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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重庆市南川植烟区代表性烟田土壤养分现状分析,
 

并与2012年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总结土壤养

分演变规律,
 

提出针对性的施肥方案,
 

为该地区烤烟生产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结果表明:
 

2017年南

川区植烟土壤pH值平均为5.77,
 

处于最适pH范围的土壤样品占35%左右;
 

土壤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磷、
 

速

效钾质量分数平均值分别为33.62
 

g/kg,
 

157.1
 

mg/kg,
 

28.03
 

mg/kg,
 

277.51
 

mg/kg,
 

以上各个养分指标在适宜

范围的比例分别为36.46%,75%,41.25%,22.92%.
 

从当前烟田土壤养分情况看,
 

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较为丰

富,
 

碱解氮供应能力良好,
 

有效磷质量分数总体适中,
 

速效钾质量分数整体偏高.
 

与2012年相比,
 

烟田土壤酸化

现象已明显改善,
 

植烟土壤pH值平均上升了0.32,
 

但仍有41.0%的土壤呈酸性;
 

土壤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

磷、
 

速效钾质量分数平均值分别增加了15.49%,31.05%,21.24%,44.39%.
 

因此,
 

重庆市南川区植烟区应采取

“降酸、
 

稳氮磷、
 

控钾、
 

保持有机肥”的措施.
 

以测土配方为依据,
 

建立了施肥分区图,
 

可以实现烟田区域“大配

方”养分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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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是重庆市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支柱[1].
 

重庆生产的烟叶与国际

优质烟叶的主要差距表现在香气不足、
 

油分含量较低和烟叶中有害成分较高等方面[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
 

人们对卷烟产业链上游的烟叶原料品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3].
 

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
 

土壤生态环境条

件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因素[4-5],
 

重庆是山地丘陵区,
 

土壤肥力空间分布受地形条件影响较大[6-7],
 

土壤

养分丰缺状况对烟叶化学成分和品质的影响较大[8-9],
 

优化施肥显著提升了烟叶产值和烟叶质量[10-13].
 

土

壤肥力作为烟田土壤生产综合性能的指标,
 

土壤肥力水平是优质烟叶生产的关键指标[14-17].
 

植烟土壤矿质

养分含量直接参与烟草体内的碳氮代谢和调控各种酶活性,
 

影响到烟草的生长发育、
 

淀粉、
 

糖及各种香气

物质的合成和运输,
 

进而最终影响烟叶的产量和品质[18-22].
 

根据以往大量的研究,
 

一般把土壤pH值、
 

有机

质、
 

速效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质量分数作为土壤肥力指标的5大关键因子,
 

也是影响烟叶香气和油分的最

重要的指标[23].
 

比如,
 

土壤pH可直接影响根系的生长和养分的吸收,
 

甚至影响根系内硝酸还原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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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烟株体内的化学成分变化、
 

微量元素积累和叶绿素合成受阻,
 

最终影响烤烟的产质量[24-25].
 

土壤有机

质创造了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
 

增加了土壤微生物活力,
 

对提高烟叶品质具有独特的作用[26].
 

烟草等经济

作物过量施肥现象较为严重,
 

不仅对烟草品质不利,
 

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6-27].
 

根据土壤养

分状况,
 

对施用肥料中的氮、
 

磷和钾养分实现最佳养分管理调控,
 

对于提高烟叶产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作

用[28].
 

因此,
 

烟草最佳养分管理策略是基于平衡土壤养分亏缺,
 

以满足烟株营养品质需求,
 

最终达到烟叶

品质和环境友好的协调统一[29-31].
南川区是重庆重要的植烟区县之一,

 

也是“武陵秦巴生态区—醇甜香型”烟叶的典型代表.
 

南川区植烟

区主要地形为山地,
 

地形较为复杂,
 

土壤养分空间变异大,
 

近年来对南川区土壤肥力状况缺乏较为系统的

研究,
 

导致烟叶施肥没有依据可参照,
 

经验施肥占很大比例,
 

这也是南川区烟叶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16].
 

根据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特征进行针对性施肥是提高肥料利用率和烟叶产质量的关键手段[7],
 

山地烟田土壤

养分呈高度的空间异质性[32],
 

应用GIS和统计学等信息技术方法可以定位、
 

定性和定量山地烟田土壤养分

的空间异质性,
 

从而为山地烟田最佳养分管理策略的实施和烟叶高质量可持续生产提供可靠的基础[33].
 

到

目前为止,
 

有关重庆烟田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状况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年份的分布,
 

缺乏纵向的比对[34-35]或植

烟区的总体情况分析[36-37],
 

但植烟区土壤养分是随着种植年限不断变化的,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38].
 

到目前

为止,
 

有关重庆市南川植烟区土壤养分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分析2017年重庆市南川

区的植烟区土壤养分数据并与2012年相对应的烟草种植单元测定结果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对南川区的植

烟区土壤养分和肥力进行综合评价,
 

根据土壤养分综合评价结果进行施肥推荐和养分综合分区管理[39],
 

可

为南川植烟区特色优质烤烟可持续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对提升南川区烟叶质量、
 

保护烟田生态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区域自然概况

南川区位于重庆市南部,
 

东经106°54'-107°27',
 

北纬28°46'-29°30',
 

地处渝、
 

黔两省(直辖市)交汇点.
 

南川区气候温合,
 

适宜烟叶生长,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烟田地形以山地为主,
 

土壤类型以黄壤为主,
 

属长

江中上游烟草种植区,
 

该烟区是我国烤烟主产区之一[40].
 

重庆市南川区植烟面积维持在1
 

000
 

hm2 左右[15].
1.2 样品采集与制备

在重庆市南川区的烟草种植区按照现代烟草农业规划采集土样,
 

每个烟草种植单元采集一个土样,
 

种

植单元样品的采集尽量依据2012年采样的经纬度进行选点采样.
 

采用“S型采样方法”采集烟田土壤,
 

采样

时间为2017年12月上旬,
 

待所有烟田翻耕平整后进行取样,
 

以便和2012年采样时相同,
 

每个土样按S型

采样法采集15个点,
 

取样深度20
 

cm,
 

各点采集土样应做到深度一致,
 

上下土体一致,
 

避免取到一些特殊

区域的土壤,
 

将采集的土壤样品剔除杂物并混合均匀后用四分法留2
 

kg土样带回实验室,
 

共采集到烟田土

样150个.
 

土样经自然风干后磨细、
 

过筛,
 

制成待测样品,
 

进行土壤pH值、
 

有机质、
 

碱解氮、
 

有效磷和速

效钾的测定,
 

并与2012年相对应的烟草种植单元测定结果进行比较,
 

以明确烟田土壤肥力演变状况.
1.3 测定项目与分析方法

烟田土壤pH值采用电位计法测定,
 

土水比为1∶2.5[41];
 

烟田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41];
 

烟

田土壤碱解氮采用氢氧化钠碱解扩散法[41];
 

烟田土壤有效磷测定采用 Olsen法浸提—钼锑抗比色法[41];
 

烟田土壤速效钾测定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41];
 

交换性钙和镁采用氯化铵—醋酸铵法[41].
1.4 数据分析与评判标准

采用SPSS
 

25.0和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
 

用Sigma
 

Plot
 

12.0作图.
 

土壤养分质量分数丰缺判定标准是在参考以往研究结果[42-44]的同时结合烟草生长的实际需求,
 

制定出南川

区植烟土壤养分质量分数的评价标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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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川区烟田土壤养分丰缺指标体系

等级 pH值[42]
有机质/

(g·kg-1)[43]
碱解氮/

(mg·kg-1)[42]
有效磷/

(mg·kg-1)[44]
速效钾/

(mg·kg-1)[42]

极低 <4.5 <10 <65 <10 <80

较低 [4.5,
 

5.5) [10,
 

20) [65,
 

100) [10,
 

20) [80,
 

150)

中等 [5.5,
 

6.5) [20,
 

30) [100,
 

180) [20,
 

30) [150,
 

220)

较高 [6.5,
 

7.0) [30,
 

40) [180,
 

240) [30,
 

40) [220,
 

350)

极高 ≥7.0 ≥40 ≥240 ≥40 ≥350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川植烟区土壤pH值变化特征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表2),
 

南川区植烟土壤pH值变化范围为4.25~7.76,
 

平均值为5.77,
 

变异

系数为15.25%.
 

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图1),
 

南川区最适宜烟草生长pH值(5.5~6.5)的土壤样品占35%
左右,

 

烟田酸性土壤(4.5~5.5)占39%,
 

pH<4.5的极酸性土壤占2.08%,
 

pH>7.0的碱性土壤占

10.42%.
 

可见,
 

部分样品土壤偏酸或偏碱需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节.
 

2012年南川植烟土壤pH值平均为

5.45,
 

2017年南川植烟土壤pH平均值和变异系数较2012年几乎没有变化,
 

均值略有上升,
 

处于适宜范围

的比例由2012年的24%增加到2017年的35%,
 

酸性土壤比例由2012年的60%减少到2017年的41%,
 

说明近年来该地区控制了土壤酸化(图1).
表2 南川区植烟土壤养分质量分数分析表(2017年)

项目 样本/个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pH值 150 4.25 7.76 5.77 0.88 15.25

有机质/(g·kg-1) 150 20.48 62.91 33.62 7.84 23.32

碱解氮/(mg·kg-1) 150 85.30 277.16 157.10 35.29 22.46

有效磷/(mg·kg-1) 150 1.61 97.94 28.03 17.04 60.79

速效钾/(mg·kg-1) 150 99.35 575.44 277.51 110.34 39.76

图1 南川植烟区土壤pH值分布频率与年限变化图

2.2 南川植烟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变化特征

由表2可 知,
 

南 川 区 植 烟 土 壤 有 机 质 变 幅 为

20.48~62.91
 

g/kg,
 

平均值为33.62
 

g/kg,
 

变异系数

为23.32%.
 

根据丰缺指标,
 

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介

于20~30
 

g/kg适合烟草生长,
 

南川区烟田土壤有机

质质量分数较为适宜的比例为36.46%,
 

而45.8%的

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较高,
 

17.7%的土壤有机质质量

分数过高.
 

总体而言,
 

南川区植烟土壤有机质质量分

数较为丰富(图2).
 

2012年南川植烟土壤有机质平均

值为29.11
 

g/kg,
 

2017年烟土有机质质量分数平均

值较2012年提高了15.49%,
 

处于适宜范围的比例下

降了19.84%,
 

处于较高水平的土壤比例由2012年的27.30%增加到2017年的45.84%.
2.3 南川植烟区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变化特征

由表2可知,
 

南川区植烟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范围在85.3~277.16
 

mg/kg之间,
 

平均值为157.1
 

mg/kg,
 

变异系数为22.46%;
 

其中质量分数介于100~180
 

mg/kg适宜范围的土壤占75%,
 

约有20%的土壤碱

解氮质量分数偏高,
 

碱解氮质量分数极高或极低的土壤仅占2.08%.
 

可见,
 

南川区大部分烟土碱解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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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数都适合烟草生长.
 

南川区植烟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由2012年的119.88
 

mg/kg增加到2017年的

157.10
 

mg/kg,
 

平均值增加31.05%,
 

碱解氮质量分数水平较高的土壤比例(180~240
 

mg/kg)增加了

15.79%(图3).
 

总体而言,
 

南川区烟土供氮能力除部分偏高外,
 

大部分比较适宜.

图2 南川植烟区土壤有机质分布频率

与年限变化图

图3 南川植烟区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分布频率

与年限变化图

2.4 南川植烟区土壤有效磷质量分数变化特征

由表2可知,
 

南川区植烟土壤有效磷质量分数变幅为1.61~97.94
 

mg/kg,
 

平均值是28.03
 

mg/kg,
 

变异系数达60.79%.
 

根据有效磷分级标准,
 

质量分数处于20~30
 

mg/kg适宜水平的土壤占41.25%.
 

综合丰缺指标和图4可知,
 

南川区烟土有效磷分布空间变异性大,
 

应因地制宜地进行磷素管理.
 

与2012
年南川区 植 烟 土 壤 有 效 磷 质 量 分 数 平 均 值23.12

 

mg/kg相 比,
 

2017年 其 质 量 分 数 平 均 值 增 加 了

21.24%,
 

较高水平土壤比例增加13.53%,
 

低水平和偏低水平的土壤比例下降7.04%和12.38%,
 

土壤

有效磷累积量增加.

2.5 南川植烟区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变化特征

由表2可知,
 

南川区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变幅为99.35~575.44
 

mg/kg,
 

平均值为277.51
 

mg/kg,
 

变

异系数达到39.76%.
 

综合丰缺指标和图5可知,
 

南川区植烟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质量

分数处于150~220
 

mg/kg适宜水平的土壤占22.92%.
 

土壤富钾比例约占66%,
 

速效钾整体水平偏高.
 

与

2012年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平均值192.2mg/kg相比,
 

2017年南川区植烟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有明显升

高趋势,
 

平均值增加了44.39%,
 

质量分数处于较高和极高水平的土壤比例分别增加17.67%和14.66%,
 

处于较低水平的土壤比例下降了19.84%.

图4 南川植烟区土壤有效磷质量分数分布频率

与年限变化图

图5 南川植烟区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分布频率

与年限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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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南川区土壤养分演变状况

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
 

土壤肥力是决定烤烟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45].
 

目前南川区烟田土壤肥力水平

总体较高,
 

但也存在不利于烟叶生产的因素.
 

土壤pH值是决定土壤供肥能力的重要因素
 [24],

 

土壤pH值

影响着土壤养分的生物有效性进而影响烟草生长及品质的形成
 [46-47].

 

优质烟叶生产要求微酸性土壤,
 

pH

值在5.5~6.5之间[46],
 

2017年南川区烟田土壤pH平均为5.77,
 

处于烟草适宜pH范围的比例由2012年

的24%增加到2017年的35%,
 

酸性土壤比例由2012年的60%减少到2017年的41%,
 

说明近年来该地区

逐步控制了土壤酸化趋势.
 

这可能与当地长期推行石灰、
 

钙镁磷肥施用等技术措施有关.
 

施用石灰、
 

钙镁

磷肥可以有效抑制土壤酸化.
 

李强等[48]提出针对不同植烟土壤程度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案.
 

因此,
 

对于通过

改良使土壤pH值处于适宜范围和由于统一施肥使得土壤碱性增加的土壤应停止施用石灰等改良剂,
 

对于

土壤酸化已得到明显改善的地区可适当减少石灰等的施用.
 

虽然该地区土壤酸化已得到明显改善,
 

但仍有

41%的酸化土壤.
 

针对南川植烟区部分酸化严重的烟田,
 

本课题组根据土壤pH值提出了烟田分类治理的

方法:
 

针对pH<5.0的烟田,
 

采用石灰降酸和有机肥对肥力进行恢复的改良模式,
 

确定了石灰施用量和土

壤pH值的定量关系(Y=619.11-108.43X),
 

施用石灰2年pH值提高了0.4;
 

针对pH值为5.0~5.5
 

烟

田,
 

采用烟杆高温炭化后生成的生物炭平衡土壤酸性,
 

同时采用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对肥力进行提升

的改良模式,
 

该模式2年pH值提高了0.3,
 

以上两种模式可有效解决烟田土壤酸化问题(数据未发表).
适宜的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

 

对于土壤养分供应、
 

烟株生长发育和烟叶化学成分协调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49-50].
 

经过近年来大力推广有机肥施用,
 

2017年南川区植烟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总体较为适宜,
 

相较

2012年有显著提高,
 

这主要与烟农近年来大量施用有机肥有关.
 

土壤有机质改善了土壤物理性状,
 

促进了

土壤微生物活性,
 

提高了土壤肥力水平,
 

对于烟株生长、烟叶碳氮代谢和品质提高具有重要作用[26],但过高

的土壤有机质也会造成后期氮矿化增多,
 

烟株不易落黄,
 

上部烟叶烟碱含量增加,
 

烟叶化学成分不协调,
 

香气量下降等[26,42].
 

建议在南川植烟区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较高的区域适当控制有机肥的用量,
 

对有机质

含量偏低的区域,
 

继续增施有机肥或秸秆还田.

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能较好地反映土壤氮素供应状况[51].
 

南川区植烟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由2012年

的119.88
 

mg/kg增加到2017年的157.10
 

mg/kg,
 

平均增加31.05%,
 

说明土壤供氮能力有所增强.
 

一方

面因为近年来烟农大量使用含氮复合肥,
 

直接提高了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
 

另一方面烟农大量施用有机

肥,
 

提高了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
 

增强了土壤保氮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南川区土壤有机质质量分

数较2012年提高了15.49%.
 

以南川区中等肥力烟田为例,
 

氮用量需要从2012年的每公顷120~135
 

kg调

整为目前每公顷97.5
 

kg~112.5
 

kg,
 

总体而言,
 

南川区植烟土壤碱解氮质量分数较高,
 

供氮能力较强,
 

加

上上季残留,
 

应适当减少移栽前氮肥的施用量.

磷是烟草生长发育的必需营养元素之一,
 

但过多磷素不仅会对烟草品质带来显著不利影响,
 

增加

生产成本[52],
 

而且磷进入水体还会造成污染,
 

破坏生态平衡[27].
 

2017年土壤有效磷质量分数平均值

为28.03
 

mg/kg,
 

较2012年增加了21.24%,
 

处于适宜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土壤比例增加,
 

低水平和偏

低水平的土壤比例下降,
 

说明土壤磷积累量增加.
 

以南川区中等肥力烟田为例,
 

磷用量需要从2012

年的每公顷105~120
 

kg调整为目前每公顷90~105
 

kg,
 

应适当减少移栽前磷肥的施用量,
 

但降低磷

肥施用量时要相应地调整氮、
 

钾肥的施用量.
 

此外,
 

南川区烟土有效磷分布空间变异性大,
 

应根据土

壤测试结果进行磷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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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是喜钾植物[53],
 

适量的钾素能提高烟草的品质[21].
 

廖晓勇等[54]研究表明,
 

施钾可提高烟叶中钾

和还原糖的质量分数,
 

降低钙、
 

镁、
 

烟碱和蛋白质的质量分数.
 

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常被作为判断植烟土

壤钾素质量分数丰缺的重要指标[55].
 

陈江华等[56]认为,
 

植烟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在150~220
 

mg/kg为

佳.
 

2017年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速效钾质量分数整体偏高且有明显升高趋势.
 

土壤速

效钾质量分数平均值较2012年增加了44.39%,
 

处于低水平的土壤比例下降,
 

较高水平的土壤比例明显增

加,
 

而适宜范围的土壤比例较2012年有所下降.
 

以南川区中等肥力烟田为例,
 

钾用量需要从2012年的每

公顷300~330
 

kg调整为目前每公顷240~300
 

kg,
 

因此,
 

建议根据测土结果,
 

进行分区施钾肥,
 

避免盲目

施钾肥,
 

对部分钾质量分数较高地区减少钾肥的投入,
 

以增加土壤供钾的后效及潜力.

图6 南川区植烟区烤烟施肥区划图

3.2 施肥建议

根据南川区土壤养分质量

分数特征,
 

通过叠加土壤有机

质图、
 

土壤氮养分图、
 

土壤磷

养分图、
 

土壤钾养分图,
 

形成

综合分区图,
 

建立了施肥分区

图,
 

从而最终形成施肥区划图

(图6),
 

可以实现烟田区域“大

配方”养 分 管 理 策 略.
 

由 图6
可知,

 

南川烤烟氮用量基本控

制在每公顷90~120
 

kg,
 

磷用

量基本控制在每公顷82.5~

112.5
 

kg,
 

钾用量基本控制在

每公顷225~300
 

kg.
 

中氮高

磷中钾区建议施用氮、
 

磷、
 

钾

肥三者比例为1∶0.8∶2.3;
 

中氮中磷高钾施肥区三者比例

为1∶1∶2.3;
 

中氮中磷中钾

施肥 区 三 者 比 例 为 1∶1∶

2.3;
 

中氮中磷低钾施肥区三

者比例为1∶1∶2.5;
 

低氮低

磷中钾施肥区三者比例为1∶

1∶2.5.

4 结 论

南川区烟田总体肥力较高,
 

但部分烟田土壤酸化严重,
 

有机质质量分数较为丰富且多年有机质质量分

数稳中有升;
 

南川区植烟区土壤碱解氮和土壤速效磷总体质量分数适中,
 

但土壤速效钾质量分数整体偏

高.
 

2017年南川区烟田土壤酸化现象较2012年明显改善,
 

土壤碱解氮、
 

速效磷和速效钾均有较为明显的

提升.
 

针对目前南川区土壤养分状况,
 

以土壤测试为依据,
 

建立了施肥分区图,
 

可以实现烟田区域“大配

方”养分管理策略,
 

为南川区烤烟特色优质烤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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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an
 

experiment
 

was
 

made
 

inNanchuan
 

County
 

of
 

Chongqing,
 

in
 

whichsoil
 

nutrients
 

in
 

representative
 

tobacco
 

fields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data
 

in
 

2012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rules
 

of
 

soil
 

nutrientsin
 

this
 

periodv
 

Accordingly,
 

aspecific
 

fertilization
 

scheme-

was
 

recommended
 

as
 

a
 

guid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lue-

cured
 

tobacco
 

production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H
 

value
 

of
 

thetobacco-planting
 

soil
 

in
 

Nanchuan
 

County
 

was
 

5.77,
 

soil
 

samples
 

in
 

the
 

optimal
 

pH
 

range
 

accountingfor
 

about
 

35%of
 

the
 

total;
 

and
 

the
 

averag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alkaloidal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

ble
 

potassium
 

was
 

33.62
 

g/kg,
 

157.1
 

mg/kg,
 

28.03
 

mg/kg
 

and
 

277.51
 

mg/kg,
 

respectively
 

in
 

2017.
 

The
 

proportion
 

of
 

the
 

above
 

nutrient
 

indexes
 

in
 

the
 

appropriate
 

range
 

was
 

36.46%,
 

75%,
 

41.25%
 

and
 

22.92%
 

of
 

the
 

total,
 

respectively.
 

Overall,
 

the
 

mass
 

fraction
 

of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was
 

relatively
 

rich,
 

the
 

content
 

of
 

soil
 

alkali-hydrolyzed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was
 

moderate;
 

and
 

the
 

soil
 

available
 

po-

tassium
 

content
 

wasa
 

bit
 

too
 

high
 

as
 

a
 

whole
 

in
 

this
 

area.
 

Compared
 

with
 

2012,
 

soil
 

acidification
 

in
 

the
 

lo-

caltobacco
 

fields
 

wasmarkedlyalleviated.
 

The
 

average
 

pH
 

value
 

of
 

tobacco
 

planting
 

soil
 

increased
 

by
 

0.32,
 

but
 

41.0%
 

of
 

the
 

soil
 

remained
 

acidic.
 

The
 

average
 

content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alkali-hydrolyzed
 

ni-

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increased
 

by
 

15.49%,
 

31.05%,
 

21.24%
 

and
 

44.39%,
 

respectively.
 

Therefor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acidity,
 

stabilize
 

nitrogen
 

and
 

phos-

phorus,
 

control
 

potassium
 

and
 

maintain
 

organic
 

fertilizer
 

in
 

the
 

tobacco
 

planting
 

area
 

of
 

NanchuanCounty
 

of
 

Chongqing.
 

Based
 

on
 

the
 

soil
 

test,
 

a
 

fertilization
 

zoning
 

map
 

was
 

established,
 

which
 

can
 

achieve
 

the
 

“big
 

formula”
 

nutrient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obacco
 

fields.

Key
 

words:
 

Nanchuan
 

County;
 

tobacco-planting
 

soil;
 

soil
 

nutrient;
 

tobacco;
 

fertilization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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