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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果园不同采样密度下土壤含水率空间变异性研究

邢旭光　赵文刚　柳　烨　马孝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要：为揭示小区尺度乃至微尺度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性，在杨凌地区猕猴桃果园选取４０ｍ×４０ｍ区域，并在
此基础上再以８、２ｍ为间距进行网格划分，基于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理论，对不同采样密度条件下０～６０ｃｍ土
层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变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于４０ｍ×４０ｍ（Ｌ）、８ｍ×８ｍ（Ｍ）和
２ｍ×２ｍ（Ｓ）３种尺度，０～６０ｃｍ深度各土层土壤含水率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异强度表现为弱变异至中等（偏弱）变
异，且随尺度减小和土层深度增加而减小，且所有取样点处０～６０ｃｍ深度内土壤含水率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异强度
表现为弱变异至中等（偏弱）变异。在３种尺度中，土壤含水率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土壤含水率空间分布
形态的半方差函数因尺度不同存在较大差异，Ｌ尺度可采用球状和指数模型，Ｍ尺度可采用线性模型，Ｓ尺度可采
用高斯、指数、线性模型。Ｌ尺度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少，而Ｍ和Ｓ尺度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多，对于３种尺度，基本表
现出０～３０ｃｍ土层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多、３０～６０ｃｍ土层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少，表明取样点的合理性分布有待进一
步优化。由于地形原因导致当地果园内南北侧土壤含水率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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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采样尺度需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合理选择［１］，不

同尺度的作用不尽相同，大尺度研究可以改进土壤

分类系统，从而提高土壤调查、制图质量；中小尺度

研究则有利于对作物进行合理布局、完善田间管理

进而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率，从而为实现精准灌溉

奠定基础［２－４］。土壤水分是重要的土壤物理参数，

明晰土壤水分在土体内的分布及运动特性对于指导

灌溉、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和高效利用土壤储水量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土壤其他物理特性的研究

提供参考［５－８］。然而由于土壤水分在空间上存在高

度变异性，增大了土壤水分运动及再分布的研究难

度，因此，查明并分析土壤水分在空间上的分布特性

及其变异性至关重要。

纵观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针对大尺

度［４，９－１０］和中小尺度［１１－１３］区域展开，研究表明各深

度土层含水率在空间上的变异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多以灌溉湿润层（６０ｃｍ）土壤含水率的变异程
度尤为显著。较多研究集中于水平方向，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土壤水分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另一方

面，若以指导地区内精细农业灌溉管理为目的，研究

微尺度条件水平与垂直方向的土壤水分变化特性更

具有理论和实用价值［１４－１５］。已有研究表明［４，１６－１８］，

微尺度条件下的土壤含水率半方差函数模型和空间

变异特性与传统的大中尺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

此，针对特定地区进行微尺度土壤特性的空间变异

性研究亟需广泛开展。不难发现，较多研究已由单

一尺度逐渐向多尺度以及微尺度过渡，土壤属性对

区域内采样尺度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这种土壤学

中的尺度问题正是农业水土学科中的热点之一［１４］。

杨陵地区水源充足，可以满足作物生长需求；然

而，区内地势整体呈现阶梯分布，故土壤含水率在空

间上的分布存在差异。另一方面，鉴于猕猴桃种植

是杨陵地区特色农业，因此，本文拟在该地区猕猴桃

园内对小区尺度乃至微尺度（４０ｍ×４０ｍ、８ｍ×８ｍ
和２ｍ×２ｍ，对应取样间距分别为８、２、０５ｍ）内土
　　

壤含水率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变异特性及

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土壤水分有效

性评价提供一定技术支撑，进一步指导田间农业

水管理。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杨陵示范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３４°１４′～

３４°１９′Ｎ，１０７°５５′～１０８°０８′Ｅ），地势呈现南低北
高，依次形成三级阶地，分布着林地、滩地、一级阶

地、二级阶地、三级阶地和沟坡地等多种地貌单元；

区内海拔高度介于４３５～５６３ｍ之间。该地区三面
环水，且有若干渠系越境而过，水资源丰富。土壤状

况较好，适宜农作物生长。地区地处半干旱气候区，

属于暖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６５０ｍｍ，主要集中于 ７～１０月份，年均蒸发量约
１０００ｍｍ，多年平均气温１３℃，无霜期约２２０ｄ。试
验区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东崔东沟村，处于一

级阶地、地形平坦；试验区内种植玉米、小麦和猕猴

桃，其中以猕猴桃为主，栽植面积约２８７ｈｍ２。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试验区猕猴桃果园内果树成行种植，沿东西方

向株距约２ｍ，沿南北方向行距约４ｍ，采用大水漫
灌方式，且沿东西方向进行灌溉。灌水３ｄ后取样，
测定土壤含水率。选取４０ｍ×４０ｍ田块，再依据均
方距离准则进行８、２ｍ间距网格划分（对应的尺度
分别为Ｌ、Ｍ和Ｓ），土样采集深度为０～１０ｃｍ、１０～
２０ｃｍ、２０～３０ｃｍ、３０～４０ｃｍ、４０～５０ｃｍ和 ５０～
６０ｃｍ；Ｌ、Ｍ和 Ｓ尺度取样点个数分别为３６、２５（包
含与Ｌ重复的４个取样点）和２５（包含与 Ｍ重复的
４个取样点），样品数量分别为２１６、１２６和１２６，共计
４６８个土样。土钻取土，采用干燥法测定土壤含水
率；研究区域土壤类型为粉粘壤土，土样经风干、过

２ｍｍ筛后，采用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型激光粒度仪测定
样品颗粒组成，各样品均测定 ３次，取其均值
（表１）。网格划分方式及取样点分布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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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样地土壤颗粒组成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ｉｌ

粒径／ｍｍ 小于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２

质量分数／％ １２１１ ５１９ ６２１ １０７８ ２７３１ ３３２２ ４９３ ０２５ ０

　　注：土壤质地根据国际制土壤质地三角形确定。

图１　不同微尺度网格划分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

　
１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以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理论为基础，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ＧＳ＋９０和Ｓｕｆｅｒ８０等软件对数据进行
前期处理、分析和绘制。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土
壤含水率实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 ＧＳ＋９０
软件对Ｌ、Ｍ和Ｓ尺度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进
行半方差分析，拟合相关参数并构建半方差函数模

型；采用克里格法对各尺度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
率进行插值，利用Ｓｕｆｅｒ８０软件绘制土壤含水率三
维空间分布图；利用式（１）计算合理采样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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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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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采样点数目
ｔ———各显著性水平所对应的 ｔ氏分布值（经

查ｔ分布表获取）
Ｓ———样本标准差
ｘ———样本均值　　ｄ———估算精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尺度土壤含水率统计特征值分析
通过对３种微尺度内水平方向的土壤含水率和

０～６０ｃｍ土层垂直方向的土壤含水率统计分析
（表２、３）可知，对于 Ｌ、Ｍ和 Ｓ３种尺度，随深度增
加，０～６０ｃｍ土层含水率均表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
趋势，且在２０ｃｍ土层达到最大值；２０～６０ｃｍ土层
土壤含水率的变异系数在水平方向上呈现出随土层

增加而减小的趋势，这与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３种尺度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强度基本
表现为弱变异至中等（偏弱）变异，０～２０ｃｍ土层土
壤含水率的变异强度在灌溉后有一定程度的增强，

原因在于表层水分迅速入渗。Ｌ、Ｍ和 Ｓ尺度６０ｃｍ
土层土壤含水率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异系数均值分别

为０１４０、０１２７和０１２０，由于所选尺度均较小，故
变异系数差别不大，但整体表现出变异强度随尺度

的缩小而减弱的趋势。

表２　３种微尺度条件０～６０ｃｍ深度各土层水平方向土壤含水率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６０ｃｍ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

尺度 土层深度／ｃｍ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 变异系数

０～１０ ３４４７ １８６９ ２２９１ ３８９２２ ０１０８１ ０１６９９
１０～２０ ４８４３ ２０４０ ２５５６ ５１０４６ ０１４１８ ０１９９７

Ｌ
２０～３０ ３７３１ １７６１ ２４６４ ３５７６０ ００９９３ ０１４５１
３０～４０ ３４３８ １９２４ ２３７７ ３１２８８ ００８６９ ０１３１６
４０～５０ ３５７３ １９３８ ２２８５ ２７８２０ ００７７３ ０１２１７
５０～６０ ２３６６ １６６１ ２１３３ １４８０３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６９４
０～１０ ３８０５ １６２２ ２３７４ ４７０７９ ０１８８３ ０１９８３
１０～２０ ３８６２ １８１３ ２５３６ ４４５５３ ０１７８２ ０１７５７

Ｍ
２０～３０ ３２８５ １９５９ ２４６６ ３３５９１ ０１３４４ ０１３６２
３０～４０ ３０２１ ２０４７ ２４１４ ２２３７９ ００８９５ ００９２７
４０～５０ ２９６７ １９９３ ２３８５ ２６４４６ ０１０５８ ０１１０９
５０～６０ ２３４２ ２００５ ２１５１ ０９９２１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４６１
０～１０ ３１９５ １７９１ ２２３９ ３１０３３ ０１２４１ ０１３８６
１０～２０ ３８７６ ２０８１ ２５４４ ４８１８１ ０１９２７ ０１８９４

Ｓ
２０～３０ ４１８５ ２１５７ ２４３６ ３９６８０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６３４
３０～４０ ３２７５ ２０８７ ２４２９ ２４８９８ ００９９６ ０１０２２
４０～５０ ２６５６ ２０９３ ２３４５ １４８７５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６３４
５０～６０ ２６５５ １９８１ ２１９１ １３３３８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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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种微尺度内所有取样点０～６０ｃｍ土层垂直方向土壤含水率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６０ｃｍｌａｙｅｒｓｆｏｒ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

尺度
取样

点

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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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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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偏差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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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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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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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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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１ ２３８２ １８９３ ２１８３ １８０５２ ０３００９ ００８２７ １９ ２２９２ ２０４２ ２１６３ １０４１４ ０１７３６ ００４８２

２ ２６２３ １９５８ ２２８４ ２５４８２ ０４２４７ ０１１１６ ２０ ２６８７ ２０８１ ２３０１ ２０５１６ ０３４１９ ００８９２

３ ２５９２ １９３９ ２３２２ ２４５３８ ０４０９０ ０１０５７ ２１ ３８６２ ２００５ ２４４３ ７０７３０ １１７８８ ０２８９６

４ ２７４６ ２１３８ ２４３９ ２２６２９ ０３７７２ ００９２８ ２２ ３１６１ ２１３７ ２４５５ ３８５３２ ０６４２２ ０１５６９

５ ２９８２ ２１４８ ２５０４ ２９３９９ ０４９００ ０１１７４ ２３ ２３４４ １８６９ ２１７０ ２１３８１ ０３５６４ ００９８５

６ ２９１２ １９４０ ２４７５ ３２８５７ ０５４７６ ０１３２８ ２４ ３００３ ２０６５ ２４７０ ３６１９９ ０６０３３ ０１４６６

７ ２７３１ ２１５２ ２４３０ ２２２４９ ０３７０８ ００９１５ ２５ ２０４０ １６６１ １８９９ １５４５２ ０２５７５ ００８１４

８ ２７６１ ２１８８ ２５０５ ２３０１６ ０３８３６ ００９１９ ２６ ２３０５ ２１８８ ２２７０ ０４２１７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１８６

９ ２４８１ ２０２０ ２２８８ １７１０７ ０２８５１ ００７４８ ２７ ２２４６ ２０１６ ２１７７ ０９３５２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４３０

１０ ２７８９ ２２３４ ２４３７ ２２０３０ ０３６７２ ００９０４ ２８ ２３６４ １９３８ ２１４６ １５６０８ ０２６０１ ００７２７

１１ ３５７３ １８９２ ２４９０ ５９４４５ ０９９０７ ０２３８７ ２９ ２５３７ １８６９ ２２７４ ２２４５１ ０３７４２ ００９８７

１２ ３４３８ ２０７３ ２５８４ ５１６７７ ０８６１３ ０２０００ ３０ ２５３４ １９６２ ２３２０ ２１４８４ ０３５８１ ００９２６

１３ ２９１３ ２００７ ２３７１ ３３７４６ ０５６２４ ０１４２４ ３１ ２４０２ １９９０ ２１４３ １３７８１ ０２２９７ ００６４３

１４ ３１４３ ２０６４ ２３８５ ３８８７０ ０６４７８ ０１６３０ ３２ ２９９６ ２０６０ ２３１３ ３４６３５ ０５７７３ ０１４９７

１５ ２９３６ ２２７６ ２５２８ ２３３１０ ０３８８５ ００９２２ ３３ ４８４３ １９４１ ２５０９ １１４７４６ １９１２４ ０４５７３

１６ ３１３７ ２０６０ ２６３２ ３６００３ ０６００１ ０１３６８ ３４ ２３１８ ２０４２ ２１９４ ０９０３２ ０１５０５ ００４１２

１７ ３７３１ ２０１８ ２６３５ ５９１３９ ０９８５６ ０２２４４ ３５ ２３２１ ２１６０ ２２１５ ０５７０６ ００９５１ ００２５８

１８ ２６１３ ２０３３ ２３７１ ２１９７５ ０３６６２ ００９２７ ３６ ３４４７ １９１０ ２３２１ ５７５３３ ０９５８９ ０２４７８

Ｍ

３７ ２６０５ ２０２９ ２２５１ ２０８３０ ０３４７２ ００９２５ ５０ ２３２９ ２０５７ ２２０７ １０８７２ ０１８１２ ００４９３

３８ ２５２６ ２０６１ ２２９８ １７３８０ ０２８９７ ００７５６ ５１ ２４１４ １９６８ ２２２０ １４５３２ ０２４２２ ００６５５

３９ ２８９０ １９４７ ２３００ ３１７５１ ０５２９２ ０１３８０ ５２ ２６０４ ２０６２ ２３５５ ２０９５７ ０３４９３ ００８９０

４０ ３２８５ ２２０１ ２７２８ ３６６２８ ０６１０５ ０１３４３ ５３ ２３２８ １６２２ ２００９ ２６９１８ ０４４８６ ０１３４０

４１ ２４１７ ２１５５ ２２８６ １１３２９ ０１８８８ ００４９６ ５４ ３０８０ ２３４２ ２８５１ ２６６９８ ０４４５０ ００９３７

４２ ２７３６ ２０９３ ２３５３ ２７９４５ ０４６５７ ０１１８８ ５５ ２４２９ ２０９３ ２２３１ １２１３４ ０２０２２ ００５４４

４３ ２２９０ ２１１５ ２１８６ ０６２２１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２８５ ５６ ２５９６ ２０５７ ２３６２ ２２３２５ ０３７２１ ００９４５

４４ ２９８７ ２１５７ ２３５９ ３１６６４ ０５２７７ ０１３４２ ５７ ２６４５ ２０６５ ２３９５ ２１９２６ ０３６５４ ００９１６

４５ ３４２３ ２０４７ ２４５５ ４９５３５ ０８２５６ ０２０１７

４６ ２４９７ １９８８ ２２３７ ２０３８８ ０３３９８ ００９１２ １５ ２９３６ ２２７６ ２５２８ ２３３１０ ０３８８５ ００９２２

４７ ２５５７ ２０７８ ２３１３ １５５８９ ０２５９８ ００６７４ １６ ３１３７ ２０６０ ２６３２ ３６００３ ０６００１ ０１３６８

４８ ２４６６ ２０８７ ２３０５ １３８９９ ０２３１７ ００６０３ ２１ ３８６２ ２００５ ２４４３ ７０７３０ １１７８８ ０２８９６

４９ ３８０５ ２０９２ ２９３１ ５６８９４ ０９４８２ ０１９４１ ２２ ３１６１ ２１３７ ２４５５ ３８５３２ ０６４２２ ０１５６９

Ｓ

５８ ２４４６ ２０８７ ２２４０ １５８０８ ０２６３５ ００７０６ ７１ ３１９５ ２３１５ ２５２７ ３３６０７ ０５６０１ ０１３３０

５９ ２４５７ １７９１ ２２９４ ２５００４ ０４１６７ ０１０９０ ７２ ２２５８ ２０８３ ２１９６ ０７８２２ ０１３０４ ００３５６

６０ ２４３１ ２１４２ ２２８８ １２０３５ ０２００６ ００５２６ ７３ ２３７１ １８７６ ２１９６ １７１７１ ０２８６２ ００７８２

６１ ２６５３ ２２２４ ２３８４ １７６５２ ０２９４２ ００７４０ ７４ ３８７６ ２１７８ ２６７０ ６３０７６ １０５１３ ０２３６３

６２ ２４６９ ２１８３ ２３２９ １１２９９ ０１８８３ ００４８５ ７５ ２７６２ １８８６ ２４１５ ３１１１０ ０５１８５ ０１２８８

６３ ２３３６ ２０７９ ２２３５ ０９７３２ ０１６２２ ００４３５ ７６ ４１８５ ２０８９ ２７１８ ７８０１８ １３００３ ０２８７１

６４ ３７９０ ２１３９ ２５２１ ６２９０９ １０４８５ ０２４９６ ７７ ２３６４ １９８１ ２２２２ １７４６４ ０２９１１ ００７８６

６５ ２７８６ ２０１７ ２３０９ ３０１９０ ０５０３２ ０１３０８ ７８ ２２９６ ２０４５ ２１６５ ０９１８５ ０１５３１ ００４２４

６６ ３２７５ ２０６４ ２６０５ ３９５９１ ０６５９９ ０１５２０

６７ ２９７６ ２１３５ ２３９４ ３１３２２ ０５２２０ ０１３０９ ５１ ２４１４ １９６８ ２２２０ １４５３２ ０２４２２ ００６５５

６８ ２３０６ ２１０７ ２１９９ ０７８２８ ０１３０５ ００３５６ ５２ ２６０４ ２０６２ ２３５５ ２０９５７ ０３４９３ ００８９０

６９ ２５２５ ２２１０ ２３５９ １１３３６ ０１８８９ ００４８１ ５６ ２５９６ ２０５７ ２３６２ ２２３２５ ０３７２１ ００９４５

７０ ３４００ ２１３３ ２５０６ ４６１２７ ０７６８８ ０１８４１ ５７ ２６４５ ２０６５ ２３９５ ２１９２６ ０３６５４ ００９１６

　　对于全部取样点，在６０ｃｍ深度内土壤含水率
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异强度亦表现为弱变异至中等

（偏弱）变异，变异系数介于００１８６～０４５７３之间；
在７８个取样点中，共有３３个取样点处土壤含水率表

现为中等（偏弱）变异且变异系数均值为０１７６３，４５个
取样点处土壤含水率表现为弱变异且变异系数均值

为００６８７。另一方面由表３、４中标准偏差和标准
误差可以看出，所有测点值偏离均值程度均较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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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较高。

２２　不同尺度土壤含水率空间变异特性分析
２２１　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特征

采用半方差函数对 Ｌ、Ｍ和 Ｓ３种尺度下采集

的土壤样本含水率进行半方差分析（表４）。在半方
差函数模型中，块金值（Ｃ０）、基台值（Ｃ０＋Ｃ）、变程
（Ａ）常用来表示变量在某尺度上的空间变异性和相
关程度［１４］。

表４　３种微尺度条件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半方差函数模型及其参数拟合
Ｔａｂ．４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ｆｉｔ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６０ｃｍ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

尺度 土层深度／ｃｍ 理论模型 Ｃ０ Ｃ０＋Ｃ Ａ Ｃ０／（Ｃ０＋Ｃ） Ｃ／（Ｃ０＋Ｃ） Ｒ２

Ｌ

０～１０ 球状 １３６０ １６１２０ １８６７０ ００８４ ０９１５６ ０９３９

１０～２０ 球状 ２２９０ ２８３５０ １２７５０ ００８１ ０９１９２ ０９４２

２０～３０ 球状 ３９００ ２０９３０ ６１０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８１３７ ０９３６

３０～４０ 指数型 ３０８０ １４１６９ １０１４０ ０２１７ ０７８２６ ０８３６

４０～５０ 指数型 ０１７０ ７６５３ ９７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９７７８ ０８６７

５０～６０ 线性 １６６５ １９０８ ２６１５６ ０８７３ ０１２７４ ０５６８

Ｍ

０～１０ 线性 １４４２ ２５０５１ ６５１９ ００５８ ０９４２４ ０９４１

１０～２０ 线性 １３４４ ２１６０２ ６５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９３７８ ０６８０

２０～３０ 线性 ７２１４ １１２６５ ６５１９ ０６４０ ０３５９６ ０３８７

３０～４０ 线性 ４５３０ ４５３０ ６５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３４

４０～５０ 线性 ３１９６ ６９４７ ６５１９ ０４６０ ０５３９９ ０９９１

５０～６０ 球状 ００１４ ０９５０ ２８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９８５３ ０００９

Ｓ

０～１０ 球状 ００１０ ８６３２ ０６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８８ ０００１

１０～２０ 线性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６ １６３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６９

２０～３０ 指数型 ００７６ ７１９４ １０７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９８９４ ０８２５

３０～４０ 高斯 ００９０ ６３２９ ０９７２ ００１４ ０９８５８ ０９９６

４０～５０ 球状 ００４２ ２２０１ ０７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０９ ００３９

５０～６０ 球状 ００５９ １７８２ ０８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９６６９ ０１３０

　　从表４可以看出，对于 Ｌ、Ｍ和 Ｓ尺度，Ｃ０均值
分别为２０７８、２９５７和００６７，各尺度内 Ｃ０较稳定
且变化程度较小，表明由于土壤特性、采样或测量误

差等随机因素而导致的空间变异程度较小。Ｃ０＋Ｃ
和Ａ均表现出随尺度减小而减小（Ｃ０＋Ｃ均值分别
为１４８５５、１１７２４和４３７７；Ａ均值分别为２３０７３、
５９０９和２５８３），这表明对于 ４０ｍ×４０ｍ研究区
域，系统内总的空间变异程度与尺度范围密切相关，

即随尺度的减小而减小，空间自相关距离亦随尺度

的减小而减小；其中基台值基本呈现出随土层深度

增加而减小的趋势，这说明在该研究范围内，６０ｃｍ
土层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程度也与土层深度密切

相关。在这３种尺度中，块金系数值Ｃ０／（Ｃ０＋Ｃ）大
部分小于 ０２５，只有个别 Ｃ０／（Ｃ０ ＋Ｃ）值介于
０２５～０５０之间，表明在４０ｍ×４０ｍ、８ｍ×８ｍ和
２ｍ×２ｍ研究尺度内，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整
体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且随机因子的总体

变异程度较小。结构比 Ｃ／（Ｃ０＋Ｃ）可以反映由结
构因素而导致的空间变异［１９］，绝大多数结构比大于

０７５，表现出了强烈的空间自相关。对于 Ｌ尺度
０～６０ｃｍ土层，可选取球状、指数型和线性模型进
行模拟，其中球状模型精度较高；对于 Ｍ尺度０～
６０ｃｍ土层，可选取线性模型进行模拟；对于 Ｓ尺度

０～６０ｃｍ土层，球状、指数型、高斯和线性模型均可
采用，球状模型精度略低。

２２２　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便于直观了解研究区域内土壤含水率的空间

分布特征，分别绘制了 Ｌ、Ｍ和 Ｓ尺度０～６０ｃｍ深
度内各土层土壤含水率在水平方向（图 １，东西方
向）和竖直方向（图１，南北方向）的空间分布图，如
图２ａ～２ｒ所示。

对于Ｌ尺度，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较２０～
６０ｃｍ土层波动幅度大，原因在于浅层土壤易受灌
溉和蒸发作用影响；对比图２ａ～２ｆ可知，在南北方
向上以２４ｍ为界，南、北侧２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
水率分布状况类似，表现出南侧较北侧高，平均高出

７１０％～２２５０％。由于表层（１０ｃｍ）土壤极易受人
为因素影响，导致１０ｃｍ深度土壤含水率分布出现
多处明显“隆起”与“凹陷”，而１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
含水率分布则相对“平坦”。对于 Ｍ 尺度，由
图２ｇ～２ｉ可知，土壤含水率分布形态类似，在西向
１８ｍ、南向２２ｍ处附近，３０ｃｍ土层含水率差别微小
且均出现“凹陷”，这可能与当地地形有关，这将是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深层土壤含水率比浅层低，但其

空间分布的凹凸形态比浅层明显。对于 Ｓ尺度，在
南北方向上以１９ｍ为界，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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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尺度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６０ｃｍ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ｓ

（ａ）Ｌ：０～１０ｃｍ　（ｂ）Ｌ：１０～２０ｃｍ　（ｃ）Ｌ：２０～３０ｃｍ　（ｄ）Ｌ：３０～４０ｃｍ　（ｅ）Ｌ：４０～５０ｃｍ　（ｆ）Ｌ：５０～６０ｃｍ

（ｇ）Ｍ：０～１０ｃｍ　（ｈ）Ｍ：１０～２０ｃｍ　（ｉ）Ｍ：２０～３０ｃｍ　（ｊ）Ｍ：３０～４０ｃｍ　（ｋ）Ｍ：４０～５０ｃｍ　（ｌ）Ｍ：５０～６０ｃｍ

（ｍ）Ｓ：０～１０ｃｍ　（ｎ）Ｓ：１０～２０ｃｍ　（ｏ）Ｓ：２０～３０ｃｍ　（ｐ）Ｓ：３０～４０ｃｍ　（ｑ）Ｓ：４０～５０ｃｍ　（ｒ）Ｓ：５０～６０ｃｍ
　

体表现出北侧较南侧高；对比图２ｍ～２ｒ可知，浅层
水分入渗量较大，在２０ｃｍ深度达到峰值，随着土层
深度增加，入渗量和入渗速率逐渐减小。

对比３种尺度０～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含水率空间
分布特征，随水平方向尺度的增加，土壤含水率逐渐

出现“凹凸”分布，当尺度增加时，随机因素所致的

误差也同时增加，而随机因素对变异性的影响机理

较为复杂；随深度增加，土壤含水率逐渐减小，且基

本呈现“平坦”分布。

２３　不同尺度土壤样本容量确定
根据土壤含水率实测资料，取置信水平 Ｐ为

９０％、９５％和９９％、估算精度为５％和１０％，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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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Ｌ、Ｍ和Ｓ尺度的样本容量（表５）。计算结果表
明，取样点数目受置信水平和估算精度影响显著：当

置信水平相同时，合理取样点数目随估算精度的降

低而减少；当估算精度相同时，合理取样点数目随置

信水平的降低而减少。另外，合理取样点数目在垂

直方向（土层深度）上的变化与其变异系数变化动

态一致。

表５　不同置信水平与估算精度条件土壤样本容量
Ｔａｂ．５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尺度
土层深度

／ｃｍ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５％ １０％ ５％ １０％ ５％ １０％

Ｌ

０～１０ ３３ １０ ４７ １３ ８０ ２３

１０～２０ ４５ １３ ６４ １８ １１０ ３０

２０～３０ ２５ ８ ３５ １０ ６０ １８

３０～４０ ２１ ７ ２９ ９ ５０ １５

４０～５０ １８ ６ ２５ ８ ４３ １３

５０～６０ ７ ３ １０ ４ １６ ７

共计 １４９ ４５ ２０９ ６３ ３５９ １０６

Ｍ

０～１０ ４４ １２ ６３ １８ １０８ ３０

１０～２０ ３５ １０ ５０ １４ ８６ ２４

２０～３０ ２２ ７ ３１ ９ ５３ １６

３０～４０ １１ ４ １６ ６ ２７ ９

４０～５０ １５ ５ ２１ ７ ３６ １２

５０～６０ ４ ２ ６ ４ １０ ５

共计 １３２ ４１ １８６ ５８ ３２０ ９６

Ｓ

０～１０ ２３ ７ ３２ １０ ５５ １７

１０～２０ ４１ １２ ５８ １６ ９９ ２８

２０～３０ ３１ ９ ４３ １３ ７５ ２２

３０～４０ １３ ５ １９ ７ ３２ １０

４０～５０ ６ ３ ９ ４ １４ ６

５０～６０ ６ ３ ８ ４ １４ ６

共计 １１９ ３９ １６８ ５４ ２８８ ８８

　　增加田间土样取样数可提高土壤含水率监测
精度，但同时亦会增加工作量和试验成本，因此，

在长期定位连续监测中，样本容量应根据精度要

求和尺度大小加以区别。本研究中，根据实际田

间土壤含水率空间变异特性，可将置信水平９５％、
允许误差５％作为标准，这也符合一般情况。以此
标准为基准，经与实际取样数量对比发现，对于 Ｌ

尺度，土样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取样数（２１６个）有
所减少，对于 Ｍ和 Ｓ尺度，土样合理取样数较实际
取样数（各 １２６个）有所增加。对于不同尺度而
言，合理取样数量基本呈现出随土层深度增加而

减少的趋势，与实际取样数量对比后发现，各层土

壤样品的合理取样数与实际取样数也存在一定差

异：① Ｌ尺度０～２０ｃｍ土层的合理取样数较实际
取样数（３６个）多，２０～６０ｃｍ土层的合理取样数较
实际少。② Ｍ和 Ｓ尺度０～３０ｃｍ土层的合理取
样数较实际取样数（各 ２１个）均有所增加，３０～
６０ｃｍ土层的合理取样数较实际取样数少，其中
３０～５０ｃｍ土层的实际取样数与理想取样数接近。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不同尺度和不同土层深度，

取样数目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３　结论

（１）３种尺度内，０～６０ｃｍ深度各层土壤含水
率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异强度，以及各取样点处土壤

含水率在０～６０ｃｍ土层垂直方向上的变异强度均
表现为弱变异至中等（偏弱）变异，变异系数随尺度

的减小而减小，且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２）３种尺度内，大部分土样 Ｃ０／（Ｃ０＋Ｃ）＜
０２５且Ｃ／（Ｃ０＋Ｃ）＞０７５，表明土壤含水率存在强
烈的空间相关性，由随机因素所致的空间变异程度

微小。对于４０ｍ×４０ｍ、８ｍ×８ｍ和２ｍ×２ｍ尺
度，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可分别由球状、指数模

型，线性模型，高斯、指数、线性模型表征。

（３）各土层土壤含水率在３种尺度内的空间分
布形态存在较大差别，整体表现为在较大范围内，区

域南侧土壤含水率比北侧高，但随着区域缩小，北侧

土壤含水率逐渐高于南侧。在此研究中，土壤含水

率的空间分布受地形影响显著。

（４）合理的取样点数目受置信水平和估算精度
影响显著，且合理取样点数目随着置信水平的提高

和允许误差的降低而增多；在实际田间取样时，应根

据具体要求确定取样点数目，以达到提高精度和降

低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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