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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安顺市表层土壤样品地球化学调查数据ꎬ从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及速效钾

四个方面分析ꎬ表明安顺市近 ９０％以上的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碱解氮及速效钾含量均处于中

等以上水平ꎬ速效磷的含量有 ９０％以上的耕地处在中等以下水平ꎮ 依据本次的研究结果ꎬ可以

为安顺市农业科学施肥提供更好的指导ꎬ以便通过人为的手段来调节土壤养分含量ꎬ为农作物

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ꎬ从而达到增产、增质、增效的目的ꎬ更好的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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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土壤养分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ꎬ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土壤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有着重要影响(陈旭辉ꎬ２００１ꎻ陈旭

辉 等ꎬ２００３ꎻ高雪 等ꎬ２０１３)ꎮ 土壤养分的含量、
分布、形态及迁移转化不仅受成土母质、气候等自

然因素的影响ꎬ还与耕作方式、土地利用方式等人

为活动有关(周国华 等ꎬ２００４)ꎮ 本文通过有机

质、碱解氮、速效磷及速效钾四个方面的具体分

析ꎬ可以更好的量化土壤养分的情况ꎬ根据植物生

长需要的不同ꎬ可以人为的来调节各养分元素的

含量ꎬ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农业生产ꎮ

２　 研究区概况

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ꎬ距贵州省省会贵

阳市约 ９０ 公里ꎬ现辖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关
岭县、镇宁县、紫云县ꎮ 地势总的趋势是中北部

高ꎬ北部、东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分别向乌江、北
盘江、红水河渐次降低ꎮ 地貌为低中山丘陵为主

的丘原地貌类型ꎬ且复杂多样ꎬ山、丘、坝(平地)
均有ꎮ 土地总面积 ９２５ ３０６ 公顷ꎬ其中:农用地

６５２ ９５３ 公顷ꎬ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０ ５７％ꎻ建设用地

３０４ ９６ 公顷ꎬ占土地总面积的 ３ ２９％ꎻ未利用地

２４１ ８５７ 公顷ꎬ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６ １４％ꎮ 属亚热

带季风湿润气候ꎬ干湿季分明ꎬ全年气候温和ꎬ冬
无严寒ꎬ夏无酷暑ꎮ

３　 样品及数据来源

安顺市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工作由贵州省煤田

地质局承担ꎬ在 ４５０ 万亩的耕地(旱地、水田、园
地)范围内共采集表层土壤样品 ２８０００ 件ꎬ采样深

度为耕层 ０ ２０ ｃｍꎬ所有样品均经自然风干研磨

过筛后送实验室ꎮ 本文主要从化验数据中选取有

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四项指标来分析安

顺市耕地土壤养分的分布特征ꎮ

４　 数据统计

由于数据量比较大ꎬ受各种因素影响容易出

现离群值ꎬ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ꎬ采用 ３ 倍方差法

来检 测 离 群 值 并 将 其 剔 除ꎬ 运 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土壤养分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任明强 等ꎬ２０２０ꎻ蔡大为 等ꎬ２０２０)ꎬ得出安顺市

土壤养分基本情况ꎮ 然后参照«ＤＺ Ｔ０２９５－２０１６

６５４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附录 Ｄ 土壤养分指

标等级划分标准(表 １)ꎬ确定安顺市耕地表层土

壤养分丰缺等级所占百分比及分布特征ꎮ

表 １　 土壤中养分指标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ｏｉｌ

　 　 　 等　 级

指　 标　 　 　
一等(丰富) 二等(较丰富) 三等(中等) 四等(较缺乏) 五等(缺乏)

有机质(ｇ / ｋｇ) >４０ >３０ ４０ >２０ ３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碱解氮(ｍｇ / ｋｇ)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９０ １２０ >６０ ９０ ≤６０
速效磷(ｍｇ / ｋｇ) >４０ >２０ ４０ >１０ ２０ >５ １０ ≤５
速效钾(ｍｇ / ｋｇ) >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表 ２　 安顺市及各县区有机质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行政区 最小值(ｇ / ｋｇ) 最大值(ｇ / ｋｇ) 平均值(ｇ / ｋｇ) 变异系数(％) 样本数(件)
普定县 ８ ５７ ２４３ ２４ ４１ ５５ ５３ ３ ３７４
西秀区 ２ ９０ ２１９ ００ ３６ ８９ ４０ ６ ８４２
平坝区 ２ ００ １３６ ３０ ３６ ７１ ３６ ３ ６５７
关岭县 ２ ３８ ６１ １９ １８ ５０ ４１ ３ ３８８
镇宁县 ４ １０ １４９ ６６ ３４ ４６ ４０ ４ ６２０
紫云县 ４ ５０ １１１ ４０ ２９ ９７ ３０ ５ ７２０
安顺市 ２ ００ ２４３ ２４ ３２ ８９ ３９ ２７ ６０１

５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及分布

特征

　 　 有机质是农作物生长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ꎬ
它能活化土壤中潜在的养分ꎬ具有改良土壤、培肥

的能力ꎬ是反映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汪汾

等ꎬ１９９４)ꎮ 由表 ２ 可知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有

机质含量极值范围为 ２ ００ ２４３ ２４ ｇ / ｋｇꎬ平均含

量为 ３２ ８９ ｇ / ｋｇꎬ变异系数为 ３９％ꎮ 由表 ３ 可知ꎬ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主要集中分布在

３０ ４０ ｇ / ｋｇꎬ其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３９ ９４％ꎻ其

次分布在>４０ ｇ / ｋｇ 和 ２０ ３０ ｇ / ｋｇꎬ分别占全市

耕地总面积的 ２５ ４７％和 ２９ １５％ꎻ１０ ２０ ｇ / ｋｇ
和≤１０ ｇ / ｋｇ 的相对较少ꎬ仅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５ １７％和 ０ ２７％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安顺市耕地表

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多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ꎮ
安顺市各县区表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普

定县>西秀区>平坝区>镇宁县>紫云县>关岭县ꎻ
紫云县和关岭县表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ꎬ其它县区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ꎻ其
中ꎬ普定县的表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最高ꎬ关岭

县的最低ꎬ各县区变异系数均在 ０ ５０ 左右ꎬ处在

中等变异范围之内ꎮ
表 ３　 安顺市及各县区有机质含量等级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等　 级

行政区　 　 　
一等(丰富) 二等(较丰富) 三等(中等) 四等(较缺乏) 五等(缺乏)

普定县 ４１ ４６ ３８ ８０ １７ ５１ ２ １８ ０ ０５
西秀区 ３４ ４９ ４１ ７６ ２１ ３７ ２ １９ ０ ２０
平坝区 ２７ ７９ ４９ ７８ ２１ １２ １ ２８ ０ ０３
关岭县 １３ ６０ ４３ ０５ ２９ ７０ １２ ２８ １ ３７
镇宁县 ２５ ７９ ３４ ３０ ２９ １２ １０ ６４ ０ １６
紫云县 ７ ０３ ３４ ３８ ５４ ４３ ４ ０９ ０ ０８
安顺市 ２５ ４７ ３９ ９４ ２９ １５ ５ １７ 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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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普定县 ４１ ４６％的耕地表层

土壤有机质含量>４０ ｇ / ｋｇꎻ西秀区、平坝区、关岭

县及镇宁县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主要集中分

布在 ３０ ４０ ｇ / ｋｇꎬ其中平坝区最多ꎬ占耕地总面

积的 ４９ ７８％ꎬ镇宁县相对较少ꎻ紫云县 ５４ ４３％的

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在 ２０ ３０ ｇ / ｋｇꎬ有
机质含量相对于其它县区较低ꎮ 但是各个县区近

９０％的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都处于丰富－中
等水平ꎬ较缺乏－缺乏的耕地相对较少ꎬ说明有机

质含量在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中整体含量较高且

分布面积较广(见图 １)ꎮ

图 １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６　 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及分布

特征

　 　 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氮素是以碱解氮的形式被

直接吸收利用的ꎬ它能够反映土壤氮素的动态变

化和提供氮素的能力(张妍 等ꎬ２０１３)ꎮ 由表 ４、
表 ５ 可知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极值

范围为 ０ ３３ ４３８ ００ ｍｇ / ｋｇꎬ平均含量为 １３７ ７２
ｍｇ / ｋｇꎬ变异系数为 ３７％ꎮ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碱

解氮主要集中分布在>１５０ ｍｇ / ｋｇꎬ占全市耕地总

面积的 ４５ ５８％ꎻ其次分布在 １２０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９０ １２０ ｍｇ / ｋｇꎬ 分 别 占 全 市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３１ ００％和 １６ ７３％ꎻ６０ ９０ ｍｇ / ｋｇ 和≤６０ ｍｇ / ｋｇ
的相对较少ꎬ仅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４ ７２％和

２ ００％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中

碱解氮含量大多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ꎮ
安顺市各县区表层土壤碱解氮平均含量为西

秀区>镇宁县>关岭县>平坝区>普定县>紫云县ꎻ
普定县、平坝区和紫云县表层土壤碱解氮平均含

量低于全市平均水平ꎬ其它县区均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ꎻ其中ꎬ西秀区表层土壤碱解氮平均含量最

高ꎬ紫云县的最低ꎬ各县区变异系数均在 ０ ５０ 以

下ꎬ处在中等变异范围之内ꎮ
由表 ５ 可以看出ꎬ西秀区、平坝区、关岭县及

镇宁县耕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主要集中分布在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ꎬ处于丰富水平ꎬ其中西秀区最多ꎬ占
耕地总面积的 ６９ ８１％ꎬ平坝区相对较少ꎻ普定县

和紫云县耕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主要分布在

１２０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ꎬ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５３ ４３％和

４８ ３５％ꎬ处于较丰富水平ꎮ 除平坝区外其它县区

９０％以上的耕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都处于丰富

－中等水平ꎬ较缺乏－缺乏的相对较少ꎬ说明碱解

氮含量在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中整体含量较高且

分布面积较广(见图 ２)ꎮ

７　 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及分布

特征

　 　 速效磷代表了土壤的供磷能力ꎬ是确定磷肥

用量和农业磷环境风险评价的重要指标(王升堂ꎬ
１９９７ꎻ周生路 等ꎬ１９９７ꎻ张露ꎬ２００４)ꎮ 安顺市耕地

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极值范围为 ０ ０９ １９０ ０９
ｍｇ / ｋｇꎬ平均含量为 ９ １７ ｍｇ / ｋｇꎬ 变异系数为

１０２％ꎮ 由表 ６、表 ７ 可知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

效磷主要集中分布在 １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５ １０
ｍｇ / ｋｇꎬ分别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４０ ４７％ 和

３７ ８３％ꎻ其次分布在 ２０ ４ ０ ｍｇ / ｋｇ 和≤５ ｍｇ /
ｋｇꎬ分别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８ ０４％和 １２ ７１％ꎻ>
４０ ｍｇ / ｋｇ 的 较 少ꎬ 仅 占 全 市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０ ８７％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

效磷含量大多处于中等－较缺乏水平ꎮ
安顺市各县区表层土壤速效磷平均含量为西

秀区>紫云县>关岭县>镇宁县>平坝区>普定县ꎻ
普定县和平坝区速效磷平均含量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ꎬ其它县区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ꎻ其中ꎬ西秀区

的速效磷平均含量最高ꎬ普定县的最低ꎬ各县区变

异系数均在 １ １ ５０ 左右ꎬ处在高变异范围之内ꎬ
说明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波动较大ꎬ
分布不均衡ꎮ

８５４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０ 年 ３７ 卷　 　



表 ４　 安顺市及各县区碱解氮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行政区 最小值(ｍｇ / ｋｇ) 最大值(ｍｇ / ｋｇ) 平均值(ｍｇ / ｋｇ) 变异系数(％) 样本数(件)
普定县 ５０ １７ ２３４ ３２ １３１ ８７ ２８ ３５２
西秀区 ３２ ２０ ４３８ ００ １６８ ３３ ３５ ６９２
平坝区 ０ ３３ ３２１ ００ １３４ １６ ４９ ３７１
关岭县 ２ ０７ ３１７ ００ １３８ ４６ ３９ ４９５
镇宁县 ２７ ００ ３０６ ００ １４５ ３８ ３３ ４６４
紫云县 １３ ３０ ２８０ ００ １３１ ４３ ３１ ５７４
安顺市 ０ ３３ ４３８ ００ １３７ ７２ ３７ ２９４８

表 ５　 安顺市及各县区碱解氮含量等级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等　 级

行政区　 　 　
一等(丰富) 二等(较丰富) 三等(中等) 四等(较缺乏) 五等(缺乏)

普定县 ３１ ７５ ５３ ４３ １３ ７２ ０ ９４ ０ １６
西秀区 ６９ ８１ ２０ １８ ９ ４７ ０ ４５ ０ ０８
平坝区 ４０ ３２ ２８ ７０ １０ ７２ ７ ７３ １２ ５３
关岭县 ４１ ２４ ２４ ６９ ２４ ７１ ９ １０ ０ ４１
镇宁县 ５５ ５４ １７ ４３ １８ ５９ ８ １７ ０ ２７
紫云县 ２０ １４ ４８ ３５ ２６ １４ ４ ６０ ０ ７７
安顺市 ４５ ５８ ３１ ００ １６ ７３ ４ ７２ ２ ００

图 ２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由表 ７ 可以看出ꎬ普定县和镇宁县分别有

６０ ４６％和 ５２ ２９％的耕地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分

布在 ５ １０ ｍｇ / ｋｇꎬ说明两县大面积的耕地速效

磷处于较缺乏状态ꎻ西秀区有 ７１ ２３％的耕地表层

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布在 １０ ２０ ｍｇ / ｋｇꎬ属于中等

水平ꎻ其它县区耕地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中等和

较缺乏面积占比相当ꎮ 各个县区丰富－较丰富速

效磷含量的耕地面积均较少ꎬ９０％以上的耕地表

层土壤速效磷含量都处于中等－缺乏水平ꎬ说明速

效磷含量在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中整体含量较低

(见图 ３)ꎮ

８　 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及分布

特征

　 　 速效钾是判断土壤中钾元素是否满足作物正

常生长的重要指标(周国华 等ꎬ２００５)ꎮ 由表 ８、
表 ９ 可知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极值

范 围 为 ２８ ００ ５０５ ６２ ｍｇ / ｋｇꎬ 平 均 含 量 为

１３８ ５７ ｍｇ / ｋｇꎬ变异系数为 ５５％ꎮ 安顺市耕地表

层土壤速效钾主要集中分布在 １００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ꎬ
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４６ ２０％ꎻ其次分布在 １５０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ꎬ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３４ ３６％ꎻ>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 和 ５０ １００ ｍｇ / ｋｇ 的相对较少ꎬ分别占全

市耕地总面积的 ８ １６％和 ９ ４８％ꎻ≤５０ ｍｇ / ｋｇ 的

最少ꎬ仅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１ ７９％ꎮ 从中可以

看出ꎬ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大多处于

较丰富－中等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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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安顺市及各县区速效磷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行政区 最小值(ｍｇ / ｋｇ) 最大值(ｍｇ / ｋｇ) 平均值(ｍｇ / ｋｇ) 变异系数(％) 样本数(件)
普定县 ０ １７ ５７ ５４ ６ ２８ ９７ ３４０
西秀区 ０ ２２ １９０ ０９ １５ ４６ １２６ ６９２
平坝区 ０ １６ １７０ ０９ ９ １５ １２４ ３６２
关岭县 ０ ２８ １２３ ６０ １１ ２０ １１６ ４９５
镇宁县 ０ ０９ １９０ ００ ９ ６８ １４３ ４６４
紫云县 ０ ３７ １０６ ３１ １２ ７７ １５３ ５７４
安顺市 ０ ０９ １９０ ０９ ９ １７ １０２ ２９２７

表 ７　 安顺市及各县区速效磷含量等级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等　 级

行政区　 　 　
一等(丰富) 二等(较丰富) 三等(中等) 四等(较缺乏) 五等(缺乏)

普定县 ０ １８ ２ ０３ １９ ２２ ６０ ４６ １８ １１
西秀区 ０ ５９ １１ ５５ ７１ ２３ １４ ０５ ２ ５７
平坝区 ０ ３６ ８ ９２ ３９ ４４ ３０ ５３ ２０ ７５
关岭县 ０ ７４ １１ ２３ ３３ ３２ ３９ ８７ １４ ２０
镇宁县 ０ ６９ ５ ４１ ２８ ３５ ５２ ２９ １３ ２７
紫云县 ２ ４２ ７ ６８ ３２ ８５ ４２ ４２ １４ ６３
安顺市 ０ ８７ ８ ０４ ４０ ４７ ３７ ８３ １２ ７１

图 ３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效磷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安顺市各县区表层土壤速效钾平均含量为西

秀区>关岭县>镇宁县>普定县>紫云县>平坝区ꎻ
普定县、平坝区和紫云县速效钾平均含量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ꎬ其它县区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ꎻ其
中ꎬ西秀区的速效钾平均含量最高ꎬ平坝区的最

低ꎬ各县区变异系数均在 ０ ５０ 左右ꎬ处在中等变

异范围之内ꎮ
由表 ９ 可以看出ꎬ西秀区有 ４９ ２１％的耕地表

层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在 １５０ ２００ ｍｇ / ｋｇꎬ说明该

区耕地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较丰富ꎻ其它县区耕地

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主要集中分布在 １００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ꎬ说明这些区域的耕地土壤钾元素含量处于

中等水平ꎮ 但是各个县区近 ８０％以上的耕地土壤

速效钾含量都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ꎬ较缺乏－缺乏的

耕地相对较少ꎬ说明速效钾含量在安顺市耕地表层

土壤中整体含量较高且分布面积较广(见图 ４)ꎮ

９　 结论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３２ ８９ ｇ / ｋｇꎬ全市 ９４ ５６％的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

含量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ꎻ表层土壤碱解氮平均含

量为 １３７ ７２ ｍｇ / ｋｇꎬ全市 ９３ ３１％的耕地表层土壤

碱解氮含量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ꎻ表层土壤速效磷

平均含量为 ９ １７ ｍｇ / ｋｇꎬ全市 ９１ ０１％的耕地表层

土壤碱解氮含量处于中等－缺乏水平ꎻ表层土壤速

效钾平均含量为 １３８ ５７ ｍｇ / ｋｇꎬ全市 ８８ ７２％的耕

地表层土壤碱解氮含量处于丰富－中等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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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安顺市及各县区速效钾含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行政区 最小值(ｍｇ / ｋｇ) 最大值(ｍｇ / ｋｇ) 平均值(ｍｇ / ｋｇ) 变异系数(％) 样本数(件)
普定县 ４０ ３４ ４０２ １１ １３７ ４１ ４０ ３４８
西秀区 ４１ ９９ ３９８ ５６ １５４ ９６ ３８ ６９２
平坝区 ３８ ４２ ５０５ ６２ １２６ ２５ ５２ ３６５
关岭县 ３７ ３０ ４８９ ３７ １５２ ３２ ４９ ４９５
镇宁县 ２８ ００ ４１７ ７９ １４３ ３０ ４５ ４６４
紫云县 ４２ ２６ ４０７ ８６ １２８ ４７ ４１ ５７４
安顺市 ２８ ００ ５０５ ６２ １３８ ５７ ５５ ２ ９３８

表 ９　 安顺市及各县区速效钾含量等级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等　 级

行政区　 　 　
一等(丰富) 二等(较丰富) 三等(中等) 四等(较缺乏) 五等(缺乏)

普定县 ２ ９２ ３３ ６８ ５２ ３２ １１ ０１ ０ ０７
西秀区 ９ ３４ ４９ ２１ ３６ ３３ ５ ０６ ０ ０６
平坝区 ５ １６ ３３ ２３ ３５ ８４ １３ ４３ １２ ３４
关岭县 ２５ １５ ３５ ７３ ３４ ０３ ５ ０７ ０ ０２
镇宁县 ５ ５７ ３３ ５２ ５２ ４１ ８ ３４ ０ １６
紫云县 ３ ８８ １５ ４８ ６４ ９２ １５ ４７ ０ ２５
安顺市 ８ １６ ３４ ３６ ４６ ２０ ９ ４８ １ ７９

图 ４　 安顺市耕地表层土壤速效钾含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Ａｎｓｈｕｎ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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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表层土壤养分元素含量不仅受成土母

质、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ꎬ还受施肥、耕作方式

等人为因素的影响ꎮ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ꎬ安顺

市近 ９０％以上的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碱解氮及

速效钾含量都处于中等以上水平ꎬ速效磷的含量

有 ９０％以上的耕地处在中等以下水平ꎮ 依据本次

的研究结果ꎬ可以为安顺市农业科学施肥提供更

好的指导ꎬ以便通过人为的手段来调节土壤养分

含量ꎬ为农作物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ꎬ从而达到增

产、增质、增效的目的ꎬ更好的服务于农村、农业、
农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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