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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研究陆气相互作用的意义和现状C在以前工作基础上2针对腾格里沙漠人工植被区陆气水热传输过程2提出

了一个多层陆气耦合模式C特别给出了导水率的计算模型和修正后的根系吸水模式2考虑了结皮层对于土壤水分入渗的

影响以及植被演变的过程C陆气耦合模式分别对大气D植被D土壤作多层划分2以助于细致了解沿高度分布的各物理量C
同时2介绍了当地气候概况和野外观测情况C利用本模式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站人工植被区陆气水热交换过程进行

了数值模拟2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吻合较好2可为当地合理利用水热资源和治理沙漠提供科学依据C
关键词=人工植被9陆气耦合模型9结皮层9植被演变9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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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和地球表面B包括陆面和海面E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5即大气和地表之间的水分f热量f动量及其

他物质的交换过程5是气候形成和变化的重要物理过程g我国开发西部的战略5将对西部地区的环境生态

产生影响5因此5陆气相互作用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模式的研究5对西部开发过程中环境生态的预测具有重

要意义g陆地表面与大气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 a个方面_一是陆地表面与大气之间的辐射交换5二是

陆地表面粗糙元对大气运动的摩擦拖曳5三是陆地表面与大气的感热和潜热交换g

bA世纪 hA年代以来5对陆气相互作用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5陆气相互作用

和陆面过程参数化模式按其复杂程度可以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类‘简单模式一般都不考虑植被在水分循环

中 的作用5表面的水分控制方程主要为 F#*7O"等人i<j所发展的k水桶模式l或水桶模式的修正5表面能量

控制方案为表面瞬时能量平衡方程5不考虑表面与下面介质的能量传输gbA世纪 >A年代以来5着重研究植

被 的生物物理与植物生理过程对于水热交换的影响5提出了土壤2植被2大气连续体BCI4QE内的各种复杂

模式g最有代表性的是 <=>m年 n&!O&’,"’等ibj人提出的生物圈与大气层传输系统模式BF4NCE和 C+%%+.等

人iaj提出的生物圈模式BC&FE5并且得到了更符合实际的模拟结果g同时5大气湍流输运对界面上的动量f
质量和能量交换起决定性的作用5<=>=年 @/"0等人icj应用湍流模式研究新成果5发展陆气相互作用的耦

合模式g<==A年F+.(+等人idj应用湍流理论建立了裸土与下层大气的水热交换的土壤大气耦合模型BC4D2

C4Eg
近年来5对于陆气交换过程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5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经费进行大规模

合 作 研 究5如 国 际 地 圈2生 物 圈 计 划B;HFIEf联 合 国 环 境 计 划BJ@KIEf全 球 水 量 与 能 量 平 衡 计 划

BHKLKME等5陆气相互作用是重点研究内容之一g并且5考虑到不同地表性质的不同影响5开展了几个大

型野外观测实验5如法国的 o4IKMB水文2大气先行性试验5代表中纬度湿润地区Ef美国的 O/’,/,实验B代

表中纬度半干旱地区E以及我国的黑河流域地气相互作用试验B代表中纬度干旱地区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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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 漠 研 究 站 人 工 植 被 区 陆 气 水 热 传 输 过

程&提出了一个多层陆气耦合模式’特别给出了导水率的计算模型和修正后的根系吸水模式&考虑了结皮

层对水分入渗的影响以及植被演变过程&对植被内部湍流交换的物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同时介绍了当地

的气候概况和野外观测情况&利用本模式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站人工植被区陆气水热交换过程

进行了数值模拟&以期为当地合理利用水热资源和治理沙漠提供科学依据’

( 陆气耦合模式

本文的陆气耦合模式特别考虑了植被对陆气相互作用的影响以及结皮层对水分入渗和植被演变的影

响&对植被层作多层划分’下面分别讨论大气边界层)植被层和土壤层中的基本方程及其耦合过程’

(*( 大气湍流运动

在大气边界层&由于是湍流流动&所以&所有的物理量+水平速度分量 ,&-&压力 .&势温 /&湿度 0都可

以分解成平均量1用字母上边的2表示3和脉动量1用上标 4表示3之和’在边界层中&沿垂直方向压力不变&
其水平梯度又可以用地转风 ,5&-5来表达&在均匀下垫面上的一维湍流大气边界层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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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分别为 N方向平均速度&O方向平均速度&/E&0;&/G&0G分别为势温和比湿&叶面温度和叶面湿度&8
是时间&>是铅直方向坐标’:9DPQRST为柯氏参数&P9UVDUWCX2YHL&T为当地纬度&,<&-<&/<&0<为对应的

湍流脉动量’A1>3为植被叶分布密度&当 A1>3取为 X值时&方程1C3#1M3为植冠以上大气湍流输送方程&
当 A1>3取为大于 X值时&方程1C3#1M3为植被内湍流输运方程’?@是植被的空气动力阻力系数&IJ&IL分

别为叶边界层阻抗和对水汽扩散的叶气孔阻抗’
湍流脉动能方程1/Z[\]9XVY1,<DF-<DF=<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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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密度&?.是热容量&5为重力加速度&Z_ 为总体输送系数’若 A1>3取为 X&则为植冠以上大气部

分湍流脉动能方程’由于平均过程出现了雷诺应力,<=<&-<=<和感热/<=<潜热0<=<&本文采用b湍流模式封

闭&详见文献!"&$%’

(*c 土壤水热输运

由热传导方程可得出土壤温度方程+

61?/3
6 9 6

6> d
6/‘ a6> 1"3

式中&/为土壤温度&?为土壤热容量&它依赖于组成土壤的各种成分&d为土壤的传热率’
由质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土壤水分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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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C是水的密度&e为土壤体积含水量&.为基质势&5为重 力 加 速 度&Z1e3为 非 饱 和 导 水 率 或 渗 透 系

数&Z1e3不仅可用测量值&也可用经验函数来计算&现采用 CgU"年 hijklm提出的模型+

Z9 ZL[CHD1C2 1C2 [CHn3n3D 1$3
这里 ZL是饱和导水率&[是相对饱和&

[9 e2 eI
eL2 eI 1g3

MYM 生 态 学 报 DD卷

万方数据



式中!"#!"$分别为剩余含水量和饱和含水量!%&’(’)*!*和 "#与土壤质地有关!这些参数值被列于表 ’+
公式,-.中隐含着/当 "0"#时!1&2!,这时 3&2.+在沙坡头人工植被区的表面结皮层!由于!土层比较坚

实!所以!渗透系数较小!即导水率较小+
表 4 不同土壤的水力学特性

567894 :;<=6>8?@A=BA9=C?9DBEF6=?B>DDB?8D
土壤种类

GHIJ
K

,’2(L)MN.
*

剩余含水量 "#
,OP)OP.

饱和含水量 "Q
,OP)OP.

饱和导水率 1$
,’2(-RS),OQMN..

壤土沙 THNOUQNVW XYZ[’ PY2XX 2Y2LL 2YPZ\ [P-YPX
河沙 ]Î_‘QNVW PY[X[ \YX2a 2Y222 2YP\2 XXXY-L
湖沙 PTNR_bI_JWbIV_QNVWP XYZ’L PY\a[ 2Y2ZZ 2YP[2 \XaY’2
湖沙 ’TNR_bI_JWbIV_QNVW’ XYL2Z PY[PP 2Y’2P 2YP[\ L[PYZP
山地沙 cdJNVWQQNVW ZY2-Z ’Y-’2 2Y2La 2YP2L ’-XYaX
西奈沙 eNfNJGIVNIQNVW XYLZ2 \YZ[P 2Y2P[ 2YXZ2 PLLYZa
K!gNVh_Vijfk_VdN‘NO_k_‘IVOHIQki‘_jfN‘Njk_‘IQkIj_ld‘_QQIHVY*!gNVh_Vijfk_VdN‘NO_k_‘Y"#!]_QIWiNJOHIQki‘_jHVm
k_VkY"$!gHJiO_k‘IjOHIQki‘_jHVk_VkNkQNki‘NkIHVY1$!nUW‘NiJIjjHVWijkÎIkUNkQNki‘NkIHV

根据吸水函数 o,p!q.有多种表达形式ras!它不但与根的分布函数有关!还与土壤含水量或水势有关!
本文取/

o,p!q.& 3t,q.u,p.v,".

w
u#

2
u,p.v,".xp

,’2.

v,".&

2 20 "y "z

","( "z.
"{,"{( "z. "z0 "y "{

’ "{

|

}

~ 0 "

,’’.

式中!3t,q.为植物通过叶面的蒸腾量!u,p.为根系分布函数!v,".是与土壤对根系吸水阻力有关的函数!"z
和 "{分别表示凋萎含水量和田间持水量!u#为根系达到的最大深度+本文中分别取 "z&2Y2\!"{&2YP2!u

,p.&_ld,PYP2(PY[2p.+

4!" 能量平衡

首先!在植被内部每层上!满足能量平衡/

#*,p.$ %&,p.$ 3&,p.& 2 ,’X.
净辐射分布函数 #*,p.的求取参阅文献r’2s!感热,%’,p.和潜热,3&,p..计算参阅文献r-s+

同时!在土壤表面满足能量平衡方程/

#*,2.( %$( 3$( (& 2 ,’P.
其中!#*!%$!3$!(分别为地面净辐射!地面感热!地面潜热!土壤热通量+该方程表明地表不储存热量+

此外!要求土壤上边界层空气速度为零!温度相等!使大气边界层与土壤植被层相耦合+

) 野外观测

)!4 野外观测场地

在沙坡头沙漠研究站有 ’2余年生长期的柠条和油蒿混生人工植被区的水分平衡场!植被高 ’!PO左

右+覆盖度达 P2*+其它!还在沙坡头气象站以及附近有 X2余年生长期的人工植被区+
沙坡头位于北纬 PZ+XZ,!东经 ’2L+\Z,!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r’’s!海拔高度 ’X\2O!属于我国西北内陆

半荒漠区!在气候上具有高温-干燥-多风的特征+本区年平均气温 a![.!最高气温 P-!’.!最低气温为(

X\!’.!冬夏昼夜温差大!年平均降雨量为 ’-[!XOO!一年内的雨量分布很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Z/a月份+
无地表径流!空气平均相对湿度为 L2*!最低可到 ’2*!春季尤其干燥!该地区的年平均风速为 X!-O)Q!最

大风速为 ’aO)Q!大于 \O)Q的起沙风每年有 X22W左右!所以风沙流危害十分严重+
土壤以细粒沙为主!地下水埋藏很深!不能为植物所利用!沙丘的持水力很弱+人工植被区主要植物有

柠条-油蒿-花棒等!经过固沙后增大了地面的粗糙度!降低了风速和风沙流活动!同时地表形成了结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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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植物固沙区的持水力!对浅根植物的生长繁殖十分有利!但随着植物的生长!耗水量的增大!沙层水

分状况恶化!到 "#$左右覆盖度下降到 %&左右!因此经过研究来确认植物必需的最低贮水量!培育新的抗

旱植物!对植物固沙提供科学依据’

()( 野外观测方法

观测项目有*大气温度+湿度+风速梯度和风向!植被温度!土壤温度!土壤热通量!净辐射通量!土壤含

水量和蒸散量等’
观测方法采用 ,-./01小气候自动观测系统!它主要由各种气象辐射传感器+采集器主机箱+电源单

元机箱+笔记本计算机+传感器支架等几个部分组成’大气温湿度梯度测量是采用 2340"型通风干湿表传

感器来完成!他们的观测高度分别为 5+"+6+78’考虑到小气候系统要测量株间的风速!因为风速较小!所

以应用了起动风速很小的磁轴承微风传感器 9405!它能够测到 #):8;<的小风!系统中配置了 6个此种传

感器分别测量 6个不同高度上的风速’采用 =>?05@型高动态性能风向传感器!以减小由于普通测风向传

感器动态性能较差而造成的动态误差!风向传感器安装在系统的顶部’考虑到地温测量的代表性较差!在

本系统中配置了 :支2AB0"-型地表温度传感器!把它安装在 :个不同的点上!它们测得的温度的平均值

取作地表温度!以此来改善地表温度的测量精度’采用 2AB0"A铂电阻土壤温度传感器!测量 C层不同深

度上的土壤温度!测量深度分别为 %+5#+5%+"#+6#+D#+5##E8’净辐射通量采用 3AA05型净辐射传感器测

量!土壤热通量采用 2405型土壤热通量传感器测量’

图 5 土壤体积含水量模拟值和观测值随深度的变化

规律

4FGH5 9$IF$JFKLKM8KF<JNIOEK8OLJFL<KFPQFJR

SOTJR

另外!土壤含水量采用取土烘干称重法测量!观测深度分别为 #+%+5#+"#+6#+D#+7#+5##+5D#E8!每次

测量 :个点!再取它们的平均值’还有!在距植被区内微气象观测点 :#8处!设立了 :台大型精密称重式土

壤蒸散渗漏测定仪UVW<F8OJOIX!分别测量油蒿+柠条和沙土地表的蒸散量!记录方式为微机自动控制!每小

时打印 5次!每次每台 VW<F8OJOI打印 %组数据’
同时!在沙坡头气象站观测了大气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大气压和土壤温度等气象数据!以及在

气象站附近的植物固沙区!采用取土烘干称重法测量了土壤含水量’

Y 结果与讨论

对方程U5XZU%X!UDXZUCX的时间离散采用向前差分的显式格式!空间离散采用交错网格的控制容积

法!将高至 5%##8的大气边界层划分为 55层!其中植冠划分 6层!深至 5##E8的土壤划分为 5"层!空间离

散采用非均匀网格!对非线性方程U5"X!U5:X的求解是利

用牛顿迭代法’应用以上方法!对 5???年 D月 :日至 D
月 55日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站地区有关的气象+
土壤+植被的水热参数进行了数值模拟’图 5至图 %给出

了 模 拟 结 果 与 测 量 值 的 比 较 图 形![表 示 实 测 值!曲 线

表示相应的模拟结果’同时!表 "至表 6给出了土壤含量

和土壤水分入渗的观测数据’

Y)\ 土壤水分平衡

沙坡头地区沙地水分平衡方程为*

]^ _‘ a bc^ ]c^ ]d U56X
其中!收入项 ]为降雨量!_‘ 为凝结水’支出项 bc为沙

面蒸发!]c为植物蒸腾!]‘ 为渗漏量’
沙 坡 头 地 区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5CC):88!DZ?月 份 占

全年的 D7)C&!全年平均降雨天数 %#S!大 于 %88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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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表温度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日变化规律

"#$%! &#’()*+,*(#*-#.)./-0120(*-’(0./3.#+

3’(/*40

图 5 净 辐 射6789:潜 热6;9:显 热6<9和 土 壤 热

通量6=9的日变化规律

"#$%5 &#’()*+,*(#*-#.)./)0-(*>#*-#.):+*-0)-:

30)3#?+0*)>@0*-/+’A03

图 B 湍动能 CDE模拟值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B F*(#*-#.)./CDEG#-@@0#$@-

图 H 大气比湿模拟值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H F*(#*-#.)./3204#/#4@’1#>#-IG#-@@0#$@-

降水天数平均为 JK>:一般为中雨或小雨:降水一般均渗入沙体中:但有二个因素的制约使真正补给沙体中

的 有 效 水 量 小 于 降 水 值L第 一 在 自 然 情 况 下:沙 面 形 成 一 干 沙 层:平 均 稳 定 干 沙 层 厚 度 MNO41:而 湿 润

MNO41干沙层需要 PN511的降水L故认为小于 P11的降水均属于无效降水:这部分水量很快干燥蒸发殆

尽:蒸发系数为 BNML第二在固沙年限很长的地区:沙丘表面形成厚度不等的生物结皮层:则该层持水量为

MNOQPNJ11:蒸发系数为 PL凝结水量:最多在秋季:全年为 5N511左右:对灌木意义不是很大:但对土著

植 物R隐花植物R微生物有 一 定 的 浸 润 补 给 作 用L支 出 量 沙 面 蒸 发R植 物 蒸 腾:占 全 年 降 水 量 的 PSNOTQ

JJ!NPT:固沙年限更长的地区:负亏值更大L渗漏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JMNPTQJS%!T:固沙年代长的地区

已无渗漏量发生L
图 J给 出 了 人 工 植 被 区 的 土 壤 体 积 含 水 量 剖 面 图: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到 土 壤 含 水 量 随 深 度 而 增 加:到

!K41处土壤含水量最大:往下又有所减少:这由于浅层植被根系较密:根系吸水量较多:同时:沙漠地区蒸

散 量较大:以及地下水位很低6大约 JKK1左右9:所以形成土壤含水量在土壤表层最小:深层次之:而在土

壤的中层土壤含水量最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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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皮层与土壤水分入渗以及植被演变的机理

生物结皮的形成是由于在人工植物防护体系建立的环境下$外来尘埃的动态沉积和积累$%年生植被

的侵入$植被的凋落物腐介$在微生物及其它环境条件综合作用下的新生成物$是物理&化学以及复杂的生

化反应的综合产物’生物结皮粉沙含量为 %(")*+(,"-*$物理粘粒含量为 %"-,*+.",,*’结皮层表面

存有的藓类&藻 类 等 植 物$形 成 具 有 较 大 持 水 能 力 的 似 海 绵 网 络 状 的 海 绵 体 生 物 结 皮 层 的 最 低 持 水 量 为

(/".*+(0*$为沙丘沙的 0+1倍’
生物结皮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可以抵御风蚀成为铁路人工生态防护体系的结构和组成’同时$在固

沙年代较长的地区$一般降水仅能渗入到 /+%")2$随着生物结皮形成发育$通气层性状从定期淋洗型向

非淋溶性过度$变为一个封闭系统$这对整个生物防护体系和环境发生巨大影响’
表 (和表 .分别给出了植物固沙 %/余年的水分平衡场和植物固沙 (/余年的气象站附近区域的土壤

重 量含水量的观测值’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在 /+132表 .中的土壤含水量比表 (中的大$是由于气象

站附近的土壤表层含土量比水分平衡场的大$而水分平衡场的土壤表层含沙量大$在相同的条件下$含土

量大的土壤水分含量一般要比含沙量大的土壤水分大’在 1+(/32之间表 (中的土壤含水量比表 .中的

土壤含水量要大$这是因为水分平衡场的植物固沙年限比气象站附近的年限短$所以$结皮层要薄4水分平

衡场的结皮层厚度为 /"1+%"/32$而气象站附近的结皮层厚度为 %"1+("/325$因此$入渗的水量和速度

要大’其它深度的土壤含水量两者比较接近$这些观测值符合实际情况’
表 # 6777年 8月水分平衡场土壤重量含水量

9:;<=# >?@<A?@BCDE=F?GC=GCB@GCH=I:C=E;:<:GF=J@=<K@GLDG=6777
深度4325
MNOPQ

日期 MRPN
.日4.ST5 0日40PQ5 1日41PQ5 )日4)PQ5 -日4-PQ5 ,日4,PQ5 U日4UPQ5

/ /V%,U /V(/- /V(0U /V/.) /V(%0 /V%.( /V)0.
1 /V.(% /V.)) /V0(0 /V%U) /V(.1 /V(-/ /V0/%
%/ %V(.) %V)U0 %V1%) %V-,. %V(U% %V1/1 %V(.(
(/ (V.1- (V/01 (V%-/ (V%0% (V((U (V(.( %V,/.
0/ /V,1. /V--% /V,U- /VU0/ /V-U( /V-U1 %V/(1
)/ /V-U1 /VU%. /VU/0 /V1(/ /V)%0 /V)/% %V(0/
,/ /V,0% /V-,% /V-0, /V)/% /V-.U /V1.) /VU.1
%// /VU/( /V)00 /V-.0 %V0/) /V-%U /V)(0 /V)-0
%)/ /VU%- %V1(, /V,0. %V%-/ /V)U% %V%%1 /V),0

表 ! 6777年 8月气象站附近土壤重量含水量

9:;<=! >?@<A?@BCDE=F?GC=GCB@GCH=:E=:BG=:ECH=A=C=?E?<?W@F:<BC:C@?G@GLDG=6777
深度4325
MNOPQ

日期 MRPN
.日4.ST5 0日40PQ5 1日41PQ5 )日4)PQ5 -日4-PQ5 ,日4,PQ5 U日4UPQ5

/ /V((, /V.1, /V1%. /V/10 /V11/ /V00( /V.,,
1 /V..1 /V.,) /V)./ /V%-( /V01% /V.)- /V.-%
%/ %V%0/ %V0,% /VU). /V,.% /V,,. /V,.- /V-,,
(/ %V1/( %V).% %V%%, %V100 /VU,, %V)1, %V..-
0/ /V-(, /V,)- /V,U- /V)U% /V-,% %V/-. /V-0)
)/ /V)-U /V-0( /V-.0 /V)-0 /V)U0 %V/,) %V()(
,/ X /V,). /VU/% /V--/ /V-)U %V/,, /V-/%
%// X %V%-U /VU(. /VU%/ /V--) %V.0U /V-//
%)/ X %V1%/ %V%%/ %V01% /V),- %V)1) /V,U/

由于沙坡头地区是降水不足 (//22的草原化荒漠地带$一次性降水强度较小$并且极少有多日的连

续降水过程$可能是造成结皮对沙层水分条件影响明显的重要原因$表 0反应了沙坡头地区微生物结皮对

降水入渗的影响$由表 0可见在一定的降水强度范围内$结皮与亚表土层对降水在沙土层的空间和时间分

配的影响是显著的’当一次性降水4分别为 %)"U22和 (-"/225(0Q以后$不同的固定沙丘部位不同的结

皮厚度对入渗的影响均不相同Y%(Z’对于固沙年限长的区域$结皮和亚表土层较厚$结皮和亚表土层愈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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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就愈浅!明显地影响了入渗的水量和速度"生物结皮的形成延缓了水分的下渗速度!使下渗水分减小!渗

透深度变浅"其结果导致了深沙层#$%%&’%%()*含水量的降低!促使沙土下层产生物理干旱!直接地影响

了深根系灌木对水分的吸收与利用!驱使深根系灌木种的衰退和浅根系半灌木以及 $年生草本的蔓延"
在沙坡头地区的沙丘未裁植物以前+$$!$,-!沙层含水量一般保持在 ’.&,.之间!可以供植物利用的有

效水分为 $/00.&’/,,."裁了植物以后沙层含水量逐渐下降!甚至不到 $.!特别是老固沙区!即使是秋

季植物休眠期降雨!也难以补充沙层水分!水分的恶化!导致植被自然稀疏!密的生长矮小!提前衰老!稀的

长得高大!枝叶茂盛"如水平衡场种植的柠条!株行距 $/1)2$31)比 $)2$)的长得高大!沙层含水量也

大"随着栽植株行距的增大!沙层水分变好转!植物地上部枝高4地径4冠幅都增大!相应的植物地下部根系

的深度4根幅4侧根总长等也都增大"

5/5 土壤表层温度的日变化特征

在人工植被区地表反射率!土壤热容量!土壤含水量等物理属性与流动沙丘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并且影响土壤表层的热量收支!使土壤表层温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图 ’给出了土壤表面温度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比较!从图中看出模拟结果与观测值吻合较好"土壤表

面温度具有日周期性变化!主要是由于到达地表面的太阳辐射和地面有效辐射的日变化引起的!白天土壤

表面增热最强烈!随着深度加大逐渐减小!夜晚土壤表面冷却最激烈!随着深度的加大冷却强度也渐渐减

小!所以土壤表面日变化振幅最大!沙漠地区地表温度的日周期变化尤为剧烈"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日变化

中有一个最大值#沙坡头地区在 $67%%左右*!如 6月 8日 $67%%的温度在一天中为最高#’9/11:*!还有一

个最小值#在日出以前!沙坡头地区在 67%%左右*!如 6月 8日的最低温度为 $;/89:!时间为早上 67%%"
表 < 沙丘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结皮对降水入渗的影响

=>?@A< BCD@EACFAGDHIAJKFLG?KGHKFFLEMHGCN>HALKCDK@HL>HKGCKCOKDDALACHPGMKHKGCMGDHIAOECA

项目

QRS)

沙丘部位 TUVWRWUXVUYRZS[\XS

沙丘顶 $
]Û$

背风坡

_SS‘ab[
VW[S

丘间地 _aX[
cSR‘SSX
[\XSV

迎风坡

d ‘̂WX[
VW[S

沙丘顶 ’
]Û’

一次性降水量

#))*
TbS(ŴWRaRWUX
UYUXSRW)S

测定时间

eaRSUYRZS
)SaV\bS)SXR

降水入渗深度#()*f ’’3’1 ’%3’, $93,’ ’%39; ’63,8
结皮g亚表土层厚度#()*h $3;’% ’31$% ’389% ’31;% $36’% $639% $999313$;
流动沙丘的入渗深度#()*i ’13$0 ’$3’% ’63,$ ,,3’$ ’63;;
降水入渗深度#()* ,63$1 ’63’; ’,3’% ,,361 ,1301
结皮g亚表土层厚度#()* %39%% ’366% ,36%% ’31;% ’3%,% ’;3%% $999363$6
流动沙丘的入渗深度#()* 无干沙层j ,83%1 无干沙层j 无干沙层j 无干沙层j

feŜRZUYRZSWXYWkRbaRWUX heŜRZUY(b\VRaX[V\cV\bYa(SVRbaR\X ieŜRZUYRZSWXYWkRbaRWUXUYRZS)UcWkS[\XS j
lWRZU\R[bmnVaX[nkamSb

5/< 能量平衡

图 ,给出了植物固沙区的净 辐 射#op*!潜 热#q*!显 热#r*和 土 壤 热 通 量#s*等 变 量 模 拟 值 的 日 变 化

规律"净辐射是潜热!显热和土壤热通量的能源!影响净辐射的主要因子为太阳高度角4大气透明度4云量4
云状4地表反射率以及地面温度4大气温度4湿度等+$,-"从图中可以看出!晴天时!净辐射具有明显的日变

化!一般白天为正值!夜里为负值!最大值在中午前后出现!最小值在日落以后出现!如 6月 9日净辐射的

最大值是 66,lt)’#$07%%*!最小值是u,’lt)’#’07%%*"潜热交换主要决定于下垫面与大气间的水分交

换过程!即蒸发耗热或凝结释热!显热交换主要是指近地层的湍流热交换!土壤热通量是与土壤中的分子

热传导有关"从图中可以看出潜热是主要的!次之是显热!土壤热通量最小"其中 6月 ;日是阴天!太阳辐

射较小!所以!净辐射!潜热!显热和土壤热通量都较小"

5/v 大气湍流和湿度的特点

图 0给出了 6月 ;日湍动能 ]wx模拟值随高度的变化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植被冠层顶部附近湍

流动能接近峰值!由于植被的影响!在靠近地表处的湍流脉动受到较大的抑制!湍流强度在白天逐渐增大!
到$07%%至 $67%%达到最大值!以后又渐渐减小"图中看到 $67%%的湍动能]wx模拟值最大!$%7%%和 ’%7

%%次之!87%%和 ’’7%%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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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给出了人工植被区不同高度不同时间的大气比湿模拟值"大气比湿是单位体积湿空气中"水汽质

量 #$与湿空气质量#$%#&之比’()*"它是大气湿度的一种表示形式+大气湿度状况是决定云,雾,降水等天

气现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水分和土壤蒸发以及植物蒸腾的主要因子+从图中可以看出"一天当中"靠近

地面处"中午比湿较大"早晨次之"晚上较小"由于"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所以"总的说来该地区的比湿都是

比较小"图中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 结论

-./ 本文针对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试验站人工植被区陆气水热传输过程"提出了一个多层陆气耦合模

式+模式对土壤,植被,大气作多层划分"细致地研究了植被内各物理量"模型再现了部分观测事实+通过与

实测资料对比"证明该模型成功地模拟了陆气相互作用过程"可为当地合理利用水热资源和治理沙漠提供

科学依据+

-.0 生物结皮的形成延缓了水分的下渗速度"使下渗水分减小"渗透深度变浅+其结果导致了深沙层1(22

3422567含水量的降低"促使沙土下层产生物理干旱"直接地影响了深根系灌木对水分的吸收与利用"驱

使深根系灌木种的衰退和浅根系半灌木以及一年生草本的蔓延+

-.8 人工植被的演变是从灌木到半灌木"最后到草本+沙层水分恶化是引起植物演变的主要原因+水分的

恶化"导致植被自然稀疏"密的生长矮小"提前衰老"稀的长得高大"枝叶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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