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卷第4期449—458页

2011年7月

山地学报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V01．29，No．4 pp449—458

July，2011

文章编号：1008—2786一(2011)4—449—10

河南襄城植烟田土壤肥力空间变异性

与适宜性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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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统计学与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结合GIS技术，对河南省襄城县植烟田耕层(0，20 cm)159个土壤

样本进行了数据处理，分析了土壤有机质、pH、速效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土壤pH

的变异系数最小，而有效磷由于不同的耕作措施和不均衡施肥，其变异系数最大。半方差分析表明，土壤有机质、

pH和有效磷符合球状模型，最大相关间距分别为21 020、19 150和8 460 m，而有效氮和速效钾符合指数模型。最

大相关问距分别为7 484和25 320 m，土壤pH的Co／sill为0．193 5，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其他四种土壤肥

力因子的C。／sill为0．352 8～o．526 0，为中等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并采用Kriging方法进行最优内插，绘制了襄

城植烟田各土壤肥力因子含量的空间分布图。建立了烤烟土壤肥力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和层次分

析法对土壤肥力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分级。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GIS绘制襄城县烤烟种植区土壤肥力状

况图。结果表明，烟草种植区土壤肥力适宜性水平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土壤肥力

适宜性最高的地区位于研究区的东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5．02％；适宜性为适宜的位于研究区的北部和中南部，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15％；而次适宜的植烟田横穿于研究区的中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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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肥力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和变异性

特征，这种变化取决于各种内在的结构因子(如土

壤形成因子，包括土壤母质、地形等)和外在的随机

因子(如土壤耕作措施，包括施肥、灌溉和作物轮作

等)的综合作用⋯。地统计学已经被证明是分析土

壤特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异规律最为有效的方法

之一心o。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广泛应用，利

用地统计学并结合GIS技术来研究土壤性质的空间

变异，已成为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在县

域范围内了解土壤特性的空间变异，对于科学合理

地制定农田施肥方案，提高养分资源利用率，使其对

环境产生较小影响的同时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促进

变量施肥技术的发展，实现精确施肥都具有重要意

义[3]。

土壤空间变异性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其理论

依据是地统计学中的区域化随机变量理论[4]。已

有的大量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大都停留在对土壤空

间变异性的定性描述上怕o。1970年代后期地统计

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土壤调查、制图和土壤空间

变异性研究，到1980年代成为土壤科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并开始由定性描述转向定量研究，同时还引进

了Kriging、Cokriging Punctual等内插技术，并用于土

壤制图。1990年代以来，基于GIS技术的发展，使

得土壤空间变异性研究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如

Cambardella等旧1报道了田间尺度水平土壤养分的

时空变异性，认为不同的土壤养分，其空间变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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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差异，而且空间相关程度不同；Me@aw【7J

研究了明尼苏达河谷流域农田土壤磷、钾、锌的空间

变异特征，认为传统的测土施肥方法忽视土壤养分

空间变异特征，因而不再是经济的和有利于环境保

护的方法；Tsegaye等”1研究发现，精耕细作可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性，但植物生长

对养分的不等量吸收可导致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的加

剧。刘杏梅等”1利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617个样

点．对浙江平湖市540 km2面积土壤养分空间变异

特征的分析表明，土壤全氮和速效磷块金系数<

25％，认为他们主要受到母质、土壤类型等自然因素

的影响，而速效钾块金系数为50％，认为他主要受

施肥等随机因素影响。张庆利等””采集42个土

样，江苏金坛市967 km2面积上土壤肥力指标的空

间分布，根据空间变量块金系数大小，认为速效磷空

间变异受随机因素影响最大，其次为全氮、有机质、

速效钾和CEC。郭熙等””以江西泰和县苏溪镇苏

溪村120 hm2耕地为研究区域，按照网格法采集421

个样，对土壤养分空间变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钾、

磷、锰、有机质、硫块金系数大，认为他们主要受随机

因素影响；而钙、镁、铁、硼块金系数小，认为自然因

素对他们空间变异的影响大。关于县域范围内植烟

田土壤肥力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却不多见。

河南省襄城县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种植

晒烟，清朝乾隆五年县志记载：“独烟、蒜、石器有名

声，流传千百里外，与他地差别耳”。1913年英美烟

草公司在襄城试种了2 hra2烤烟成功，其烟叶被选

送到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会展览，襄城从此被称之

为“东方弗吉尼亚”和“烤烟圣地”，地理学家则称之

为种植烟草的“黄金地带。”随着卷烟工业对烟草质

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如何科学合理施用肥料来提高

烟叶品质是烤烟栽培上的关键。烤烟吸水吸肥力

强，对某些营养元素有选择吸收和富集作用，因此植

烟田土壤肥力的空间异质性和其他作物相比更有其

特殊性。本研究利用ArcGIS技术，运用地统计学方

法，分析植烟土壤大尺度区域性变量的分布和结构，

并对其土壤肥力适宜性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旨在为

烤烟种植的合理布局、为精确定位施肥以及进行土

壤改良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描述

河南省襄城县位于113。32’～113。49’E，33042’

一34。02’N，处在被地理学家称之为“烟草地带”的

区域内。全县地势西高东低，西南部为山峦起伏的

山区，北部为岗丘地带，中东部为平原，境内有北汝

河、颖河两条较大河流，气候为暖温带，南缘季风气

候。全年日照2 281．9 h，年平均气温14．7℃，无霜

期217 d，年降水量773．2Ⅻ。境内土质多为黄土、
红黄土和二潮土，土层深厚，疏密适中，因而所产烟

叶色泽金黄，油润丰满，香味浓郁，气味醇和，劲头大

燃烧性好，内在化学成＆胁调，是高档卷烟的E好原料。
1．2土样的采集和测定

为了避免施肥对采样的代表性和均衡性的影

响，采样在烟叶收获以后进行。2008—10在整个襄

城县植烟田选取代表性土壤样点159个(图1)，用

GPS定位，五点法采混合样，采样深度为0—20 crn，

圈1襄城檀烟区±壤采样点分布

Fig．I Loe．mlem of撕k％tobacco planting I哂om“sampll％sites，Hea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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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法¨21测定土壤pH值、有机

质、速效磷、速效钾和有效氮。

pH值采用玻璃电极法，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一

硫酸溶液一油浴法，有效磷采用Olseu法，有效氮采

用扩散法，速效钾用中性醋酸铵溶液浸提，火焰光度

法测定。

1．3数据处理

地统计学方法：利用半方差函数的相关参数对

研究区土壤肥力进行空间结构分析。

软件平台：

1．SPSSll．5：描述性统计分析；

2．GS+5．3：半方差函数分析；

3．AoGIS：数字化地图、Kriging插值。

2结果与分析

2．1 襄城植烟田烤烟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

襄城植烟田所产烤烟烟叶的各种化学成分含量

均在优质烟叶的范围之内(表1)。整个研究区内烤

烟烟叶(中部)总氮含量平均值为1．43％，高的田块

达到1．59％，但低于巴西的1．71％，津巴布韦的

1．90％，烟碱含量平均值为1．26％，高的田块达到

1．96％，仍低于巴西的2．71％，津巴布韦的2．09％。

襄城烟叶还原糖含量平均值为21．43％，高的田块

达到26．91％，高于巴西的19％，和津巴布韦的

26．27％相接近。烟叶中钾含量平均值为1．84％，

高的田块达到2．13％，仍低于巴西的2．62％和津巴

布韦的2．73％。烟叶中氯含量平均值为0．46％，高

的田块达到0．84％，已高于津巴布韦的0．71％，和

巴西的0．84％相等。但襄城烟叶中氯含量的变异

系数达到53．49％，说明整个地域中存在着分布不

均的现象。

2．2土壤肥力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表明了五种土壤肥力因子的经典统计学特

征，样品的中数和平均数可以反映观测值的中心位

置，标准差、变异系数、最大值和最小值表示数据的

变异程度。从表2中可以看出，pH、有机质、有效

氮、速效磷、速效钾的中数都小于平均值，说明了特

异值对样本的数值影响不大。为了检验这些实验数

据是否符合半方差函数分析的条件，用Kolmogorov

—Smironov(K—s)正态分布检验概率对它们进行

检验，区域内速效钾含量总体上呈正态分布，而其

他四个土壤肥力因子都是在取对数后服从正态分

布。其中pH的变异系数最小，为2．34％；其次是

有机质和速效钾，而速效磷的变异系数最大，为

85．59％，这可能与烟农施磷肥不均和土壤侵蚀等过

程的不同所导致的不均一性有关。

2．3土壤肥力各因子的空间变异特征

半方差函数曲线图，可以表示土壤各种指数的

区域化变量在距离与方向上不同的所有成对点之间

的观测值的空间相关性。通过半方差函数及半方差

函数曲线图可以得到3个极为重要的参数，即变程

(range)、基台值(sill)、块金值(nugget)。当半方

差函数y(h)随着间隔距离h的增大，从非零值达

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时，该常数称为基台值c0+

C；当间隔距离h=0时，y(0)=Co，该值称为块

金常数或块金方差。基台值是系统或系统属性中最

大的变异，半方差函数y(h)达到基台值时的间隔

距离n称为变程。变程表示在h≥o以后，区域化变

量Z(菇)空间相关性消失。块金值表示区域化变量

在小于抽样尺度时非连续变异，由区域化变量的属

性，或测量误差决定。另外，块金方差／基台值[c。

表1襄城植烟田烤烟叶片的化学成分含量
Table 1 The conte二ts of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obacco leaves in Xiangcheng tobacco planting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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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可表示空间变异程度(由随机部分引起的

空间变异占系统总变异的比例)，如果该比值较高，

说明由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变异性程度较大；相反，

则由空间自相关部分引起的空间变异性程度较大。

从结构性因素的角度来看，G。／c。+c可表示系统

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程度，如果比例<25％，说明变

量具有强烈的空问相关性；在25％一75％间，变量

具有中等的空问相关性；>75％时，变量空间相关

性很弱‘4|。

根据各个样点各项指标的数据，计算出实际半

方差函数的值7(h)，绘制实际半方差函数曲线，然

后选择几个(各向同性)模型分别进行拟合，从中选

出最优的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图2是土壤肥力各

指标的半方差函数图，表2是根据各要素半方差函

数模型得出的相应参数。

经理论模型的最优拟合发现pH和有机质、速

效磷的最佳拟合模型为球状模型，有效变程分别为
21 020，19 150和8 460 m。而有效氮和速效钾的最

佳拟合模型均为指数模型，有效变程分别为25 320

和7 484 m。五种土壤肥力因子的理论半方差函数

与实验半方差函数拟合较好，决定系数在0．643—
0．887 0间，说明理论模型较好地反映了这5种土壤

肥力指标的空间结构特征。

五种土壤肥力因子的C。／G。+C为0．193 5—

0．523 0。土壤pH的C0／G+C为最小，只有

0．193 5，其值<25％，说明具有强烈的空间相关性，

且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所至。其他四种土壤肥力因

子的c。／co+C为0．352 8—0．526 0，其值在25％

～75％之间，具有中等强度的空间相关性。说明其

空间变异是由随机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从表3还可以看出，五种土壤肥力因子的分数

维D值为1．641～1．951，pH的D值为最小，速效钾

的D值为最大，这说明pH的空间依赖性要比速效

钾的强。分维数D与块金值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如

pH的块金值最小，因此D也最小，速效钾含量的块

金值最大，因此D也最大。

2．4土壤肥力各因子的空间分布趋势

根据所得到的半方差函数模型，应用普通克立

格法(Ordinary Kriging)进行最优内插，绘制了各种

土壤养分含量的插值图。

图2—3是土壤pH值、速效氮、有效磷、有效钾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布图，Kriging插值图表明了襄城

县植烟田的土壤肥力因子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本研究区大部分植烟田田块的pH值都很高，

pH值高的土壤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南部，占总面积的

表3襄城植烟田土壤肥力因子的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及相关参数

Table 3 Semivariogram model and parameters of soil fertilizer factors in Xiangeheng tobacco planting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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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7％，pH值低的土壤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

和西部一带。

大部分襄城植烟田的有机质含量都很低，土壤

有机质含量在0．99％一1．59％范围的植烟田主要

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和东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6．38％，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植烟田主要分布于研

究区的中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1．36％(见图2)。

襄城植烟田土壤速效氮含量普遍较高，最高值

区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21．71％，土壤速效氮含量在45．60一49．6l

mg／kg的植烟田面积最大，为研究区总面积的

34．69％，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和中部。

襄城植烟田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处于中等水平，

有效磷含量在9．15—31．4 mg／kg高值区主要分布

在研究区的北部、东北部、西部和中部一带，占研究

区总面积的26．13％，有效磷含量在3．74—7．4t

ms／kg的低值区主要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南部、

西南部一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5．03％。

襄城植烟田土壤的有效钾含量也处于中等水

平，其含量在154．77—184．98 mg／kg的高值区分布

在研究区的东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2．76％，土

壤有效钾含量在114．00％一128．70％的低值区主

要分布于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22．61％，分布面积最大的是土壤有效钾含量在
128．71—140．34 mS／kg的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47．22％，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见图3)。

2．5土壤肥力适宜性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口一
—■一，

一l·

2．5．1 土壤肥力适宜性综合指数的计算

1．土壤肥力因子隶属函数的建立

各项土壤肥力因子对烟草生长和质量的影响程

度是个模糊的概念，对土壤肥力适宜性评价中的各

个指标建立相应的隶属函数，计算其隶属度值，以此

表示评价指标的状态值。隶属度函数实际上就是所

要评价的肥力指标与作物生长效应曲线之间关系的

数学表达式。它可以将肥力评价指标标准化转变成

范围为0．1—1的无量纲值(即隶属度)“””1。

隶属度函数通常有两类，分别是S型隶属度函

数和抛物线型隶属度函数。本研究中，土壤中pH、

有机质含量适用于抛物线型隶属度函数，全氮、速效

钾和有效磷则适用于S型隶属度函数。据此可计算

出各项肥力指标的隶属度值，这些值在0．1—1．0

间，其值的大小反映了其隶属的程度，最大值1．0表

示土壤肥力的最良好状态，完全适宜优质烟草的生

长，最小值0．1表示土壤肥力的严重缺乏或不协调。

在这里，为了计算的方便，将最小值定为o．1而非

0，是符合生产实际情况的。这就消除了各参数指标

间的量纲差异。

2．各土壤肥力因子阈值的确定

对一般作物而言，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是土壤

肥沃的标志，对作物生长有利，但对烤烟而言，土壤有

机质含量过高，生产出来的烟叶，后期贪青晚熟，不容

易正常落黄，甚至黑暴，烘烤后烟叶主脉粗，叶片过

厚，烟碱及蛋白质含量过高，色泽差，刺激性大，品质

低劣”“。本烟区内，土壤有机质含量不能>2．5％。

i面．” |-

I-．“
I⋯一O 2 4 8 12 16I．【一．tH口o002l Itm

圈2囊城檀烟l'夏-t-壤pH和有机质含量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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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壤有机质含量过低，所产烤烟香气不足。本烟

区内，如有机质含量低于0．8％时，已不适宜于烤烟

的种植，最适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4％一

1．8％。

烤烟品质都是在一定的pH范围内最好。综合

来看，世界各国推荐的最适烤烟生长pH范围为5．5

—7．0，这同许多国家烤烟种植区皆为酸性土壤区有

关”⋯。本烟区也采用这一最适指标范围。

同其他作物相比，烤烟的营养特点是对钾的需

求量大，较高的含钾量能保持烟叶较好的可燃性，满

足烤烟的需钾量是保证烟株正常生长、获得优质烟

叶的重要条件之一¨“。本烟区土壤中速效钾含量

如>150 mg／kg，则赋值为l，最低不能低于80 mg／

kg。氮以蛋白质、核酸、叶绿素、烟碱等形式存在于

烟株体内，氨素供应不足，烟株生长缓慢，植株矮小。

叶色浅淡，早衰黄化，叶小而薄，品质差．本烟区土壤

全氮含量以>0．15 g／kg为适宜，最低不得少于
0．08 g／kg。磷能增强烟株抗旱抗寒能力，促进叶片

成熟，提高烟叶品质。本烟区土壤中有效磷含量以

>15 mg／kg为适宜，最低不得少于5 rag／ks(表4)。

3．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指评价因子对评价对象的影响程度或贡

献率。为了弱化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其权重u“。

由于烟草是典型的忌氯作物，对氯元素十分敏

感，土壤中氯含量过高会损害烟叶和卷烟的燃烧

性⋯““。本研究区将土壤中水溶性氯含量>60

ms／kg的直接赋值为0．1，确定为不适宜区。其他

指标则根据烟草种植区的实际情况，听取了有关专

家的意见，分别比较了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构

造了各因子判断矩阵

R=

有机质pH速效钾全氮有效磷
0．M pH Available K Total N Available P

1

l／3 1

1／2 6／5 1

l／4Ⅳ4 l／2

协 协 W
1

1／2

通过该矩阵计算出各因子的权重，并对计算结

果进行了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CR的值为0．053，

<0．1，说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评价指标

权重如表5所示。

∞m

n■*"j¨“∞口_．_一

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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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5各土壤肥力因子的权I值
Table 5 Wei曲t value of evaluating indexes

评价因子
有机质pH

全氮 速效钾 有效磷

Index Organic matter Total N Available K AvailableP

权重0．445 8 0．1701 0．155 4 n1481 0 080 6

Wei咖b

4．综合评价指标值的计算

综合评分法通过使用隶属函数标准化后的指标

分值与层次分析法求出的各因子指标权重值，利用

如下模型对河南省襄城县烟草种植区土壤肥力适宜

性进行综合评分

IFI=王PjXij(i：1，2，3⋯⋯。nJ=l，2，3⋯⋯m)

(2)

式(2)中倒(Intergrated Fertility Index)是评价单元

的土壤肥力综合评分值，n为评价因子的总数，只

为第，个评价指标的权重，以为评价单元在第i个评

价指标上的隶属度。IFI取值范围为0．11。其值越

高，表明土壤肥力对烟草生长和品质的贡献率也越

高。本研究计算的结果删的范围为0．141，平均值
为0．793，标准差为0．179，变异系数为22．57％。对

于每个评价单元的综合评分值，通过编程计算后直

接写入图斑对应的属性数据表中。

2．5．2土壤肥力适宜性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计算所得的综合肥力指标(IFI)，等分为四

等，即将襄城县烟草种植区烟草土壤肥力适应性水

平划分为最适宜(0．72>IFI>0．62)，适宜(0．61>

IFI>0．52)，次适宜(0．51>IFI>0．42)，不适宜

(0．41>IF!>0．32)。分布情况如图4。

从烟草土壤肥力适宜性来看，襄城县烟草种植

区土壤肥力水平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表现出明显

的空间异质性。综合评价值最高(即最适宜)的地

=j i k；； ：! ，： ‰⋯。

图4河南省襄城县烤烟种植适宜性分布

Fifr 4 Suitability evaluation for tObaCCO plantation in Henan州M

区位于研究区的东南部，面积为86．18 km2，占研究

区总面积的5．02％；土壤肥力适宜性为适宜的地区

位于研究区的北部和中南部，面积为1 374．98 km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15％；土壤肥力适宜性为次

适宜的植烟田横穿于研究区的中部，面积为245．02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4．28％；综合评价值最低

(即不适宜)的地区位于研究区的西南部一个很少

的区域，面积为9．38 km2，只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0．55％。

3结论

1．襄城植烟田土壤中速效钾含量遵循正态分

布，而土壤pH、有机质、有效氮和速效磷则遵循对

数正态分布。在所有的变量中，土壤pH的变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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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少，而速效磷的变异系数最大。半方差分析表

明，速效氮和速效钾的理论模型与指数模型拟合最

好，有效变程分别为25 340 m和7 484 m，而土壤

pH、有机质、速效磷则符合球状模型，有效变程分

别为21 020 m、19 150 m和8 460 m。土壤pH具有

较强的空间自相关，而土壤速效钾则具有中等强度

的空间相关性。

2．植烟田土壤中pH高值区分布在研究区的东

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2．27％，而pH低值区则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和西部。土壤有机质含量

在0．99％一1．59％范围内的植烟田主要分布在研

究区的北部和东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6．38％。

植烟田土壤有效氮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南

部和西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1．7l％。土壤速

效钾含量在154．77～184．98 mg／kg范围的植烟田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南部，只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2％～76％，而土壤速效磷含量在9．15～31．4 mg／

kg范围的植烟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6．13％，主要

分布在研究区的北部、东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

3．襄城县烟草种植区土壤肥力适宜性综合指

数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综合评价值最高(即最适宜)的地区位于研究区的

东南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02％；土壤肥力适宜

性为适宜的地区位于研究区的北部和中南部，占研

究区总面积的80．15％；土壤肥力适宜性为次适宜

的植烟田横穿于研究区的中部，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4．28％；综合评价值最低(即不适宜)的地区位于

研究区的西南部一个很少的区域，只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0．55％。

4讨论

1．本文采用地统计与GIS相结合的方法，分析

了河南省襄城植烟田表层土壤(0～20 cm)各土壤

肥力因子的空间变异性。GIS能将属性数据和地理

信息数据结合起来，使地统计技术在大区域范围上

的应用变得更加方便。

2．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

功能，可以成功地支持植烟区土壤肥力的评价过程

和可视化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本文的研究和实地

调查验证表明，在GIS的支持下，可以快速有效地对

河南省襄城植烟区肥力适宜性进行科学的综合评

价，比传统的评价方法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和

物力。

3．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取决于基础数

据的完整性，以及评价方法选择上的合理性。利用

层次分析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而获得的评价结

果，可以克服凭经验确定分级而容易产生主观偏差

的弊端，能够准确地反映烟草种植区的肥力等级差

异。本研究的评价结果与生产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4．本文中土壤肥力综合评价得出的结果仅代

表河南省襄城烟草种植区内潜在的生产能力，还应

该将气候、地貌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加以分

析，才能表示土壤的现实生产能力。土壤肥力综合

评价的目的正是使土壤的潜在生产力能够得到准确

有效的评估，探明并改善导致现实生产力与潜在生

产力之间产生差距的主要因子，从而可提出相应的

措施来提高烟草种植区内烟叶的品质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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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Vari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Soil Fertility Factors in Xiangcheng Tobacco Planting Region

CHEN Haishen91，一，PEI Xiaozhon92，WEI Yuewei 1，LIU Guoshunl

(1．National Tobacco Cultivation and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enter，ttenanAgricultural Univeni秒，Zhengzhou 450002，China；

2．Zhejiang Tongj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Hangzhou 31 1233，China)

Abstract：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spiral variability of soil properties in tobacco planting regions，for the right

decision can be made as to how many fertilizer rates are likely to be appropriate for the high quality tobacco produc—

tion．In this paper．a total of 159 soil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surface soil(0～20)of Xiangcheng tobacco planting

fields．Henan province in April 2007 for exam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oil organic matter，pH，available N，availa—

ble P and available K．Spatial variability of above mentioned was evaluated using geostatistics and 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vsten(GIS)analyses．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ield management tar—

geting at improving soil quality in this tobacco planting reg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ose five soil fertility

factors．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soil pH is the smallest，while that of available P is the greatest which demands

more samples under the same precisions。which are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uneven fertiliza-

tion．Analysis of the isotropic variogram indicated that the soil pH，organic matter and available P semivariogram

were weU described with spherical models．with the distance of spatial dependence be{ng 21 020，19 150 and 8 460

m respectivelv．while the available N and available K semivariogram were well described with exponential model，

with the distance of spatial dependence being ranged from 7 484 to 25 320 m．Soil pH value was strongly spatially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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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ce with C0／sill being 0．193 5，while other four soil fertility factors were moderately spatial dependent with

C0／sill being range from 0．352 8 to 0．526 0．With the kriging analysids，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s of soil prop—

erties in Xiangcheng tobacco planting regions was drawn．In the paper，the index system of soil fertility suitability of

tobacco was established．S-or parabola—type dependence functions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ir effect on tobac—

CO crop and the function value was also calculated．AHP was印plied to judge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factor．

then the integrated index val ues for every evaluation unit were obtained．And the fertility map of Xiangcheng tobac—

co planting regions was drawn with GIS software mapG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ptimum fields for Flue—to-

bacco crops growth were found in the east—southern part of the investigated regions，accounting for 5．02％of the

whole area，while the soil with suitability field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vestigated regions．occupying 80．15％of the whole area．And the

middle of this given regions，accounting for 14．28％of the whole area．

the northern a．nd middle—southern part of

fields with less suitability existed in the

Key words：geostatistics；spatial variability；flue—cured tobacco；soil fertility factor；suitabi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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