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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研究在贵州省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的基础上ꎬ结合本单位承担的调查项

目ꎬ优选出硒资源潜力丰富的六枝特区耕地为研究对象ꎬ根据研究区富硒土壤划分根据«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ＤＺ / Ｔ ０２９５－２０１６)和贵州省富硒土壤评价分级标准(试行)”ꎬ采用多种

地球化学分析测试方法对研究区进行了硒含量及分布特征评价ꎬ结合五种农作物硒含量分析结

果ꎬ初步查明了研究区内基岩和各类土壤硒背景值ꎬ根据硒含量初步划定了区内不同富硒区范

围ꎬ为富硒土壤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依据ꎮ 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硒含量值处于 ０ ０４７
５ ３ ｍｇ / ｋｇ 之间ꎬ平均含量 ０ ５４ ｍｇ / ｋｇꎬ总体接近背景值ꎮ 研究区基岩硒含量值有一定差异ꎬ表
现为二叠系上统含煤岩系中硒含量最高ꎬ平均值 ０ ９８ ｍｇ / ｋｇꎬ高于周缘耕地土壤硒含量ꎬ指示出

该地层可能提供部分硒ꎻ侏罗系粘土岩分布区中硒含量最低ꎬ平均值 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低于区域耕地

土壤硒含量ꎮ 综合解读分析测试数据ꎬ初步圈定区内富硒土壤面积约 ７２ ３６ 万亩ꎬ占全区耕地面

积的 ７３ ７９％ꎬ其中可开发面积约 ６７ ２９ 万亩ꎬ具有发展富硒产业的良好基础ꎬ本次研究对于调

整区内富硒农作物种植结构、发展特优农作物种植ꎬ增加就业和脱贫攻坚战略目标具有重大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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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硒是具有多功能的生命必需微量元素ꎬ国内

外大量医学临床试验证明ꎬ人体缺硒会造成重要

器官机能失调ꎬ适量补充硒对癌症、心脏病、肝脏

等几十种疾病有较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ꎬ而
过量硒则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毒害(齐玉薇等ꎬ
２００５)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ꎬ
人类健康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ꎬ富硒土壤作

为一种特殊的地质资源ꎬ必将得到有效地开发利

用和保护(李家熙等ꎬ２０００)ꎮ
本次研究在全省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的大背景下ꎬ选取区域上重点富硒区域之一的六

枝特区开展研究ꎮ 六枝特区矿产资源丰富ꎬ采矿

业发展迅速ꎬ由此造成的土壤和水资源

污染现状堪忧ꎬ前人曾开展部分研究工作(高
安勤等ꎬ２０１６ꎻ刘松等ꎬ２０１９ꎻ蒋永恒等ꎬ２０１９)ꎬ但主

要是针对土壤重金属和水资源污染ꎬ有关土壤和基

岩中有益元素硒的研究工作较为薄弱ꎮ 基于以上ꎬ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六枝特区耕地土壤硒元素含量

和分布特征进行评价ꎬ圈定不同级别富硒耕地ꎬ为
当地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富硒土地资源、科学选择

富硒作物种植提供地球化学依据ꎬ助力区域增加就

业和脱贫攻坚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ꎮ

２　 研究区概况

六枝特区位于贵州省西部ꎬ行政区划属贵州

省六盘水市ꎬ东临普定、镇宁两县ꎬ西接普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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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水城三县ꎮ 南连关岭县ꎬ北靠织金、纳雍县ꎮ
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５ ０８ １０５ ４３ꎻ北纬 ２５ ５９
２６ ３３ꎮ 区内碳酸盐岩分布较广泛ꎬ地势起伏较

大、地形破碎、高差悬殊、切割剧烈ꎮ 地貌以山地

为主ꎬ平均海拔 １ ４２０ ｍꎬ岩性以石灰岩和白云质

灰岩分布最广ꎮ 境内出露地层由老至新有石炭

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第三系及第四系等ꎮ
六枝特区位于黔北隆起和黔西断陷带威宁弧反射

弧东南部(陈建书ꎬ２０１８)ꎬ境内土壤类型主要有黄

壤、石灰土、紫色土、水稻土和潮土ꎮ 该县以农业、
养殖业和旅游业为主ꎬ耕地类型主要为水田和旱

地ꎬ是重要的粮食产地ꎬ土壤中硒含量对当地农业

生产及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３ １　 样品采集

样点布设采用“网格加耕地图斑”ꎬ采样密度

范围控制在 ４－１６ 个点 / ｋｍ２ꎬ平均布点密度 ９ 个 /
ｋｍ２ꎻ考虑样品代表性的同时兼顾均匀性与合理

性ꎬ最大限度控制调查单元ꎬ均匀采集 ０ ２０ ｃｍ
的土壤柱(ＤＺ / Ｔ０２９５－２０１６)ꎬ土壤垂向剖面深度

以见到成土母岩为准ꎬ分层采集母质层、淀积层、
淋溶层和腐殖层样品ꎬ同时采集成土母岩ꎮ 全区

共采集表层土壤 ０ ２０ ｃｍ 样品 ７６６５ 件(含 １５１
件重复样)ꎬ采样密度 ８ ５ 个 / ｋｍ２ꎬ布置土壤垂向

剖面 １２ 条ꎬ采集剖面土壤样品 ４８ 件ꎬ成土母岩样

１０ 件ꎬ异常查证样 ２０２ 件ꎬ采集农作物样 ９０ 件ꎬ根

系土壤样 ９０ 件ꎮ

３ ２　 样品分析

样品分析测试由湖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承担ꎮ 以«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和«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

查规范(１ ∶２５００００)»为依据ꎬ结合«生态地球化学

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等相关技术标准ꎬ采用原

子荧光光谱法(ＡＦＳ)测定硒元素ꎮ

４　 结果与讨论

４ １　 硒元素含量及分布特征

４ １ １　 硒元素含量特征

六枝特区耕地土壤硒元素含量 ０ ０４７ ５ ３
ｍｇ / ｋｇ(潘启权等ꎬ２０１８ꎻ何亚琳ꎬ１９９６)ꎬ硒的分布

在地域上差异明显ꎬ各乡镇土壤中硒含量平均值

由高到低依次为:落别乡土壤硒平均含量 (０ ８
ｍｇ / ｋｇ)略高ꎬ月亮河乡土壤硒(０ ３ ｍｇ / ｋｇ)略低ꎮ

不同土壤类型中硒含量也有所不同(表 ２)ꎬ
各类土壤中硒含量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水稻

土(０ ７３ ｍｇ / ｋｇ) >粗骨土(０ ６４ ｍｇ / ｋｇ) >石灰土

(０ ５９ ｍｇ / ｋｇ) >黄壤(０ ５８ ｍｇ / ｋｇ) >潮土(０ ４９
ｍｇ / ｋｇ)>紫色土(０ ３８ ｍｇ / ｋｇ)ꎮ

变异系数可反映土壤硒含量的离散程度ꎮ 硒

元素在各类土壤类型中的变异系数范围为 ０ ３７
０ ６３ꎬ表 １ 结果显示ꎬ各土壤类型中富硒土壤比

例较高的是粗骨土和水稻土ꎬ占比高达 ８３％以上ꎮ
表 １　 不同土壤类型土壤硒元素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单位:(ｍ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土壤
类型

样品数
(个)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众数

标准
离差

变异
系数

高于 ０ ４
样品数(个) 比例(％)

黄壤 ３ ９３８ ０ ５８ ０ ０５ ５ ３ ０ ４９ ０ ３９ ０ ３４ ０ ５８ ２ ７０９ ６８ ７９
水稻土 ５２４ ０ ７３ ０ １１ ４ １ ０ ６４ ０ ６１ ０ ９４ ０ ４３ ４４０ ８３ ９７
潮土 １５８ ０ ４９ ０ １４ １ ４７ ０ ３８ ０ ２２ ０ ２９ ０ ５８ ７０ ４４ ３

紫色土 ８８７ ０ ３８ ０ ０９ １ ９ ０ ３５ ０ １６ ０ ２４ ０ ６３ ３４２ ３８ ５６
石灰土 １ ７６０ ０ ５９ ０ ０６ ３ ８８ ０ ４９ ０ ４ ０ ３７ ０ ６２ １ １５６ ６５ ６８
粗骨土 ２４５ ０ ６４ ０ １１ １ ９２ ０ ６１ ０ ４８ ０ ２３ ０ ３７ ２１９ ８９ ３９

　 　 按地质背景和成土母岩进行统计ꎬ各地层单

元硒含量平均值差异明显ꎬ二叠系上统含煤岩系

中最高ꎬ平均值 ０ ９８ ｍｇ / ｋｇꎬ侏罗系粘土岩分布区

中最低ꎬ平均值 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全区平均含量 ０ ５４
ｍｇ / ｋｇꎮ 反映出二叠系上统含煤岩系硒背景值和

表层土壤硒含量相对较高ꎻ硒空间变异较大的是

二叠系上统灰岩和峨眉山玄武岩ꎬ变异系数分别

为 ０ ６７、０ ６６ꎻ各地层时代不同成土母岩富硒土壤

比例较高的是二叠系中统粉砂质粘土岩ꎬ为

９５ ５％ꎬ石炭系灰岩、二叠系中统灰岩、二叠系上

统含煤岩系次之ꎬ分别为 ９２ ７５ ％、 ９１ ８４ ％、
９１ １６ ％(表 ２)ꎮ

７６３第 ３ 期　 　 　 　 　 　 　 　 　 　 姚　 玲ꎬ等:贵州省六枝特区土壤硒分布特征及评价研究



表 ２　 不同成土母岩分布区耕地土壤中硒含量和地球化学参数表 单位:(ｍ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地层时代
成土
母岩

样品数
(个)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众数

标
准
离
差

变
异
系
数

高于 ０ ４

样品数
(个)

比例
(％)

第四、第三系 残坡积物 ３７ ０ ４７ ０ ２ １ ４５ ０ ３９ ０ ３４ ０ ２７ ０ ５６ １８ ４８ ６５

侏罗系
粘土质
粉砂岩

３５１ ０ ２ ０ ０９ ０ ９８ ０ １８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０ ４４ １０ ２ ８５

三叠系
上统

粉砂质
粘土岩

４４ ０ ３８ ０ ２５ ０ ５５ ０ ３７ ０ ３２ ０ ０８ ０ ２ １５ ３４ ０９

含煤岩系 ５５ ０ ３９ ０ １５ ０ ７２ ０ ３９ ０ ４５ ０ １１ ０ ２８ ２５ ４５ ４５

三叠系
中统

粉砂质
粘土岩

２１４ ０ ４８ ０ ２４ １ ５５ ０ ４５ ０ ４２ ０ １６ ０ ３４ １４４ ６７ ２９

白云岩 ７７２ ０ ４７ ０ １２ ２ ８５ ０ ４４ ０ ３７ ０ ２３ ０ ４８ ４６２ ５９ ８４
灰岩 ５９３ ０ ５２ ０ ２１ ３ １９ ０ ４７ ０ ４３ ０ ２３ ０ ４５ ４２０ ７０ ８３

三叠系
下统

粉砂质
粘土岩

７９５ ０ ４１ ０ ０６ １ ８ ０ ３６ ０ ３ ０ ２２ ０ ５３ ３３０ ４１ ５１

白云岩 ３０７ ０ ４４ ０ ０８ １ ０７ ０ ４１ ０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３ １６７ ５４ ４
灰岩 １６８６ ０ ４６ ０ ０５ ２ ４１ ０ ４４ ０ ３９ ０ １８ ０ ３８ １ ０５９ ６２ ８１

二叠系上统 灰岩 １２３ ０ ６１ ０ ０７ １ ７９ ０ ４７ ０ ２８ ０ ４１ ０ ６７ ７１ ５７ ７２
二叠系上统 含煤岩系 ８３７ ０ ９８ ０ ０９ ４ １ ０ ９３ ０ ９ ０ ４７ ０ ４８ ７６３ ９１ １６

峨眉山
玄武岩组

玄武岩 ２６１ ０ ７１ ０ １３ ２ ８２ ０ ６ ０ ２８ ０ ４７ ０ ６６ １８２ ６９ ７３

二叠系
中统

灰岩 ６２５ ０ ８６ ０ １７ ５ ３ ０ ７３ ０ ６４ ０ ４６ ０ ５３ ５７４ ９１ ８４

粉砂质
粘土岩

４６７ ０ ６９ ０ １１ １ ９８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２２ ０ ３２ ４４６ ９５ ５

石炭系 灰岩 ３４５ ０ ５９ ０ １２ １ ３２ ０ ５７ ０ ４８ ０ １５ ０ ２６ ３２０ ９２ ７５

　 　 按不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统计ꎬ土壤硒含量 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出现在旱地ꎬ茶园平均值最大ꎮ

表 ３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硒元素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单位:(ｍ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ｓ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土壤
类型

样品数
(个)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众数

标准
离差

变异
系数

高于 ０ ４
样品数(个) 比例(％)

旱地 ４ ４０８ ０ ５４ ０ ０５ ５ ３ ０ ４７ ０ ３９ ０ ３１ ０ ５８ ２ ８２７ ６４ １３

水田 ２ ４６１ ０ ６２ ０ ０７ ４ １ ０ ５２ ０ ３９ ０ ４ ０ ６５ １ ６７０ ６７ ８６

水浇地 ７ ０ ７４ ０ ４ １ ２９ ０ ７６ ０ ７６ ０ ３ ０ ４ ７ １００

果园 １６ ０ ７５ ０ ３ １ ６８ ０ ６１ ０ ４５ ０ ４３ ０ ５７ １３ ８１ ２５

茶园 １４ ０ ７８ ０ １９ １ ４９ ０ ８ ０ １９ ０ ４１ ０ ５２ １１ ７８ ５７

其他地类 ６０６ ０ ５５ ０ ０８ ３ １９ ０ ４９ ０ ３８ ０ ２９ ０ ５３ ４１０ ６７ ６６

　 　 综上所述ꎬ硒元素含量一定程度上与土壤类

型、地质背景及成土母岩和地类有关ꎮ 水稻土、粗
骨土两种类型土壤中硒平均含量较高ꎬ变异系数

相对较小ꎬ富硒土壤比例较高ꎬ说明富硒段可能分

布于这两种土壤类型中ꎬ分析认为ꎬ两种土壤类型

中含有较高的有机质ꎬ而有机质能吸附较多的含

硒化合物ꎬ形成高值点(杨光圻ꎬ１９９２)ꎮ

４ １ ２　 硒元素分布特征

研究区土壤硒总体呈背景分布(吴正ꎬ等 
２０１９)ꎬ土壤硒元素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二叠系地

层ꎬ面积约 ７２ ３６ 万亩ꎬ主要分布在落别—塔山街

道一线、中寨镇、龙河镇南面、新华镇东面、木岗镇

西面和牂牁镇北西部等(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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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富硒耕地资源分布及开发利用图

Ｆｉｇ １　 Ｓｅ－ｒｉ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根据区内土壤垂向剖面调查结果(图 ２)ꎬ各
层硒分布具有逐层富集特征ꎬ成土母岩中土壤硒

含量整体偏低ꎮ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认为可能与

硒的赋存状态有关ꎬ研究区部分成土母岩中硒含

量较高ꎬ硒从母岩中解析出来之后随水溶液向土

壤上层迁移ꎬ导致土壤中硒含量逐渐升高ꎮ 部分

硒在向上迁移的过程中在相对还原缺氧的条件下

被还原为元素态硒[Ｓｅ(０)]ꎬ硒在该状态下不溶

于水造成深部至中部土壤中硒相对富集ꎮ 当部分

被氧化的元素态硒和硒离子迁移至近地表弱酸性

环境中时被土壤微生物还原成亚硒酸盐活性增

加ꎬ部分被植物吸收并在植物与表层土壤中循环

往复ꎬ部分硒离子被粘土矿物吸附ꎬ导致表层土壤

中硒含量相对增加(图 ２)ꎮ

图 ２　 土壤中硒元素含量随深度变化图

Ｆｉｇ ２　 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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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富硒耕地资源评价

４ ２ １　 富硒土壤划分标准

土壤 Ｓｅ 含量分级不但要考虑调查区 Ｓｅ 含

量地区化学分布特征ꎬ还应考虑 Ｓｅ 缺乏或过量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ꎬ而富硒土壤的界定应

具有明显的生物有效性(朱青ꎬ２００４) ꎮ 研究区

富硒土壤划分根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

范» (ＤＺ / Ｔ ０２９５－２０１６)划定该区域 Ｓｅ 划分标

准(表 ４) ꎮ
表 ４　 土壤硒等级划分及图示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ｉｌ ｇ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指标 低硒 含硒 三级 二级 一级 特级 过剩

硒(ｍｇ / ｋｇ)
标准值 ≤０ ２ ０ ２－０ ４ ０ ４－０ ５ ０ ５－０ ８ ０ ８－１ ２ １ ２－３ ０ >３ ０

颜色

４ ２ ２　 研究区富硒土壤资源评价

依据以上土壤硒等级划分标准ꎬ富硒耕地面

积约 ７２ ３６ 万亩ꎬ占全区耕地面积 ７３ ７７％ ꎬ过剩

耕地面积约 ０ ０２ 万亩ꎬ占全区耕地面积 ０ ０２％
(图 １)ꎮ

４ ３　 富硒农产品情况

该次调查的农产品测试结果显示:水稻富硒

率 ５６ ６７％ꎬ 油 菜 富 硒 率 １００％ꎬ 刺 梨 富 硒 率

６ ６７％ꎬ车厘子和猕猴桃未达富硒标准ꎮ
表 ５　 不同农产品硒元素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单位:(ｍ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土壤类型 样品数(个)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富硒件数(件) 比例(％)

水稻 ３０ ０ 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１６７ １７ ５６ ６７

油菜 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６ １ ０５ １５ １００

刺梨 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６ １ ６ ６７

车厘子 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

猕猴桃 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

５　 结论与建议

(１)六枝特区土壤硒含量区间 ０ ０４７ ５ ３
ｍｇ / ｋｇꎬ平均含量 ０ ５４ ｍｇ / ｋｇꎬ不同基岩分布区的

不同耕地土壤类型硒含量存在差异性ꎮ
(２)不同土壤类型中硒含量有所不同ꎬ水稻土

硒平均含量(０ ７３ ｍｇ / ｋｇ)最高ꎬ紫色土硒平均含

量(０ ３８ ｍｇ / ｋｇ)最低ꎮ
(３)六枝特区土壤硒含量在各地层单元不同

岩性中平均值差异明显ꎬ二叠系上统含煤岩系成

土母岩中最高ꎬ平均值 ０ ９８ ｍｇ / ｋｇꎬ侏罗系粘土岩

成土母岩分布区中最低ꎬ平均值 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ꎮ
(４)区内富硒土壤面积约 ７２ ３６ 万亩ꎬ占全区

耕地面积的 ７３ ７９％ꎮ
(５)根据农产品和环境综合评价结果ꎬ结合区

内地质单元ꎬ划定了四个富硒耕地开发建议区ꎬ面
积约 ５４ ０２ 万亩ꎬ适合开发打造多种多样的绿色

优质富硒农产品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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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ꎻ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ｃｌａｙ
ｒｏｃｋ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０.２０ ｍｇ / ｋｇꎬ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
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ｒｉｃｈ
ｃｒｏｐｓ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ｒｏｐｓ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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