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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特征与障碍类型划分

金慧芳　史东梅　宋　鸽　段　腾　叶　青　江　娜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为有效防止坡耕地耕层质量退化，以红壤小流域典型种植制度坡耕地耕层为研究对象，采用耕层质量指数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ＣＬＱＩ）分析了坡耕地耕层质量变化特征，基于聚类和主成分分析法划分了耕层障碍

类型，并定量辨识了耕层质量环境影响因子作用特点。结果表明：红壤小流域坡耕地耕层土壤属性参数变化特征

差异明显（Ｐ＜００５），其中耕层平均厚度为（１８８８±３１７）ｃｍ，接近作物生长适宜厚度；土壤饱和导水率为（３３９±

２６）ｍｍ／ｍｉｎ，耕层土壤入渗及持水性能略低；平均 ｐＨ值为 ５０６±０６４，土壤呈弱酸性；土壤全量养分贫瘠，速效

养分含量丰富。小流域坡耕地耕层质量总体处于合理水平，但存在明显退化趋势，以合理耕层（Ⅲ级）为主（占

７２２％），较不合理耕层（Ⅳ级）占 ２２２％，中度合理耕层（Ⅱ级）占 ５６％；不同坡位耕层质量指数由大至小依次为

坡下（０４８２）、坡上（０４５４）、坡中（０４４４）。红壤坡耕地耕层类型可划分为粘重板结型障碍耕层、养分贫瘠型障碍

耕层、水分限制型障碍耕层、土壤酸化型障碍耕层、薄化型障碍耕层和无障碍耕层 ６类；粘粒含量、土壤有机质含

量、土壤饱和导水率、ｐＨ值和耕层厚度可作为耕层障碍类型诊断及调控指标。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关键性环境影

响因子为有效土层厚度、单位面积坡耕地化肥施用量、坡向和耕作方式，施有机肥、深松耕作和秸秆覆盖具有明显

调控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有效恢复、调控途径拟定及坡耕地合理耕层构建技术选择提供理论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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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耕层是人类为了栽培农作物，利用农业耕作工

具对耕地土壤进行扰动后，形成的具有一定深度

（通常为０～２０ｃｍ）的土壤层［１］
，是作物根系分布的

主要区域。与土壤质量不同，耕层质量在农业生态

系统中具有保持作物生产力、维持生态环境质量和

促进作物生长的能力
［２－３］

。目前基于耕层质量的研

究多集中在耕层土壤属性特征、质量评价和指标选

择、障碍因素诊断等方面。丁文斌等
［４－５］

比较了不

同区域紫色土坡耕地土壤属性参数的差异性，并对

耕层蓄水保土及耕作性能进行了研究。史东梅

等
［６］
分析了侵蚀因素对紫色土坡耕地耕层质量的

影响。陈正发等
［７］
基于土壤管理评估框架，对云南

坡耕地耕层质量进行了评价。李桂林等
［８］
通过筛

选影响土壤质量的敏感性指标，进行土壤质量评价

与监测。金慧芳等
［９］
比较了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

析两种方法，筛选出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诊断最小

数据集指标。在障碍因素方面，刘志鹏等
［１０］
研究表

明，养分贫瘠化、粘重化和酸化是红壤坡耕地低产耕

层面临的主要障碍因素。有机质和全氮含量过低是

导致土壤养分贫瘠化的主要因子
［１１］
，且土地利用类

型变化对土壤演变及障碍因子有明显影响
［１２］
。刘

洋等
［１３］
指出，降雨侵蚀和风蚀是造成辽西风沙半干

旱区坡耕地耕层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抗风蚀、水

蚀性差，耕层土壤薄化，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肥料

利用率低等是制约辽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

碍因子。可见，明确耕层质量特征及障碍因素对促

进耕层质量恢复和改良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研究主

要集中于耕层障碍因子诊断方面，对耕层障碍类型

的判断和划分还不够详细，影响坡耕地耕层质量的

关键环境因子的研究也鲜见报道。

红壤坡耕地是我国南方丘陵区重要的耕地资源

之一，该区域水、热、光资源丰富，作物生产潜力巨

大，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
［１０］
。由于农户盲目

耕作和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等因素影响，红壤坡耕地

面临水土流失、养分退化、耕层薄化和土壤生产力下

降等环境问题。本文以红壤小流域典型种植制度坡

耕地为研究对象，分析坡耕地耕层质量特征，对红壤坡

耕地耕层障碍类型进行划分，并明确关键性环境影响

因子，以期对南方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恢复和改良、指

导农业生产和坡耕地合理耕层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三和红壤小流

域（１１６°１２′～１１６°１８′Ｅ，２８°１２′～２８°１８′Ｎ），流域面
积约４１２１ｋｍ２，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降雨
充沛，光照充足，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１５８７ｍｍ；地貌
类型以低丘岗地为主，坡度在 ２°～３５°之间，红壤为
小流域内分布最广泛的土壤类型，土层深厚呈酸性，

土壤质地以壤质粘土为主。花生 油菜轮作、花生

玉米／甘蔗轮作等为该区域典型种植制度，以一年一
熟或一年两熟制为主。研究区位于我国红壤分布的

中心区域，地形、地貌及土壤条件在南方红壤区具有

代表性。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于２０１７年７月在当地农业部门有经验的研究

人员协助下，分别在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各选择

２个坡耕地广泛分布的区域，各区域均选择 ３个红
壤坡耕地典型坡面，各坡面坡度和坡长适宜，种植作

物为花生、甘薯等当地典型作物，满足坡耕地耕层质

量分析要求。分上坡、中坡和下坡布设采样点，共布

设样点５４个，且保证各样点处于不同农户耕种的地
块上，使得各样点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选择采

样点中间位置挖掘土壤剖面，分０～１０ｃｍ和１０～２０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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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采集土壤样品，每层采集 １～２ｋｇ土壤样品装
入硬质塑料盒带回实验室。将采集的土壤样品自然

风干，过筛后用于土壤理化性质测定，采集土壤环刀

（１００ｃｍ３）样品用于土壤容重和饱和导水率测定，分
别重复３次。采样完成后，继续垂直向下挖掘土壤
剖面至植物根系消失，用钢卷尺沿剖面测量 ９０％作
物根系分布区域即为耕层厚度。土壤抗剪强度和贯

入阻力分别采用三头抗剪仪（便携式 １４１０Ｐｏｃｋｅｔ
ＶａｎｅＴｅｓｔｅｒ型，荷兰）和 ＰＴ袖珍型贯入仪（江苏省
漂阳市天目仪器厂）测定。ｐＨ值采用土水质量比
１∶１电极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
法 外加热法测定，土壤全氮含量采用半微量凯氏定

氮法测定，土壤有效磷含量采用 Ｏｌｓｅｎ法测定，土壤
速效钾含量采用 ｌｍｏｌ／ＬＮＨ４Ａｃ提取 火焰光度法测

定。基于影响坡耕地耕层质量的环境因子对耕种各

采样地块的农户进行走访和水土保持问卷调查，共

获得与耕层剖面调查相匹配的有效农户水土保持问

卷５４份，满足大样本数量。
１３　耕层质量指数构建

耕层质量指数可综合定量地表征各采样点及红

壤丘陵区坡耕地耕层质量状况，数值越大，耕层质量

合理性水平越高
［５］
。从反映耕层土壤抗侵蚀性能、

耕作性能和生产性能角度，选择１１项评价指标。根
据评价指标对耕层质量的正负效应，建立指标与耕

层土壤生产力之间的隶属函数，耕层厚度、土壤饱和

导水率、土壤抗剪强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全氮

含量、土壤有效磷含量和土壤速效钾含量与耕层质

量呈正相关，界定为 Ｓ型函数；土壤贯入阻力是反映
土壤耕作性能的重要指标，与耕层质量负相关，则界

定为反 Ｓ型函数［９，１１］
，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作为函数的转折点。土壤容重、土壤质地（粘粒含

量）和 ｐＨ值与耕层质量存在适宜临界范围，则界定
为抛物线型函数，抛物线型函数指标的转折点参照

文献［７，９］及野外实测数据分析，详见表１。

表 １　指标类型及隶属函数类型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ｔｙｐｅａ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函数类型 评价指标 隶属函数
隶属函数参数

ａ１ ｂ１ ｂ２ ａ２

Ｓ型

耕层厚度 Ｘ１／ｃｍ

土壤饱和导水率 Ｘ２／（ｍｍ·ｍｉｎ
－１）

土壤抗剪强度 Ｘ３／（ｋｇ·ｃｍ
－２）

土壤有机质质量比 Ｘ４／（ｇ·ｋｇ
－１）

土壤全氮质量比 Ｘ５／（ｇ·ｋｇ
－１）

土壤有效磷质量比 Ｘ６／（ｍｇ·ｋｇ
－１）

土壤速效钾质量比 Ｘ７／（ｍｇ·ｋｇ
－１）

ｕ（ｘ）＝

１ （ｘ≥ａ２）

（ｘ－ａ１）／（ａ２－ａ１） （ａ１＜ｘ＜ａ２）

０ （ｘ≤ａ１
{

）

１３ ２６

０９５ ８５６

１１７ ６９７

５８４ ２５０８

０６４ １４７

１３５９ １１９６０

３２２５ ２７０００

反 Ｓ型 土壤贯入阻力 Ｘ８／（ｋｇ·ｃｍ
－２） ｕ（ｘ）＝

１ （ｘ≤ａ１）

（ｘ－ａ２）／（ａ２－ａ１） （ａ１＜ｘ＜ａ２）

０ （ｘ≥ａ２
{

）

３９ ０９３

抛物线型

土壤容重 Ｘ９／（ｇ·ｃｍ
－３）

土壤质地（粘粒质量分数）Ｘ１０／％

ｐＨ值 Ｘ１１

ｕ（ｘ）＝

１ （ｂ２≥ｘ≥ｂ１）
（ｘ－ａ１）／（ｂ１－ａ１） （ａ１＜ｘ＜ｂ１）
（ｘ－ａ２）／（ｂ２－ａ２） （ａ２＞ｘ＞ｂ２）
０ （ｘ≤ａ１或ｘ≥ａ２

{
）

１０４ １２５ １３５ １５１

０ ２０ ３０ １００

４０８ ５５０ ６５０ ８００

　　注：μ（ｘ）为隶属函数，ｘ为评价指标实测值；ａ１、ａ２分别表示指标临界值的下限和上限；ｂ１、ｂ２为最适值的上下界点。

　　权重系数可以定量表征关键指标对土壤质量的
贡献程度，为确保权重系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各指

标权重均由主成分分析获得
［１４］
。各指标公因子方

差占公因子方差之和的比例即为各数据集中评价指

标权重，坡耕地耕层质量指数公式为

ＣＬＱＩ＝∑
ｎ

ｉ＝１
ＷｉＮｉ （１）

式中　Ｗｉ———第 ｉ个评价指标权重
Ｎｉ———第 ｉ个评价指标隶属度
ｎ———评价指标个数

１４　数据处理
各采样地块耕层质量参数数据通过坡耕地耕层

剖面调查、室内试验分析和农户水土保持问卷调查

获得。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
耕作方式等定性指标采用赋值法进行定量化处理，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绘
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参数统计特征
土壤物理、化学及力学等性状是反映农业土壤

质量特征的重要参数，制约着土壤协调水、肥、气、热

的能力。耕层厚度、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土壤参数对

促进作物生长、农业环境保护以及坡耕地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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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区耕层土壤参数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２），结果表明红壤坡耕地耕层
各土壤参数特征差异明显。耕层平均厚度（１８８８±
３１７）ｃｍ，接近红壤坡耕地耕层适宜厚度，深松耕作
是增厚耕层的有效措施。土壤容重平均值为

（１２６±０１）ｇ／ｃｍ３，处于合理水平。土壤饱和导水
率（３３９±２６）ｍｍ／ｍｉｎ，耕层土壤入渗及持水性能
略低。土壤抗剪强度平均值为（３７８±１０１）ｋｇ／ｃｍ２，
这是因为研究区季节性干旱频发，土壤含水率较小

时，土壤颗粒间摩擦力降低，造成土壤抗剪强度小，

抗侵蚀性能降低。土壤贯入阻力较小，平均值为

（１９７±０６５）ｋｇ／ｃｍ２，耕作及作物根系下插性能增
强，但存在作物倒伏风险。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

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土壤有机质质量比、全氮质量

比平均值分别为（１５４６±４５８）ｇ／ｋｇ和（１０９±
０２２）ｇ／ｋｇ，均为第 ４级，处于中度贫瘠化水平；土
壤有效磷质量比和速效钾质量比分别为（７４１９±
３７７）ｍｇ／ｋｇ和（１２１３２±５９８９）ｍｇ／ｋｇ，处于第 ２
级，养分含量丰富。测土配方施肥是提高耕层养分

供给，促进作物增产的有效措施。ｐＨ值平均为
５０６±０６４，土壤呈弱酸性，施用有机肥可调节土壤
酸碱度。

表 ２　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参数统计特征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土壤参数 Ｘ１／ｃｍ
Ｘ２／

（ｍｍ·ｍｉｎ－１）

Ｘ３／

（ｋｇ·ｃｍ－２）

Ｘ４／

（ｇ·ｋｇ－１）

Ｘ５／

（ｇ·ｋｇ－１）

Ｘ６／

（ｍｇ·ｋｇ－１）

Ｘ７／

（ｍｇ·ｋｇ－１）

Ｘ８／

（ｋｇ·ｃｍ－２）

Ｘ９／

（ｇ·ｃｍ－３）

Ｘ１０／

％
Ｘ１１

最小值 １３００ ０９５ １１７ ５８４ ０６４ １３５９ ３２２５ ０９３ １０４ ２２５ ４０８

最大值 ２６００ ８５６ ６９７ ２５０８ １４７ １１９６ ２７０００ ３９０ １５１ ３８１０ ８００

平均值 １８８８ ３３９ ３７８ １５４６ １０９ ７４１９ １２１３２ １９７ １２６ ２２２８ ５０６

标准差 ３１７ ２６０ １０１ ４５８ ０２２ ３７７０ ５９８９ ０６５ ０１０ ６７２ ０６４

变异系数ＣＶ／％ １７ ７７ ２７ ３０ ２０ ５１ ４９ ３３ ８ ５５ １３

偏度 ０４４ ２１８ ００６ ０６７ １１１ ２３８ １１６ ０２６ ０２０ ０５２ ０９３

峰度 ０５２ ６１５ ０６６ ０３９ １９８ ９１２ ０１６ ０４７ ０８４ ０５７ ０

　　各土壤参数总体上处于中、低度敏感性水平。
敏感性水平越高（变异性越大），表明该指标对耕层

质量差异性影响程度越高，敏感性水平越低，则影响

程度越低
［１５］
。土壤饱和导水率、粘粒含量、有效磷

含量和速效钾含量为中度敏感参数（ＣＶ为 ４０％ ～
１００％），是耕层质量需要调控的关键参数，说明降
雨不均和季节性干旱是主要影响因素。属于低度敏

感（ＣＶ为１０％ ～４０％）参数有耕层厚度、土壤抗剪强
度、土壤贯入阻力、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全氮，是维护

耕层土壤稳定性的主要因素，ｐＨ值（ＣＶ为 １３％）和
土壤容重（ＣＶ为 ８％）变异系数相对较低，接近或处
于不敏感（ＣＶ＜１０％）水平，这表明土壤酸化是红壤
坡耕地的重要障碍因素，而研究区域内土壤类型相

同或耕作方式相近可能是导致土壤容重变异系数低

的主要原因。

２２　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变化特征
为更加直观评价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变化水

平，采用等距离法对研究区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进

行等级划分，共分为５级耕层（图１）［４，９］。分别为高
度合理耕层（Ⅰ级，耕层合理性水平较高，作物生长
状况良好）、中度合理耕层（Ⅱ级，耕层合理性水平
高，作物生长状况好）、合理耕层（Ⅲ级，耕层合理性
水平适中，作物生长状况适中）、较不合理耕层（Ⅳ
级，耕层合理性水平较低，作物生长状况较差）和不

图 １　耕层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合理耕层（Ⅴ级，耕层合理性水平低，不适宜作物生
长）。红壤小流域坡耕地耕层质量指数平均值为

０４５９，变化幅度为 ０２７４～０６７２，变异系数为
１９０８％，耕层质量总体处于合理耕层（Ⅲ级）等级，
但是耕层质量水平偏低，趋近较不合理耕层等级，说

明耕层质量有待调控和改善。Ⅲ级合理耕层平均质
量指数为０４７９，其分布面积占比为 ７２２％，较不合
理耕层（Ⅳ级）平均质量指数为 ０３３４，分布面积占
流域总面积的 ２２２％，该等级耕层存在土壤有机
质、全氮等养分含量偏低等问题，制约了红壤坡耕地

的耕层质量水平。中度合理耕层（Ⅱ级）平均质量
指数为０６３４，其面积占比为５６％。无高度合理耕
层（Ⅰ级）和不合理耕层（Ⅴ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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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壤小流域不同坡位耕层质量特征分布频率

进行统计（图 ２），发现不同坡位耕层质量有差异。
耕层质量平均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坡下（０４８２）、
坡上（０４５４）、坡中（０４４４），说明坡下部位耕层质
量优于其他坡位，该区域耕层质量退化程度最低。

坡下部位坡度较其他坡位缓，降雨条件下，土壤颗粒

在坡下部位沉积；深松机等保护性耕作机械在坡下

部位使用程度较高；同时横坡耕作等水土保持型措

施的实施对减少水土流失，促进耕层质量改良有重

要作用。坡上和坡中部位耕层质量相对较差，由于

降雨侵蚀造成耕层土壤颗粒及养分沿坡面向下位

移，造成坡上和坡中部位耕层土壤薄化、水土及养分

流失，进而导致耕层质量退化明显。

图 ２　不同坡位耕层特征分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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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障碍类型划分

长期机械化耕作及单一传统耕作、不合理施肥

和种植方式等导致红壤坡耕地耕层出现明显影响作

物生长的土壤障碍
［１６］
。明确耕层障碍类型并进行

准确划分有助于分析影响坡耕地耕层质量变化的主

要生态过程和障碍因素。本文基于耕层质量评价的

１１个参数（表 １），采用 ｗａｒｄ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法对其对应
的５４个耕层样本进行个案（Ｑ型）系统聚类分析，
在距离阈值２～３之间，可将 ５４个耕层样本划分为
６类（图３）。

第Ⅰ类为粘重板结型障碍耕层，包括样本 １、
１４、２、１３、３、３９、４、１５，共 ８个样本，该类耕层土壤粘
粒含量高，平均值为３６５％，最大值为３８１％（样本
１３）；土壤容重偏大，平均值为１３７ｇ／ｃｍ３，其中最大
容重为１４６ｋｇ／ｃｍ３（样本 ３９），其他土壤参数接近
研究区样点参数平均值，处于适宜范围内（表 ２）。
第Ⅱ类为养分贫瘠型障碍耕层，共 １４个样本（包括
样本６、３０、２３、８、２８、４７、４６、７、２０、１９、２７、３１、３５、３６），
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平均质量比分别为

１０８８ｇ／ｋｇ、０８７ｇ／ｋｇ、２４６６ｍｇ／ｋｇ、４７５ｍｇ／ｋｇ，土壤
养分含量较低，其他土壤参数处于适宜水平。第Ⅲ
类为水分限制型障碍耕层，共 １０个样本，分别为样
本１０、１２、１１、１７、４５、３７、１６、４３、４０、４４，季节性干旱

图 ３　红壤坡耕地耕层类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Ｆｉｇ．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ｅｄｉｇｒｅｅｍａｐ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

ｔｙｐｅｓｆｏｒ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是红壤坡耕地的典型特征，土壤饱和导水率平均值为

２３４ｍｍ／ｍｉｎ，其中最小值（样本４５）为１４０ｍｍ／ｍｉｎ，
土壤抗剪强度较其他耕层类型大，两者呈显著负相

关，相关系数为 －０４３１，其他耕层土壤参数均接近
适宜水平，说明疏松耕层，提高耕层蓄持性能，可有

效拦截地表径流，缓解径流侵蚀，提高耕层土壤抗旱

性能。第Ⅳ类为土壤酸化型障碍耕层，共 ７个样本
（样本 ９、４９、２６、３４、３８、２１、４１），ｐＨ值最大（样本
３８）和最小（样本４１）值分别为５３３和４０８，耕层土
壤酸化明显，土壤有机质等养分含量略低于其他耕

层类型，其他耕层质量参数处于适宜水平。第Ⅴ类
为无障碍耕层（样本 ５、５０、２２、２９、１８、２４、３２、２５、
３３），共 ９个样点分布，耕层平均厚度为 ２１５５ｃｍ，
平均土壤饱和导水率为 ５７３ｍｍ／ｍｉｎ，土壤抗剪强
度平均值为 ３８７ｋｇ／ｃｍ２，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
磷、速效钾平均质量比分别为 １５７３ｇ／ｋｇ、１３４ｇ／ｋｇ、
８７７８ｍｇ／ｋｇ和９９２５ｍｇ／ｋｇ，土壤贯入阻力平均值
为１８６ｋｇ／ｃｍ２，平均土壤容重 １２６ｇ／ｃｍ３，平均土
壤粘粒质量分数 ２３％，平均 ｐＨ值为 ５５，各样本耕
层土壤参数总体处于适宜水平。第Ⅵ类为薄化型障
碍耕层（样本４２、４８、５１、５２、５４、５３，共 ６个），耕层平
均厚度为１７ｃｍ，其中最小耕层厚度仅为 １３ｃｍ（样
点 ４２），平均土壤容重为 １３７ｇ／ｃｍ３，超出适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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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土壤饱和导水率略低于适宜水平，平均值为

３０２ｍｍ／ｍｉｎ，这可能与径流冲刷作用下，表土被剥
离后，下层未扰动土壤上移，导致土壤容重增大，水

分入渗性能降低有关。

由图 ３可见，红壤坡耕地主要耕层类型可为粘
重板结型障碍耕层（Ⅰ类）、养分贫瘠型障碍耕层
（Ⅱ类）、水分限制型障碍耕层（Ⅲ类）、土壤酸化型
障碍耕层（Ⅳ类）、无障碍耕层（Ⅴ类）和薄化型障碍
耕层（Ⅵ类）。结合红壤坡耕地各类耕层障碍特点，
认为粘粒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饱和导水率、

ｐＨ值和耕层厚度可作为红壤坡耕地耕层障碍类型
诊 断 指 标。各 耕 层 类 型 依 次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１４８１％、２５９３％、１８５２％、１２９６％、１６６７％ 和
１１１１％，说明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总体存在退化趋
势，养分贫瘠、水分限制和粘重板结是红壤坡耕地面

临的主要障碍因素，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调控应以

蓄水保土、地力提升和固土抗蚀为重点。

２４　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关键性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对坡耕地耕

层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将有效土层厚度（Ｆ１）、坡度（Ｆ２）、坡向
（Ｆ３）、坡位（Ｆ４）、耕作方式（Ｆ５）、单位面积坡耕地
化肥施用量（Ｆ６）、植被覆盖度（Ｆ７）和农户水土保持
行为（Ｆ８），共 ８维因子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定量
分析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环境影响因子作用的强弱

（图４），箭头所处象限代表环境因子与耕层质量的
正负相关性，箭头连线长度及投影长度表示对耕层

质量影响程度
［１７］
。前 ４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

达 ７５４８％，可以反映耕层质量环境影响因子的绝
大部分信息；其对耕层质量影响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０１４％、１８０８％、１４３８％和１２８８％。
从图４ａ可以看出，环境因子中有效土层厚度

（０５８６）载荷绝对值最大；其次为坡度（－０５７０），
说明有效土层厚度对耕层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有效

土层越厚则耕层质量越优，有效土层是土壤养分、水

分以及植物根系可以运移抵达的深度层，是维持耕

层质量的保证层。坡度对耕层质量呈显著负相关，

坡度越大则耕层质量越低，耕层退化越严重。在第

２主成分上单位面积坡耕地化肥施用量和植被覆盖
度的载荷绝对值较大，分别为 －０５３２和 －０５０９，
对耕层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农户不合理施肥不利于

耕层质量培育，而植被覆盖率低不利于拦截坡面径

流，造成水土流失，耕层土壤水分蓄持能力降低。第

３主成分上坡向因子载荷绝对值较大，为 ０５１０，说
明阳坡坡面光热充足，利于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与土

壤、环境互补作用。第 ４主成分上耕作方式载荷绝

图 ４　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影响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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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最大，为０７１４，对耕层质量有明显正向影响作
用（图４ｂ），这是因为农业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促进
坡耕地耕作方式由不合理耕作方式（陡坡耕作、顺

坡耕作、轮歇地耕作周期减短等）向机械耕作（深松

保护性耕作）、横坡耕作等转变，使水土流失和土壤

板结程度降低，对耕层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结

果表明，有效土层厚度、单位面积坡耕地化肥施用

量、坡向和耕作方式是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的关键

性环境影响因子。

３　讨论

３１　红壤坡耕地障碍耕层形成原因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特征

差异明显，耕层质量总体处于合理水平，但存在明显

退化趋势，养分贫瘠型障碍耕层、水分限制型障碍耕

层和粘重板结型障碍耕层是红壤坡耕地的主要障碍

耕层类型，土壤养分贫瘠、季节性干旱和粘重板结是

红壤坡耕地面临的主要障碍因素，与前人研究结果

一致
［１２－１３］

。坡度、降雨
［１８］
、耕作方式

［１９］
、肥料施用

量
［２０］
等均是造成耕层养分退化的主要因素。横坡

耕作是减少坡面径流、养分流失的有效措施
［２１－２２］

。

降水时空分布不匀，且少雨季节与强蒸发、高温期重

叠，造成红壤坡耕地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
［２３］
，降雨

侵蚀造成坡面土层薄化
［２４］
，降低了红壤的储水能

力，导致红壤坡耕地水分蓄持水能力低、有效库容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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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土壤导水性能下降，阻碍深层水分上升，加剧了

季节性干旱的发展，形成水分限制型耕层
［２５］
。春夏

水蚀和夏秋季节性干旱严重阻碍了红壤坡耕地耕层

土壤的合理利用
［２６］
。降雨侵蚀作用下，耕层土壤持

水量增大，团聚体受到破坏
［２７］
，尤其在强降雨条件

下，雨滴动能明显大于土壤颗粒内部粘结力，粘结力

在雨强较大时易被破坏，造成坡面粘粒大量富

积
［２８］
，粘粒含量增加形成粘重板结型障碍耕层。不

同颗粒表面化学性质不同，其抗分解能力存在本质

区别
［２９－３０］

。各级土壤颗粒与有机碳等相结合对耕

作、施肥等农业措施的反应也有差异
［３１］
。图 ４结果

表明，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受多种环境因子影响，其

中有效土层厚度、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坡向和耕作

方式是关键性环境影响因子，这与前人研究结论相

似
［１９－２０，２４，３１］

。

３２　红壤坡耕地障碍耕层调控途径及效应
基于图３分析结果，共划分出５类障碍耕层，拟

定粘粒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饱和导水率、ｐＨ
值和耕层厚度为红壤坡耕地耕层障碍类型诊断指

标，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同
［１２－１３，３２－３３］

。张晓林等
［３２］

认为红壤坡耕地土壤粘重板结，土壤颗粒以粉、粘粒

级为主。刘志鹏等
［１０］
分别以土壤有机质含量、粘粒

含量和 ｐＨ值表征前３类障碍耕层特征。王峰［３３］
认

为红壤坡耕地季节性干旱的关键调控参数是土壤饱

和导水率。黄尚书等
［３４］
认为深松耕作是增厚耕层，

解决耕层瘠薄化问题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

表３列出了不同措施对红壤坡耕地耕层障碍指
标的调控效应及技术参数

［３２－４２］
，长期施用有机肥显

著提高了红壤坡耕地 ｐＨ值和土壤有机质等养分含
量，对提升耕层肥力水平和抑制土壤酸化起到了重

要作用
［３２，３６－３７］

，且长期施用有机肥条件下土壤颗粒

复合体解离度明显降低，对调控粘重板结型障碍耕

层作用明显
［３２］
。通过深松耕作打破犁底层，加深耕

作层，疏松土壤且增加疏松土层孔隙度，改善土壤的

渗透性能
［３４，３８，４１］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形成虚实并

存土壤结构，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对大气降

水的蓄存能力，营造耕层水分库，提高雨水资源利用

率和耕层土壤蓄水保墒性能，对薄化型和水分限制

型障碍耕层调控效应明显。秸秆覆盖对耕层质量改

善作用明显
［３５，４２］

，与无措施坡耕地相比，土壤容重

降低１５５％ ～３８８％，土壤总孔隙度增加 １２８％ ～
３２１％，有利于提高土壤通气透水能力，促进作物根
系下扎，加强其抗倒伏能力，土壤有机质等养分含量

明显增加，对耕层土壤养分改良效果明显。

表 ３　红壤坡耕地障碍耕层调控措施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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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类型
土壤参数调控变化率／％

粘粒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 饱和导水率 ｐＨ值 耕层厚度
技术参数

施有机肥 －２２３～－１３１ １００～２５４ ４９～３０１ ４０～１０７ 有机肥施用量１５ｔ／ｈｍ２，连续３年

深松耕作 ７４２～９３２ ５０～１５０ 深松３０～５０ｃｍ，３年深松１次或５年２次

秸秆覆盖 ７２～１２７ ２８６～５０２ 秸秆长度２～１０ｃｍ，覆盖厚度５～１５ｃｍ，连续３年

４　结论

（１）红壤小流域坡耕地耕层土壤参数变化特征
差异明显（Ｐ＜００５），耕层平均厚度为（１８８８±
３１７）ｃｍ，接近作物生长适宜厚度；土壤饱和导水率
为（３３９±２６）ｍｍ／ｍｉｎ，耕层土壤入渗及持水性能
略低；ｐＨ值平均为 ５０６±０６４，土壤呈弱酸性；土
壤全量养分贫瘠，速效养分含量丰富；各土壤参数变

异系数总体处于中、低度敏感水平。

（２）红壤小流域坡耕地耕层质量总体处于合理
水平，但存在明显退化趋势，以合理耕层（Ⅲ级）为
主，占流域总面积 ７２２％，较不合理耕层Ⅳ级占
２２２％，中度合理耕层Ⅱ级占 ５６％。不同坡位耕
层质量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坡下（０４８２）、坡上
（０４５４）、坡中（０４４４），坡下部位耕层质量优于其

他坡位。

（３）红壤坡耕地耕层类型有粘重板结型障碍耕
层、养分贫瘠型障碍耕层、水分限制型障碍耕层、土

壤酸化型障碍耕层、薄化型障碍耕层和无障碍耕层

６类；粘粒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饱和导水率、
ｐＨ值和耕层厚度可作为红壤坡耕地耕层障碍类型
诊断及调控指标。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调控应以蓄

水保土、地力提升和固土抗蚀为重点。

（４）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退化关键性环境影响
因子为有效土层厚度（０５８６）、单位面积坡耕地化
肥施用量（－０５３２）、坡向（０５１０）和耕作方式
（０７１４），在前４个主成分上载荷绝对值最大；施有
机肥（降低粘重化程度，增加养分含量，降低酸化程

度）、深松耕作（增厚耕层，增强水分蓄持能力）和秸秆

覆盖（提高储水能力，提升地力）对耕层培育作用明显。

９１３第 １２期　　　　　　　　　　　　金慧芳 等：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特征与障碍类型划分



参 考 文 献

［１］　韩晓增，邹文秀，陆欣春，等．旱作土壤耕层及其肥力培育途径［Ｊ］．土壤与作物，２０１５，４（４）：１４５－１５０．
ＨＡＮＸｉａｏｚｅｎｇ，ＺＯＵＷｅｎｘｉｕ，ＬＵＸｉｎ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ｏｉ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ｉｎｄｒｙ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Ｃｒｏｐ，２０１５，４（４）：１４５－１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ＤＡＬＳＧＡＡＲＤＫ．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ａ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１９９５，６６（Ｓｕｐｐ．１－２）：１６３－１６４．
［３］　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Ｓ，ＫＡＲＬＥＮＤ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ＪＰ．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９０（１）：２５－４５．
［４］　丁文斌，蒋光毅，史东梅，等．紫色土坡耕地土壤属性差异对耕层土壤质量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９）：１９５－２０８．

ＤＩＮＧＷｅｎｂｉｎ，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ｉ，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ｎｐｌｏｗｌａｙｅｒ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ｌｏｐｉｎｇ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ｓ［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１９）：１９５－２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丁文斌，蒋平，史东梅，等．紫色土坡耕地耕层蓄水保土及耕性特征研究［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６，３０（６）：２４－２９．
ＤＩＮＧＷｅｎｂ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ｉｎｇ，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ｌｔｈｃｈａｅ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ｉｎｐｕｒｐｌｅｓｏｉｌ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０（６）：２４－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史东梅，蒋光毅，蒋平，等．土壤侵蚀因素对紫色丘陵区坡耕地耕层质量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１３）：２７０－２７９．
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ｉ，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ｌｏｐ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
ｐｕｒｐｌｅ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７，３３（１３）：２７０－２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陈正发，史东梅，金慧芳，等．基于土壤管理评估框架的云南坡耕地耕层土壤质量评价［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３）：
２５６－２６７．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ｆａ，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ＪＩＮＨｕ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Ｙｕｎｎａ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ｉ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ＭＡＦ）［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９，３５（３）：２５６－２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桂林，陈杰，孙志英，等．基于土壤特征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土壤质量评价最小数据集确定［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７）：
２７１５－２７２４．
ＬＩＧｕｉｌｉｎ，ＣＨＥＮＪｉｅ，ＳＵＮＺｈｉ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７（７）：２７１５－２７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金慧芳，史东梅，陈正发，等．基于聚类及 ＰＣＡ分析的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质量评价指标［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８，
３４（７）：１５５－１６４．
ＪＩＮＨｕｉｆａｎｇ，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ｆａ，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ＰＣ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８，３４（７）：１５５－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刘志鹏，史东梅，金慧芳，等．红壤坡耕地耕层土壤质量特征及障碍因素研究［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１８（３）：７－１３．
ＬＩＵＺｈｉｐｅｎｇ，ＳＨＩＤｏｎｇｍｅｉ，ＪＩＮＨｕｉ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ｌｏｕｇｈ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
［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８（３）：７－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杨奇勇，杨劲松，姚荣江．基于 ＧＩＳ的耕地土壤养分贫瘠化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８）：１３７５－
１３８４．
ＹＡＮＧＱ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ｏｎｇ，ＹＡＯ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ｇ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０，２５（８）：１３７５－１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苏晓燕，黄标，王虹，等．我国华南地区不同利用条件下土壤演变对障碍因子的影响［Ｊ］．土壤，２０１３（１）：１３５－１４２．
Ｓ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ＨＵＡＮＧＢｉａｏ，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ｕｓｅ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Ｓｏｉｌｓ，２０１３（１）：１３５－１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刘洋，孙占祥，肖继兵，等．辽西风沙半干旱区坡耕地耕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Ｊ］．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１６（６）：４８－５２．
ＬＩＵＹａｎｇ，ＳＵＮ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ｗｉｎｄ
ｓ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６）：４８－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马芊红，张光辉，耿韧，等．我国东部水蚀区坡耕地土壤质量现状分析［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１７，１５（３）：３６－４２．
ＭＡＱｉａｎ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ＧＥＮＧＲｅ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ｗａｔｅｒｅｒｏ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５（３）：３６－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许明祥．黄土丘陵区生态恢复过程中土壤质量演变及调控［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０３．
ＸＵＭ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Ｌｏｅｓｓｈｉｌｌｙ
ｇｕ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Ｄ］．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刘杰．湘中南红壤地区土壤质量特征与退化红壤的肥力调控技术研究［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０．
ＬＩＵＪｉｅ．Ｒｅｄ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ｅ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张金屯．数量生态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５８－１８０．
［１８］　ＷＵＬｅｉ，ＰＥ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ＱＩ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ｏｎ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ｂ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ｏｓｓｕｎｄｅｒｂａｒｅｌｏｅｓｓｉａｌｓｏｉｌ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Ｊ］．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８，１７０：５１－６３．
［１９］　王帅兵，王克勤，宋娅丽，等．高反坡阶对昆明市松华坝水源区坡耕地氮、磷流失的影响［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７，

３１（６）：３９－４５．

０２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ｉ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ｑｉｎ，ＳＯＮＧＹａｌ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ｌｏｐ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ｏ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ｏｓｓｉｎ
ｓｌｏｐ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ｎｇｈｕａｄａｍｉｎＫｕｎｍｉｎｇ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３１（６）：３９－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ＫＡＲＩＭＩＲ，ＡＫＩＮＲＥＭＩＷ，ＦＬＡＴＥＮ 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ｂａｓｅｄｐｉｇｍａｎ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ｏｉｌｔｅｓｔ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ｏｓｓｒｉｓｋ［Ｊ］．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３）：２１７－２３０．

［２１］　陈晓安，杨洁，郑太辉，等．赣北第四纪红壤坡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特征［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７）：１６２－１６７．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ａｎ，ＹＡＮＧＪｉｅ，ＺＨＥＮＧＴａｉ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ｕｎｏｆ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ｌｏｓｓｅｓｏｆｓｌｏｐｉｎｇｃｒｏｐｌａｎｄｏｆ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ｄｓｏｉ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７）：１６２－１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张展羽，吴云聪，杨洁，等．红壤坡耕地不同耕作方式径流及养分流失研究［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
４１（３）：２４１－２４６．
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ｙｕ，ＷＵＹｕｎｃｏ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Ｒｕｎｏｆ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ｏｓ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ｉｎｇ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４１（３）：２４１－２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贾秋洪，景元书，ＲＵＴＨＡＩＫＡＲＮＢ．亚热带红壤丘陵区季节性干旱判别研究［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４）：７４９－７５８．
ＪＩＡＱｉｕｈｏ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ａｎｓｈｕ，ＲＵＴＨＡＩＫＡＲＮＢ．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ｄｓｏｉｌｈｉ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５，３７（４）：７４９－７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廖承彬．红壤坡地水土流失过程分析与水土保持措施设计［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８．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ｂ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ｗ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ｌｏ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ｄｓｏｉｌ
ｓｌｏｐｅｌａｎｄ［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魏强．水蚀导致的土壤储水和导水变化对红壤季节性干旱的影响［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０．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黄道友，王克林，黄敏，等．我国中亚热带典型红壤丘陵区季节性干旱［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２５１６－２５２３．
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ｙｏｕ，ＷＡＮＧＫｅ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ｉｌｈｉ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ｎｃａ，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２５１６－２５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刘冬．不同侵蚀度红壤团聚体中粘粒矿物分布特征及其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ＬＩＵＤｏｎｇ．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ｒｏｓｉｏｎ［Ｄ］．
Ｗｕ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吴凤至，史志华，岳本江，等．坡面侵蚀过程中泥沙颗粒特性研究［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２，４９（６）：１２３５－１２４０．
ＷＵＦｅｎｇｚｈｉ，ＳＨＩＺｈｉｈｕａ，ＹＵＥＢｅ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ａｅｔｉｃ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ｎ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Ｊ］．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４９（６）：１２３５－１２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ＳＣＨＵＬＴＥＮＨ Ｒ，ＬＥＩＮＷＥＢＥＲ 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ａｒｍｙａｒｄｍａｎｕｒｅｏｎ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ｌ．Ｆｅｒｔ．Ｓｏｉｌｓ，１９９１，１２（２）：８１－８８．

［３０］　ＣＨＡＮＫＹ，ＨＥＥＮＡＮＤＰ，ＯＡＴＥＳＡ．Ｓｏ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ｕｂ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Ｒｅｓ．，２００２，６３（３－４）：１３３－１３９．

［３１］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Ｂ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Ｊ］．Ｅｕｒ．
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２００１，５２（３）：３４５－３５３．

［３２］　张晓林，和丽忠，陈锦玉，等．云南植烟红壤不同施肥条件下有机无机复合颗粒大小分组研究［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６，
１９（增刊）：１８８－１９５．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ＨＥＬｉ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ｎｙｕ，ｅ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ｉｎ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ｉｎ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ａｂｃｃ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Ｊ］．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
１９（Ｓｕｐｐ．）：１８８－１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王峰．亚热带红壤 作物系统对季节性干旱的响应与调控［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７．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ｃｒｏｐ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Ｄ］．Ｗｕｈａｎ：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黄尚书，钟义军，叶川，等．深松与压实对红壤坡耕地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Ｊ］．土壤通报，２０１７，４８（６）：１３４７－１３５３．
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ｓｈｕ，ＺＨＯＮＧＹｉｊｕｎ，ＹＥ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ｅｅｐｌｏｏｓ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ｌｏｐｅｆｉｅｌ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４８（６）：１３４７－１３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彭春瑞，陈先茂，钱银飞．秸秆覆盖对红壤旱地作物生长及土壤质量的影响［Ｊ］．中国农业气象，２０１１（增刊 １）：５１－５４．
ＰＥＮＧＣｈｕｎｒｕ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ｍａｏ，ＱＩＡＮＹｉｎｆ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ｉ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ｄｕｐｌａｎｄｓｏｉｌ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Ｓｕｐｐ．１）：５１－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李大明，柳开楼，叶会财，等．长期不同施肥处理红壤旱地剖面养分分布差异［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８，
２４（３）：６３３－６４０．
ＬＩＤａｍｉｎｇ，ＬＩＵＫａｉｌｏｕ，ＹＥＨｕｉｃａｉ，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ｒｅｄｓｏｉ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２０１８，２４（３）：６３３－６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ＬＩＡＮＧＹｉｎ，ＬＩＤｅｃｈｅｎｇ，ＬＵＸｉｘｉ，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ｉｌ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７（１）：９２－９９．

（下转第 ３４０页）

１２３第 １２期　　　　　　　　　　　　金慧芳 等：红壤坡耕地耕层质量特征与障碍类型划分



ＺＨＡ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ａｏ，ＬＩＵＧａ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ｓｆｒｏｍｎ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ＩＳ／Ｒ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Ｓｕｐｐ．）：１２４－１３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ｓ１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Ｓ０．０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许斌，谢贤健，甄英．基于 ＤＥＭ和分形理论的沱江流域划分及河网提取［Ｊ］．水电能源科学，２０１８，３７（７）：１９－２２．
ＸＵＢｉｎ，ＸＩＥＸｉａｎ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Ｙ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ｕｏｊｉ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８，３７（７）：１９－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杨永侠，孙婷，张丽红，等．京津冀地区耕地质量空间分布分形机制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６５－１７１．
ＹＡＮＧＹｏｎｇｘｉａ，ＳＵＮＴ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６５－１７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２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王倩，邹欣庆，朱大奎．基于 ＧＩＳ技术的秦淮河流域水系分维研究［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２，１３（６）：７５１－７５６．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ＺＯＵＸｉｎｑｉｎｇ，ＺＨＵＤａｋｕ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Ｑｉｎ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３（６）：７５１－７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郭兆纲，胡振鹏．不同周期数据递归图中的类分形自相似结构研究［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１－１５３．
ＧＵＯＺｈａｏｇａｎｇ，ＨＵＺｈｅｎｐｅ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ｌ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１－１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王彬，邱景．基于分形理论的小流域相似性判别初探［Ｊ］．吉林水利，２０１０（２）：４８－５０．
ＷＡＮＧＢｉｎ，ＱＩＵＪ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ｄ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Ｊ］．Ｊｉｌ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０（２）：４８－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ＦＥＲＮ?ＤＥＺＯＮＤＯＯＥ，ＢＡＣＣＨＥＴＴＡＧ，ＬＡＬＬＥＮＡＡＭ，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ＢＣＲ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ｏｉｌｓ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ｍ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ｉｎｅ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ｉｎＳａｒｄｉｎ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７２：
１３３－１４１．

［３０］　赵斌，朱四喜，杨秀琴，等．草海湖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现状及生态风险评价［Ｊ］．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１９，３２（２）：２３５－２４５．
ＺＨＡＯＢｉｎ，ＺＨＵＳｉｘｉ，ＹＡＮＧＸｉｕｑｉｎ，ｅ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ｆ
ＣａｏｈａｉＬａｋｅ［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２（２）：２３５－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３２１页）
［３８］　肖继兵，孙占祥，杨久廷，等．半干旱区中耕深松对土壤水分和作物产量的影响［Ｊ］．土壤通报，２０１１，４２（３）：７０９－７１４．

ＸＩＡＯＪｉｂｉｎｇ，ＳＵＮＺｈａｎ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ｕｔ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ｎｇ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ｃｒｏｐｙｉｅｌｄｉｎ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ａｒｅ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４２（３）：７０９－７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廖青，韦广泼，陈桂芬，等．蔗叶还田对土壤微生物、理化性状及甘蔗生长的影响［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１，２４（２）：
６５８－６６２．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ＷＥＩＧｕａｎｇｐｏ，ＣＨＥＮＧｕｉｆｅ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ｓｈ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Ｊ］．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４（２）：６５８－
６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　张丽娜，ＥＶＡＮＳＡ，张陆勇，等．耕作方式对旱地红壤物理特性的影响［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８，２５（３）：４６－５０．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ａ，ＥＶＡＮＳＡ，ＺＨＡＮＧＬｕ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ｉｌｌ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ｏｆ
ｕｙｐｌａｎｄ［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２５（３）：４６－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　陈恩凤．耕翻深度与耕层的层次发育［Ｊ］．中国农业科学，１９６２，２（１２）：１－６．
ＣＨＥＮＥｎｆｅｎｇ．Ｐｌｏｗｉｎｇ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ｙｅｒ［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６２，２（１２）：１－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　黄国勤，周丽华，杨滨娟，等．红壤旱地不同复种方式养地效果［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１８）：５１９１－５１９９．
ＨＵＡＮＧＧｕｏｑｉｎ，ＺＨＯＵＬｉｈｕａ，ＹＡＮＧＢｉ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ｕｐｌａｎｄ
ｒｅｄｓｏｉｌ［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１８）：５１９１－５１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４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