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了
。

它的实测比较见表 1
。

本机体积小
,

耗电少
,

一台造价约 30 一40 元
。

如

发展需要可统一用交流电压整流
,
几只仪器联在一起

做成操纵台
。

( 新疆农垦总局设计四队 )

自动供水双环人渗仪

测量早田土壤入渗的方法
,

有人工降雨法
、

同心

环法等
。

作者对同心环自动供水装置
*

又 作 了改进
,

下面介绍改进后的双环入渗仪的结构
、

原理和使用
。

一
、

结构主要部件为
:

双环
、

量 水 筒 和 加水器

(图 1 )
。

1
.

双环内环直径。
.

43 7米 (面积 0
.

巧米勺
,

外环

直径 0
.

61 8米 (面积 0
.

3。米
2 ) ,

高度 0
.

4来
。

双环入土

深20 一 30 厘米
。

这次设计的尺寸比前人使用的尺寸稍

大
,

直径
:

内环 4 3
.

7厘米
、

外环 6 1
.

8厘来
,
高度 40 厘

米
,

人土深 2 0一 3D 厘米
。

2’
.

量水筒为了提高观测精度 (内 径变 小 ) 和测

读方便 (为内环面积的 1 / 5 ) ,

量水筒的尺寸直径 1 9
.

”

厘米
,

高度 50 厘米
。

量水筒上有加水口 ( 8 号胶塞大

小 )
、

通气管和供水管
。

筒外加保温套
。

3
.

加水器这是控制环内水位和加水速度的装置
。

主要结构是两个小筒 (功6 0 x 10 0 )焊在角钢 ( 2 5 X 2 5 )

上
,

角钢用螺栓固定在内环上 (见图 1 )
。

内外环水面

各分一个小筒
。

小筒上有通气管 (即马 利奥特管 )
、

进气孔
、

加水管
、

出水孔
。

其中一个通气管可以上下

调动
,

出水孔的大小也可以调节
。

二
、

原理利用马利奥特管
,

使环内水位稳定在一

图 i 自动供水双环人渗仪装配图

定高度上
。

环内水位
,

因渗漏而下降
,

当通气管下端

露出水面后
,

空气克服水的表面张力
,

压人通气管
,

进到量水筒
,

使量水筒内气压加大
,

筒内的水沿供水

管流入加水器
,
抬高加水器内水位

,

把通气管下端堵

塞
,
停止进气

。

量水筒内的水位还要继续下降一点
,

当筒内气压降到
“

p
”

时
,

达到平衡
:

再, = P
a

一 P

式中
: 几

—
量水筒内水位与环内水位差 ,

,

—
水的比重

;

九— 大气压力
;

P

— 量水筒内气压

加水器内的水
,

由出水孔向环内输送
,

出 水 孔 径 越

小
,

每次供水量越小
,

供 水 次 数越多
,

观测精度越

高
。

但供水量必须等于下渗量
。

如果小于下渗量
,

环

内水位下降
,

就须加大出水孔
,

增加供水量
。

为避免

环内水面蒸发和降雨
,

在环上盖木板
,

板上再蒙以塑

料布
,

用细绳捆扎起来
,

防风吹走
。

三
、

使用

1
.

安装选择有代表性的地点 (最好靠近水源 ) ,

把双环放在测点上
,

用双手按住铁环 水 平 向 左右旋

转
,

让环下部刀口切入土中
。

人再站到环的一边
,

用

大铁糙打击另一边
,

用力均匀向下
,

敲击点和站立位

置要不断的顺向移动
,

使铁环平稳下切
,

免得破坏原

状土
。

环人土 2 5厘米时
,

用水平器检查测环上沿是否

水平
,

校正后
,

把环与土间隙用细土抹平
,

或用小棍

捣实
。

安装加水器
,

接好通气
、

加水管后
,

即可向环

内和量水筒内同时加水 (记下加水时间 )
,

环内水位达

到予定高度后
,

让量水筒 自动加水
。

用水平器 (在水

平器两边装上指示针 ) 检验内外环的 水 位 是 否一样

高
,

松开
“

旋紧螺丝
”

调整通气管的高度
,

使内外环

内水位一样高
。

量取环内平均水深
,

记于记录本
。

2
.

观测以每次供水时的最低水位 为 计算水位
。

先读量水筒水位
,

再读开始供水时的分秒数和时间
。

计算时差
,

时钟读数差为时差的大致数
,

秒表读数差

为计算分秒数
。

观测时段长短
,

由当地渗速和观测目

的决定
。

以每次供水量20 一 30 毫米为宜
。

如果渗速较

大
,

晚上睡觉时量水筒内的水已供完
,

但环内还有水

层时
,

快向环内加水到予定高度
,

这个加水量加到供

水量中
,

被时间除
,

也可算出平均渗速
。

1 9 7 5年6一 7

月在阿莱旗复兴公社甸子 地做 试 验
,

在 土 层 较 厚

( 1
.

38 米 ) 处
,

始测后11 天出现稳渗
,

稳定 12 天后停

测 (图2)
。

在稳渗阶段
,

由于测点周围土中
“

闭塞空

气
”

的胀缩作用
,

使晚上的渗速比白天偏大 50 %
。

一

点测完后
,

用木杆撬出双环
,

在测点处挖开土层
,

记

下土壤结构
。

四
、

小结 经过改进后的双环入渗仪
,

测速范

围加大
,

而且精确
,

省力
。

环上加盖木板
、

塑料布后
,

测

. 《
小流域水土保持勘测技术

》 杭戴瑾编 1 9 6。年 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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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速产毫米 /天à

75
·

7日期 (年
、

月
、
日 )

图 2人渗速度过程线

(阿荣旗
,

甸子地土层厚 13 8厘米 )

渗速不受天气条件 (蒸发
、

降雨和吹凤 ) 影响
,

可以

长期连续观测
。

如果增加观测项 目和增加测次
,

用该

仪器可研究入渗规律
。

( 中科院地理所 王积强 )

比值图象在水文地质方面的应用

使用四川省地质局遥感地质站 的 I P o S / 1 0 1 图象

处理专用设备对4 5 4八 2 8一 40 (金华 ) 卫星图象计算机

兼容磁带 ( c c )T 进行了处理
。

图象信息是美国地球

资源卫星 1号 2 9 7 3年 1 2月 2 2日记录的
。

所选块区 ( B L o T e H )范围东经 1 1 9
0

1 0 ,

一 1 1 9
0

15 ,

北纬 Z a
’
盛。 ,

一 2 5
’
5 5 , ,

面积约 。 0 0平方公里
。

区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前中生代变质岩及晚侏罗世中一酸性火

山岩
,

侵入岩发育
,

燕山中一晚期的石英二长岩
、

石

英闪长岩及花岗岩侵位于变质岩和火成岩中
,

西南
、

东南角有小块白至系杂色沉积层和紫红色砂岩分布
。

据 1 : 20 万地质图
,

本区主要发育北北东向断裂
。

火山

岩构成块状低中山
,

变质岩和石英二长岩构成侵蚀丘

陵
,
白奎系形成红层垄岗状丘陵

。

10 1系统处理时
,

对本区进行了比值 法处理
。

比

值图象是以每个象元在一个波段中的数码值被另一个

波段对应的数码值相除的方式得出的
。

它的优点是
,

不论光照条件如何变化
,

一种物质在图象上总具有相

同的比值
,

因而可以消除黑白图象上同种岩石因所处

阴坡阳坡造成的色调的不一致
。

比值图象有利于进行

岩性的划分
。

此次对本区进行了比值为 7 / 4 + 5方法处

理
,

在M 70 电视屏幕观测后摄影获得比值彩色图象
。

所选地区 7 / 4 十 5比值图象突出了水体
,

消除了地

形因光照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色调差异
。

全区呈深红一

金红一淡瑰红色
,

在此红调背景上由变质岩
、

白里系

和部分侵入岩风化形成的松散层
,

大水系的阶地
、

河

漫滩
、

河床
、

块状基岩区中的山间小洼地以及某些充

水断裂
,

皆呈湖绿色
,

影象清晰
、

直观
、

历历在目
。

所选块区所在的 1 : 20 万水文地质区测资料表明
,

本区地下水有以下三种类型
:

基岩裂隙水 (变质岩中

的风化裂隙水
,

火成岩中的块状岩类构 造 裂隙水 ) ,

红层孔隙裂隙水及岩溶水 ,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

块区的比值图象影象表明
,

上述三种类型的地下

水都有明显的反睐
,

浓淡绿色调的范围显示出变质岩

风化裂隙水
、

红层孔隙水和石英二长岩块状岩类构造

裂隙水的分布特征
。

大片火山岩中
,

尽 管 有 水 系存

在
,

但在图象上呈均一的红色调
,

表明火山岩中地下

水是极贫乏的
,

只有其间的小洼地中的风化带网状裂

隙水才呈绿色
。

这样一幅比值图象的影象特征
,

直观

地显示了本区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和分布规律
,

与地面

调查所得认识是完全吻合的
。

更使人感到满意的是
,

在本区比值图象上于地下水极贫乏的火山岩中发现了

三条 3 1 5
。

走向的充水断裂 ( lF
、

凡
、

aF ) ,

相 互平行

展布
,

绿色线条色调的浓淡
、

宽窄说明断裂的富水程

度和充水带的宽度
。

在 1 : 20 万地质图和 1 : 20 万综合水

文地质图上都不曾记录有这三条断裂
,

可以说是比值

图象提供的新的信息
。

前已叙及
,

本区晚侏罗世火山

岩中块状岩类构造裂隙水的富水性属极贫乏
,

块区所

在 1: 20 万金华幅水文区测资料表明
,

在火山岩中测到

泉共 2 2 5个 (其中断裂带脉状水49 个 ) ,

它们中80 %的

泉流量皆小于。
.

1升 /秒
。

在比值图象上解释出的 F , ,

断

裂带上分布有三个泉 ( 1 1 4 6 号
、

1 0 4 3 号
,

1 1 6 3号 )
,

其泉流量分别为。
.

5升 /秒
、

0
.

4升 /秒
。

和 0
.

6升 /秒
,

在凡断裂带上的 4 92 号泉其泉流量亦 为 0
.

4 48 升 /秒
。

可见出现于地下水极贫乏的火山岩中的这三条充水断

裂
,

其找水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

我们认为
,

利用 1 01 系统处理获得的 7 / 4 十 5 比值

图象可以应用于区域水文地质测量工作
,

特别是对一

个未开展 1 : 20 万水文地质区测的地区
,

7 / 4
十 5比值图

象可以提供全区地下水基本类型
、

赋存条件如分布规

律的信息
。

既或是完成了水文地质区测的地区
,

该种

图象也可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

如新选块区的三条充水

断裂
,

为进一步找水提出线索
。

至于 7 / 4 十 5 比值图象为什么有上述的影象效果
,

其他比值的图象无此效应
,

尚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研

究
。

(浙江省地质局遥感地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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