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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南省新郑市为研究区，分别采用三维克里格（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和三维反距离加权（ＩＤＷ）插值法模拟不同

深度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三维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交叉验证法，比较 ２种三维空间插值方法的预测精度。

研究表明，有机质和全氮沿不同土层深度（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３种深

度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平均值变化范围为 １１３１～１５４８ｇ／ｋｇ，全氮的变化范围为 ０４８～０７９ｇ／ｋｇ，均随土层加深而

降低；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三维空间分布表达的信息量更加丰富，可直观展示任意土体切面的养分含量分布信息；

通过三维克里格方法得到的有机质插值结果的预测精度高于反距离加权法，全氮亦然，三维克里格插值法更能真

实反映土壤养分的三维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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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土壤是一个在时间上具有动态性，空间上（水

平和垂直方向）具有差异性的三维连续体
［１］
，因此

土壤特性的空间分布是一个真三维动态的环境现

象
［２－３］

，其空间变异包括两个方面，即土壤垂直剖面

和水平分布的变异
［４］
。目前，土壤特性空间变异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二维水平方向上，一般通过数据、二

维表面图和剖面图来解释和显示土壤信息，但通过

这几种形式获得的信息比较片面和孤立，无法直接

展示土壤特性的三维形态
［５－６］

。有研究结果表明，

土壤盐分含量在垂直方向上呈现一定的表聚趋势，

即含盐量较高的区域，土壤盐分在强蒸发作用下会

随水逐渐向上运移
［７］
，因此，研究土壤特性的空间

变异，尤其是三维空间分布特征对研究土壤元素的

空间分布规律、田间精确管理以及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 来，土 壤 盐 分
［７－１２］

、污 染 物
［１３－１５］

和 水

分
［１６－１８］

等方面的三维空间模拟研究较多，而土壤有

机质和全氮含量的三维空间分布模拟研究还较少。

本文以新郑市农田土壤有机质和全氮为例，分别采

用三维克里格（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和三维反距离加权
（ＩＤＷ）插值法模拟不同深度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
量三维空间分布特征，并比较 ２种三维空间插值方
法的预测精度，探讨更适合模拟土壤养分三维空间

分布特征的插值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 区 域 为 位 于 河 南 省 中 部 的 新 郑 市

（１１３°３０′～１１３°５４′Ｅ、３４°１６′～３４°３９′Ｎ），属于温暖
带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全

年平均气温为１４１℃，１月份温度最低，７月份温度
最高。全市降水季节分布非常不均衡，年平均降水

量为６８９０ｍｍ，多是由东向西递增，易发生干旱和
洪涝等灾害。新郑市土地总面积 ８８４５９ｋｍ２，其中
耕地面积５４８３４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 ６１９９％，共
有３大土壤类型，分别为褐土、潮土和风砂土，其中
褐土为该市的地带性土壤，分布面积最广，占全市耕

地总面积的６９７７％。
１２　样品采集与处理

采用网格法布设样点，采样总深度为 ６０ｃｍ，采
样点平均间距约３ｋｍ，选取 ９２个土壤采样剖面，按
照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对每个土壤剖面
分层采样，共采集 ２７６个土壤样品，如图 １所示，Ｘ
轴代表正北方向，Ｙ轴代表正东方向，Ｚ轴表示不同

土层深度，为使图示效果更清晰，将 Ｚ方向放大 ６０
倍。

化验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土壤有机

质的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
［１９］
，土壤全氮用凯氏

法测定。

图 １　土壤采样点三维空间分布（Ｚ方向放大 ６０倍）

Ｆｉｇ．１　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６０ｔｉｍｅｓ）
　

１３　三维空间插值方法
目前常用的三维空间插值方法主要有反距离加

权插值法、最近邻点插值法、克里格插值法、三元高

次函数逼近方法等
［２０］
，这些插值模型已应用到土体

电导率、土壤质地、土壤盐分、土壤污染物、土壤水分

等领域。

三维克里格插值方法（Ｋｒｉｇｉｎｇ）是二维克里格
空间插值模型和方法在三维空间中的扩展，利用已

知样本数据在三维空间中的结构性，对待估点进行

无偏最优估值，其对三维空间现象的估值结果更可

靠
［２１－２２］

。三维克里格方法须在三维空间中采样，并

对三维方向上的半方差函数进行结构分析。首先利

用三维空间的已知样本数据分别在水平方向（Ｘ Ｙ
方向）和垂直方向（Ｚ方向）上构建实验半方差函数
并选取合适的理论模型拟合成理论半方差函数，然

后对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半方差函数进行组合建立三

维半方差函数模型，在本征平稳假设条件下，半方差

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ｒ（ｈ３）＝
１

２Ｎ（ｈ３）∑
Ｎ（ｈ３）

ｉ＝１
（Ｚ（ｘｉ）－Ｚ（ｘｉ＋ｈ３））

２

（１）
式中　ｒ（ｈ３）———样本的半方差函数

ｈ３———２个样本点之间的三维空间距离
Ｎ（ｈ３）———以 ｈ３为间距的所有观测点的样

本对数

Ｚ（ｘｉ）、Ｚ（ｘｉ＋ｈ３）———点 ｘｉ、ｘｉ＋ｈ３处的样本
值

经过半方差函数结构分析，如果数据集存在空

间自相关性，则可采用三维克里格方法进行空间插

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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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ｘ０）＝∑
ｎ

ｉ＝１
λｉＺ（ｘｉ） （２）

式中　Ｚ（ｘ０）———待估点的值
ｎ———待估点周围已知样点的数量
λｉ———各个样点的权重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ＩＤＷ）是一种多元插值方
法，其最大优点是简单，特别适用于空间散乱点，基

本原理是两个物体之间距离越近，性质就越相似。

它以待估点与已知样点之间的距离为权重进行加权

平均，距离待估点越近的样点被赋予的权重就越大。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与克里格方法有些类似，两者都

通过对已知样点赋权重来求待估点的值，可统一用

式（２）表示，但是在赋权重时，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只
考虑已知样点与待估点之间的距离，而克里格方法

既考虑距离，又重视已知样点的空间分布以及与待

估点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１４　插值精度评价方法
选用交叉验证法评价 ２种插值模型的预测精

度。交叉验证法的原理是依次从原始采样数据中删

除一点，其他样点保持不变，用剩余样点预测该删除

点的值，并将该点的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然后

再从所有原始样点中删除另外一点（未被删除过），

并用剩余样点预测该点的值，反复进行，直到所有样

点都被预测过一次，最后比较所有样点的预测值与

实测值，对误差进行统计分析
［２３］
。采用均方根预测

误差（ＲＭＳＥ）和平均预测误差（ＭＥ）作为评价指标，
均方根预测误差（ＲＭＳＥ）越小，平均预测误差（ＭＥ）
越接近０，表示插值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

１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应用
ＧＭＳ７１软件，分别采用三维克里格和反距离加权

插值法绘制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三维空间分布图。

三维插值计算时，根据研究区三维散点图，建立限定

网格，得到７７６８个有效空间网格，插值网格单元尺
寸为１１０ｍ×７０ｍ×０１ｍ。由于垂直方向Ｚ的变化
范围较小，为获得较佳的三维可视化效果，绘制的所

有三维图件的垂直方向均扩大６０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层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统计特征
对研究区不同土层各采样点的土壤有机质和全

氮含量进行统计分析（表１），样本量为 ２７６个，经过
单样本 Ｋ Ｓ检验，土壤各层数据服从或近似服从
正态分布。由表 １可知，各层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
量的平均值变化范围为 １１３１～１５４８ｇ／ｋｇ和
０４８～０７９ｇ／ｋｇ，均随土层加深而降低。人类对表
层（０～２０ｃｍ）土壤的耕作管理比较精细，耕作、施
肥、灌溉等农业措施使表层土壤积累较多有机物质，

故表层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均高于以下各层；而随土

壤深度增加，有机质和全氮的来源逐渐减少，但是成

土时间在增加，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导致有机质

和全氮含量不断减少。这与陈庆强等
［２４］
的研究结

果相似。王合玲等
［２５］
研究发现，在艾比湖流域中

部，有机质含量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但在流域东

部和西部，有机质含量则随土壤深度加深而升高。

本研究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随土层加深而减少。

这与王合玲等
［２５］
的研究结论既有一致也有差异，这

可能与不同研究区的有机质含量以及地貌背景差异

有关，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各层土壤有机质和全

氮含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介于 １３８９％ ～２１４０％和
２０８％ ～１２６６％之间，有机质的变异系数随土层加
深而增大，全氮则反之。

表 １　不同土层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ｓ

项目 样本数 深度／ｃｍ 最小值／（ｇ·ｋｇ－１） 最大值／（ｇ·ｋｇ－１） 平均值／（ｇ·ｋｇ－１） 标准差／（ｇ·ｋｇ－１） 变异系数／％

９２ ０～２０ ８１８ ２１７５ １５４８ ２１５ １３８９

有机质 ９２ ２０～４０ ５７０ １６６９ １１６１ ２２２ １９１２

９２ ４０～６０ ４９０ １６８３ １１３１ ２４２ ２１４０

９２ ０～２０ ０５３ ０９９ ０７９ ０１０ １２６６

全氮　 ９２ ２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６５ ０５６ ００４ ７１４

９２ ４０～６０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０１ ２０８

２２　土壤有机质和全氮三维空间分布模拟
分别采用三维克里格法和三维反距离加权法

对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进行空间插值，

得到有机质和全氮的三维空间分布图（图 ２、３）。
从图 ２和图 ３可以看出无论是克里格插值还是反
距离加权插值，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整体变

化趋势均相似，但克里格插值方法的数据空间分

布变化更趋于平缓，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的数据

整体分布相对离散，这是因为克里格插值法不仅

考虑已知样点与待估点的空间位置关系，而且还

重视已知样点位置间的相互联系，插值结果更自

然，避免异常值的产生；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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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数据点集群的影响，其在尊重实测数据值的情

况下，会着重强调原始数据集的局部波动性，经常

会出现一种孤立点数据明显高于周围数据点的

“鸭蛋”分布模式。

图 ２　土壤有机质三维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ａ）Ｋｒｉｇｉｎｇ　（ｂ）ＩＤＷ

　

图 ３　土壤全氮三维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Ｋｒｉｇｉｎｇ　（ｂ）ＩＤＷ

　
　　根据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空间分布
特征，在垂直方向上分别对研究区 ３个典型纵断面
（Ａ－Ａ′、Ｂ－Ｂ′、Ｃ－Ｃ′）的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
分布情况进行细致剖析。图４和图５分别为克里格
插值和反距离加权插值得到的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纵

断面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分布

在不同层面上均显现出不同的空间连续性，整体均

表现出表层含量高的区域，其下层含量也普遍较高

的趋势。分别对比图４ａ和图４ｂ、图５ａ和图５ｂ可以
发现，在垂直方向上，通过克里格插值方法得到的

２种土壤养分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更明显的层
次性，养分含量由表层向下层逐渐递减，变化比较明

显，而反距离加权插值结果中土壤各层养分含量变

化则不明显，只有部分区域养分含量分布表现出较

显著的差异性。

图４和图 ５中 Ａ－Ａ′截面纵贯研究区南北方
向，Ｂ－Ｂ′截面纵贯研究区偏南部区域的东西方向，
Ｃ－Ｃ′截面纵贯研究区偏北部区域的东西方向。由
图４ｂ可看出，Ａ－Ａ′截面上，研究区南部（Ａ附近）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高，且有机质分布在某些区域上呈

现 Ｖ形，说明土壤有机质含量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
逐渐降低，呈现一定表聚趋势，研究区北部（Ａ′附
近）区域的上下土层有机质含量无明显差异；Ｂ－Ｂ′
截面上，研究区西部（Ｂ附近）区域的各土层有机质

含量变化较小，而研究区东部（Ｂ′附近）有机质含量
呈现一定表聚趋势；Ｃ－Ｃ′截面上，研究区西部（Ｃ
附近）区域的上下土层有机质含量差异不明显，而

东部（Ｃ′附近）上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下层，
变化比较明显。由图５ｂ可看出，Ａ－Ａ′截面上，研究
区南部（Ａ附近）表现为上下层全氮含量差异明显，
而研究区北部（Ａ′附近）的上下土层全氮含量则无
明显差异；Ｂ－Ｂ′截面上，研究区西部（Ｂ附近）区域
的各土层全氮含量变化较小，而研究区东部（Ｂ′附
近）全氮含量变化明显，呈现一定表聚趋势；Ｃ－Ｃ′
截面上，研究区西部（Ｃ附近）区域全氮含量变化不
明显，而东部（Ｃ′附近）上层全氮含量明显高于下
层，变化较显著。

２３　三维克里格插值、反距离加权插值和实测值对
比分析

表２为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实测值和预测
值的统计结果。经过三维克里格法和反距离加权法

插值后，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平均值、中值和实测平

均值、中值相差较小，而最大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均

小于实测数据，但最小值比实测值大，预测有机质含

量 的 变 化 范 围 （８６９～１６３４ｇ／ｋｇ和 ６２０～
１７７９ｇ／ｋｇ）均小于实测值的变化范围（４９０～
２１７５ｇ／ｋｇ），全氮亦然，这说明 ２种插值方法对原始
采样数据都有一定程度的压缩作用，主要原因是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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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土壤有机质纵断面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Ｋｒｉｇｉｎｇ　（ｂ）ＩＤＷ

　

图 ５　土壤全氮纵断面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Ｋｒｉｇｉｎｇ　（ｂ）ＩＤＷ

　
表 ２　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实测值和预测值统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项目 数据源 最小值／（ｇ·ｋｇ－１） 最大值／（ｇ·ｋｇ－１） 平均值／（ｇ·ｋｇ－１） 中值／（ｇ·ｋｇ－１） 标准差／（ｇ·ｋｇ－１） 变异系数／％

实测值 ４９０ ２１７５ １２８０ １２５９ ３１１ ２４３０

有机质 Ｋｒｉｇｉｎｇ预测值 ８６９ １６３４ １２３５ １２２３ １８９ １５３０

ＩＤＷ预测值 ６２０ １７７９ １２６２ １２５１ １８８ １４９０

实测值 ０４５ ０９９ ０６１ ０５６ ０１４ ２２９５

全氮　 Ｋｒｉｇｉｎｇ预测值 ０４９ ０７５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０８ １３５６

ＩＤＷ预测值 ０４８ ０７２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０４ ６６７

格法和反距离加权法对预测值均具有明显的平滑效

应
［２６］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性。

２４　预测精度分析

以土壤有机质为例，将通过三维克里格插值法

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获得的原始样点的预测值与实

测值进行相关分析（图６），可以看出，２种插值方法
得到的预测值和实测值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预测

精度较高，克里格方法比反距离加权方法具有更好

的相关性（决定系数 Ｒ２＝０４１５８＞０３５９２）。表 ３
为２种插值模型的交叉验证结果，对比发现，通过三
维克里格方法得到有机质含量的插值结果的预测精

度高于反距离加权法（均方根预测误差 ２３９１２＜
２５９０８，平均预测误差 ００４４５＜０３５７１，也更接近
于０），全氮亦然。因此，相对于三维反距离加权插
值模型，克里格插值模型更适合模拟土壤有机质和

全氮的三维空间分布特征，这与韩霁昌等
［７］
和刘庚

等
［１５］
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 ３　不同模型插值结果的交叉验证

Ｔａｂ．３　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项目 插值模型 均方根预测误差 平均预测误差

有机质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２３９１２ ００４４５

ＩＤＷ ２５９０８ ０３５７１

全氮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００９

ＩＤＷ ０１６８７ ００１３９

３　结论

（１）研究区农田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沿不同
土层深度（０～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４０～６０ｃｍ）均表现
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各土层土壤有机质和全氮

含量的平均值变化范围为 １１３１～１５４８ｇ／ｋｇ和

１６１第 １２期　　　　　　　　　　　徐丹 等：农田土壤有机质和全氮三维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图 ６　土壤有机质含量预测值和实测值相关分析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０４８～０７９ｇ／ｋｇ，均随土层加深而降低；各层土壤
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介于 １３８９％ ～
２１４０％和 ２０８％ ～１２６６％之间，有机质的变异系
　　

数随土层加深而增大，全氮则反之。

（２）对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空间分布进
行三维模拟，以图形图像方式直观展示土壤养分的

三维空间分布，与二维空间分布图相比，其表达的信

息量更加丰富，可以同时获取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在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空间分布信息，并可对其进

行旋转、平移、放大、缩小、切割等，直观展示任意土

体切面的土壤养分含量分布。

（３）不同插值模型对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的
三维空间分布的预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克

里格法和反距离加权法在土壤养分三维空间分布中

的应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三维克里格法插值结果

的预测精度均高于反距离加权法，三维克里格插值

法更适合模拟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三维空间分布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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