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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１６１７］。
- = M � b M ± m

，
U ０．１ ｍｏｌ／Ｌ

ｐＨ５．２9xMíîÄ

；
-=5�bM±m

，
U０．５

ｍｏｌ／ＬｐＨ８．５9ＮａＨＣＯ３ ÏíîÄ

；１±±}�>

w

（Ｅｕ）"�½ｍｉｎ½ｇºóÕ１μｍｏｌｐＮＰＰ（b4

F:bMg4

）。

１．４　�°%&

1��Ｅｘｃｅｌæ¸�

，
TUＳＰＳＳ１３．０�2{è

:{åæcd>G«R�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eＰｅｒｓｏｎS����:{

。

２　 ��x:{

２．１　¡¢½£ＡＭ}:1ð�2S

ë"１¥é

，
ÈÊiÕＡＭ ê(92�õ=þ

Q�８６．９％，I`(¾=þQe`u=þQû0�

�a#®８%

，１０%·¢

，４%û�

。
ã�=þQX

¨[�_"#�８%＞４%＞１０%

。
`u=þQX

¨[�_��Þ²

，
û0%9=þQêû�%9２．３

x

。ＡＭê(/¾ÿaXm�»ðboñ

，
2�/

¾ÿa"#�１０%＞８%＞４%

，
p®�%��Þ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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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０ｃｍº<

，
�º<º�9(¾=þQe

ã�=þQÆÞ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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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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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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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_ï§

。
b`u=þQb�

，
ÈÊiÕ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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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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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º<���iÞ²

。
/¾ÿa®ºª×�þJ

n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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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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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１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Ｆａｎｄｓｏｉ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狅狉犱狅狊犻犮犪

%V

Ｍｏｎｔｈ

º<±a

／ｃｍ
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

=þQ

／％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õ=þQ

／％
Ｔｏｔａｌｒａｔｅ

(¾

Ｈｙｐｈａｌ

ã�

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

`u

Ａｒｂｕｓｃｕｌａｒ

/¾ÿa

／ｇ－１

Ｓｐｏｒ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ºª¨a

／％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ºª(a

／℃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 ０～１０ ９３．２１±３．５６ｂ ９３．２１±３．５６ｂ ６９．３９±３．３５ｂ １３．４８±４．７２ａ １．１０±０．１０ａ １．５７±０．２８ａ １２．６５±０．６０ａ

１０～２０ ９５．５５±２．５６ｂ ９５．５５±２．５６ｂ ６０．２２±７．６８ｂ １７．９０±４．６２ａ ２．１６±１．４９ａ ２．３７±０．２５ａｂ１４．８０±０．２１ｂ

２０～３０ ９４．９５±２．９４ｂ ９４．９５±２．９４ｂ ４８．４５±１．３２ａｂ １９．７７±７．５ａ １．２４±０．２３ａ ３．０７±０．２７ａｂ１６．１０±０．１２ｂｃ

３０～４０ ８８．８９±５．１９ｂ ８８．８９±５．１９ｂ ５３．３３±１．２３ａｂ ２７．０８±６．４ａ ０．４４±０．１６ａ ３．５０±０．８７ａｂ１６．７７±０．０８ｃ

４０～５０ ２５．００±２．５０ａ ２５．００±２．５０ａ １２．５０±１．２５ａ ０．００±０ａ ０．８８±０．２７ａ ４．３７±０．８０ｂ １６．８７±０．１３ｃ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９．５２±３．４０Ａ ７９．５２±３．４０Ａ ４８．７８±２．９７Ａ １５．６５±４．６４Ａ １．１６±０．３１Ａ ２．９８±０．３１Ｂ １５．４４±０．３８Ｂ

８ ０～１０ ９２．９２±５．３８ａ ９２．９２±５．３８ａ ６１．８９±８．４７ａ ９．９８±３．９１ａ １５．３１±３．３４ａ ２．１２±０．１６ａ ２４．２０±０．６８ｂ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６１．９８±７．４０ａ ３９．６９±１２．３０ａ１３．７６±６．０２ａ ３．０２±０．０８ａｂ２１．８７±０．２６ａ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６５．３５±３．９１ａ ３６．５２±９．１０ａ ９．９２±２．２８ａ ２．９５±０．２６ａｂ２２．０２±０．１８ａ

３０～４０ ９９．００±０．９６ａ ９９．００±０．９６ａ ６１．２２±４．３０ａ ４８．６４±４．４０ａ ５．０２±１．０３ａ ４．１２±０．４３ｂ ２２．２２±０．３１ａ

４０～５０ ７５．００±２．５０ａ ７５．００±２．５０ａ ３５．４３±１３．４５ａ ４２．３６±１６．３０ａ ５．５０±１．４９ａ ３．４０±０．５２ｂ ２１．８５±０．１８ａ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９３．３９±２．０４Ａ ９３．３９±２．０４Ａ ５７．１７±４．１３Ａ ３５．４４±５．１２Ｂ ９．９０±１．６３Ｂ ３．１３±０．２０Ｂ ２２．４４±０．２５Ｃ

１０ ０～１０ ９８．５０±１．５０ａ ９８．５０±１．５０ａ ５７．３５±８．０１ｂ １９．０３±４．２５ａ ２０．０６±３．７３ｂ １．９７±０．０２ａ ４．３２±０．１８ａ

１０～２０ ９７．７６±０．９０ａ ９７．７６±０．９０ａ ４３．３５±４．９７ａｂ ２９．４３±３．０９ａ １５．８５±４．６０ａｂ１．９２±０．０４ａ ６．１０±０．４９ｂ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６２．１６±８．６６ｂ ２８．８４±９．３５ａ ７．６８±２．９０ａｂ２．０７±０．１１ａ ７．６５±０．４７ｂｃ

３０～４０ ９３．４５±５．８０ａ ９３．４５±５．８０ａ ３６．８４±７．９８ａｂ ２９．４７±１．１１ａ ３．３８±０．３７ａ ２．４２±０．１９ａ ８．６０±０．３３ｃ

４０～５０ ４９．２４±２．８０ａ ４９．２４±２．８０ａ １８．９１±１．０７ａ ９．２１±０．７３ａ ４．３５±１．０９ａ ２．４０±０．２０ａ ８．９７±０．３３ｃ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７．７９±２．８２Ａ ８７．７９±２．８２Ａ ４３．７２±４．８５Ａ ２３．２±３．５０ＡＢ１０．２７±１．９２Ｂ ２．１６±０．０７Ａ ７．１３±０．４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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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V

Ｍｏｎｔｈ

º<±a

／ｃｍ
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

T�b

／
（μｇ·ｇ

－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Ｐ

�YÐ

／
（ｍｇ·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T�û

／
（μｇ·ｇ

－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Ｎ

ｐＨ

#±

／
（μｇ·ｇ

－１·ｈ－１）

Ｕｒｅａｓｅ

M�bM±

／×１０－３Ｅｕ
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5�bM±

／×１０－３Ｅｕ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

４ ０～１０ ２．２４±０．０９ｂ ６．２１±０．４２ｂ １５．８９±０．６５ａ ７．９７±０．０１ａ １５．６９±１．１９ｂ １０４．８８±１８．５４ｂ１５２．３０±６．８６ｃ

１０～２０ １．４３±０．２１ａ ４．０１±０．４０ａ １０．０１±２．００ａ ８．３３±０．０１ｂ ６．１７±１．００ａ ６６．７１±１３．８３ａｂ４４．８７±１．９６ｂ

２０～３０ １．３９±０．１５ａ ３．３２±０．１０ａ １２．３２±１．２４ａ ８．３０±０．０２ｂ ５．９３±１．２８ａ ６４．８７±１０．５６ａｂ３９．６１±１．２８ｂ

３０～４０ １．１２±０．０８ａ ３．２３±０．０５ａ １１．３４±１．１２ａ ８．１９±０．０８ａｂ ３．７３±１．４６ａ ４６．４４±４．２６ａ ６．１８±１．７３ａ

４０～５０ １．５２±０．２５ａｂ３．２０±０．２１ａ １３．８６±２．２１ａ ７．９４±０．１１ａ ３．７３±０．７３ａ ４８．０２±１２．０６ａ ４９．０８±３．１５ｂ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５４±０．１１Ａ ３．９９±０．２７Ａ １２．６８±０．７８Ａ ８．１５±０．０５Ｂ ７．０５±１．１２Ａ ６６．１９±６．９９Ｂ ５８．４０±１１．５ＡＢ

８ ０～１０ ３．８７±１．４０ａ ７．１８±１．６７ｂ １７．８５±３．９７ｂ ８．３２±０．４１ａ １１．７８±２．２２ｂ ９１．７２±２０．３３ｂ１１８．８２±６．１０ｃ

１０～２０ １．５６±１．００ａ ２．７８±０．２７ａ ５．９５±０．８８ａ ８．５８±０．１３ａ ３．７３±１．６１ａ ３０．３９±８．５３ａ ３４．０７±２．１６ｂ

２０～３０ １．０２±０．２９ａ ２．１７±０．１９ａ ５．４０±０．９１ａ ８．７９±０．１０ａ ３．２４±２．２３ａ ６．４４±２．４５ａ １９．０７±１．００ａ

３０～４０ ０．５２±０．１８ａ ２．６３±０．３４ａ ５．２５±０．６７ａ ８．７９±０．０４ａ １．２９±０．７３ａ １４．８６±５．６７ａ １８．０２±２．３７ａ

４０～５０ ０．５４±０．２９ａ ３．５３±０．６１ａ ８．７５±３．８９ａｂ８．７９±０．０４ａ １．２７±０．９３ａ ３３．８２±１２．０６ａ ２３．２８±３．２０ａｂ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５０±０．４２Ａ ３．６６±０．５３Ａ ８．６４±１．４９Ａ ８．６５±０．０９Ｂ ４．２７±１．１１Ａ ３５．４５±８．２５Ａ ４２．６６±８．９３Ａ

１０ ０～１０ ５．９６±１．０５ｂ ６．９５±０．６２ｂ ２２．０５±６．７２ａ ８．５８±０．０８ａ １２．７６±２．０７ｂ １２４．６２±１５．９５ｂ１４６．５±１５．６０ｂ

１０～２０ ２．８７±０．４７ａ ３．９６±０．７４ａ １１．５５±２．２４ａ ８．８３±０．０５ａｂ ７．６４±１．２０ａｂ ８７．７７±８．８５ａｂ ８３．０３±９．１９ａ

２０～３０ １．４１±０．２０ａ ２．５５±０．３４ａ ８．７５±２．９３ａ ８．９８±０．０５ｂ ７．１５±１．９０ａｂ ５２．７６±８．１１ａ ６１．４５±２．３６ａ

３０～４０ １．８８±０．５３ａ ２．４６±０．１５ａ １５．０５±６．３４ａ ９．００±０．０６ｂ ５．２０±１．９７ａ ５８．２９±４．６１ａ ６８．８２±８．９７ａ

４０～５０ ２．３５±０．２０ａ ２．９４±０．４９ａ ８．７５±２．６４ａ ８．９８±０．０５ｂ ４．４６±１．１６ａ ４９．３４±７．５３ａ ６７．５１±１２．４ａ

2��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８９±０．４４Ｂ ３．７７±０．４４Ａ １３．２３±２．２０Ａ ８．８７±０．０４Ｃ ７．４４±０．９５Ｃ ７４．５６±７．６０Ｂ ８５．４６±８．３３Ｂ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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