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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对坡耕地土壤肥力和大豆产量的影响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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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施用生物炭对东北黑土区不同坡度坡耕地土壤肥力和大豆产量影响的持续性，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在

３种典型坡度的坡耕地上开展生物炭持续效应试验，分析施加生物炭对土壤团聚体及其稳定性、土壤养分指标、大

豆产量及其构成要素影响的持续性，并采用改进的灰色理论预测模型对大豆产量进行预测，进而确定生物炭一次

性施入后的增产作用年限。结果表明：施用生物炭使土壤团聚体直径 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团聚体含量明显减少、

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大团聚体含量显著增加；施用生物炭使大于 ０２５ｍｍ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比例 Ｒ０２５、平均质量

直径（ＭＷＤ）和几何平均直径（ＧＭＤ）增加，使土壤不稳定团 ＬＴ粒指数 ＥＬＴ减小，即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提高，该稳定

性增强幅度随坡度增大、施炭后时间延长而减小；施加生物炭使土壤 ｐＨ值、铵态氮、速效钾、有机质含量这 ４个指

标显著增加（Ｐ＜００５），最大增长率分别为 １７８８％、２７２３％、２０３１％、１７５１％，施炭后土壤养分等级有所上升，土

壤肥力增强，增强效果与施炭后年限呈负相关，但生物炭对有效磷含量并无明显影响；施加生物炭后，大豆单株荚

数、单株粒数、百粒质量、产量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增产率高达 ２６２９％，并且坡度越大、施炭年限越长，各指标

增加幅度越小，各因素对大豆产量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施炭与否、坡度、施炭后年限；改进的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

精度较高，预测单次施用生物炭后大豆增产有效时间为 ５～６年。研究结果可为东北黑土区生物炭应用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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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０　引言

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是我国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东北黑土区土壤肥沃、有机质含

量较高、结构性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１］
。由于水

土流失严重，主要耕作区黑土层厚度仅为 ２０～
４０ｃｍ，远低于土地开垦初期（８０～１００ｃｍ），土壤有
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持水性及稳定性降低，导致作物

生长环境恶化
［２］
，作物产量下降，直接威胁着国家

的粮食安全。

生物炭是指在限氧或无氧环境条件下，通过高

温（一般小于７００℃）裂解将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经
炭化而形成的一种稳定难溶、高度芳香化、碳含量极

其丰富（高达 ６０％）的固态产物［３］
。秸秆炭化利用

可有效减轻东北地区焚烧秸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早有研究表明，生物炭施入土壤，可降低土壤容重，

提高总孔隙率，改善土壤持水性能
［４］
，提高土壤含

水率和降水入渗量
［５］
，特别是增加土壤中的有效水

含量
［６］
；生物炭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创造作物生

长的有利条件，进而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
［７］
。李兴

等
［８］
探究生物炭对沙壤土水分特征的影响，发现在

沙壤土区施用生物炭可以增加土壤持水能力，且干

土加 ６０ｇ／ｋｇ的生物炭处理效果最好；李昌见等［９］

研究发现，生物炭能改变土壤物理性质、提高水肥利

用率、减少肥料淋失，改良砂壤土的最适生物炭用量

为４０ｔ／ｈｍ２；胡敏等［１０］
研究得出，生物炭显著提高

有机质、速效磷、有效钾以及碱解氮等养分含量，通

过生物炭对水肥热的改善使得玉米产量增加；文

献［１１－１３］发现，添加生物炭后可提高烟草、甘蔗
和番茄的产量，施用生物炭后番茄可增产 ６４％左
右；房彬等

［１４］
通过大田试验也发现，生物炭处理后

玉米产量平均提高１３９％；黄超等［１５］
通过在红壤土

中施加不同含量生物炭得出，２００ｇ／ｋｇ处理对黑麦
草增产效果最为显著，增产率高达５３％。

目前，关于施加生物炭后效果持续性的研究很

少。因此，在仅施用一次生物炭后 ２年内不再施加
生物炭的试验条件下，本文探究 ３年黑土区大豆增
产及土壤肥力改善等后效应，并应用改进的灰色预

测模型预测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各处理大豆产量，探索黑
土区坡耕地施加生物炭的持续效应，旨在为东北黑

土区的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与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综合试验

基地（北纬 ４５°４３′０９″，东经 １２６°３６′３５″），总面积
５５ｈｍ２，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３１℃，全年无霜期 １３０～１４０ｄ，多年平均水面蒸发
量７９６ｍｍ，耕地土壤多以壤土为主，入渗能力弱，典
型坡耕地坡度为２°～５°。年降水量４００～６５０ｍｍ，降水
集中且历时较短，仅７—９月的降水量就占全年降水总
量７０％以上。该区主要粮食作物为大豆和玉米。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生物炭购于辽宁金和福开发有限公司，采

用玉米秸秆在 ４５０℃无氧条件下烧制而成，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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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性质如表 １所示。
　
供试大豆品种为黑河 ３号。

供试土壤主要以壤土为主，有效磷（Ｐ２Ｏ５）质量比为
１６９ｍｇ／ｋｇ，

　
铵态氮（Ｎ）质量比为 １００９ｍｇ／ｋｇ，速

效钾（Ｋ２Ｏ）质量比为 ２８０１ｍｇ／ｋｇ，ｐＨ值 ６２７，黑

土土壤容重为１２２ｇ／ｃｍ３，０～８０ｃｍ土层平均田间
持水率为２９４％。

表 １　生物炭的基本性质

Ｔａｂ．１　Ｂｉｏｃｈａｒ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

供试生物炭 粒径／ｍｍ 全碳质量分数／％ 全氮质量分数／％ 全磷质量分数／％ 全钾质量分数／％ 灰量质量分数／％ ｐＨ值

玉米秸秆生物炭 １５～２０ ７０３８ １５３ ０７３ １６６ ２５７ ９３６

１３　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综合试验基

地的径流小区内进行，小区规格为 ２ｍ×５ｍ，坡度
选择１５°、３°、５°共 ３种在东北黑土区比较有代表
性的坡度。每种坡度分别设置施加生物炭和不施加

生物炭处理，小区编号分别为 Ｔ１５、Ｔ３、Ｔ５和
ＣＫ１５、ＣＫ３、ＣＫ５，共计６个小区。根据前期研究成
果

［１６］
，生物炭施用量选择施用后增产效果较好的

７５ｔ／ｈｍ２，生物炭仅在２０１６年施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不
再施加。各径流小区采用相同的施肥方案，化肥施

用量与当地农民习惯施加水平一致并以底肥形式一

次性施入，生物炭施用方法为２０１６年播种前将生物
炭粉均匀铺洒于土壤表面，人工搅拌至与 ０～２０ｃｍ
表层土壤充分均匀混合后静止待用。

１４　测定内容与方法
１４１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各项指标

每年大豆成熟后取各小区耕层土壤为试验样

品，根据干筛各级团聚体的质量百分比配比配取土

样５０ｇ，放入筛组中进行湿筛，湿筛组由孔径为０１、
０２５、０５、１、２、５ｍｍ筛子组成，每次振荡 ２０ｍｉｎ，频
率为 ４０次／ｍｉｎ。湿筛仪器为 ＺＹ２００ Ⅱ型土壤团
粒分析仪，测得各筛余量，根据所测数据计算表征团

聚体稳定性的各项指标：大于 ０２５ｍｍ的水稳性团
聚体含量（Ｒ０２５）、土壤不稳定团粒指数（ＥＬＴ）、平均
质量直径（Ｍｅａｎ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ＷＤ）以及几何平
均直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ＧＭＤ），计算公式
分别为

［１７－１９］

Ｒ０２５＝
Ｗｄ＞０２５
ＷＴ

×１００％ （１）

ＥＬＴ＝１－Ｒ０２５ （２）

ＰＭＷＤ＝
∑
ｎ

ｉ＝１
（ｄｉＷｉ）

∑
ｎ

ｉ＝１
Ｗｉ

（３）

ＰＧＭＤ＝ｅｘｐ
∑
ｎ

ｉ＝１
Ｗｉｌｎｄｉ

∑
ｎ

ｉ＝１
Ｗｉ

（４）

式中　Ｗｄ＞０２５———粒径大于０２５ｍｍ团聚体质量，ｇ

ＷＴ———供试土样的总质量，取５０ｇ

ｄｉ———某级团聚体的平均直径，ｍｍ

Ｗｉ———ｉ级团聚体质量，ｇ
ＰＭＷＤ———平均质量直径，ｍｍ

ＰＧＭＤ———几何平均直径，ｍｍ
１４２　土壤化学指标

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测定有机质含量；碱解

扩散法 测 定铵 态氮 含 量；使 用 Ｏｌｓｅｎ法，采 用
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ＨＣＯ３浸提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有效磷

含量；１０ｍｏｌ／ＬＮＨ４ＯＡｃ浸提 火焰光度法测定速

效钾含量；ＰＨＳ ３Ｃ型酸度计测量 ｐＨ值。
１４３　大豆产量及其构成要素

于各年大豆收获时，统计每个径流小区内大豆

总株数，然后于每个小区分别随机取３株大豆植株，
测定每株大豆植株的单株荚数、单株粒数，并在收获

结束后测量每个径流小区大豆的总产量和百粒质

量。

１５　产量预测方法
本文大豆产量采用改进的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

进行预测。

１５１　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的改进
１９８２年邓聚龙教授提出的灰色理论是将原数

据累加成具有规律性的数据列，然后根据生产数据

列建立白色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白色化形式微分方

程的解即为灰色预测模型
［２０］
。灰色模型是基于一

阶常微分方程建立的，称一阶一元灰色模型，记

ＧＭ（１，１）［２１］，本试验考虑多变量故将 ＧＭ（１，１）扩
展为 ＧＭ（１，Ｎ），ＧＭ（１，Ｎ）表示为一阶 Ｎ元的微分
方程的解，可用来表示 Ｎ个变量的线性动态变
化

［２２］
。经典 ＧＭ（１，Ｎ）模型为

ｘ（０）１ （ｋ）＋ａｚ
（１）
１ （ｋ）＝∑

Ｎ

ｉ＝２
ｂｉｘ

（１）
ｉ （ｋ） （５）

式中　ｘ（０）１ （ｋ）———灰导数

ｚ（１）１ （ｋ）———白化背景值
ａ———发展系数
ｂｉ———驱动项系数

其中 ｂｉｘ
（１）
ｉ （ｋ）为驱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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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中，模型近似解只有在∑
Ｎ

ｉ＝２
ｂｉｘ

（１）
ｉ （ｋ）变

化很小并且近似于常数时才会成立，ＧＭ（１，Ｎ）以差
分方程为基础进行参数估计，但时间响应公式却是

微分方程的解获得的，使得经典 ＧＭ（１，Ｎ）模型进行
预测的精度不如预期精准。而且在 ＧＭ（１，Ｎ）模型
中只有发展系数 ａ，并未有从行为序列中挖掘出来
的、反映数据变化关系的灰作用量 ｕ。对经典
ＧＭ（１，Ｎ）模型加以改进，将可以反映系统内涵的灰
作用量引入系统内，协调序列以补充信息，减少原数

据使用量，提高模型预测精度。

改进后模型变为

ｘ（０）１ （ｋ）＋ａｚ
（１）
１ （ｋ）＝∑

Ｎ

ｊ＝２
ｂｊｘ

（１）
ｊ （ｋ）＋ｕ （６）

经系列运算可得到复合梯形预测函数为

Ｘ（１）１ （ｔ）＝

Ｘ（１）１ （１）＝Ｘ（０）１ （１） （ｔ＝１）

Ｘ（０）１ （１）＝ｅ－ａ（ｔ－１）＋ １
２
ｅ－ａ（ｔ－１）ｆ（１）＋

　　ｕ（ｔ－２）∑
ｔ－１

τ＝２
ｅ－ａ（ｔ－τ）ｆ（τ）＋ １２

ｆ（ｔ） （ｔ＝２，３，…，Ｎ











 ）

（７）

式中　ｆ（ｔ）———平滑延时协调函数
ｕ（ｔ－２）———单位阶跃函数

１５２　灰色预测模型检验
预测结束后利用所得的预测结果进行事后检

验，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才可应用于预测问题分析。

（１）事前检测

图 １　各处理各级土壤团聚体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

检验原数据中所有点的级别 δ（ｔ）＝ｘ
（０）
（ｔ－１）
ｘ（０）（ｔ）

是否都落在区间（ｅ－
２
ｎ＋１，ｅ

２
ｎ＋１）中，级别在该区间时，

建立灰色模型才有意义。

（２）残差检验
绝对误差

ε（０）（ｔ）＝ｘ（０）（ｔ）－ｘ^（０）（ｔ）　（ｔ＝１，２，…，ｎ）

相对误差

Δ（ｔ）＝ε
（０）
（ｔ）

ｘ（０）（ｔ）
×１００％　（ｔ＝１，２，…，ｎ）

Δ（ｔ）越小越好，一般要求 Δ（ｔ）＜２０％。
（３）关联度检验
关联系数

η（ｔ）＝ｍｉｎ｜ε（ｔ）｜＋ρｍａｘ｜ε（ｔ）｜｜ε（ｔ）｜＋ρｍａｘ｜ε（ｔ）｜
式中　ρ———分辨系数，通常取０５

关联度

Ｒ＝１
ｎ∑

ｎ

ｔ＝１
η（ｔ）

当 Ｒ＞０６时，说明模型基本可以达到较为满意的
预测效果。

（４）后验差检验
残差序列的标准差 Ｓ２与原数据序列的标准差

Ｓ１的比值 Ｃ为后验差比值，ｐ＝Ｐ（｜ε（ｔ）－ε｜）＜
０６７４５Ｓ１为小概率误差。

灰色模型精度检验标准参照文献［２３］。
１６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Ｏｒｉｇｉｎ９０进行基本数据处理和
绘图，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显著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００１，使用最小显著极差法（ＬＳＤ
法）进行多重比较，采用改进的多变量灰色理论模型

预测未来３年大豆产量。各年相关参数测定按坡上、
坡中、坡下３点取样，３次重复，取其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物炭对坡耕地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影响
２１１　生物炭对土壤团聚体数量的影响

土壤团聚体指土壤中大小、形状不一、且具有不

同孔隙度、机械稳定性和水稳定性的结构单位，一般

把粒径大于 ０２５ｍｍ的结构单位称为土壤大团聚
体。图１为各处理各级土壤团聚体含量（质量分
数）的变化，由图１可知，无论施炭与否土壤团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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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径 ｄ＜０２５ｍｍ的团聚体含量均为最高，施炭
组最高范围在 ２７３４％ ～４３６２％之间，未施炭组最
高范围在 ４９９８％ ～５７４０％，土壤团聚体中 ｄ＞
５ｍｍ的团聚体含量最少，为２％ ～４７８％。

２０１６年在相同坡度时，施炭处理 ｄ＜０２５ｍｍ
的团聚体含量较未施炭处理明显下降，其余直径的

团聚体含量施炭组均比未施炭组有所增加；当 ｄ＜
０２５ｍｍ时，各坡度团聚体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
Ｔ５、Ｔ３、Ｔ１５，当 ｄ＞０２５ｍｍ时，各级团聚体含量均
随坡度增大而减少。２０１６年施加生物炭后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虽未施炭，但各级团聚体含量的比例变化关
系同２０１６年一致，唯一不同之处是施炭处理的变化
幅度有所弱化。当 ｄ＜０２５ｍｍ时，２０１６年 ＣＫ１５、
ＣＫ３、ＣＫ５团聚体含量分别为 ４９９８％、５２２８％、
５４５８％，Ｔ１５、Ｔ３、Ｔ５ 含 量 分 别 为 ２７３４％、
３３１８％、３５３２％，１５°、３°、５°各坡度减小率为
６０６３％、５７５６％、５４５３％，２０１７年 Ｔ１５、Ｔ３、Ｔ５比
ＣＫ１５、ＣＫ３、ＣＫ５团聚体含量分别减小了 ５９０７％、
４３５９％、３８６１％，Ｔ１５、Ｔ３、Ｔ５比 ＣＫ１５、ＣＫ３、ＣＫ５
团聚体含量减小率在 ２０１８年分别为 ５６１２％、
３９１５％、３１５９％，ｄ＜０２５ｍｍ的团聚体含量随年
份增加减小程度逐渐减弱。当 ｄ＞０２５ｍｍ（土壤大
团聚体）时，施炭处理比未施炭处理的大团聚体含

量增加，相同处理不同年份间大团聚体含量随年份

增加而减少，１５°坡度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施炭组
大团聚体的含量较未施炭组增加率达 ４６３１％、
４４３１％、３８９７％，３°坡度各年增加率为 ４２４０％、
３４７４％、３３３５％，５°坡 度 时 各 增 加 率 分 别 为
４００３％、３４６６％、３２３５％，各坡度的增加幅度也随
年限增加而减弱，这主要可能与施加生物炭后的时

间有关，生物炭自身所含元素随时间发生降解，对土

壤结构的有效成分也随年限增加而减少。

２１２　生物炭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指标的影响
常用的反映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状况基本指标

有 Ｒ０２５、ＭＷＤ、ＧＭＤ和 ＥＬＴ等，Ｒ０２５、ＭＷＤ、ＧＭＤ越
大说明土壤团聚体的平均粒径团聚度越高，稳定性

越强
［２４］
，ＥＬＴ随土壤退化程度增强而增大，ＥＬＴ越小

说明土壤团聚体越稳定
［２５］
，不同处理对土壤团聚体

稳定性指标的影响见表２。
相同年份，Ｒ０２５由大到小依次为 Ｔ１５、Ｔ３、Ｔ５、

ＣＫ１５、ＣＫ３、ＣＫ５；不同年份，Ｒ０２５均以 １５°坡度的
施炭处理最大，分别为 ７２６６％、７００２％、６６８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ＭＷＤ在 Ｔ１５处理时最大，分别
高达１１１９２、０９６７８、０９１４１ｍｍ，同一年中，３个坡
度施炭处理的 ＭＷＤ显著增加，ＭＷＤ由大到小依次
为１５°、３°、５°。３年 ＧＭＤ在施加生物炭的处理较

表 ２　不同处理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指标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ｏｉ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年份 处理 Ｒ０２５／％ ＭＷＤ／ｍｍ ＧＭＤ／ｍｍ ＥＬＴ／％

ＣＫ１５ ４９６６ｂ ０７８５２ｂ ０２５１７ｃ ５０３４ａｂ

Ｔ１５ ７２６６ａ １１１９２ａ ０３６７１ａ ２７３４ｃ

２０１６
ＣＫ３ ４７７２ｂｃ ０７０１９ｂ ０２４０６ｃ ５２２８ａ

Ｔ３ ６６８２ａｂ ０９５３７ａｂ ０３２１２ｂ ３３１８ｂ

ＣＫ５ ４５４２ｃ ０６９７７ｃ ０２３２５ｃ ５４５８ａ

Ｔ５ ６４６８ａｂ ０９２９０ａｂ ０３０７９ｂ ３５３２ｂ

ＣＫ１５ ４８９２ｂ ０６７９５ｂ ０２４１５ｂ ５１０８ａ

Ｔ１５ ７００２ａ ０９６７８ａ ０３３５１ａ ２９９８ｂｃ

２０１７
ＣＫ３ ４７３６ｂ ０６５４８ｂｃ ０２２７５ｂ ５２６４ａ

Ｔ３ ６３３４ａｂ ０８８６７ａｂ ０３１４６ａ ３６６６ｂ

ＣＫ５ ４４６６ｃ ０６５３５ｂｃ ０２１４５ｃ ５５３４ａ

Ｔ５ ６０１４ｂ ０８５５７ａｂ ０２８４１ａｂ ３９８６ｂ

ＣＫ１５ ４７９８ｂｃ ０６４８２ｂ ０２３２７ｂｃ ５２０２ａｂ

Ｔ１５ ６６８８ａ ０９１４１ａ ０３２５４ａ ３３１２ｃ

２０１８
ＣＫ３ ４５７６ｂｃ ０６３４３ｂ ０２１６５ｃ ５４２４ａｂ

Ｔ３ ６１０２ａｂ ０８５７５ａ ０３０１１ａｂ ３８９８ｃ

ＣＫ５ ４２６０ｃ ０６０９１ｂｃ ０２０９５ｃ ５７４０ａ

Ｔ５ ５６３８ｂ ０７８４８ａｂ ０２７７７ｂ ４３６２ｂ

　　注：同一年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年各处理差异显著，下同。

未施炭处理均显著增加，年份相同时，坡度越小

ＧＭＤ越大；年份不同时，同一坡度年份越小 ＧＭＤ越
大。ＥＬＴ３年中均以１５°小区施加生物炭处理最小，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ＥＬＴ最 小 分 别 为 ２７３４％、
２９９８％、３３１２％；同一年 １５°、３°、５°坡度施炭后
ＥＬＴ逐渐增加。说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施炭处理的
Ｒ０２５、ＭＷＤ和 ＧＭＤ较未施用处理均显著增加（Ｐ＜
００５），ＥＬＴ显著减小（Ｐ＜００５），且各稳定性指标随
着坡度、施炭年限的增加各变化幅度减弱。表明施

用生物炭可以增强土壤结构的稳定性，且稳定性随

施炭后年限延长而减弱，也就是说仅施用一次生物

炭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促进效果逐年削弱。

２２　生物炭对坡耕地土壤 ｐＨ值及养分的影响
２２１　生物炭对土壤 ｐＨ值的影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不同处理土壤 ｐＨ值变化如
图２所示，年份相同时，施用生物炭处理比未施用生
物炭处理的土壤 ｐＨ值增大，且施炭处理的土壤 ｐＨ
值增长幅度随地形坡度增大而减小，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均以１５°坡度的土壤 ｐＨ值增加率最大，分
别为 １７８８％、１７６８％、１４６３％；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各处理进行显著性分析可知，Ｐ２０１６＝０００７、
Ｐ２０１７＝００２５、Ｐ２０１８＝００４０，说明２０１６年施炭处理与
对照处理间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差
异显著（Ｐ＜００５）。表明仅施加一次生物炭后，在
施用当年对土壤 ｐＨ值作用极显著，施用次年和第 ３
年对土壤 ｐＨ值作用显著，但不及施用当年，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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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物炭施到土壤中逐渐降解，虽自身呈碱性，但

第１年施入土壤改善 ｐＨ值后并没有持续施炭，仅
有施用当年剩余生物炭，导致对土壤 ｐＨ值的影响
也逐渐减弱。

图 ２　不同处理的土壤 ｐＨ值变化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２２　生物炭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土壤养分含量直接影响土壤作物生长环境，养

分含量越高作物生长条件越佳，作物产量也会越高。

表３为３年不同处理养分指标的变化。２０１６年铵
态氮 质 量 比 平 均 增 加 ２７２７ｇ／ｋｇ，增 长 率 为
２７２３％，铵态氮显著增加（Ｐ＝００００１４），速效钾质
量比 增 量 的 平 均 值 为 ５６６７ｇ／ｋｇ，增 长 率 为
２０３１％，速效钾显著增加（Ｐ＝０００１），有机质质量
比平均增加量为１４２ｇ／ｋｇ，增加了１７５１％，有机质
显著增加（Ｐ＝００１３）。施炭后对铵态氮、速效钾含
量影响极显著，对有机质影响达显著水平，３个指标
中施加生物炭对铵态氮影响最显著，其次是速效钾，

最后为有机质，但施炭处理的土壤有效磷含量较未

施炭处理无显著差异（Ｐ＝０１０３）。铵态氮、速效
钾、有机质含量增加主要是由于生物炭表面带有丰

富的负电荷以及强吸附性，可以使其对土壤中养分

离子有较强的吸附性和保持性，尤其是对ＮＨ＋
４ 的吸

附与保持作用，其次生物炭孔隙结构十分发达，富含

有机大分子，于土壤中能够促使形成较大团聚体，进

而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施用生物炭处理各养分等

级有所变化（表４），施炭后铵态氮、有机质等级均由
原来的３级上升为２级，有效磷保持在３级标准，速
效钾等级仍保持 １级标准，说明土壤肥力在施用生
物炭后有所提高。

２０１７年施炭处理比未施炭处理的土壤铵态氮、
速效 钾、有 机 质 含 量 各 自 平 均 增 加 ２５９９％、
１８１１％、１６６９％；２０１８年施炭处理铵态氮、速效
钾、有机质较未施炭处理平均分别增加了 ２５４５％、
１７７１％、１３４５％，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各指标变化趋势与
２０１６年一致，３个指标影响显著性从大到小顺序依
旧为铵态氮、有效钾、有机质，有效磷含量施炭组与

表 ３　３年不同处理的土壤养分质量比

Ｔａｂ．３　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ｇ／ｋｇ

年份 处理 铵态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

ＣＫ１５ １０１９ｂ １８７ａｂ ２８２ｃ ２８０ｂ

Ｔ１５ １２９５ａ １９３ａ ３４６ａ ３３１ａ

２０１６
ＣＫ３ １００３ｂ １８６ａｂ ２８０ｃ ２７４ｂｃ

Ｔ３ １２８４ａ １９４ａ ３３５ａｂ ３２１ａ

ＣＫ５ ９８２ｃ １８９ａｂ ２７５ｃ ２５７ｂｃ

Ｔ５ １２４３ａ １８８ａｂ ３２６ｂ ３０１ａｂ

ＣＫ１５ １００４ｂ １８６ａｂ ２８１ｃ ２７５ｂ

Ｔ１５ １２６７ａ １８９ａｂ ３４４ａ ３１６ａ

２０１７
ＣＫ３ １０００ｂ １８７ａｂ ２８２ｃ ２６４ｂ

Ｔ３ １２３４ａ １９１ａ ３２８ｂ ３０７ａ

ＣＫ５ ９６７ｂｃ １８３ａｂ ２７１ｃ ２４６ｂ

Ｔ５ １２２６ａｂ １８５ａｂ ３１３ｂ ２９３ａ

ＣＫ１５ ９９９ｂ １９１ａ ２８０ｂｃ ２６８ｂ

Ｔ１５ １２５８ａ １８９ａｂ ３４１ａ ２９４ａ

２０１８
ＣＫ３ ９８７ｂ １８７ａｂ ２７９ｃ ２４５ｂ

Ｔ３ １２３６ａ １９０ａ ３２５ｂ ２７７ａ

ＣＫ５ ９６１ｂｃ １８６ａｂ ２７１ｃ ２３８ｂｃ

Ｔ５ １２１９ａｂ １８８ａｂ ３１１ｂ ２８１ａ

表 ４　土壤养分等级分级标准

Ｔａｂ．４　Ｇｒａ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ｓ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ｇｒａｄｅ

ｇ／ｋｇ

分级 铵态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机质

１级 ＞１５０ ＞４０ ＞２００ ＞４０

２级 １２０～１５０ ２０～４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３０～４０

３级 ９０～１２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３０

４级 ６０～９０ ５～１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２０

５级 ３０～６０ ３～５ ３０～５０ ６～１０

６级 ０～３０ ０～３ ０～３０ ０～６

对照组差异不显著。不同之处是 ３年施炭组铵态
氮、速效钾、有机质含量增加幅度随年限增长递减，

施炭年限增加致使生物炭对土壤改良效果减弱，因

为土壤大团聚体含量增长率减少，使得含养土团减

少，导致各养分指标含量减小；２０１８年施炭后铵态
氮养分等级由原来的３级上升为２级，有机质、有效
磷都保持在３级标准，速效钾等级仍保持１级标准，
说明仅施加一次生物炭后随年限增加对土壤肥力的

改善能力减弱，表明生物炭的作用随时间的延长会

逐渐衰减，目前本试验数据显示 ３年生物炭对养分
的影响仍然有效。

２３　生物炭对坡耕地大豆产量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
２３１　生物炭对大豆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５为３年各处理大豆产量的构成要素。对于
单株荚数，２０１６年 Ｔ１５、Ｔ３、Ｔ５比相同坡度对照组
分别增加 ３５１４％、２７７８％、２５７１％，２０１７年分别
增加 ２６３２％、２５％、２２８６％，２０１８年分别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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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８％、２１６２％、１４２９％。２０１６年施炭后单株粒
数增长率在 ２１７９％ ～３０１２％之间，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分别为２１０５％ ～２８０５％、１９７４％ ～２７１６％，３年
内均以 Ｔ１５处理的单株粒数增加最大。施用生物
炭在１５°坡度时 ３年对大豆百粒质量的增加率分
别为２０４０％、１８５８％、１８４０％，３°坡度各年百粒质
量的增加率分别为 １７７８％、１７２３％、１７％，５°坡度
各年增长了 １５０４％、１４９３％、１３５４％。说明单次
施用生物炭对大豆单株荚数、单株粒数、百粒质量均

有增加效果，且同坡度呈负相关，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单株荚数与坡度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２８５、
－０３３４、－０４８１，３年单株粒数与坡度相关系数为
－０３２９、－０３６、－０３４３，３年百粒质量与坡度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３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４２；同时从
大豆各产量构成要素增加率可以得出，施炭后年限

越长各构成要素指标增加幅度越小，这是因为施炭

后年限越长土壤结构稳定性增强效果越弱，土壤养

分含量改善效果越弱，致使土壤肥力逐年相对减弱，

进而使得大豆各构成要素增幅减弱。

表 ５　３年各处理大豆产量构成要素

Ｔａｂ．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ｙｉｅｌｄｆｏｒ

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年份 处理 单株荚数／个 单株粒数／粒 百粒质量／ｇ

ＣＫ１５ ３７ｂ ８３ｃ １９３１ｂ

Ｔ１５ ５０ａ １０８ａ ２３２５ａ

２０１６
ＣＫ３ ３６ｂ ８０ｃ １８７８ｂｃ

Ｔ３ ４６ａ ９９ｂ ２２１２ａ

ＣＫ５ ３５ｂ ７８ｃｄ １８５５ｂｃ

Ｔ５ ４４ａ ９５ｂ ２１３４ａ

ＣＫ１５ ３８ｂ ８２ｃ １９２７ｂ

Ｔ１５ ４８ａ １０５ａ ２２８５ａ

２０１７
ＣＫ３ ３６ｂ ７９ｃｄ １８６９ｂｃ

Ｔ３ ４５ａ １００ａ ２１９１ａ

ＣＫ５ ３５ｂ ７６ｃｄ １８４２ｂｃ

Ｔ５ ４３ａ ９３ｂ ２１１７ａ

ＣＫ１５ ３８ｂ ８１ｃ １９１８ｂ

Ｔ１５ ４７ａ １０３ａ ２２７１ａ

２０１８
ＣＫ３ ３７ｂ ７８ｃｄ １８５３ｂｃ

Ｔ３ ４５ａ ９７ｂ ２１６８ａ

ＣＫ５ ３５ｂ ７６ｃｄ １８３１ｂｃ

Ｔ５ ４０ａ ９１ｂ ２０７９ａ

２３２　生物炭对大豆产量的影响

施用生物炭最根本目的是通过生物炭来调节土

壤结构、持水性能、养分含量等，进而达到增产的作

用。由图３可知，相同年份各坡度施炭处理较未施
炭处理产量均增加显著（Ｐ＜００５），并且随坡度增
加增产率逐渐减小；不同年间相同坡度大豆增产率

随年限增加而减小（图 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大豆

产量 的 最 大 增 产 率 分 别 为 ２６２９％、２５９０％、
２５２４％。施炭与否、坡度、施炭后年限 ３个因素对
大豆产量均有影响，为进一步探究 ３者对增产的显
著程度，建立产量（ｙ）关于施炭与否、坡度和施炭后
年限的回归方程，其中施炭与否（ｘ１）为定性变量，ｘ１
取０表示不施用生物炭，取１表示施用生物炭，坡度
因子（ｘ２）和施炭后年限因子（ｘ３）为定量变量，得回
归方程

ｙ＝４７９７７８ｘ１－６１８２９ｘ２－５９５ｘ３＋２２４２１３

（Ｒ２＝０９６４，Ｆ＝１５１１９３，Ｐ＜０００１） （８）

图 ３　３年各处理的大豆产量

Ｆｉｇ．３　Ｓｏｙｂｅ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图 ４　３年各处理大豆增产率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回归方程的 Ｒ２大于 ０９，表明回归方程拟合效

果较好；Ｆ＝１５１１９３，Ｐ＜０００１，表明由自变量施炭
与否、坡度、施炭后年限和因变量大豆产量建立的线

性回归模型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ｔ检验的回
归系数显著性值 Ｐ１＝Ｐ２＜０００１，Ｐ３＝０００１，进一
步说明有统计学意义。从回归系数显著性值无法比

较出３个自变量对产量的显著程度，施炭与否、坡
度、施炭后年限 ３个自变量的标准系数分别为
０９０８、－０３３５、－０１８４，绝对值越大代表在此回归
方程中自变量对大豆产量的解释力度越强，因此 ３
个自变量对大豆产量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施炭与

否、坡度、施炭后年限。

２４　基于灰色理论模型的大豆产量预测
本试验中对模型精度检验结果见表 ６。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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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检验后，各检验结果均在符合标准范围内，可以

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本试验中产量加以预测，结果如

表７所示。生物炭的增产潜力随施用年限的延长逐
渐减弱，２０２１年５°小区的产量为２２２３ｋｇ／ｈｍ２，已经
与未施炭区大豆产量十分接近。根据预测产量加上

已有３年试验，大体上可以确定施加一次生物炭其
对作物的有效时间为５～６年。

表 ６　灰色预测模型精度检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ｒｅ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ｍｍｏｄｅｌ

平均相对

误差／％
关联系数 后验差比值

小概率

误差／％

数值 ３８００ ０７１２４ ０３７８９ ７７３１

等级 ２级 ３级 ２级 ３级

表 ７　灰色预测模型预测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大豆产量

Ｔａｂ．７　Ｇｒｅ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ｓｏｙｂｅａｎｙ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２０１９ｔｏ２０２１ ｋｇ／ｈｍ２

年份 ＣＫ１５ Ｔ１５ ＣＫ３ Ｔ３ ＣＫ５ Ｔ５

２０１９ ２１９９ ２６８７ ２１７８ ２５８８ ２１６７ ２４０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１８２

２１７４

２５６４

２４７９

２１６９

２１５５

２４９３

２４０１

２１５８

２１４６

２３１９

２２２３

３　讨论

东北黑土区作为国家大粮仓，增加其作物产量

对东北区乃至全国都至关重要。生物炭施入土壤后

通过改善土壤结构状况、土壤养分环境、土壤肥力，

进而达到大豆增产目的。

适合作物生长的水稳性团聚体粒径在 ０２５～
５ｍｍ之间，这个范围中团聚体有利于土壤水分固
持、植物根系部分呼吸以及土壤养分的吸收与释放。

生物炭施入土壤后改变土壤物理结构，增加土壤微

生物活性，进而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并增加其稳

定性
［２６］
。本试验生物炭施加使 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

微团聚体含量明显减少，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大团聚
体含量显著增加，且变化幅度随坡度、施炭后年限增

加逐渐减弱，同王恩武等
［２７］
研究结果相同。土壤团

聚体良好状态以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加以衡量，土

壤结构稳定指标也是反映土壤抗侵蚀能力的重要指

标
［１７］
，本试验施炭处理 Ｒ０２５、ＭＷＤ、ＧＭＤ增大，ＥＬＴ

减小，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增强，与文献［１８－１９］研
究结果一致，３年中施炭处理各稳定性指标变化幅
度随年份增加均呈减小状态，说明生物炭 ３年内均
能提高团聚体稳定性，有效期大于３年，具体有效期
有待进一步增长试验年限加以验证。

土壤 ｐＨ值是影响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直接影响着土壤养分的存在形态、转化性和有效性。

土壤 ｐＨ值决定各地区适宜播种的作物种类，东北

黑土区作为中国最大粮仓，主要以大豆等经济作物

为主，大豆最适宜 ｐＨ值在 ６５～７５之间，东北黑
土区土壤 ｐＨ值在 ５７～６４之间，故提高东北黑土
区土壤 ｐＨ值对其大豆生长发育至关重要。本研究
施用生物炭显著增大土壤 ｐＨ值（Ｐ＜００５），且增大
幅度随坡度增大而减小；施用当年生物炭对土壤 ｐＨ
值作用极显著（Ｐ２０１６ ＝０００７＜００１），施用次年
（Ｐ２０１７ ＝００２５＜００５）和第 ３年（Ｐ２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５）对土壤 ｐＨ值也达显著水平，但不及施用当
年，可能是由于生物炭施到土壤中逐渐降解。生物

炭增大土壤 ｐＨ值，主要是由于生物炭的灰分中有
Ｋ、Ｃａ、Ｎａ、Ｍｇ、氧化物、氢氧化物、碳酸盐等不同浓
度碱性物质，施进土壤后能提高土壤盐基饱和度，降

低可交换铝的数量，进而提高土壤 ｐＨ值［２８－３０］
。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团聚体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

胶结物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改良土

壤结构，提升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有利于微生物

的活动以及增强土壤养分含量等都有巨大作用。

ＳＣＨＭＩＤＴ等［３１］
认为，生物炭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ＢＲＵＵＮ等［３２］
、ＧＬＡＳＥＲ等［３３］

研究发现，生物

炭的用量及稳定性可以提高有机质含量的增加程

度，主要是生物炭可通过促进土壤有机 矿质复合体

的形成来提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进而减少土壤有

机质淋失。本试验施用生物炭增加了土壤中有机质

含量，其增加幅度随着年限增加而减少，这可能是由

于年限增加，被包裹或吸附在生物炭空隙和有机 矿

质复合体中的微生物生长繁殖速率及活性减弱所造

成的，ＬＩＡＮＧ等［３４］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坡度对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中生物炭添加提高了土壤铵态氮、速效

钾含量，这与有机质含量增多有关，同文献［３１］研
究结果一致，施炭后３年内铵态氮、速效钾含量增长
率均以施用生物炭当年最高，分别为 ２７２３％、
２０３１％；有效磷含量变化并不显著，与文献［１，２８］
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土壤环境差异所致。生

物炭对土壤中铵态氮含量影响最为显著，是因为生

物炭独特的表面特性，使其对土壤水溶液中的

ＮＯ－３、ＮＨ
＋
４ 有超强吸附性，通过减少溶解和迁移来

避免氮元素淋失
［３５］
；另外添加生物炭改善土壤的通

气状况，降低厌氧度，故抑制反硝化作用，减少 ＮＯ－３
经反硝化作用的损失量

［３６－３７］
。施炭后改良了土壤

各养分指标，使得土壤养分等级有所上升，土壤肥力

增强，增强效果与施炭后年限负相关。

单次施用生物炭对大豆单株荚数、单株粒数、百

粒质量均有增加效果，这与魏永霞等
［１６，３８］

研究结果

一致，且各指标同坡度呈负相关；施炭后年限越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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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指标增加幅度越小，这与生物炭对土壤结

构、养分状况的改善情况相一致。施炭处理较未施

炭处理大豆产量均增加显著（Ｐ＜００５），与已有研
究结果

［１４，１６］
一致，且随坡度、年限增加增产率逐渐

减少。由自变量施炭与否、坡度、施炭后年限和因变

量大豆产量建立了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回归方

程拟合效果较好且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各自

变量对大豆产量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施炭与

否、坡度、施炭后年限。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

３年产量，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３８００％，关联系数
为０７１２４，后验差比值为 ０３７８９，小概率误差为
７７３１％，各精度检验结果均符合标准范围，证明灰
色预测模型可以对本试验中产量进行较准确的预

测。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产量预测结果呈递减趋势，２０２１
年５°坡度施炭组与未施炭组产量已十分接近。

４　结论

（１）施用生物炭使 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团聚体
含量明显减少、ｄ＞０２５ｍｍ的土壤大团聚体含量显
著增加，且变化幅度随坡度、施炭后年限增加逐渐减

弱；施加生物炭使 Ｒ０２５、ＭＷＤ、ＧＭＤ增加，使 ＥＬＴ减
小，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增强，该稳定性增强幅度随坡

度增大、施炭后时间延长而减小，生物炭施用当年效

果最为显著，Ｒ０２５、ＭＷＤ、ＧＭＤ各指标最大为７２６６％、
１１１９２ｍｍ、０３６７１ｍｍ，ＥＬＴ最小为２７３４％。

（２）施用生物炭可显著提高土壤 ｐＨ值以及铵
态氮、速效钾、有机质含量，各指标增长率分别高达

１７８８％、２７２３％、２０３１％、１７５１％，但生物炭对有
效磷含量影响不显著。施炭后改良了土壤各养分指

标，使土壤养分等级有所上升，土壤肥力增强，增强

效果与施炭后年限呈负相关。

（３）生物炭对大豆单株荚数、单株粒数、百粒质
量、产量均有明显的正效应，增产率高达 ２６２９％，
同时影响因素还有坡度和施炭后年限，对大豆产量

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施炭与否、坡度、施炭后年

限，坡度越大、施炭年限越长，各指标增加幅度越弱。

（４）改进的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精度较高，可
用于本试验大豆产量的预测，经预测，２０２１年施炭
组产量最低为 ２２２３ｋｇ／ｈｍ２，与未施炭组产量十分
接近，增产有效时间可维持在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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