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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典型低湿地雨养农田水分特征* 

王毅勇 杨 青 刘振乾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长春 130021) 

擅 要 根据农田土壤水分要素实铡赍料，结台年度气象因素分析了三江平原大豆田水分收支及生长事农田土壤 

水分盈亏状况。结果表明，正常年份作物生育期内自然阵雨基本能满足大豆蒸散耗水需求I发生事节性干旱且生育 

期阵水与正常年伢持平但分配不均时，大豆生长受割阶段性水分胁迫，农田水分收支平衡}若生育期阵水量比正常 

年静少别大豆生长受到严重水分胁迫．自然阵雨不能满足作物需水量。近年．谤区事节性干旱鞭繁发生，研究农田 

水分平衡和珏域水赍拜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 

关鼍调 三江平厚 湿地 水分特征 

Water characCaristlcs of typical wetlands In the SsnJtang Plain．WANG Yi—Yong，YANG Qing，LILT Zhen-Qian 

(Changchun Institute of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ngchun 130021)，CJEA·2001，9(1)：43~ 4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climate data in Sanjhng Plain wetland，the profit and loss of 

soil water in soybean field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ural rainfall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soy— 

be an water consumption in normal years and the growth of soybean would suffer from water stress in arid season． 

The seasonal drought has taken place here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water balance 

and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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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位于我国东北部，北邻黑龙江，南抵兴凯潮，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主要是 

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冲积形成的低平原，总土地面积 1O．89万 km。，是我国沼泽湿地面积最大、 

分布最集中的区域。经过5O年的农业开发，三江平原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为典型的雨养农业 

区，现有耕地面积约457。2万hm ，旱作是主要耕作方式，大部分农田种植大豆。近年由于该区气候异常，加 

之大面积发展井灌种稻，三江平原的水资源出现危机，特别是季节性干旱时常发生，对农业生产稳产高产形 

成很大威胁。为此，进行了长期定位监测，研究农田水量平衡和作物永分利用效率，以寻求合理利用永资源， 

提高粮食产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持续发展农业的有效途径 】。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试验在中国科学院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站农 田试验场内进行，该站位于东经 133。30 35 ，北纬 

47。35 l1 ，海拔高度为55．6m，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50ram，土壤为草甸滔泽土，地下水埋深6～7m。试验田面 

积3．3hm。，是1个完整的人工农田集雨区，供试大豆品种为“保丰8号”，种植行距为0．65m，南北陇向，试验 

田周围地势平坦，排水疏畅，基本符合农田试验及小气候观测的环境要求。采用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研 

制的中跫称重式蒸渗仪观测农 田蒸散及土壤蒸发，观测精度为 0．02mm，早、晚各观测 1次t用气象常规 

E601测水面蒸发 用中子水分仪测土壤含水量 小气候理测采用自动采集系统，每h采集 1次，观测项目有 

太阳辐射、大气温度、湿度、风速、土壤湿度及土壤热通量 】。 

2 结果与分析 

2．1 自然降雨与农田蒸散 

该区属半湿润季风区，旱田基本为雨养农田，无灌溉设麓。据1980~1999年洪河农场气象站气象资料分 

析，该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51mm，季节内分配不均，其中7～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55．7 以上， 

· 九五 中国科学琬重大项目(KZ951一A1—301)和特别支持项目(KZ95T-04-01)盈茸家自然科学基垒重大项目(49890330)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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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8～1999年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季节性干旱，1 998年5～7月累计降雨 104．3mm，比历年同期减少100．3 

film，但 8～1o月降雨达 361．Cmm，比历年同期多 86．5ram，整个生长季降雨量410．7mm，仅比历年同期平均 

减少 37．8ram，由于6～7月是大豆生长旺季，需水量大，降雨不足影响了大豆生长。1999年干旱更为严重，5 

～ 9月份整个生长季十分干旱，降水量仅为 231．5mm，约为历年平均值的50 。其中7月份发生罕见持续高 

温，最高气温>3Olc的天数持续达 19d，而降雨仅 42．1mm，比历年同期平均减少 43．3mm，而同期水面蒸发 

量高达 119ram}进入 8～9月气温恢复正常，但降雨依然稀少，8月为 78．2ram，9月仅 12．1mm，分别比历年 

同期平均减少 94．1mm和 59．5ram。1998年与 1999年大豆生长季累积降雨量和累积蒸散量见图1～2。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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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大夏生长季累积降雨量与累积蒸散■(1998) 舶2 大豆生长晕累积降雨■与累积蒸散■(1999) 

Fig．1 Cummuladve evapotransplration and cumulative Fig．2 Cummulative evapotran．~piradon and 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durmg soybean growth seasol't in 1998 precipitation during soybean growth SeaSOn in 1999 

图1可知，5～7月中旬及 8月下旬～9月降雨总量略大于蒸散总量，表明同期自然降雨基本能满足蒸散耗水 

量}7月中旬～8月中旬降雨稀少，农田蒸散量远大于同期降雨补给，发生严重干旱。1999年 5～6月累积蒸 

散量略大于累积降雨量，比正常年份干旱；7月初～9月累积蒸散量远大于累积降雨量，旱情非常严重(见图 

2)，由于大豆整个生长季始终受到水分胁迫 ，加之当年早霜灾害，造成三江平原大豆普遍减产，平均产量仅 

3000kg／hm。，且品质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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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量平衡受水分收 耍善 

入与水分消耗制约，三江平原土壤层状结构不利于水分垂直交换，土壤水分 熏 
补给主要来源于 自然降雨，受季风气候的影响，该区降水量与蒸发量具有明 

显的季节差异，农田土壤水分存在季节性波动。由图3可知，因 1998年秋季 

降水量较大，1999年春季(4月中旬～5月中旬)土壤水分储存较多，冬季在 

积雪覆盖下水分蒸发损失较少，春天冰雪融化后土壤含水量较大；进入夏季目4 iⅡ 蜃走豆Ⅲ土I{木宰|I壹他(I’’’* 

后气温升高，蒸发增强，土壤水分变化剧烈，每逢雨后上层土壤含水量急剧盹．{Veni 1 soi】m咖 pe nta~inth 

上升，之后伴随土壤表面蒸发失水其含水量急剧下降，而深层土壤含水量渡 啦 PIa-n【伽 2 1999) 

动较小，由于夏季土壤水分支出大于收入，深层土壤含水量缓慢减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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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少雨，表层及深层土壤含水量均为全年最低点。1999年大豆生长季土壤含水率垂直变化见图4．由图4 

可知，三江平原旱地土壤水分垂直分布为 0~20cm表层土壤水分随自然降水而波动，在约 40~60cm土层深 

处有 1层不易渗水的自浆土干层，其土壤本身土质粘重、含水量较少 且阻止土壤水分垂直交换，使土壤表层 

易旱涝}由白浆土干层向下至 100cm土层深处土壤含水量有所增加，自120cm土层再往下至 150cm深层土 

壤含水量又开始减步 ，至 150cm深层 下土壤水分基本在 23 ～24 幅度内波动。 

2．3 大豆生青期农田水分盈亏状况 

在无灌溉条件下农田水分盈亏量 )为农田水分天然补给量与作物需水量之差，即： 

B=W’+(w 】一w )一E (其中 —P+s—R—F) (1) 

式中， ，为农田水分天然补给量， 、 ：分别为作物生育期开始与结束时的土壤含水量，E为作物需水量． 

P为生育期降水量，s为地下水毛管补给量，R为地表径流量，F为降雨入渗量。三江平原农田基本由沼泽化 

草旬开垦而成．土壤多为层状结构草旬沼泽土，表层土壤下约 30cm处有 1层不易透水的白浆土层对水分垂 

直交换阻碍较大，故式(1)中s及 F可略去不计，式(1)可简化为： 

B=P—R+△W —E (2) 

P、R与 zIW 可实测得出，E可根据彭曼公式 E=eE。来计算0]，本研究根据大豆需水量实测资料确定三 

江平原地区大豆的 值为 0．98，1998年 7月虽较干旱，但 8～9月降雨较多，土壤水分过于饱和 ，全生育期土 

壤水分仅亏缺 43．09ramf1999年全生育期降雨量比正常年份少 50％左右，土壤水分亏缺达 188．06rmm。 

3 小 结 

三江平原旱田表层土壤含水量受自然降水的制约，深层土壤含水量较稳定，土壤表层与探层之间水分交 

换很少，可略去不计。表层土壤易旱涝，正常年份 自然降雨可基本满足大豆整个生长季的需水量，农田水分收 

支基本平衡}发生季节性干旱时，如果生育期降水与正常年份持平但分配不均，大豆生长受到阶段性水分胁 

迫，农田水分收支盈亏较小i发生季节性干旱时若生育期降水量比正常年份少．大豆生长受到严重水分胁迫， 

农田水分亏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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