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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冲的氮
、
磷元幸大都以有机春存在

,

这是州种养分的保存方式
。

当这些营养元素

自有机赞中释放出来成为无机态时易雄植物利用
,

但也容易流失
。 许多微量元素以与有

机物络合的形式保存于土壤中
。

: ,

因此土壤有机物的储量多我密切养系着作物产量
,

也影

响着上壤绪构
、

水气通透性等土壤物理牲状
; 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壤的发生和

演变
。

人们往往以有机物象韵乖与量作为评定土壤那搏和岑生
、

分类的指标
。

,

黄葬地区的止壤很大部分处于坡跳山高
、

文离破碎的丘陵渔壑区
,

土壤遭受到不同

程度的侵蚀
.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试图俐明在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作用下黄土地区几种主

要土壤有机质含屋的变化趋势及其与氮
、

磷元素的相关性
。

材料与方法

土样
:

大部分采自饮西省
,

部分采自 11}西
、

甘肃省
。

测定方法
:

一
:二

上壤有机质测定用那林法
;

王壤全氮量侧分用前民愁东

用三级动差
万 ( X 一 X )

“

一

长砂
- 表示偏离正态的程度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 黄惠抽位几种瘫镶有粗俄可 金氮 t 的祖冲分折

我们将各土类 o ~ 3。厘米土层的几百个有机质含量数据按含量高低绘制成宕量频率

直方图
,

并与根据林 , 乒 匀宝户切 g与 M。砂
。 。 f二n

方妹推算的理
.

珍颧率绘倒感的
i

毅
厂

态
一

分 夺

曲线 (曲线上每一点都经计算而得 ) 相忱较
,

得娜 l 示细果正杏曲姆找魔正常有缪条件
下有机质含量的分布状况

,

由此可以检查直方图表现的偏差
。

正赛曲线的纵轴最商值即

理论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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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类土峨。一 3。 厘米有机质含 , 频率分布图

从统计得出 85 个黄绵土土样有机质含量的平均值为 0
.

4 26 %
,

其含景分布直方 图 与

正态分布曲线相比较发生正偏斜
, 计算其表示偏离程度的三级动差等于 + 0

.

6 02 7 ,

说明

发生了很大的偏离
。

从直方图也可以看出黄绵土由于地处严重侵蚀地区
,

有机质含鼻分

布在 0
.

2

—
0

.

4 %范围内的频数最多
,

有机质含量一般低于其它土壤
,

这是陕北黄绵

土的特征之一
。

1 46 个楼土样品有机质含量平均值为。
.

8 63 %
,

与正态曲线比较发生负偏

斜
,

其三级动差为 一 0
.

0 8 3 9 ,

偏离不大
。
勃个黑坊土土样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值为 0

.

8 19 %
,

比之正态曲线偏离不大
,

三级动差为。 ,
0 07 3 4

、

。
.

、

为了对这几种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作较正确的估计
,

即由测定样本的算术平均值估测

E x( ) (期望一全群
卜

平均数卜 我们计算了期望的置信区间
,

由此可以较客 观 地 评

价各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范围
。

设 p 二 0
.

05
,

根据置信区间
= x 士 t x S I

- 一

sx
一
S/ 了瓦

一

S 一 标准差

计算得各土类 。一加厘米土层有机质含量存在 95 %可靠性的范围 ( 表 1 )
。

楼土共 7 6 个 样 本全氮量平均值为 0
.

0 6 理 5 %
,

黄绵土共 65 个样本平均全氮量为

0
.

0 3 7 2%
,

川地黄绵土共 39 个样本平均全氮量为 0
.

。” %
,

黑沪土共 32 个样本
,

平均全氮

量为。
.

0 6 8 8 % ( 频率分布图从略
,

全氮含量分布范围可参考有 机 质与 全 氮 含 量 相 关

图 )
。

(二 ) 土壤有机质最与全氮
、

全磷含量的相关分析
`

将各土类各个样本的有机质量 及与之相配对的全氮量
、

全磷量进行相关分谕
,

得到

下列图表
。

戏们按照少检验法
,

检查相关系数
r的显著性

;

计棠表 8 的
r
显著数值表

, _

得到两种概率的显
门

著担关

以 N一 2 的自由度按范福仁著生物统
r

值
,

以此与我们侧提的工值相比较
。



衰 1 由抽样洲定佑计有机反 t t盆日

样本数

( N )

测定所得有机质

含遥 平均值 ( x)

标准差
土 类 t值

(
s)

估侧9 6 %可靠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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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埃土

田 2 土幼有执质与全抓含址的经性圈归臼

由表 2 可 以看出
,

所测 4 种土类有机质与全氮量的相关系数变动在 0
.

78 0 6一 0
.

9 0 8 1之

裹 2 相关系橄及其皿粉性位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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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 (r )

查表所得 r 的显著值
自由度

P = 0
。
0 5 I P “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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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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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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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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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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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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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每个都比 P = 0
.

05 的
r
值远远超过

,

也显著超过 P 二 。
.

01 时的
r
值

,

可以认为 有 机 质

与全氮量是相关极显著的
。

以所测有机质量和全磷量的相关系数与查表所得的显著性
r
值相比较

,

川地黄绵l土

与黑庐土样本测穆胡
r
值均大于 P

一

礴
.

01 的
r
值

,
存在着早燕扣秦 一 卜 葛

土壤币的氮矛礴营养元素大都是生物起源的扩
浅

只淆有杭结告悉才能贮存这些元素
,

因此
,

我们认为测定所得的密切相关性是可以理解的
。

(三 ) 从上述统计分析展组培肥途径

从上述数百个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

黄土地区几种土壤有机质的含 量 大 都 在

l % 以下
,

全氮含量在。
,

又%以下
,

肥力水平极为低下斌农民群众虽然每年增施土粪
,

但是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冲走了大量地表肥土
,

至使生土裸露
。

尤其是坡地黄绵土地处

千沟万壑的陕北
,

每年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处于年年亏损
,

入不敷出的境地
。

因此有机质

平均量只在 Q
.

38 2一 。
.

46 9写范围内
,

并且在频率分布图上发生正偏斜
。

用三级动差来衡

量偏离正态的程度
:
黄绵土的三级动差为 0

.

60 27
,

比之楼土的 一 。
.

0 8 3 9绝对值显著为

大
,

这是由于严重的土壤侵蚀造成的大面积肥土流失
,

在统计学上表现出的严重偏离正

态
。

川地黄绵土一般分布在陕北川地上
,

由于地形与农业施肥
、

耕作情况的改善
,

有机

质含量提高到。
.

6肠一 0
.

91 1%范围内
,

这给我们提供了陕北黄绵土培肥改土的依据
。

楼土由于所处地形 , 水土流失相对轻微
,

当地农 民对耕作
、

施肥较为重视
,

因之有

机质
、

全氮含量都比黄绵土高
。

有机质含量的频率分布图基本符合正态
,

以三级动差表

示的偏离值很小
。

黑沪土情况基本与楼土相似
,

但是这两种土壤与我国其它肥沃土壤相

比还是肥力水平极低的
。

有机质含量与全氮
、

全磷量成正相关
,

尤其与全氮量相关显著
。

植物三要素中二者

以有机形态存在和保持
,

因此在今后农业现代化高潮中除增施化肥外
,
仍应重视施用有

机肥料以及保持肥土为主的农业技术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