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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地统计学技术对棕壤土典型地块进行了重金属多尺度嵌套空间变异和结构来源分析。选取 ５种反映土

壤污染水平的典型重金属元素铅（Ｐｂ）、镉（Ｃｄ）、汞（Ｈｇ）、铜（Ｃｕ）、铬（Ｃｒ）以及类重金属元素砷（Ａｓ）进行采样检

测。利用克里格法插值拟合，选择最优拟合模型，确定了合理采样间距。结合半方差和分维数分析，研究确定了合

理采样尺度。采取主成分分析和半方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土壤重金属来源，指导农业管理措施。研究表明，

农田土壤重金属主要由成土母质、降水灌溉和农药施肥构成。中等尺度符合半方差模型拟合，变程的范围从 ３１９ｍ

到 ７５２ｍ不等。其中球面模型更适合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拟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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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引言

耕作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对于农田作物的影响日

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其对于食品健康安全和农业

生产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１］
。土壤属性的空间变

异性是指在不同空间位置上存在明显差异变化，且



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是普遍存在的
［２～３］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土壤重金属的变异能造成

作物产量变化甚至作物品质改变
［４～６］

。表层土壤重

金属含量的空间变异可能受成土母质和人为活动来

源影响较多
［７～８］

。人类耕作活动对土壤变异的影响

越来越大
［９～１０］

，而对于土壤重金属的嵌套尺度空间

变异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传统统计学与地统计学相

结合的方法研究空间嵌套多尺度耕作农田土壤重金

属含量的空间变异特征，研究采样点合理分布和数

目，进行地统计分析和空间属性分析，探讨农田土壤

重金属的来源特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概况
研究区域在山东省滨州市农业示范基地的轮作

耕种农田。农田种植小麦和棉花，采用一年两熟的

轮作制，土壤以棕壤土为主，粒径细度主要为砂土颗

粒。施用化肥以有机肥，过磷酸盐和氮肥为主。地

块平均 ｐＨ值 ７５，有机质质量分数 １７％，有效磷
３０５ｍｇ／ｋｇ，速 效 钾 １０３７ ｍｇ／ｋｇ，水 解 性 氮
８０６ｍｇ／ｋｇ，全氮质量分数１２３％，土壤养分具有较
好土壤肥力质量，接近绿色农产品土地适宜要

求
［１１］
。采样区域面积为 ９１５４０８ｈｍ２，属东亚暖温

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雨热同期，四

季分明。区域平均气温 １３７℃，极端气温 １７８～
３８２℃。年平均降水量 ５３７２ｍｍ，年平均日照
２５２６９ｈ。地处东经 １１７°４７′～１１８°０９′、北纬 ３７°１３′～
３７°３６′之间。区域高程在 ７５～１０５ｍ之间，地势
西高东低，北高南低。

１２　样本采集与检验分析
样本于 ２０１２年 １月在冬小麦出苗期采集，用

ＧＰＳ３３２定位，采用网格采样法。采样间距为田间
尺度采集嵌套模式，大粒度空间尺度为 ２ｋｍ×
２ｋｍ，中粒度空间尺度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小粒度空间
尺度为２０ｍ×２０ｍ，每个尺度各采集３０个土样。在
以网格点为圆心、半径分别为５０、５和０５ｍ的范围
内采集０～２０ｃｍ土层５钻土，充分混匀后作为一个
样本，共９０个样本。样本分布如图１所示。另外采
集辅助样本４类各 ５个样本，方式为：尘降（扫取农
田周边无人为影响枝干或窗台，每样本 １００ｇ左
右）；灌溉水 （取自农田周边灌溉渠内，每样本

２００ｍＬ）；雪降（取一次降雪后累积无破坏雪层，每
样本２００ｍＬ）；降水（采用后期补样方式在 ４月雨水
期采样沉积淤泥 １００ｇ）。土样经风干、磨碎及过筛
后，按 ＧＢ／Ｔ１５３３７—２００８标准通则，分别选取对农
田环境危害性强的土壤中重金属 Ｐｂ、Ｈｇ、Ｃｄ、Ｃｒ、Ｃｕ

以及毒性危害类似重金属的类重金属元素 Ａｓ进行
含量检测。采用国家土壤标准物质 ＧＢＷ０７４０３
（ＧＳＳ ３）进行参照检验，检验误差均在 ５％以内。
对采集的水质样本同样进行重金属检测。检测方法：

Ａｓ和Ｈｇ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定，Ｐｂ和 Ｃｄ采用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Ｃｒ和Ｃｕ采用火焰原子吸
收光谱法测定。同时遵照标准对土壤样本作养分检

测：水解性氮（Ｎ）按 ＴＦ／ＪＦ ２３—２００５（碱解蒸馏法）、
有效磷（Ｐ）按ＬＹ／Ｔ１２３３—１９９９（钼锑抗比色法）、速效
钾（Ｋ）按ＬＹ／Ｔ１２３６—１９９９（火焰光度法）和有机质含
量（ＯＭ）按ＮＹ／Ｔ８５—１９８８（重铬酸钾容量法）。

图 １　嵌套采样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用 ＧＳ＋
９０进行地统计学分析，选取最优拟合模型。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和 ｇｅｏｓｔｓ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模
块进行空间拟合验证检验和克里格插值分布制作。

１３１　理论合理采样数
对空间随机分布基础的经典统计学而言，合理

采样数值是指满足一定置信水平要求的抽样样本容

量。在样本满足正态分布的情况下，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
提出的区域随机合理采样公式，即

Ｎ＝ｔ２（Ｃｖ／ｋ）
２

（１）
式中　Ｎ———区域随机合理采样数

ｔ———一定置信水平下的 ｔ分布值
Ｃｖ———变异系数　　ｋ———相对误差

１３２　空间自相关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研究某一变量空间分布特征

的一种常用方法，它可以检测该变量的空间变化是

否存在自相关性
［１２］
。因此，空间自相关是区域化变

量的属性之一。ＭｏｒａｎｓＩ系数是检测变量空间自相
关性大小的有效指标，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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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Ｗｉｊ———研究范围中每一个空间单元 ｉ与 ｊ区
域空间单元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

ｘｉ———变量在空间 ｉ处的值
ｘ———变量 ｘｉ的平均值
ｎ———空间点对数

Ｉ值在１到 －１之间变化，反映了由空间相邻相
似的正相关向空间相邻相异的负相关的过渡

［１３］
。

自相关指标正、负和趋零分别呈现空间极化、空间扩

散和随机分布的特征。

１３３　半方差函数及模型
半方差函数是土壤空间变异研究的关键，反映

了测定区域所考察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变异结构，无

论在确定土壤合理采样数，还是在克里格插值计算

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４］
。

在一个测定区域把所考察的土壤参数看作一个

区域化随机变量 Ｚ（ｙ），ｙ表示测定参数的空间坐
标。Ｚ（ｙ）是样点 Ｚ在位置 ｙ的实测值，Ｚ（ｙ＋ｈ）是
与 ｙ距离为 ｈ处样点的值。区域化随机变量 Ｚ（ｙ）
满足二阶平稳和本征假设，其数学期望未知，协方差

函数 ｃ（ｈ）及变异函数 γ（ｈ）存在，则用于估计半方
差的公式为

γ（ｈ）＝１２Ε
（Ｚ（ｙ）－Ｚ（ｙ＋ｈ））２ （３）

通过半方差公式计算半变异函数值，分别用不

同类型的理论模型拟合。根据得到模型的相关参

数，得到拟合半方差模型。在验证阶段，一般选取残

差平方和（ＲＳＳ）最小、决定系数（Ｒ２）最接近于 １的

模型作为最优拟合模型，并采用交叉验证法修正模

型参数。

１３４　分维数
在多尺度的自然结构中，分维数主要揭示斑块

及斑块组成的景观的形状和面积之间的相互关系，

它反映了在一定的观测尺度上斑块和景观格局的复

杂程度。许多自然界物体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分

形结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相似性，即整体结

构可由其结构单元的反复叠加而形成。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１５］论证了分形几何现象存在于各种
自然系统中，并提出 ＷＭ函数具有分形特征。Ｂｅｒｒｙ
和 Ｌｅｗｉｓ［１６］论证 ＷＭ函数的方差函数或半方差函数
近似在原点与 ｔ４～２Ｄ呈比例，如果分维数 Ｄ＞１５，则
说明变差函数具有自仿射分形特征。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１７］提
出可将这理论结果应用于地统计土壤环境数据的数

据序列。并利用双对数回归公式估算分维数 Ｄ。

Ｄ＝２－ｄｌｇＶ（ｔ）
２ｄｌｇｔ

＝４－ｍ
２

（４）

式中　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维数
ｍ———半方差与抽样间距间双对数回归斜率

即分维数随着半方差对数曲线斜率的增加而减

小，而分维数越小，说明数据的空间依赖性越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重金属基本统计特征
按照统计和空间地统计方法，对样点数据值进

行了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 １　不同尺度重金属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元素
间距

／ｍ

平均值／

ｍｇ·ｋｇ－１
最小值／

ｍｇ·ｋｇ－１
最大值／

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Ｃｖ

Ｋ Ｓ

检验
Ｉ Ｎ

２０ １２９７ ９４ １７０ １９６９ ０１５２ ０２ ０５３１３ １０

Ｐｂ ２００ １６０５ １１０ １９０ ２０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４８ ７

２０００ ２２４１ １４５ ２９５ ４５４０ ０２０３ ０２ －０１３６３ １７

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２ ０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１８００ ５

Ｈｇ ２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２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７０ ７

２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５ ０２５ ００４７０ ０３５３ ０２ －０１３６７ ５１

２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６ ０２２６ ０２ －０１２８４ ２１

Ｃｄ ２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２８ ０３１５ ０２ ０２０２８ ４１

２００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２９６ ０３５０ ０１２ －００１１４ ５０

２０ １９９０ １７００ ２４０ １５１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５ ０３４８８ ２

Ｃｕ 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１９００ ５００ ６３８３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４６ ２５

２０００ ２１８６ ５３９ ３６７ ６４２７ ０２９４ ０１８９ －００４２４ ３６

２０ ５３２３ ４０００ ７００ ７１８６ ０１３５ ０２ ０６０６０ ８

Ｃｒ ２００ ５６６０ ４８００ ７１０ ５５２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２ ０２８６６ ４

２０００ ５８２０ ４３６７ ７５２ ８４９７ ０１４６ ０２ －０１４１８ ９

２０ ４２３ ３４０ ４８００ ０３５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１５ ３

Ａｓ ２００ ４４１ ３９０ ４９００ ０２８８ ００６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１５ ２

２０００ ６７４ ３２５ ７６２５ ０３７７ ００４８ ０２ －００５１０ １

　　注：为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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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置信水平为９５％、相对误差 ｋ为 １０％的情况
下，计算统计水平的合理采样数 Ｎ如表 １所示。基
本符合本研究的采样数要求。从表１可以看出，Ｋ
Ｓ非参数检验也表明，在 ００５检验水平下，土壤各
重金属含量均基本服从正态分布，不必对数据进行

转换。在本研究多空间嵌套尺度上土壤重金属变异

尺度各有不同。土壤各重金属的变异系数 Ｃｖ反映
了随机量的离散程度，也说明了土壤中重金属的富

集强度和富集能力
［１８］
。以 ２００ｍ尺度为例，其中

Ｃｒ、Ａｓ呈现弱变异（Ｃｖ＜０１），而 Ｐｂ、Ｈｇ、Ｃｄ、Ｃｕ则
表现为中等变异（０１＜Ｃｖ＜１）。各重金属变异系
数递增顺序为 Ａｓ、Ｃｒ、Ｈｇ、Ｐｂ、Ｃｕ、Ｃｄ。空间自相关
全局系数 Ｉ除 Ａｓ以外均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具有
不同程度的空间数据分布聚类效果。正相关系数值

递减顺序为 Ｃｒ、Ｃｄ、Ｐｂ、Ｃｕ、Ｈｇ，Ａｓ的负相关可能是
农田耕作措施的不同和农药化肥施用量的差异造成

的
［１９］
。从分析可得出对于相应的空间自相关程度

较强的重金属，可考虑适当增大采样间距。图 ２为
不同尺度下的各元素和重金属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系

数 Ｉ的变化趋势曲线。

图 ２　多尺度自相关全局系数 Ｉ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Ｉ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随着间距的拉大，各元素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

减小。其中 Ｐｂ、Ｈｇ、Ｃｕ、Ｃｒ的自相关变化趋势相近，
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空间依

赖性减弱。Ｃｄ和 Ａｓ的变化趋势不够明显，如主成
分分析（表２）所示，此类元素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产
生了与距离有关的空间自相关性变化。

表 ２　各元素的主成分载荷分析

Ｔａｂ．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元素 第１主成分 第２主成分 第３主成分

Ｐｂ ０７２５ ０２６０ －０３７３

Ｈｇ ０１３３ ０４２９ ０７８９

Ｃｄ ０６５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８７

Ｃｕ ０７２３ －０２２２ ０４８５

Ｃｒ ０６０３ －０６４７ ０１６４

Ａｓ ０４６９ ０７３５ －０３７０

特征值 ２０７２ １２６３ １１７７

贡献率／％ ３４５３０ ２１０４９ １９６１９

２２　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分析
土壤特性元素的空间变异性通常具有方向性。

在地形和地貌以及土壤物理性质等因子的共同作用

下，元素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对于

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方向性而言，可按方向对半

方差图进行观察。如果空间相关性具有方向性，那

么，某一方向的半方差数值将比其他方向上的变化

更快。以 Ｐｂ为例，分别在３种尺度下各方向半方差
值（图３）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其中在
中尺度下０°方向（东 西）和 ９０°方向（南 北）存在

较为明显的半方差值变化差别。小尺度和大尺度的

各向半方差变化趋势较缓慢。值得注意的是，多个

尺度变化过程呈现一种各向异性不明显到明显再到

不明显的变化。小尺度由于间距过小、数值差异不

大，属于微观尺度。大尺度在超出变程范围后，数据

存在着独立随机性，同时受到外界重金属迁移趋势

的影响，变化趋势趋于平缓。对比图４中Ｃｄ的各尺
度半方差趋势变化，Ｃｄ在全局自相关系数变化（图
２）中表现出数据自相关不同尺度趋于随机性的特
征。在图４中同样表现出各向异性不明显到明显再
到不明显的变化，各向异性表明数据空间相关不仅

与距离变化有关，还与方向变化有关，而全局自相关

系数只是表明了总体数据呈现聚集状态的情况。说

明外界因素的普遍影响只是作为白化噪声存在，不

影响空间变异各向异性的趋势性。这需要排除特定

排放点源污染情况，而本研究区域周边未存在明显

特定点源污染。而 Ｃｄ的大尺度各向变异性趋势呈
现两极化趋势，这表明重金属的空间变异变异与施

肥方向有关。本研究中其他重金属也基本表现出了

不同尺度各向异性特征现象。由此看来，中尺度的

变异较能反映农田土壤重金属的各向异性。

２３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特点

半变异函数是距离的函数，对未知点属性的估

值必须建立在空间依赖性基础上，这就要求对试验

半变异函数进行模型拟合。模型拟合的好坏直接决

定了插值的效果，也决定了空间结构分析的可靠

性
［２０］
。

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对土壤重金属总量进行了半

方差分析，表３为各尺度土壤重金属半方差函数特
征值。在最优拟合模型中土壤重金属 Ｐｂ、Ｃｄ、Ａｓ的
空间变异结构可以采用半方差高斯模型进行拟合。

Ｈｇ、Ｃｕ、Ｃｒ的空间变异结构用半方差球面模型进行
拟合。

由表３可看出模型拟合效果，其中 ２００ｍ尺度
的决定系数均大于 ０８以上，Ｈｇ、Ｃｄ和 Ｃｕ分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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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Ｐｂ不同尺度各方向半方差值

Ｆｉｇ．３　Ｐｂ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ａ）２０ｍ　（ｂ）２００ｍ　（ｃ）２０００ｍ

　

图 ４　Ｃｄ不同尺度各方向半方差值

Ｆｉｇ．４　Ｃ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
（ａ）２０ｍ　（ｂ）２００ｍ　（ｃ）２０００ｍ

　
表 ３　土壤重金属半方差函数特征值

Ｔａｂ．３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

元素 间距／ｍ 拟合模型 块金值 基台值 变程／ｍ 基底比／％ Ｒ２ ＲＳＳ ＭＥ ＲＭＳＥ

２０ 高斯 ００１ ３９４ ４１１ ０２５４ ０６２９ ２９３ －００４１２２ １４６１７

Ｐｂ ２００ 高斯 ００１ ３８２ ３２３９ ２６２ ０８３３ ０３１ －００８４ １５８２

２０００ 线性 １１９６ １１９６ １０４４１ １００ ０６９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６９８ １１３４

２０ 球面 １×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３１ ０７３ ０３０６ １１４×１０－９ 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８８

Ｈｇ ２００ 球面 ７×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３１９ ５９３ ０９６０ ２０３×１０－１１ ０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４

２０００ 线性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６ １０４４１ １００ ０６５ ３８１×１０－７ ５２６×１０－４ ００５

２０ 球面 ５×１０－５ ９５×１０－５ １９６ ５２６ ０００２ ７０８×１０－１０ －８２３×１０－５ ０００８２

Ｃｄ ２００ 高斯 ０ ００００２ ４９８８ ０ ０９４９ ３３３×１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８

２０００ 高斯 ００１０３ ０２０９１ ５０１９４ ４９３ ０８１０ ７９７×１０－５ ９６９×１０－４ ０１１７３

２０ 高斯 ０２０３ ２１２１ ２４０８ ９５７ ００１６ ２７２ －００２９５３１ １４１２５

Ｃｕ ２００ 球面 ４３ ５８９４ ４０７ ７３ ０９４８ ５４５ ０３５ ６８６００

２０００ 指数 １５１ ２５２４ １７７０ ５９８ ０００７ １７９ ００２４０９ ４９６３０

２０ 高斯 ２２ ５８６５ ４７９８ ３７５ ０９２１ ９６１ －００４５７ ４６０２１

Ｃｒ ２００ 球面 ６５ ４２６８ ７５２ １５２３ ０８４８ ００２０３ －０１６ ４０９２０

２０００ 线性 ３７４８ ３７４８ １０４４１ １００ ０３１８ ０３５５ ００１９５３ １８５７０

２０ 指数 ００２ ０１３０８ ４３２ １５６ ０３１０ １１８×１０－３ ０００１６０５ ０２７１８

Ａｓ ２００ 高斯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７６９ ３７１８ ０１３ ０８９８ ５６８×１０－５ －０００４８ ０２１９０

２０００ 线性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３８ １０４４１ １００ ０１４６ ６４×１０－４ －４９５×１０－４ ０３８８３

　　注：ＭＥ为平均误差，ＲＭＳＥ为均方根误差。

到了０９６０、０９４９和０９４８。其他尺度的 Ｒ２和 ＲＳＳ
均没有中尺度的理想，说明按照中尺度得出的土壤

重金属空间拟合模型是合理的。其中 ２００ｍ尺度
Ｐｂ、Ｈｇ和 Ａｓ具有较小的块金值，理论变程值都相对

较小。Ｃｄ块金值几乎没有，但理论变程值较大，说
明 Ｃｄ受微观尺度影响较小，母质分布较均匀。Ｃｒ
和 Ｃｕ具有较大块金值，基底比为 １５２３％和 ７３％
高于其他重金属的基底比，理论变程都较大，符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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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的原理。结合之前的自相关全局系数 Ｉ的分
布情况和基底比的值，可以认为本文重金属的采样

间距和分析尺度符合总体空间变异情况。可按照变

程的大小调整相应的采样间距来得到农田空间的研

究尺度。这里总体呈现空间相关密度 Ｃｒ最小，即变
程最大。Ｈｇ和 Ｐｂ空间相关密度最大，变程最小，其
余居中的分布情况。这为农田调查和分析提供了尺

度依据。

以 Ｃｄ为例，３个不同粒度尺度对照分析如图 ５
所示。对小尺度到大尺度过程进行标准化，总体半

方差值的趋势呈现从平缓变化到剧烈幅度变化过

程，变化频率基本保持不变（图５ｂ）。分维数在不同
尺度上表现出由小变大的趋势（图５ｃ），说明元素的
空间依赖性随着尺度的增大而降低。其中从 ２０ｍ
到２００ｍ尺度分维数变化较陡，而 ２００ｍ到 ２ｋｍ分
维数变化趋于直线，这也说明元素的空间依赖性趋

于临界位置，符合半方差拟合模型的参数指标，

２００ｍ尺度适宜。同时注意到在 ３个尺度的克里格
插值预测图中（图５ａ），从景观视角发现不同尺度具
有自相似性，这源于元素半方差函数具有分形几何

特征，造成差异变化的自相似性。

图 ５　多粒度尺度对照图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多尺度克里格插值　（ｂ）多尺度半方差值　（ｃ）分维数

　
２４　空间土壤重金属来源分析

根据计算分析的半方差的拟合模型，按照去趋

势项操作，去除空间干扰因素。进行中尺度 ２００ｍ
空间插值预测，得到对应区域地块的各种重金属空

间拟合预测分布如图６所示。
　　本研究地块区域种植方向为东西方向，重金属
分布图均呈现东西方向的阶梯分布。在农用施肥中

一般过磷酸盐中含有较多的重金属 Ｈｇ、Ｃｄ、Ａｓ、Ｚｎ、

图 ６　中尺度重金属预测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ｃ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
（ａ）Ｐｂ　（ｂ）Ｈｇ　（ｃ）Ｃｄ　（ｄ）Ｃｕ　

（ｅ）Ｃｒ　（ｆ）Ａｓ　（ｇ）ＤＥＭ
　

Ｐｂ，磷肥次之，氮肥和钾肥含量较低，但氮肥中铅含
量较高，其中 Ａｓ和 Ｃｄ污染严重［８］

，分布图中部存

在较高 Ｐｂ、Ｈｇ、Ｃｄ和 Ｃｕ的分布，这与农田肥种类有
对应关系。同时 Ｃｕ的聚集与 ＤＥＭ（图 ６）地势灌溉
和母质聚集有关，Ｃｕ的地球富集量较高，容易出现
聚集现象。Ｐｂ呈现周边较高的分布，这与农田周边
相邻道路因素有关。Ｐｂ、Ｃｒ和 Ａｓ与高程分布形状
较为相符，尤以 Ｃｒ分布最显著，说明 Ｃｒ的分布主要
与成土母质和尘降有关。从图６分布情况可看出农
田土壤重金属分布与农田耕作方向和施肥量有着较

为密切的联系。

从中尺度各种金属在不同步长下的总体半方差

标准化趋势图（图７）中可以看出，Ｐｂ、Ｃｄ以及 Ａｓ存
在着相似的半方差变异趋势。同样，在表 ４中各种
金属的相关系数表现出 Ｐｂ与 Ｃｄ、Ａｓ的相关性较接
近，说明它们受到同一来源的影响是一致的。

图 ７　中尺度半方差标准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ｃｈａｒｔ
（ａ）６种重金属　（ｂ）重金属 Ｐｂ、Ｃｄ、Ａｓ

　
采用中尺度样本的重金属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时，在主成分分析中根据特征值呈现的 ３种主要成
分累计贡献率达到７５１９９％（表２）。第１主成分来
自于土壤岩石的自然风化与侵蚀过程包括尘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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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载荷与重金属比重比例相近。第２主成分根据
辅助样本平均值表（表５）可看出主要来源于农田灌
溉以及降水等作用，在相应的雪降和灌溉水样本中

检验 Ｐｂ、Ｈｇ和 Ａｓ表现出较高的数值，而 Ｃｄ、Ｃｒ以
及Ｃｕ呈现较低数值或是未检出，这与第２主成分载
荷表现相符。第３主成分根据之前半方差分析以及
重金属和土壤养分相关系数表（表 ６），表明土壤养
分与重金属元素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有机质

含量。分析认为主要来自于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土

壤有机质的降解合成作用。载荷的指标值无论正

负，根据值的大小表现出其同方向的协同作用
［２１］
。

Ｐｂ、Ｃｄ和 Ａｓ的载荷数值协同一致，说明来自于同一
来源：氮肥的施用。土壤有机质降解作用同样带来

较高的 Ｈｇ载荷［２２］
。分析认为农田土壤重金属主要

来源于成土母质风化侵蚀、降水灌溉以及农药化肥

施用３个主要方面。

表 ４　各重金属间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ｐ＜００５）

Ｔａｂ．４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元素 Ｐｂ Ｈｇ Ｃｄ Ｃｕ Ｃｒ Ａｓ

Ｐｂ １ －００２０ ０５２６ ０２１２ ０２５０ ０５２４

Ｈｇ １ －００８７ ０２５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６３

Ｃｄ １ ０２７８ ０２１２ ０１４９

Ｃｕ １ ０５２９ ０１８７

Ｃｒ １ －００９９

Ａｓ １

表 ５　各来源重金属平均值

Ｔａｂ．５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ｇ／ｋｇ

元素 降水 尘降 雪降 灌溉水

Ｐｂ １６ １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Ｈｇ ０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Ｃｄ ００２ ００１４ — —

Ｃｕ ２３ ２０ — —

Ｃｒ ５９ ５３ — —

Ａｓ ４７ ４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４８

　　注：—表示未检出。

表 ６　重金属和土壤养分间相关系数

Ｔａｂ．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

元素 Ｎ Ｐ Ｋ 有机质

Ｐｂ ０５３４ ０７４５ －０４１０ ０６２１

Ｈｇ －０３８１ －０３９７ －００４９ ０５６８

Ｃｄ ０４２４ －０３８２ ００９３ ０６７０

Ｃｕ －０１３９ －０３１２ －０２６１ －０１２２

Ｃｒ －０２３４ －０７２４ ０１８５ －０２８７

Ａｓ ０６８８ ０６０９ －０５７８ ０７２８

３　结论

（１）比较多个尺度模型得出农田土壤重金属采
样以２００ｍ中尺度为宜。土壤重金属存在各向异性
特征，其中土壤重金属 Ｐｂ、Ｃｄ、Ａｓ的空间变异结构
可用半方差高斯模型进行拟合，Ｈｇ、Ｃｕ、Ｃｒ的空间
变异结构可用半方差球面模型进行拟合。农田土壤

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性具有逐渐变化的趋势，不同尺

度下存在不同空间拟合的表象模型，而非模型的最

佳形式，存在局部特征。

（２）借助空间插值预测方法对区域农田土壤重
金属实现分布预测，并与 ＤＥＭ分布特征进行比对。
通过重金属分布特性和地理位置、农田耕作特点等

因素，解释分析了农田区域土壤重金属的分布特点

和原因。本文认为农田土壤重金属分布与农田耕作

方向和施肥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３）在对元素不同粒度的嵌套尺度进行分维数
和半方差比对和分析后，认为农田土壤重金属元素

的空间依赖性随着尺度的增大而降低，并在大尺度

２０００ｍ取样间距处趋于临界。不同尺度下的元素
具有一定的自仿射相似性。

（４）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半变异函数分析得
出农田土壤重金属的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风化侵

蚀、降水灌溉以及农药化肥施用 ３个主要来源。并
根据特征值和贡献率得到来源的比重分别是

３４５３％、２１０４９％和１９６１９％。

参 考 文 献

１　樊燕，刘洪斌，武伟．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评价及其合理采样数的研究［Ｊ］．土壤通报，２００８，３９（２）：３６９～３７４．
ＦａｎＹａｎ，ＬｉｕＨｏｎｇｂｉｎ，ＷｕＷｅ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９（２）：３６９～３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郭天文，赖丽芳，胡志桥，等．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新垦荒地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特征［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７，２５（４）：
１５１～１５６．
ＧｕｏＴｉａｎｗｅｎ，ＬａｉＬｉｆａｎｇ，ＨｕＺｈｉｑｉａｏ，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ｉｎｎｅｗｌ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ｏｆ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ｚｉｆａｒｍ［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ｓ，２００７，２５（４）：１５１～１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陆安祥，王纪华，潘瑜春，等．小尺度农田土壤中重金属的统计分析与空间分布研究［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７，２８（７）：１５７８～
１５８３．
Ｌ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ｈｕａ，ＰａｎＹｕ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ｌ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２８（７）：１５７８～１５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３年



４　ＬｉＱ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ｊｉａｏ，Ｌｕｏ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Ｐｈｙｔ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ｓｏｉｌｓａｆｔｅｒ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Ｊ］．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２，７９（５）：２２～２７．

５　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ｃｕｎ，Ｗ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ｕｎＷｅｉｘｉａ，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１０，１５６（３～４）：２１６～２２７．

６　崔邢涛，栾文楼，吴景霞，等．冀东平原表层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空间变异及模拟研究［Ｊ］．土壤通报，２０１０，４１（４）：９５７～９６４．
ＣｕｉＸｉｎｇｔａｏ，ＬｕａｎＷｅｎｌｏｕ，ＷｕＪｉｎｇｘｉａ，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ｕｒｆｉｃｉａｌ
ｓｏｉｌ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ｅ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４１（４）：９５７～９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ｎｕｅｌＬｏｐｅｚＡｒｉａｓ，Ｊｏｓ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ｒａｕＣｏｒｂｉ．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ｐｓ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
Ｅｂｒｏｂａｓｉｎ（Ｓｐａ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ｇｅｏ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４４（３）：１００１～１０１２．

８　郑喜糰，鲁安怀，高翔，等．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现状与防治方法［Ｊ］．土壤与环境，２００２，１１（１）：７９～８４．
ＺｈｅｎｇＸｉｓｈｅｎ，ＬｕＡｎｈｕａｉ，Ｇａｏ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Ｊ］．Ｓｏｉ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２，１１（１）：７９～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ＦａｃｃｈｉｎｅｌｌｉＡ，ＳａｃｃｈｉＥ，Ｍａｌｌｅｎ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ｓｏｉｌ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１４（３）：３１３～３２４．

１０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ＮｉｋｏｓＮａｎｏｓ，Ｊｏｓ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ｒａｕ，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ｐｓｏｉｌｓ［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８，７０（６）：１０８５～１０９６．

１１　张汪寿，李晓秀，黄文江，等．不同土地利用条件下土壤质量综合评价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３１１～３１８．
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ｏｕ，ＬｉＸｉａｏｘｉｕ，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
ｕ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０，２６（１２）：３１１～３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赵龙山，张青峰，梁心蓝，等．基于 Ｍｏｒａｎ’ｓⅠ指标的黄土坡耕地填洼量的空间自相关性研究［Ｊ］．土壤，２０１１，４３（３）：
４４６～４５２．
Ｚｈａｏ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ｌ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ｌｏｅｓｓ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ｒａｎ’ｓⅠ［Ｊ］．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１，４３（３）：４４６～４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张继光，陈洪松，苏以荣，等．湿润和干旱条件下喀斯特地区洼地表层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性［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６，
１７（１２）：２２７７～２２８２．
ＺｈａｎｇＪｉｇ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ｓｏｎｇ，ＳｕＹ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ｏ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ｉ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７（１２）：２２７７～２２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陈翠英，江永真，袁朝春．土壤特性空间变异性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１０）：１２１～１２４．
ＣｈｅｎＣｕｉ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ＹｕａｎＣｈａｏｃｈｕ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３６（１０）：１２１～１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ＢＢ．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Ｗ．Ｈ．Ｆｒｅｅ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１９８２．
１６　ＢｅｒｒｙＭＶ，ＬｅｗｉｓＺＶ．Ｏｎｔｈｅ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１９８０，３７０：

４５９～４８４．
１７　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ＰＡ．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８１，２９４：２４０～２４２．
１８　张世熔，黄元仿，李保国．冲积平原区土壤颗粒组成的趋势效应与异向性特征［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５６～６０．

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ｒ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Ｂａｏｇｕｏ．Ｔｒｅ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５６～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ＭａｎｄａｌＢＫ，ＳｕｚｕｋｉＫＴ．Ａｒｓｅｌｆｉｃ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Ｔａｌａｎｔａ，２００２，５８（１）：２０２～２０９．
２０　吴黎军，贺军亮，冯晓淼．地统计学及其在土壤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３７（２５）：１２３５３～１２３５６．

ＷｕＬｉｊｕｎ，Ｈｅ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ａｏ．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Ｓｃｉ．，２００９，３７（２５）：１２３５３～１２３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白雪梅，赵松山．对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若干问题的探讨［Ｊ］．统计研究，１９９５，６８（６）：４７～５１．
２２　李玉，俞志明，宋秀贤．运用主成分分析（ＰＣＡ）评价海洋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来源［Ｊ］．环境科学，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３７～１４１．

ＬｉＹｕ，ＹｕＺｈｉｍｉｎｇ，ＳｏｎｇＸｉｕｘｉ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３７～１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１第 ６期　　　　　　　　　　　　王圣伟 等：多嵌套空间尺度农田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