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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蒙古东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但气象站点偏少，相关气象资料匮乏，应用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
计算 ＥＴ０在多数地区相对困难。依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典型气象站点（通辽气象站）１９７４—２０１３年４０年气象资料，以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作为标准，以ＦＡＯ１７Ｐｅｎｍａｎ法、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法、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法
分别对 ＥＴ０进行计算，就其与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法和Ｐｒｉｅｓｔ
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的计算结果要明显高于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计算所得的结果，不适合内蒙古东部地区应用；ＦＡＯ１７
Ｐｅｎｍａｎ法结果与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相关性最好，但是４—９月份相对误差较大；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法结果最接
近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相对误差＜１９％，Ｒ２＞０．９２），计算简单且所需气象资料最少，更适宜内蒙古东部地区
缺测气象条件下 ＥＴ０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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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但该地区水资

源不足，严重制约了其粮食生产能力，针对该地区参

考作物腾发蒸腾量（ＥＴ０）的研究，有助于大幅度提
高其水资源利用效率［１］，使其土地资源与光热资源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ＥＴ０的获取是计算作物需水量
的关键［２－４］。国际粮农组织（ＦＡＯ）推荐采用 ＦＡＯ５６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作为计算 ＥＴ０的标准方法，由
于该方法较全面地考虑了影响作物蒸发、蒸腾的各

种因素，并且在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的不同地区均取

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但由于内蒙古东部地区气象

站点有限，气象资料匮乏，应用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
ｔｅｉｔｈ法相对困难，需采用一种所需资料少且计算精
度较高的替代方法［５－７］。通辽市是内蒙古节水增量

计划实施的重点地区，为此本文选择通辽市１９７４—
２０１３年 ４０年间逐日气象资料，以 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法为标准方法，分析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ＦＡＯ
１７Ｐｅｎｍａｎ、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法和 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
法 ＥＴ０计算结果与其相关性，评价各方法的适用
性，为缺测气象数据条件下内蒙古东部地区 ＥＴ０适
宜计算方法的选取提供依据［８－１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计算所涉及的气象资料来自国家气象资料中

心，包括通辽市气象站（区站号５４１３５）１９７４—２０１２年
逐日气象资料，计算方法如下：

（１）ＦＡＯ５６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ＦＡＯ５６ＰＭ
法）［１１－１４］：

根据重新定义的 ＥＴ０概念，ＦＡＯ提供了新的
ＥＴ０计算式，即：

ＥＴ０＝
０．４０８（Ｒｎ－Ｇ）＋γ

９００
Ｔ＋２７３ｕ２（ｅｓ－ｅａ）

Δ ＋γ（１＋０．３４ｕ２）

（１）
式中，ＥＴ０为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ｍｍ·ｄ－１）；Ｒｎ为
冠层表面净辐射（ＭＪ·ｍ－２·ｄ－１）；Ｇ为土壤热通量
（ＭＪ·ｍ－２·ｄ－１）；Ｔ为平均气温（℃）；ｕ２为高度２．０ｍ
处风速（ｍ·ｓ－１）；ｅｓ为饱和水汽压（ｋＰａ）；ｅａ为实际
水汽压（ｋＰａ）；Δ 为饱和水汽压与温度曲线的斜率
（ｋＰａ·℃－１）；γ为湿度计常数（ｋＰａ·℃－１）。

（２）ＦＡＯ１７ＰＭ法［１１］

１９７９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彭曼修正式
（ＦＡＯ１７Ｐｅｎｍａｎ），该方法需要气温、相对湿度、日照
时数、风速资料，公式如下：

ＥＴ０ｐ＝

ｐ０
ｐ（ａ１＋ｂ１ｕ２）（ｅｓ－ｅａ）＋

Δ
γ
Ｒｎ

ｐ０
ｐ
Δ
γ
＋１．０

（２）

式中，ＥＴ０ｐ 为 ＦＡＯ１７ Ｐｅｎｍａｎ法 得 到 的 ＥＴ０
（ｍｍ·ｄ－１）；ｐ０为海平面气压（ｈＰａ）；ｐ为本站气压

（ｈＰａ）；ａ１＝０．２６，ｂ１＝０．１４；Ｒｎ为冠层表面净辐射
（ＭＪ·ｍ－２·ｄ－１）；ｅｓ为饱和水汽压（ｋＰａ）；ｅａ为实际水
汽压（ｋＰａ）。

（３）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ＰＴ法）［１１］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７２）以平衡蒸发为基础，假设
周围环境湿润的前提下，忽略空气动力学项而得出

的简化方程，该方法由于需要输入参数较少而得到

广泛应用，其公式如下：

ＥＴ０ＰＴ＝ａ Δ
Δ ＋γ

（Ｒｎ－Ｇ） （３）

式中，ＥＴ０ＰＴ为应用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所得的
ＥＴ０（ｍｍ·ｄ－１），α值为经验系数，一般取１．２６；Ｒｎ为
冠层表面净辐射（ＭＪ·ｍ－２·ｄ－１）；Ｇ为土壤热通量
（ＭＪ·ｍ－２·ｄ－１）。

（４）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法（ＩＡ拟合法）［１１］

根据美国湿润地区资料得到的经验公式，该方

法需要气温、日照时数、地理位置资料。

ＥＴ０ＩＡ＝０．４８９＋０．２８９Ｒｎ＋０．０２３Ｔ （４）
式中，ＥＴ０ＩＡ为应用ＩＡ拟合法所得的ＥＴ０（ｍｍ·ｄ－１）；
Ｔ为平均气温（℃）。
（５）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法（ＨＳ法）［１１］

该方法在缺少辐射资料的地区得到广泛的应

用，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估算方法，该方法只需要

气温和地理位置数据。

ＥＴ０ＨＳ＝０．００２３Ｒａ（Ｔ＋１７．８）ＴＤ０．５ （５）
式中，ＥＴ０ＨＳ为应用ＨＳ法所得的 ＥＴ０（ｍｍ·ｄ－１）；ＴＤ
为最高与最低气温之差（℃）；Ｒａ为天顶辐射
（ＭＪ·ｍ－２·ｄ－１），可由温度估算得到；Ｔ为平均气温
（℃）。
１．２ 研究区概况与代表性分析

通辽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北纬 ４２°１５′～４５°４１′、
东经１１９°１５′～１２３°４３′之间 ），年粮食产量占内蒙古
粮食总产量的１／４，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粮食主产区，
平均海拔在１５０～４００ｍ之间，平均降水量在 ２２０～
６５０ｍｍ之间，基本代表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半干旱大
陆性季风气候与沙质冲积平原的地理特点。

１．３ 数据处理

为更好地反映各计算方法在不同降雨频率下的

适用性，依降水保证率的不同，将通辽地区不同年份

划分为干旱水文年、正常水文年和湿润水文年（一般

把保证率为２５％的降雨年份作为湿润水文年，５０％
保证率的降雨年份作为中等水文年，７５％保证率的
降雨年份作为干旱年，而把接近９５％保证率的年份
作为特别干旱年），计算过程如下：

（１）样本数：ｎ＝３０（选用３０ａ降雨数据进行研
究），Ｎ＝５×ｌｇ３０＝５×１．４７７＝７．３８６，取 Ｎ＝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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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最大值 ６６５ｍｍ（１９９０年），取 Ａｍａｘ＝６８０；最小值
２１７．５ｍｍ（２００６年），取 Ｂｍｉｎ＝２００。

Ｄ＝
Ａｍａｘ－Ｂｍｉｎ

Ｎ ＝６０ｍｍ （６）

组界：上限６８０ｍｍ，下限２００ｍｍ。第１组至第８
组组界分别为６７９～６２０ｍｍ，６１９～５６０ｍｍ，５５９～５００
ｍｍ，４９９～４４０ｍｍ，４３９～３８０ｍｍ，３７９～３２０ｍｍ，３１９～
２６０ｍｍ，２５９～２００ｍｍ。

（２）频率的求算
频率是指某一现象在若干次观测或试验中，实

际出现的次数，也被称作频数（ｍ）占观测或试验总
次数（ｎ）的百分比，即：

ｆ＝ｍｎ×１００％ （７）

频率是一个相对数，没有单位，取整数，小数四

舍五入。由于频率是个经验值，需要年限较长（一般

要求２０～３０ａ以上）的资料，这样统计出来的频率
才有代表性。

（３）保证率的求算
保证率的计算就是累积频率的统计，但气象要

素保证的计算有方向性，即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

气候要素的变化特点，确定是求高于或低于某一界

限的保证率。

（４）水文年选取
由保证率计算得出，湿润水文年为降雨量大于

５００ｍｍ·ａ－１；正常水文年降雨量控制在 ４００～５００
ｍｍ·ａ－１；干旱水文年降雨量小于４００ｍｍ·ａ－１。

表１ 不同降水保证率划分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ｒａｔｅ

地区

Ａｒｅａ
组序

Ｏｒｄｅｒｏｆｃｌａｓｓ
上限／ｍｍ
Ｕｐｐｅｒｂｏｕｎｄ

下限／ｍｍ
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

频数

Ｄａｔａ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保证率／％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ｒａｔｅ

通辽

Ｔｏｎｇｌｉａｏ

１ ６７９ ６２０ １ ３．２ ３．２

２ ６１９ ５６０ ２ ６．５ ９．７

３ ５５９ ５００ ４ １２．９ ２２．６

４ ４９９ ４４０ ３ ９．７ ３２．３

５ ４３９ ３８０ ８ ２５．８ ５８．１

６ ３７９ ３２０ ８ ２５．８ ８３．９

７ ３１９ ２６０ ２ ６．５ ９０．３

８ ２５９ ２００ ３ ９．７ １０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方法 ＥＴ０计算结果
用上述 ５种方法分别计算通辽市 １９７４—２０１３

年逐日 ＥＴ０，统计得到多年月平均值，具体结果如表
２所示。由图１可看出，５种方法计算的 ＥＴ０逐月变
化趋势基本相同，但数值大小上存在较显著差异。

不同方法计算出的 ＥＴ０多年月均值在 １—２月及
１１—１２月差值较小，从３月份开始各种方法计算结
果开始产生明显差异，其中５—９月份不同方法的计
算误差较大，个别方法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结果相
比，差值超过２００ｍｍ。

由于ＦＡＯ１７ＰＭ法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各自采用不
同的空气动力项和辐射项，造成两者产生相对误差，

ＦＡＯ１７ＰＭ法结果大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的主要原因是
ＦＡＯＰｅｎｍａｎ法没有考虑土壤热通量的影响，辐射变
化及风速也是引起偏差的原因；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属
于 ＥＴ０计算中的辐射法，采用辐射数据与温度两项
指标，３—１０月辐射较强，导致计算结果（３—１０月份
月均值）偏差较大；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属于温度算法，

只需要最高气温 Ｔｍａｘ（℃）、最低气温 Ｔｍｉｎ（℃）和宇

宙辐射 Ｒａ（ＭＪ·ｍ－２·ｄ－１，可由温度估算得到）３个输
入参数，且该法没有考虑湿度和阴云对 ＥＴ０的影
响，也导致计算结果（３—１０月份月均值）偏差较大；
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法计算的月平均值与 ＦＡＯ５６ＰＭ方
法最为接近，只有在 ５月份略低于 ＦＡＯ５６ＰＭ的月
平均值，这是由于此时（春末、夏初）的气象条件变化

幅度较大，ＩＡ拟合法作为经验公式，当某一个气象
条件有剧烈变化时不能平衡地兼顾计算结果。但综

合考虑，ＩＡ拟合法的计算结果仍较好。综上所述，
在内蒙古缺少气象资料的地区，可以考虑使用 ＩＡ拟
合法代替ＦＡＯ５６ＰＭ方法。
２．２ 不同方法计算的月 ＥＴ０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

结果的相关性

以ＦＡＯ５６ＰＭ为基准，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其它
方法与ＦＡＯ５６ＰＭ的相关性。由表３可知，４种方法
计算结果与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结果的决定系数（Ｒ２）
均大于０．８９，说明在不考虑偏离程度的情况下，各
方法计算结果间的相关性均较好。其中，ＦＡＯ１７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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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不同水文年 Ｒ２均超过０．９６，与ＦＡＯ５６ＰＭ法线
性相关最显著。考虑到相对误差，ＩｒｍａｒｋＡｌｌｅｎ拟合
法的计算结果相对误差均在１９％以内，均为同组中
最小值，且其在正常、干旱水文年的结果优于丰水

年。其次为 ＦＡＯ１７Ｐｅｎｍａｎ法，相对误差在 ４０％左
右。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Ｓａｍａｎｉ法和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法计算相
对误差较大，部分结果甚至大于１００％，不适合在内
蒙古东部地区应用。

表２ 正常水文年５种方法计算的 ＥＴ０月平均值／ｍｍ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Ｔ０（ｍ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ｅａｒ

不同水文年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ｙｅａｒ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
ＦＡＯ５６Ｐ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ＡＯ１７ＰＭ法
ＦＡＯ１７ＰＭ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Ｔ法
ＰＴｍｅｔｈｏｄ

ＩＡ拟合法
ＩＡ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Ｓ法
ＨＳｍｅｔｈｏｄ

湿润水文年

Ｈｕｍｉｄｙｅａｒｓ

正常水文年

Ｎｏｒｍａｌｙｅａｒｓ

干旱水文年

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１ １８．５４ ８．２２ １０．６７ １７．１０ １３．６４

２ ３６．８５ ２６．４２ ３６．５４ ３７．４１ ４４．５４

３ ７４．９３ ８３．１５ １０５．４１ ７５．７４ １１２．２８

４ １３５．９７ １６７．０４ ２１２．００ １０８．１１ ２４４．９４

５ １８０．８１ ２４１．４８ ３１６．６７ １３８．７６ ３４５．３３

６ １６１．７４ ２４０．３０ ３６３．１２ １４７．４０ ３７９．６６

７ １２９．９７ １９８．７３ ３５３．１８ １４２．８１ ３５１．０１

８ １２９．１８ １８４．４９ ３３７．４１ １３８．４４ ３３１．７４

９ １００．７６ １２８．３７ ２１３．３６ １００．９０ ２３６．２１

１０ ７５．０２ ６４．６５ ９７．５６ ６１．９５ １３６．２２

１１ ４１．０３ １９．５０ ２１．６８ ２６．０６ ５０．７４

１２ １９．１３ ４．８２ ４．４５ １１．６８ １７．４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０３．９３ １３６７．１７ ２０７２．０５ １００６．３６ ２２６３．７７

１ １２．５９ ６．９４ １０．８２ １７．３６ ９．０７

２ ２３．８１ ２１．３２ ３２．８１ ３６．８０ ２７．１７

３ ６９．７７ ７６．２７ １０５．８５ ７６．１５ １１２．４１

４ １２５．８１ １５１．８５ １９３．７１ １０４．０２ ２１９．９６

５ １８６．４３ ２４２．１５ ３１２．０３ １３７．２６ ３５５．８２

６ １５８．０１ ２２７．８９ ３６９．３６ １４９．２２ ３７４．１６

７ １５６．７７ ２３１．１７ ４０４．５４ １５８．３０ ３８３．３０

８ １３７．３０ １７２．４０ ３３６．８２ １３８．７１ ３３４．７０

９ １１４．９４ １２０．４２ ２０９．５１ ９９．７９ ２４９．４５

１０ ７４．９１ ５７．６２ ９０．５６ ５９．５７ １３５．０８

１１ ３８．８１ １５．７５ ２１．８５ ２６．４６ ５８．７０

１２ １６．９３ ４．３９ ４．７２ １２．１９ １８．７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１６．０８ １３２８．１７ ２０９２．５８ １０１５．８３ ２２７８．６１

１ ２０．７０ ８．３５ １０．８７ １７．５４ １９．２３

２ ３８．２９ ２６．６４ ３８．３０ ３７．７０ ５１．２６

３ ６５．２８ ６８．５５ １０１．０４ ７４．２３ １０７．４０

４ １１７．９５ １２９．７９ ２０３．０３ １０６．７７ ２２７．３０

５ １８３．７４ ２１９．３９ ３１５．０１ １３８．０７ ３５４．４５

６ １７２．７８ ２２３．２５ ３６８．５９ １４９．０９ ３８６．５４

７ １５１．４５ ２０４．０４ ３８０．４１ １５１．４４ ３８５．８７

８ １４６．０７ １７０．２０ ３３９．７５ １３９．２２ ３４８．７０

９ １１２．５４ １０８．４４ ２０８．３６ ９９．３９ ２５０．３８

１０ ７５．３８ ５４．５８ ９１．３６ ５９．７０ １４１．３２

１１ ３２．２６ １４．９６ ２１．１６ ２５．４５ ４７．８６

１２ １５．８５ ４．３２ ５．１２ １２．０５ １６．７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３２．２９ １２３２．５１ ２０８３．００ １０１０．６５ ２３３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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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水文年情况下５种方法计算的 ＥＴ０月平均值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ＥＴ０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ｙｅａｒ

表３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与４种方法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Ｏ５６Ｐ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４ｍｅｔｈｏｄｓ

不同水文年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ｙｅａｒ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
ＦＡＯ５６ＰＭｍｅｔｈｏｄ

ＦＡＯ１７ＰＭ法
ＦＡＯ１７ＰＭｍｅｔｈｏｄ

ＰＴ法
ＰＴｍｅｔｈｏｄ

ＩＡ拟合法
ＩＡ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湿润水文年

Ｈｕｍｉｄｙｅａｒｓ

正常水文年

Ｎｏｒｍａｌｙｅａｒｓ

干旱水文年

Ｄｒｏｕｇｈｔｙｅａｒｓ

Ｒ２ ０．９６ ０．９０ ０．９３ ０．９５

δ 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１９ ０．７９

Ｒ２ ０．９７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９２

δ ０．３９ ０．７８ ０．１４ ０．８２

Ｒ２ ０．９７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９６

δ ０．３０ ０．７１ ０．１３ ０．８１

注：δ表示不同方法计算结果与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结果的相对误差。

Ｎｏｔｅ：δ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ＡＯ５６ＰＭｍｅｔｈｏｄ．

３ 结 论

本文依据通辽市 １９７４—２０１３年 ４０ａ的气象资
料，以ＦＡＯ５６ＰＭ法为标准，以 ＦＡＯ１７ＰＭ法、ＰＴ法、
ＩＡ拟合法、ＨＳ法为对照分别对 ＥＴ０进行计算，研究
认为：（１）对于内蒙古东部地区，５种计算方法在不
同水文年计算的 ＥＴ０月均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月
均值在５月份达到最大，年初与年尾均较低；ＨＳ法
和ＰＴ法的计算结果要明显高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
所得的结果，不适合内蒙古东部地区应用；ＦＡＯ１７
ＰＭ法的计算结果的线性相关关系在 ４种方法里表
现最好，即不同月份变化趋势与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最接
近，但５—８月份相对误差较大。（２）综合考虑线性
相关与相对误差分析，ＩＡ拟合法的计算结果更接近
于ＦＡＯ５６ＰＭ法计算所得的结果，误差最小，且其计

算相对简单，所需气象资料较少，在内蒙古缺少气象

资料的地区，可以考虑使用 ＩＡ拟合法代替 ＦＡＯ５６
ＰＭ方法。（３）由于研究条件所限，本文未能对
ＦＡＯ５６ＰＭ法和 ＩＡ拟合法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参数
进行率定，对于５月份 ＩＡ拟合法计算结果偏小的问
题，应该对其乘以一个大于１的系数用于校核纠正，
下一步研究应依托大型蒸渗仪等对其参数进一步修

正，有可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致谢：感谢“内蒙古东部节水增粮高效灌溉技术

集成研究与规模化示范”项目组成员对该项目的支

持；感谢内蒙古农业大学研究生王海瑞、河北省水利

科学研究院何蒙对野外试验工作的支持；感谢通辽

市水利技术推广站李鹤、李嘉琪对项目工作的配合

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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