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7 卷 第 3 期

1 9 7 9 年 1 1 月

气 象 学 报
A C T A M E T E O R O L O G IC A S IN ICA

V o l
·

3 7
,

N o
·

3

N o v
.

1 9 79

水 面 蒸发 量 的 一 种 气 候学 计 算方法
’

邓 根 云
带 带

(北 京 市 农 科 院 )

提 要

用北京日射站和官厅蒸发站的辐射和蒸发资料对彭曼公式进行订正
,

得出修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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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马 是表示为蒸发量单位的辐射平衡
,

E
。

是由风速和饱和差决定的
“

干燥力
” 。

自由水面的蒸发量 E 可用下式表示

~ 一 尸
乃 = 石

n

一 一二,
。

石

其中 F 是水面向下的热通量
,

在升温季节为正值
,

在降温季节为负值
。

由于缺少水温梯度观

测资料
,

尸不能直接计算
。

本文建议
,

对升温或降温季节分别建立水面蒸发 刀 倚蒸发 势凡

的回归方程
。

得出北京地区各月蒸发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刀一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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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3 E0 一 7
.

0

0
.

9 0 2 E0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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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然条件下的蒸发包括水面的
、

土壤的和植被的蒸发
,

是大气中一个重要的物理或

物理
一

生物过程
,

这对气象学以及各门有关学科均有重要意义
。

关于蒸发量的测定方法
,

曾经提出过器测法
、

经验公式法
、

乱流交换法
、

热量平衡法和水分平衡法等
。

已有的各

种方法未曾区分影响蒸发过程的普遍原因与特殊原因
,

故不同的方法只用于解决不同的

具体问题
,

而未能把各种下垫面的蒸发问题联系起来研究
。

本文从
“

矛盾的特殊性和普

遍性及其互相联结
”

(《毛泽东选集>>2 94 页 ) 的观点出发
,

提出用蒸发势作为控制各种下

垫面的蒸发过程的共同原因
,

并研究了一种用蒸发势计算水面蒸发量的方法
。

二
、

蒸发势的概念

自然界的各种蒸发过程
,

不论是水面
、

土壤或植被的
,

其控制的机制都可以区分为

本文 1 9 7 5 年 7 月 i Z H 收到
.

刘洪顺
、

李淑华同志参加部分资料统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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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
。

一部分是由大气状况决定的
,

例如同是水面的蒸发
,

在不同的天气或气候条件

下差别很大
。

另一部分是由下垫面 自身的状况直接决定的
,

例如在同样的天气或气候条

件下
,

水面
、

土壤或植被的蒸发量就各不相同
。

即便是同一种下垫面例如水面
,

水体的

大小
、

蓄热的多少对蒸发量都有明显影响
,

更不用说土壤的潮湿程度
、

导水能力
、

地下

水埋深以及植被根系的深浅
、

气孔对水汽阻力的大小等等对于土壤蒸发和植被蒸腾的巨

大影响了
。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概念
:

大气中存在一种控制各种下垫面蒸发过程的能力
,

这种能力可称之为蒸发势(Pot
e n ti a l ev

a P o ra ti o
n)

。

它是由大气状况决定的
,

是一个重要

的天气
、

气候特征
。

这种特征是各种蒸发过程的共同原因或根据
,

而任一种具体的蒸发

过程则是由蒸发势和下垫面 自身状况所共同决定的
。

蒸发势一词前人也曾用过
,

但未 曾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
。

通常把它当作水面蒸发量

的同义语
,

但这是不确切的
。

首先
,

水面蒸发量与水体面积有关
,

水体面积越小蒸发量

越大
,

而气象站使用蒸发器测定的蒸发量要比自由水面的蒸发量大得多
。

文献[ 1 ]指出
,

水体面积增大至 20 米
2 以上

,

蒸发量才趋于稳定而接近于 自由水面的蒸发量
。

其次
,

即

便是自由水面的蒸发量
,

仍有与下垫面状况有关的水面下的热传导和水土间热 交 换 问

题
。

因此
,

把蒸发势与水面蒸发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

如何确定蒸发势? “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
,

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
,

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
”

(《毛泽东选集
冲 2 84 页 )

。

我们从水面蒸发过程出发
,

写

出能量平衡方程

H = L E + K 十 尸
,

(1 )

其中H 是辐射平衡
, L 是蒸发潜热

,

E 是蒸发量
,

K 是乱流热通量
,

F 是水面向下的

热通量 (包括水体蓄热的变化和水体与土壤间的热交换 )
。

把上式改写为

L E 一 H 一K 一 F (1 )
a

由上式可以看出
,

蒸发量可以分成两部分
。

一部分属于大气的条件
,

包括辐射平衡H 和

乱流热通量 K ; 另一部分则属于下垫面自身的状况
,

即水面下的热通量 F
。

按照上述

蒸发势的概念
,

可用辐射平衡与乱流热通量之差来定义蒸发势 E 。,

即

L E 。~ H 一K
一 一 1

玫 乃 “二
一

工
一

叨 一人 ) (2 )

人们通常把 (2) 式作为计算蒸发量的简化热量平衡方程
。

其实
,

比较 (2) 式和 (1 )
:

式

就可看出蒸发势和蒸发量并不相等
,

其差值决定于 F 的方向和大小
。

在春夏升温季节
,

热量往下传递
,
尸 > o ,

所以 E 。> E ; 而在秋冬降温季节
,
F < o ,

因此 E 。< E
。

只有

在由升温到降温或 由降温到升温的转折时期
,

或者是以一年为单位时
,

水面下的热通量

F 才等于 。,

蒸发势 E 。才和蒸发量 E 相等
。

三
、

计算蒸发势的彭曼公式

(2) 式具体应用时
,

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一 l
2 立n

=
一二二二

.

石

H
1 十 户

H o

1 + 月
(3 )

其中 H
。一
早

,

即辐射平衡的单位用蒸发量的毫米数表示
,

月为波文比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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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T

口二

户= 少
~ -
万-
以 e

口名

其中 : 为干湿表常数
,

等于不落芳了呱
6 5 毫即

C ; T 为气温
; 。

为水汽压
。

(3 )式

含有温度梯度和水汽压梯度
,

因此单有普通的气候资料还不能算出蒸发势
。

为了克服这

个困难
,

彭曼 (P
e n m a n )〔2

, ”习引入一个称为
“

干燥力
”

(d r yin g Po w e r )的参数 E
。

E
二
二 (

e 二
一

e 、)f (
u )

.

(4 )

上式是利用计算蒸发量的道尔顿经验公式
:

E = (
e 、

一
e : )f (

u ) (5 )

用饱和差(
。 。
一

。己)代替水面与百叶箱高度间的水汽压差 (
。 、

一
。、)作出来的

。

(4) 式和 (5)

式 中
: e 。

是百叶箱高度的饱和水汽压
, 。汉

是百叶箱高度的水汽压
, u

是百叶箱高度 的

风速
, 。 :

是水面的饱和水汽压
。

由(4 )式和 (3) 式联合解得出

E 。=
AH o + 洲E

二

△十 少
(6 )

此即计算蒸发势的彭曼公式
,

其中 △一

斋
为饱和水汽压

一

温度曲线的斜率
。

(6 )式 不

包含专门的梯度观测项 目
,

而且辐射平衡 H 。可以和温度
、

日照
、

水汽压三个要素建立

很好的经验关系
,

因此
,

只要有普通的气候资料便可算出蒸发势 E 。。

四
、

辐射平衡和
“

干燥力
”

的计算公式

写出辐射平衡公式

H = (1 一 a )Q 一 B : (7 )

其中 Q 是太阳总辐射
; a

是反射率
,

对于水面平均取 0
.

05 ; B :
为地面有效辐 射

。

彭

曼
「2 , “〕根据英国和瑞典的资料

,

得出计算 Q 和 B , 的经验公式

Q = Q、(0
.

2 8 + 0
.

5 5 n
/ N )

,

(8 )

丑 : 一 二了
·

含(0
.

5 6 一 0
.

0 8 1 /

可 )(0
.

1 0 + o
.

g o n
/万 )

,

(9 )

其中 Q A
为理论太阳辐射

,

n/ N 为 日照百分率
, o- 为斯捷藩

一

波尔兹曼常数
, T 。

为气温
,

e 、为水汽压 (单位用毫巴 )
。

彭曼给出的计算
“

干燥力
”
E

二

的公式为

E
二
= 0

.

2 6(
e 。

一
。d )(1 + 0

.

s u ) (10 )

其 中风速 u( 百叶箱高度的 )的单位用米 /秒
。

将以上一组计算辐射平衡和
“

干燥力
”

的经

验关系用于公式 (6) 中
,

我们简称为彭曼原式
。

文献 [ 4
, 5 ] 曾用此计算过我国各月蒸发势

并进行干湿区划
。

由于过去没有辐射平衡和大型蒸发池的实测资料
,

对用彭曼原式的计

算结果尚未进行过检验
。

目前已有这方面的资料
,

可进行检验并建立适于我国的计算辐

射平衡和
“

干燥力
”

的经验关系
。

1
.

计算太阳总辐射的经验公式

太阳总辐射的经验关系
,

通常取以下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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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Q, (a + b n / N )或

Q = Q 。(a 。+ b。n / N )
,

其中
,

Q。是晴天可能总辐射
。

由于 Q 。
需用统计方法确定

,

比较繁琐
,

且两次统计会增

大误差
,

所以我们用前一种形式
。

用北京 日射站 1 9 5 9一 1 9 6 8 共 10 年的总辐射资料 (此

10 年内站址固定
,

其余时间站址有变迁 )
,

求出 Q / Q
A
依

n
/ N 的回归方程为 (见图 1 )

心/ Q
, = 0

.

2 6 7 + o
.

5 8 3 n /万
,

(2 1 )

相关系数
r 二 0

.

92 8 * * 水

(
* * .

表示信度水平为 0
.

1% )
,

剩余标准差 5
.

E
.

二 0
.

0 2 5
。·

理论太

阳辐射 QA
由下式计算

〔6〕

QA

s 。为太阳常数
,

取 2
.

0

速度
; t 。

为日出时间
;

;止丘
切

1
, ~

一万犷L“ 0 sln 罗
sln o + C o s

切c o s o s ln 功t o ) ,

卜

卡/ 厘米
“

·

分
; p 为以平均距离为单位的 日地距离 ; 。 为地球 自转

召 。一咐
。为 日出时角

; 切 为纬度
; J 为赤纬

。

算出北京地区(4 0
O

N )

各月 QA
值

,

如表 1 所示
。

表 1 4 。
“

N 各月理论太阳辐射 吼〔卡/ 厘米
昌

旧 ]

11111 222 333 4
... 555 666 777 888 999 1000 1 111

3 8 0 } 5 05 1 fi 7 0 1 8 40 1 9 6 5 1 0 15 ! 9 9 0 1 8 9 0 } 7 3 8 1 5 6 2 } 4 09 1 3 3 4

O/ Q A = 0
.

1 6 7 + o
.

ss3 n
/ N

r = 0
.

9 2 8
⋯

d
.

f
.

= 1 1 8

5
.

E
.

= 0
.

0 2 5

n门曰U叫O己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1
.

0

n
加

太阳总辐射与日照百分率相关图

比较(2 1 )式和 (8 )式可以看出
,

我 们

的结果与彭曼的经验公式很接近
。

左太康

等
〔了〕
曾用 1 9 5 7一 1 9 6 0 三年半的资料 统 计

过太阳辐射经验公式
,

结论是全国不同气

候 区的公式都相近似
,

北京地区的公式为
:

Q = Q。(0
.

2 2 0 + 0
.

7 2 0 n
/ N )

.

(1 2 )

用该文给出的各月晴天可能辐射Q。和理论

辐射 Q武见表 2 )相比
,

其值变化于 0
.

75 一

0
.

8 4 ,

平均为 0
.

7 5
。

按此比值代入 (1 2 )式

得出
:

Q = Q , (0
.

1 7 + 0
.

5 6 n
/ N )

。

(12 )a

比较式 (8 )
、

(1 1 )和 (1 2 )a
,

可见三式都比

较接近
。

表 2 4 0
0

N 各月晴天可能辐射 仇 与理论辐射 Q
,
〔千卡 /厘米

名
·

月〕

“

}
‘

!
2

}
3

!
‘

}
5

}
6

{
7

}
8 一} 兰」止生续生匕立

Q
。

Q
滋

Q
。/ Q、 0

.

7 7 1 0
.

7 8 1 0
.

76

2 7
.

6

D
.

7 5

, 6
‘

。

}
‘3

‘

5

}
’。

‘

2

2 2 “

1
‘了

’

‘
_

}
‘“

’

‘ _

D 7 6 j 0
.

7 吕 】 U
.

匕3

8
.

2

10
.

4

0
。

7 9一匕

阳勺山了,‘弓JCU八U

8一

一bst了几J八11
�八UO曰nJ

拭
一

沼任

OU
.
1八6

⋯
,工J任n�

,上,工一

八曰

注
占Rc汽

⋯
O目,上八曰

曰.上

翁笃鸣
〔8 习
也曾用 1 9 5 7一1 9 60 年 的资料统计过太阳总辐射的经验关系

,

认为不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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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区差别较大
。

华北地区的公式为

Q二 Q , (0
.

1 0 5 + 0
.

7 0 8 n
/ N )

.

考虑到该文采用太阳常数为 1
.

9 卡/ 厘米
2

·

分
,

为了便于比较
,

2
.

0 卡/ 厘米
2

·

分
。

则(1 3) 式应改写为

Q = Q、 (0
.

1 0 0 + 0
.

6 7 3 n / N )
.

上式与式 (8 )
、

(1 1 )
、

(1 2 )
a

比较起来
,

系数
a
显著偏小

,

系数

集了各国计算太阳辐射的经验公式的系数
a
和 b ,

以供分析比较
。

(1 3 )

把它折算成太阳常数 为

(1 3 )a

b 则显著偏大
。

表 3 汇

表 3 各 国 使 用 的 经 验 系 数
a ,

b 值

参考文献

2 2

2 5

1 8

5 4

5 4

5 5

美国
,

弗吉尼亚

澳大利亚
,

堪培拉

英国
,

罗森斯特德

瑞典
,

斯德哥尔摩

日本
,

东京

由雅加达(6
“
S )到费尔班克(6 5

“

N )共 32 个站的平均结果

〔9 〕

仁1 0〕

〔2 〕

[ 1 1口

〔12口

〔13〕

2
.

计算地面有效辐射的经验公式

用北京 日射站 19 6 4一1 9 6 5 两年资料
,

按布朗特公式
仁“ 〕

刀: = 二T 盒(a 一石丫瓦) (。 + 己二/万 )

建立经验关系
。

由于资料缺测较多
,

用累计 10 天的资料作为一个样本点
,

得到回归方程为

云
z / o- r 轰(0

.

3 0 + o
.

7 o n
/ 万 ) = 0

.

3 2 一 0
.

0 2。丫瓦
,

(1 4 )

相关系数
r
- 一 0

.

7 4 4 * . 书

(见 图 2 )
。

由式(1 1) 和 (1 4) 得出
,

计算辐射平衡的经验公式为

1 。 _ _ _ _
, _ _ _ _

_ _ _ _ , _ _ 、

_
, _ _ _ _ _ _ ,

一
、

月 。= 下下 LU出 勺 甲连LU
.

1 6 了十 U
。

6 吕3 n / ZV ) 一O’里通(0
.

3 2 一 0
。

0 2 6 下 e 汉 ) (0
.

3 0 + 0
。

7 0 n 月丫 ) }

洲
_

(7 )
a

3
. “

干燥力
”

E
。

的计算公式

用官厅蒸发站 20 米
2
蒸发池 19 6 4一 1 9 7 0 年的月蒸发量 E

,

水汽压差
e ‘

一
。、 ,

风标

高度的风速
u ,

建立回归方程 (见图 3 )

左/
e 、一

e : = 0
.

1 3 + 0
.

i o u ,

(2 5 )

相关系数
r = 0

.

8 9 4 水 * 。

由此得
“

干燥力
”
E

二

的计算公式为
.

E
二
= 0

.

1 3 (
e 召
一

e d )(1 + 0
.

7 7 u ) (1 6 )

彭曼用以计算 E
二

的 (1 0) 式中
, u

为百叶箱高度的风速
。

为了和(1 6) 式相比较
,

按

风速随高度变化的关系取
/

/ 二 1 \, l了

“ l/ “ 2 一气—
J

\ 9 2 /
则百叶箱高度的风速约等于风标高度的风速的 3 / 4

。

所以用风标

高度的风速
,

则(1 0) 式应改变为

E
。
= 0

.

2 6 (
e 二
一 。 d )(1 + o

.

3 8 u ) (1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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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尹

l
护汀刀

尝\州卜
.

。十的
.

。�确J户时

它/e
‘一 eu. = 0.

r = 0
.

8 94⋯
d ‘f = 4 1

V

又厂 2
· 0 以 3

·

0 4
·

0 5
·

o !

图 2 有效辐射与温
、

湿
、

日照百分率相关图 图 3 蒸发量经验公式

比较( 1 0 ) a 式 和 ( 1 6) 式得出
,

在风速小于 50 米 /秒的范围内
,

( 1 0 )
a
式计算的结果都偏大

,

风速越小偏差越大
;
在风速为 2一 3 米 /秒时

,

( 1 0 ) a 式计算的 E
。

偏大约 30 %一 4 0%
。

综合以上结果
,

我们得到修正后的蒸发势计算公式包括以下一组方程

{
E 。=

△H 。+ 少E
a

△十尹

。。一

矗
: 0

·

9 5 Q A (“
·

‘6 7 + ”
·

5 8 3

E
。
= 0

.

1 3 ( e 。 一 e 汉) ( 1 + o
.

7 7 u )
.

n
/万 ) 一 o- T 含( 0

.

3 2 一 0
.

0 2 6 丫瓦 ) (0
.

3 0 + o
.

7 o n
/万 )〕

五
、

蒸发势计算结果比较

用官厅蒸发站 1 9 6 5 年的蒸发量资料 (见表 4 )
,

和彭曼 原式及我们作出的 修正 式

计算的蒸发势相比较
。

由图 4 看出
,

不论原式或修正式在 8 月以前蒸发势均大于蒸发量
,

8 月以后则小于蒸发量
。

这与前面论述过的升温季节蒸发势应大于蒸发量
,

降温季节应

小于蒸发量的规律相符
。

原式与修正式计算结果相比
,

在秋季非常接近
,

春夏季则原式

计算结果显著偏高
。

从 4一10 月的总和来看
,

原式计算的蒸发势比蒸发量大 6
.

6 %
,

而

修正后计算的蒸发势只比蒸发量大 0
.

2%
。

由于 n 一3 月主要是冰冻期
,

蒸发量很小
,

因此 4一 10 月的蒸发量接近于年蒸发量
。

而全年的总蒸发势应与年蒸发量相等
,

所以修

正后的公式比原式的准确度有显著提高
。

容易看出
,

原式的误差主要是春季结果偏大
,

而春季偏大的原因则是空气干燥
,

饱和差大
。

因而原式计算的
“

干燥力
”
E

。

偏大
,

夸大了

影响蒸发的动力因子
。

用湿润气候地区的重庆蒸发站的资料比较 ( 图 5 和表 5 )
,

结果表明
,

原式算出的年

总蒸发势比年蒸发量大 15 %
,

而修正后的公式计算结果比年蒸发量小 4
.

9%
,

也比原式
.

淮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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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2 00 r

毫米
Z00 r

‘ ~
. 。

⋯性

. - 一 一门.

燕发势(彭垦原式)

蒸发势(修正公式)

1816141210ao.6

4 0
劝犷葫

图 4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各月蒸发量与蒸发势比较

(19 6 5 年
,

官厅 )

图 5 各月蒸发量与蒸发势比较

( 1 9 6 0 年
,

重庆)

表 4 官厅 19 6 5 年 4一 10 月的蒸发势与蒸发量 (毫米)

月 10 合 计

尸a
.

7.0�勺自OUt了R�E 1 1 0
.

5

1 1 8

1 17

15 2
.

3

18 0

1 7 0

1 6 1
。

0

1 8 2

1 64

1 6 4
.

1

凡(原式 )

E0 (修正式 )

19 1

1 7 1

1 5 5
.

5

1 7 6

1 5 2
.

7

1 3 3

1 60 1 3 2

9 9 3
.

6

1 0 5 9

9 96

表 5 重庆 19 6 0 年各月的蒸发势和蒸发量 (毫米 )

月 1 2 1 全年

l

叫叫州E 6 5 7 2 2 7
.

9 9 0 3
.

0

黑
E0 (原式 )

凡 (修正式 )

8 1 1 0 1

6 9 8 l

77777 888

六
、

蒸发量的气候学计算方法

前面讨论了影响各种下垫面蒸发过程的共同原因即蒸发势的概念
,

并由水面蒸发过

程出发探讨 了蒸发势的计算方法
。

这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 “

当着人们已经认识

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
,

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
,

继续地向着 尚未研究 过的或尚

未深人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
,

找出其特殊的本质
,

⋯⋯
”

(<< 毛泽东选集
》

卫8 5 页 )
。

由( 1 ) a 式和 ( 2 )式得到

_ _ 尸
石 = 石 n

一气尸
石

(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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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蒸发量等于蒸发势减去水面向下的热通量
。

由于 F 是依季节有规律的变化的
,

在升温

季节 尸> O ,

降温季节 F < 0 ,

温度转折的月份 (1 月和 8 月 )F 一 O
。

所以
,

解决蒸发量

的计算问题可以有两条途径
:

一是直接测定 尸
,

但这最少要有两个深度的水温观测
,

而

目前还缺乏此项资料
;
二是不直接计算夕

,

只把它当作随机项
,

用统计方法分别建立升

温季节和降温季节 E 和 E 。的经验关系
。

我们用官厅 19 6 4一1 9 7 0 年 20 米 ,
蒸发池 的 资

料
,

分别作出 4一 7 月
, 9一 10 月以及 8 月的 E 倚 E 。的回归方程及其相关 系 数 (见图

6 , 7 )
4一7 月 五= 0

.

9 63 E 。一 7
.

0 二二 0
.

9 51
* * ,

g一1 0 月 五= 0
.

9 0 2 刀 。+ 2 6
.

0 二
二 0

.

9 5 7 ‘ * *

s 月 五= 刀 。 二二 0
.

9 6 0 * * *

用上式计算 1 9 6 4一 1 9 7 0 年各月的蒸发量(用 E
e , t
表示 )

,

和 20 米
2 池的实测值 E 相比较

(图 8 )
,

相关系数提高到 0
.

9 6 7 * * 水 。

用上述方法计算水面蒸发量的精度
,

由图 8 的剩余

标准差估计
,

算出 5
.

刀 = 6
.

9 毫米
,

相对误差 5 %
。

兴砚山

60 ‘城产有一俞 1 00 1 1 0 1 2 0 1 3Q 14 0 15 0

E
。

毫米

图 6 春季各月蒸发量(E )与蒸发势(E O) 相关图 图 7

9

飞毫米

秋季各月蒸发量(E )与蒸发势 (E0 )相关图

比较图 8 和图 3 可以明显看出
,

用上述方法即先算出蒸发势再计算蒸发量的方法
,

比简单的经验公式—
道尔顿公式的准确度有显著的提高

。

七
、

结 果 讨 论

1
.

蒸发势是支配不同下垫面蒸发过程的共同原因或根据是一个重要的 气候 特 征
。

蒸发势虽不能用仪器简单的直接测定
,

但可以用气温
、

湿度
、

日照
、

风速等普通的气候

资料计算出来
。

我们用官厅蒸发站的资料
,

修正了计算蒸发势的彭曼公式
,

提高了计算

精度
。

建议把蒸发势作为常规的气候要素之一进行整编计算
。

2
.

目前气象台
、

站使用的小型蒸发皿观测的资料比自由水面的实际蒸发大得多
,

而

要能够代表自由水面的蒸发量
,

则蒸发池面积要增大到 20 米
2 。

但设置 20 米
2
蒸发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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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曰1兴研闺1

E e s七毫米

图 8 月蒸发量实测值(E )与计算值(及st) 的比较

行蒸发观测
,

不论建造
、

维修和 日常测定都比较困难
,

因而建立有相当密度的大型蒸发

池的观测网实际上不易办到
。

建议采取大型蒸发池直接测定和相关公式计算法两种方法

点面结合
:

(1) 在每个大的气候区域选有代表性的台站设置 20 米
2
蒸发池作为一级蒸发

观测网
,

其观测资料并用以建立和校正该气候区的用蒸发势计算蒸发量的公式
; (2 ) 普

通台站用蒸发势与蒸发量的相关公式计算当地的水面蒸发量
。

3
.

土壤蒸发和植被蒸发都受蒸发势的支配
,

因此农田蒸发的研究应该和蒸发势联系

起来
,

才能进一步揭示作物需水量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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