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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土壤有效微量元素；
半方差函数；空间变异；北京；平谷
区”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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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区土壤有效微量元素含量的空间变异特性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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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明土壤微量元素的空间分布，为合理科学配方施肥提供重要依据。【方法】在北京市平谷区布

设置1 076个采样点，测定其耕层（0～20 cm）与亚耕层（20～40 cm）土壤有效铜、有效锌、有效铁和有效
锰含量。应用地统计学法进行分析。【结果】平谷区耕层土壤有效铜、有效锌、有效铁和有效锰含量分别为

1.96、2.51、17.32和10.91 mg•kg-1，含量均在中等及中等偏上水平，耕层含量高于亚耕层，表现出一定的

表聚性；通过半方差函数分析，耕层中有效铁和有效锰的空间自相关范围较大，变程分别为21.6和45.3 km，耕

层有效铜和有效锌变程较小，分别为3.1和2.9 km，亚耕层中4种有效微量元素的变程与耕层不同，其大小顺序

为：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铁。采用Kriging最优内插法得到了平谷区4种土壤微量元素空间分布图，耕
层有效铁和有效锰含量分布主要取决于地形、土壤类型、土壤性质等结构性因素，而耕层有效铜和有效锌含量分

布则主要与土地利用类型有关，其中果园和菜地的含量明显高于大田。亚耕层4种微量元素空间分布格局与耕层
相似，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垂直分布特征。【结论】肥料和农药的投入是平谷区土壤有效铜和有效锌含量高的主要
原因，有效锌含量偏高，对土壤环境质量具有潜在危害，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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