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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的测定—饱和导水率仪法 
 
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室内土壤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的测定。 
2  原理 

应用饱和导水率仪在被测土样（水饱和）上下两端保持一定的压力差，使水流自下而上

流经土样，测定一定时间间隔流经土样的水量，根据达西定律即可计算出土壤饱和导水率（渗

透系数）。对于一般土壤，采用恒水头装置的饱和导水率仪测定，其水头差保持不变，流经土

样的水流速度是稳定的。对导水率小的粘质土壤，采用变水头装置的饱和导水率仪测定，在

土样的两端造成较大的压力差，其压力差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3  仪器 
3.1  恒水头饱和导水率测定仪（图 1）。 

3.2  水位电子测计。 
3.3  集水圆筒。 
3.4  温度计。 
3.5  环刀，容积 100cm3 或

4  操作步骤 
4.1  采样：用环刀在表层

个~10 个。取好的土样要

部剔毛，以恢复土壤的自

4.2  浸泡：在土样底部放

放入水槽中浸泡使之饱和

质而定，土质粘重的土壤

4.3  测定：将饱和后的土

水位和容器中的水位一致

2mm~20mm），其大小视土

接虹吸管（管内充满水，且

间间隔（根据流速自行确定

该水量为恒定的水流量，

4.4  用水位电测计准确测

 

图 1  恒水头饱和导水率仪 

250cm3。 

或分层采集有代表性的土样，砂土重复取样 3 个~5 个，粘土取样 5
避免运输时的振动和水分的损失。粘土土样需用刀尖小心将土样底

然结构。 
一层滤纸，用纱布小心地将土样的底部包扎好，上端套上集水圆筒，

。槽中的水平面约高出土样顶部 1cm，浸泡 1d~3d，浸泡时间视土

时间需长些。 
样置于容器的托板上。用水位调节器上下移动调节至水位调节器的

，使集水圆筒内、外保持一个固定水头差（仪器水头差范围

壤质地而定，粘重土壤水头差应大些。当土样顶部出现水层时，连

不能有气泡），将集水圆筒内的水导入漏斗，流入量管。取一定时

），记录不同时段内量管中的水量，直到单位时间流量基本稳定时，

此时记录 3 次~5 次作计算用。 
量集水圆筒内、外的水头差。再用温度计测量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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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盐碱土样最好在封闭的循环系统中测定，并力求容器中水的盐分含量与土壤溶液盐分含量相同，因盐分含量会影

响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 

5  结果计算 
5.1  将恒定后的各时段单位时间的流量平均值代入式（1）计算： 

K=
Sh
LQ

×
××144

……（1） 

式（1）中： 
K——土壤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m/d； 
Q——单位时间排出的水流量，cm3/min； 
L——土样长度，cm； 
h——集水圆筒内、外的水头差高度，mm； 
S——土样横截面积，cm2； 
144——换算系数。 

5.2  温度校正：温度对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产生影响，在实验室室温下测定的结果，应

进行校正，以补偿水的粘滞度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一般以 10℃时的 K 值表示，按式（2）计

算： 

K10=Kt×
10η
η t ……（2） 

式（2）中： 
K10——10℃时土壤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m/d； 
Kt——t℃时土壤饱和导水率（渗透系数），m/d； 
η10——10℃时水的粘度，Pa·S； 
ηt——t℃时水的粘度，Pa·S。 

5.3  重复测定多次，取其算术平均值，取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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