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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用杏园不同土层土壤养分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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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对仁用杏园的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进行了测定。0
～500cm 土层的土壤有机质为3．368g／kg，全氮为0．268g／kg，全磷为0．536g／kg，速效氮为13．644mg／kg，速效磷
为2．202mg／kg，速效钾为50．406mg／kg。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仁用杏园无论是浅层、根系集中分布层还是深层土
壤，土壤养分含量均较低，满足不了仁用杏的正常生长与开花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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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用杏［A．vulgaris Lam．×A．sibirica （ L．）
Lam．］原产我国河北、北京，抗寒耐旱，营养丰富，药
用价值高，是出口换汇的一个优良树种。 1993年国
家科技扶贫团、陕西省科委和陕北建委从河北引入
仁用杏，在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实施了“百万亩高效
生态型仁用杏基地建设项目”［1，2］。 由于仁用杏在花
期、幼果期免遭霜冻危害的情况下，仍出现大小年及
开花不座果现象。 该现象是否与园地的土壤养分贫
乏有关？为了阐明这个问题，特对仁用杏园0～500
cm 的土层土壤养分进行了测定。

1 测试园的自然条件
测试园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安塞县真武

洞镇赫家土瓜村的脑畔山上，树龄12a，品种为龙王
帽，土壤肥力和树势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其它地
块相比相对较好。仁用杏园海拔1110～1150m，土
壤为黄绵土，年平均气温8．8℃，≥10℃的活动积温3
171．2℃，日照时数2415．6h，年降水量549mm。

2 材料与方法
由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仁用杏树根系分布

相对较深，可达600cm 以下，故测定土层为0～500
cm。 由于该仁用杏园为一个小山峁，故采用棋盘法
选取11个采样点，采取土壤样品，每20cm 为1层，
共采集11×25＝275个样品，分层混合均匀后测定0
～500cm 土层的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求取相同土层深度的养分含量。并
以同样方法采集、测定仁用杏园旁裸地（休闲12a的
耕地，去除杂草、耕作等与仁用杏园相同） 的土壤养
分，以便与仁用杏园对比分析。 测定方法：土壤有机
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外加热法，全氮用半微量开
氏法 （ K2SO4－CuSO4－Se 蒸馏法） ，全磷用HClO4
－H2SO4钼锑抗比色法，有效氮用碱解扩散法，速效
磷用0．5M NaHCO3浸提，锑钼抗比色法，速效钾用
NH4OAc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3］。

3 结果与分析
3．1 仁用杏园的有机质含量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仁用杏园和裸地的土壤有

机质含量均很低，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有机质
含量为3．368g／kg，裸地为2．893g／kg。0～500cm
土层中，仁用杏园和裸地土壤有机质均以0～20cm
土层含量最高，分别为5．202g／kg 和3．800g／kg。在
仁用杏根系集中分布的20～120cm 土层内，仁用杏
园土壤有机质平均为2．761g／kg，裸地为2．265g／
kg。仁用杏园与裸地相比，340cm 土层以上，仁用杏
园的土壤有机质高于裸地，340cm 土层以下，仁用
杏园的土壤有机质与裸地基本相同（图1） 。 340cm
土层以上仁用杏园的土壤有机质高于裸地，这主要
是由于定植及幼园期间人工深施有机肥，增加了土
壤的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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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仁用杏园的全氮含量
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全氮含量为0．268

g／kg，裸地的为0．269g／kg。 0～500cm 土层中，仁
用杏园和裸地的土壤全氮均以0～20cm 土层含量
最高，分别为0．376g／kg 和0．368g／kg。在仁用杏根
系集中分布的20～120cm 土层内，仁用杏园土壤全
氮平均为0．250g／kg，裸地为0．236g／kg。仁用杏园
与裸地相比，220cm 土层以上，仁用杏园的土壤全
氮高于裸地，220～320cm 土层，仁用杏园的土壤全
氮与裸地基本相同，320cm 土层以下，仁用杏园的
土壤全氮低于裸地（图2） 。

图1 不同土层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Fig．1 T 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图2 不同土层土壤全氮的含量
Fig．2 T he content of total N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3．3 仁用杏园的全磷含量
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全磷含量为0．536

g／kg，裸地的为0．564g／kg。 0～500cm 土层中，仁

用杏园的土壤全磷以0～20cm 土层含量最高，为0．
556g／kg；裸地以420～440cm 土层含量最高，为0．
598g／kg。在仁用杏根系集中分布的20～120cm 土
层内，仁用杏园土壤全磷平均为0．529g／kg，裸地的
为0．527g／kg。 仁用杏园与裸地相比，0～80cm 土
层仁用杏园的土壤全磷高于裸地，80～220cm 土层
仁用杏园的土壤全磷低于裸地，240～500cm 土层
仁用杏园的土壤全磷低于裸地达0．030g／kg 以上，
460～480cm 土层仁用杏园的土壤全磷低于裸地达
0．064g／kg 以上（图3） 。

图3 不同土层土壤全磷含量
Fig．3 T he content of total P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3．4 仁用杏园的速效氮含量
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速效氮含量为13．644

mg／kg，裸地的为22．336mg／kg。 0～500cm 土层
中，仁用杏园和裸地的土壤速效氮均以0～20cm 土
层含量最高，分别为23．12mg／kg 和35．92mg／kg。
在仁用杏根系集中分布的20～120cm 土层内，仁用
杏园土壤速效氮平均为11．384mg／kg，裸地的为
22．354mg／kg。 仁用杏园与裸地相比，仁用杏园的
土壤速效氮低于裸地（图4） 。

图4 不同土层土壤有效氮含量
Fig．4 T he content of available N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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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仁用杏园的速效磷含量
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速效磷含量为2．202

mg／kg，裸地的为2．393mg／kg。0～500cm 土层中，
仁用杏园以420～440cm 土层含量最高，为3．78
mg／kg；裸地的以460～480cm 土层含量最高，为4．
73mg／kg。在仁用杏根系集中分布的20～120cm 土
层内，仁用杏园土壤速效磷平均为0．583mg／kg，裸
地的为0．284mg／kg。仁用杏园与裸地相比，0～200
cm 土层仁用杏园的土壤速效磷高于裸地，200～300
cm 土层的与裸地基本相同，300～500cm 土层的低
于裸地。 20～120cm 土层内，仁用杏园土壤速效磷
低于1．00mg／kg，裸地的在20～180cm 土层内低于
1．00mg／kg；200cm 土层以下，仁用杏园与裸地土
壤速效磷含量均高于1．500mg／kg，300cm 以下高
于2．500mg／kg；380cm 以下仁用杏园的高于3．000
mg／kg，裸地的高于4．000mg／kg （图5） 。

图5 不同土层土壤速效磷含量
Fig．5 T he content of available P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3．6 仁用杏园的速效钾含量

0～500cm 土层仁用杏园速效钾含量为50．406
mg／kg，裸地的为55．594mg／kg。 0～500cm 土层
中，仁用杏园以0～20cm 土层含量最高，为67．87
mg／kg；裸地的土壤速效钾以360～380cm 土层含
量最高，为65．56mg／kg。在仁用杏根系集中分布的
20～120cm 土层内，仁用杏园土壤速效钾平均为
41．626mg／kg，裸地的为45．634mg／kg。 仁用杏园
与裸地相比，除0～200cm 土层仁用杏园的土壤速
效钾高于裸地外，其它土层均低于裸地（图6） 。

4 小 结
土壤肥力的高低对仁用杏树体生长及开花结果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氮肥、磷肥、钾肥对仁用杏树

的营养生长和开花结实、抵抗霜冻、抵抗病害等有重
要的作用［4～7］土壤养分缺乏往往造成仁用可的败育

花增多，坐果率降低和出现大小年。 生产100kg 果
实需氮853．66g，磷138．92g，钾898．26g［8］。仁用杏
树喜氮、喜钾，氮、磷、钾肥配合施用比单一施用的树
体生长良好、产量高［9～11］。 根据黄土高原土壤养分
分级标准［12］，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仁用杏园的土壤
养分无论是表层、根系集中分布区［13］还是深层土

壤，其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等
均表现为很低，难以满足仁用杏树体生长和开花座
果的需要。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仁用杏在花期、幼果
期不遇霜冻时出现的大小年和不结果［14，15］，树龄11
～13a 的仁用杏园大面积衰退，应与土壤养分贫乏
有关。欲使该区仁用杏树结果良好，需施入大量的有
机肥和氮、磷、钾肥。

图6 不同土层土壤速效钾含量
Fig．6 T he content of available K in different depth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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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nutrient content
in different depths of soil in almond┐apricot orchards

BAI Gang-shuan1，ZHANG Zhan-shan2，LI Zhi-xi3
（1I nstitute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N orthw est A ＆F Univ ersity，Yangling，Shaanx i712100，China；

2．A nsai Yanhe Proj ect Of f ice，A nsai，Shaanx i717400，China；
3．Yulin College，Yulin ，Shaanx i719000，China）

Abstract： In 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Northern Shaanxi，the soil nutrients in almond-apricot
orchards had been measured． T 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rapidly-available nitrogen，rapidly-available phosphors and rapidly-available potassium in0～
500cm depth were3．368g／kg，0．268g／kg，0．536g／kg，13．644mg／kg，2．202mg／kg and50．406mg／
kg respectively．T he soil nutrients in different soil profiles w ere generally too low to satisfy the vigorous
grow th and fruiting of almond-apricot．

Key words： loess hilly and gully region of Northern Shaanxi；almond-apricot；soil nut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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