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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水田渗漏量的测定。 
2  原理 

对水稻土而言，适宜的渗透量有利于水稻的生长。测定水田渗漏量采用水田渗漏仪法。

水田渗漏仪的测定部分为一无底密闭的圆筒，插入水面以下的土层中，筒内水层发生下渗，

下渗的水量由浮在水面的测定管内的水分补给，筒内下渗量等于测定管内水柱的移动量。由

于测定管内的水位为田面水位，测定管一端与大气相通，所以圆筒虽在水面下，但筒内的静

水压力仍与筒外相等，不存在侧渗条件。测定管内径与圆筒内径比例确定后，即可由测定管

内水柱的移动距离求出筒内水层的下渗量。如将测定管的内径减至很小，筒内水层的微量降

低可使测定管内水柱移动较多，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测得土壤的渗漏量。 
3  仪器 
3.1  水田渗漏仪，由测定圆筒、测定板和测定管组成（图 1）。 

3.2  温度

3.3  秒表

4  操作步

4.1  测试

深，以保

入土壤时

筒外水分

测 2 个~
4.2  测定

入内。再

固定支柱

当测定管

壤经 5mi
注 1：

 

计。 
图 1  水田渗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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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点：选择稻田较平坦处，将已打开通气口和橡皮塞的测定圆筒压入土壤 5cm~8cm
证隔绝周围的水分；同时用力要均 ，防止圆筒歪斜，勿搅混水层。如发现圆筒压

，筒外四周的土壤同时跟着下沉，则表明有稻茬或有机肥压在下面，这就达不到与

隔绝的目的，因此应另取测点。一亩地相同部位需 3 个~5 个测点，面积小的试区，

3 个点。 
：圆筒安装后，用水洗瓶将测定板上的测定管和连接管充满水，并防止杂物和空气

接通圆筒，并检查有无气泡，如有则应排除。用弹簧夹夹住连接管，封闭通气口，

，使测定板浮于水面。在测定圆筒压入土中 10min 后即可测定。测定时打开弹簧夹，

的水柱末端移至零位时开始用秒表计时。对渗漏快的土壤经 1min 读数，渗漏慢的土

n 读数。同时用温度计测量测定时的水温，以便换算为 10℃时的渗漏速度。 
水田渗漏仪可以自制，制作方法如下：圆筒最好用不锈钢制成，也可用不变形的硬铁皮或薄铁板制成。排气口

和橡皮塞连接口要求完全密封。测定管为一透明玻璃管，管内径要求均 一致。测定板为一防水木板，米色，刻

度用红色或黑色，安装测定管后正好浮于水面以便读数，因此木板不宜太厚，约 3mm~5mm 为宜。支柱可用金属

棒、木棒或竹签。测量圆筒内径和管内径的比例以及测定板刻度的绘制是仪器的关键。根据方法原理，圆筒内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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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体积（V1）等于测定管 1min 水柱移动体积（V2）乘以 1d 的时间（60×24min）。 

V1=V2×60×24=1440×V2 

即π×R2×H=1440×π×r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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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H=1，则 h=R2/1440×r2。将测量圆筒和测定管的半径（R、r）代入，然后计算圆筒内日渗漏 1cm 水层

相当于测定管内水柱 1min 移动的距离 h。用 h 绘制 1min 计刻度，h 的长度即表示圆筒内水层的渗漏速度。5min

计刻度为 1min 计刻度的 1/5。 

测定管半径的测量和计算：将一定长度的玻璃管充满蒸馏水，用质量法测定并按下式计算： 

V2= ρ
m =π×r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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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2——玻璃管容积，cm3； 

m——t℃时水的质量，g； 

ρ——t℃时水的密度，g/cm3； 

r——玻璃管半径，cm。 

注 2：测定过程中如发现水柱作不等速移动时，应将测定管重新充水后再读数。如发现测定管水柱不移动，应考虑两

种可能性：一是圆筒内、外的水未能隔绝；二是该土壤确无渗漏。这时应更换位置再作测定。 

注 3：对于渗漏很弱的土壤，可适当延长观测时间，但不要超过 30min，否则温度的变化将影响测定结果。 

注 4：本方法主要用以测定水田土壤的渗漏量，也可用作测定田埂、渠道和水池的渗漏量，测定时圆筒应与边坡垂直，

筒身呈倾斜状，但必需浸没在水层之下，而测定板应浮于水面，因此测定时水层不能太浅。 

注 5：田间土壤的渗漏速度是不均一的，要保证测定结果的可靠性，一般 666.7m2 大小的田块重复测定次数不应低于

12 次，且测点要均 分布全田。测定结果要根据距离田埂远近（近前埂、近后埂和田中央等几个部位）分别整理，

以便分析整个田块不同部位的渗漏情况。 
5  结果计算 
5.1  10℃时的渗漏速度按下式计算： 

K10=
t

K t

×+ 03.07.0
 

式中： 
K10——10℃时的渗漏速度，cm/d； 
Kt——t℃时的渗漏速度，cm/d； 
t——测定时的水温，℃； 
0.7 和 0.03——经验系数。 

5.2  重复测定多次，取其算术平均值，取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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