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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矮化苹果园当季氮肥在土壤剖面
的累积与淋溶效应

李　 蓉ꎬ王怡琳ꎬ屈红超ꎬ朱志军ꎬ张子豪ꎬ张　 浩ꎬ蒋　 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ꎬ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为研究旱地矮化苹果树当季肥料氮在土壤中的累积与淋溶效应ꎬ采用土钻采样法与１５Ｎ 同位素示踪技

术ꎬ测定了 ６ ａ 生晚熟矮化‘延长红’苹果园土壤剖面(０~３００ ｃｍ)的氮素累积分布特征与当季氮肥残留ꎮ 结果表明:
土壤含水率与硝态氮含量变化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ꎬ不施肥 ＣＫ、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与常规施肥 Ｎ８００ 处理硝态氮在 ８０
~１４０ ｃｍ 土层存在明显富集现象ꎬ其含量峰值分别为 １７４.９、１９４.８ ｍｇｋｇ－１与 ２１１.１ ｍｇｋｇ－１ꎮ ＣＫ、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

理 ０~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ꎬ全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０ ９２７.３、１３ ７３４.８ ｋｇｈｍ－２与 １５ ６４５.４ ｋｇｈｍ－２ꎬ硝态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 ８７３.５、２ ３５３.９ ｋｇｈｍ－２与 ２ ８９２.７ ｋｇｈｍ－２ꎬ铵态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２.２、４２.６ ｋｇｈｍ－２与 ４４.４ ｋｇｈｍ－２ꎮ Ｎ４００ 和

Ｎ８００ 处理下果园土壤中各土层(０~３００ ｃｍ)氮素来自当季氮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１０％~１.５０％和 ０.１８％~２.０３％ꎮ 当季

氮肥在 ０~３００ ｃｍ 深度各土层均有残留且主要集中在 ０~ １４０ ｃｍ 土层ꎻ８０~ １００ ｃｍ 土层的全氮来自当季氮肥的比例

(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和常规施肥 Ｎ８００ 分别为 １. ５０％与 ２. ０３％)显著高于其他土层ꎮ Ｎ４００ 处理下 ＴＮ－１５ Ｎ、ＮＯ－
３ －

１５Ｎ、ＮＨ＋
４ －１５Ｎ的残留率分别为 ２１.６％、１９.２％、０.２％ꎬＮ８００ 处理分别为 ４８.８％、３９.３％、０.３％ꎬ土壤中氮的残留率随着施

氮量的增加显著增加ꎬ且以硝态氮为主ꎮ 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中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与常规施肥 Ｎ８００ 处理 ＮＯ－
３ －１５Ｎ 残留率

分别为 ８.５％与 ２５.０％ꎬ当季氮肥淋溶出根区(０~８０ ｃｍ)现象明显ꎮ 最佳施肥量及施肥量对产量的影响在 Ｎ４００ 的基

础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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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和土层深厚等自

然优势ꎬ黄土高原成为我国四大苹果主产区之

一[１]ꎮ 陕西作为黄土高原苹果主产省份之一ꎬ２０２０
年苹果栽植面积高达 ６.１４×１０５ ｈｍ２ꎬ产量达 １ １３５ 万

ｔꎬ面积和产量均占到全国的 １ / ４[２]ꎮ 由于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严重ꎬ果园土壤肥力低下[３]ꎬ近 ２０ ａ 来氮

肥施用成为该地区促进果树生长发育、提高产量和

改善果实品质的重要手段[４]ꎮ 然而随着苹果产业

发展日趋迅猛ꎬ果农盲目追求经济效益ꎬ过量施用

氮肥问题日益严重ꎮ 据调查ꎬ黄土高原苹果园施氮

量维持在 ４００~１ 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５]ꎮ 过量的氮肥投入

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土壤硝酸盐深层累积问题[２ꎬ６－９]ꎮ
近年来ꎬ黄土高原旱地苹果园硝酸盐严重累积

问题得到普遍关注ꎬ陈翠霞[１０] 发现新、老果区土壤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硝态氮累积量分别达 ２ ７２４ ｋｇ
ｈｍ－２和５ ２２６ ｋｇｈｍ－２ꎬ老果区土壤剖面硝态氮累积

量显著高于新果区ꎮ 路远等[１１]、 Ｌｉｕ 等[８]、范鹏

等[１２]、马鹏毅等[１３]、Ｈｕａｎｇ 等[１４]、冉伟等[１５] 通过研

究黄土高原不同树龄果园土壤剖面硝酸盐累积特

征发现ꎬ土壤深层硝态氮累积现象明显ꎬ且随着果

园树龄的增加土壤剖面硝酸盐累积问题趋于严重ꎮ
Ｚｈｕ 等[１６] 发现黄土高原洛川县从谷类到苹果园的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 ２０１７ 年 ０~２ ｍ 和 ０~６ ｍ 土壤

剖面硝态氮平均积累量分别为 ２ ６３５ ｋｇｈｍ－２ 和

５ ６１１ ｋｇｈｍ－２ꎮ
对黄土高原旱地苹果园氮素累积的研究虽多ꎬ

但主要着重于乔化苹果园长期施肥下土壤剖面氮

素累积问题ꎬ或将乔化和矮化果园一概而论ꎮ 近几

年来ꎬ黄土高原地区ꎬ特别是苹果产业发展较早的

陕西地区ꎬ苹果品种正在经历更新换代ꎬ矮化苹果

由于其收益快、管理方便等优点被大力推广并逐步

替代乔化苹果ꎮ 然而目前对于矮化苹果园土壤剖

面氮素累积问题还关注较少ꎬ当季氮肥所导致的土

壤氮素累积问题更是容易被其土壤本底的高氮情

况所掩盖ꎮ 因此ꎬ了解矮化苹果园氮素在土壤剖面

高氮含量背景下的累积特征以及对当季氮肥所引

起的土壤氮素累积问题进行定量研究ꎬ以避免加剧

黄土高原苹果园土壤硝酸盐深层累积问题迫在眉

睫ꎮ 本研究以黄土高原旱地矮化苹果园土壤为研

究对象ꎬ利用剖面土钻取样法与１５Ｎ 示踪技术ꎬ分析

矮化苹果园土壤剖面氮素累积淋溶特征以及当季

氮肥对苹果园土壤氮残留及淋溶的影响ꎬ以期为解

决黄土原旱地苹果园日益严重的土壤硝酸盐累积

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洛川苹果试验站进行ꎮ 试验站位于陕

西省延安市洛川县凤栖镇芦白村(３５°４８′Ｎꎬ１０９°２９′
Ｅ)ꎬ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平均海拔１ ０７２ ｍꎬ
多年平均降雨量 ６２０ ｍｍꎬ主要分布在 ７—９ 月ꎬ年均

气温 ９.２℃ꎬ日照时数 ２ ５２５ ｈꎬ试验期间气温降雨量

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ꎮ 试验站土壤为黑垆土ꎬ质地为壤

土ꎮ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如表 １ 所示ꎮ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果树品种为‘晚熟矮化延长红’ꎬ定植于

２０１２ 年ꎬ此果园由具有 ２０ 多年种植历史的乔木老

果园改造而来ꎮ 小区试验开始于 ２０１７ 年ꎬ果树正处

图 １　 试验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日均气温及降雨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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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盛果期ꎬ植株密度为 １ ２５０ 棵ｈｍ－２(株行距 ２ ｍ×
４ ｍ)ꎮ 试验设置 ３ 个处理ꎬ分别为不施氮肥 ＣＫ(施
氮量为 ０ ｋｇｈｍ－２)、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施氮量为 ４００
ｋｇｈｍ－２ )、常规施肥 Ｎ８００ (施氮量为 ８００ ｋｇ
ｈｍ－２)ꎮ 每个处理包含 ６ ~ ７ 棵果树ꎬ设置 ３ 个重复

小区ꎬ试验小区布置见图 ２ａꎮ 氮肥 １０ 月施基肥

(６０％)和翌年 ７ 月追肥(４０％)ꎬ磷肥全部于 １０ 月作

为基肥施入ꎬ钾肥 １０ 月施 ３０％ꎬ次年 ７ 月追肥 ７０％ꎮ
施肥方式为双沟条施ꎬ即在距树干约 ５０ ｃｍ 左右的

两侧各挖一条宽 ２０ ｃｍ 和深 ２０ ｃｍ 的条状沟ꎬ施肥

覆土ꎮ 每个处理的每个小区分别设置 １ 个微区ꎬ微
区布置见图 ２ｂꎬ每个微区包含一棵果树ꎬ不设微区

框ꎮ 微区面积为 ８ ｍ２ꎬ其施肥量与小区处理一致ꎬ
１５Ｎ－尿素(丰度:９９％)与其他肥料施用量见表 ２ꎮ
试验期间果园不进行灌溉ꎮ
１.３　 采样与测定

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每隔 １ 个月用

土钻采集土壤样品ꎮ 每个小区选取两棵果树ꎬ在两

棵树的每条施肥沟内与施肥沟外(距树干 ５０、１００、
１５０ ｃｍ 处)分别选取 ３ 个采样点ꎬ每个小区共采集

１２ 个点ꎮ 每个微区每条施肥沟附近(距树干 ５０、６０、

７０ ｃｍ 处)分别选取 ３ 个采样点ꎬ每个微区 ６ 个采样

点ꎮ 在每个采样点向下垂直方向 １００ ｃｍ 以内土层

每 ２０ ｃｍ 土层采集 １ 份样品ꎬ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每 ４０
ｃｍ 采集 １ 份样品ꎬ用 ４℃ 冰箱保存并在一周内测

定ꎮ 小区土样施肥沟与施肥沟外土样混合均匀作

为混合样测定ꎬ微区土样每条施肥沟附近的 ３ 个采

样点土样混合均匀作为混合样测定ꎮ 土壤水分采

用烘干法测定ꎬ将采集的土样盛于铝盒中于烘箱

１０５℃下烘 ８~ １２ ｈ 至恒重ꎻ用 ２ ｍｏｌＬ－１的 ＫＣｌ 浸
提－流动分析仪测定土壤硝态氮、铵态氮ꎻ土壤全氮

采用浓 Ｈ２ＳＯ４消煮ꎬ然后利用连续流动分析仪 ＡＡ３
(Ｓｅａｌꎬ德国)测定ꎻ使用元素分析仪＋质谱(ＥＡ＋ＭＳ)
测定 ＴＮ－１５Ｎ、ＮＯ－

３ －１５Ｎ、ＮＨ＋
４ －１５Ｎ 丰度ꎮ

表 １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ｉｌｓ

土壤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容重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ｇｃｍ－３)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ｋｇ－１)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ｇｋｇ－１)

矿质氮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ｋｇ－１)

ｐＨ

０~２０ １.２６７ ８.５８ ０.８４ ９.６７ ８.３５
２０~６０ １.５４７ ７.２６ ０.７６ ２４０.２５ ８.４０
６０~１００ １.３１２ ４.７３ ０.４７ １１５.５４ ８.４５
１００~１４０ １.４４３ ４.１８ ０.３４ １７３.７２ ８.２７
１４０~２００ １.３８４ ３.４８ ０.２９ ９２.６４ ８.３２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３８４ ３.０９ ０.２５ ８４.４４ ８.３０

图 ２　 试验小区(ａ)及微区(ｂ)布置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ｏｔ (ａ)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ａｒｅａ (ｂ) ｌａｙｏｕｔ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苹果收获期ꎬ每个小区全部采

收ꎬ称量果实质量ꎬ计算小区产量ꎮ
１.４　 数据计算与处理

各土层中土壤氮累积量(ｋｇｈｍ－２)＝ 氮质量分

数(ｍｇｋｇ－１ ) ×土壤密度 ( ｇｃｍ－３ ) ×土层厚度

(ｃｍ)×１０

表 ２　 微区施肥处理 / ｇ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ｅ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 １５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ＣＫ ０ ０ ２４ ３２
Ｎ８００ １９.６ ５０ ２４ ３２
Ｎ４００ ８９.１ ５０ ２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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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各层全氮来自１５Ｎ 尿素含量的比例:
Ｎｄｆｆ(％)＝ (Ａｓ－ Ａｎ) / (Ａｆ－ Ａｎ)×１００％

式中ꎬＡｓ表示土壤１５Ｎ 的质量分数ꎻＡｎ表示１５Ｎ 的自然质

量分数(０.３６６％)ꎻＡｆ表示混合后肥料１５Ｎ 的质量分数ꎮ
１５Ｎ 标记肥料残留量(ｋｇｈｍ－２)＝ Ｎｄｆｆ×该土层

土壤氮累积量(ｋｇｈｍ－２)
１５Ｎ 残留率(％) ＝ [土壤剖面标记肥料氮残留

总量(ｇ) /标记肥料氮施用量(ｇ)]×１０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６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ꎬ采用 ＬＳＤ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Ｐ ＝
０.０５)ꎬ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ｂ 和 Ｓｕｒｆｅｒ １３ 软件进行图表

绘制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无机氮含量与含水率时间动态分布特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果园不同施肥处

理土壤无机氮浓度和含水率变化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ꎮ

图 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矮化苹果园不同处理无机氮含量变化特征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ｗａｒ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

图 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矮化苹果园土壤含水率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ｗａｒ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

９５１第 ６ 期　 　 　 　 　 李　 蓉等:旱地矮化苹果园当季氮肥在土壤剖面的累积与淋溶效应



　 　 ＣＫ 处理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硝态氮含量较少ꎬ
且变化不大ꎬ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苹果

收获期(３２８ ｄ)ꎬ土壤剖面硝态氮主要累积在 １０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层ꎬ试验期间土壤深层(１６０ ~ ２００ ｃｍ)硝

态氮含量变化不大ꎮ Ｎ４００ 和 Ｎ８００ 处理表层土壤硝

态氮含量较 ＣＫ 处理高ꎬ果实膨大期根系吸收导致

根际土壤硝态氮含量有所降低ꎬ２０１９ 年 ６ 月(１９３ ~
２２４ ｄ)ꎬ果实膨大期根系吸收土壤氮加之突发暴雨

补充地表水分ꎬ果树对氮的吸收利用率增加ꎬ根际

土壤中硝态氮含量持续降低ꎬ至 ７ 月(２２４ ｄ)追肥后

土壤 ０~８０ ｃｍ 土层中硝态氮含量逐渐上升ꎬ７ 月底

至 １０ 月的持续降水导致土壤根区含水量大幅增加ꎬ
硝态氮开始向下迁移ꎬ根区土壤硝态氮含量逐渐降

低ꎬ至果实成熟期ꎬ硝态氮在 １００ ~ １６０ ｃｍ 土层大量

累积ꎮ
ＣＫ 和 Ｎ４００ 铵态氮含量总体较低ꎬ这与试验区

土壤的性质与质地紧密相关ꎮ Ｎ８００ 处理根际土壤

铵态氮含量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４ 月(１ ~ １５０
ｄ)不断降低ꎮ
２.２　 土壤剖面氮含量与累积分布特征

在果实成熟期ꎬ果园 ０~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全氮、
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与累积量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ꎮ
由图 ５ 可见ꎬ各土层全氮含量为 ０.１７~０.５８ ｇｋｇ－１ꎬ
硝态氮含量为 ０.１ ~ ２１１.１ ｍｇｋｇ－１ꎬ铵态氮含量为

０.０~１.１ ｍｇｋｇ－１ꎬ在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ꎬＮ８００
和 ＣＫ 处理全氮含量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呈现逐渐

降低趋势ꎬＮ４００ 呈先降低后基本保持不变的趋势ꎮ
各处理土壤硝态氮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呈先增加

后逐渐降低趋势ꎬ在 ８０~１４０ ｃｍ 土层范围内达到峰

值ꎬ在该土层存在硝态氮的富集ꎬ说明土壤中硝态

氮存在向下淋洗出根层(０~８０ ｃｍ)的现象ꎮ 果园土

壤铵态氮含量总体较低ꎬ主要与试验区土壤质地、
性质等有关ꎬ而 ＣＫ 在 １２０ ｃｍ 处铵态氮含量较高且

高于 Ｎ４００ 和 Ｎ８００ 可能是与铵态氮的淋溶和硝化

作用有关ꎮ 土壤硝态氮含量始终高于土壤铵态氮

含量ꎬ说明在黄土高原地区硝态氮是无机氮的主要

存在形式ꎮ
由图 ６ 可见ꎬＣＫ、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理中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全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０ ９２７.３、１３ ７３４.８
ｋｇｈｍ－２与 １５ ６４５.４ ｋｇｈｍ－２ꎬ硝态氮累积量分别

为 １ ８７３.５、２ ３５３.９ ｋｇｈｍ－２与 ２ ８９２.７ ｋｇｈｍ－２ꎬ铵
态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２.２、４２.６ ｋｇｈｍ－２与 ４４.４ ｋｇ
ｈｍ－２ꎮ Ｎ８００ 处理全氮累积量显著高于 Ｎ４００ 和 ＣＫ
处理ꎬＮ４００ 与 ＣＫ 处理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ꎬ表明

施氮量会显著影响土壤氮累积量ꎮ ３ 个处理土壤硝

态氮累积量差异不显著ꎬＣＫ、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理 １００
~２００ ｃｍ 土层的硝态氮累积量分别为 １ １５１. ３、
１ ５６３.２ ｋｇｈｍ－２与 １ ６８２.０ ｋｇｈｍ－２ꎬ远高于 ０ ~
１００ ｃｍ 和 ２０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层ꎬ表明苹果园土壤在该

土层存在硝态氮累积现象ꎮ
２.３　 土壤全氮 Ｎｄｆｆ 值

在果实成熟期ꎬ肥料残留的全氮 Ｎｄｆｆ 值总趋势

如图 ７ 所示ꎮ Ｎ４００ 处理的 Ｎｄｆｆ 值在 ８０~１００ ｃｍ 土

层达到最大值 １.５０％ꎬ且与其他各土层存在显著性

差异ꎮ 在 Ｎ８００ 处理中ꎬ８０ ~ １００ ｃｍ 与 １００ ~ １４０ ｃｍ
土层 Ｎｄｆｆ 值达到峰值ꎬ分别为 ２.０３％与 １.６８％ꎬ显著

高于 ２０~４０、１４０~１８０、１８０~２２０、２２０~２６０、２６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ꎬ但与 ０~２０、４０~ ６０、６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ꎬ说明肥料氮主要富集于 ０ ~ １４０ ｃｍ 土

层ꎬ大部分在 ８０~１４０ ｃｍ 土层中ꎮ

图 ５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土壤剖面氮含量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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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６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土壤剖面各土层氮累积量

Ｆｉｇ.６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ａｔ ｆｒｕｉｔ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总体来看ꎬＮ８００ 处理的 Ｎｄｆｆ 均值(７.０６％)高于

Ｎ４００ 处理(３.２７％)ꎬ说明施肥量对土壤 Ｎｄｆｆ 值有显

著影响ꎮ 此外ꎬ各处理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层都检测到 ＴＮ
－１５Ｎ 信号ꎬ表明当季氮肥已迁移至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

深度范围ꎬ矮化苹果园在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氮素

淋洗现象明显ꎮ

２.４　 土壤当季肥料氮残留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当季肥料氮残留情况见图 ８
和表 ３ꎮ 由图 ８ 可知ꎬ各土层 ＴＮ－１５Ｎ 的残留量随着

土层深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且在 １２０
ｃｍ 土层处达到峰值ꎬ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理在该层的残

留量分别为 ２０.５１ ｋｇｈｍ－２与 ７１.５５ ｋｇｈｍ－２ꎬ均显

著高于其他各土层全氮残留量ꎮ Ｎ８００ 处理全氮残

留量高于 Ｎ４００ 处理ꎬ在 ０~１８０ ｃｍ 土层表现尤为显

著ꎬ说明施氮量对土层氮残留量存在显著影响ꎮ 各

土层 ＮＯ－
３ －１５Ｎ 的残留量随土层深度变化的趋势与

ＴＮ－１５Ｎ 基本保持一致ꎬ在 １２０ ｃｍ 土层处达到峰值ꎬ
Ｎ４００ 处理残留量为 １９.１７ ｋｇｈｍ－２ꎬ与 ９０ ｃｍ 土层

处无显著性差异ꎬ显著高于其他土层ꎻＮ８００ 处理残

留量为 ５８.３９ ｋｇｈｍ－２ꎬ显著高于其他各土层ꎬ说明

硝态氮在 １００~１４０ ｃｍ 土层存在累积ꎮ 各土层 ＮＨ＋
４

－１５Ｎ 残留量总体较低ꎬ主要归因于试验区土壤质地

与性质ꎮ
由表 ３ 可知ꎬ在苹果成熟期ꎬＮ４００ 处理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的 ＴＮ－１５Ｎ、ＮＯ－
３ －１５Ｎ 和 ＮＨ＋

４ －１５Ｎ 残留

量分别为 ４. ９６、４. ４２ ｇ 和 ０. ０４８ ｇꎬ残留率分别为

图 ７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土壤１５ＴＮ－Ｎｄｆｆ 值
Ｆｉｇ.７　 １５ＴＮ－Ｎｄｆｆ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ａｔ ｆｒｕｉｔ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２１.７％、１９. ２％ 和 ０. ２％ꎻＮ８００ 处理残留量分别为

１１.２２、９. ０４ ｇ 和 ０. ０７１ ｇꎬ残留率分别为 ４８. ８％、
３９.３％和 ０.３％ꎬ说明当季氮肥残留主要以硝态氮的

形式存在于土壤中ꎮ Ｎ４００ 处理 ０ ~ １００ ｃｍ 和 １０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层１５Ｎ 残留总量分别为 ２.６７ ｇ 和 ２.２９ ｇꎬ其
中 ＮＯ－

３ －１５Ｎ残留量分别为 ２.４５ ｇ 和 １.９７ ｇꎻＮ８００ 处

理 ０~１００ ｃｍ 和 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１５Ｎ 残留总量分别

为４.３５ ｇ 和 ６. ８７ ｇꎬ其中 ＮＯ－
３ －１５ Ｎ 残留量分别为

３.３０ ｇ和 ５.７４ ｇꎬ这表明当季氮肥导致的硝态氮深层

残留占很大比重(８.５％ ~ ２５.０％)ꎬ同时增加氮的施

入显著加剧了土壤氮素深层残留问题ꎬ这也说明黄

土高原苹果园氮素在土壤剖面的淋溶问题不容

忽视ꎮ

１６１第 ６ 期　 　 　 　 　 李　 蓉等:旱地矮化苹果园当季氮肥在土壤剖面的累积与淋溶效应



图 ８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土壤１５Ｎ 残留量

Ｆｉｇ.８　 Ｓｏｉｌ １５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ａｔ ｆｒｕｉｔ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表 ３　 苹果园果实成熟期当季肥料氮残留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ａｔ ｆｒｕｉｔ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土层深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ＴＮ－１５Ｎ 残留量 / ｇ(残留率 / ％)
ＴＮ－１５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ｍｏｕｎｔ / 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ｒａｔｅ / ％)

Ｎ４００ Ｎ８００

ＮＯ－
３ －１５Ｎ 残留量 / ｇ(残留率 / ％)

ＮＯ－
３ －１５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ｍｏｕｎｔ / 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ｒａｔｅ / ％)

Ｎ４００ Ｎ８００

ＮＨ＋
４ －１５Ｎ 残留量 / ｇ(残留率 / ％)

ＮＨ＋
４ －１５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ｍｏｕｎｔ / 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ｒａｔｅ / ％)

Ｎ４００ Ｎ８００
０~１００ ２.６７(１１.７) ４.３５(１８.９) ２.４５(１０.７) ３.３０(１４.３) ０.０１６(０.１) ０.０３４(０.１)

１００~３００ ２.２９(１０.０) ６.８７(２９.９) １.９７(８.５) ５.７４(２５.０) ０.０３２(０.１) ０.０３７(０.２)
０~３００ ４.９６(２１.７) １１.２２(４８.８) ４.４２(１９.２) ９.０４(３９.３) ０.０４８(０.２) ０.０７１(０.３)

２.５　 不同施肥量对苹果产量的影响

由表 ４ 可见ꎬＮ４００ 处理平均单果重高于其他两

个处理ꎬ但 ３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ꎮ Ｎ４００ 和 Ｎ８００
处理单株产量显著高于 ＣＫ 处理ꎬ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

理间差异不显著ꎮ Ｎ４００ 处理和 Ｎ８００ 处理苹果产量

显著高于 ＣＫ 处理ꎬＮ４００ 与 Ｎ８００ 处理间差异不显

著ꎬ与 ＣＫ 处理相比ꎬＮ４００ 处理增产了 １４.９％ꎬＮ８００
处理增产了 １３.５％ꎮ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施氮处理下土壤氮含量变化

在果实成熟期ꎬ土壤全氮含量随着深度的增加

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ꎬ果园土壤 ４０ ~ ６０ ｃｍ 及以

上土层全氮含量较高ꎬ而深层土壤全氮含量较低

(图 ５)ꎬ主要与施肥深度有关ꎬ果树枯枝落叶归还土

壤参与氮素循环ꎬ也增加了浅层土壤全氮含量ꎬ这
与范鹏等[１７]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中 ２０１８ 年苹果收获施基肥后和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追肥后ꎬ根际土壤中硝态氮含量短暂升高后逐

渐降低ꎬ主要原因在于土壤水分变化和生长季苹果

表 ４　 不同施肥量对苹果产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ｅ ｙｉｅｌｄ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平均单果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平均单株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 ｋ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ｈｍ－２)

ＣＫ ２２１.７６ａ １７.１９ｂ ２１４９１.８９ｂ
Ｎ４００ ２２６.３８ａ ３１.２５ａ ３９０５７.６６ａ
Ｎ８００ ２１５.０４ａ ３０.１４ａ ３７６７９.７８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树对土壤无机氮吸收ꎮ 硝态氮的运移与土壤水分

密切相关ꎬ灌水或降雨会造成土壤水分的剧烈变

化ꎬ水分是氮素流失的载体ꎬ当灌水量或降雨增加

时ꎬ氮素向深层淋溶的风险明显增高ꎬ最终土壤氮

素会脱离植株根系在下层累积[１８－２０]ꎮ 郭胜利等[２１]

研究发现ꎬ硝态氮深层积累一般出现在年降水量变

化于 ４００~８００ ｍｍ 之间的雨养农业区ꎬ自然降水条

件下ꎬ硝态氮积累土层一般为 ０ ~ ２００ ｃｍꎬ其峰值出

现的深度一般在 １５０ ｃｍ 左右ꎮ 黄土高原年均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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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小ꎬ但是相对集中ꎬ由于试验期间年降雨量为

４９６.８ ｍｍꎬ７、８ 月降雨密度较大ꎬ而矮化苹果树根系

主要分布在 ０~８０ ｃｍ 土层ꎬ强降水造成的地表含水

量增加使硝态氮淋洗出根际范围ꎬ导致了 ０ ~ ８０ ｃｍ
土层硝态氮含量降低ꎬ在 ８０~１４０ ｃｍ 土层大量累积

(图 ３、４、５、６)ꎬ这与郭胜利等[２１] 的研究结果相符ꎬ
土壤硝态氮含量与含水率时空变化也表现出较强

的一致性ꎮ 此外ꎬ果树吸收氮对土壤硝态氮的影响

则表现在苹果树对氮的吸收主要是在收获后和膨

果期[２２]ꎮ 苹果收获后ꎬ果树根系需要从土壤中吸收

大量氮进行储备ꎬ为翌年果树萌芽、枝叶、根系以及

果实的优质生长做好准备ꎻ在果实膨大期 ( ６—９
月)ꎬ果树需吸收氮以维持各器官的正常功能及果

实发育ꎮ 此外ꎬ充足的水分供应是充分利用土壤氮

的关键ꎬ反之亦然ꎮ 试验前本研究小区 ２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矿质氮含量高达 ２４０.２５ ｍｇｋｇ－１ꎬ远高于其他

黄土高原硝态氮累积研究结果[８ꎬ１６]ꎬ根区矿质氮可

能已经满足果树生长发育需求ꎬ但是由于黄土高原

的降水特点和苹果园的蒸散发等对土壤水分的影

响ꎬ果树对土壤氮的吸收利用受到限制ꎬ根区无机

氮不能被有效利用ꎬ增加了硝态氮淋溶风险ꎮ
本研究中果园不同施肥量处理土壤硝态氮均

有向深层淋溶现象ꎮ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ꎬ各土层硝

态氮的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ꎮ 于昕阳等[２３] 对

旱地冬小麦的研究发现 ０~２００ ｃｍ 土层硝态氮累积

量随着氮肥用量的提升呈现显著增加趋势ꎬ而且氮

肥用量越高土壤硝态氮累积量增加的幅度越大ꎮ
对于不施用氮肥的处理也具有明显的硝态氮淋溶

累积现象ꎬ这主要是由于本研究所在矮化苹果园是

由有着 ２０ ａ 历史的乔化老果园改造而来ꎬ且小区试

验前已经进入盛果期(施肥量达 ８００ ｋｇｈｍ－２)ꎬ往
年果园大量施氮造成土壤剖面硝态氮严重累积ꎬ即
使不施氮肥ꎬ也将在土壤剖面长期持续淋溶ꎮ Ｚｈｏｕ
等[２４]也表明硝态氮从玉米根区淋失ꎬ即使不施氮

肥ꎬ也会增加深层土壤的硝态氮含量ꎮ
本研究中土壤铵态氮含量低ꎬ主要原因在于供

试土壤硝化作用强烈ꎬ且该地区土壤质地为壤土ꎬ
粘粒含量少ꎬ对铵根离子的表面吸附作用较弱[１]ꎮ
铵态氮在 １００~ １４０ ｃｍ 土层含量比其他土层高(图
５)ꎬ一方面是因为铵态氮的淋溶导致ꎬ虽然铵态氮

吸附性很强ꎬ一般都分布在土壤根层范围ꎬ但由于

土壤粘粒较少ꎬ也可随着降雨入渗往下淋溶ꎻ另一

方面 ＣＫ 由于没有外源肥料氮素输入ꎬ土壤根层中

仅存的铵态氮进一步转化成硝态氮ꎬ造成土壤根层

含量比 Ｎ８００ 和 Ｎ４００ 低ꎬ从而在 １００ ~ １４０ ｃｍ 地方

显现出突变现象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施基肥后ꎬ大量氮

肥施入和枯枝落叶归还土壤补充了土壤氮库ꎬ表层

土壤铵态氮含量随之提高ꎬ但由于土壤呈碱性ꎬ铵
态氮易挥发进入大气ꎬ加之入春后温度逐渐升高ꎬ
硝化作用逐渐剧烈ꎬ根际土壤中铵态氮含量逐渐降

低(图 ３)ꎮ
３.２　 不同施氮处理下当季氮肥在土壤各土层的残

留量

　 　 果树吸收的氮素主要来自土壤氮素和肥料氮

两个方面ꎬ并且果树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壤

氮素[２５－２７]ꎬ因此ꎬ当季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是不可

避免的ꎬ它是扩充土壤氮库和参与氮循环的主要途

径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残留在土壤中的肥料氮素作为

土壤氮库的补充在后期仍可被植株吸收利用[２８]ꎮ
土壤中肥料氮残留量往往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ꎬ
但这部分氮素并非要完全能被后续利用ꎬ而只有通

过调控施肥量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ꎬ以最大

程度减少其损失才能发挥持续的后续效用ꎮ 本研

究中ꎬ在常规施氮 Ｎ８００ 和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处理中ꎬ０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１５ Ｎ 残留总量分别为 ４８. ８％与

２１.７％ꎬ施肥量越大ꎬ当季氮肥的残留率越高ꎮ 王芬

等[２９]对富士苹果土壤肥料氮残留研究表明ꎬ施氮量

越大残留量越多ꎬ但残留率越小ꎬ本研究中施氮量

越大ꎬ残留量越多ꎬ残留率也越大ꎬ与其实验结果的

差异主要归因于土壤性质、施肥量、植被根系特点、
采样深度及试验期间降水量等差异ꎬ本研究施肥量

采用当地常规施肥模式ꎬ远远高于苹果树氮素吸收

量[３０]ꎬ因而呈现残留量与残留率均随施氮量增加而

增加的趋势ꎮ 本研究中ꎬＮＯ－
３ －１５Ｎ 在各土层(０ ~ ３００

ｃｍ)均有分布ꎬ硝态氮是肥料氮在土壤中残留的主

要存在形式ꎬＮ８００ 与 Ｎ４００ 处理的残留率分别为

３９.３％与 １９.２％ꎮ 因此ꎬ该旱地矮化果园在当地常

规施肥情况下其硝态氮残留量是相对巨大的ꎬ而适

当减少施氮量ꎬ可有效降低土壤硝态氮的残留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常规施氮 Ｎ８００ 处理下 ０ ~ １００

ｃｍ 和 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１５Ｎ 残留率分别为 １８.９％和

２９.９％ꎬ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处理下残留率分别为 １１.７％
和 １０.０％ꎬ该旱地苹果园大量施肥造成土壤剖面氮

素淋溶现象显著ꎬ很大部分当季氮肥被淋出根区ꎬ
造成深层氮素累积ꎻ同时ꎬ减氮可有效降低土壤深

层氮素残留ꎮ 此外ꎬ本研究中当季氮肥主要残留在

８０~１４０ ｃｍ 土层(图 ８)ꎬ这与施肥深度和降水有关ꎮ
夏梦洁等[３１]利用１５Ｎ 标记法研究小麦收获后残留肥

料在土壤中的分布ꎬ发现标记肥料氮向下迁移的深

度达 ８０ ｃｍ 土层ꎬ主要集中在 ４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ꎮ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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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等[３２]在富士苹果果实膨大期土壤运用１５Ｎ 同位素

示踪技术进行研究ꎬ发现 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１５Ｎ 丰度随

着土壤深度的增加逐渐减小ꎬ且各土层内１５Ｎ 丰度

均随氮肥水平提高而增加ꎮ 彭玲等[３３] 研究嘎啦苹

果发现不同施氮方式下１５Ｎ 残留主要分布在 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层且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ꎬ土壤残留率为

２２.０６％ ~ ２４. ９２％ꎮ 王前登等[３４] 研究库尔勒香梨

对１５Ｎ 肥料的利用、转移规律ꎬ结果表明ꎬ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 ＮＯ－

３ －１５Ｎ 残留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逐渐减少ꎬ０ ~ ６０ ｃｍ 土层残留量显著高于 ６０ ~ １２０
ｃｍ 土层ꎮ 本研究中ꎬ在 ０ ~ ３００ ｃｍ 土壤剖面中均

有１５Ｎ 残留ꎬ且随着施氮量的增加１５Ｎ 丰度也有所提

高且在 ８０~１４０ ｃｍ 达到峰值ꎬ与其他研究的差异主

要与试验地点、植被根系特点、采样深度及试验期

间降水等因素有关ꎮ 矮化苹果根系一般不超过 ８０
ｃｍꎬ因此对根际区域氮素吸收较多ꎬ肥料氮素残留

较少ꎮ 同时ꎬ本研究试验地由 ２０ ａ 种植历史的老苹

果园改造而来ꎬ老果树根系腐烂导致大孔隙流ꎬ从
而造成当季氮肥淋溶到更深的土层ꎬ同时试验期间

有两场暴雨( >５０ ｍｍ)出现ꎬ也增加了氮素向深层

淋溶的风险ꎮ 由此可见ꎬ该旱地苹果园当季氮肥残

留量较大ꎬ而由于该地区降雨与矮化苹果根系特

点ꎬ加之老果园果树根系腐烂形成的大孔隙造成当

季肥料氮在土壤剖面淋溶严重ꎮ 而硝态氮的累积

和淋溶不仅使得氮肥大量损失ꎬ还会造成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１９]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黄土高原旱地矮化苹

果园进行氮肥管理ꎬ后续研究应根据果树吸氮量确

定最佳施肥量ꎬ既能保持目标产量ꎬ又能将对环境

的危害最小化ꎮ
３.３　 不同施氮量对苹果产量与土壤环境的影响

本研究中ꎬ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的氮肥施用量比常

规施肥 Ｎ８００ 减少一半ꎬ但两者产量差异不显著(表
４)ꎬ这与彭福田等[３５] 和杨莉莉等[３６] 的研究结果一

致ꎮ 一方面ꎬ本研究小区土壤无机氮含量较高ꎬ可
能已经满足果树生长发育需求ꎬ但是由于黄土高原

的降水和苹果园的蒸散发等特点限制了果树对土

壤氮素的吸收利用ꎮ 此外ꎬ过量施氮也会导致果树

营养生长过剩ꎬ生殖生长受到抑制ꎬ同时造成养分

吸收不平衡ꎬ从而影响树体生长和产量形成[３６－３７]ꎮ
施氮量对于苹果产量的影响需要更为长期的研究ꎬ
本研究为期一年ꎬ产量差异并不能避免其偶然性ꎮ

氮肥施入土壤后一方面通过根系被果树吸收

以满足其生长发育ꎻ另一方面在土壤中以无机氮形

态或有机结合态残留ꎻ其他则通过氨挥发、硝化、反

硝化、淋溶等途径损失至环境中[３８]ꎮ 朱志军等[３９]

对本研究小区苹果园 Ｎ２Ｏ 排放通量和氨挥发进行

田间监测ꎬ结果表明ꎬ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ꎬ优化减

氮处理 Ｎ２Ｏ 排放总量降低了 ４３.３％ꎬ常规高氮与优

化减氮处理年排放系数分别为 ０.２７％、０.２２％ꎮ 在

苹果园集中条状施肥的方式下ꎬ深施(>２０ ｃｍ)的氮

素几乎不通过 ＮＨ３挥发途径损失[４０]ꎮ 冯涛[３０] 对本

研究小区苹果树对氮肥的吸收进行研究ꎬ结果表

明ꎬ不施氮肥、常规高氮和优化减氮 ３ 个处理ꎬ整个

树体年氮素吸收量分别为 １００.９１、１０６.７７、９８.７３ ｋｇ
ｈｍ－２ꎬ处理间差异不显著ꎮ 根据以上同一试验地

他人研究结果并结合本研究数据发现ꎬ减氮施肥处

理能保持果树吸氮量ꎬ能显著降低土壤中氮素残

留ꎬ但其所造成的硝酸盐淋溶问题亦不容忽视ꎬ表
明该研究中设置的减氮施肥的施氮量(４００ ｋｇ
ｈｍ－２)可能还是超出了最佳施氮量ꎮ 旱地矮化苹果

园肥料氮的累积与淋溶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ꎬ
而且由于降雨和施肥的差异ꎬ其残留量以及残留

的１５Ｎ 肥料对果树树体次年生长的有效性有待长期

定位研究ꎬ因此该矮化苹果园的最佳施肥量问题仍

需进一步研究确定ꎮ

４　 结　 论

在旱地矮化果园ꎬ土壤剖面中氮素累积以硝态

氮为主ꎬ硝态氮含量与含水率动态变化表现出较强

的一致性ꎮ 在苹果成熟期ꎬ不施氮肥 ＣＫ、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与常规施氮 Ｎ８００ 处理硝态氮在 ８０ ~ １４０ ｃｍ
土层存在明显富集现象ꎬ其含量峰值分别为 １７４.９、
１９４.８ ｍｇｋｇ－１与 ２１１.１ ｍｇｋｇ－１ꎮ 当季氮肥在 ０ ~
３００ ｃｍ 的土壤各土层均有残留ꎬ但主要集中于 ０ ~
１４０ ｃｍ 的土层范围内ꎬ常规施氮 Ｎ８００ 相对减量施

氮 Ｎ４００ 而言会增加当季氮肥在土壤各层的残留ꎮ
根际以下 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土层中存在当季氮肥淋溶导

致的硝态氮大量累积现象ꎬ常规施氮 Ｎ８００ 会加剧

当季氮肥向土壤深层淋溶ꎬ减氮施肥 Ｎ４００ 处理的

深层累积仍不容忽视ꎮ 综合考虑土壤剖面氮的累

积、当季氮肥的残留、果树吸收及产量等因素ꎬ最佳

施肥量及施肥量对苹果产量的影响在减量施氮

Ｎ４００ 的基础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ꎮ

参 考 文 献:
[１]　 屈红超.黄土高原苹果园硝酸盐累积特征与淋溶过程模拟[Ｄ].杨

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９.
　 　 ＱＵ Ｈ Ｃ.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４６１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
[２]　 王爱.黄土高原苹果树识别与蒸散发过程模拟[Ｄ].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ꎬ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 Ａ. Ａｐｐｌｅ ｔｒｅ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 Ｄ ].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

[３]　 牛永浩ꎬ花蕾. 渭北无公害优质苹果生产关键技术研究[Ｊ]. 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４(１０): １４５￣１４８.
　 　 ＮＩＵ Ｙ Ｈꎬ ＨＵＡ 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ｅ ａｐｐｌｅｓ ｉｎ Ｗｅｉｂｅｉ ａ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４(１０): １４５￣１４８.

[４]　 彭福田ꎬ姜远茂. 不同产量水平苹果园氮磷钾营养特点研究[Ｊ]. 中
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９(２): ３６１￣３６７.

　 　 ＰＥＮＧ Ｆ Ｔ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ꎬ Ｐꎬ ａｎｄ Ｋ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ｉｅｌｄ ｌｅｖｅｌ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９(２): ３６１￣３６７.

[５]　 赵帅翔ꎬ张卫峰ꎬ姜远茂ꎬ等. 黄土高原苹果过量施氮因素分析[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３(２): ４８４￣４９１.

　 　 ＺＨＡＯ Ｓ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Ｗ Ｆ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ｘ￣
ｃｅｓｓｉｖ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ｐ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３(２): ４８４￣４９１.

[６]　 张贵龙.蔬菜保护地氮素利用与去向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

院ꎬ２００９.
　 　 ＺＨＡＮＧ Ｇ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９.

[７]　 樊军ꎬ邵明安ꎬ郝明德ꎬ等. 渭北旱塬苹果园土壤深层干燥化与硝酸

盐累积[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５(７): １２１３￣１２１６.
　 　 ＦＡＮ Ｊꎬ ＳＨＡＯ Ｍ Ａꎬ ＨＡＯ Ｍ Ｄ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ｃ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ｓｏ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ｂｅｉ ｄｒｙｌａｎｄ[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５(７): １２１３￣１２１６.

[８]　 ＬＩＵ Ｚ Ｊꎬ ＭＡ Ｐ Ｙꎬ ＺＨＡＩ Ｂ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ｕ￣
ａ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ｔｏ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ａ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Ｃａｔｅｎａ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８１: １０４０８０.

[９]　 樊军ꎬ胡波. 黄土高原果业发展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与对策[Ｊ]. 中国

农学通报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１(１１): ３５５￣３５９.
　 　 ＦＡＮ Ｊꎬ ＨＵ Ｂ.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１(１１): ３５５￣３５９.

[１０]　 陈翠霞.黄土高原新老苹果产区果园养分投入和土壤养分累积特

征研究[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８.
　 　 　 ＣＨＥＮ Ｃ 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

[１１]　 路远ꎬ党廷辉ꎬ成琦. 黄土高原沟壑区苹果园土壤剖面水分及矿质

氮分布特征[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２): １０６￣１１２ꎬ １２１.
　 　 　 ＬＵ Ｙꎬ ＤＡＮＧ Ｔ Ｈꎬ ＣＨＥＮＧ 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ｇｕ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５(２): １０６￣１１２ꎬ １２１.

[１２]　 范鹏ꎬ李军ꎬ张丽娜ꎬ等. 黄土高原苹果园地深层土壤氮素含量与

分布特征[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９(２): ４２０￣４２９.
　 　 　 ＦＡＮ Ｐꎬ ＬＩ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Ｌ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９(２): ４２０￣４２９.

[１３]　 马鹏毅ꎬ赵家锐ꎬ何威明ꎬ等. 黄土高原不同树龄苹果园土壤水分

及硝态氮剖面特征[ 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３(３): １９２￣
１９８ꎬ ２１４.

　 　 　 ＭＡ Ｐ Ｙꎬ ＺＨＡＯ Ｊ Ｒꎬ ＨＥ Ｗ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
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３(３): １９２￣１９８ꎬ ２１４.

[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Ｙ Ｎꎬ ＣＨＡＮＧ Ｑ Ｒꎬ ＬＩ Ｚ.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２８/ ６２９: ４４３￣４５２.

[１５]　 冉伟ꎬ谢永生ꎬ郝明德. 渭北旱塬苹果园土壤矿质氮累积与分布研

究[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６(３): １５７￣１６０.
　 　 　 ＲＡＮ Ｗꎬ ＸＩＥ Ｙ Ｓꎬ ＨＡＯ Ｍ 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ｏｆ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ｓｏ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ｂｅｉ ｄｒｙｌａｎｄ[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６(３): １５７￣１６０.

[１６]　 ＺＨＵ Ｘ Ｑꎬ ＦＵ Ｗ Ｈꎬ ＫＯＮＧ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ｃｅｒｅ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１９: １０７５７４.

[１７]　 范鹏ꎬ李军ꎬ张丽娜ꎬ等. 黄土高原苹果园地深层土壤氮素含量与

分布特征[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９(２): ４２０￣４２９.
　 　 　 ＦＡＮ Ｐꎬ ＬＩ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Ｌ Ｎ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９(２): ４２０￣４２９.

[１８]　 闫建文.盐渍化土壤玉米水氮迁移规律及高效利用研究[Ｄ].呼和

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４.
　 　 　 ＹＡＮ Ｊ 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ｏｉｌ[Ｄ]. Ｈｏｈｈｏｔ: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

[１９]　 尹洪涛.不同降雨量对夏玉米土壤氮素迁移转化影响研究[Ｄ].泰
安:山东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３.

　 　 　 ＹＩＮ Ｈ 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Ｄ]. Ｔｙ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３.

[２０]　 郭胜利ꎬ党廷辉ꎬ郝明德. 黄土高原沟壑区沟坡地土壤剖面中矿质

氮的分布特征[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７(２): ３１￣３３ꎬ ６６.
　 　 　 ＧＵＯ Ｓ Ｌꎬ ＤＡＮＧ Ｔ Ｈꎬ ＨＡＯ Ｍ 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ｏｉｌ ｐｒｏ￣

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ｌａｎｄ ｉｎ ｇｕ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７(２): ３１￣３３ꎬ ６６.

[２１]　 郭胜利ꎬ张文菊ꎬ党廷辉ꎬ等.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田土壤 ＮＯ３￣Ｎ 深

层积累及其影响因素[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８(４): ５８４￣５９１.
　 　 　 ＧＵＯ Ｓ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Ｗ Ｊꎬ ＤＡＮＧ Ｔ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３￣Ｎ

ｉｎ ｄｅｅｐ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ｄｒｙ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８ ( ４):
５８４￣５９１.

[２２]　 樊红柱.苹果树体生长发育、养分吸收利用与累积规律[Ｄ].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０６.

　 　 　 ＦＡＮ Ｈ Ｚ.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ｐｔａｋｅꎬ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ｔｒｅｅｓ [ Ｄ ].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５６１第 ６ 期　 　 　 　 　 李　 蓉等:旱地矮化苹果园当季氮肥在土壤剖面的累积与淋溶效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６.
[２３]　 于昕阳ꎬ翟丙年ꎬ金忠宇ꎬ等. 有机无机肥配施对旱地冬小麦产量、

水肥利用效率及土壤肥力的影响[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
(５): ３２０￣３２４.

　 　 　 ＹＵ Ｘ Ｙꎬ ＺＨＡＩ Ｂ Ｎꎬ ＪＩＮ Ｚ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ｙｉｅｌｄꎬ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５): ３２０￣３２４.

[２４]　 ＺＨＯＵ Ｓ Ｌꎬ ＷＵ Ｙ Ｃꎬ ＷＡＮＧ Ｚ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ｌｅａｃｈ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 ｗｈｅａｔ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５２(３): ７２３￣７３０.

[２５]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Ｇꎬ ＬＥＧＧ Ｊ Ｏꎬ ＳＭＩＴＨ Ｓ Ｊ.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ｕｐ￣
ｔａｋｅ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ｌａｂｅｌ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１９７３ꎬ ３９(１): １１３￣１２４.

[２６]　 ＲＥＤＤＹ Ｋ Ｒꎬ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 Ｈ.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ｙ ｒｉｃｅ ｕｓｉｎｇ １５Ｎ￣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１９８０ꎬ ５７(２): ３７５￣３８１.

[２７]　 ＳＨＡＢＡＥＶ Ｖ 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ｓ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ｉｌ[Ｊ].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ｉｌꎬ １９８６ꎬ ９１(２): ２４９￣２５６.

[２８]　 王西娜ꎬ王朝辉ꎬ李华ꎬ等. 旱地土壤中残留肥料氮的动向及作物

有效性[Ｊ]. 土壤学报ꎬ ２０１６ꎬ５３(５):１２０２￣１２１２.
　 　 　 ＷＡＮＧ Ｘ Ｎꎬ ＷＡＮＧ Ｃ Ｈꎬ ＬＩ Ｈ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ｒｏｐ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ｕｐ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３(５): １２０２￣１２１２.

[２９]　 王芬ꎬ田歌ꎬ刘晶晶ꎬ等. 富士苹果萌芽至新梢旺长期肥料氮去向

和土壤氮库盈亏[Ｊ]. 应用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３): ９３１￣９３７.
　 　 　 ＷＡＮＧ Ｆꎬ ＴＩＡＮ Ｇꎬ ＬＩＵ Ｊ Ｊ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ｅ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ｏ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ｆ Ｆｕｊｉ ａｐ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ｎｅｗ ｓｈｏｏ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３):
９３１￣９３７.

[３０]　 冯涛.渭北旱塬苹果园不同肥料对氮素的吸收、Ｎ２Ｏ 排放及果实品

质的影响[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２０.
　 　 　 ＦＥＮＧ 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ｐｔａｋｅꎬ Ｎ２Ｏ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ｓ ｉｎ Ｗｅｉｂｅｉ ａｒｉ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

[３１]　 夏梦洁ꎬ陈竹君ꎬ刘占军ꎬ等. 黄土高原旱地夏季休闲期１５Ｎ 标记硝

态氮的去向[Ｊ]. 土壤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４(５): １２３０￣１２３９.
　 　 　 ＸＩＡ Ｍ Ｊꎬ ＣＨＥＮ Ｚ Ｊꎬ ＬＩＵ Ｚ Ｊꎬ ｅｔ ａｌ.Ｆａｔｅ ｏｆ １５Ｎ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ａｌｌ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４(５): １２３０￣１２３９.

[３２]　 王芬ꎬ田歌ꎬ彭玲ꎬ等. 富士苹果营养转换期肥料氮去向和土壤氮

库盈亏研究[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４): ２５４￣２５８.
　 　 　 ＷＡＮＧ Ｆꎬ ＴＩＡＮ Ｇꎬ ＰＥ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ａｔｅ

ａｎｄ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ｏｏ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ｕｊｉ ａｐｐ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４):

２５４￣２５８.
[３３]　 彭玲ꎬ李慧峰ꎬ崔倩ꎬ等. 不同施氮方式对嘎啦苹果碳氮利用和产

量品质的影响[Ｊ]. 水土保持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４(１): ２４９￣２５４ꎬ ２６１.
　 　 　 ＰＥＮＧ Ｌꎬ ＬＩ Ｈ Ｆꎬ ＣＵＩ Ｑ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ａｌａａｐｐｌｅ ｔｒｅ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４
(１): ２４９￣２５４ꎬ ２６１.

[３４]　 王前登ꎬ何雪菲ꎬ丁邦新ꎬ等. 基于１５Ｎ 示踪的库尔勒香梨园土壤无

机氮残留分布特征[Ｊ]. 经济林研究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７(１): １８１￣１８６.
　 　 　 ＷＡＮＧ Ｑ Ｄꎬ ＨＥ Ｘ Ｆꎬ ＤＩＮＧ Ｂ Ｘ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ｌ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 Ｐｅａｒ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５Ｎ ｔｒａｃｉｎｇ[Ｊ]. Ｎｏｎ￣ｗｏｏ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７(１):
１８１￣１８６.

[３５]　 彭福田ꎬ姜远茂ꎬ顾曼如ꎬ等. 不同负荷水平下氮素对苹果果实生

长发育的影响[Ｊ]. 中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５(６): ６９０￣６９４.
　 　 　 ＰＥＮＧ Ｆ Ｔ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Ｍꎬ ＧＵ Ｍ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ｎａｐｐ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５(６): ６９０￣６９４.

[３６]　 杨莉莉ꎬ王永合ꎬ韩稳社ꎬ等. 氮肥减量配施有机肥对苹果产量品

质及土壤生物学特性的影响[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０
(３): ６３１￣６３９.

　 　 　 ＹＡＮＧ Ｌ Ｌꎬ ＷＡＮＧ Ｙ Ｈꎬ ＨＡＮ Ｗ Ｓ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
ｇｅ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ｏｎａｐｐｌ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０(３): ６３１￣６３９.

[３７]　 魏斌ꎬ李友明ꎬ翟广生ꎬ等. 氮素营养对猕猴桃营养功能特征及果

实产量的影响[Ｊ].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３(１２): ９８￣１０１.
　 　 　 ＷＥＩ Ｂꎬ ＬＩ Ｙ Ｍꎬ ＺＨＡＩ Ｇ Ｓ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ｌｉｎｄｌ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３(１２): ９８￣１０１.

[３８]　 彭福田ꎬ姜远茂ꎬ顾曼如ꎬ等. 氮素对苹果果实内源激素变化动态

与发育进程的影响[Ｊ].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２):
２０８￣２１３.

　 　 　 ＰＥＮＧ Ｆ Ｔꎬ ＪＩＡＮＧ Ｙ Ｍꎬ ＧＵ Ｍ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ｎａｐｐ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２００３ꎬ ９(２): ２０８￣２１３.

[３９]　 朱志军ꎬ杨莉莉ꎬ冯涛ꎬ等. 渭北旱塬苹果园不同施肥处理 Ｎ２Ｏ 排

放特征[Ｊ].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１): ５９￣６５.
　 　 　 ＺＨＵ Ｚ Ｊꎬ ＹＡＮＧ Ｌ Ｌꎬ ＦＥＮＧ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２Ｏ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ｉｂｅｉ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１):
５９￣６５.

[４０]　 朱志军.渭北苹果园施肥制度对氨挥发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９.
　 　 　 ＺＨＵ Ｚ Ｊ.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ｉｂｅｉ ａｐｐ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

６６１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４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