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６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９，　Ｎｏ．６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ｃ．，　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１１
　　基金项目：广元市林业重点项目“核桃优质高效综合栽培技术研究及应用”。
　　作者简介：丁锐（１９８６），男，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主要从事经济林栽培与利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５１１４６１８４５＠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赖霜菊（１９６８），女，四川广元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经济林栽培与利用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６３１５９８５５９＠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６

广元核桃林地土壤肥力诊断与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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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明广元市核桃林地土壤的肥力状况，进一步指导广元市核桃丰产栽培的施肥管理，采用土壤肥力单项
分级指标进行诊断分析、修正的内梅罗指数进行综合肥力评价。结果表明，广元核桃林地土壤 ｐＨ值总体偏碱性，
全Ｎ含量较丰富，部分土壤有效Ｐ、速效Ｋ、有效Ｆｅ缺乏，多数土壤有机质、有效Ｚｎ、有效Ｂ、有效Ｃｕ、有效Ｍｎ缺乏。
核桃林地土壤肥沃程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黄壤土类有效 Ｂ、有效 Ｃｕ、有效 Ｍｎ缺乏，紫色土类速效 Ｋ、有效 Ｆｅ、有
效Ｚｎ、有效Ｂ、有效Ｃｕ、有效Ｍｎ缺乏，黄壤肥沃程度高于紫色土。建议增施有机肥，配合施用无机肥，培肥土壤。
关键词：核桃林地；土壤肥力；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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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是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资源丰
富的古老干果类树种之一。在众多经济树种中，核

桃以其用途广泛、核仁营养丰富而著称于世［１］。四

川地处核桃与泡核桃（Ｊ．ｓｉｇｉｌｌａｔａ）的交界分布区，区



内核桃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泛，是全国核桃的重要

产区［２］。广元是四川省核桃的重要产区和最佳适

生区，近年来，广元核桃发展势头迅猛，现有核桃面

积已达１４余万ｈｍ２，成为四川省仅次于凉山州的第
２大核桃种植区。由于长期受传统经营习惯的影
响，广元核桃发展过程中“重栽轻管”现象尤为突

出，特别是土壤及施肥管理水平低下，导致核桃产量

和品质都受到极大影响，而土壤养分状况是决定核

桃产量和坚果品质的重要因素［３～５］。因此，对广元

主要核桃林地土壤养分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

找准其土壤养分的盈亏状况，以期为广元核桃的土

壤养分管理和平衡高效施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土壤样品采集于广元市全域１７个具有代表性

的核桃林地（见表１），主要土壤类型为黄壤和紫色
土，采集时间选择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核桃果实采摘后
连续１个月未施肥时进行［６］，每个核桃林地按照具

体面积和地形，采用随机Ｓ型多点混合采样，每个样
品代表的核桃林地不少于２０个采集点，在对应的核

表１ 土壤采样分布表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土样名称 采样地点
地理坐标

经度（Ｅ） 纬度（Ｎ）
海拔（ｍ） 土壤类型

ＣＴ１ 朝天区朝天镇三滩村区核桃基地 １０５°５２′２７．１９″ ３２°４０′２４．０５″ ７１８ 黄壤

ＣＴ２ 朝天区转斗乡转南村三组 １０６°５′１９．３６″ ３２°４２′３７．４３″ ７７４ 黄壤

ＣＴ３ 朝天区曾家镇荣乐村二组 １０６°６′５８．７１″ ３２°３５′８．２８″ １２６４ 黄壤

ＣＴ４ 朝天区朝天镇双河村四组 １０５°５０′５４．２６″ ３２°３６′４０．１２″ ５５０ 黄壤

ＱＣ１ 青川县蒿溪乡青光村二社 １０５°４′４６．９７″ ３２°３２′５５．６″ ８６８ 黄壤

ＱＣ２ 青川县板桥乡新坝村杨寺沟 １０５°１９′５２．５２″ ３２°３７′１８．８″ ７０９ 黄壤

ＬＺ１ 利州区盘龙镇东升村七组 １０５°４３′３７．３８″ ３２°２７′２３．１９″ ８９１ 黄壤

ＬＺ２ 利州区三堆镇井田村核桃采穗圃 １０５°３７′２３．５６″ ３２°２８′４９．８３″ ６６１ 黄壤

ＬＺ３ 利州区河西办事处南陵村 １０５°４８′２２″ ３２°２３′５８．０９″ ７４５ 紫色土

ＷＣ１ 旺苍县普济镇远景村 １０６°２５′３４．９３″ ３２°１２′５９．９″ １０３９ 紫色土

ＷＣ２ 旺苍县麻英乡水峰村二社 １０６°６′２５．７５″ ３２°１８′３１．２″ ６１０ 紫色土

ＷＣ３ 旺苍县普济镇清江村 １０６°２６′４１．８″ ３２°１３′４９．３４″ ５１９ 紫色土

ＺＨ１ 昭化区射箭乡红花村一社 １０５°４４′４７．３５″ ３２°１７′４３．３９″ ５９４ 紫色土

ＪＧ１ 剑阁县垂泉乡清泉村三组大地 １０５°１８′５３″ ３１°５６′４．６５″ ７５７ 黄壤

ＪＧ２ 剑阁县龙源镇登云村二组 １０５°３２′１１．５４″ ３１°５７′１５．１″ ７１９ 黄壤

ＣＸ１ 苍溪县陵江镇太平村五组 １０５°５７′１７．０９″ ３１°４６′１７．７５″ ５４８ 紫色土

ＣＸ２ 苍溪县白鹤乡星火村一组 １０５°５６′５８．３８″ ３１°５３′１５．３７″ ８１７ 紫色土

桃树冠滴水线附近，用取土器挖取０～４０ｃｍ土样，
将各个采集点的土壤混合后，再用四分法取样１ｋｇ
作为１个土样，装袋，及时将采集的土壤样品送至实
验室检测。

１．２　测定项目及方法
供试土壤养分的测定在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完成。土壤样品测定项目为

ｐＨ值、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有效铁、有效
锌、有效硼、有效铜、有效锰等１０个，按照林业行业
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ｐＨ值采用水浸提 －酸
度计法；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全氮用
半微量凯氏法；有效磷采用氟化铵—盐酸或碳酸氢

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用１ｍｏｌ·Ｌ－１乙酸
铵浸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有效硼采用沸水提
取－甲亚胺比色法；有效铁、有效锌、有效铜、有效锰
采用 ０１ｍｏｌ·Ｌ－１盐酸或ＤＴＰＡ浸提－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法。

１．３　土壤养分分级
核桃林地土壤 ｐＨ值、有机质及各元素养分分

级指标综合参考《ＮＹ／Ｔ１７４９—２００９南方地区耕地
土壤肥力诊断与评价》、《核桃营造林地施肥技术规

程》［７］，参照此标准（见表２），对采集的核桃林地土

表２ 土壤肥力分级指标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养分 高量 适量 缺乏

有机质（ｇ·ｋｇ－１） ＞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０
全Ｎ（ｇ·ｋｇ－１） ＞１．０ ０．８～１．０ ＜０．８
有效Ｐ（ｍｇ·ｋｇ－１） ＞１０ ５～１０ ＜５
速效Ｋ（ｍｇ·ｋｇ－１） ＞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６０
有效Ｆｅ（ｍｇ·ｋｇ－１） ＞４０ ３５～４０ ＜３５
有效Ｚｎ（ｍｇ·ｋｇ－１） ＞３ １．８～３ ＜１．８
有效Ｂ（ｍｇ·ｋｇ－１） ＞０．８ ０．３５～０．８ ＜０．３５
有效Ｃｕ（ｍｇ·ｋｇ－１） ＞２．５ １．７～２．５ ＜１．７

２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壤的养分进行归类和统计分析，明确土壤养分状况，

以此评价广元核桃林地土壤养分丰缺状况。

１．４　土壤肥力评价指标及方法
土壤的肥力水平是土壤众多养分含量的综合反

应，本文采用改进的内梅罗综合指数法进行综合评

价［８］。评价因子尽量多地考虑与肥力有关的土壤

性状，广元核桃林地土壤肥力评价选择的因子主要

有：ｐＨ值、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其中 ｐＨ
值指数参考“南方地区部分土壤肥力评价指标建议

的单项肥力指数（Ｐｉ）”。首先对上述参数进行标准
化以消除各参数之间的量纲差别，标准化处理的方

法如下：

当属性值属于差一级时，即 ｃｉ≤ｘａ时：Ｐｉ＝ｃｉ／
ｘａ，（Ｐｉ≤１）；

当属性值属于中等一级时，即ｘａ＜ｃｉ≤ｘｃ：Ｐｉ＝１
＋（ｃｉ－ｘａ）／（ｘｃ－ｘａ），（１＜Ｐｉ≤２）；
当属性值属于较好一级时，即ｘｃ＜ｃｉ≤ｘｐ：Ｐｉ＝２

＋（ｃｉ－ｘｃ）／（ｘｐ－ｘｃ），（２＜Ｐｉ＜３）；
当属性值属于好一级时，即ｃｉ＞ｘｐ：Ｐｉ＝３。
以上各式中，Ｐｉ称为分肥力系数，ｃｉ为该属性

测定值，ｘａ为分级指标（见表３）。通过标准化后，同
一级别的各属性分肥力系数比较接近，便于对比分

析，当某属性测定值超过好的标准时，分肥力系数不

再提高，真实反映出植物（苗木）对某属性的要求并

不是越高越好，与生产实践相符，如某有效养分达到

丰富级别后，继续施肥提高其含量对植物的生长并

没有好处。

采用修正的内梅罗（Ｎｅｍｏｒｏ）公式计算综合肥
力系数：

ｐ＝
（ｐｉ平均）

２＋（ｐｉ最小）
２

槡 ２ ·（
ｎ－１
ｎ ）

式中：ｐ为土壤综合肥力系数，ｐｉ平均为土壤各属性分
肥力系数的平均值，ｐｉ最小为各分肥力系数中最小值，
ｎ为参与评价的土壤属性个数。根据计算的综合肥
力系数给出土壤的肥力评价，ｐ≥２７土壤很肥沃，
２７～１８肥沃，１８～０９一般，＜０９土壤贫瘠。

表３ 土壤各属性分级标准值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土壤属性 Ｘａ Ｘｃ Ｘｐ
有机质／（ｇ（ｋｇ－１） １０ １５ ３０
全氮／（ｇ（ｋｇ－１） ０．８ １．０ ２．０
有效磷／（ｍｇ（ｋｇ－１） ５ １０ ２０
速效钾／（ｍｇ（ｋｇ－１）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５　数据处理
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统计试验数据，并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核桃林地土壤肥力单项指标诊断
２．１．１　土壤ｐＨ值及有机质含量

核桃适应多种土壤生长，在土壤ｐＨ值为５５～
８２的微酸性到碱性土壤中均可正常生长，而在相
对偏中性土壤中生长更好（ｐＨ值６４～７２）［９］。从
表４看出，广元核桃主要林地土壤 ｐＨ值变化范围
为５８～８８，平均为７７１，变异系数仅为１２４９％，
广元核桃主要林地土壤 ｐＨ值总体偏碱性，石灰性
土壤居多。土壤有机质变化范围为７０８ｇ·ｋｇ－１～
２６７ｇ·ｋｇ－１，平均为１２０５ｇ·ｋｇ－１，有机质含量处
于较丰富和适量级别的各占 ２３５％，有机质缺乏
（＜１０ｇ·ｋｇ－１）的占５３％。造成土壤有机质缺乏可
能与不注重培土施肥、未深翻改土等管护措施有关。

２．１．２　土壤Ｎ、Ｐ、Ｋ含量
广元核桃林地土壤全Ｎ、有效Ｐ、速效Ｋ平均含

量分别为０９８ｇ·ｋｇ－１、１１０３ｍｇ·ｋｇ－１、６８７１ｍｇ·
ｋｇ－１，普遍全 Ｎ含量高，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用的
有效Ｐ含量均值达到丰富水平，速效 Ｋ含量均值处
于适宜水平。有效Ｐ变异系数较大，为７２８６％，部
分核桃林地（青川蒿溪、昭化射箭、剑阁垂泉）表现

缺乏。全Ｎ变异系数较小，１７个核桃林地土壤全 Ｎ
含量均接近丰富水平。青川蒿溪、昭化射箭、剑阁垂

泉、苍溪白鹤４个核桃林地速效Ｋ缺乏。
２．１．３　土壤中微量元素养分含量

广元核桃林地土壤有效 Ｆｅ平均含量３２０５ｍｇ
·ｋｇ－１，变异系数为１１５６％，缺 Ｆｅ占６４７％，其余
均处在含量适宜或丰富区间。有效 Ｚｎ平均含量为
１５ｍｇ·ｋｇ－１，变异系数为９２７２％，但缺 Ｚｎ占比达
到７０６％，缺 Ｚｎ现象较突出。有效 Ｂ平均含量为
０２７ｍｇ·ｋｇ－１，变异系数为２８０５％，变幅较小，除旺
苍普济、苍溪陵江外，其余土壤含 Ｂ量均不同程度
低于缺Ｂ临界值（０３５ｍｇ·ｋｇ－１）。有效Ｃｕ平均含
量为０９１ｍｇ·ｋｇ－１，除利州三堆外，其余土壤均缺
Ｃｕ。有效Ｍｎ平均含量为２５２ｍｇ·ｋｇ－１变异系数为
８６７５％，含量均低于缺Ｍｎ临界值（３５ｍｇ·ｋｇ－１）。
２．１．４　不同土壤类型养分状况

广元核桃林地土壤主要有黄壤和紫色土两种类

３７６期 丁　锐，等：广元核桃林地土壤肥力诊断与综合评价 　　



　　表４ 核桃林地土壤养分状况

Ｔａｂ．４ 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ｆｏｒｅｓｔ

土样名称 ｐＨ值 有机质

（ｇ·ｋｇ－１）
全 Ｎ

（ｇ·ｋｇ－１）
有效Ｐ

（ｍｇ·ｋｇ－１）
速效Ｋ

（ｍｇ·ｋｇ－１）
有效Ｆｅ
（ｍｇ·ｋｇ－１）

有效Ｚｎ
（ｍｇ·ｋｇ－１）

有效Ｂ
（ｍｇ·ｋｇ－１）

有效Ｃｕ
（ｍｇ·ｋｇ－１）

有效Ｍｎ
（ｍｇ·ｋｇ－１）

ＣＴ１ ６．６２ １５．８２ １．４３ １０．３０ ８３．０９ ４８．６８ ２．７０ ０．３０ ０．７３ ３．１２
ＣＴ２ ６．１３ １３．７２ １．０８ ７．０２ ８４．１５ ３３．７９ １．７３ ０．２８ １．０７ ６．３７
ＣＴ３ ７．３０ １３．５７ ０．９４ １３．２４ ９０．９６ ３３．２５ １．４６ ０．３３ ０．６４ １．４０
ＣＴ４ ７．２２ ７．４８ ０．７８ ６．８６ ９６．４７ １４４．６ ２．７０ ０．３５ １．５７ １．５２
ＱＣ１ ８．８０ ２１．５２ １．３０ ４．６４ ５３．６９ ５．９０ ０．４２ ０．２０ ０．６６ ０．５５
ＱＣ２ ６．７４ １６．７４ １．２７ １２．７９ ６４．７６ ４２．３３ ３．５９ ０．２８ １．３７ １．９４
ＬＺ１ ７．３０ １０．３６ ０．９１ ２０．４８ １０３．６０ ９９．８８ ５．２５ ０．３０ １．５３ １．０７
ＬＺ２ ７．２２ ７．１４ ０．８７ １０．８ ８０．７１ ４６．９８ ２．７１ ／ １．７４ ０．８４
ＬＺ３ ８．４５ ９．０７ ０．８７ ６．１３ ６７．３５ ５．９９ ０．２８ ０．３５ ０．４１ ５．２６
ＷＣ１ ５．８０ ８．７３ ０．６３ ５．２７ ５９．０１ ２７．１４ ０．８２ ０．１８ ０．９５ ７．０６
ＷＣ２ ８．６５ ２６．７ １．７８ ８．３３ ６０．１０ ５．９８ ０．６７ ０．１５ １．２５ １．３２
ＷＣ３ ８．５３ ９．８６ ０．７２ ４．７８ ７３．２６ ７．９０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５４ １．５２
ＺＨ１ ８．８０ ９．６９ ０．８６ ４．２６ ４７．０３ ５．８６ ０．３１ ０．１７ ０．６７ ６．４０
ＪＧ１ ８．７３ １０．３１ ０．８１ ３．７６ ４７．７７ ５．９１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４７ １．９７
ＪＧ２ ７．８５ ７．１４ ０．８４ ３６．９６ ７０．９５ １２．８８ ０．９３ ０．１８ ０．９０ ０．８０
ＣＸ１ ８．４２ ７．０８ ０．７３ １４．６９ ４０．１２ ７．１０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２ １．０２
ＣＸ２ ８．５０ ９．８４ ０．７９ １７．１８ ４４．９９ １０．６６ ０．９１ ０．２６ ０．５６ ０．６４
平均 ７．７１ １２．０５ ０．９８ １１．０３ ６８．７１ ３２．０５ １．５０ ０．２７ ０．９１ ２．５２

变异系数（％）ＣＶ１２．５０ ４４．１２ ２９．９２ ７２．８６ ２６．８８ １１５．６２ ９２．７２ ２８．０５ ４６．４１ ８６．７５

型，分别按两种土类进行归类分析。黄壤土类养分

中有机质、全Ｎ、有效Ｐ、速效Ｋ、有效Ｆｅ、有效Ｚｎ含
量平均处于较适宜或丰富水平，有效 Ｂ、有效 Ｃｕ、有
效Ｍｎ缺乏。紫色土类养分中有机质、全 Ｎ、有效 Ｐ
含量平均处于较适宜或丰富水平，速效 Ｋ、有效 Ｆｅ、
有效Ｚｎ、有效Ｂ、有效Ｃｕ、有效Ｍｎ缺乏。
２．２　土壤肥力综合评价

表５是广元主要核桃林地土壤综合肥力评价结

表５ 土壤肥力综合评价结果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土样
Ｐｉ

ｐＨ值 有机质 全Ｎ 有效Ｐ 速效Ｋ
Ｐ

ＣＴ１ ３．０ ２．０５ ２．４３ ２．０３ １．５８ １．７０
ＣＴ２ ２．５ １．７４ ２．０８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３２
ＣＴ３ ３．０ １．７１ １．７０ ２．３２ １．７７ １．５３
ＣＴ４ ３．０ ０．７５ ０．９８ １．３７ １．９１ １．００
ＱＣ１ １．５ ２．４４ ２．３ ０．９３ ０．８９ １．０４
ＱＣ２ ３．０ ２．１２ ２．２７ ２．２８ １．１２ １．３８
ＬＺ１ ３．０ １．０７ １．５５ ３．００ ２．０４ １．３５
ＬＺ２ ３．０ ０．７１ １．３５ ２．０８ １．５２ １．０６
ＬＺ３ ２．０ ０．９１ １．３５ １．２３ １．１８ ０．９１
ＷＣ１ ２．０ ０．８７ ０．７９ １．０５ ０．９８ ０．７８
ＷＣ２ １．５ ２．７８ ２．７８ １．６７ １．００ １．２４
ＷＣ３ １．５ ０．９９ ０．９０ ０．９６ １．３３ ０．８２
ＺＨ１ １．５ ０．９７ １．３０ ０．８５ ０．７８ ０．７５
ＪＧ１ １．５ １．０６ １．０５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７２
ＪＧ２ ２．５ ０．７１ １．２０ ３．００ １．２７ １．１９
ＣＸ１ ２．０ ０．７１ ０．９１ ２．４７ ０．６７ ０．８５
ＣＸ２ ２．０ ０．９８ ０．９９ ２．７２ ０．７５ ０．９４

果。从综合评价结果可知，旺苍普济、昭化射箭、剑

阁垂泉、苍溪陵江核桃林地土壤肥力综合系数均低

于０９，土壤贫瘠，大多数属于紫色土类。其余各林
地土壤肥力综合系数均处于１８～０９之间，土壤肥
沃程度一般，大多数属于黄壤类。这说明广元核桃

林地土壤肥沃程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黄壤肥沃程

度高于紫色土。合理的松土、施肥将是下一步广元

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工作的重点。

２．３　土壤肥力指标间的关系
由表６可知，广元核桃林地土壤养分因子之间

存在相关性。ｐＨ值与速效 Ｋ、有效 Ｆｅ、有效 Ｚｎ、有
效Ｃｕ显著相关，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 ｐＨ值越
高，土壤碱性增强，Ｆｅ、Ｚｎ、Ｃｕ等金属微量元素主要
以氢氧化物形式存在，变得难于溶解而被固定，有效

性降低；有机质与全Ｎ极显著相关，呈正相关关系。
因为土壤中的氮大部分以有机态（蛋白质、氨基酸、

腐殖质、酰胺等）存在，无机态（ＮＨ＋４、ＮＯ
－
３、ＮＯ

－
２）含

量极少，故有机质含量高，全Ｎ含量就高；速效Ｋ与
有效Ｆｅ、有效Ｚｎ存在极显著相关，与有效 Ｃｕ存在
显著相关；有效Ｆｅ与有效Ｚｎ、有效Ｃｕ极显著相关，
有效Ｚｎ与有效 Ｃｕ极显著相关，均呈正相关关系，
可能是因为 Ｆｅ、Ｚｎ、Ｃｕ都为过渡金属元素，性质相
似，在同一土壤环境条件下，彼此间相关性呈现一

致。

４７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６ 核桃林地土壤因子相关性

Ｔａｂ．６ Ｓｏｉ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指标 ｐＨ 有机质 全 Ｎ 有效Ｐ 速效Ｋ 有效Ｆｅ 有效Ｚｎ 有效Ｂ 有效Ｃｕ 有效Ｍｎ
ｐＨ １．０００
有机质 １．１１０ １．０００
全Ｎ ０．０１９ ０．９２４ １．０００
有效Ｐ －０．０６２ －０．２４３ －０．０９５ １．０００
速效Ｋ －０．５４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３ ０．１７５ １．０００
有效Ｆｅ －０．４８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１ ０．７５７ １．０００
有效Ｚｎ －０．５６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７８ ０．７１６ ０．７７３ １．０００
有效Ｂ －０．１３３ －０．３６３ －０．２９５ －０．０３８ ０．４２３ ０．３６９ ０．２６８ １．０００
有效Ｃｕ －０．４９４ ０．０６７ ０．２０７ ０．１４６ ０．５８９ ０．７０５ ０．７５２ ０．０７１ １．０００
有效Ｍｎ －０．３８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７ －０．４３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４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４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的差异水平。

３　结论与讨论

广元核桃林地土壤 ｐＨ值总体偏碱性，全 Ｎ含
量较丰富，部分土壤有效 Ｐ、速效 Ｋ、有效 Ｆｅ缺乏，
多数土壤有机质、有效Ｚｎ、有效Ｂ、有效Ｃｕ、有效Ｍｎ
缺乏。核桃林地土壤肥沃程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黄壤土类有效Ｂ、有效Ｃｕ、有效Ｍｎ缺乏，紫色土类
速效Ｋ、有效Ｆｅ、有效Ｚｎ、有效 Ｂ、有效 Ｃｕ、有效 Ｍｎ
缺乏，黄壤肥沃程度高于紫色土。

针对广元地区核桃林地土壤养分的状况，建议

在加强核桃树综合管护基础上强化深翻改土，改变

传统的施肥方式，注重有机肥和无机肥结合使用，既

可丰富有机质和各种营养元素的含量，又可使养分

不易流失和改土培肥。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土壤

肥力状况，追施 Ｎ、Ｐ、Ｋ速效养分肥料，逐步改善核
桃林地土壤微环境，提高土壤养分含量，充足供应核

桃树体对养分的需求，促使树体健壮，增强抗逆能

力，病虫害减少，产量增加，达到核桃优质丰产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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