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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粒径分布的分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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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王朗自然保护区７种土壤为对象，运用分形模型研究了该区表层土壤颗粒粒径分布的分形维数，分析了分形维数
与土壤理化性质如有机质含量、全氮、全磷、ｐＨ及容重的关系。结果表明，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的分形维数犇ｐ
为２．６７９６～２．７４１４；各土壤颗粒粒径与累积重量的对数相关系数犚２＞０．８５（狆＜０．０５）；通过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土壤颗
粒的分形维数仅与粒径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ｍｍ和小于０．００１ｍｍ土壤颗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狆＜０．０５）；此外，土壤颗粒
的分形维数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和容重的关系不显著，然而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全氮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狆＜
０．０５）。通过对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粒径分布的分形维数的探究发现，该区土壤颗粒的分形维数偏低，土壤结构
相对松散，易发生水土流失，需要加强该区生态建设。
关键词：分形维数；土壤颗粒粒径；相关性；王朗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Ｑ９４８．１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６９３（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４７０５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提出的分形模型被广泛用于研究自
然界中复杂而不具规则性的几何体［１］，它具有自相似
性和标度不变性的性质［２］。分形理论在土壤研究中的
应用主要涉及土壤物理性质（如容积密度、空隙尺寸分
布、空隙表面积、颗粒粒径分布、颗粒形状及及其土壤
微地貌等）、土壤物理变化过程（如土壤的吸附作用、扩
散作用及土壤中水和溶质的转移等）、空间异质性的定
量化研究［３］以及利用分形维数来表征土壤的结构、溶
质转移、持水量及土壤浸蚀度等方面［４６］。此外，分形
理论用于土壤科学研究中主要有土壤颗粒的质量分
形、体积分形、表面积分形及土壤孔隙分形等方面的研
究［７］。土壤颗粒粒径分布（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ＳＤ）是表征土壤质地和结构特征的重要因素，ＰＳＤ的
分形维数可以利用土壤机械组成的数据进行计算［８］。
分形维数不仅受土壤颗粒粒径大小分布的影响［９］，同
时还受土壤浸蚀和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影响［１０１１］。
Ａｒｙａ等人［１２］和Ｔｕｒｃｏｔｔｅ等［１３］均提出的对ＰＳＤ的分
形维数的计算方法是基于土壤颗粒和数量来计算分形
维数，但是通过实验得到的数据往往是土壤颗粒的质
量分布数据，从而给研究带来不便。杨培岭等人［１４］在
Ｋａｔｚ研究的基础上，把土壤粒径分布与对应的质量分
布联系起来，提出直接利用质量分布代替粒径分布来
计算土壤颗粒的分形维数的新思路，即粒径分形可以

通过质量分形来表征。
土壤作为一种复杂的几何体，主要由砂、淤泥、粘

土及有机物组成。此外，土壤中的氮和磷是土壤肥力
与质量的重要指标，与土壤生产力关系密切［１５１７］，分
形几何学在土壤中的应用说明土壤是一种具有分形特
征的物质，同时也是一种具不规则性和自相似性的多孔
介质［４５，１８］，这完全符合分形理论的研究条件。ＰＳＤ的
分形维数是反映土壤的结构和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所
以可以通过分析它来定量地了解土壤的分形特征。

本研究对王朗自然保护区７种土壤类型的表层土
壤的ＰＳＤ的分形维数进行了计算并将之与土壤的有
机质、全氮、全磷等理化性质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旨
在利用分形维数来表征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的特
性，也对该区生态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１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研究地区概况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于１９６５年，是全国
建立最早的４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
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该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平武县（３２°４９′～３３°０２′Ｎ，１０３°５５′～１０４°１０′Ｅ）境内，
总面积３２２．９７ｋｍ２，占全县土地面积的５．４％，夏季平
均气温１２．７℃。区内山高坡陡，土壤垂直分布规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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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从低海拔向高海拔过渡依次有山地棕壤（ＭＢＳ，海
拔２３００～３５００ｍ）、山地暗棕壤（ＭＤＢＳ，海拔２６００～
３５００ｍ）、亚高山草甸土（ＳＭＳ，阳坡海拔２３００～
３５００ｍ）、高山草甸土（ＡＭＳ，海拔大于３５００ｍ）、高
山流石滩荒漠（ＡＬＳＤ，海拔大于４０００ｍ）。
１．２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７种土壤类型分别是山地棕壤、
山地潮棕壤、山地暗棕壤、山地潜育暗棕壤、山地白浆
化暗棕壤、山地草甸暗棕壤和亚高山草甸土。在收集
有关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机械组成的数据［１９］基
础上（表１），参照Ｔｙｌｅｒ［２０］等人的方法进行表层土壤
的ＰＳＤ的分形维数（犇ｐ）的计算，即粒径狉小于某一特
定测量尺度犚的累积土粒重量犠（狉＜犚）与犚之间的
关系式如下

犚
犚（ ）ｍａｘ

３－犇ｐ＝犠犠Ｔ

式中，犚ｍａｘ为最大颗粒的平均粒径大小，犠Ｔ为各粒级
重量的总和。在本研究中，土壤的机械组成用质量百
分含量表示，此时，犠Ｔ＝１００。两边取对数得

ｌｇ犠犠（）Ｔ＝３－犇（ ）ｐｌｇ犚
犚（ ）ｍａｘ

然后以ｌｇ犠
犠（）Ｔ对ｌｇ犚

犚（ ）ｍａｘ
进行线性回归，直线的斜

率为３－犇ｐ，从而可以求出犇ｐ。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的分形特征

根据表层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结果计算粒径分布
的犇ｐ，结果发现，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土壤颗粒的犇ｐ值

为２．６７９６～２．７４１４，土壤颗粒粒径与颗粒累积含量
的相关系数犚＞０．８５，相关性显著（狆＜０．０５），说明该
地区土壤颗粒粒径分布具有分形的特征（表１）。
２．２犇ｐ与各粒级含量的相关性

粒径分布是影响土壤质地和结构的重要因素，同
时还对土壤肥力有决定作用，也是进行土壤分类的重
要标准。图１是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的犇ｐ
值与各粒级含量相关性的散点图。从图１可知，犇ｐ值
与粒径在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ｍｍ和小于０．００１ｍｍ的土
壤颗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犚＝
０．９８５７、０．９７６２（狆＜０．０５）。然而，分形维数犇ｐ值与
粒径在０．１～１ｍｍ，０．０１～０．０５ｍｍ和０．００５～
０．０１ｍｍ的土壤颗粒含量的关系未达显著水平，因此
它们与犇ｐ的关系不密切。
２．３犇ｐ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ｐＨ值和容重的相
关性

从图２可知，分形维数犇ｐ与土壤有机质、全氮、全
磷、ｐＨ值和容重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它们与土壤颗粒
的关系不密切。
２．４土壤有机质含量、全氮、全磷、ｐＨ值和容重之间的
相关性

将土壤有机质含量（犗犕）、全氮（犜犖）、全磷
（犜犘）、ｐＨ值和容重进行多元回归相关分析。结果发
现，犗犕仅与犜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式为犗犕＝
０．０３０４犜犖＋０．１８９４（犚＝０．９６２４，狆＜０．０５）（图２）。
这也说明了土壤肥力主要体现在土壤有机质含量上，
而有机质是土壤氮的主要载体，因而土壤全氮含量可
以间接说明土壤的肥力及松散度。

表１　王朗自然保护区表层土壤颗粒的机械组成及其土壤分形维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ｉｔｓ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ｎＷａｎｇｌａ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

土壤
类型

不同粒径的粒级含量／％
０．１～
１ｍｍ

０．０５～
０．１ｍｍ

０．０１～
０．０５ｍｍ

０．００５～
０．０１ｍｍ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ｍｍ

小于
０．００１ｍｍ

发育
层次

有机
质含
量／％

全氮
含量／
％

全磷
含量／
％

ｐＨ
容重／
（ｇ／ｃｍ３）

分形维
数（犇ｐ）

相关系
数（犚）

ＢＳ４．７６１９．０８４１．９１１１．９０ ９．３１ ８．５０ Ａ１６．５００．６５８０．１９９５．９０ ０．６４ ２．６７９６０．９４１５
ＴＢ０．１３９．３６３８．９８１３．００ １７．２２ ２１．２２ Ａ１８．９８０．７３５０．２１５６．０４ ０．６０ ２．７３６２０．９２０５
ＤＢ０．５５８．９９３０．２３２１．５９ ２０．５８ １７．０６ Ａ１８．３８０．８０８０．２１４５．００ ０．８５ ２．７３６４０．８９２５
ＧＤ４．７７１４．０８２４．３０１１．６３ １７．９６ ２４．２６ Ａ８．７２０．４５４０．１９６５．２０ １．２４ ２．７４１４０．９４０２
ＷＳ６．２５８．２６２４．４０１９．０９ １９．０９ ２２．９１ Ａ１０．６２０．５４１０．２０３６．００ １．０８ ２．７３９３０．９１６２
ＭＤ１．４８１４．４７２７．６９１８．０３ １８．０４ ２０．７９ Ａ１１．６４０．５２３０．１５０６．１０ ０．６４ ２．７３４１０．９１９２
ＳＭ０．７８１１．７８３３．８０１４．７８ １６．９０ ２１．９６ Ａ１１．３６０．５２７０．２１３６．１０ ０．６８ ２．７３６３０．９２３４
　　注：ＢＳ：山地棕壤；ＴＢ：山地潮棕壤；ＤＢ：山地暗棕壤；ＧＤ：山地潜育暗棕壤；ＷＳ：山地白浆化暗棕壤；ＭＤ：山地草甸暗棕壤；ＳＭ：
亚高山草甸土；发育层次“Ａ”代表表层土壤，土层厚度约为０～３０ｃｍ；ｐＨ值为水土体积比为１∶１时的情况；相关系数犚指土壤颗
粒粒径与颗粒累积含量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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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
ＰＳＤ是土壤重要的物理性质之一，它对土壤质地

结构、持水量、土壤生产力及土壤的浸蚀有巨大影响。
杨培岭等人［１４］认为犇ｐ＞２．８８，表征土壤结构紧实、通
透性较差。同时，Ｒｉｅｕ等人［２１］也认为分形维数越低，
土壤颗粒的稳定性越低，易被退化或者流失，分形维数
可能是反映土壤浸蚀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本研究
中，该区土壤颗粒的分形维数的变化范围是２．６７９６～
２．７４１４，犇ｐ相对较低。因此，该区土壤可能具有相对
松散的土质结构，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因而增加该区

植被、加强该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很有必要。
李德成等人［２２］认为土壤的分形维数除跟土壤机

械组成有关外，还受土壤类型、土壤的形成过程等因素
的影响。从表１还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土壤的分形
维数存在差异，按犇ｐ从大到小排列所研究土壤的顺
序，依次是：山地潜育暗棕壤、山地白浆化暗棕壤、山地
暗棕壤、亚高山草甸土、山地潮棕壤、山地草甸暗棕壤、
山地棕壤。由此可见，土壤分形维数跟土壤类型有关，
这与李德成的观点一致。由于山地棕壤处于较低海
拔，土壤肥力相对较高，土壤相对松散，因而分形维数
较其它土壤低。

图１　土壤分形维数与各粒级含量的相关性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图２　土壤分形维数与有机质含量、全氮、全磷、ｐＨ和容重的相关性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全氮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ｉ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土壤有机质含量能够很好地反映土壤肥力状况，
它与颗粒分形维数的关系很密切。程先富等人［２３］研
究发现，随土壤颗粒分形维数的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减少；张世熔等人［２４］却发现，随土壤颗粒分形维数的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在本研究中，土壤颗粒分
形维数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相关性不显著，缪持远等

人［２５］对黑土表面颗粒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果，此外，
他们还得出分形维数与全磷、全氮、ｐＨ也无相关性，
而本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因而，分形维数与土壤颗
粒理化性质的关系可能与研究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
土壤结构类型有关，此外，可能还受土壤采样地点林地
覆盖状况等因素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用土壤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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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分布的分形维数来表征土壤养分状况可能具有很
强的空间异质性，未来进一步对此进行研究是非常必
要的。

土壤容重也是表征土壤理化性质的重要参数之
一，它与土质结构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宪勤等人［２６］研
究发现，土壤颗粒的分形维数与容重呈负相关关系；而
张世熔等人［２４］在对耕层土壤颗粒的研究时发现，土壤
颗粒的分形维数与容重呈正相关关系。在本研究中，
土壤容重跟土壤颗粒分形维数没有相关性，郭中领等
人［２７］也得出类似结论，这说明利用分形维数来表征土
壤理化性质可能存在某些不足，需作进一步研究。此
外，土壤容重越大，土壤松散度越低［２８］；土壤容重越
小，表明土壤结构相对松散，孔隙率高［２９］。对该区土
壤容重的研究表明，该区土壤容重普遍较低，因而该区
可能具有相对松散的土质结构，这与利用分形维数表
征该区土壤特征的结果一致。

总之，分形维数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方面需要
进一步研究，未来相关研究对分形维数内涵的深刻理
解和利用分形维数来反映土壤理化性质、结构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１］梁士楚，董鸣，王伯荪，等．英罗港红树林土壤粒径分布的

分形特征［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３，１４（１）：１１１４．
ＬｉａｎｇＳＣ，ＤｏｎｇＭ，ＷａｎｇＢＳ，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ｓｓｏｉｌｉｎＹｉｎｇｌｕｏ
Ｂａ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４（１）：
１１１４．

［２］王美荣，金志琳．分形理论及其应用［Ｊ］．菏泽师专学报，
２００４，２６（４）：５１５６．
ＷａｎｇＭＲ，ＪｉｎＺ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ｚ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４，２６（４）：５１５６．

［３］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Ｋａｙ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ｉｎ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Ｔｉｌｌ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３６
（１）：１２０．

［４］ＴｙｌｅｒＳＷ，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Ｓ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５３（４）：９８７９９６．

［５］ＲｉｅｕＭ，ＳｐｏｓｉｔｏＧ．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Ｔｈｅｏｒｙ［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１，５５（５）：１２３１１２３８．

［６］ＲａｓｉａｈＶ，ＫａｙＢ，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Ｎｅｗｍａｓｓ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３，５７（４）：８９１８９５．

［７］蔡新民，丁新新，潘健等．分形理论在土壤科学研究中的应
用［Ｊ］．防护林科技，２０１１（６）：８１３．
ＣａｉＸＭ，ＤｉｎｇＸＸ，ＰａｎＪ，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ｉｎ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６）：８１３．

［８］陈秉聪，佟金．土壤分形与土壤粘附［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
展，１９９９，２１（２）：３４３６．
ＣｈｅｎＢＣ，ＴｏｎｇＪ．Ｆｒａｃｔａｌ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２１（２）：３４３６．

［９］张季如，朱瑞赓，祝文化．用粒径的数量分布表征的土壤分
形特征［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４，３５（４）：６７７１．
ＺｈａｎｇＪＲ，ＺｈｕＲＧ，ＺｈｕＷＨ．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ＳｈｕｉｌｉＸｕｅｂａｏ，
２００４，３５（４）：６７７１．

［１０］黄冠华，詹卫华．土壤颗粒的分形特征及其应用［Ｊ］．土壤
学报，２００２，３９（４）：４９１４９７．
ＨｕａｎｇＧＨ，ＺｈａｎＷＨ．Ｆｒａｃｔ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３９（４）：４９１４９７．

［１１］ＭｕｎｏｄａｗａｆａＡ．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ｏ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ＰａｒｔｓＡ／Ｂ／Ｃ，２００７，３２（１５）：１１３５１１４０．

［１２］ＡｒｙａＬＭ，ＰａｒｉｓＪＦ．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ｆｒｏ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ａｔａ［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１，４５（６）：１０２３１０３０．

［１３］Ｔｕｒｃｏｔｔｅ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ａｎ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６，９１（Ｂ２）：１９２１１９２６．

［１４］杨培岭，罗远培，石元春．用粒径的重量分布表征的土壤
分形特征［Ｊ］．科学通报，１９９３，３８（２０）：１８９６１８９９．
ＹａｎｇＰＬ，ＬｕｏＹＰ，ＳｈｉＹＣ．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ｓ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９３，３８（２０）：１８９６１８９９．

［１５］ＡｌＫａｉｓｉＭＭ，ＹｉｎＸ，ＬｉｃｈｔＭＡ．Ｓｏ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ｉｌｌａｇｅａｎｄ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ｓｏｍｅＩｏｗａｓｏｉｌ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０５（４）：６３５６４７．

［１６］ＳｏｖｉｋＡＫ，ＡａｇａａｒｄＰ．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ｓｏｌｉｄｐｏｒｏｕ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４７７６．

［１７］Ｗ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Ｘ，Ｈｕａｎｇ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ｉｌ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ｔｏ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
ｓｅｓｉｎａｓｍａｌ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ａ［Ｊ］．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０９，１５０（１）：１４１１４９．

［１８］ＬｉｕＸ，ＺｈａｎｇＧ，Ｈｅａｔｈｍ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Ｙｉｍｅｎｇ，Ｃｈｉｎａ
［Ｊ］．Ｇｅｏｄｅｒｍａ，２００９，１５４（１）：１２３１３０．

［１９］王金锡，马志贵．大熊猫主食竹生态学研究［Ｍ］．成都：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

０５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ｎｕｊ．ｃｎ　　　　　　　　　　第３０卷



ＷａｎｇＪＸ，ＭａＺ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ｇｉａｎｔｐａｎｄａ
ｓｔａｐｌｅｆｏｏｄｂａｍｂｏｏ［Ｍ］．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２０］ＴｙｌｅｒＳＷ，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ＳＷ．Ｆｒａｃｔ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２，５６（２）：３６２３６９．

［２１］ＲｉｅｕＭ，ＳｐｏｓｉｔｏＧ．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１，５５（５）：１２３９１２４４．

［２２］李德成，张桃林．中国土壤颗粒组成的分形特征研究［Ｊ］．
土壤与环境，２０００，９（４）：２６３２６５．
ＬｉＤＣ，ＺｈａｎｇＴ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Ｓｏ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９（４）：２６３２６５．

［２３］程先富，史学正，王洪杰．红壤丘陵区耕层土壤颗粒的分
形特征［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３，２３（５）：６１８６２１．
ＣｈｅｎＸＦ，ＳｈｉＸＺ，ＷａｎｇＨＪ．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ｈｉｌ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ｒｅｄｓｏｉｌ［Ｊ］．Ｓｃｉ
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３（５）：６１８６２１．

［２４］张世熔，邓良基，周倩，等．耕层土壤颗粒表面的分形维数
及其与主要土壤特性的关系［Ｊ］．土壤学报，２００２，３９（２）：
２２１２２６．
ＺｈｕａｎｇＳＲ，ＤｅｎｇＬＪ，ＺｈｏｕＱ，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ｌｏｗｅｄｌａｙ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ｍａｉｎ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Ａｃｔａ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０２，３９（２）：２２１２２６．

［２５］缪驰远，汪亚峰，魏欣，等．黑土表层土壤颗粒的分形特征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９）：１９８７１９９３．
ＭｉａｏＣＹ，ＷａｎｇＹＦ，ＷｅｉＸ，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８（９）：１９８７１９９３．

［２６］曾宪勤，刘和平，路炳军，等．北京山区土壤粒径分布分形
维数特征［Ｊ］．山地学报，２００８，２６（１）：６５７０．
ＺｅｎｇＸＱ，ＬｉｕＨＰ，ＬｕＢＪ，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６（１）：
６５７０．

［２７］郭中领，符素华，王向亮，等．北京地区表层土壤分形特征
研究［Ｊ］．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５４１５８．
ＧｕｏＺＬ，ＦｕＳＨ，ＷａｎｇＸＬ，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３０（２）：１５４１５８．

［２８］徐宁，吴兆录，李正玲，等．滇西北亚高山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土壤容重与根系生物量的比较研究［Ｊ］．安徽农业科
学，２００８，３６（００５）：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ＸｕＮ，ＷｕＺＬ，ＬｉＺＬ，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ｏｉｌ
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ｏｏｔｓｂｉｏｍａｓ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ｉ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３６（００５）：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２９］黄昌勇．土壤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ＨｕａｎｇＣＹ．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犈犮狅犾狅犵狔犻狀犜犺狉犲犲犌狅狉犵犲狊犃狉犲犪
犉狉犪犮狋犪犾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犛狅犻犾犘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狅犳狋犺犲犖犪狋狌狉犲犚犲狊犲狉狏犲犻狀犠犪狀犵犾犪狀犵

ＬＩＪｕｎ１，ＴＡＮＧＣｈｕｎｒｏｎｇ１，ＳＨＥＮＪｕｎｊｉａｎ１，ＹＡＮＨｏｎｇｙｕ２，ＬＥＩＮｉｎｇｆｅｉ１，ＺＨＵＡＮＧＨｅ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００；
２．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Ａｂａ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ｎｄＱｉａ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ｒｋａｍ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２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Ｆｒａｃ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ｖｅｎ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ｏｉｌｉｎ
Ｗａｎｇｌａ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ｅ．ｇ．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ｏ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Ｈ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ｒａｎｇｆｒｏｍ２．６７９６ｔｏ２．７４１４．Ｔｈｅ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ｖ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０．８５（狆＜０．０５）．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ｎｌｙｈａｓａ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ａｎｄｌｅｓｓ０．００１ｍｍ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ｐＨａｎｄ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狆＜０．０５）．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ｏｐ
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ｉｎＷａｎｇｌａｎｇ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ｓｌｏｗｅｒ，ａｎｄ
ｔｈａｔｓｏｉ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ｍｏｒｅｌｏｏｓｅａｎｄｅａｓｉｌｙｃａｕｓｅｄｓｏｉ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ｔｏ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ｒａｃｔ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ｉ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方　兴）

１５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ｎｕｊ．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