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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
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

蒙永辉，王集宁
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内容提要： 选取莱州湾南岸为研究区域，系统采集了 １１１ 个表层土壤样品，测定了土壤全盐量以及 Ｋ＋、Ｎａ＋、
Ｃａ２＋、Ｍｇ２＋、Ｃｌ－、ＳＯ２－

４ 、ＨＣＯ－
３ 和 ＣＯ２－

３ 等 ８ 种土壤盐分离子的含量，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
分析了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土壤以盐土为主，Ｃｌ－的浓度和变异系数远远高于其

他盐分离子，在土壤表层的累积十分显著，氯化物在土壤中最为活跃。 ②土壤含水率、土壤干容重、土壤有机质、植
被覆盖率与土壤盐渍化程度之间出现了高相关性，拟合精度高。 ③气温、降水、地下水埋深、地下水矿化度表现出中

等相关性，拟合精度较高。 ④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高差、土壤粒度、土壤 ｐＨ 表现了一般相关性，拟合精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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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盐渍化的问题是关系到自然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问题（王飞等，２０１０）。 而土壤盐分是影

响土壤特征的一项重要因素。 研究土壤盐分的空间

特征是了解、管理和改良土壤的关键，也有利于土壤

盐渍化的防治。 土壤特性是一种区域化的变量，同
时土壤特性也具有地质结构的特性和统计学的随机

特性，空间统计学方法在分析土壤的空间分布方面

成为最有成效的方法之一（李明辉等，２００４；李晓燕

等，２００４；刘付程等，２００４），在探索土壤变异规律上

也很有成效。 空间统计学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地揭示

土壤属性变量在空间上的分布、 变异以及相关的特

征（赵瑞峰等，２００８），而且还可以将土壤的空间分

布格局与土壤的生态过程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有效

地解释土壤特性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对土壤对其赋

存的生物的生态过程与功能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

外对不同尺度下土壤盐分的空间变异的研究开始逐

渐增多。 在国内，白由路等（１９９９）较早研究了黄淮

海平原土壤中的盐分及其组成的空间变异特征，并
将影响该区域土壤盐分分布的因素划分为两类———
稳定因素和随机因素，姚荣江等（２００６）、杨劲松等

（２００６）、王红等（２００６）分别对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壤

盐分的空间变异特征、合理采样数目及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法

估值进行了研究，揭示土壤盐分空间变异的控制因

素。 在目前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并结合 ＧＩＳ 技术来

研究土壤中盐分以及其他元素空间变异特征已成为

土壤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广泉等，２０１２）并可以

把空间分布格局与生态过程相结合（Ｒｏｓｓ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针对莱州湾的环境问题已有很多研究成果。 杨

巧凤等（２０１６）通过对莱州湾南岸卤水稳定同位素

和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卤水的形

成机理和盐分来源；高茂生等（２０１５）分析了莱州湾

南岸地下卤水形成的古地理条件；刘文全等（２０１４）
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莱州湾南岸土壤盐分离子

的空间分布以及盐渍化类型。 可见莱州湾南岸的盐

渍化现象具有较高的典型研究意义。
近年来 ＧＩＳ 技术发展较快，为土壤盐分空间变

异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便捷的工具（宋新山等，
２００１），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

究莱州湾南岸土壤中盐分的空间分布以及与环境因

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该区域盐渍土的治理和改良

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对本区域的水土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总体位于莱州湾南岸的弥河下游与潍河

下游之间，地理坐标介于 １１９°０′００″Ｅ～１１９°３０′００″Ｅ，
３６°４０′００″Ｎ～３７°２０′００″Ｎ 之间，行政区划上属于潍坊



市管辖，包含寿光市、寒亭区和昌邑市，研究区总面

积约为 ３６１６ ｋｍ２。 莱州湾南部滩涂辽阔，多沙土浅

滩，由洪积、冲积平原，向北过渡到冲积平原，地貌以

平原为主，地势由南向北倾斜。 气候上，莱州湾南岸

属北温带季风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年平均降水

量为 ６５５ ８ ｍｍ，总体上呈现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
平均蒸发量为 １９４２ ３ ｍｍ。 由风暴潮造成的海水倒

灌，是潍坊北部地区的较为严重的灾害之一。

表 １ 研究区土壤表层盐分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元素
范围

（μｇ ／ ｇ）
均值

（μｇ ／ ｇ）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峰度

系数

偏度

系数

Ｋ＋ ２．７０ ～ ４７９．９５ ３０．８０ ６８．２９ ２．２２ ２６．７８ ５．０３
Ｎａ＋ １７．４６ ～ １２２７４．６２ ３６０．０７ １３０６．６０ ３．６３ ６６．１９ ７．７６
Ｃａ２＋ ２２．０９ ～ ２０５３．１２ １１７．３７ ２２０．０６ １．８７ ５７．０５ ７．０３
Ｍｇ２＋ ４．５９ ～ １０６８．８６ ３８．８２ １３４．６４ ３．４７ ４７．８２ ６．８４
Ｃｌ－ ７．３１ ～ ２２７５３．６５ ４８３．０１ ２４１２．５０ ４．９９ ６８．９８ ７．９５
ＳＯ２－

４ １１．６０ ～ ５７４７．１７ ２３７．８１ ６７８．０２ ２．８５ ４３．１２ ６．１５

ＨＣＯ－
３ １３８．３７ ～ ６５７．２５ ３０９．９１ ９４．２２ ０．３０ １．３８ １．０１

ＣＯ２－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全盐量 ３６４．９３ ～ ４０２９３．０１ １７４９．０８ ４３７３．８５ ２．５０ ５７．５１ ７．１３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采样与分析方法

为了分析研究区内土壤盐分的分布规律，选取

土地覆盖类型合理，并且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能够

较好反映莱州湾南岸土壤盐分特点的区域进行采样

研究。 在研究区内共布设 １１１ 个采样点，取样范围

（１１９°０′００″Ｅ ～ １１９°３０′００″Ｅ，３６°４０′００″Ｎ ～ ３７°２０′００″
Ｎ）（图 １），取样面积 ３６１６ ｋｍ２，运用遥感图像和

ＧＰＳ 等工具进行选点和采样工作。 综合考虑研究区

的地貌、作物种植等条件进行土壤采样，每个土壤样

点取 ０～２０ ｃｍ 土层土样，以此分析土壤表层盐分的

分异规律。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 ８ 月进行实地采样，获取样品前

用 ＧＰＳ 确定采样点位置并记录采样区域的作物类

型，在以采样点为中心在半径为 １ ｍ 的范围内取 ２
处土样，并均匀混合为一件，每件土样的重量为 ０ ５
ｋｇ，共获取 １１１ 件样品。

对采集的土壤样品在实验室的自然状态下风

干，然后经过研磨、过 １ ｍｍ 筛等程序对土壤盐分进

行检测。 土壤检测的环境条件为温度 ２０ ～ ２２℃，相
对湿度为 ４６％～５４％，进行检测的主要仪器有 ＴＡＳ⁃
９９０ 原子吸收光度计、ＴＵ⁃１９０１ 分光光

度计、５０ ｍｍ 具塞滴定管、ＰＨＳ⁃２５ 酸

度计、ＩＣＡＰ ７４００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 其中，采用蒸干法测定

土壤中的全盐含量；采用双指示剂中

和法测定土壤样品中的 ＣＯ２－
３ 、ＨＣＯ－

３

含量；采用滴定法测定土壤样品中的

Ｃｌ－、ＳＯ２－
４ 、Ｃａ２＋和 Ｍｇ２＋离子；采用原子

发射光度法测定土壤样品中的 Ｋ＋、
Ｎａ＋离子。
２．２　 研究方法

对土壤表层的盐分特征进行描述

性分析以及多元统计分析，描述性统

计包括范围、均值、中值、标准差、变异

系数、峰度和偏度。 采用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

聚类分析等经典的多元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以上分析均采用运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

通过建立全局空间回归模型，研究土壤盐渍化

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空间耦合度分析，
建立了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环境耦合评价指标

体系，通过对指标的量化计算，对莱州湾南岸土壤盐

渍化和环境因素的耦合程度进行分析。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土壤表层盐分的统计特征分析

由表 １ 可 知， 研 究 区 土 壤 全 盐 量 平 均 为

１７４９ ０８ μｇ ／ ｇ，离子含量的平均值的排序为 Ｃｌ－ ＞
Ｎａ＋＞ ＨＣＯ－

３ ＞ ＳＯ２－
４ ＞ Ｃａ２＋＞ Ｍｇ２＋＞ Ｋ＋，平均值分别为

４８３ ０１、 ３６０ ０７、 ３０９ ９１、 ２３７ ８１、 １１７ ３７、 ３８ ８２、
３０ ８０ μｇ ／ ｇ，主要以 Ｃｌ－和 Ｎａ＋为主，土体中的 Ｃｌ－的
浓度远远高于其他盐分离子，可以看出 Ｃｌ－ 在土壤

表层的累积十分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沿海地区海

水入侵导致的盐渍化，使地下水环境逐渐恶化。 氯

化物为土体中的主要盐分。 ＣＯ２－
３ 在检验中未被检

出，且 ＨＣＯ－
３ 的含量低于 Ｃｌ－，说明碳酸氢盐在区域

中处于次要的成分，研究区的土壤以盐化为主。 变

异函数可以反映随机变量的离散程度；一般认为 ＣＶ
≤１０％为弱变异性；１０％＜ＣＶ＜１００％为中等变异性，
ＣＶ≥１００％为强变异。 可见除 ＨＣＯ－

３ 外，所有离子均

为强变异性，尤其是 Ｃｌ－的变异系数达到 ４ ９９，高于

其他离子，Ｎａ＋ 和 Ｍｇ２＋ 次之，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 ６３
和 ３ ４７，表明氯化物在土壤中最为活跃。
３．２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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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基本模型

在地学空间分析中，ｎ 组观测数据通常是在 ｎ
个不同地理位置上获取的样本数据，全局空间回归

模型就是假定回归参数与样本数据的地理位置无

关，或者说在整个空间研究区域内保持稳定一致，那
么在 ｎ 个不同地理位置上获取的样本数据，就等同

于在同一地理位置上获取的 ｎ 个样本数据，其回归

模型与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相同，采用最小二乘估

计得到的回归参数既是该点的最优无偏估计，也是

研究区域内所有点上的最优无偏估计（刘琼峰等，
２０１３）。 而在实际问题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回归参

数在不同地理位置上往往表现为不同，也就是说回

归参数随地理位置变化，这时如果仍然采用全局空

间回归模型，得到的回归参数估计将是回归参数在

整个研究区域内的平均值，不能反映回归参数的真

实空间特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提

出了空间变参数回归模型，将数据的空间结构嵌入

回归模型中，使回归参数变成观测点地理位置的函

数。 Ｆｏｒ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等（２００２）在空间变异系数回归

模型基础上利用局部光滑思想，提出了地理加权回

归模型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ＷＲ）。 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ｙｉ ＝ β０（ｕｉ，ｖｉ） ＋ β１（ｕｉ，ｖｉ）ｘｉ１ ＋ β２（ｕｉ，ｖｉ）ｘｉ２ ＋
　 　 … ＋ βｐ（ｕｉ，ｖｉ）ｘｉｐ ＋ εｉｐ，
ｉ ＝ １，２，…，ｎ （１）

公式（１） 中，ｙｉ与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ｐ 为因变量 ｙ和解释变

量 ｘ１，ｘ２，ｘ３，…，ｘｐ 在位置（ｕ ｉ，ｖ ｉ ） 处的实测值；系
数 β ｊ（ｕｉ，ｖｉ）（ ｊ ＝ １，２，…，ｐ） 是关于空间位置的 ｐ 个

未知函数；εｉ（ ｉ ＝ １，２，…，ｎ） 是均值为 ０、方差为 σ
的误差项。 模型参数 β ｊ（ｕ ｉ ，ｖ ｉ ） （ ｊ ＝ １，２，…，ｐ） 是

位置相关的，通常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局部估

计，权重一般由观测值的空间（经纬度） 坐标决定，
在每一个位置（ｕｉ，ｖｉ） 处的权重是从（ｕｉ，ｖｉ） 到其他

观测位置的距离的函数。
３．２．２　 影响因素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主要受到自然和人为因

素的影响。 自然因素如气候、地下水埋深和水体矿

化度、地面高程高差等对盐渍化有较大影响。 考虑

前人对滨海地区及干旱地区盐渍化影响因素的实践

总结，结合莱州湾地区自然和人为因素，我们选取

ＤＥＭ、地下水埋深、地下水矿化度、降水量、土壤有

机质含量、气温、地形起伏度、土壤粒度（ ｒ＜０ ００３９
ｍｍ）、ＮＤＶＩ（植被覆盖指数）、土壤 ｐＨ、干容重、含水

率共 １２ 个指标来模拟对其莱州湾南岸典型地区盐

渍化的关系，由于本研究采集的样点中 ９０％以上来

自农田土，土壤类型的差异很小，因此本研究在影响

因素指标的选取上直接选取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
另外人类活动对农田的影响力较强，所以选择了土

壤中有机质作为解释盐渍化程度的一个变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及定量化、空间化的要

求，采取土样的路线首先考虑了道路的通达性，因此

主要在莱州湾南岸地区沿南北向的主要河流和公路

两旁进行。 室内在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图、土壤类

型图、地质图的基础上，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１ 软件在数

字底图上进行采样

点的布设；实地采样过程中，根据预设采样点周

边实际环境进行适当调整，利用 ＧＰＳ 确定采样点的

实际坐标位置，本研究在莱州湾南岸地区共获取

１１１ 个样点数据，样本理化特征经过山东省第四地

质矿产勘查院实验测试中心的进一步分析测试。

表 ２ 盐渍土含盐量与环境要素关联度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ｏｉｌ

土壤

类型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表层土
关联

因子
ＤＥＭ 降水量

地下水

埋深

地下水

矿化度
有机质

０．５９ ０．７７ ０．７４４ ０．７６ ０．６０

３．２．３　 模型建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ＷＲ）是对普通线性回归

模型（ＯＬＳ）的扩展，将样点数据的地理位置嵌入到

回归参数之中，根据选取的影响因素及其参数设定，
即：

ｌｎ （ＹＺＨ） ＝ β０（ｕｉ，ｖｉ） ＋ ∑
ｋ

ｊ ＝ １
β１（ｕｉ，ｖｉ）Ｘ ｉｊ（ＤＥＭ） ＋

∑
ｋ

ｊ ＝ １
β２（ｕｉ，ｖｉ）Ｘ ｉｊ（ＫＨＤ） ＋ ∑

ｋ

ｊ ＝ １
β３（ｕｉ，ｖｉ）Ｘ ｉｊ（ＪＳＬ） ＋

∑
ｋ

ｊ ＝ １
β４（ｕｉ，ｖｉ）Ｘ ｉｊ（ＹＪＺ） ＋ ∑

ｋ

ｊ ＝ １
β５（ｕｉ，ｖｉ）Ｘ ｉｊ（ＱＷ） ＋

∑
ｋ

ｊ ＝ １
β６（ｕｉ，ｖｉ）Ｘ ｉｊ（ＧＣ） ＋ ∑

ｋ

ｊ ＝ １
β７（ｕｉ，ｖｉ）Ｘ ｉｊ（ＬＤ） ＋

∑
ｋ

ｊ ＝ １
β８（ｕｉ，ｖｉ）Ｘ ｉｊ（ＮＤＶＩ） ＋ ∑

ｋ

ｊ ＝ １
β９（ｕｉ，ｖｉ）Ｘ ｉｊ（ｐＨ） ＋

∑
ｋ

ｊ ＝ １
β１０（ｕｉ，ｖｉ）Ｘ ｉｊ（ＧＲＺ） ＋ ∑

ｋ

ｊ ＝ １
β１１（ｕｉ，ｖｉ）Ｘ ｉｊ（ＳＷ）

＋ ∑
ｋ

ｊ ＝ １
β１２（ｕｉ，ｖｉ）Ｘ ｉｊ（ＨＳＬ） ＋ εｉ （２）

其中 ＹＺＨ 表示为因变量盐渍化的程度值全盐量，

２８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８ 年



ＤＥＭ、ＫＨＤ、ＪＳＬ、ＹＪＺ、ＳＷ、ＱＷ、ＧＣ、ＬＤ、ＮＤＶＩ、ｐＨ、
ＧＲＺ、ＨＳＬ 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为高程值、地下水矿化

度、地下水地下水埋深、降水量、土壤有机质含量、气
温、地形起伏度（高差）、土壤粒度、ＮＤＶＩ、ｐＨ、土壤

干容重、土壤含水率，βｋ（是第 ｉ个样点的第 ｋ 个回归

参数；εｉ是第 ｉ 个样点的随机误差。
回归系数的计算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１ 软件中应用

ＧＷＲ 工具实现，其中模型带宽的计算运用 ＡＩＣｃ 的

方法，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１ 中提供固定带宽和自适应带宽两

种模式，前者是查找最佳距离，后者计算的则为最佳

邻近点个数，本研究通过对比验证，发现固定带宽模

型能够获得更高的精度。 为避免由于多重共线性而

导致 ＧＷＲ 模型出现设计错误，本研究中 ＤＥＭ 等解

释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最后由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１ 中

地理加权回归模块实现，模型的拟合度为 ０ ７１，说
明 ＤＥＭ 等自然因素对土壤全盐量是有较强影响的，
结果见表 ３。 在进行土壤盐渍化程度全盐量与各个

地球环境因素进行 ＧＷＲ 局部加权回归时（表 ４），土
壤含水率、土壤干容重、土壤有机质、植被覆盖率出

现了高相关性，决定系数高，气温、降水、地下水埋

深、地下水矿化度表现出中等相关性，拟合精度较

高，ＤＥＭ、高差、土壤粒度、土壤 ｐＨ 表现了一般相关

性，拟合精度一般。

表 ３ ＧＷＲ 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模型参数 数值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１１１．００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ｑｕａｒｅｓ ０．５７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９．８９

Ｓｉｇｍａ ０．６６

模型参数 数值

ＡＩＣｃ ２６４．１３
Ｒ２ ０．７２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０．５７

表 ４ 全盐量与各解释变量决定系数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序

号
解释变量

决定系数

（Ｒ２）

１ ＤＥＭ ０．０８
２ 气温 ０．３１
３ 高差 ０．１４
４ 土壤粒度 ０．１９
５ ＮＤＶＩ ０．４５
６ 土壤 ｐＨ ０．０７

序

号
解释变量

决定系数

（Ｒ２）

７ 土壤干容重 ０．４８
８ 土壤含水率 ０．７５
９ 降水 ０．３６
１０ 地下水埋深 ０．３１
１１ 土壤有机质 ０．４７
１２ 地下水矿化度 ０．３９

３．２．４　 土壤盐渍化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ＤＥＭ 与土壤盐渍化水平所综合构建的 ＧＷＲ 模

型的局部回归系数分布如图 １ａ，可以发现大部分样

点表现为负相关，少数样点为正相关，体现出局部特

征。 从空间上来看，南部远离海洋的内陆区正相关

为主，北部接近海洋地区负相关为主，从河流入海的

流向来看，ＤＥＭ 也是逐步降低的，回归系数的负相

关性越强，在东北部由于盐田的存在，存在个别极高

的正相关点。
降水量与土壤盐渍化水平所综合构建的 ＧＷＲ

模型的局部回归系数分布如图 １ｂ，可以看出样点的

局部回归系数主要分布在－１ ５ ～ －０ ５ 之间，雨水

对土壤内的全盐量有冲击减弱作用，但由于区域降

水变化并不很明显，所以回归系数较集中于上述负

相关的区间内。 在研究区东部昌邑区表现更为明

显，因为在此区域内的盐渍化程度高，减弱效果更加

明显，西部降水对其的影响显著性一般，除受到自然

降水的影响以外，寿光的浇灌设施发达，田间水分变

化小，也是造成变化不明显的原因。
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受到地下水矿化度的影

响较为显著，矿化度与全盐量所构建 ＧＷＲ 模型之

局部回归系数如图 １ｃ，在西部弥河区域局部表现为

正值，而在白浪河和潍河区域内局部表现为轻微负

相关，弥河区域为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农田灌溉业

发达，大量未加处理的地下水直接抽至地表，故相关

性较强，而在东部白浪河和潍河区域受自然降雨携

带盐分进入地下的影响，局部回归系数表现为负相

关。 从南北空间分布来看，接近海边，负相关性越

强，这受到海水倒灌进入沿海区域的影响。
从地下水埋深与全盐量所构建 ＧＷＲ 模型之局

部回归系数分布（图 １ｄ）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内地下

水埋深与地表土全盐量呈现负相关关系。 李彬等

（２００６）发现土壤电导率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而减

小，变化趋势随地下水埋深的增加而变缓，在地下水

矿化度相等时，表层土壤（０ ～ ２０ ｃｍ）含盐量随地下

水埋深增加变化幅度最大，土壤含盐量（２０～６０ ｃｍ）
随地下水埋深增加变化幅度依次减小，说明土壤表

层（０～２０ ｃｍ）盐分受地下水埋深的影响最大。 从空

间上来，南部比北部地区负相关的绝对值大，这与研

究区域南北方的 ＤＥＭ 高程有关，这也与前面关于

ＤＥＭ 值所建立的 ＧＷＲ 模型结论是相符合的。
谢承陶等（１９９３）通过监测和试验资料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２０ ｃｍ 土壤盐分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

指数函数关系。 在图 １ｅ 土壤有机质与全盐量所构

建 ＧＷＲ 模型之局部回归系数分布上可以发现，研
究区域内样点主要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东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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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土壤盐渍化与环境因素所构建 ＧＷＲ 模型之局部回归系数分布图： （ａ） ＤＥＭ； （ｂ） 降水量； （ｃ） 矿化度； （ｄ） 地下水

埋深； （ｅ） 土壤有机质； （ｆ） 气温； （ｇ） 地形起伏度（高差）； （ｈ） 土壤粒度（ ｒ＜０ ００３９ ｍｍ）； （ ｉ） 植被覆盖度（ＮＤＶＩ）；
（ｊ） 土壤 ｐＨ； （ｋ） 土壤干容重； （ｌ） 土壤含水率； （ｍ） ＤＥＭ、降水量等五自变量； （ｎ） ＤＥＭ 等 １２ 种环境因子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
ＤＥＭ； （ｂ）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 ｄ）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 ｅ）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ｆ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ｈ）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 （ ｉ） ＮＤＶＩ； （ ｊ） ｐＨ； （ｋ） ｄｒ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 ｆｉｖ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ｎ）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邑区潍河区域有机质在地表含量较低，因此在该区

域不能把土壤中有机质作为影响该地区盐渍化的主

要指标。 从空间上来，东部弥河区域地形地质适宜

农业发展，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相关性强，西部地区

矿产开发影响到土壤有机质含量，故相关性弱。
在地表土壤盐渍化影响因子中，温度的作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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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滞后和隐蔽，其主要通过影响地表土化学物质转

换和微生物的活动。 在这些特性的影响下，使得土

壤盐分也同样具备这些性质，虽然地表温度较为稳

定，差异不是很大，但研究区面积较大，地表高差相

对较大。 从图 １ｆ 可以看出，温度决定了化学过程和

蒸发物理过程的速度，区域内主要与土壤盐分呈现

正相关。
地形起伏度即高差，可以在小区域内产生微地

貌，对表层土土壤的盐分循环产生作用进而产生盐

渍化现象。 如图 １ｇ 所示，高差与全盐量西部弥河地

区呈现正相关，东部白浪河到潍河地区呈现负相关，
研究区内的相关绝对值并不大，整个研究区内除少

部分区域（潍北五分场附近）受微地貌影响较大之

外，其他地区高差在对表层土盐渍化影响中不起到

主要作用。
如图 １ｈ 土壤粒度（ ｒ＜０ ００３９ ｍｍ）与全盐量所

构建 ＧＷＲ 模型之局部回归系数分布所示，研究区

土壤全盐量与表层土粒度（ ｒ＜０ ００３９ ｍｍ）的比率主

要呈现轻度负相关，土壤粒度过小，导致通气透水性

差，有机质不容易分解，盐分过度集中于地表，故全

盐量高，容易加剧盐渍化的程度。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归

一化差分植被指数，标准差异植被指数） ，也称为生

物量指标变化，可使植被从水和土中分离出来。 从

图 １ｉ 回归系数分布图可以发现，表层土壤中的全盐

量与 ＮＤＶＩ 呈现轻微相关性，只有东北部柳疃镇附

近出现了很强的相关性，原因是该地区晒盐场居多，
田地内农作物较少，而在其他地区内，样点的采集大

部分在农田内进行，在加权回归中，更多的体现出的

是局部相关性，而不是全局，故总体上体现了轻微的

相关性。
土壤 ｐＨ 值是衡量土壤酸碱度的重要指标，而

土壤的酸碱度又会间接对土壤盐分产生影响，而研

究区内大部分的盐渍地都是盐化地与碱化地同时存

在的，因此可以看出 ｐＨ 值的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到

土壤含盐量的大小。 如图 １ｊ 所示，研究区内全盐量

与土壤 ｐＨ 值存在相关性，西部弥河附近体现出的

正相关性要更强一些，这是因为西部地区农业发达，
灌溉设施完善，大量地下水矿物质在地表聚集，碱性

较强。
土壤干容重是指土壤中去掉水分剩下的岩土的

重量。 从图 １ｋ 可以看出，空间上西部地区表现为正

相关，白浪河东部表现为负相关，土壤水盐在容重大

的区域迁移会受到阻滞作用，这与地方的种植业有

关，西部弥河附近地下水抽取到地表，植物的吸收作

用较强，表层土壤水分低，干容重相对也高。 东部地

区主要受到盐田蒸发影响，干容重低但是含盐量高。
作为土壤物理性质的重要组成，土壤含水量对

土壤盐分含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固体形式的盐分

不能在土壤中自行移动，其必须借助于地下水的流

动游走于各土层之间，土壤含水量的高低制约着土

壤中可溶性盐进入地下水，并随之到达地表的多少。
从图 １ｌ 可以发现，整体上可以看出土壤含盐量与含

水率表现出负相关关系。 从空间上看，潍河区域要

比弥河区域负相关性要强一些，这是因为此区域内

地下水埋深较浅。 但自南向北却逐渐向正相关过

渡，这是由于咸水倒灌所导致。
ＧＷＲ 模型建立的是局部回归模型，在每个样本

点都是对一组参数的估计。 图 １ｍ 所建立的参数模

型是包含 ５ 个自变量的影响因素，局部回归参数的

大小表征影响因子与土壤盐渍化的相关程度。 在莱

州湾南岸典型区域内 ＤＥＭ、矿化度、土壤有机质含

量、地下水埋深、降水五项影响因子与土壤盐渍化存

在较强联系，负相关强度绝对值在 ０ ７ 附近。 从空

间变异来看弥河至白浪河区域内回归系数达到中度

水平，盐渍化水平受各个因素影响较弱，相对盐渍化

水平也低，东部白浪河与潍河区域内回归系数达到

较高强度水平，盐渍化水平易波动，受到环境因子影

响大，故在对土地开发时应注意盐碱化保护。
将 ＤＥＭ 等 １２ 种地球环境因子与全盐量构建

ＧＷＲ 模型之局部回归系数分布如图 １ｎ 所示，从相

关性的绝对值来看，属于中等程度相关，但从单影响

因子来看，属于高等程度相关，这说明地球物理环境

之间相互作用是复杂的，研究其发生机理又需要从

物理化学角度进行。 但从地理学角度来看，ＤＥＭ 等

１２ 种地球化学环境因子对研究区的盐渍化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每一个小

范围，受到微地貌的作用，各个控制因子的影响权重

不尽相同，在上文局部分析中可以看出。
３．３　 空间耦合度分析

土壤盐渍化与环境是两个极其复杂的综合系

统，根据数据的可量化性、资料的可获取性，以及根

据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环境的特征与实际情

况，建立了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环境耦合评价

指标体系。 通过对指标的量化计算，对莱州湾南岸

土壤盐渍化和环境因素的耦合程度进行分析。 降水

与土壤盐渍化的关系十分密切，降水的渗透、冲刷等

作用都会对土壤盐分的流动、富集等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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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矿化度与含盐量为正相关的关系，通过耦

合度计算，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也较高。 地下水埋

深直接关系到土壤毛细管水能否到达地表，使土壤

产生积盐，因而决定土壤的积盐程度。 地下水埋深

愈浅，土壤盐分含量愈高，地下水埋深较深的区域土

壤盐分含量低，说明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分含量之

间存在交互耦合的关系。
为了消除指标数据间量纲和量级的影响，使用

极差正规化法，将原始数据有效归一化在［０，１］之

间，便于之后对耦合度进行计算。 刘耀彬等（２００５）
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

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Ｃｎ ＝
ｎ 　 ｕ１·ｕ２·……·ｕｍ 　

∏（ｕｉ ＋ ｕ ｊ）
（３）

式中：Ｃｎ 为耦合度；ｕ 为各变量的值。
根据公式，可以得到各环境要素与土壤盐分的

耦合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Ｃ ＝
ｕｉ·ｕ ｊ

（ｕｉ ＋ ｕ ｊ）（ｕｉ ＋ ｕ ｊ）
（４）

式中：ｕｉ为各环境因素值；ｕ ｊ为土壤的含盐量。
不难证明，０ ≤ Ｃ ≤ １，最大值亦即最佳协调状

态；反之，协调度 Ｃ越小，则越不协调，为了更好的划

分耦合度的级别，采用中值分段法，将耦合协调度划

分为 ４ 个区间：① 当 ０ ＜ Ｃ≤０ ３ 时，表明系统处于

低度耦合协调；② 当 ０ ３ ＜ Ｃ≤０ ５ 时，表明系统处

于中度耦合协调；③ 当 ０ ５ ＜ Ｃ≤０ ８ 时，表明系统

处于高度耦合协调；④ 当 ０ ８ ＜ Ｃ≤１ 时，表明系统

处于极度耦合协调。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环境因素与土壤盐渍化的

耦合度（表 ５）。 其中，降水与土壤盐渍化的耦合程

度最高，平均值达到了 ０ ９ 以上，最低值在 ０ ５ 以

上，最高值达到了０ ９９以上，根据对耦合程度的划

分，降水与土壤盐渍化的耦合度处于极度耦合协调。
土壤含水率以及土壤干容重与盐渍化的耦合度也达

到了 ０ ９ 以上，处于极度耦合阶段。
矿化度又叫做总溶解固体（ＴＤＳ），是表示水中

溶解组分含量的指标。 它包括溶于水中的离子、分
子及络合物，但不包括悬浮物和溶解气体。 由计算

可知，矿化度与土壤盐渍化的耦合程度也较高，均值

达到了 ０ ６ 以上，最低值为 ０ ３ 以上，最高值达到

０ ９９ 以上，属于高度耦合协调。
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渍化也有较高的耦合程

度，耦合度的均值达到了 ０ ５ 以上，也属于高度耦合

协调，这证明了土壤盐分受地下水埋深的影响较大。
有机质、气温、土壤粒度、高差、ＤＥＭ、土壤 ｐＨ 以及

ＤＥＭ 和土壤盐渍化的耦合度较低 。

表 ５ ＤＥＭ 等地球环境因素与土壤盐渍化耦合度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环境因素 耦合度

土壤含水率 ０．９２１
降水 ０．９１８

地下水矿化度 ０．６１０
地下水埋深 ０．５６２

ＮＤＶＩ ０．５１３
土壤粒度 ０．２４０

环境因素 耦合度

高差 ０．２０６
气温 ０．２００

土壤 ＰＨ ０．１５３
ＤＥＭ ０．０９２

土壤干容重 ０．０６９
土壤有机质 ０．０４６

４　 结论

（１）研究区土壤以盐土为主，Ｃｌ－在土壤中的浓

度最高，海水入侵是研究区盐渍化的主要原因。 Ｃｌ－

的远远高于其他盐分离子，在土壤表层的累积十分

显著，氯化物在土壤中最为活跃。
（２）对影响土壤表层盐分含量的部分因子进行

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上，土壤盐分含

量与 ＤＥＭ、降水、地下水埋深、ＮＤＶＩ、土壤含水率、土
壤粒度呈负相关关系，与气温、地下水矿化度、地下

水温度、土壤含水量、土壤 ｐＨ、土壤有机质、温度、土
壤干容重呈正相关关系，且其拟合程度均较好。

（３）在土壤盐分含量的地球环境影响因子中，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土壤含水率＞土
壤干容重＞土壤有机质＞植被覆盖度（ＮＤＶＩ） ＞地下

水矿化度＞降水＞地下水埋深＞气温＞土壤粒度＞高差

＞ ＤＥＭ ＞土壤 ｐＨ 对土壤盐渍化的贡献率依次减弱，
但在潍河流域柳疃镇北部地下水的矿化度对土壤盐

分的贡献率较大，主要受海水倒灌影响，而在白浪河

流域高里镇北部地区，受地面高程微地貌的影响较

大，而其他因素贡献率较小。
（４）通过耦合模型分别对 ＤＥＭ 等地球物理环

境耦合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在自然因子中，除
地形因素外，其余各因子与土壤含盐量的耦合度均

在 ０ ９９ 以上，属于极协调耦合阶段，地形因属于低

协调分离阶段，地下水埋深与土壤盐渍化也有较高

的耦合程度，耦合度的均值达到了 ０ ５ 以上，也属于

高度耦合协调，这证明了土壤盐分受地下水埋深的

影响较大。 有机质、气温、土壤粒度、高差、ＤＥＭ、土
壤 ｐＨ 和土壤盐渍化的耦合度较低。

７８１１第 ５ 期 蒙永辉等：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



致谢：感谢潍坊市矿产资源管理中心在野外调

查和取样中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山东省第四地质矿

产勘查院实验测试中心在土壤样品数据分析上的帮

助；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的有益建议。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ｏ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 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白由路，李保国，胡克林． １９９９． 黄淮海平原土壤盐分及其组成的空

间变异特征研究． 中国土壤与肥料，１９９９（３）：２２～２６．
陈广泉，刘文全，于洪军，陈沈良，徐兴永，赵娜，曹建军． ２０１２． 基于

ＧＩＳ 的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特征分析研究． 海洋科学进展，３０
（４）：５０１～５０７．

高茂生，郑懿珉，刘森，王松涛，孔祥淮，赵金明，郭飞． ２０１５． 莱州湾

地下卤水形成的古地理条件分析． 地质论评，６１（２）：３９３～４００．
李彬，王志春，迟春明． ２００６．吉林省大安市苏打碱土含盐量与电导率

的关系．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４（４）：１６８～１７１．
李明辉，彭少麟，申卫军，林永标，刘振乾． ２００４． 丘塘景观土壤养分

的空间变异． 生态学报，２４（９）：１８３９～１８４５．
李晓燕，张树文，王宗明，张惠琳． ２００４． 吉林省德惠市土壤特性空间

变异特征与格局． 地理学报，５９（６）：５０３～５１１．
刘付程，史学正，于东升，潘贤章． ２００４． 太湖流域典型地区土壤全氮

的空间变异特征． 地理研究，２３（１）：６３～７０．
刘琼峰，李明德，段建南，吴海勇，洪曦． ２０１３． 农田土壤铅、镉含量影

响因素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 农业工程学报，２９（３）：２２５ ～
２３４．

刘文全，于洪军，徐兴永． ２０１４． 莱州湾南岸土壤剖面盐分离子分异

规律研究． 土壤学报 ５１（６）：１２１３～１２２２．
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 ２００５． 中国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

关联分析． 地理学报，６０（２）：２３７～２４７．
吕建树，张祖陆，刘洋，代杰瑞，王学，王茂香． ２０１２． 日照市土壤重金

属来源解析及环境风险评价． 地理学报，６７（７）：１０９～１２２．
宋新山，邓伟，何岩，闫百兴． ２００１． 土壤盐分空间分异研究方法及展

望． 土壤通报，３２（６）：２５０～２５４．
王飞，丁建丽，伍漫春． ２０１０． 基于 ＮＤＶＩ⁃ＳＩ 特征空间的土壤盐渍化遥

感模型． 农业工程学报，２６（８）：１６８～１７３．
王红，宫鹏，刘高焕． ２００６． 黄河三角洲多尺度土壤盐分的空间分异．

地理研究，２５（４）：６４９～６５８．
谢承陶，李志杰，章友生，林志安． １９９３． 有机质与土壤盐分的相关作

用及其原理． 中国土壤与肥料，（１）：１９～２２．
杨劲松，姚荣江，刘广明，孔祥勇，张芳． ２００６． 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壤

盐分的空间变异性及其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估值． 干旱区研究，２３（３）：４３９
～４４５．

杨巧凤，王瑞久，徐素宁，李文鹏，王志一，梅军军，丁志磊，杨培杰．
２０１６． 莱州湾南岸卤水的稳定同位素与地球化学特征． 地质论

评，６２（２）：３４３～３５２．
姚荣江，杨劲松，刘广明，邹平． ２００６． 黄河三角洲地区典型地块土壤

盐分空间变异特征研究． 农业工程学报，２２（６）：６１～６６．
赵锐锋，陈亚宁，洪传勋，李卫红，白云岗． ２００８． 塔里木河源流区绿

洲土壤含盐量空间变异和格局分析———以岳普湖绿洲为例． 地

理研究，２７（１）：１３５～１４４．
祖皮艳木·买买提，海米提·依米提，吕云海． ２０１３． 于田绿洲典型

区土壤盐分及盐渍土的空间分布格局． 土壤通报，４４（６）： １３１４
～１３２０．

Ｂａｉ Ｙｏｕｌｕ， Ｌｉ Ｂａｏｇｕｏ，Ｈｕ Ｋｅｌｉｎ． １９９９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９（３）： ２２～２６．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ｑｕａｎ， Ｌｉｕ Ｗｅｎｑｕａｎ，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Ｓｈｅｎｌｉａｎｇ， Ｘｕ
Ｘｉ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ｏ Ｎａ，Ｃ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Ｉ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０（４）： ５０１～５０７．

Ｆ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ｈａｍ Ａ Ｓ， Ｂｒｕｎｓｄｏｎ Ｃ，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Ｍ． ２００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ａｏ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Ｙｉｍｉｎ，Ｌｉｕ Ｓｈｅｎ，Ｗａｎｇ Ｓｏｎｇｔａｏ，Ｋ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ｍｉｎｇ，Ｇｕｏ Ｆｅｉ． ２０１５＆．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ｂｒｉ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１（２）： ３９３～４００．

Ｌｉ Ｂｉ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ｕｎ ，Ｃｈｉ 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２００６＆．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ｄａ ｓｏｌｏｎｅｔｚ ｉｎ Ｄａ＇ ａｎ Ｃｉｔｙ，
２４（４）：１６８～１７１．

Ｌｉ Ｍｉｎｇｈｕｉ， Ｐｅｎｇ Ｓｈａｏｌｉｎ， Ｓｈｅｎ Ｗｅｉｊｕｎ， Ｌｉｎ Ｙｏｎｇｂｉａｏ，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ｑｉａｎ．
２００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ｈｉｌｌ⁃ｐｏ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４（９）：１８３９～１８４５．

Ｌ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Ｚｏｎｇｍ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ｎ． ２００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ｈｕｉ
Ｃ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５９（６）：５０３～５１１．

Ｌｉｕ Ｆｕ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Ｘｕｅｚｈｅｎｇ， Ｙｕ 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Ｐａｎ 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３（１）：６３～７０．

Ｌｉｕ Ｑｉｏｎｇｆｅｎｇ， Ｌｉ Ｍｉｎｇｄｅ， Ｄｕａｎ Ｊｉａ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ｂ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ｓｕｂｕｒｂ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９
（３）： ２２５～２３４．

Ｌｉｕ Ｗｅｎｑｕａｎ，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Ｘｕ Ｘｉｎｇｙｏｎｇ． ２０１４＆．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ｃｔａ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５１（６）：１２１３～１２２２．

Ｌｉｕ Ｙａｏｂｉｎ，Ｌｉ Ｒｅｎｄｏｎｇ，Ｓｏｎｇ Ｘｕｅｆｅｎｇ．２００５． ＆．Ｇｒ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６０
（２）：２３７～２４７．

ｕ̈Ｌｕ̈ Ｊｉａｎｓｈｕ，Ｚｈａｎｇ Ｚｕｌｕ，Ｌｉｕ 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ｒｉｓｋ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６７（７）：１０９～１２２．

Ｒｏｓｓｉ Ｒ Ｅ，Ｍｕｌｌａ Ｄ Ｊ，Ｊｏｕｒｎｅｌ Ａ Ｇ，ａｎｄ Ｆｒａｎｚ Ｅ Ｈ． １９９２．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６２（２）： ２７７～３１４．

Ｓｏｎｇ Ｘｉｎｓｈａｎ，Ｄｅｎｇ Ｗｅｉ，Ｈｅ Ｙａ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ｎ ｓｏｉ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
（６）： ２５０～２５４．

Ｗａｎｇ Ｆｅｉ，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Ｗｕ Ｍａｎｃｈｕｎ． ２０１０＆．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ＮＤＶＩ⁃ＳＩ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６ （ ８）：１６８ ～
１７３．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Ｇｏｎｇ Ｐｅｎｇ， Ｌｉｕ Ｇａｏｈｕａｎ． ２００６＆．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５（４）： ６４９～６５８．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Ｙａｏ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３（３）：４３９～４４５．

Ｙａｎｇ Ｑｉ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 Ｒｕｉｊｉｕ，Ｘｕ Ｓｕｎｉｎｇ，Ｌｉ Ｗｅｎｐｅｎｇ，Ｗａｎｇ Ｚｈｉｙｉ，Ｍｅｉ
Ｊｕｎｊｕｎ，Ｄｉｎｇ Ｚｈｉｌｅｉ， Ｙａｎｇ Ｐｅｉｊｉｅ． ２０１６＆．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ｒｉｎｅ ｉｎ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８８１１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８ 年



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２）： ３４３～３５２．
Ｙａｏ Ｒ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ｓｏｎｇ， 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２（６）： ６１～６６．

Ｚｈａｏ Ｒｕ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 Ｙａｎ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ｈｕａｎｘｕｎ，Ｌｉ Ｗｅｉｈｏｎｇ，Ｂａｉ Ｙｕｎｇａｎｇ．
２０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ｔ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Ｙｕｅｐｕｈｕ ｏａｓ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７（１）：１３５～１４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 Ｊｉｎ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ａｎｋ ｏｆ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１１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Ｋ＋，Ｎａ＋，Ｃａ２＋，Ｍｇ２＋，Ｃｌ－，ＳＯ２－

４ ，ＨＣＯ－
３ ａｎｄ

ＣＯ２－
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ａｎｋ ｏｆ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ａｌｔ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ｌ－ 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ｓａｌ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ｒｙ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ａｓ
ｈｉ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ｓ ｈｉｇｈ； ＤＥ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ｓｏｕｔｈ ｂａｎｋ；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 Ｎ２０１１⁃１４）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Ｅ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ｉ，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０，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ｍａｉｌ： ｍｅｎｇｙｏｎｇｈｕｉ１１２２＠ １２６．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７⁃１７；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０

９８１１第 ５ 期 蒙永辉等：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莱州湾南岸土壤盐渍化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