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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了 、

广西年平均气温具有三维的分布规律
。

某些地方的年平均气温可以用三元经验方程来估算
。

经验方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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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气象 台站的有关数据
,

通

过线性 回 归方程可得 到年平均土温的附加常量
,

便可估算 出任何采样点的年平均土温
,

对野外工作带来方便
。

近年来
,

由于诊断层和诊断特性概念的引入
,

我国的土壤分类指标有逐步从定性走向定

量化的趋势
。

全国土壤系统分类基金课题研究协作组已提出了《中国土壤分类初拟》〔 1〕 和《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 〔 2〕
。

它们都对土壤的年平均温度作了一些规定
。

美国 《土壤分类 》一书认为
,

土壤的年平均温度可以在年平均气温的基 础 1上加 1 ℃来 估

算〔 3〕
。

这就提出了两个条件
: 一是要有年平均气温的资料

,

二是要有在年平均气温基础上估

算土壤年平均温度时增加 的常量
。

野外土壤调查
,

剖面远离气象台站
,

判断剖面所在位置的年平均气温固然可以参考附近

气象台站的数据
。

但土壤年平均温度与年平均气温之间的关系仍不好解决
。

就广西而言
,

目前尚缺乏 50 o m深处的实测的土壤温度
。

同时我们希望能在野外随时确定

剖面所在位置 50
o m深处的年平均土温

,

以便及时进行对比
。

为此
,

我们分析了广西各地气 温

资料
,

觉得这些年平均气温具有三维的分布规律
。

因为广西东南受太平洋暖湿气团的影响较

大
,

西南接受从云贵高原而来的下降气流
。

一般情况下
,

气温有西北高而东南低的趋势
。

加

上同纬度太阳辐射量相同
,

海拔高处比低处气温低的规律
,

选用三元的回归方法可以获得一

个普遍性较高的经验公式
,

在野外直接估算剖面所在位置的年平均气温
。

在此基础上加一个

常量
,

直接估计土壤的年平均温度
。

根据广西气象局颁布的 1 9 7 1一 1 9 8 0年的各地年平均气温的资料 ( 94 个台站 )所进行的三元

回归计算
,

获得年平均气温的经验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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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平均气温的基础上估计土壤年平均温度增加的常量
。

我们利用现有气象台站不同深

度年平均土温的观测值进行估算
。

广西 目前有 80 o m深的年均土温观测值的台站有 9 个
。

把 年

平均土温按不同深度减去该台站的年平均气温
,

所得差数再进行平均
,

然后与对应的土壤深

度进行线性回归
,

求出经验公式为
:

Y (土壤平均温 一年平均气温 ) = 2
.

1 8 3 26 + 0
.

o o 5 3 x

十进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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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野外调查
,

就可以随时判琦所在位置 5肚 m深处年平均土壤温度的状况
。

广西的年平均气温分布规律也许比较单纯
。

其它地区可以根据分布特点分地区采用不同

形式来表达
,

这样对野外调查无疑是较方便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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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 作物产量百公

斤 /亩 多 x

— 还草量百公斤 /亩
。

对上述方程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 0 ,

求得最佳还 草量为
:

对旱田而言为 2 10 公斤 /亩
,

对水

田为 1 8 8公斤 /亩
。

2
。

适当补施氮肥
。

由于秸秆碳氮比大
,

补充适当氮肥调节 C / N 值有利于微生物的活 动
。

据试验
,

每向土壤归还 100 公斤秸秆
,

应补施碳按 10 公斤
。

(三 )种绿肥 绿肥的碳氮比小
,

易分解
,

长期种植并施用绿肥
,

也能有效地提高土壤的

有机质
。

当前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 1

.

提供廉价的保肥种子
,

着重 自繁自用
; 2

.

提高绿肥产

量 ; 3
.

有条件地方种绿肥与发展畜牧业等结合起来
,

以利对绿肥进行综合利用
。

( 四 )增施土杂肥 目前
,

关键是提高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
。

应将其草泥比控 制 在 1 :5 以

下
,

这样土杂肥中有机质的含量将会大大提高
。

(五 )合理轮作 稻麦轮作则是较理想的轮作方式
,

既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

还能有效地

提高土壤的有机质
。

因为实行水早轮作的土壤
,

每年有一半左右时间淹在水中
,

土壤基本处

在嫌气状态
,

温度比较低
,

残留土壤的有机物分解缓慢
,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所 以凡

长期进行水早轮作的田
,

土壤有机质含量总是比旱作田 的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