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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壤物理基本参数的土壤导气率推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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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气体传输过程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且存在严重的空间变异性，其空间分布

特征与变异程度同众多影响因素间关系复杂，野外条件下难以准确计算大范围区域内土壤导气率平均值。通过已

经获得的土壤样本实测资料，建立土壤物理基本参数与土壤气体传输参数之间的函数模型，结果表明：偏砂质土壤

的导气率与饱和度的拟合度较好，决定系数 Ｒ２达 ０９５以上，而偏黏性的土壤结构性强，Ｒ２在 ０６９以上；遗传算法

程序拟合系数 ａｉ、ｂｉ，Ｒ
２
均达 ０９０以上；利用此函数模型，拟合导气率与实测导气率之间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

０１，效果较好，验证了预测模型的适用性。提出的推求方法简化了土壤气体传输动力学参数在实际应用中繁琐的

测算过程，为野外环境下简单、快速获取土壤气体传输动力学参数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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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研究者对土壤与生态环境间的相互作

用、土壤气体传输状况与调节农田生产力的问题日

益关注，关于利用数值模型模拟气体传输动力学过

程及土壤气体传输对作物生长、生态环境方面影响

的研究工作已开展多年
［１］
。如何发展简单可行的

土壤气体传输参数确定方法成为关注热点。研究者

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工作，相继提出不同

的土壤气体传输动力学参数的确定方法
［２－９］

。土壤

气体传输过程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且各因素之间相

互影响与制约，因此很多方法都难以准确测算野外

条件下的土壤导气率，尤其是在大范围区域内研究

土壤气体传输动力学特征更加困难。另外，土壤气

体传输参数存在严重的空间变异性，其空间分布特

征与变异程度与众多影响因素间关系复杂
［１０］
，如何

准确获取指定范围内的土壤导气率平均值，仍缺乏

系统研究。

土壤气体传输参数野外实地测量耗时费力，在

实验经费有限的条件下，不可能到每一处研究区域

做实地采样分析，并将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分析其

基本物理参数，为此考虑利用物理参数推求土壤气

体传输参数。前期针对土壤导气率的影响因素、空

间分布及变异、土壤孔隙分布与几何构成等方面已

有大量相关研究
［１０］
，发现影响土壤导气率分布、变

异的土壤物理基本参数有几个主成因子。本文通过

已经获得的土壤样本实测资料，建立土壤物理基本

参数与土壤气体传输参数之间的函数模型，来简化

在实际应用中繁琐的测算过程，并通过实测资料验

证预测模型的适用性，为简单、快速获取土壤气体传

输动力学参数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样本
本文试验数据分别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米脂县、

安塞县、洛川县、长武县、杨凌区、关中灌区、商南县、

安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以及甘肃省张

掖地区，各个试验区的概况参照文献［１１］。
采样时各地区均采用网格采样法布设测点。杨

凌地区根据其农田类型分别在不同地域测量土壤导

气率３次，以 ３ｍ×３ｍ网格分别布设测点 ９×９共
８１个、１２×１２共１４４个、１２×１２共 １４４个，３次采样
共有测点 ３６９个，其中“盲点”５处，剩余有效样本
３６４个。长武地区进行土壤导气率工作２次，以３ｍ×
３ｍ网格分别布设测点 ８×８共 ６４个、１２×１２共
１４４个，２次采样中有测点２０８个，包含“盲点”２处，

获得有效样本 ２０６个。关中灌区（泾渭渠灌区）由
于面积较大，采用大距离网格采样，网格间距２５ｋｍ，
共获得样本数 ２１２个［１０］

。张掖地区亦采用３ｍ×
３ｍ网格布设测点，布设图参照文献［１２］。其他地
区采样点布设同张掖地区。

１２　测量方法
利用 ＰＬ ３００型土壤导气率测定仪测量土壤导

气率，具体方法参照文献［１２－１３］；完成导气率测
量之后，在临近测量室的位置地表 １０ｃｍ内，用标准
环刀取样，室内通过干燥法测量含水率及容重；并将

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用密封袋封存，风干、研磨，过

２ｍｍ土壤筛，利用马尔文激光分析仪测定土壤颗粒
机械组成；过１００目土壤筛，利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分析土壤有机质含量

［１４］
。

１３　构建数学模型
影响土壤气体传输能力的因素众多，且各因素

之间相互制约。土壤导气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有土

壤颗粒组成、含水率、容重、有机质含量，其中颗粒分

析数据反映土壤类型，容重反映土壤密实度、孔隙率

等，有机质含量反映土壤颗粒间的团聚结构。流域

尺度对土壤导气率影响因素的交互相关分析表明，

容重、饱和度是影响土壤导气率的关键因子
［１０］
。因

此，本文利用上述主要影响因子来建立模型。

令 ｙ＝ａｆ（ｘ），当 ｘ＝０时，ｆ（ｘ）＝１，ｙ＝ａ，即：土
壤含水率为零时，土壤孔隙被气体充满，除了闭合孔

隙外，其余孔隙均为土壤气体传输做出贡献，故此时

导气率达到最大值
［５，１４］

；当 ｘ＝１时，ｆ（ｘ）＝０，ｙ＝０，
即：土壤含水率达到饱和含水率时，土壤孔隙被水充

满，导气率为零
［５，１５］

。

因此，令 ｆ（ｘ）＝（１－ｘ）ｂ，构建的数学模型为
ｙ＝ａ（１－ｘ）ｂ （１）

式中　ｘ———饱和度，％　　ｙ———导气率，ｃｍ／ｓ
ａ———最大导气率，ｃｍ／ｓ
ｂ———拟合曲线的斜率

将式（１）取对数，可得
ｌｎｙ＝ｂｌｎ（１－ｘ）＋ｌｎａ （２）

利用土壤样本的实测导气率、饱和度数据拟合

线性曲线，曲线斜率为 ｂ，截距为 ｌｎａ；再通过各土壤
样本的颗粒分析、容重、有机质含量数据建立参数

ａ、ｂ的函数，即
ａ＝ａ１ｃ＋ａ２ｉ＋ａ３ｓ＋ａ４ｍ＋ａ５γｄ
ｂ＝ｂ１ｃ＋ｂ２ｉ＋ｂ３ｓ＋ｂ４ｍ＋ｂ５γ{

ｄ

（３）

式中　ｃ———黏粒质量分数，％
ｉ———粉粒质量分数，％
ｓ———砂粒质量分数，％ γｄ———容重，ｇ／ｃｍ

３

ｍ———有机质质量比，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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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具有实际的物理意义，代表最大导气率，试验
中由于测量设备的局限性，即指 ＰＬ ３００型土壤导
气率测定仪其测量室在干土环境下，测量室边壁与

土壤不能紧密结合，土壤容易脱落，不易采集到含水

率为零时的导气率，但通过式（３）可拟合得到。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的遗传算法程序拟合系数

ａｉ、ｂｉ，其中ｉ＝１～５，经过多次迭代计算，取最优拟合
系数值。遗传算法的解可能是极值点处的解，所以

一般需要多次运算来核实结果是否是最优解，每次

计算结果可能不一样，通过多次迭代运算来确定其

最优解。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土壤导气率与土壤物

理基本参数之间的一般式，即

Ｋａ＝（ａ１ｃ＋ａ２ｉ＋ａ３ｓ＋ａ４ｍ＋ａ５γｄ

(
）·

１－θ
θ )
ｓ

ｂ１ｃ＋ｂ２ｉ＋ｂ３ｓ＋ｂ４ｍ＋ｂ５γｄ
（４）

式中　Ｋａ———实际含水率下的导气率，ｃｍ／ｓ
θ———实际含水率，％
θｓ———饱和含水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供试土样基本物理性质

用马尔文激光分析仪测定土壤颗粒机械组成，

采用国际制分级标准。土壤颗粒机械组成及各参数

数据均取采样点样本均值，供试土样的基本物理性

质见表１。以神木县、库尔勒市、陕西关中灌区、长
武县、洛川县、杨凌区试验地典型土壤质地的实测数

据为训练集，拟合土壤导气率与土壤物理基本参数

之间的关系。以张掖市、米脂县、安塞县、商南县、安

康市的实测数据为验证集。

表 １　供试土样基本物理性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ｓ

采样地区 样本数 土壤质地 黏粒质量分数／％ 粉粒质量分数／％ 砂粒质量分数／％ 有机质质量比／（ｇ·ｋｇ－１）容重／（ｇ·ｃｍ－３） 备注

神木县 ７６ 砂土 ０１７ ３６８ ９６１５ ５６２６ １５７５

库尔勒市 ７２ 粉壤土 ３２６ ５９９６ ３６７８ ５５３６ １６４２

关中灌区 ２１２ 黏壤土 ２２４１ ２３３９ ５４２０ ２２０８５ １２５３
训练集

长武县 ２０６ 粉黏壤土 １８７０ ７３１３ ８１７ １０５０７ １３１２

洛川县 １７０ 黏壤土 ２１３９ ３２０５ ４６５６ １２５６２ １３４５

杨凌区 ３６４ 粉黏壤土 ２２２４ ６７５２ １０２４ １７７２７ １６２３

张掖市 ９０ 砂黏壤土 １９９１ １９６８ ６０４１ １２８７５ １６０４

米脂县 ９０ 砂壤土 １０３４ １６５６ ７３１０ ９９７４ １３８５

安塞县 ９０ 砂壤土 １２８０ ２１１３ ６６０７ １０４７９ １３６１ 验证集

商南县 ９０ 砂壤土 １３８１ ２８５０ ５７６９ ９７２５ １３９６

安康市 ８０ 壤黏土 ２７７１ ３９２３ ３３０６ １４５４４ １３１８

２２　导气系数的确定
将实测资料进行转化，按照式（２）拟合导气率

与饱和度之间的关系，图 １为导气率与饱和度对数
关系的实测散点图。

从图 １可以看出，偏砂质土壤的导气率与饱和
度之间有更高的拟合度，整体水平 Ｒ２达 ０９５以上，
而偏黏性的土壤结构性强，实测结果散布拟合趋势

线的左右两侧，Ｒ２在０６９以上。其中关中灌区的采
样点拟合度高达 ０９７，比较特殊，归因于关中灌区
的２１２个土样来自同一地区，生物群落一致，作物均
为麦田，土壤颗粒组成较为统一，常年相同的耕作方

式导致土壤结构差异不显著，加之灌区灌溉用水均

衡造成土壤含水率均匀，从而导致关中灌区导气率

与饱和度的拟合度较高。将拟合导气率与饱和度对

数关系式系数 ｌｎａ、ｂ的值列于表２。
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的遗传算法程序拟合式（３）中

的系数 ａｉ、ｂｉ，其中 ｉ＝１～５，经遗传算法多次迭代计
算，取最优拟合系数值。遗传算法迭代计算给出拟

合系数的相对误差，每次运算都会有不同的拟合结

果及对应的误差，选择多次运算结果中误差较小的

一组拟合系数作为采用值，如表３所示。
将表３中系数 ａｉ、ｂｉ的最优拟合值代入式（３），

结合土壤颗粒组成、有机质含量、容重反算系数 ａ、ｂ
的值，比较拟合值与实测值的差异，见表４。

ａ代表最大导气率，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有 ４项
根据实测数据推算 ａ的实测值比根据土壤物理基本
性质推算的拟合值要小，这归因于在试验操作过程

中，往往测不到含水率为零时的最大导气率，实测值

与拟合值相差也不是很大，因此接受拟合结果。

２３　验证构建函数的准确性
２３１　利用拟合参数自检土壤导气率

首先，将上述采样地区各测点随机样本的实测

数据代入式（４），进行自检；若实测数据符合理论计
算，则进一步利用其他地区的实测数据进行检验。

在拟合参数的 ６组土壤质地的样本中，随机抽
取每种质地的一组土样实测数据，结合表 １中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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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导气率与饱和度对数关系的实测散点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神木县，砂土　（ｂ）库尔勒市，粉壤土　（ｃ）关中灌区，黏壤土　（ｄ）长武县，粉黏壤土　（ｅ）洛川县，黏壤土　（ｆ）杨凌区，粉黏壤土
　

表 ２　拟合系数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采样地区 ｂ ｌｎａ ａ

神木县 １３９３９ ０５６５９ １７６１０

库尔勒市 ３２０５９ １５２６４ ４６０１６

关中灌区 ４７３６９ ２２２５９ ９２６１８

采样地区 ｂ ｌｎａ ａ

长武县 ２７０７１ １０５３２ ２８６６８

洛川县 ３１１４３ ０５８７４ １７９９３

杨凌区 ４８５４９ ２０３９９ ７６８９８

表 ３　拟合系数 ａｉ、ｂｉ及误差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ｉ，ｂｉ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

拟合系数
ｉ

１ ２ ３ ４ ５
误差 Ｒ２

ａｉ －４００８７ ２３３０１ －３０１１２ ０８７８８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２７１ ０９９６９

ｂｉ －５０８４４ ２０２９８ －００５２０ ０２３９３ ０１６９７ －００９４９ ０９１０７

表 ４　函数 ａ，ｂ拟合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ｂ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采样地区 土壤质地
ａ ｂ

拟合值 实测值 误差 拟合值 实测值 误差

神木县 砂土 １８９４ １７６１ －０１３３ １６５９ １３９４ －０２６５

库尔勒市 粉壤土 ４７６９ ４６０２ －０１６７ ２８１３ ３２０６ ０３９３

关中灌区 黏壤土 ９２１５ ９２６２ ００４７ ４８０５ ４７３７ －００６８

长武县 粉黏壤土 ３０６５ ２８６７ －０１９８ ３２６４ ２７０７ －０５５７

洛川县 黏壤土 ７７７０ ７６９０ －００８０ ４７５１ ４８５５ ０１０３

杨凌区 粉黏壤土 １６８６ １７９９ ０１１３ ２７５７ ３１１４ ０３５８

壤质地、有机质含量、容重等土壤物理参数，检验利

用参数拟合出的导气率与实测土壤导气率的差异。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实时含水率情况下，拟合导气率
与实测导气率相差不大。砂土导气率的拟合值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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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大，相对误差为负值；偏黏性的土壤，导气率拟

合值小于实测值，且随着黏粒含量的增多，相对误差

渐渐增大。这是因为砂土是无结构的，土壤孔隙在

埋入土壤测量室的时候受到扰动，使得实际测量值

小于真实值；另外，黏土与砂土相比，土壤有机质含

量高，土壤团聚体数量多，土壤结构性好，导气率较

细砂颗粒含量多的神木县样本要大一些。

表 ５　利用拟合参数自检土壤导气率数值

Ｔａｂ．５　Ｓｅｌｆ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ｏ

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采样地区

实时

含水率／

（ｇ·ｇ－１）

饱和

含水率／

（ｇ·ｇ－１）

拟合

导气率／

（ｃｍ·ｓ－１）

实测

导气率／

（ｃｍ·ｓ－１）

实测与拟

合导气率

相对误差

神木县 １０１７０ ２３３１０ ０７３２ ０７２０ －００１６

库尔勒市 ７７４０ ３９６８０ ２０７２ ２０６０ －０００６

关中灌区 １８５６６ ３５６２０ ０２６８ ０２８０ ００４４

长武县 ９０３０ ４０５８３ １３４９ １３６０ ０００８

洛川县 １３０５０ ３８３８６ ０５３０ ０５４０ ００１８

杨凌区 １２０４０ ３１９７８ ０８２３ ０８９５ ００８０

２３２　验证构建函数的普遍适用性
取未参与参数拟合过程的 ５组（张掖市、安塞

县、米脂县、商南县、安康市）土壤样本实测数据来

验证构建函数的普遍适用性，基本资料如表１所示。
根据土壤颗粒组成、有机质含量、容重等实测数据首

　　

先拟合出 ｌｎａ、ｂ的值，将 ｌｎａ值转化为 ａ值，代表该
土壤样本的最大导气率，数据如表 ６所示。将拟合
出来的 ａ值与实际试验操作过程中尽可能测到含水
率低时的导气率相比较，可以发现拟合出的张掖市、

商南县的 ａ值略大于实际测量中的最大导气率，其
他３处样本却大很多。商南县采样地区位于河滩边
上，砂粒含量高，结构性差，在试验中埋入测量室时

可能扰动了土壤，引起了土壤颗粒的重新排列；张掖

地区砂粒含量相对较高，孔隙度大，野外环境风同样

加速了空气流动，故而导致这两处土壤样本导气率

拟合值大于实测值。ｂ值代表拟合线条的斜率，没
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引入实时含水率与饱和含水率，代入式（４）拟
合实时含水率条件下的导气率，与实测导气率相比

较，并且计算出拟合导气率与实测导气率之间的相

对误差，如表６所示。砂性土壤的拟合值小于实测
值，而偏黏性的土壤则相反，拟合值大于实测值，与

训练数组的自检结果一致。从表 ６可以看出，砂性
土壤的相对误差绝对值较小，越是偏黏性的土壤，相

对误差绝对值越大。最大导气率反映的是基于此种

土壤的基本物理参数，在含水率为零时的导气率。

亦可以根据土壤实时含水率、饱和含水率推求实际

含水率下的土壤导气率。

表 ６　根据土壤物理基本参数推求的土壤导气率

Ｔａｂ．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采样地区 ａ ｂ
实时含水率／

（ｇ·ｇ－１）

饱和含水率／

（ｇ·ｇ－１）

拟合导气率／

（ｃｍ·ｓ－１）

实测导气率／

（ｃｍ·ｓ－１）

最大导气率／

（ｃｍ·ｓ－１）

实测与拟合导

气率相对误差

张掖市 １８１６ ０６７１ ５８０５ ３１９７８ １５８８ １５３６ １７４９ －００３４

米脂县 ２６７２ ０５５８ １５２７８ ３０３８０ １８１０ １７９２ ２７８０ －００１０

安塞县 ２４４６ ０６５１ １３７６２ ３０６１９ １６５９ １６１３ ２５３０ －００２８

商南县 １７７８ ０８０９ ８２７５ ３２７４３ １４０５ １３６２ １７１０ －００３２

安康市 １４６１ １０３７ １８２８１ ３６５２９ ０７１１ ０７３７ １４８０ ００３５

３　结论

（１）土壤中液相与气相共同存在于土壤孔隙
中，本文以土壤含水率和导气率此消彼长的互补关

系为思想，构建数学模型。结合训练数组土壤物理

基本参数，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遗传算法拟合得到各变量最
优系数。发现偏砂质土壤的导气率与饱和度的拟合

度较好，Ｒ２达０９５以上，而偏黏性的土壤结构性强，
Ｒ２在０６９以上。遗传算法程序拟合系数 ａｉ、ｂｉ，Ｒ

２

均达０９０以上，迭代运算中得到拟合系数的相对误
差较小。函数 ａ、ｂ拟合值与实测值误差较小，说明
推导公式的适用性较好。

（２）利用拟合参数自检训练数组土壤导气率过
程中，代入土壤质地、有机质、容重等参数的实测数

据，发现拟合导气率与实测土壤导气率的相对误差

较小，随着黏粒含量的增多，相对误差渐渐增大，在

误差允许范围内公式的实用性较强。

（３）在未参与拟合的数组进行验证中发现拟
合导气率与实测导气率的相对误差均小于 ００４。
并且砂性土壤的相对误差绝对值较小，越偏黏性

的土壤相对误差越大，这与结论（２）中自检结果一
致，说明了该模型函数在上述试验区有较高的可

靠性。

（４）本试验基于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干旱条件
下、土壤质地偏砂质的环境下进行，文中所述方法的

预测模型在陕西省、新疆库尔勒地区、甘肃省张掖地

区均适用，但该函数关系式是否也适用于南方多雨

水、土壤偏黏性的区域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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