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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室内实验对沃特多功能保水剂在黄土高原主要类型土壤持水性能及保水作用的研究�结果表
明：该保水剂在土壤持水方面�对黑垆土效果最明显�持水性均高于对照。而对 土和黄绵土来讲�效果不太明显。
但在土壤导水方面�黄绵土的改善效果最明显�饱和导水率随保水剂用量的增多而增大；对黑垆土导水率的提高也
有一定的作用；对于 土来讲饱和导水率在施入保水剂后反而降低。在土壤抗蒸发方面�保水剂抗蒸发作用明显�
随用量的增多而各土壤的蒸发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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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水剂是一种交联密度很低、不溶于水、高水膨
胀性的吸水力特别强的高分子聚合物［1�2］。它是土
壤的良好胶结剂�它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即能促进团
粒的形成�又能蓄水保墒［2�3］。

保水剂的生产和消费集中在发达国家�已占土
壤聚合物市场的95％以上。欧盟诸国尽管水土流
失并不严重�但他们对土壤的侵蚀控制非常重视�因
而也与美国、澳洲和中东地区诸国一样使用 PAM。
我国保水剂研究和应用一直未曾停止过�但未能真
正打开局面�原因可能有：化工部门只是研制了交联
的聚丙烯酸盐�它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水剂�对种
子发芽、出苗有一定的副作用�且反复吸收水的能力
差；追求高吸水倍率而不顾其凝胶强度和保水性�大
部分国产品不同程度存在上述问题。

沃特高效多功能保水剂是一种高分子功能材

料�能吸收自重500～1000倍的纯水或40～80倍
的生理盐水�具有很强的保水性�而且反复吸收和释
放水分5次后�产品的吸水能力大于其初始吸水能
力的85％。针对西部年降水量平均不足400mm�
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严重的特点�开发系列低
成本、耐盐碱保水材料是当前发展高效农业和治理
中西部生态环境的关键所在。沃特多功能保水剂对
去离子水吸水倍率达到500g／g以上�抗钙、镁离子
性能有一定提高�反复吸水—释水性能优良�产品综
合性能优于有机保水剂产品�并首次采用丙烯酸或
丙烯酰胺与凹凸棒土杂化工艺�合成了沃特有机—
无机复合保水剂�通过中试优化了聚合制备工艺参

数�解决了产品聚合防粘、造粒和干燥等工艺技术难
题�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生产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沃特保水剂成本低�与现有的各种类型保水剂
相比较�沃特多功能保水剂不仅降低了原料成本�而
且可提高作物30％的产量�应用前景广阔。本文的
目的是对沃特多功能保水剂对黄土高原主要类型的

土壤（黄绵土、黑垆土及 土）持水性能方面的研究�
从而为该保水剂对土壤保水、持水方面的作用效果
及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应用提供依据。
1　实验设计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实验材料为：沃特多功能保水剂、黄绵土、黑垆
土及 土。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装土柱法�将保水剂与一定比例的
土（过2mm 筛）混合�装于土柱之内�将土壤与保水
剂混合物装于土柱中间�土柱顶层盖一层土�容重为
1．24g／cm3。持水及导水性实验中保水剂用量：对
照（ck）：0�处理1：10mg�处理2：20mg�处理3：30
mg�处理4：40mg；抗蒸发试验保水剂用量分别为：
对照（ck）：0�处理1：0．16g�处理2：0．32g�处理3：
0．48g�处理4：0．64g。
1．3　实验方法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采用离心机法［4］�饱和导水
率采用恒定水头法［5�6］�土壤抗蒸发实验采用恒温
恒湿法�即将土柱充分饱和之后�放进恒温室�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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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用量保水剂对不同土壤饱和导水率的影响
Fig．5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osage of water
absorbent on soil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3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沃特多功能保水剂在土壤

持水方面�不同的土壤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是由土壤
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对黑垆土效果最明显�持水性均
高于对照。而对 土和黄绵土来讲�效果不明显。
但在土壤导水方面�黄绵土的改善效果最明显�饱和
导水率随保水剂用量的增加而增大�说明该保水剂
适应于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对黑垆土导水率的
提高有一定作用；对于 土来讲饱和导水率在施入

保水剂后反而降低�因为 土本身的胶结剂（有机

质）含量高达2．7％。在土壤抗蒸发方面�保水剂抗
蒸发作用明显�随保水剂用量的增多而蒸发量减少�
与对照相比 土最大蒸发量为53％�黑垆土为
38％�黄绵土为30％。从保水剂对土壤的保水、持
水、导水及抗蒸发性质的改善综合分析�黄绵土最适
宜施用沃特多功能保水剂�其次为黑垆土。

因此�在广阔的黄土高原地区�施用沃特多功能
保水剂�不仅可以将非生育期的大量降雨保存下来�
减少产生径流�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及土壤贫瘠化�
提高土壤生态功能�又可在作物需水时�将保存的水
分释放出去�促进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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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water-conserving ability of multifunctional water ab-
sorbant in different soils on Loess Plateau．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in the aspect of soil water holding capabil-
ity�the absorbant was most effective to Heilu soil�but not clearly effective to Lou soil and loessial soil．In the
aspect of soil water conducting capability�the absorbant was most effective to loessial soil�and the saturated hy-
draulic conductivit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osage of the absorbant；it was also somewhat effective to
loessial soil；but when it was applied to Lou soil�the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was reduced．In the aspect
of soil evaporation resistance�the absorbant was clearly effective to all kinds of soil�and the evaporation rate
tended to reduce with the increase of its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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