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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长期施肥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空间变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依托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长武农业生态实

验站中的长期定位实验，采用高速离心机法测定长期施肥条件下不同吸力的土壤含水率，并利用 ＶａｎＧｅｎｎｕｃｈｔｅｎ

数学模型对水分特征曲线进行拟合，对比研究了不同施肥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持水性、供水性及土壤水分的有效

性。结果表明：由于长期不同施肥使其土壤结构发生差异，导致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肥处理（Ｎ、

ＮＰ）破坏了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壤持水性能；有机肥（Ｍ、ＮＰＭ）的施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改善了土壤结构，

提高了土壤持水性能。有机肥处理（Ｍ、ＮＰＭ）土壤水分的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处理，Ｎ、ＮＰ、ＣＫ处理之间无明显差

异。土壤供水能力由强到弱为 Ｎ、ＣＫ、ＮＰ、Ｎ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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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水分是促进植物生长和调节体内外生理生态变

化的关键因素
［１］
，尤其是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土

壤水分是土壤微生物、植物最主要的水源，是土壤肥

力重要的因素之一
［２］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表述了

土壤含水率与吸力之间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土壤的

持水力，也间接地反映出土壤中孔隙的分布，是模拟

土壤水分运动和溶质运移的重要参数，对研究土壤

水分的有效性，土壤水分运动溶质运移等有重要的

作用
［３－５］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影响因素较多、关

系复杂
［６－１２］

。目前尚不能从理论上推求土壤水势

与含水率的关系，常采用实验方法测出数据后拟合

成经验模型，其中，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因与实测数
据拟合程度好而得到广泛应用

［１３］
。因此，通过对土

壤水分特征曲线和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参数空间变
异性的研究，可为评估土壤持水能力和释水能力、合

理的获取土壤水分运动参数等提供依据。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降水量低且不均匀，土

壤水分严重缺乏，成为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限制因

素之一。该区域以旱作物为主的雨养农业区，作物

供水主要依赖于大气降水，而大气降水对作物的水

分供应又需要依赖于土壤调节
［１４］
。因此，探索简单

易行且具有良好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农业管理

措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有关黄土高原土壤水分

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土壤水分空间分布、土壤贮水力、

农田耗水、水分利用效率等方面
［１－２，１５］

，且土壤水分

特征曲线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林地土壤
［１６］
，而对黄

土旱塬区长期施肥条件下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空间

变异性鲜有报道。本文以该地区长期定位实验为对

象，深入分析不同施肥条件下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变

异及其影响因子，探讨土壤持水、保水和土壤水分的

有效性，以期为黄土高原旱区找到可以提高和稳定

土地生产力、保证粮食生产的农业管理模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设计
黄土旱原区长期肥料定位实验开始于 １９８４年。

实验开始前，实验地一直用于种植作物（小麦）。

１９８４年，设置空白（ＣＫ）、施氮肥（Ｎ，１２０ｋｇ／ｈｍ２）、氮
磷配施（Ｎ，１２０ｋｇ／ｈｍ２；Ｐ，２６ｋｇ／ｈｍ２）、单施有机肥

（Ｍ，７５ｔ／ｈｍ２）、氮 磷 有 机 肥 （Ｎ，１２０ｋｇ／ｈｍ２；
Ｐ，２６ｋｇ／ｈｍ２；Ｍ，７５ｔ／ｈｍ２），按照随机区组，３次重
复的方式布设在田间。种植体系为一年一茬，供试

作物为冬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品种 “长武

１３１”系列）。小区面积６ｍ×４ｍ，小区间距 ０３ｍ，
四周保护行 １ｍ。一般 ９月下旬播种（播量 １５０～
１９０ｋｇ／ｈｍ２，行距 ２０ｃｍ），生长期人工及时去除杂
草。成熟期人工收割，所有地上部被移出小区，地表

残留麦茬高度低于 ５ｃｍ。其中，收获整个小区面积



的１／２，用于估算单位面积地上部生物量和籽粒产
量。冬小麦收获（次年６月）后土壤休闲，期间圆盘
耙机耕（深度２０ｃｍ）松土蓄墒，播种前再耕翻，准备
下一茬冬小麦苗床。作物生长期间及时防治病虫

害。氮、磷肥分别为尿素、三料磷肥，在播种前撒施

地表后耕翻入土。

１２　土壤样品采集及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在实验地选取小区中用环刀取其

原状土，重复３次，浸水饱和，测其饱和含水率；用日
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生产的 ＣＲ２１Ｇ型离心机测定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通过设置离心机转速以确定相对应

吸力，待测试土样达到平衡后，测定该吸力下的质量

含水率，离心力增加，依次测定该吸力下的质量含水

率，即可得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测定的吸力范围

为１～１２００ｋＰａ。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是研究土壤持水特性的重要

依据之一，揭示了土壤水的能量指标（基质势）与数

量指标（土壤含水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了准确

地表征各种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特征，定量地研究

土壤的持水能力，土壤物理学界已建立了许多数学

模型。在众多模拟水分特征曲线的数学模型中，其

中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型因其不仅能够适应多种土壤
条件，而且能获得更高程度的模拟效果而被普遍采

用
［１３］
，公式为

θ＝θｒ＋（θｓ－θｒ）［１＋（－αφｍ）
ｎ
］
－ｍ

（θｒ≤θ≤θｓ） （１）
其中 ｍ＝１－１／ｎ
式中　θｒ———剩余含水率，ｃｍ

３／ｃｍ３

θｓ———饱和含水率，ｃｍ
３／ｃｍ３

α———与进气值相关的参数
φｍ———基质势，ｃｍ水柱
ｍ、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形状系数

本实验选用 ＲＥＴＣ软件，利用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模
型 （Ｖ Ｇ模型）模拟不同溶质水溶液的土壤水分特
征曲线。

１３　土壤水分常数及水分有效性划分
土壤水分常数和水分有效性可以直接测得，也

可由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求得。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

有机溶质的影响范围和水平，将土壤水势用 ｐＦ表
示，即土壤水势取 ｃｍ水柱作为单位，并取其绝对值
的对数值。

依据前人研究结果，一般以 ｐＦ为 １８时的土壤
含水率为田间持水量，ｐＦ为 ３８与 ４２时的土壤含

水率分别为暂时萎蔫系数与永久萎蔫系数
［７］
。据此

计算出田间持水量、暂时与永久萎蔫系数及全有效水

（ｐＦ＝１８～４２）、速效水（ｐＦ ＝１８～３８）、迟效水

（ｐＦ＝３８～４２）与无效水（ｐＦ ＞４２）的土壤含水
率。

１４　数据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ＡＳ８１软件和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

行，当 Ｆ检验显著时，进行各处理的方差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影响
不同的施肥措施对土壤持水性能的影响表现出

很大的差异性（图１）。土壤持水性能表现为有机肥
处理（Ｍ、ＮＰＭ）较高，化肥处理（Ｎ、ＮＰ）和不施肥处
理（ＣＫ）较低，休闲处理（Ｆ）居中。长期休闲处理
（Ｆ）土壤容积密度略有增加（相对 １９８４年），土壤孔
隙度降低，因此，Ｆ处理土壤饱和含水率低于其他施
肥处理，其他吸力条件下土壤含水率高于 Ｎ、ＮＰ和
ＣＫ，低于 Ｍ、ＮＰＭ处理。长期施用化肥（特别是单施
氮肥）破环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壤持水性能。长期单

施氮肥处理（Ｎ）在整个吸力范围内，对应的土壤含水
率都要小于其他施肥处理。长期施用有机肥（Ｍ、
ＮＰＭ）大大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持水性能。
因此，在整个吸力范围内，其含水率高于其他处理。

图 １　施肥措施对土壤持水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２２　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参数的影响

为了定量的研究施肥措施对水分特征曲线的影

响 ，需要进一步分析Ｖ Ｇ模型拟合参数。从表１
表 １　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Ｖ Ｇ模型

参数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Ｖ Ｇｍｏｄｅｌｔｏ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

处理
参数

拟合系数 θｒ θｓ α ｎ

Ｆ ０９９４ ０ ０４６４ａ ０１４８ａ ２１５４ａ

ＣＫ ０９９６ ０ ０４８４ｂ ０２８９ｂｃ ２１４７ａ

Ｎ ０９９４ ０ ０４８１ｂ ０３１３ｃ ２１６６ａ

ＮＰ ０９９４ ０ ０４８４ｂ ０２４９ｂ ２１５７ａ

Ｍ ０９９３ ０ ０４９７ｂｃ ０２５４ｂ ２１４６ａ

ＮＰＭ ０９９６ ０ ０４９８ｃ ０３１２ｃ ２１４９ａ

　　注： 表示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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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用 Ｖ Ｇ模型拟合实验结果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土壤容积含水率 土壤水势之间的相关关

系达到了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在进行拟合过程
中，如果剩余含水率（θｒ）小于 ０００１时，ＲＥＣＴ软件
程序将以零替代 θｒ值，拟合结果中各施肥处理均小
于０００１，故其 θｒ值均为零。

由表 １可知，长期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特
征曲线参数的作用效果也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受到

影响较为明显的水分特征曲线参数是 θｓ和 α，对 ｎ
的值影响很小，对剩余含水率 θｒ无明显影响，表明
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的位置影响明显，对

曲线的斜率无明显影响（Ｐ＞００５）。
　　长期施肥对土壤理化性质产生很大的影响，这
种影响明显地体现在不同施肥对土壤饱和含水率的

影响上。休闲处理（Ｆ）最小，有机肥处理（Ｍ、ＮＰＭ）
最高，对照（ＣＫ）与化肥处理（Ｎ、ＮＰ）居中。与 Ｆ处
理相比，小麦的种植不但对土壤结构体不会有明显

的破坏作用，且利于结构体内部空气的逸出，使土壤

水分的饱和程度有一定的提高。与 ＣＫ相比，化肥
处理（Ｎ、ＮＰ）无明显改变，有机肥处理（Ｍ、ＮＰＭ）土
壤饱和含水率分别提高了３％、７％。参数 α为进气

值的倒数，休闲处理（Ｆ）的进气值最大，在小麦连作
系统中，氮肥处理（Ｎ）最小，氮磷配施（ＮＰ）最大，其
他处理居中。

２３　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水分有效性和供水强度
的影响

土壤释出水能力不仅受土壤基质势支配，还取

决于土壤大小孔隙的分配比例。不同施肥处理土壤

水分有效性情况见表２。长期不同施肥处理土壤全
有效含水率及速效性有效含水率均发生变化，有机

肥处理（Ｍ、ＮＰＭ）土壤水分的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
处理，化肥处理（Ｎ、ＮＰ）、空白（ＣＫ）、休闲（Ｆ）处理
之间无明显差异。在长期定位施肥实验中，ＣＫ处理
土壤的速效性有效含水率最低（５５１），与 ＣＫ相比，
施肥提高了土壤速效性有效水含量，Ｎ、ＮＰ、Ｍ、ＮＰＭ
分别提高了７％、５％、１０％、１９％。有机肥处理全有
效含水率为 １３００～１４０４，明显高于 ＣＫ（１１７５）。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的迟效性有效水和缓效性有效

水的影响不明显。土壤的速效性有效含水率是突然

供水状况优劣的重要标志，长期施有机肥处理土壤

的供水能力较强，这与有机肥处理土壤团聚体含量

明显增加是一致的
［１７］
。

表 ２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水分的有效性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处理 速效含水率 迟效含水率 缓效含水率 有效含水率 无效含水率
有效含水率与

无效含水率比值

Ｆ ５７８ １３８ １６１ １２３３ １０６０ １１６

ＣＫ ５５１ １３２ １５６ １１７５ １０７９ １０９

Ｎ ５９５ １３９ １６１ １２６８ ９７８ １３０

ＮＰ ５８４ １３８ １６１ １２４６ １０４１ １２０

Ｍ ６１０ １４７ １７３ １３００ １２０６ １０８

ＮＰＭ ６５８ １５８ １８５ １４０４ １２６５ １１１

３　讨论

３１　土壤持水性与土壤理化特性之间关系分析
土壤持水能力高低取决于在一定土壤厚度条件

下容积密度土壤容积密度和孔隙的大小
［１８］
。土壤

水分特征曲线是土壤质地、结构和孔隙等土壤物理

特性的综合表征。土壤有机质是土壤结构形成和改

善的核心物质，土壤在长期施肥过程中，土壤有机质

得到不同程度的累积
［１９］
，它们通过改善土壤结

构
［１７］
、减低土壤容积密度

［２０］
和增加土壤毛管孔隙

度等物理特性对土壤水分和持水性产生作用，其含

量的高低与土壤持水功能有重要的关系。本研究

中，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参数与土壤理化性状的相关

关系分析表明（表３），参数 θｓ与土壤理化性状有着

极显著的相关关系（Ｐ＜００１），参数 α与土壤理化
性状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参数ｎ仅与

表 ３　模型参数与土壤理化性状相关系数矩阵

Ｔａｂ．３　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相关系数 θｓ α ｎ 孔隙度
容积

密度

有机质

含量

θｓ １００

α ０７１ １００

ｎ －０４４ ００８ １００

孔隙度 ０８９ ０７１ －０２７ １００

容积密度 －０８９ －０４８ ０２７ －１００ １００

有机质含量 ０９４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９４ ０９４ １００

　　注： 表示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示相关性达到显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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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容积密度表现

为负相关，有机质含量和孔隙度呈正相关。土壤有

机质通过改变土壤其他基本理化特性，进而影响土

壤持水特性。因此，有机质对土壤含水率有着显著

的控制作用，这与刘效东等
［１２］
研究结果一致。

３２　不同施肥措施对土壤持水性的影响评价
单位基质势的变化引起的含水率变化称为比水

容量（Ｃ），它是土壤释水的量化指标，在评价土壤
水分有效性程度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比水容量愈

大土壤持水能力愈强，但有效水供给能愈差。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施肥处理土壤在

表 ４　不同施肥条件下的比水容量

Ｔａｂ．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ｗａｔ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Ｌ／（ｇ·ｋＰａ）

土壤基

质势

／ｃｍ
水柱

处理

ＣＫ Ｎ ＮＰ Ｍ ＮＰＭ

５ ６３×１０－１ａ ６２×１０－１ａ ６７×１０－１ｂ ６７×１０－１ｂ ６６×１０－１ｂ

１０ ２６×１０－１ａｂ ２５×１０－１ａ ２７×１０－１ｂ ２７×１０－１ｂ ２７×１０－１ｂ

２０ １１×１０－１ｂ １０×１０－１ａ １１×１０－１ｂ １１×１０－１ｂ １１×１０－１ｂ

３０ ６３×１０－２ｂ ５７×１０－２ａ ６４×１０－２ｂ ６７×１０－２ｂ ６５×１０－２ｂ

４０ ４３×１０－２ｂ ３９×１０－２ａ ４４×１０－２ｂ ４６×１０－２ｂ ４５×１０－２ｂ

５０ ３２×１０－２ｂ ２９×１０－２ａ ３２×１０－２ｂ ３４×１０－２ｂ ３４×１０－２ｂ

６０ ２６×１０－２ｂ ２３×１０－２ａ ２６×１０－２ｂ ２７×１０－２ｂ ２６×１０－２ｂ

７０ ２１×１０－２ｂ １８×１０－２ａ ２１×１０－２ｂ ２２×１０－２ｂ ２２×１０－２ｂ

８０ １８×１０－２ｂ １５×１０－２ａ １８×１０－２ｂ １９×１０－２ｂ １８×１０－２ｂ

９０ １５×１０－２ｂ １３×１０－２ａ １５×１０－２ｂ １６×１０－２ｂ １６×１０－２ｂ

１００ １３×１０－２ｂ １１×１０－２ａ １３×１０－２ｂ １４×１０－２ｂ １４×１０－２ｂ

１２０ １０×１０－２ｂ ０９×１０－２ａ １０×１０－２ｂ １１×１０－２ｂ １１×１０－２ｂ

１４０ ８５×１０－３ｂ ７３×１０－３ａ ８４×１０－３ｂ ９１×１０－３ｂ ８８×１０－３ｂ

３００ ３２×１０－３ｂ ２７×１０－３ａ ３１×１０－３ｂ ３４×１０－３ｂ ３３×１０－３ｂ

　　注：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５～２０ｋＰａ段比水容量处于 １０－１级，水分易被植物
吸收利用，３０～１２０ｋＰａ时，比水容量为 １０－２级，说
明此时植物吸收水分难度增加，吸收水量显著减少，

水分运动显著减慢，可以根据比水容量 １０－２级出现
的吸力值来评价土壤的释水能力和抗旱能力。当土

壤比水容量达到１０－２级时，各施肥处理土壤基质势
均出现在 －３０×１０４Ｐａ，统计分析结果表明，Ｎ与其
他施肥处理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Ｐ＜００５），其
他处理间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但比水容量由强
至弱为：Ｍ、ＮＰＭ、ＮＰ、ＣＫ，其大小代表着土壤供水能
力的强弱和土壤水分有效性。韩国军等

［１８］
研究表

明，采用草木灰与无机肥两者配施可减少施肥对土

壤抗旱性的影响。而本研究有机肥（Ｍ、ＮＰＭ）处理
通过影响小麦地上生物量，增加了土壤水分的消耗，

表现出明显的缺水状况
［２１］
。因此，在研究土壤水分

亏缺时，应综合考虑其影响因素。

４　结论

（１）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表现出
明显的差异，但曲线斜率基本一致。化肥处理（Ｎ、
ＮＰ）破坏了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壤持水性能；有机肥
（Ｍ、ＮＰＭ）的施入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改善了
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持水性能。Ｍ、ＮＰＭ处理饱和
含水率 θｓ最大，Ｆ处理最小，ＣＫ与 Ｎ、ＮＰ处理居
中，且其间无明显差异。

（２）长期不同施肥对土壤水分的供水强度影响
存在一定的差异，有机肥处理（Ｍ、ＮＰＭ）土壤水分的
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处理，Ｎ、ＮＰ、ＣＫ处理之间无
明显差异。土壤供水能力由强至弱为 Ｎ、ＣＫ、ＮＰ、
Ｎ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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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８．
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ＱｉａｏＹｕｎａ，ＺｈｏｕＧｕｏｙ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ｎ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５（１２）：１２０９－１２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ｖａｎ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Ｒ．Ａｃｌｏｓｅｄｆｏｒ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０，４４（５）：８９２－８９８．

１４　ＬｉｕＷｅｎｚ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Ｘｕｎｃｈａｎｇ，ＤａｎｇＴｉ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ｅｐｓｏｉｌ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ａｒｅｃｏｒｄｗｅｔｙｅａｒ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９７（８）：１１３３－１１３８．

１５　ＷａｎｇＹｕｎ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Ｍｉｎｇａｎ，ＺｈｕＹｕ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ｄｒｉｅｄ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５１（４）：４３７－４４８．

１６　ＷａｎｇＹｕｎ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Ｍｉｎｇａｎ，ＳｈａｏＨｏｎｇｂｏ．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ｒｉｅｄ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８１（１－２）：９－１７．

１７　高会议，郭胜利，刘文兆，等．不同施肥处理对黑垆土各粒级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分布的影响［Ｊ］．土壤学报，２０１０，４７（５）：
９３１－９３８．
ＧａｏＨｕｉｙｉ，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ｕＷｅｎ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ｉｎＣａｌｉｃｈｅＳｏｉｌ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４７（５）：９３１－９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韩国君，陈年来，黄海霞，等．钾肥类型与施肥量对土壤持水特性的影响［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２７（６）：２６－２９．
ＨａｎＧｕｏｊｕｎ，ＣｈｅｎＮｉａｎｌａｉ，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ｘｉａ，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２７（６）：２６－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高会议，郭胜利，刘文兆，等．施肥措施对黄土旱塬区小麦产量和土壤有机碳积累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０９，
１５（６）：１３３３－１３３８．
ＧａｏＨｕｉｙｉ，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ｕＷｅｎ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ｉｎｆｅｄ
ｌｏｅｓｓｉａｌ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５（６）：１３３３－１３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梁向峰，赵世伟，张亚莉，等．子午岭次生林区土壤持水力及其与土壤有机碳的关系［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０８，１５（３）：１５－１９．
ＬｉａｎｇＸＦ，ＺｈａｏＳＷ，ＺｈａｎｇＹＬ，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Ｚｉｗｕｌ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５（３）：１５－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高会议，郭胜利，刘文兆，等．黄土旱塬区冬小麦不同施肥处理的土壤呼吸及土壤碳动态［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５）：
２５５１－２５５９．
ＧａｏＨｕｉｙｉ，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ｌｉ，ＬｉｕＷｅｎ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Ｓｏｉ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ａｒｉｄ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５）：２５５１－２５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１７６页）

５６１第 ６期　　　　　　　　　　　　　　高会议 等：不同施肥土壤水分特征曲线空间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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