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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移动式风蚀风洞及相关配套设备对 ３种不同植被盖度的草地选择 ３种风速进行野外原位测试，获得了

不同植被盖度草地的风速廓线和输沙量。结果表明，草地风速廓线总体上呈指数规律，且随地表高度的增加迅速

增大；不同植被盖度草地在 ０～７０ｃｍ范围内输沙量与高度的关系以指数函数拟合效果好，输沙量主要集中在近地

表 ３０ｃｍ以下；植被盖度 ５５％的草地对在地表 １０ｃｍ及以下的近地表风速阻挡效果与植被盖度 ８０％的草地类似，

其输沙量曲线与植被盖度 ８０％的草地输沙量曲线很近，但距盖度 ３０％的退化草地输沙量曲线较远。因此，植被盖

度约 ５０％是阴山北麓草地有效防风蚀的最低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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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风蚀是土地沙化和沙尘灾害发生的根源，

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最严重的土地荒漠化问题之

一
［１］
。我国受风蚀影响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１／２以上，其中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的退化草地和
农田尤为严重。近年来，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草地

退化引起的沙漠化发展迅速，不仅给当地农牧业发

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而且还影响到周边地

区。以往虽有草地土壤风蚀方面研究，但主要集中

于野外草场风蚀观测和草地恢复、工程修复等宏

观方面。而从草原植被变化对近地表风速影响效

果方面来研究草地风蚀机理的资料还鲜见报

道
［２～６］

。因此，本文利用移动式风蚀风洞及相关测

试设备对草原近地表风速廓线和输沙量进行相关

测试，进一步分析草地土壤风蚀，为防治其风蚀提

供科学依据。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区的包头市达茂

旗召河草原。该区年平均降水量 １５０～２５０ｍｍ，年
平均气温 ２～５℃，大于或等于 １０℃积温 ２２００～
３０００℃。每年风速为 ８ｍ／ｓ以上的天数有 ３５ｄ左
右，为典型的荒漠化草原，是温带干旱地区代表性草

地类型。土壤主要为棕钙土，肥力较低，有机质质量

分数一般低于 ２％。植物种类组成比较简单，每平
方千米有１０～１５种。由于气候条件比较恶劣、植物
生长较差、生产力较低，植物以多年生禾本科如针茅

（Ｓｔｉｐａｇｔａｎｄｉｓ）、扁穗（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和冰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ｓ）为主［７～１０］

。草群高度一般

１０～２５ｃｍ，总 盖 度 １５％ ～３０％，平 均 产 草 量
５００ｋｇ／ｈｍ２左右，退化严重的草场不足 １５０ｋｇ／ｈｍ２，
但高的可达１０００ｋｇ／ｈｍ２。

２　测试设备及方案

２１　试验设备
主要设备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制的０ＦＤＹ １２型

直流吹气式可移动风蚀风洞和相关配套设备组

成
［１１］
。风洞由风机段、整流段、收缩段和试验段组

成。经中国科学院寒旱区研究所鉴定，该风洞结构

符合低速风洞设计要求，在试验段模拟的自然风风

速廓线与真实地表基本一致。风速范围在 ０～
２０ｍ／ｓ连续可调，风速由风速廓线仪采集后通过数
据采集卡传给以 Ｌａｂ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ＶＩ作为平台开发的
数据采集软件，并显示、记录、保存于计算机中。风

洞总体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 １　风洞总体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ｍｏｖ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１．风机段　２．整流段　３．阻尼网　４．收缩段　５．平行棒栅　６．试

验段　７．蜂窝器　８．宽角扩散段　９．多孔板
　

测试时在风洞试验段内并搭配附属设备进行，

附属设备主要有风速廓线仪和风洞集沙仪等。试验

时将风速廓线仪安放在距风洞出口 １８００ｍｍ、距风
洞内侧壁 ３００ｍｍ处，选距地表 ２５、５０、１００、４００、
６００ｍｍ５个高度作为风速采集点进行测试以获取
草原地表风速廓线。

风速廓线仪由皮托管组、支架、挡板和保护箱体

组成，结构细长，挡板迎风面设计成楔形结构，在风

洞流场中进行数据采集时可减少对风洞原始流场的

扰动和影响，从而确保采集的数据能够真实地反映

风洞的流场品质。风速廓线仪的皮托管在垂直方向

上的固定方式按对数坐标排列，可同时完成多个测

点的风速采集，风速廓线仪如图２所示。

图 ２　风速廓线仪

Ｆｉｇ．２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ｒ
１．皮托管探针　２．支架　３．压差传感器　４．皮托管总压　５．皮

托管静压

　

采用旋风分离式集沙仪进行风蚀物采集，集沙

仪由气流管、旋风分离器、防护罩、集沙盒和支撑座

等组成。集沙仪高 ８４０ｍｍ，沿高度方向分布 １０个
气流管，通过气流管可收集到垂直方向上１０个高度
（２０、８０、１４０、２００、２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５６０、６６０、７６０ｍｍ）
的风蚀量，气流管宽为１０ｍｍ、高为３０ｍｍ，集沙仪结
构如图３所示。测试时将集沙仪放置在风洞轴线距
出口１２００ｍｍ处，集沙仪收集到的风蚀物由精度为
千分之一的电子天平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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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集沙仪

Ｆｉｇ．３　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ｒ
１．支架　２．旋风分离器　３．气流管　４．集沙盒

　
２２　方案与方法

鉴于研究区气候和风蚀特征，试验选择在植被

未返青土壤风蚀最严重的春季进行。测试期间自然

风力为 ７级（１３９～１７１ｍ／ｓ）左右，大气平均温度
为８５℃，大气平均压力为 ８２３ｋＰａ，地表 ５ｃｍ深度
土层平均含水率为２１％。由于植被枯萎贴在地层
表面，不把植被高度作为考察因素，只将植被盖度和

风洞中心风速作为试验因素，以风蚀输沙率为试验

指标，将草地设计成３０％、５５％和８０％的植被盖度，
每种植被盖度对应 ７、１１、１５ｍ／ｓ共 ３种不同风速。
每次试验１０ｍｉｎ，取 ６次结果的平均值。风速选择
是考虑到研究区域土壤风蚀的起沙风速平均值为

６ｍ／ｓ左右，所选择的３种风速与试验区的自然风速
也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植被盖度是植被垂直投影面

积占地表总面积的百分比，植被盖度为压线法测取

的６次平均值。
２３　数据处理

输沙率是指风沙流在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上输

运的沙量，是衡量土壤风蚀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通过风蚀风洞原位测试方法，获取被测试草地不同

高度处的输沙量。将输沙量随高度的变化进行曲线

拟合，获得输沙量 ｑ随高度变化的拟合方程，然后对
拟合方程通过式（１）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求积分来计算风洞
内被吹蚀过地表面积的总输沙量，将总输沙量除以

实际吹蚀过的地表面积和吹蚀时间即可算出草地风

蚀输沙率。

Ｑ＝ｗ∫
７０

０
ｑｄｘ （１）

式中　Ｑ———吹蚀 １０ｍｉｎ通过风洞洞口 ７０ｃｍ×
１００ｃｍ横截面积的风蚀量，ｇ

ｗ———风洞试验段宽度，ｃｍ
ｑ———各高度输沙量，ｇ／ｃｍ２

ｘ———距地表高度，ｃ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草地覆盖对近地表风速廓线的影响
风速廓线作为衡量近地表风速分布规律的一个

主要指标，对研究草地土壤风蚀机理具有重要作用。

图４为８０％植被盖度下 ３种风洞中心风速下的风
速廓线，图５为风洞中心风速为 １１ｍ／ｓ时 ３种不同
植被盖度的风速廓线。

图 ４　植被盖度为 ８０％时不同风速下的风速廓线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ｓｉｎ

８０％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图 ５　风速 １１ｍ／ｓ时不同植被盖度的风速廓线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ｔ１１ｍ／ｓ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曲线拟合结果显示，风沙活动层中风速随高度

的分布总体上呈指数规律，植被下部风速随高度的

增长发生急剧变化，而上部则渐趋平缓。随植被盖

度的增加，近地表一定高度的风速逐渐减小。以风

洞中心风速１１ｍ／ｓ为例，当植被盖度为 ３０％、５５％
和８０％时，距地表５ｃｍ高度处的风速分别为 ６８５、
５８９、５２９ｍ／ｓ，相对于风洞中心风速的风速降低
率分别为 ３７７３％、４６４５％、５１９１％，植被盖度越
大，植被高度以下气流遇到的阻力越大，风动量降低

得越多，风速就会进一步减小，风蚀就会相应减少。

综上可见，随草地植被盖度的增加，近地表气流的消

弱与阻挡效果增强，从而有效抑制和减少土壤风蚀。

３２　草地输沙量随高度的变化
根据试验测试结果，将集沙仪各高度的输沙量

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通过多种函数形式进行曲线拟合并
考察评价指标精度。得到不同植被盖度草原地表在

０～７０ｃｍ高度范围内输沙量与高度的关系以指数
函数拟合效果好，拟合曲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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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ｅｂｚ （２）
式中　ｚ———集沙仪进沙口高度，ｃｍ

ａ、ｂ———拟合系数
表１是风洞中心风速为 １１ｍ／ｓ、植被盖度为

３０％、５５％和８０％时的输沙量拟合方程系数和拟合
精度评价指标。

表 １　草地输沙量随高度变化的拟合方程系数和精度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ｗｉｔｈｈｅｉｇｈｔ

植被

盖度

／％

拟合系数 拟合精度指标

ａ ｂ
误差

平方和

相关

系数

误差

均方根

３０ ００２４０６０ －００８８６０ １４６６×１０５ ０９６５２ ０００１３５４

５５ ００１１０３０ －００５８７９ ５３４×１０６ ０９４８５ ００００８１７

８０ ０００８７３８ －００６９８６ ９５７×１０６ ０８５１２ ０００１０９４

　　根据拟合方程作出３种植被盖度下草地输沙量
随高度的变化曲线（风洞中心风速为１１ｍ／ｓ）如图６
所示。由图６可见，随距地表高度的增加 ３种植被
盖度草地的输沙量均逐渐减少，输沙量主要集中在

近地表 ３０ｃｍ高度以下。３条曲线的拐点基本都出
现在５～１０ｃｍ高度范围内，在拐点高度以上输沙量
随高度的增加接近线性关系减少，而在拐点高度以

下输沙量增加较快，输沙量也较大。这证明草地风

沙运动越接近地表输沙量越大，且主要集中在 ５～
１０ｃｍ高度以下。

图 ６　风洞中心风速为 １１ｍ／ｓ时不同植被盖度

草地输沙量拟合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ｗｉｔｈ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ｏｆ１１ｍ／ｓ
　
在风速不变的情况下，随植被盖度的增加，集沙

仪不同高度的输沙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根据式（１）计算出１１ｍ／ｓ风速下３种植被盖度
　　

草地在 ０～７０ｃｍ高度范围内的输沙率分别为
２７１０、１８４６和 １２４１ｇ／（ｈ·ｍ２），植被盖度 ５５％、
８０％的草地相对于植被盖度 ３０％的草地输沙率分
别减少４８７５％和１１８３７％。说明增加植被盖度在
降低草地土壤风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３３　草地有效防风蚀植被盖度的确定
从图５可以看出，在地表１０ｃｍ以下时，植被盖

度为５５％和８０％的草地风速基本一致且明显低于
同等条件下植被盖度为 ３０％草地的风速。当植被
盖度达８０％，草地基本达到了无退化草地状态，已
经具备了很强的防风蚀能力。从对风速的阻挡效果

来看，植被盖度 ５５％的草地具备了这种防御能力，
从而有效控制风蚀。

另外，从图 ６还可以看出，植被盖度为 ５５％和
８０％的草地输沙量曲线也非常接近，但两者与植被
盖度３０％的草地输沙量曲线较远，而植被盖度 ８０％
的草地防风蚀良好，但植被盖度 ３０％的草地已经退
化得比较严重，防风蚀能力极差。因此，５０％植被
盖度是当地有效防风蚀的草原植被盖度。

４　结论

（１）不同植被盖度草地风速廓线总体上呈指数
分布规律，植被下部风速随植被高度的增加发生急

剧变化，而上部风速变化则渐趋平缓。植被盖度越

大，植被高度以下气流遇到的阻力越大，风动量降低

得越多，风速就会进一步减小，风蚀就会得到相应的

减少和抑制。

（２）随地表高度的增加不同植被盖度草地的输
沙量都呈现出逐渐减少的变化规律，即越接近地表

输沙量越大，大多集中在近地表 ３０ｃｍ高度以下。
增加植被盖度在降低草原土壤风蚀过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５５％和８０％植被盖度的草地相对于植被盖度
３０％的草地输沙率分别减少４８７５％和１１８３７％。

（３）植被盖度为５５％的草地对地表１０ｃｍ及以
下高度的近地表风速阻挡效果与植被盖度 ８０％的
草地类似，其输沙量曲线与植被盖度 ８０％的草地输
沙量曲线很近，但距盖度 ３０％的退化草地输沙量曲
线较远。因此，采取生态修复措施将阴山北麓草地

植被盖度恢复到约５０％，则可以有效防治当地土壤
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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