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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

度效应
1
 

张文婷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运用地统计学、地理信息系统、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江西省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

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尺度分为省域尺度、完整地貌单元尺度和完'整地貌单元相对应的县域尺度。结果

表明：（1）不同尺度下耕地土壤有机碳均值差异显著，变异系数基本不变；（2）从县域尺度到地貌单元尺度再到省

域尺度，块金效应值和空间自相关距离呈增大趋势；（3）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级别和面积比例差异明显，

小尺度插值图信息更丰富；（4）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秸秤还田、成土母质、土壤类型、髙程和土壤侵蚀对

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存在显著影响，但不同尺度下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秸杆还田和土壤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

的影响不存在尺度效应，成土母质、高程和土壤侵蚀对其影响存在尺度效应。结果可为详细地理解不同尺度下土壤

有机碳空间变异及估测土壤有机碳密度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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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是陆地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土壤肥力状况的重要指标，其空间变

化不仅影响耕地生产力和土壤肥力，而且影响着大气 CO
2
浓度和全球碳循环过程

［1］
。由于受五大成土因素以及人为活动的共同作

用，导致土壤有机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一性，致使其存在明显的区域、时空和尺度效应
［2］
。长期以来，随着 3S 技术和变异

函数分析组合应用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单一区域、时空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做了大量研究
［3］

。多数仅关注不同区域或

时空上土壤有机碳变化，少数涉及不同尺度下的研究
［4］

。同一区域中，由于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自相关程度差异大，变异函

数的随机成分也在不断变化，单一尺度的结构特征将被掩盖，不利于精确地分析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5］

。

因此，迫切需要了解土壤有机碳在不同尺度下空间变化规律。 

近年来，对于土壤有机碳多尺度效应，众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6~8］

。张志霞等
［6］

对黄土丘陵区不同地貌单元土壤有机碳空

间变异的尺度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含量信息丰缺程度不一，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赵明月等
［7］

对沐浴小流域和安塞集水区两个尺度上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素相关性进行研究，表明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

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现象。刘世梁等
［8］

分析小流域和县域尺度上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认为尺度扩大了地形和土地利用对土

壤有机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程度。前人研究表明，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区域的相

同因素，在不同空间位置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异质性也存在差异
［9，10］

。为调控土壤碳恢复、累积与循环，需要在世界不同区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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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进行研究，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与耕地质量面临着可能下降的南方红壤区典型的农业大省——江

西省
［11］

。 

国内外学者报道了不同区域、尺度和时空下影响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因素
［2,3,6~10］

，包括高程、成土母质、土壤类型、

耕地利用方式、秸杆还田方式和其它人为活动。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类：随机性因素（包括秸杆还田方式和其它人为活动等）

和结构性因素（高程、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等）。但影响因素仅为定性影响，量化定性因素对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

相对贡献有利于精确地描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规律和调控土壤碳循环
［11］

。地统计学方法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有用且高效的方法

来确定这两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12］

，基于半变异函数的理论模型分析，进一步插值出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部，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中国从未间断向外输出粮食的两个省份之一
［12］

。该区地貌类型多变，环

境较为复杂，不同地貌单元是导致耕地土壤有机碳具有较强空间自相关性和异质性的重要因素
［13］

。目前专门针对该区不同地貌

单元耕地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变异性研究尚不多见，且较少有研究涉及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因此，

本文以江西省耕地土壤有机碳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地貌单元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试图揭示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

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特征及其在不同尺度下的差异性，以期为详细地理解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性以及空间变异的尺度

效应转换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地理坐标介于 24°29'14"〜30°04'41"N,113°34'36〃〜118°28'58"E 之间，总面积为 1.67xl0
5
km

2
,人口 4566万，

辖 11个地级行政区。年平均气温 20〜30℃，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 1340〜2000mm；全年无霜期约 240-300d,为亚热带湿润气候。

省内东、西、南三面环山，东部及东北部有怀玉山和武夷山脉，西部及西北部有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罗霄山脉，南部及

西南部有万洋山、诸广山、大庚岭、九连山脉，高度一般为海拔 1000~1500m，武夷山的主峰黄岗山高达 2195m，为全省最高峰。

中部丘陵、盆地相间；北部平原坦荡，江湖交织，有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及湖区平原。全省地势由东、南、西三面逐

渐向鄱阳湖倾斜，构成一个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兼有平原、岗地。山地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的 36%，丘陵占 42%，岗地、平原、水面占 22%。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林地为主
［12］

，其中耕地面积为 3.09xl0
6
hm

2
,主要分布地

势较低或鄱阳湖平原区，赣江、抚河和饶河等长江支流沿岸分布也较为集中，赣南山地区耕地分布较为分散和破碎。 

1.2土壤采样 

土壤样品按照《全国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采集于 2012年 11月至 2013 年 2月，在考虑空间分布均匀性和样

点代表性的前提下，每个采样点采集 4 个点进行充分混合，用四分法留取 lkg 土样，并运用 GPS 记录该样点经纬度，同时详细

记录该样点土壤类型、成土母质、耕地利用方式和桔秤还田等信息，共采集耕地表层（0〜20cm）土壤样点 16582个（图 1（a））。

土壤样品经过自然风干后，在实验室磨碎过筛，采用重铬酸钾（K2Cr2O7）油浴加热测定土壤有机碳含量
［12］

。 

1.3尺度划分 

本文将江西省划分为 3个尺度（表 1）:省域尺度（C）、地貌单元尺度（A）以及与地貌单元对应的县域尺度（B）。其中，地

貌单元根裾江西省地形地貌特征分区划分为 4 个地貌单元：鄱阳湖平原区（A1）、赣中丘陵区（A2）、赣北丘陵山地区（A3）和

赣南山地区（A4）。鄱阳湖平原区基本特征：地势平坦，水域广阔，水土条件优越，耕地面积比重较大，粮食地位突出。赣中丘

陵区基本特征：属罗霄山脉中段，东西南三面环山，地形以丘陵为主，盆地谷地低平宽广，林地和耕地面积比重较大，农业综

合开发潜力较大。赣北丘陵山地区基本特征：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北东向岭谷相间排列，区内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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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幕阜、九岭、怀玉和武夷四大山脉，降水充沛，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赣南山地区基本特征：地处赣江上游，区内以山地为主，

武夷山、南岭山和罗霄山脉的交汇地带，地形起伏较大,降水充沛，水土流失相当突出，近 20a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县域尺度也

由四部分组成，本文选择 4 个地貌单元的代表性县：鄱阳湖平原区的南昌县（B1）、赣中丘陵区的泰和县（B2）、赣北丘陵山地

区的上饶县（B3）和赣南山地区的信丰县（B4）。 

 

表 1不同尺度划分 

Tab. 1 Divided by different scales 

省域尺度 地貌单元尺度 地貌单元对应的县域尺度 

江西省（c） 

郵阳湖平原区（A1） 

 赣中丘陵区（A2） 

赣北丘陵山地区（A3） 

 赣南山地区（A4） 

南昌县（B1） 

泰和县（B2） 

上饶县（B3） 

信丰县（B4） 

 

1.4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受采样及实验室分析误差的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测量结果存在异常值，从而对土壤有机碳空间总体分布与统计分析产生

影响。本文采用域值法(3 倍的标准差)对采样点数据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异常值进行剔除［13］，得到剔除后总样点为 16109 个，

本文相关研究均采用剔除异常值后的数据。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了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均值和范围上的变异
［14］

，但只能描述其含量变化的总体趋势，不能揭示其空间

结构特征
［15］

，运用 GS+软件对研究区土壤有机碳数据进行空间结构分析。在空间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普通克里格法对土壤有

机碳进行空间插值，进而得到其空间分布
［12,14］

，空间分辨率均设定为 30m。根据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

含量分级标准和有机质与有机碳的转换系数(1.724)
［16］

，土壤有机碳被分为 6个级别：一级(>24.0g/kg)、二级(18.0〜24.0g/kg)、

三级(12.0-18.0g/kg)A 四级(6.0〜12.0g/kg)、五级(3.5-6.0g/kg)和六级(<3.5g/kg)。 

基于全省 1:10万的地形图生成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图 1(c))。高程由 DEM在 ArcGISlO.2 软件中

处理提取［14］。在方差分析中，成土母质、土壤类型、桔秤还田和土壤侵蚀为定性变量，成土母质分为 10 组：第四纪红色粘

土、河湖沉积物、红砂岩类风化物、泥质岩类风化物、石英岩类风化物、酸性结晶岩类风化物、碳酸岩类风化物、下蜀系黄土

状物和紫色岩类风化物；土壤类型分为 5 组：水稻土、红壤、黄褐土、石灰土和潮土；秸杆还田分为 3 组：秸秤不还田、桔杆

翻压还田和秸秆覆盖还田；土壤侵蚀分为 6 组
［16］

:无明显侵蚀、轻微侵蚀、中度侵烛、重度侵蚀、极强度侵蚀和剧烈侵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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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中，成土母质、土壤类型、秸杆还田和土壤侵烛采用虚拟变量
［12~15］

对分组变量进行赋值，从而实现对定性因素的定量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描述性统计特征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表 2)，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均值差异显著。从县域尺度来看，丘陵县与丘陵山地县均值显著大

于山地县。从地貌单元尺度来看，丘陵山地区均值最高，为 18.33g/kg；山地区均值最低，为 16.96g/kg。平原区、丘陵区和丘

陵山地区均值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山地区。从省域尺度来看，土壤有机碳均值处于中等水平，与县域尺度均值含量

差异较大但与地貌单元尺度均值差异较小。县域尺度与地貌单元尺度土壤有机碳均值含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在尺度转换的

过程中，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性存在尺度效应。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的变异系数范围为 28.19%-34.34%,根据 Nielsen 等
[17]
提

出的变异系数分类标准，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均属于中等变异性。K-S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含量均符合正态分

布。 

表 2 土壤有机碳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尺度类型 地貌单元 样点数 
最小值 

(g/kg) 

最大值 

(g/kg) 

平均值 

(g/kg)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K-S 

(?) 

 B1 354 7.66 33.76 19.51A 5.50 28.19 0.32 

县域 
B2 377 7.42 33.76 17.83BCDE 5.47 30.68 0.58 

B3 182 7.25 32.08 17.01EF 5.24 30.81 0.63 

 B4 325 7.02 34.22 15.20G 5.22 34.34 0.17 

 A1 6031 5.22 35.44 17.92BC 5.61 31.31 0.40 

地貌单元 
A2 3151 7.13 40.31 18.04B 5.30 29.38 0.35 

A3 4389 7.02 39.73 18.33B 5.69 31.04 0.38 

 A4 2538 7.01 35.44 16.96F 5.40 31.84 0.43 

省域 C 16109 5.22 40.31 17.90BCD 5.55 31.01 0.35 

注:不同类型间均值无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1). 

 

Tab. 3 

表 3 土壤有机碳的半变异函数参数 

Semivariance parameter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尺度类型 地貌单元 模型 块金值 基台•值 块金效应（％） 变程（km） 决定系数 残差 

 B1 球状 13.99 30.77 45.47 4.53 0.752 0.588 

县域 
B2 指数 10.85 30.62 35.43 8.28 0.926 0.295 

B3 指数 14.67 26.77 54.80 2.70 0.333 0.468 

 B4 指数 11.38 27.22 41.81 4.89 0.834 0.292 

 A1 指数 22.02 42.25 52.12 56.25 0.971 0.005 

地貌单元 
A2 指数 15.06 25.99 57.95 12.60 0.487 0.437 

A3 指数 17.16 32.04 53.56 18.30 0.571 0.231 

 A4 指数 16.84 29.46 57.16 29.10 0.829 0.151 

省域 C 指数 22.86 30.91 73.96 30.60 0.713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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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土壤有机碳空间结构 

土壤有机碳空间结构分析结果及其相关参数见表 3。综合拟合系数和残差等参数，除平原县最优理论模型为球状模型外，不

同尺度下均为指数模型。从县域尺度到地貌单元尺度再到省域尺度，块金效应值呈增大趋势，表明在尺度增大过程中随机性因

素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增加。丘陵区与丘陵县，山地区与山地县块金系数值均存在较大波动，说明结构性因素与随机性因素的相

对重要性在这几种尺度中变化较大。变程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呈递减趋势，表明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范围随尺度缩小而降低。

在平原区与平原县，丘陵区与丘陵县，丘陵山地区与丘陵山地县，拟合系数均存在较大波动，这说明即使具有相似地形地貌的

地貌单元土壤有机碳空间结构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综上，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存在尺度效应。 

2.3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 

平原县与平原区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是南部高于北部（图 2a和图 2b）。丘陵县的空间插值图表明土壤有机碳分布较为破碎，

存在较多低级别区域包含的高级别部分（或高级别区域包含的低级别部分），反映的信息量多；而丘陵区土壤有机碳较为平滑，

信息量较少（图 2c和图 2d）。丘陵山地县与丘陵山地区的空间分布均较为破碎（图 2e和图 2f）。从山地县与山地区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图 3a 和图 3b），土壤有机碳不同级别比例有所不同。从省域尺度上看（图 3c），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表现出西

北部和东南部要低于中部的总体趋势，这与江西省东、西、南三面环山地形变化规律一致；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平原区

南部、赣中丘陵区和赣东北丘陵山地区，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平原区北部和赣南山地区。 

 

县域尺度上，不同级别空间分布和面积比例差异明显（表 4）。平原县和丘陵县的二级面积所占比例最大；丘陵山地县和山

地县三级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地貌单元尺度上，平原区、丘陵区和丘陵山地区二级和三级面积所占比例相当，而山地区二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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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所占比例差异明显。省域尺度上，二级和三级面积所占比例相当，一级和四级所占比例较少，总体水平较高，与描述性统

计分析结果一致（表 2）。从不同级别来上看（表 4），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含量均较高，不存在五级和六级含量。 

 

表 4 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各级别面积比例(％) 

Tab.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grading areas ( % ) 

尺度类型 地貌单元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B1 1.39 67.86 30.75 0.00 0.00 0.00 

县域 
B2 5.72 ' 47.41 43.58 3.29 0.00 0.00 

B3 0.03 30.83 66.67 2.47 0.00 0.00 

 B4 0.86 20.86 62.13 16.15 0.00 0.00 

 A1 2.40 45.51 44.16 7.93 0.00 0.00 

地貌单元 
A2 1.39 54.20 44.41 0.00 0.00 0.00 

A3 5.22 45.02 47.43 2.33 0.00 0.00 

 A4 1.27 33.44 63.37 1.92 0.00 0.00 

省域 C 2.39 46.35 48.50 2.76 0.00 0.00 

2.4影响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尺度效应的因素 

从表 5 可以看出：县域尺度上，平原县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秸杆还田、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和高程；丘陵县和丘陵山地县的

影响因素主要是秸秆还田和土壤类型；秸秆还田、成土母质、土壤类型、高程和土壤侵蚀均会对山地县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产

生影响。地貌单元尺度上，平原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秸杆还田、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丘陵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秸杆还田、土

壤类型、高程和成土母质。丘陵山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拮秆还田、土壤类型、成土母质和土壤侵蚀；山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秸杆还田、土壤类型、高程和成土母质。省域尺度上，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主要影响因素为秸秤还田、高程和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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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表明不同因素在不同尺度下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就桔秆还田而言，不同尺度下桔杆还田对土

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影响均显著，影响程度介于 33.20%〜46.00%之间，尺度效应不明显。就成土母质而言，尺度效应明显，在县

域尺度上仅平原县和山地县呈极显 著影响，而丘陵县为显著影响，丘陵山地县影响不显著；在地貌单元尺度上均呈极显著影

响；在省域尺度上影响显著。就土壤类型而言，不同尺度下土壤类型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影响程度

介于 5.10%〜20.36%之间，尺度效应不明显。就高程而言，在县域尺度上仅平原县和山地县呈极显著影响，而丘陵县和丘陵山地

县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在地貌单元尺度上丘陵区和山地区达到极显著影响水平，平原和丘陵山地县影响程度不显著；在省域

尺度上影响水平极显著，尺度效应明显。就土壤侵烛而言，在县域尺度上仅丘陵县和山地县影响水平显著，而平原县和丘陵山

地县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影响不显著；在地貌单元尺度上仅平原区和丘陵山地区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在省域尺度上影响不

显著；尺度效应明显。 

表 5不同因素对土壤有机碳的回归分析调整决定系数(％)和方差分析概率水平 

Tab. 5 Regression analysis adjusted R2( % ) and the probability level of variance analysi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ith affecting factors 

尺度类型 地貌单元 桔秆还田 成土母质 土壤类型 髙程 土壤侵蚀 

 B1 42.60(P<0.01) 15.60(P<0.01) 17.85(P<0.01) 11.29(P<0.01) / 

县域 
B2 43.10(P<0.01) 1.20(P<0.05) 19.11(P<0.01) / 2.40(P <0.05) 

B3 33.40( P<0.01) / 14.62( P<0.01) / / 

 B4 46.00( P<0.01) 12.60( P<0.01) 20.36( P<0.01) 9.80(P <0.01) 5.40( P<0.05) 

 A1 46.50( P<0.01) 17.20( P<0.01) 10.56( P<0.01) / l.ll(P<0.05) 

地貌单元 
A2 33.20(P<0.01) 5.00(P<0.01) 11.46(P<0.01) 8.29(P<0.01) / 

A3 37.00(P<0.01) 7.20( P<0.01) 20.23( P<0.01) / 3.60( P<0.05) 

 A4 40.40(P<0.01) 10.50(P<0.01) 15.96(P<0.01) 11.97(P<0.01) / 

省域 C 38.90( P<0.01) 2.60(P<0.05) 5.10(P <0.01) 9.49(P <0.01) / 

注：“/”表示不存在显著影响. 

3 讨论 

3.1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 

江西省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变异系数有增有减，但总体变化不大，其它区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果
［6，18］

。张志

霞等
［6］

对黄土高原区不同地貌单元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进行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王淑英等
［18］

北京市平谷区不

同尺度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尺度下土壤有机质变异系数基本不变。但吴乐知等
［5］

利用中国第二次

土壤普查数据研究认为：变异系数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而下降。其原因可能是所选取样点的代表性问题，国家尺度采用二次土

壤普查数据（2473）,由于当时采样并不按照行政区均匀布点，各区域有效样本差异较大；而江西省采用 2012 年测土配方时期

样点（16109）,样点采样方式更趋合理，各区域有效样本数差异较小。 

江西省不同尺度下耕地土壤有机碳均值差异显著，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较为复杂，这是因为土壤有机碳很容易受秸杆还田，

氮肥施用，耕作方式和田间管理水平的影响
［12，15］

。林飞燕等 M 对江西农田土壤固碳潜力进行监测发现秸秆还田和耕作方式（翻

耕）是影响土壤中碳含量的主要因素；江叶枫等
［12］

研究表明江西省耕地土壤有机碳变异主要受桔秆还田和氮肥施用量的影响；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在县域尺度上，平原县均值含量最高；而在地貌单元尺度上山地区均值最低。首先，平原区与山地区在

秸杆还田量（率）存在一定差异，这也是由于不同地形地貌下地形条件和田间管理水平所导致的。其次，本研究所选取的区域

均为地形地貌所主导的典型县与区，髙程和土壤侵蚀是不同地貌单元所区分的重要参考因素
［6，12~14］

。一方面，髙程间接支配着水

热资源的分配，影响着土壤的发育程度；水热资源的分配直接左右土壤中有机质的矿化和腐殖化过程，从而支配着不同地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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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土壤有机碳含量，使得江西省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的总体趋势与该区地形分布规律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的变化，不

同地貌单元所主导区域主要是土壤侵蚀与土壤类型的不同，通过对江西省土壤类型与土壤侵蚀图（水利部调查的江西省土壤侵

蚀图）进行叠加，发现土壤侵蚀程度较轻的区域主要是平原和高程较低区域，由于精耕细作和农业管理水平较髙导致该区域土

壤有机碳含量较高，而侵烛程度较重的区域主要是赣南山地区和江西省东、南、西三面髙程较高处，尤以兴国县为代表，石砾

含量较髙、有机质含量较低并且土层较薄的石灰土和粗骨土成为主导土类，土壤有机碳含量下降
［16］

。 

空间尺度具有明确的地学含义。尺度越大，空间范围越大，显示差异的影响因素也更概括和抽象。吴乐知等
［5］

研究中国土

壤有机质含量变异与空间尺度的关系，表明同一区域内土壤有机质的变异系数会随着土壤剖面数量的增加而增大，大尺度的空

间变异以小尺度为基础，小尺度内部的空间变异被掩盖，变异程度随尺度扩大而降低。因此，样点数的增加和尺度的缩小有利

于更加精确地描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特征。在大尺度中应用小尺度的影响因素，会由于其影响过于微弱而被概括，再加上尺

度变化带来的过程复杂化，造成大尺度区域与小尺度中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与影响程度降低甚至丧失。 

目前，我国省域尺度上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研究所采用的土壤剖面数据大多来源于第二次土壤普查中的省级汇总资料
［20］

，

如各省下属县市编制的土种志，研究大多是在某一土壤制图单元级别（如土种、土属、亚类、土类）上进行土壤有机碳的估算，

鲜有考虑不同尺度对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结果影响的报道。因此，在不同区域和尺度下对土壤有机碳的储量估算中，更应考虑

与尺度匹配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成土母质、高程和土壤侵蚀。此外，由于自然因素中的地貌部位、沉积物类型、灌溉水源以

及农田基本设施、耕作制度以及灌溉方式等田间管理措施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3.2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影响因素 

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由随机性因素（如秸秆还田）与结构性因素（如成土母质）共同控制，随机性因素减弱了土壤有机碳

空间依赖性而结构性因素增强了空间依赖性
［16］

。在县域尺度上，土壤有机碳块金效应值介于 25%~75%之间，根据 Cambardella
［21］

关于块金效应值的划分，县域尺度上呈中等空间依赖性，除丘陵山地县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受随机性因素影响要大于结构性因

素外，其它县均为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大于随机性因素。在地貌单元尺度上，土壤有机碳均呈中等空间依赖性，空间变异受随机

性因素影响要大于结构性因素。在省域尺度上，土壤有机碳块金效应值为 73.96%，呈中等空间依赖性，空间变异受随机性因素

影响大于结构性因素。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尺度的扩大，土壤有机碳的空间自相关距离呈增大趋势，这与其他区域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6］
，如张志霞等

［6］
在研究地貌单元尺度下有机碳的变程为 17.7km，而在县域尺度上黄土丘陵区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空

间自相关距离为 18.8km,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县域尺度下地貌类型多样，沟壑纵横，海拔差异较大，而在地貌单元尺度下，除高山

区外，其他地貌单元地形都较破碎，而在较小研究尺度下，所选的行政区域比较完整，地貌类型单一，自然条件趋于一致，人

为管理措施相差不大；另一方面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样点的间距与数量级别在各个尺度下是一致的有关。变异系数均基本

不变（表 2），说明耕地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差异在缩小，更趋向一致性。 

从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可以看出（表 4），秸秆还田、成土母质、土壤类型、高程和土壤侵烛等均在不同程度和尺度下对土

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变异存在影响，但秸杆还田和土壤类型的尺度效应不明显，不同尺度下影响显著且差异相对较小。究其原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以来
［15］

，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江西省作物生产就由此从传统的仅仅依赖

土壤自身肥力与有限的有机肥转变到使用化肥与秸杆还田中来，由于秸秆还田不仅能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丰富的碳源，且能促使

集约化高氮输入的农田生态系统维持正常的碳氮比例，改善土壤结构板结和连作障碍等现象，中国桔秆还田率在 50%左右
［22］

;

土壤类型表示土壤经成土过程形成后的土壤种类，红壤多由老冲积物发育而来，土壤性质较稳定，江西省耕地土壤类型 56%以上

为红壤；二者在不同区域和尺度下均变化较小（表 5），因此尺度效应不明显。而成土母质、高程和土壤侵烛尺度效应明显，不

同尺度下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有所不同。高程是不同地貌单元所区分的重要参考因素，同时不同地形地貌特征将进一步导致土壤

侵蚀程度的差异性，因此二者均有明显的尺度效应
［6］
。成土母质代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基础

［16,22］
,第四纪红色粘土由质地黏

细的颗粒经一般风化过程沉积而成，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较强；河湖沉积物主要由河流和湖泊搬运堆积而成，常含水生动植物残

体，土壤营养元素含量较高；泥质岩类风化物主要由细砂粒发育而来，矿物质营养相对丰富，土壤养分累积能力一般
［23］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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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成土母质涉及种类复杂
［13］

，各个县域尺度和地貌单元尺度上成土母质种类不一，成土母质尺度效应明显。 

4 结论 

江西省耕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存在尺度效应，不同地貌单元耕地土壤有机碳均表现为中等变异性。随着尺度的变化，桔

秆还田和土壤类型对耕地土壤有机碳空间变异的尺度效应不明显；成土母质、高程和土壤侵蚀对其尺度效应明显。 

致谢：感谢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农业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的江叶枫对本文数据获取、分析和论文写作做出的

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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