ后土壤含水率基本趋于稳定，土壤
含水率随工作压力增大而增大，工作压力为 ２１ｍ
水头时土壤质量含水率最大，约为 ２４％；工作压力
水头为零时最小，土壤质量含水率约为 ２０％。工作
压力越大，土壤含水率达到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越

短。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越小，土壤水分达到稳定

状态所需的时间越长，初始土壤质量含水率分别为

１３８３％和１７７２％时，土壤含水率达到稳定状态所
需的时间相差约为２０ｈ。土壤容重对土壤含水率达
到稳定状态所需时间的影响与初始质量含水率类

似。

图 ２　微润管流量与土壤质量含水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ｆｌｏｗ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ａｓｓ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２３　压力对微润管流量的影响

通过对试验中１６个小区９６组试验数据分析发
现，压力与流量在一定范围内呈线性增加趋势，即

ｑ＝ｋｈ＋ｂ （３）
式中　ｋ———流量系数，ｃｍ３／（ｍ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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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水头，ｍ
ｂ———压力为零时的平均流量，ｃｍ３／（ｍ·ｈ）

参数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压力 流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介于

０９４～１００之间，相关关系具有极显著性（Ｐ＜
００１）。压力 流量线性拟合公式的决定系数 Ｒ２介
于０８９～１００之间，最小值 ０８９＞０８５，表明该模
型中压力可解释流量的程度在 ８５％以上，因此，压
力是控制微润管流量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模型自变

量的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工作压力在 ０～２１ｍ
水头范围内，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呈显著线性关系。

通过 ｅ＝ １－Ｒ槡
２ ＝０１９，获得剩余因子，该因子较

大，且流量系数 ｋ值介于 ２３９９～３７５４ｃｍ３／（ｍ２·ｈ）
之间，压 力 为 零 时 的 流 量 ｂ值 介 于 ９３４～
１４４４ｃｍ３／（ｍ·ｈ）之间，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１５０倍
以上，相差较大。说明影响流量的主要因素除压力

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如土壤初始质量含

水率和容重等。

表 ３　不同处理下微润管流量与流量系数

Ｔａｂ．３　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ｆｌｏｗａｎｄｆｌｏｗ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土壤初始质量

含水率 ｗ／％

流量系数 ｋ／（ｃｍ３·ｍ－２·ｈ－１） 压力为零时流量／（ｃｍ３·ｍ－１·ｈ－１）

ρｂ１ ρｂ２ ρｂ３ ρｂ４ ρｂ１ ρｂ２ ρｂ３ ρｂ４
１３８３ ３６７１ ３７５４ ３２６８ ２９７４ １４４４ １２２７ １２６４ １０２８

１５４９ ３５８２ ３３２８ ３１６１ ２７２５ １３２４ １２３１ １２２１ １０６６

１６２７ ３３６７ ２９７６ ３０７３ ２４３９ １２８７ １２４９ｎｓ １２４４ １００７

１７７２ ３１９２ ２９８３ ３０２９ ２３９９ １３６１ １１５６ １１８０ ９３４

　　注：、分别表示自变量在回归模型中 Ｐ＜００５和 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下同。ρｂ１、ρｂ２、ρｂ３和 ρｂ４分别表示土壤容重为 １１８、１２１、

１２４、１２６ｇ／ｃｍ３。

２４　土壤容重对流量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土壤容重对微润管

流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随土壤容重的增加，
微润管流量呈减小趋势（表 ３）。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发现，土壤容重对 ｋ和 ｂ值影响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分别为 －０７７６、－０８９３，均达显著水平 （Ｐ＜
００５）。随土壤容重的增大，流量系数 ｋ基本呈减小
趋势，说明随土壤容重的增加，微润管流量变化对工

作压力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在压力与流量线性关系

式（３）中，增加 １０ｍ压力时，流量 ｑ增加量等于流
量系数 ｋ，当土壤容重增加 １００ｇ／ｃｍ３时，流量系数
ｋ减小１０００１ｃｍ３／（ｍ２·ｈ），ｋ的减小导致微润管流
量的增加量也相应减小。随土壤容重的增大，压力

为零时流量 ｂ也基本呈减小趋势。
２５　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对流量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土壤初始质量含水

率对微润管流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随土壤初
始质量含水率的增加，微润管流量基本呈减小趋势。

由表３可知，随初始质量含水率的增加，流量系数 ｋ
和压力为零时的流量 ｂ基本均呈减小趋势，说明随
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的增加，微润管流量变化对工

作压力的敏感度呈逐渐下降趋势，在压力与流量线

性关系中，压力增加 １０ｍ流量增加量等于流量系
数 ｋ，当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增加 １个百分点时，流
量系数 ｋ减小１１０ｃｍ３／（ｍ２·ｈ），ｋ的减小导致微润
管流量的增加量也相应减小。流量系数 ｋ、压力为
零的流量 ｂ与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 ｗ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系数分别为 －０５２３、－０２２５，说明 ｋ、ｂ均与 ｗ呈
负相关关系，其中流量系数 ｋ与土壤初始质量含水
率（ｗ）呈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微润管流量受诸多因素影响，各因素对其影响

程度不同。在诸多因素影响程度尚不清楚的情况

下，宜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压力、土壤初始质量含水

率与容重对微润管流量的影响（表４）。

表 ４　压力、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容重与微润管

流量的灰色关联度和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ｏｉｌ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ｓ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ｂｅｆｌｏｗ

参数 压力水头
土壤初始质量

含水率
容重

灰色关联度 ０７７４±０１４０ ０６３０±０１５０ ０６３３±０１６０

Ｆ ２１３８３ ９１３９ ２１１８３

　　由表４可知，根据灰色关联度排序，对微润管流
量的关联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压力水头、容重、土

壤初始质量含水率，该结果表明影响微润管流量较

大的因素是压力。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压力、初始质

量含水率和容重均对微润管流量有显著影响，压力

Ｆ值最大，容重次之，初始质量含水率最小。
综上，对流量系数 ｋ与初始质量含水率 ｗ、容重

ρｂ，压力为零时的流量 ｂ与初始质量含水率 ｗ、容重
ρｂ进行逐次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流量系数 ｋ与初始质量含水率 ｗ、
容重 ρｂ存在二元线性回归关系，压力为零时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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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回归模型与参数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因变

量

自变

量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

系数
显著性 Ｐ Ｒ２

调整后

Ｒ２

常数项 １７５４２ ＜０００１

ｋ ρｂ －１０００４ －０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８６

ｗ －１４０ －０５２ ＜０００１

ｂ
常数项 ６１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７８
ρｂ －４０２９ －０８９ ＜０００１

ｂ与容重 ρｂ存在一元线性回归关系，其回归方程分
别为

ｋ＝－１４０ｗ－１０００４ρｂ＋１７５４２

（Ｒ２＝０８８，Ｐ＜００５） （４）
ｂ＝－４０２９ρｂ＋６１１７　（Ｒ

２＝０８０，Ｐ＜００５）

（５）
ｋ与 ｗ、ρｂ回归的决定系数 Ｒ

２＝０８８，表明该模
型中 ｗ与 ρｂ可解释 ｋ的程度达８８％，可以用 ｗ与 ρｂ
共同实现对系数 ｋ的估计。ｂ与 ρｂ回归的决定系数

Ｒ２＝０８０，表明该模型中 ρｂ可解释 ｂ的程度达
８０％，可以用 ρｂ来实现对常数 ｂ的估计。上述 ２个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 Ｐ＜００５，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
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ｗ、ρｂ对 ｋ的贡献率分别
为５２％和 ７８％，回归方程（４）能够解释 ｋ变化的
８６％。ρｂ对 ｂ的贡献率为 ８９％，回归方程（５）能够
解释 ｂ变化的 ７８％。但 ｋ与 ｗ、ρｂ，ｂ与 ρｂ的剩余因
子 ｅ均较大，分别为 ０３５和 ０４５，说明对 ｋ和 ｂ的
影响因子除 ｗ与 ρｂ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有待进
一步研究。

将式（４）、（５）代入式（３）可确定微润管流量
ｑ＝（－１４０ｗ－１０００４ρｂ＋１７５４２）ｈ－４０２９ρｂ＋６１１７

（６）

３　讨论

由于微润管壁厚且微孔尺寸小、数目多、相互连

通的特殊结构，在管壁内外压力差的作用下，水分完

全穿过管壁上所有微小且路径曲折复杂的微通道或

实现全部孔口出流需要一定时间，工作压力越大，管

壁内外压力差越大，水流速较快，易打通所有微孔，

微润管流量达到稳定流量状态所需时间越短。

图２中当微润管管壁微孔全部打开前，约在灌水前
４ｈ，微润管的流量增加主要受打通微孔数量即过水
断面面积决定，而受管壁外侧土水势变化的影响较

小，因此，微润管流量呈增加趋势。在特定的工作压

力下，当微润管流量达到最大时，随灌水时间的增

加，管壁周围土壤含水率逐渐增加，抑制微润管微孔

出流，因此，本试验灌水４ｈ后微润管流量存在一个

较短的下降趋势，但随灌水时间进一步增加，约灌水

４８ｈ后，管壁周围土壤质量含水率趋于稳定，管壁内
外的压力差也趋于稳定，微润管流量也随之呈稳定

状态
［７，１３］

。说明在灌水过程中，随土壤含水率的增

加微润管流量呈减小趋势。灌水过程中，微润管流

量也随土壤含水率的逐渐提高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变化幅度较小。通过分析发现，在灌水过程中，微

润管流量根据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自我调节时间约为

４４ｈ。当灌水４８ｈ后，微润管流量与土壤含水率均
不再变化，此时影响微润管流量的主要因素为工作

压力，如当工作压力为２１ｍ水头时，土壤质量含水
率约 为 ２４％，此 时，微 润 管 的 稳 定 流 量 约 为
６５００ｃｍ３／（ｍ·ｈ），当工作压力为 ０１ｍ水头时，土
壤 质 量 含 水 率 约 为 ２０％ （稳 定 流 量 约 为

１８００ｃｍ３／（ｍ·ｈ），远小于压力为 ２１ｍ水头时的
流量。图２中微润管流量随时间增加个别出现上下
波动现象，这可能与试验微润管（微孔直径、微孔密

度等）、气候（温度、空气湿度、风速等）、土壤质地

（孔隙度、土壤含水率等）以及水源（泥沙含量、矿物

质含量、酸碱度等）有关，这些还有待进一步进行试

验探究，定性、定量分析研究。

压力是控制微灌流量的关键因素
［２］
，随压力增

大，入渗速率增加，土壤入渗界面承受压力增大，导

致入渗界面土壤结构发生变化，该区域饱和导水率

发生改变，反过来动态影响流量
［１２－１３］

。本研究发现

工作压力是决定微润管流量的关键因素。微润管由

于特殊的制作工艺，使微润管壁面上形成纵横交错、

相互连接的微孔，据测量微孔孔径为 １０～９００ｎｍ，
每平方厘米至少有１０万个微孔，这些微孔是水流从
管内向外渗出的通道

［１］
。因此，微润管内工作压力

决定了管壁内外的压力差，进而决定微润管流量，这

与地下滴灌滴头流量受压力控制的原理基本相

似
［２，３２］

。然而，地下滴灌滴头孔口尺寸与微润管微

孔相差几个数量级，且相邻滴头相对独立工作，因

此，压力对地下滴灌滴头和微润管流量的影响规律

并不完全一致。滴灌滴头工作压力主要消耗于克服

迷宫流道内的局部水头损失，滴头流量几乎不受土

壤容重和初始质量含水率的影响，压力与流量是幂

函数关系
［１２］
，非压力补偿式滴头流态指数一般在

０５０～１００之间。而微润管微孔不具备迷宫特性，
且微孔相互连接，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基本是线性关

系，即其流态指数约为 １００，大于滴头的流态指数，
说明微润管流量对压力变化的敏感度大于滴灌。由

于微润管壁出流孔多且小，与土壤密切接触，增大了

土壤因素（容重、初始质量含水率等）对微润管内外

压力差的影响，从而显著影响微润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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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容重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物理特征参数，土

壤容重越大，土壤密实度越大，长时间灌水会使土壤

中细小颗粒或离子吸附在管壁，影响微孔出流，同时

土壤容重增加，大孔隙会减少，土壤孔隙中的气体也

较难排到大气中，增加了入渗过程中的气相阻

力
［３３－３５］

，土壤水分不易快速扩散到远处，在灌水过

程中，微润管外壁附近土壤越易形成高含水率区域，

微润管管壁内外压差减小，微润管出流阻力增

大
［７］
，因此，本研究中随土壤容重的增加，微润管流

量呈减小趋势，与牛文全等
［２］
和薛万来等

［２８］
在室内

土箱试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土壤水分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土壤水势梯

度
［４］
。土壤水势受基质势、溶质势、温度势和重力

势影响，本试验各处理土壤水势的差异主要来自基

质势，基质势越大，土壤含水率越小，土壤水吸力增

大，流量增加
［３６］
。另外，土壤团聚体快速湿润会产

生致使团聚体破碎的崩解力，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

越小崩解力越大，团聚体崩解会减小土壤孔隙度，增

加固体颗粒数量与毛细管数量
［３７－３８］

。初始质量含

水率越小，土壤孔隙填充所需的水分越多
［３９］
，因此，

本试验中微润管流量随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减小略

有增加。

４　结论

（１）微润管流量随土壤质量含水率变化有一定
的自我调节作用，随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的增大，微

润管流量略有减小。但微润管流量受土壤质量含水

率变化的影响较小，自我调节时间较短，约为 ４４ｈ。
随灌水时间的增加，微润管流量呈先快速增加再减

小后趋于平缓稳定的状态。

（２）工作压力、土壤容重和初始质量含水率均
对微润管流量有显著影响。在一定工作压力范围内

（０～２１ｍ水头），微润管压力与流量呈显著性线性
关系。随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与容重的增加，微润

管流量呈减小趋势，同时微润管流量对工作压力变

化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初始质量含水率、容重与流

量系数 ｋ，容重与压力为零时的流量 ｂ均存在显著
负相关关系，可用土壤初始质量含水率和容重确定

流量系数和压力为零时的流量值，实现微润灌出流

预报。

（３）灰色关联度分析发现，工作压力对微润管流量
影响最大，容重次之，初始质量含水率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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