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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简要介绍土壤侵蚀和生产力影响估算模型 EP IC 的结构和功能基础上, 重点论述了组建黄土高

原 EP IC 模型逐日气象要素、土壤剖面理化性状和作物生长参数数据库的方法, 并简要介绍了 EP IC 模型中田间耕

作措施参数、肥料特性参数和径流曲线代码的有关情况, 为 EP IC 模型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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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 IC 模型简介

土壤侵蚀和生产力影响估算模型 EP IC (E ro2
sion2P roduct ivity Impact Calcu la to r) 是美国研制的

定量评价“气候- 土壤- 作物- 管理”综合连续系统

的动力学模型[1 ]。自 1984 年首次发表以来, EP IC 模

型经过了多次修订和广泛验证, 能够以天为时间步

长, 模拟气候变化、径流与蒸散、水蚀与风蚀、养分循

环、农药迁移、植物生长、土壤管理、经济效益分析等

过程与环节。EP IC 模型中作物生长模型是一个作

物生长通用模型, 根据各种作物生理生态过程的共

性研制模型的主体框架, 再结合作物的生长参数和

田间管理参数分别进行各作物的生长模拟。作物与

土壤管理模块能够对种植密度、播期、施肥、灌溉、土

壤耕作等措施进行模拟与优化, 能够模拟作物混作

和轮作, 可进行上百年的土壤侵蚀与作物生产力的

模拟, 评价土地利用方式和种植方式对土壤侵蚀与

作物生产力的影响。EP IC 模型已在美国和许多其

他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并且以 EP IC 为核

心, 开发出了土壤与水分评价工具 SW A T、流域土

壤与水分资源管理模型 SW RRB 等, 广泛应用于水

土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评价研究中, 社会效益与生

态效益十分显著[1 ]。

在黄土高原地区应用 EP IC 模型, 首先需要建

立黄土高原地区模型运行的数据库。EP IC 模型运

行所需的数据库包括逐日气象要素序列数据库、土

壤剖面理化性状数据库、作物生长参数数据库、田间

耕作措施参数数据库、肥料特性参数数据库等。本研

究所采用的 EP IC 版本为V 5300。

2　EP IC 模型气象数据库组建

2. 1　EP IC 模型的气象要素变量及其获取

　　EP IC 模型是在逐日气象要素变量的驱动下, 进

行逐日作物生理生态过程、土壤剖面水肥动态和土

壤侵蚀量的数值模拟。EP IC 模型运行所需的最基

本 (最少) 一组逐日气象要素变量包括: 逐日太阳辐

射量 (M J öm 2)、逐日最高气温 (℃)、逐日最低气温

(℃)和逐日降水量 (mm ) [2 ]。另外, 有些过程的计算

(如采用彭曼公式计算潜在蒸散量)还需要逐日相对

湿度 (% )和逐日平均 10 m 高处风速 (m ös)。如果进

行风蚀过程模拟, 还需要输入逐月平均风速和标准

差、逐月 16 种风向发生频率等气象资料。

EP IC 模型有 3 种气象数据获取方式: 一是模型

从气象数据文件中直接读入实际观测的逐日气象要

素数据序列, 进行实时模拟研究; 二是利用模型附带

的W XPA RM 和W XGEN 软件统计生成逐月气象

要素统计参数, 再模拟生成逐日气象要素序列, 然后

读入模型中进行预测模拟研究; 三是将逐月气象要

素统计参数直接输入模拟控制文件中, 由模型自动

生成逐日气象要素值来完成预测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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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逐日太阳辐射量的计算方法

当采用实时逐日气象要素序列时, 由于我国大

多数气象台站并不实际观测逐日太阳辐射值, 需要

根据实测的逐日日照时数按照下式进行计算[1～ 3 ]:

RA = RA M X × [a + b (nöN ) ], (1)

式中, RA 是逐日太阳辐射量 (M J öm 2 ) ; RA M X 是

逐日晴天最大可能太阳辐射量 (M J öm 2) , a , b 是与

大气质量状况有关的参数; n 和N 分别为逐日实际

日照时数和逐日可照时数 (h)。在黄土高原地区, 根

据实测资料计算的 a , b 的取值分别为 0. 16～ 0. 20

和 0. 43～ 0. 58 [4, 5 ] , 本研究分别取 0. 18 和 0. 55。

RA M X 可以用下式计算[1 ]:

RA M X i = 30〔1. 0 + 0. 033 5sin [
2Π
365

( i + 88. 2) ]

[X T sin ( 2Π
360

L A T ) sin (SD ) +

co s ( 2Π
360

L A T ) co s (SD ) sin (X T ) ]〕, (2)

式中, RA M X i 是该地第 i 天晴天最大可能太阳辐射

量 (M J öm 2) ; L A T 是该地的纬度 (度) ; SD 是太阳倾

角 (赤纬) (弧度) ; X T 是真太阳时时角 (弧度) ; i 是

该年第 i 天。X T 和 SD 采用下式计算:

T = co s- 1 [ - tan ( 2Π
360

L A T ) tan (SD ) ], 0 ≤X T ≤ Π

(3)

SD i = 0. 410 2sin [
2Π
365

( i - 80. 25) ]。 (4)

逐日可照时数N 采用下式计算:

N i = 7. 64co s- 1
- sin ( 2Π

360
L A T ) sin (SD ) i - 0. 044

co s ( 2Π
360

L A T ) co s (SD ) i

。

(5)

　　当逐日实际日照时数值未知时, 可以采用前人

已经计算的逐月太阳辐射量直接内插计算逐日太阳

辐射量。考虑到阴雨天对太阳辐射值的影响, 晴天和

雨天的太阳辐射值可分别采用下式计算[1 ]:

RA D k =
(RA k ) (N D k )

8 R (N W D k ) + N D D k
, (6)

RA W k = 8 RRA D k。 (7)

式中, RA D 是第 k 月晴天逐日平均太阳辐射量

(M J öm 2) ; RA W 是第 k 月雨天逐日平均太阳辐射

量 (M J öm 2 ) ; RA 是第 k 月逐日平均太阳辐射量

(M J öm 2) ; N D 是第 k 月的天数; N W D 是第 k 月雨

天天数; N DD 是第 k 月晴天天数; 8 R 是取值为

0. 0～ 1. 0 的比例因子, 通常 8 R 取 0. 5 时结果较为

满意。

另外, 也可将多年逐月平均太阳辐射量值直接

输入模拟控制文件中, 由模型自动生成逐日太阳辐

射量值来完成模拟。

2. 3　逐月气象要素统计参数的计算

当采用逐月气象要素统计参数模拟生成逐日气

象要素序列, 供长时段 (10～ 几百年) 预测模拟研究

时, 需要获得各气象台站的逐月气象要素统计参数,

可以借助 EP IC 模型中附带的W XPA RM 软件, 利

用 10 年以上实测的逐日气象要素序列统计计

算[2, 6, 7 ]。 这些参数包括逐月平均最高气温 (℃)

(T m ax)、逐月平均最低气温 (℃) (T m in)、逐月最高气

温标准差 (℃) (SD T m ax)、逐月最低气温标准差 (℃)

(SD T m in)、平均逐月降水量 (mm ) (RA IN )、逐月日

降水量标准差 (mm ) (SD R F )、逐月日降水量偏态分

布系数 (mm ) (S K R F )、逐月雨天之后为晴天的概率

(PW öD )、逐月雨天之后为雨天的概率 (PW öW )、

逐月平均降雨日数 (DA Y P )、逐月平均逐日太阳辐

射量 (M J öm 2 ) (S RA D )、逐月平均相对湿度 (% )

(R H UM )、逐月平均风速 (m ös) (W V EL )、逐月平

均风速标准差 (m ös) (SDW V EL )、逐月平均风速偏

态分布系数 (S KW V EL )。现以长武站为例, 利用 12

年实测逐日气象要素资料序列计算了逐月气象要素

统计特征参数, 结果列于表 1。

2. 4　黄土高原 EP IC 模型气象数据库组建

本研究选择了黄土高原不同生态类型区的 16

个气象台站, 包括高原沟壑区的长武、西峰、铜川、隰

县, 丘陵沟壑区的天水、临洮、兰州、固原、延安、安

塞、朔州、太原, 北部风沙区的盐池、榆林, 甘青高原

区的民和和西宁。长武和安塞站气象资料由中国科

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长武生态试验站、安塞生态试

验站实际观测而得, 朔州站气象资料购自山西省气

候资料中心, 其余各站逐日气象资料均购自世界气

象组织计算机网站。除长武和安塞站外, 其余台站只

包含逐日最高气温、逐日最低气温和逐日降水量, 均

缺少逐日太阳辐射量。按照 EP IC 模型对气象要素

变量输入的格式要求, 对 16 个台站气象资料进行了

订正和计算, 并输入计算机, 生成各站逐日气象要素

序列文件, 各站资料年限 6～ 15 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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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武站逐月气象要素统计参数

T able 1　Statist ic param eters of month ly w eather variab les at Changw u stat ion

月份M ont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Tm ax 1. 2 4. 3 9. 1 17. 1 22 26 27. 6 26. 2 22 15. 3 9. 4 3. 1 ℃
Tm in - 10. 1 - 6. 4 - 0. 7 4. 3 8. 7 13. 7 16. 8 16 11. 2 4. 7 - 2. 3 - 7. 8 ℃
SD Tm ax 4. 1 4. 8 5. 2 5. 5 4. 8 4. 2 3. 8 3. 6 4. 7 4. 1 5 4. 3 ℃
SD Tm in 4 5. 1 3. 7 3. 9 3. 5 3. 1 2. 4 2. 8 3. 6 4 3. 9 3. 9 ℃
RA IN 5 9. 7 26. 4 35. 9 49. 5 59. 3 103. 7 99. 5 55. 3 46. 6 17. 9 7. 3 mm
SD R F 1. 38 2. 45 4. 21 6. 41 7. 55 6. 56 14. 44 14. 13 8. 83 6. 25 3. 84 2. 93 mm
S K R F 1. 413 1. 522 1. 646 2. 106 2. 438 0. 869 2. 566 2. 927 2. 361 2. 001 1. 153 1. 488 mm
PW öD 0. 059 0. 1 0. 127 0. 157 0. 206 0. 214 0. 259 0. 242 0. 211 0. 176 0. 103 0. 058

PW öW 0. 429 0. 408 0. 543 0. 5 0. 363 0. 429 0. 407 0. 466 0. 411 0. 479 0. 36 0. 333

DA Y P 2. 9 4. 1 6. 8 7. 2 7. 6 8. 2 9. 4 9. 7 7. 9 7. 8 4. 2 2. 5

S RA D 288 303 416 480 582 620 582 549 387 348 273 261 M Jöm 2

R H UM 0. 64 0. 62 0. 68 0. 64 0. 65 0. 67 0. 76 0. 79 0. 79 0. 79 0. 71 0. 66 %

W V EL 1. 61 1. 69 1. 84 2. 13 2. 09 1. 67 1. 41 1. 32 1. 26 1. 35 1. 42 1. 28 m ös
SDW V EL 0. 96 0. 98 0. 99 1. 01 1 0. 65 0. 55 0. 5 0. 55 0. 72 0. 97 0. 75 m ös
S KW V EL 2. 707 2. 069 1. 703 1. 562 2. 169 1. 103 0. 728 1. 704 1. 869 1. 664 2. 198 2. 67

3　EP IC 模型土壤数据库组建

3. 1　EP IC 模型所需土壤特性参数

　　EP IC 模型在模拟计算土壤水分和养分运转及

可供植物吸收数量时, 需要代表坡面地形资料 (包括

坡度、坡向、坡长等) 和典型土壤剖面各层次的理化

性状数据。土壤剖面参数包括土壤剖面各土层的厚

度 (m )、容重 ( töm 3)、凋萎湿度 (m öm )、田间持水量
(m öm )、沙粒含量 (gökg)、粉沙粒含量 (gökg)、有机

氮浓度 (göt)、pH 值、离子总量 (cmo lökg)、有机碳含

量 ( gökg )、CaCO 3 含量 ( gökg )、阳离子代换量

(cmo lökg)、粗砾含量 (gökg)、硝态氮浓度 (göt)、速

效磷浓度 (göt)、作物残茬量 ( töhm 2)、容重 (烘干重)

( töm 3)、磷素吸附率、饱和导水率 (mm öh)、地下水

平流运转时间 (d)、有机磷浓度 (gökg)。此外还需要

土壤反射率、可蚀性因子、径流曲线代码等数据[2 ]。

上述一些土壤特性参数如果未知, 可以在模拟控制

文件中预留空白, 让模型自动估算, 但大部分参数仍

需要输入实测值, 否则模拟结果误差较大。EP IC 模

型中已经包含有美国 737 种土壤特性参数数据库。

3. 2　黄土高原土壤特性参数的收集与整理

在《中国土种志》和有关省 (区) 土壤普查资料

中[8～ 10 ], 基本上包含了黄土高原地区各土种上述土

壤剖面理化性状数据, 根据各土种平均剖面理化性

状数据和对典型剖面的语言描述, 可以估算出土壤

剖面绝大多数理化性状特性数据, 满足 EP IC 模型

运行的基本要求。由于 EP IC 模型所采用的一些

土壤理化性状参数及其单位与我国常用的参数

有所不同, 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转换。如用土壤重量含

水量计算以m öm 表示含水量的方法为: 水分含量
(m öm ) = 土壤重量含水量 (töt) ×土壤容重 ( töm 3) ;

用土壤有机质含量计算土壤有机碳含量的方法为:

土壤有机碳 (gökg) = 有机质 (gökg) ö1. 724; 用土壤

全氮含量计算土壤有机氮含量的方法为: 土壤有机

氮 (göt) = 全氮 (göt)×95。

为了较准确的定量确定有关土壤剖面理化性状

数值, 本研究借助D SSA T 3[11, 12 ]中的土壤剖面理化

性状数据输入模块, 通过逐项数据输入与等级评价

方式, 估算有关土壤剖面理化性状数据。然后, 将计

算所得的有关土壤特性参数再输入 EP IC 模型用户

输入数据文件 EP ICF IL E. DA T (模拟控制文件)。

根据研究地点的主要代表土种与土地利用方

式, 选择黄土高原地区的主要农耕土种, 包括洛川粘

黑垆、西峰黑垆土、坡绵善土、坡绵土、坡绵沙土、崇

信坡绵土、湘黄土、软绵黄土、耕立黄土、定边紧沙

土、神木流沙土、巴燕黑黄土等 13 个土种 6 个亚类

的土壤, 基本上代表了黄土高原各生态类型区典型

土壤的性质。

4　EP IC 模型作物数据库组建

4. 1　EP IC 模型所需作物参数

　　EP IC 模型在模拟作物生长及其产量形成过程

时, 通过作物参数控制作物生长发育进程, 描述阶段

发育与形态发育状况, 计算作物对土壤水分、养分的

吸收数量, 估算温度、水分、氮素和磷素对生物量积

累和经济产量形成的胁迫。相关作物参数指标及意

义如下: CPN M (FM IL ) , 作物名称; W A (35. 0) , 潜

在生物量 - 能量比率 ( tö(hm 2·M J ) ) (通常取值

10～ 50) ; H I (0. 35) , 收获指数 (通常取值 0. 01～

0. 95) ; TB (25. 0) , 作物生长最适温度 (℃) (通常取

值 10～ 30) ; T G (8. 0) , 作物生长最低温度 (℃) (通

常取值 0～ 12) ; DM L A (6. 0) , 最大潜在叶面积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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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取值 0. 5～ 10) ; DL A I (0. 85) , 播种至作物叶

面积系数达到最大时占整个生长期的比率 (通常取

值 0. 4～ 0. 99) ; DL A P 1 (15. 010) , 当达到作物整个

生长季的 15% 时, 叶面积系数达到最大叶面积的

1. 0% ; DL A P 2 (50. 950) , 当达到作物整个生长季的

50% 时, 叶面积系数达到最大叶面积的 95. 0% ;

RL A D (1. 00) , 叶面积系数下降参数, 1. 00 代表线

性 (通常取值 0～ 10) ; RBM D (1. 00) , 生物量- 能量

比率下降速率参数, 1. 00 代表线性 (通常取值 0～

10) ; A L T (5. 0) , 作物对铝离子的忍耐程度系数,

1. 0为敏感, 5. 0 为不敏感; GS I (0. 012 0) , 最大气孔

导度 (m ös) ; CA F (0. 75) , 土壤临界通气状况因子

(通常取值 0. 75～ 1. 0 ) ; SDW ( 7. 5 ) , 播种量

(kgöhm 2 ) ; H M X ( 1. 50) , 最大株高为 1. 50 m ;

RDM X ( 1. 50 ) , 最 大 根 深 为 1. 50 m ; W A C 2

(660. 40) , 未来大气 CO 2 浓度达到 660 mL öL 时,

W A 为 40; CVM (0. 200) , 土壤水蚀方程中最小C 值

(通常取值 0. 001～ 0. 5) ; CN Y (0. 013 0) , 籽粒氮素

含量为0. 013 0 gög; CP Y (0. 006 0) , 籽粒磷素含量

为0. 006 0 gög;W S Y F (0. 100 0) , 最低收获指数 (通

常取值 0～ 0. 2) ; PS T (0. 60) , 病虫草害对产量影响

因子 (通常取值 0. 05～ 1. 0) ; CO SD (3. 00) , 种子单

价 3. 00 ＄ökg; PR Y (300. 00) , 谷子单价 300. 00

＄öt; W CY (0. 05) , 籽粒含水量; B N 1 (0. 045 0) , 作

物出苗期植株N 素吸收参数 (植株体含量 gög, 通常

取值 0. 04～ 0. 06) ; B N 2 (0. 030 0) , 作物生长中期

植株 N 素吸收参数 (植株体含量 gög, 通常取值

0. 015～ 0. 03) ; B N 3 (0. 010 0) , 作物成熟期植株N

素吸收参数 (植株体含量 gög, 通常取值 0. 01～

0. 27) ; B P 1 (0. 006 0) , 作物出苗期植株 P 素吸收参

数 (植株体含量 gög, 通常取值 0. 006～ 0. 009) ; B P 2

(0. 002 5) , 作物生长中期植株 P 素吸收参数 (植株

体 含 量 gög, 通 常 取 值 0. 002～ 0. 005 ) ; B P 3

(0. 001 5) , 作物成熟期植株 P 素吸收参数 (植株体

含量 gög, 通常取值 0. 001 5～ 0. 003 5) ; BW 1

(0. 660) , 生长作物 (直立)的风蚀因子 (通常取值0. 4

～ 3. 5) ; BW 2 (0. 700) , 死去作物 (直立) 的风蚀因子

(通常取值 0. 4～ 3. 5) ; BW 3 (0. 320) , 平铺残茬的风

蚀因子 (通常取值 0. 2～ 3. 5) ; ID C (4) , 作物类别代

码, 1 为一年生喜温豆类, 2 为一年生喜凉豆类, 3 为

多年生豆类, 4 为一年生喜温作物, 5 为一年生喜凉

作物, 6 为多年生作物, 7 为树木; FR S T 1 (5. 010) ,

生物量遭受霜冻曲线参数, 当温度达到零下 5 ℃时,

作物生物量损失 1. 0% ; FR S T 2 (15. 050) , 生物量遭

受霜冻曲线参数, 当温度达到零下 15 ℃时, 作物生

物量损失 5. 0% ; W A V P (7. 0) , 与水汽压差有关的

光能利用效率参数 (通常取值 6～ 8) ; V P T H (0. 5) ,

临界水汽压差 (kPa) ; V PD 2 (4. 80) , 当水汽压差达

到 4 kPa 时, 气孔导度为 0. 80; RW PC 1 (0. 400) , 出

苗时根重系数; RW PC 2 (0. 200) , 成熟时根重系数。

4. 2　黄土高原作物参数数据库组建

EP IC 模 型 U 5300 的 作 物 参 数 文 件 U S2
DA CRO P. DA T 中包含了 70 余种大田作物、园艺

作物、草原牧草和树木的生长参数, 这些参数值是对

美国主要类型作物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总结和模拟

验证后确定的,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本研究以该文件参数值为主要依据, 根据我国以及

黄土高原地区作物科学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

验[13～ 21 ], 通过不断重复模拟验证的方式逐步修订了

各种作物的参数数值, 生成了黄土高原作物参数文

件 U SERCR P1. DA T。在黄土高原作物参数文件

中, 修订了冬小麦、春小麦、春玉米、谷子、大豆、紫花

苜蓿、苹果、松树等黄土高原主要作物与树木, 以及

天然草场的作物参数。另外, 增添了黄土高原主要造

林树种柠条和刺槐生长参数的成分 (表 2)。

5　EP IC 模型耕作与肥料数据库简介

EP IC 模 型 的 农 作 机 械 耕 作 参 数 文 件

CLA ST ILL. DA T 中包含了 58 种机械耕作与管理

措施, 包括播种、移栽、施肥、喷药、除草、耙地、中耕、

培土、起垄、开沟、翻耕、旋耕、凿耕、深松、收获、割

晒、打捆、打包、秸秆砌碎、清理、杀死、焚烧、砍伐、放

牧、修剪等 25 种不同的农作机械作业项目、管理措

施及其复合配套作业[2 ]。每一项耕作作业采用设备

(或措施)名称、作业成本 (＄öhm 2)、作业混合效率、

作业后的地表粗糙度 (mm )、耕作深度 (mm )、垄高

(mm )、垄间距 (m )、沟深 (mm )、沟间距 (m )、作业代

码、收获效率、超额收获系数、作业时土壤被压紧比

例等 13 个变量来描述其作业的特征与效果。在农田

作物生产管理模拟研究中,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耕作

措施和作业时期完成相应的管理工作。

此外, 在 EP IC 肥料数据库中, 肥料参数文件

FER T 5300. DA T 中包含了 17 种不同的家畜厩肥、

家禽粪肥等有机肥, 以及 15 种商品性无机化肥中矿

质N、矿质 P、有机N、有机 P、氨态N 等养分形态含

量的参数, 在模拟施肥时用来计算肥料中的有效养

分含量。在作物生产管理模拟中,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肥料种类、施肥数量和施肥时期完成施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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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土高原 EP IC 模型中有关作物参数

T able 2　EP IC model crop param eters on the loess p la teau region

参数
Para2

m eters

冬小麦
W inter
w heat

春小麦
Sp ring
w heat

春玉米
Sp ring
m aize

春大豆
Sp ring

soybean

春谷子
Sp ring
m illet

紫花苜蓿
A lfalfa

苹果
A pp le

tree

松树
P ine
tree

柠条
Peash rub

tree

刺槐
A cacia

tree

天然草场
Pastu re

CPN M WW H T SW H T CORN SO YB FM IL AL FA A PPL P IN E SHRB A CA C RN GE

W A 30. 0 30. 0 40. 0 25. 0 35. 0 20. 0 30. 0 16. 0 5. 0 15. 0 30. 0

H I 0. 40 0. 40 0. 50 0. 30 0. 35 0. 01 0. 10 0. 75 0. 75 0. 70 0. 01

TB 15. 0 15. 0 25. 0 25. 0 25. 0 15. 0 22. 0 20. 0 20. 0 20. 0 25. 0

T G 0. 0 0. 0 8. 0 10. 0 5. 0 1. 0 6. 0 2. 0 5. 0 5. 0 3. 0

DM L A 6. 0 6. 0 6. 0 5. 0 6. 0 5. 0 5. 0 5. 0 1. 5 5. 0 5. 0

DL A I 0. 90 0. 80 0. 80 0. 90 0. 85 0. 90 0. 99 0. 15 0. 99 0. 99 0. 99

DL A P 1 25. 15 15. 01 15. 05 15. 10 15. 01 15. 01 10. 15 10. 50 5. 05 5. 05 15. 010

DL A P 2 85. 95 50. 95 50. 95 50. 95 50. 95 50. 95 50. 75 25. 99 40. 95 40. 95 50. 950

RL A D 1. 0 1. 0 1. 0 1. 0 1. 0 0. 5 1. 0 0. 5 1. 0 1. 0 1. 0

RBM D 1. 0 1. 0 1. 0 1. 0 1. 0 0. 5 1. 0 1. 0 1. 0 1. 0 1. 0

A L T 2. 0 2. 0 3. 0 3. 0 5. 0 3. 0 5. 0 1. 0 5. 0 5. 0 4. 0

GS I 0. 007 0 0. 007 0 0. 007 0 0. 010 0 0. 012 0 0. 010 0 0. 005 0 0. 005 0 0. 005 0 0. 005 0 0. 005 0

CA F 0. 85 0. 85 0. 85 0. 85 0. 75 0. 85 0. 85 0. 85 0. 85 0. 85 0. 85

SDW 90. 0 90. 0 25. 0 35. 0 7. 5 15. 0 80. 0 80. 0 80. 0 80. 0 5. 0

H M X 1. 20 1. 20 2. 00 0. 80 1. 50 1. 50 4. 50 20. 00 6. 0 15. 0 1. 0

RDM X 3. 00 2. 00 3. 00 2. 00 2. 00 6. 00 8. 00 10. 00 6. 00 8. 00 3. 00

W A C2 660. 39 660. 39 660. 44 660. 31 660. 40 660. 25 660. 20 660. 20 660. 20 660. 20 660. 33

CVM 0. 030 0. 030 0. 200 0. 200 0. 200 0. 010 0. 001 0. 200 0. 001 0. 001 0. 050

CN Y 0. 023 4 0. 023 4 0. 017 5 0. 065 0 0. 013 0 0. 025 0 0. 001 89 0. 001 5 0. 001 5 0. 001 5 0. 023 4

CP Y 0. 003 3 0. 003 3 0. 002 5 0. 009 1 0. 006 0 0. 003 5 0. 000 44 0. 000 3 0. 000 3 0. 000 3 0. 003 3

W S Y F 0. 200 0. 200 0. 300 0. 220 0. 100 0. 010 0. 050 0. 750 0. 750 0. 700 0. 010

PS T 0. 60 0. 60 0. 60 0. 60 0. 60 0. 60 0. 60 0. 60 0. 60 0. 95 0. 60

COSD 1. 80 1. 80 2. 50 3. 00 3. 00 5. 00 3. 00 3. 00 3. 00 3. 00 0. 30

PR Y 120. 00 120. 00 100. 00 370. 00 100. 00 70. 00 1 000. 00 1 000. 00 1 000. 00 1 000. 00 20. 00

W CY 0. 120 0. 120 0. 150 0. 130 0. 050 0. 100 0. 840 0. 010 0. 010 0. 010 0. 100

B N 1 0. 060 0 0. 060 0 0. 044 0 0. 052 4 0. 045 0 0. 050 0 0. 006 0 0. 006 0 0. 020 0 0. 020 0 0. 060 0

B N 2 0. 023 1 0. 023 1 0. 016 4 0. 026 5 0. 030 0 0. 030 0 0. 002 0 0. 002 0 0. 010 0 0. 010 0 0. 023 1

B N 3 0. 013 4 0. 013 0 0. 012 8 0. 025 8 0. 010 0 0. 020 0 0. 001 5 0. 001 5 0. 008 0 0. 008 0 0. 013 4

B P 1 0. 008 4 0. 008 4 0. 006 2 0. 007 4 0. 006 0 0. 007 1 0. 000 7 0. 000 7 0. 000 7 0. 000 7 0. 008 4

B P 2 0. 003 2 0. 003 2 0. 002 3 0. 003 7 0. 002 5 0. 004 2 0. 000 4 0. 000 4 0. 000 4 0. 000 4 0. 003 2

B P 3 0. 001 9 0. 001 9 0. 001 8 0. 003 5 0. 001 5 0. 002 8 0. 000 3 0. 000 3 0. 000 3 0. 000 3 0. 001 9

BW 1 3. 390 3. 390 0. 433 1. 266 0. 66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BW 2 3. 390 3. 390 0. 433 0. 633 0. 70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BW 3 1. 610 1. 610 0. 213 0. 729 0. 32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3. 390

ID C 5 5 4 1 4 3 7 7 7 7 6

FR S T 1 15. 20 10. 050 5. 010 5. 010 5. 010 5. 010 15. 010 15. 001 15. 010 15. 010 5. 010

FR S T 2 25. 500 15. 150 15. 950 15. 950 15. 050 15. 950 25. 050 25. 002 25. 050 25. 050 15. 100

W A V P 6. 0 6. 0 8. 0 5. 0 7. 0 4. 0 3. 0 3. 0 8. 0 8. 0 6. 0

V P T H 0. 5 0. 5 0. 50 0. 50 0. 50 0. 50 0. 50 0. 50 1. 0 1. 0 0. 50

V PD 2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4. 75

RW PC1 0. 40 0. 40 0. 40 0. 400 0. 400 0. 400 0. 400 0. 400 0. 400 0. 400 0. 400

RW PC2 0. 20 0. 20 0. 20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6　EP IC 模型的径流曲线代码简介

在 EP IC 模型中采用 SCS 径流曲线方法估算径

流, 用户必须输入径流曲线代码CN 2, 用以描述土

壤特有的水文学特征 (水文学分组)、与入渗有关的

地表状况、影响水分入渗的作物类型和所用的水土

保持措施等。在土壤水文学分组中,A 组为低径流

潜力土壤, 在完全湿润下也具有高的入渗速率, 主要

由排水性非常高的沙土和石砾组成, 具有高的水分

传输速率; B 组土壤在完全湿润下具有中等的水分

入渗速率, 主要由土层深厚、排水性良好、质地较粗

的轻壤土组成, 具有中等的水分传输速率; C 组土壤

在完全湿润下具有较慢的水分入渗速率, 主要由存

在阻止水分下渗的障碍层的土壤或质地较细的重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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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组成, 具有较慢的水分传输速率; D 组为高径流潜

力土壤, 在完全湿润下具有非常慢的水分入渗速率,

主要由高膨胀潜力的粘土、永久性高含水量土壤、在

表层或近表层存在粘土层的土壤以及在不透水材料

上的土层较浅的土壤组成, 具有非常慢的水分传输

速率[2 ]。在黄土高原地区, 根据土壤质地的区域分布

特征, 北部风沙区土壤属于A 组土壤, 丘陵沟壑区

土壤属于B 组土壤, 高原沟壑区土壤属于B 组或C

组土壤。根据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作措施和土壤水

文学分组, 可以在用户手册中查到相应的径流曲线

代码CN 2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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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 troduct ion of st ructu re and funct ion s of the EP IC (E ro sion2P roduct ivity Im 2
pact Calcu la to r ) model, T he con struct ion m ethods of daily w eather database, so il p rofile characterist ic

database and crop grow th param eter database fo r EP IC model on the loess p la teau region are discu ssed.

A nd the field t illage opera t ion s, fert ilizer param eters and runoff cu rve num ber of EP IC model are a lso in tro2
duced in the paper. T h is w o rk has la id foundat ion fo r app lica t ion of EP IC model on the L oess P la teau

region.

Key words: EP IC model; database; con struct ion; the L oess P la tea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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