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通过监测土壤肥力评价常用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pH等7项评价指标，对西安

市近郊4个方位的土壤肥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在西安市近郊的4个方位上，土壤中pH值普遍在8.5左右，显略碱

性；有机质的含量普遍处于稍缺状态，北郊的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丰富，最高为2.64%；全氮含量相对较好，全钾含量

均处于较缺状态，北郊的全钾含量较高，为4.17 g/kg；全磷含量均处于0.66 g/kg左右，属中等状态；有效磷含量处于中

等含量水平，南郊较低，平均为7.3 mg/kg，最低至3 mg/kg；速效钾含量东郊为37.93 mg/kg，含量较少，处于较缺状

态，其余3个郊区均处于稍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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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valuation of 7 common indicators for soil fertility monitoring including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total potassium, available phosphorus,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pH value, the soil fertility in four cardinals of the suburbs of 

Xi'an City was assessed.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in the four cardinals, pH value in soils was generally about 8.5 in a slightly alkaline 

condition;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appeared generally in a slight shortage, but that in the soils of the north suburbs was relatively 

richer, with the maximal of 2.64%; the situation of TN content was relatively good; the content of total potassium was all in a lack state, 

but that in the soils of the north suburbs was comparatively higher as about 4.17g/kg; the TP content was all about  0.66g/kg in a medium 

state; the content of available phosphorus was in a medium level, but that in the soils of the south suburbs was lower as 7.3 mg/kg 
 averagely, with minimal of 3 mg/kg; the content of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he soils of the east suburbs was 37.93 mg/kg in a rather lack 

state, but that in the soils of the other three cardinals of the suburbs was just slightly de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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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C number: S158 

[3] [4]　　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固有属性和本质特征，它 讨土壤的肥力 。我国土壤学家熊毅认为 ，土壤
[1]是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等性质的综合反映 。 肥力就是土壤生产供应和协调营养条件和环境条

土壤肥力是土壤生产力的基础，它的高低决定了 件的能力。从土壤-植物-环境整体角度来看，

作物的生产潜力。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将水、肥、 土壤肥力就是土壤的养分针对特定植物的供应能
[2] 力，以及土壤养分供应植物对环境条件的综合体气作为构成肥力的重要因素 。在李比希创立了

[5]
植物矿质营养学之后，欧美土壤学家对肥力的认 现 。此外，土壤肥力受到气候、地形、水文地

识主要侧重于土壤的植物营养，以养分的多少探 质、管理水平、劳动投入、耕作时间等多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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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极强的空间差异特性，因 水土比2.5 1提取，电极电位法测定；有效磷采用

此，针对土壤本身的理化性质以及作物生长的要 碳酸轻钠浸提-肥力仪测定法测定；速效钾采用

求，探讨土壤肥力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为了更 氯化钡浸提-肥力测定仪测定法测定；全钾、全

好地发展西安市近郊的农业产业，使其适应时代 磷、全氮均采用浓硫酸、双氧水消解蒸馏—
[6-7]农业发展的要求，实现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 SFM-I型智能土壤肥力测定仪测定 。 

节约用肥，保护环境的总体目标，本文对西安市
2　结果分析与评价

近郊的土壤状况进行了实验检测分析，并根据相

2.1　pH值关的土壤肥力评价标准进行了肥力评价，为以后

对大多数作物来说，必需的营养元素的有效西安市近郊农业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提供

性与土壤的pH值有关，所以土壤酸碱度常常影较好的理论依据和施肥指导，从而促进近郊农业

响植物生长和施肥的效果，是土壤肥力的一项指的发展。
[8-9]标 。土壤pH通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动、有机

1　材料与方法
质分解、矿质营养的有效状态等影响土壤的肥力

[8]1.1　研究区概况 状态 。通过本次采样分析数据可得，西安市近

　　西安市位于东经107°40 ′～ 109°49′和北 郊的土壤pH值平均为8.397，显略碱性，由于植

纬33°49 ′～ 34°45′之间的黄河流域中部的关 物在吸收营养元素时，都是在氧化态条件下，因

中盆地，海拔约400 m，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 此西安近郊的pH值对于作物生长和利用营养元

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降水量在600 mm左 素来讲是较为理想的。

右，主要集中在夏季，北部为冲积平原，南部为 2.2　土壤中全量元素含量状况

剥蚀山地，大体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与西南低， 　　各郊区全量元素含量变化趋势具体见图1。

呈一簸箕状。据1998年最新统计数据，西安市土
2地 总 面 积 为 1.01×1010 m ，其 中 耕 地 面 积 为

23.42×109 m ，占土地总面积的33.79%。由于地

处关中平原，地势相对较为平坦，土壤长期受到

人类活动的影响和熟化作用，土壤成土母质为黄

土，主要土壤类型以塿土为主。

1.2　研究方法

在西安市近郊的每个方位布3个点，监测点

位分别为：南郊：朱坡村-新村、西寨-申店和 图1　土壤样品中全量元素的含量变化

由图1可见：西安市近郊的土壤中，全N的含郭杜；西郊：现代农业产业开发区、三桥和北石

量较好，其中西南郊含量最大，达1.81 g/kg，在桥；东郊：北牛寺村、热电厂（官亭、马家村）

四郊比较中，北郊的平均含量较高，为1.5 g/kg， 和田家湾；北郊：香北村、徐家堡和曹家堡；共

但各郊区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全K含量中，南布点12处，每处采集样品2个，共采集样品24

郊含量为4.25 g/kg，含量最高，四郊呈现南北较高，个，采集样品深度为0～20 cm，采集样品的编号

而东西较低的状况，西郊最低含量达1.9 g/kg； 采取方位英语首字母。样品的采集、布点、制备

全磷含量较为均匀，处于0.65~0.68 g/kg之间，四的具体操作均按照《土壤样品采集制备技术规

程》（DB21/T1289- 2004）进行。 郊差异较小。

选取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 从图1的变化趋势还可以看出，全量元素

速效钾、pH等7项常用指标评价土壤的肥力。有 中，全钾、全磷、全氮呈现较强的相关性，这

机质采用重铬酸钾—稀释热法测定；pH值采用 3种营养元素在四郊方位上的变化状况相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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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相似性或相关性，在土壤分布及对作物的 平均为92 mg/kg，呈现从西向东递增的趋势，东

生长条件来讲，可以有效调节各全量元素之间的
郊含量最低，平均为37.93 mg/kg，呈现中间含量低，

关系，促进植物对全量元素的平衡吸收，从而来
两头含量高的特点；有效磷含量平均为12.375 mg/kg,  

不断维持和增长作物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其中南郊含量最低，平均为7.3 mg/kg， 中间含量低至

2.3　土壤中有机质及有效态营养元素含量状况

3 mg/kg，而西郊的含量较高，平均为16.95 mg/kg, 　　西安市近郊土壤中有机质的平均含量是

呈现西南、西北含量较高，中间含量较低的变化1.64%，其中南郊平均含量较低，为1.39%，呈
特点，各郊区的具体变化见图3。现从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北郊平均含量较高，为

1.96%，呈现从东向西递增的趋势，各郊区的具

体变化见图2。

图 3　土壤样品中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变化

2.4   肥力状况评价

2.4.1　土壤肥力评价方法　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
[9] 图 2　土壤样品中有机质的含量变化 的核心，我国各主要土类已有土壤养分丰缺标准

[10]　　在土壤中，对作物生长有利的是各个大量营 和土壤综合肥力的分级法和评分法 。有些研究
养元素的有效形态，这样才有利于作物的吸收和 者将模糊数学法、多元统计法等方法和RS、
利用，从而补充其生长的需要。西安市土壤速效

[11]GIS等手段引入到土地评价中 ，通过大量数据处
钾含量平均为59.7 mg/kg，其中北郊的含量较好， [12-13]理，得出反映土壤肥力高低的综合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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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壤有机质及大量营养元素含量分极

2.4.2　土壤肥力状况评价　由监测结果及表1的评 0.19%～0.425%，属于较缺状态；由于我国耕地

价标准分析得出，西安市近郊土壤有以下特点： 土壤中全氮含量一般为1.0～2.0 g/kg，而测定结

郊区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普遍处于稍缺状态，有 果显示西安市四个郊区的全氮含量平均处于

机质含量较好的北郊，最大含量达2.64%，处于中 1.16～1.5 g/kg之间，最大达1.81 g/kg，含氮量状况较

等水平；在4个郊区中全磷含量较为均匀，变化在 好，但四郊比较而言，南郊的全氮含量相对较低；
 0.65～0.68 g/kg之间，即为0.065%～0.068%，属于 有效磷的含量平均处在7.3～16.95 mg/kg之间，其

中等水平；全钾含量处于1.9～4.25 g/kg之间，即为 中南郊的含量最低，为7.3 mg/kg，属于稍缺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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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其他的3个郊区，均处在中等水平上；速效 想，建立农业产业开发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钾的含量平均处于37.93～92  mg/kg， 北郊含量较 而南郊的状况稍差一些，应该适时的对南郊的农

好，最高达166 mg/kg，属于稍丰富状态，而东郊 业发展给予科技指导和技术帮助，从而获得更大

的农业经济收益。的含钾量较低，属于较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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