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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ＲＴＫＧＰＳ定位技术对崩岗洪积扇的基本理化性质及洪积扇不同位点的养分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实验

位于湖北通城县一处典型的崩岗洪积扇，研究发现碱解氮、速效钾质量比均随距离扇口距离的增加而有规律的增

大，速效磷质量比随距离扇口距离的增加则表现出有增大的趋势，但局部规律性不明显。养分含量与主要影响因

素的研究发现各主要养分含量均随取样高程、有机质质量比呈近线性分布，随粘粒质量分数的平方变化呈近线性

变化，各主要养分在洪流作用下水平移动均很明显，但在洪流之后，碱解氮容易扩散而再分布，速效钾的再分布现

象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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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崩岗洪积扇是由泥沙推移而形成的一种坡度较

缓的扇状堆积体，其大量泥沙的输移直接引起农田

产量降低甚至农田损毁，中国南方大量良田受到崩

岗洪积扇泥沙输出的直接威胁。为实现耕地资源可

持续发展，开发和研究洪积扇等潜在良性耕地成为

热点
［１］
。崩岗洪积扇来水充足、地势平坦、数量众

多，具有很大的生产潜力。洪积扇体由沉积的水携

沉积物或厚的泥沙沉积物组成，主体是长宽比的５～



２０倍的蔗状体。洪积扇的泥沙分布和地形地貌具
有很强的规律性。Ｂｕｌｌ和 Ｈａｒｖｅｙ先后根据大量的
洪（冲）积扇模型，提出洪（冲）积扇的坡度与流域面

积的负幂成正比，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
［２－３］

，Ｍｅｌｔｏｎ
在此模型基础上提出修正，他提出洪（冲）积扇坡度

与流域地势高差和流域面积的比值的负幂成正

比
［４］
，莫多闻等根据冲积扇面积也提出冲积扇坡度

与流域面积的负幂和流域地势起伏度的幂的乘积成

正比，冲积扇的面积与流域面积的幂和流域地势起

伏度的幂成正比
［５］
。洪（冲）积扇的形成规律部分

遵循河床推移质的运移规律，Ｇｏｍｅｚ等用无量纲化
的推移质运移率和泥沙侵蚀堆积平衡方程来解释洪

积扇泥沙的来源，探究了洪积扇发育与演化过

程
［６］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等通过结合径流汇流模型、河流沉

积方程和泥沙侵蚀堆积平衡方程，分析了冲（洪）积

扇在降雨情况下的泥沙分布规律，认为降雨和径流

条件对泥沙分布有直接影响
［７］
。

泥沙输移是养分流失的主要方式，洪积扇泥沙

迁移和地形条件的规律性使养分的运输具有典型

性。氮素的衰减和水动力条件紧密相关
［８－９］

，磷素

的输出、输移过程与颗粒粒径相关
［１０］
，研究发现，养

分流失总量随地面坡度增大呈幂函数增加，土壤养

分衰减氮素较磷素快，肥力高的土壤相对衰减快，坡

度大相对衰减慢
［１１］
。目前对营养元素输移的研究

方法主要有试验法
［１２］
、监测法

［１３］
、示踪法

［１４］
、土壤

侵蚀相关法
［１５］
以及模拟法

［１６］
，试验法的研究尺度

较小；监测法通常精度较低；同位素示踪方法相对定

位较为准确，但在野外局域面内操作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且很难完全统计固有养分含量；土壤侵蚀相关

算法的地形限制条件较多；模拟法简单容易操作但

需考虑的相关因素较多，而通过结合试验法、模拟法

和高精度定位技术可以综合各方法的优缺点，使研

究更接近养分输移的物理过程。ＧＩＳ技术进行的点
定位技术在范围内的水文研究上应用广泛

［１７－１８］
，利

用 ＧＩＳ技术进行定位取样再进行养分测定，既能统
计测点上所有养分含量，又具有很高的精度。目前

对养分在小区域内横向输移的特征仍有待探究，这

主要是因为养分的分布在空间位移上缺乏系统研

究，且很难确定流域尺度上的测点定位。本文通过

结合洪积扇泥沙分布规律及养分输移规律，利用

ＲＴＫＧＰＳ定位技术对测点进行确定，在不同洪积扇
位置进行土壤采集，测量养分含量，根据取样点位置

和养分含量，研究养分在洪积扇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寻找土壤养分在洪积扇中的输移规律，探讨洪积扇

土壤质量的退化过程与特征，对于控制土壤退化、加

速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与指导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与采样
研究区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在湖北省东

南部，湘、赣、鄂三省交界处，县域内崩岗数量达

１１００多处，占湖北省崩岗总数的 ４７％，是崩岗集中
分布的典型区域。全县年平均气温 １６７℃，年平均
降水量１５１２８ｍｍ，多年平均径流深７９５ｍｍ。

洪积扇坐标为 １９°１１′４５″Ｅ，１１３°２７′４７″Ｎ，海拔
高度在９７５２～９７９９ｍ之间，洪积扇面积７６６２ｍ２，崩
岗位于洪积扇的扇口上游，相对地形位置见图 １，崩
岗侵蚀的泥沙随洪流搬运堆积在山脚，威胁山脚的

民居和农田。实验洪积扇的土壤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在研究区域内采用 ２ｍ×２ｍ网格法
选取土壤表层样点，取样深度为 ５ｃｍ，将每个位置
采集的土样分别装入样品袋中，并在样品袋外贴上

标签，注明序号。利用 ＧＰＳ ＲＴＫ（Ｓ８６型，南方测
绘有限公司）准确定位研究区域的边界，以及采样

点的经纬度。

图 １　洪积扇所处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ｐｌｕｖｉａｌｆａｎ
　
实验 ＲＴＫ采用 ＧＳＭ网络传输，保证数据的传

输效率、范围及定位的精准性。因实验区域高低起

伏度和面积均较小，实验要求精度较高，因此选用精

度较高的实时动态 ＧＰＳ ＲＴＫ技术，实验测点时保
持４颗以上卫星相位观测值的跟踪，读数稳定后读
数，储存固定解，记录单点解、差分解，保证测点的准

确性。研究区崩岗洪积扇共采样２１个测点，每个测
点进行５次重复实验，定义山脚下泥沙厚度初出现
５ｃｍ处为扇口位置，根据与扇口位置的距离 ０～５ｍ
分为扇顶、距离 ５～１０ｍ为扇中、距离大于 １０ｍ为
扇缘。崩岗洪积扇点位分布如图 ２所示，其中测点

７１２第 １０期　　　　　　　　　　　　　　　张勇 等：崩岗洪积扇养分输移规律研究



８、２０、２１距离分界太近，因此作为模型的检测点。

图 ２　洪积扇取样点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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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基本性质测定

实验共分析９个土壤性质指标，即土壤养分、土
壤质地、土壤 ｐＨ值，其中土壤养分指标为 ５个，包
括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质量比、阳离子交

换量（ＣＥＣ）；土壤质地指标３个，分别为砂粒、粉粒、
粘粒质量分数。

取样点高程和位置使用 ＲＴＫ测定；土壤碱解氮
采用碱解扩散法；土壤速效磷采用氟化铵 盐酸浸

提 氯化亚锡甘油比色法；土壤速效钾采用醋酸铵浸

提，火焰光度法；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氧

化法；阳离子交换量采用 ＥＤＴＡ 乙酸铵盐交换法；

土壤质地采用国际制吸管法（结果以质量分数表

示）；土壤 ｐＨ值采用 ２５∶１水土质量比 ｐＨ计电位
法。

表 １　不同区域土壤性质

Ｔａｂ．１　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点位
有机质质量比／

（ｇ·ｋｇ－１）
ｐＨ值

ＣＥＣ／

（ｃｍｏｌ·ｋｇ－１）

粘粒

质量分数／％

碱解氮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速效磷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质量比／

（ｍｇ·ｋｇ－１）

１ １２７±０１１ ６１１±０１２ ３６４±０１２ ４９５±０７１ ８６２±１５３ １８９±０２８ ４１８±０９２

２ １４１±０３１ ５３１±００５ ２７５±０２６ ３６９±０７１ ８９７±０４６ １７１±０９０ ６１７±１２３

３ １２５±００９ ５１５±００９ ２２５±００８ ２６３±１１２ ７７６±０７３ ２８４±０２４ ７１３±２１９

４ １４０±０１９ ５１５±００７ ２８８±０２１ ４６０±０９１ １１０６±２８９ １９５±０１９ ６６９±０７６

５ ０７８±０２１ ５２９±００３ ４５５±０１９ ７０３±１２７ １１５０±０３７ １８１±０２７ ８６６±２３４

６ １６０±０３１ ５８１±００７ ５１５±０３２ １１９５±２３１ １３７９±０９３ ２９８±０１０ ９３０±３７６

７ ２６４±０４７ ５９３±００４ ５８２±０２８ ６５１±１８３ １４６６±１１９ ３０１±０３６ ３０８８±４３９

８ ３１０±０１６ ５４０±００９ ６７２±０４１ １４４３±３７１ １３９７±１６４ ３９６±０４１ ３２５９±７６２

９ ９０７±０５６ ５１６±００７ １９０７±０７９ ２８８６±５１３ ３１６０±０６０ ４０８±１８２ ４６５５±６２１

１０ ６１５±０２２ ５１１±０１１ １５０１±１１２ ２４５９±９１２ ２２４９±１２８ ４０７±０３９ ４１７８±７１２

１１ ２４１±０１６ ５３７±０１２ ５４５±０６２ ８３１±２７１ １３９９±１３７ ３８５±０７７ ２０５６±３５５

１２ ２６４±０１９ ５００±００３ ２８７±０１７ ６３４±３７６ １０３８±１３２ ４３１±１０２ １５１７±３１８

１３ １９８±００８ ４９８±００１ ３０８±０３７ ８６６±３１９ １５９９±０４１ ２９６±０５４ １９７１±２０１

１４ ３５９±００９ ４９６±００２ ８４７±０７８ ５８０±１２１ １６９８±４２９ ３１２±０４２ １７０５±０５４

１５ ６６３±０４２ ４７５±００６ １９８０±０８１ ２８０５±７３１ ２３７３±２２７ ４７４±１１２ ６６０４±７３９

１６ ３５９±０２１ ４９７±００４ ３４３±０２１ １９７９±６９２ ２４９８±３１２ ３１２±１２１ ２３０５±２１３

１７ ６３２±０２７ ５２５±００８ １３０６±０５１ １３９８±２７６ ２０６２±１８２ ２９１±０７３ ３１１１±４６２

１８ ７５１±０６１ ４８６±００７ ２１１１±０６４ ３０９５±４９７ ２６３１±２３８ ４５２±０８９ ６３５７±６７６

１９ １０７９±０１８ ４９９±００６ ２０６８±０６９ ３２２０±６７９ ３６４９±１２５ ４０１±０７８ ４６８７±７２３

２０ １１３４±１１２ ５２５±０１０ ２２９２±０７７ ３４１１±４６６ ５０８４±３１８ ３７４±０２９ ４７３０±６１７

２１ ８６７±０７２ ４７３±００９ １６８７±０２９ １５０２±５６７ ３６４５±２３９ ３３０±０８６ ３１７０±４９２

１３　处理模型
通过采集洪积扇内的测点进行数据归类和相关

性分析，模型的回归误差算法为：对线性回归模型和

一般曲线回归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对对

数线性回归模型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参数，用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质量比３个养分数据作为因
变量，用测点的空间位置和相关性高的因素做变量，

进行单因素曲线回归和多元曲线回归，选取决定系

数和自由度较大的曲线，通过偏回归分析去掉不必

要的变量，最终获得养分分布的经验曲线模型。

１４　数据处理
实验点位和图像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处理，相关性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模型建立算法控制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并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拟合。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基本性质间的相关性
崩岗洪积扇主要由洪流搬运泥沙堆积在坡底形

成，洪流沿沟道搬运具有一定的规律，结合取样点位

置高程和测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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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土壤性质的相关系数矩阵

Ｔａｂ．２　Ｓｏｉ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相关系数 高程 有机质 ｐＨ值 ＣＥＣ
砂粒质量

分数

粉粒质量

分数

粘粒质量

分数

碱解氮质

量比

速效磷

质量比

速效钾

质量比

高程 －０８３７ ０２８０ －０６５２ ０５９４ －０５３２ －０８１６ －０８３０ －０７５８ －０８１９

有机质 －０２５７ ０８５８ ０７９６ ０７５２ ０８５５ ０９２６ ０７６６ ０８９８

ｐＨ值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５３ －０２５５ －０２７２ －０３７２ －０３３８
ＣＥＣ －０９５８ ０９３４ ０８４８ ０８５９ ０６４９ ０８６２

砂粒质量分数 －０９７９ －０８１７ －０７５９ －０５９２ ０７７１

粉粒质量分数 ０７４５ ０７４２ ０５２７ ０７４２

粘粒质量分数 ０８９７ ０７３４ ０８９１

碱解氮质量比 ０６５５ ０８６９

速效磷质量比 ０８２３

　　注：数据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双侧检验，、 分别表示在 ｐ＜００１和 ｐ＜００５水平下达到极显著和显著水平。

　　由表 ２可见，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均比较大。
ｐＨ值与养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说明，
在洪积扇小范围内，ｐＨ值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ｐＨ值不是影响养分分布不均的原因；高程与除
ｐＨ值外所有指标间相关性基本上都表现为极其显
著，洪积扇土壤性质都与所在点高程位置呈显著的

规律性变化；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特

别是氮、磷的重要来源，它具有胶体特性，能吸附较

多阳离子，使土壤具有保肥力和缓冲性，且改善土壤

结构，这使土壤有机质与其他指标相关性很高。碱

解氮、速效磷、速效钾质量比３个主要养分数据的分
布情况与土壤质地相关性较高，这可能是质地和有

机质质量比都随洪流呈微地带性规律分布的原因。

质地是土壤养分的一个重要涵养因素，尤其是粘粒

的含量与土壤持水量直接相关，粘粒可能充当主要

养分在固相下的主要附着体
［１９－２０］

，因此主要养分数

据与质地中的粘粒质量分数相关性最高。

２２　养分随扇形位置的变化规律
剔除 ＲＴＫ测量数据的异常值，保留固定解，剔

除单点解和差分解，剔除平面精度大于１的浮点解，
将采集的土壤样本的粘粒质量分数和主要养分数据

及对应的位置数据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进行克里金插
值，生成 ＤＥＭ图，见图３。

由图３ａ可见，崩岗洪积扇粘粒质量分数从扇顶
到扇缘逐层递增；粘粒质量分数低于 ５０８％的范围
集中分布在崩岗洪积扇的扇顶；粘粒质量分数介于

５０８％ ～２２４５％的范围分布在扇中；其质量分数高
于２２４５％的范围集中分布在扇缘。这主要是因为
随着水流搬运能力向边缘减弱，分选作用明显，主要

表现为扇顶质地较粗，主要为砂、砾，扇缘为粉沙及

亚粘土。泥沙的输移可以用 Ｇｏｍｅｚ Ｃｈｕｒｃｈ推移质运
移规律模型进行解释

［６］
，洪积扇推移质运移是一个不

断破坏泥沙粒子侵蚀与堆积的平衡过程，在水力梯度

和沉积物负荷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密度和粒子尺寸都

较小的泥沙运移率更大，使得小颗粒密度小的泥沙更

容易输移到更远的地方，在洪积扇上表现为扇顶泥沙

粒子较大，扇缘泥沙粒子较小，泥沙分选性较强。

用图３ｂ、３ｃ、３ｄ对比图 ３ａ可以发现，洪积扇的
养分分布情况与粘粒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崩岗

洪积扇主要养分的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其中碱

解氮和速效钾质量比沿洪积扇推移方向呈辐射状升

高，而速效磷的养分分布表现为总体具规律性，局部

规律性不强。这主要是因为养分不仅随泥沙运移，

也随水分移动。在强水流输出的洪流环境下，养分

主要随泥沙进行运移，而在无法搬运泥沙的弱水流

输出环境下，养分主要通过水流输移，造成养分的输

移与泥沙的输移既存在相同的输移方向，又存在局

部的差异性现象。

对土壤养分的常规统计分析能够概括土壤养分

的全貌和整体特征，但不能够反映其局部的变化特

征，即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样本全体，而不能定量地

刻画土壤养分的随机性和结构性、独立性和相关

性
［２１］
。通过对洪积扇养分的局部规律进行估计可

以对洪积扇的养分分布区域特征进行定量的研究。

利用与扇口的距离（运距）来构造养分输移模型能

够很好地反映在洪流直接作用下养分的分布情况，通

过综合全部的９０组数据（含１５组无分区修正数据），
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的质量比分别对测点与扇口

的距离、有机质、ＣＥＣ、粘粒质量分数进行模型筛选和建
立，发现各主要养分质量分布均与所在点与扇口距离、

有机质质量比呈近线性分布，随粘粒质量分数的平方

变化也呈近线性变化。检验模型为

Ｎｃ＝ａＬ＋ｂＯｍ＋ｃＣ
２
ｌ＋ｄ （１）

式中　Ｎｃ———所在点养分质量比，ｍｇ／ｋｇ
Ｌ———所在点与扇口距离，ｍ
Ｏｍ———所在点有机质质量比，ｇ／ｋｇ
Ｃｌ———所在点粘粒质量分数，％
ａ、ｂ、ｃ、ｄ———影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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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粘粒与主要养分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ｉｎ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对洪积扇及扇顶、扇中、扇缘区域分别使用模

型（１）进行拟合，得到的参数如表３所示。

表 ３　土壤养分分布函数拟合参数（运距模型）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养分指标 位置 ａ ｂ ｃ ｄ Ｒ２

洪积扇 ０９２６ ０８０４ ０００５ ３１８０ ０９３２
碱解氮 扇顶 ０４１２ －１３２２ ００３２ ８１５２ ０８０３
质量比 扇中 ０７７９ ０４４１ ００２０ ４２６１ ０６３５

扇缘 ４９１９ ０５８５ －００２１－３７４７８ ０９５５
洪积扇 ０２９３ －０２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０ ０７９６

速效磷 扇顶 －０１８２ ０５７３ ００１１ １９２７ ０９６４
质量比 扇中 －０２５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１ ５８０１ ０６７４

扇缘 －０３８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７８４８ ０８９５
洪积扇 ２６６２ －１２１４ ００３０ －６７３７ ０８５１

速效钾 扇顶 －１３５７ －１６９７ ００５７ １４８００ ０８１７
质量比 扇中 ８８５４ －５２３９ ００４４ －５７８８５ ０９７４

扇缘 －１３７５０－０７４７ ０１３９ １６１７９２ ０９３４

　　由表 ３可知，所有拟合的决定系数 Ｒ２均达到
０６３５以上，根据模型拟合结果，与扇口的距离每增
加 １ｍ，碱解氮增加 ０９２５ｍｇ／ｋｇ，速效磷增加
０２９３ｍｇ／ｋｇ，速效钾增加 ２６６２ｍｇ／ｋｇ。洪积扇整
体分布的水平距离决定系数均为正数，说明随距离

扇口位置的增加，各养分质量比呈上升的趋势，速效

钾的水平距离决定系数最大，说明速效钾受水力作

用影响的效果最明显。磷的水平距离决定系数最

小，表明磷的运移受水力作用影响较微弱。在洪

积扇不同区域内，水平距离影响参数的变化呈无

规律性，在洪积扇小区域内，水力作用的影响十分

小，养分的分布受地表湿润后水分的扩散影响较

大，而在扇形整体范围内，具有辐射降低的趋势的

规律性十分明显。因出口呈先窄后宽的平面地

貌，水力对泥沙的推进呈发散状，水力因素对有机

质及质地等的影响规律性很差、突发性很强。因

此养分等易扩散的因素总体分布规律较强，局部

规律性较差。

２３　养分随高程变化的规律

洪积扇土壤养分随洪流进行规律性运移之后会

在局部进行再分布，这种分布在区域内很大程度上

受微地形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养分在洪积扇局域

分布的不规律性，并区分养分在水平方向的移动来

研究再分布情况，导入高程数据进一步分析，利用函

数模型进行模拟养分随高程等因素的分布情况，其

函数式为

Ｎｃ＝ａＨ＋ｂＯｍ＋ｃＣ
２
ｌ＋ｄ （２）

式中　Ｈ———所在点高程，ｍ
分别对洪积扇及扇顶、扇中、扇缘区域使用模

型（２）进行拟合，得到参数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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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土壤养分分布函数拟合参数（高程模型）

Ｔａｂ．４　Ｆｉｔ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养分指标 位置 ａ ｂ ｃ ｄ Ｒ２

洪积扇 －１６３２９ １４５１ ０００５ １６０７０３１ ０９２８

碱解氮质量比
扇顶 －５２９２ －０７５３ ００４１ ５２７７０２ ０７８８
扇中 ５８０５０ ０６４４ ００３８ －５６６５３１５ ０８１０
扇缘 －８１８３０ ０７４１ ００２１ ７９９３７４７ ０９３８
洪积扇 －３５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３４６７３２ ０５６７

速效磷质量比
扇顶 １４６２ ０６５７ ００１０ －１４２２６３ ０９０３
扇中 －３０６４ －０７１４ ０００２ ３０４４０２ ０５６０
扇缘 １８６６ －０２５５ ０００３ －１７８２７５ ０８５５
洪积扇 －５１２１６ －１７２８ ００５３ ５０２５３５６ ０８１５

速效钾质量比
扇顶 １２５２９ －１３０６ ００４４ －１２１９４０４ ０７９７
扇中 －６４７７９ ３６５７ －００２８ ６３５２３５８ ０７８９
扇缘 ５４７２７ －８１１５ ０１０７ －５３１９４７１ ０９１７

　　根据表４，从不同养分指标来看，所有养分分布的
拟合决定系数均达到０５６０以上，根据拟合结果，高程
每下降０１ｍ，碱解氮质量比降低１６３３ｍｇ／ｋｇ，速效磷
质量比降低０３５２ｍｇ／ｋｇ，速效钾降低５１２２ｍｇ／ｋｇ。
高程模型拟合的决定系数在洪积扇内整体较大，这

可能是因为重力和毛管力控制着溶质的运移，使养

分向下运输的原因
［２２］
，碱解氮和速效钾的拟合决定

系数达到０８１５以上，而速效磷的整体决定系数仅
为０５６７，这可能是磷素在水作用下输移作用较差，
因而线性规律性较差的原因；从养分的不同影响条

件来看，高程影响在洪积扇整体区域参数均为负数，

这说明随高程降低，所有养分指标的含量均呈降低

趋势，且速效钾的影响参数最大，这主要是因为钾素

在土壤中活泼性较高，表现出较好的运移性
［２３］
，这

使得钾素更容易流失，而速效磷的高程影响参数最

小，这是因为磷素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差，难迁移，土

壤速效磷的变异系数很高的原因
［２４］
。速效钾的有

机质影响参数为负，这可能是钾在土壤中主要以无

机形态存在，碱解氮的有机质影响参数最大，这是因

为有机质里还有相对较多的易水解氮的原因。主要

养分元素的粘粒质量分数影响参数均为正，且速效

钾的最大，速效磷的最小，这可能是因为钾素容易形

成半径较小的离子，而使粘粒更容易储运钾素的原

因。从洪积扇不同区域来看，区域内规律性较差，这

是养分的运移水力作用影响较大，而扩散作用较小

的结果。

结合洪积扇养分输移运距模型和高程模型可以

发现，在养分总体分布情况拟合上，运距模型决定系

数稍优于高程模型，这说明主要养分按与扇口位置

的距离规律分布能够更好地解释养分总体的输移情

况，洪流水力是养分输移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养分

在洪积扇不同区域的输移情况来看，碱解氮高程模

型在洪积扇扇中区域的决定系数明显优于运距模

型，这说明在洪积扇的部分区域内，碱解氮按所处位

置高低规律分布能更好地解释其变异情况，这也说

明氮素在洪流之后，容易扩散而再分布；速效钾各区

域的运距模型稍优于高程模型，这说明速效钾再分

布的现象并不明显。

３　结论

（１）崩岗洪积扇中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分
布与土壤中的有机质、质地以及所处点的位置相关

性极其显著，而与所在点的 ｐＨ值无明显相关，洪积
扇中养分的输移主要通过溶解成电解质流动或在固

相下以土壤颗粒为载体移动，其中粘粒可能是养分

运移的主要载体。

（２）洪流扇顶的汇集对泥沙的分选作用很明
显，细小而密度较小的颗粒更容易随洪流运移，在洪

积扇内部，养分会随水分扩散和下渗，局部规律性出

现降低；洪流对速效磷的运移比较有限，磷素在洪积

扇内表现为难迁移，变异性较大，碱解氮和速效钾则

表现出极强的可运移性，在洪积扇内呈规律性很强

的分布；崩岗洪积扇的养分含量由洪流进行一次分

布，然后在洪流之后，由重力和毛管作用力进行再分

布；对比运距模型和高程模型，可以发现洪流水力是

洪积扇养分输移的主要动力来源；在洪积扇内部区

域，碱解氮容易扩散而再分布，而速效钾的再分布现

象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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