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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园林绿化的主体之一，在承

担居民休憩及游乐作用的同时，还具有改善大气质

量、涵养水源、调节温度、维持生物多样性及美化

城市景观等诸多生态服务功能［1］。上海市作为典型

的园林城市代表，城市内公园绿地占地面积大，公

园数量已达 243 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8.02 m2［2］。

可以说，公园绿地土壤肥力质量关乎到整个城市的

生态发展［3-4］。由于密集的人类活动，公园绿地土

壤受到的人为扰动往往强于农业土壤和森林土壤，发

生土壤板结、污染等土壤退化现象，土壤质量问题日

益突出［5］。开展城市绿地土壤质量相关研究，对于

科学管理和调控城市生态系统，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保证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3-9］已开展公园绿地土壤肥

力特征的研究，发现城市公园绿地土壤肥力往往呈

现出主要养分元素变异性强、土壤结构差、压实严

重、土壤呈碱性等特点［10-11］。也有学者对上海市

绿地土壤肥力特征［12-13］进行了研究，但多集中于

上海市少数行政区或少数公园，并且主要关注土壤物

理性质及主要养分元素含量的分布，忽略了植物生长

必不可少的中、微量营养元素的研究，不能全面反映整

个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肥力特征总体状况［14］。中、微

量元素在维持植物体内正常代谢过程，保证植株营养

供应及参与土壤主要元素循环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15-16］。目前，中、微量元素作为土壤肥力质

量评价指标，已被应用于胶园［17］、农田［18］、中药

材栽培地［19］、植烟区［14］等不同类型土壤中，但在

城市绿地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时却极少应用。因此，为

了对土壤肥力质量进行更全面评价，本研究采集了上

海全市16个行政区的公园绿地土壤表层样品，测定

土壤pH值、EC、主要养分和中微量养分元素，结合

GIS技术对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肥力特征进行综合分

析与评价，为今后有针对性地指导城市公园绿地养护

以及提升公园整体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上海市位于中国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120°52′～122°12′E，30°40′～31°53′N），地处

黄棕壤地带，与非地带性水稻土复式组合，主要土

壤类型为水稻土、滨海盐土、潮土和黄棕壤土，总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相对高差 3 ～ 4 m，属于平原

地貌，年平均气温 15.7℃，年均降水量 1 100 mm 左

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19-20］。上海市是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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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城市，经济繁华，工业发达，交通线路多，人

流量大，拥有黄浦区、徐汇区、浦东新区、崇明县

等 16 个市辖区，总面积 6 340 km2，其中公园面积为

192 km2 ［2］，中心城区公园数量占上海市公园总量的

80% 以上［12］，根据实地调查，公园内主要种植物包

括樟树、雪松、水杉等乔木，海桐、女贞、八角金

盘等灌木以及麦冬、大吴风草、地毯草等草本植物。

1.2　土壤样品采集和测定

本研究选择上海全市 16 个行政区内 65 个代表

性公园进行表层土壤样品采集（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共采集公园绿地土壤样品 87 个（图 1）。根

据公园面积及植被类型确定采样点，使用土钻在

每个采样点的不同植被类型下采集 5 或 8 个 0 ～ 

20 cm 表层土壤，作为一个样品。将其充分混合，

去除样品中的石块、草根等杂物，过 2 mm 筛后，

装入聚乙烯密封袋，带回实验室进行化学性质的分

析。每份样品采用四分法保留 2 ～ 3 kg。

取部分样品进行风干，根据不同指标的要求过

相应孔径筛后进行土壤化学性质测定。pH 值和 EC

分别采用电位法和电导法进行测定，有机质使用重

铬酸钾 - 硫酸氧化法测定，全氮使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全磷和全钾采用

氢氧化钠熔解 -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21］；有效磷、

速效钾、有效钙、有效镁、有效硫、有效铁、有效

锰和有效钼使用 AB-DTPA 浸提 -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22］。

图 1　采样点分布图

1.3　土壤肥力单项指标评价

参照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标准［7，23］及

上海市《园林绿化工程种植土壤质量验收规范》

（DB31/ T 769-2013）［22］要求对上海市公园绿地土

壤 pH 值、EC、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

氮、有效磷、速效钾、有效钙、有效镁、有效硫、

有效铁、有效锰和有效钼 15 项指标进行单因子评

价（表 1、2、3）。

表 1　土壤 pH 值、EC 分级标准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pH 值 ≤ 5（强酸性） 5.0 ～ 6.5（酸性） 6.5 ～ 7.5（中性） 7.5 ～ 8.5（碱性） ≥8.5（强碱性）

EC（mS/cm） ≤ 0.12 0.12 ～ 0.35 0.35 ～ 1.0 1.0 ～ 1.5 >1.5

表 2　土壤有机质及大量元素分级标准

等级 有机质（g/kg） 全氮（g/kg） 全磷（g/kg） 全钾（g/kg） 碱解氮（mg/kg） 有效磷（mg/kg） 速效钾（mg/kg） 评价

1 级 >40 >2 >1.0 >25 >150 >40 >200 很高

2 级 30 ～ 40 1.5 ～ 2 0.8 ～ 1.0 20 ～ 25 120 ～ 150 20 ～ 40 150 ～ 200 高

3 级 20 ～ 30 1.0 ～ 1.5 0.6 ～ 0.8 15 ～ 20 90 ～ 120 10 ～ 20 100 ～ 150 中上

4 级 10 ～ 20 0.75 ～ 1.0 0.4 ～ 0.6 10 ～ 15 60 ～ 90 5 ～ 10 50 ～ 100 中下

5 级 6 ～ 10 0.5 ～ 0.75 0.2 ～ 0.4 5 ～ 10 30 ～ 60 3 ～ 5 30 ～ 50 低

6 级 <6 <0.5 <0.2 <5 <30 <3 <30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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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中、微量元素分级标准

等级 有效钙（mg/kg） 有效镁（mg/kg） 有效硫（mg/kg） 有效铁（mg/kg） 有效锰（mg/kg） 有效钼（mg/kg） 评价

1 级 >1 000 >300 — >20 >30 >0.3 很高

2 级 700 ～ 1 000 200 ～ 300 >30 10 ～ 20 15 ～ 30 0.2 ～ 0.3 高

3 级 500 ～ 700 100 ～ 200 16 ～ 30 4.5 ～ 10 5.0 ～ 15 0.15 ～ 0.2 中

4 级 300 ～ 500 50 ～ 100 <16 2.5 ～ 4.5 1.0 ～ 5.0 0.1 ～ 0.15 低

5 级 <300 <50 — <2.5 <1.0 <0.1 很低

1.4　土壤综合肥力评价

采用模糊评价法［24］对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综

合肥力进行评价。参照文献中的方法建立抛物线型

（公式 1）、反 S 型（公式 2）和 S 型（公式 3）隶

属度函数对各肥力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差异［14，17］，选择土壤 pH 值、EC、有机质、全量

氮磷钾、有效态氮磷钾及有效态钙、镁、硫、铁、

锰、钼作为评价指标。

pH值、有效铁和有效锰属于抛物线型隶属度函 

数［17］：

f（x）=

1.0， x3 ≤ x ≤ x4

0.9（x-x1）/（x3-x1）+0.1，x1<x<x3

0.9（x2-x）/（x2-x4）+0.1，x4<x<x2

0.1， x ≤ x1 或 x ≥ x2

  （1）

EC 属于反 S 型隶属度函数［24］：

f（x）=
1.0， x ≥ x2

0.9（x-x1）/（x2-x1）+0.1，x1<x<x2

0.1， x ≤ x1

  （2）

其余指标属于 S 型隶属度函数［17，24］：

f（x）=
1.0， x ≤ x1

0.9（x2-x）/（x2-x1）+0.1，x1<x<x2

0.1， x ≥ x2

  （3）

式中，f（x）为土壤各肥力指标的隶属度值，

x1、x2、x3、x4 分别为隶属函数的各个拐点，拐点的

取值参照标准［23］和规范［22］要求并结合上海市绿

地土壤肥力特征［25］确定（表 4）。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

数［17］，按照模糊数学中加乘法原理，将土壤各肥

力指标的隶属度值与权重系数相乘，加和后即为土

壤综合肥力评价指数 IFI［24］。

表 4　各隶属度函数拐点值

评价指标 x1 x2 x3 x4 评价指标 x1 x2 x3 x4

pH 值 4.5 8.5 6.5 7.5 速效钾（mg/kg） 50 150

EC（mS/cm） 0.12 2 有效钙（mg/kg） 500 700

有机质（g/kg） 10 30 有效镁（mg/kg） 100 200

全氮（g/kg） 0.75 1.5 有效硫（mg/kg） 16 30

全磷（g/kg） 0.4 0.8 有效铁（mg/kg） 4.5 20 10 350

全钾（g/kg） 10 20 有效锰（mg/kg） 1 25 5 15

碱解氮（mg/kg） 60 120 有效钼（mg/kg） 0.15 0.2

有效磷（mg/kg） 5 20

  IFI= （fiwi）  （4）

式中，fi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值，wi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隶属值和 IFI 的取值范围

均为 0.1 ～ 1.0，值越高表示土壤肥力越好。

1.5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柱形图及箱式图制作使用 Excel 

2016，主成分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使用 SPSS 25.0 处理，

采样点分布图及土壤综合肥力分布图使用 ArcMap 

10 软件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单项肥力指标评价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 pH 值范围为 4.6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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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8.10，变异系数为 6.5%（表 5）。对比 pH

值分级标准，土壤整体呈碱性（86.7%），强碱性

土壤占 7.2%（图 2a）。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呈碱性

的特点与长春市［7］、杭州市［8］、北京市［26］、湖北

省［27］等地的城市绿地土壤 pH 值结果呈现出一致

性，可见，由建筑垃圾回填以及碳酸盐沉降等问题

导致的 pH 值偏高［11］已成为目前国内城市绿地土

壤的特征。土壤 EC 值在 0.05 ～ 0.69 mS/cm 之间，

平均值为 0.12 mS/cm，EC 值整体偏小，不会对植

物生长造成伤害［25］，变异系数为 65.3%（表 5），

为中等变异强度，EC 较大的点位主要集中于上海

市南部沿海区域。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8.69 ～ 58.2 g/kg，平均

值 25.2 g/kg，其中 73.6% 的公园绿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较高（图 2b）。有机质变异系数 35.2%，为

中强度变异。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变幅分别为

0.46 ～ 8.38、0.39 ～ 3.94 和 15.9 ～ 23.3 g/kg， 平

均值分别为 1.75、0.73、19.3 g/kg（表 5）。其中，

各指标变异系数处于 7.7% ～ 118.6% 之间。全氮的

变异系数最大，为强变异程度。全氮含量较高的区

域多集中在中心城区，可能原因是中心城区公园管

理养护较多，施加了充足的氮肥；全氮含量较低的

区域集中在南部沿海区域（图 3c）；全磷的变异系

数次之，为 53.0%，表现为中等变异程度。全磷含

量较低的点位大多集中在西部靠近江浙地带的区域

（图 3d）。全钾的变异系数最小。上海市公园绿地

土壤样点中，分别有 54%、69.9% 和 100% 的样点

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充足（图 2c）。

表 5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各指标描述统计

指标 变幅
平均值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指标 变幅

平均值 ±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pH 值 4.63 ～ 8.89 8.10±0.53 6.5 速效钾（mg/kg） 46.7 ～ 282 155±51.0 32.9

EC（mS/cm） 0.05 ～ 0.69 0.12±0.08 65.3 有效钙（mg/kg） 215 ～ 415 322±43.8 13.6

有机质（g/kg） 8.69 ～ 58.2 25.2±8.87 35.2 有效镁（mg/kg） 22.3 ～ 342 166±72.5 43.7

全氮（g/kg） 0.46 ～ 8.38 1.75±2.07 118.6 有效硫（mg/kg） 3.43 ～ 253 41.0±36.6 89.2

全磷（g/kg） 0.39 ～ 3.94 0.73±0.39 53.0 有效铁（mg/kg） 45.7 ～ 361 115±54.6 47.3

全钾（g/kg） 15.9 ～ 23.3 19.3±1.48 7.7 有效锰（mg/kg） 3.67 ～ 27.5 13.3±4.96 37.2

碱解氮（mg/kg） 16.4 ～ 176 93.8±35.4 37.8 有效钼（mg/kg） 0.01 ～ 0.11 0.04±0.02 42.9

有效磷（mg/kg） 1.44 ～ 96.0 14.7±16.2 110.2

图 2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各指标分布频率

注：图a中，pH值：1、2、3、4、5分别表示强酸性、酸性、中性、碱性、强碱性；EC：1、2、3、4、5分别表示≤0.12、0.12～ 0.35、0.35～ 1.0、

1.0～1.5、1.5；图b-d 中，1、2、3、4、5、6分别表示很高、高、中上、中下、低、很低；图e-f 中，1、2、3、4、5分别表示很高、高、中、低、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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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16.4 ～ 176、1.44 ～ 96.0 和 46.7 ～ 282 mg/kg， 平

均 值 为 93.8、14.7 和 155 mg/kg（ 表 5）。 有 效 磷

变异系数为 110.2%，表现为强变异。其中，上海

市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效磷含量最低，北部地区

有效磷含量最高，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图

3g）。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处于中下及

以下水平的样点分别占 50.6%、53.0% 和 15.7% 

（图 2d）。

土壤中、微量元素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营

养元素。土壤中有效态中量元素有效钙、有效镁

和有效硫含量分别在 215 ～ 415、22.3 ～ 342 和

3.43 ～ 253 mg/kg 之间，平均值分别为 322、166

和 41.0 mg/kg，3 种指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13.6%，

43.7% 和 89.2%（表 5），属于中度变异或强变异。

其中，有效钙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含量较低（图

3i）；西部地区的有效硫含量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图 3k）。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分级标准，

所有样点的有效钙都处于中下及以下水平，81.9%

样点的有效硫含量均中等水平，85.5% 的样点有效

镁含量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图 2e）。在《上海市

园林绿化工程种植土壤质量验收规范》中，有效钙

>300 mg/kg 即处于较优水平，可以满足植物生长所

需。由于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中建筑材料等碱性材

料堆积及灰尘中碳酸钙和碳酸镁沉降富集［28］，土

壤呈碱性，碳酸钙含量丰富，有效钙含量充足。因

图 3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各肥力指标空间分布图

注：图a-n分别为pH值、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有效钙、有效镁、有效硫、有效铁、有效锰和有效钼的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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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评价绿地土壤有效钙含量时，需结合当地土

壤特点进行评价。

土壤中有效态微量元素有效铁、有效锰和有

效 钼 的 含 量 分 别 在 45.7 ～ 361、3.67 ～ 27.5 和

0.01 ～ 0.11 mg/kg 之间，平均值分别为 115、13.3

和 0.04 mg/kg，变异系数在 37.2% ～ 47.3% 之间

（表 5），属于中度变异，其中有效锰含量较高的点

位主要集中于上海北部地区（图 3 m）。所有样点的

有效铁均处于很高水平，95.2% 样点的有效锰属于

中等偏高水平（图 2f），与公园在养护过程中施用

了含铁、锰元素较多的有机改良材料有关［29］。所

有样点的有效钼均处于很低水平（图 2f），表明上

海市公园绿地土壤中缺乏有效钼。钼参与无机磷到

有机磷的转化过程及植物体内的大气固氮过程［16］，

促进植株的生长发育，上海市绿地土壤质地多为砂

壤土［10］，母质钼含量较低，并且由于钼肥成本高，

公园养护过程中施用钼肥较少可能是造成上海市公

园绿地土壤钼素缺乏的主要原因。

2.2　土壤肥力综合评价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指数 IFI在

0.49 ～ 0.75之间，平均值为0.62。将 IFI划分为3个 
等级，分别为较好（0.7<IFI）、中等（0.4≤ IFI≤ 
0.7）、较差（IFI<0.4）［17］，表明上海市公园绿地

土壤综合肥力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处于较好水平的
占 17.2%，处于中等水平的占 82.8%（图 4a）。

使用ArcMap软件根据综合肥力指数对上海市各
行政区综合肥力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海
市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整体表现出从南部到北部地
区逐渐变好的规律（图4b）。上海北部区域的综合肥
力均大于上海市中、南部区域。有机质、全磷含量
较高的区域也集中在北部；全氮和碱解氮分布较分
散，这与上海市的土壤类型有关。上海市很大面积为
水稻土的黄泥头土亚类，有机质、全量氮磷钾和铁锰
含量较高；西部地区多为青黄土和青黄泥土，养分含
量低；北部地区，尤其崇明县，大部分地区为黄泥
土，有机质及大量养分含量较高；东部沿海区域多为
渗育水稻土，有机质和全量养分较低［20］，这也从一
方面解释了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中养分含量变异较大
的原因。中心城区及浦东部分区域的肥力较低可能是
由于人为活动、汽车尾气及生活垃圾排放量较大造成 
的［7］，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土壤肥力。西南部
地区土壤肥力偏低的原因除了土壤类型的因素影响，
可能还受到当地对其绿化的投资力度较小、绿化管
理难度较大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施肥情
况、公园人流量及各方面人为干扰的影响［13］，相
同行政区内的不同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也不一致 

（图4）。

　

图 4　上海市各行政区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状况

注：图a为上海市各行政区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箱式图，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有显著性差异（P<0.05），图b为上海市各行政区公园绿地土壤综

合肥力空间分布图。

2.3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肥力的限制因子

将 隶 属 值 划 分 为 3 个 等 级， 分 别 为 较 好
（>0.7）、中等（0.4 ≤ IFI ≤ 0.7）、较低（<0.4）［17］，
发现有效钼的隶属平均值为 0.1，处于下限值；有

效磷的隶属值较低（<0.4）的样品占 55% 以上。结
合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分析，全氮、碱解氮、有
效磷和有效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市公园绿地
的土壤肥力。氮肥和磷肥施用量高而利用率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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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上海市年降水量较大导致氮磷淋溶以及公园养
护时的个体差异可能是造成氮素和磷素分布不均、
部分地区氮磷缺乏的主要原因。此外，结合相关性
分析，有效钼和碱解氮呈显著正相关，钼缺乏可能
也是造成碱解氮含量较低的原因［16］。因此对每个
公园因地制宜，合理施用氮磷肥等措施［8］是解决
氮磷分布不均的有效措施。

通过15个土壤化学性质的相关性分析发现（表
6），pH值、EC值与大多数土壤肥力指标呈负相关关

系，尤其是pH值。pH值与有机质、有效硫和有效锰
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与有效磷和有效钼呈显著负相
关，而植物多喜在中性土壤中生长，碱性或强碱性土
壤会降低土壤结构的通透性［13］，根据相关性分析的
结果，pH值高可能会降低有机质、有效磷、有效硫、
有效锰和有效钼在土壤中的积累。有机质和全氮一般
会呈现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31］，在本研究中，不同
公园在管理过程中施加无机肥的差异可能是导致有机
质和全氮没有出现显著正相关的原因。

表 6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化学性质相关性分析

pH 值 EC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 有效钙 有效镁 有效硫 有效铁 有效锰 有效钼

pH 值 1

EC -0.091 1

有机质 -0.323** -0.062 1

全氮 -0.079 -0.007 0.037 1

全磷 -0.055 -0.005 0.187 0.078 1

全钾 -0.083 -0.166 0.143 0.022 0 1

碱解氮 -0.063 -0.008    0.554**   0.249*  0.377**   0.051 1

有效磷 -0.245* -0.025   0.272*    0.380** 0.247* -0.021     0.471** 1

速效钾 0.025   0.087 0.137  0.255*   0.285**     0.339**     0.283**   0.361** 1

有效钙    0.383** -0.118 -0.043 0.135 0.185 -0.152    0.219* 0.167 -0.007 1

有效镁 0.063     0.340** -0.407** -0.038 -0.175     0.268* -0.252* -0.14 0.2 -0.208 1

有效硫 -0.362**     0.375** -0.069 0.146 0.054 -0.021 -0.001   0.279**   0.146 -0.337**     0.305** 1

有效铁 -0.565** -0.032    0.417** -0.132 0.108   0.028   0.073 0.142 -0.067 -0.727**  -0.235* 0.256* 1

有效锰 -0.532**   0.142    0.420** 0.032 0.222*   0.093   0.243* 0.198     0.316** -0.323** -0.202 0.262* 0.561** 1

有效钼 -0.250*    0.142    0.322** 0.1 0.263* -0.066    0.236* 0.172 0.18 -0.158 -0.038 0.174 0.287** 0.151 1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3　结论

上海公园绿地土壤主要呈碱性，有机质、全

磷、全钾、速效钾、有效钙、有效镁、有效硫、有

效锰、有效铁等养分含量整体充足，超出一半的

区域碱解氮和有效磷含量不足，有效钼严重缺乏。

其中，全氮、全磷、有效硫和有效磷的变异系数 

较大。

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综合肥力为中等水

平，土壤综合肥力表现出北高南低的趋势。中

心城区的全氮含量较高；北部地区有机质、有

效磷及有效锰含量较高；西部地区全磷和有效

硫含量较低；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效钙含量

较低；这与上海市土壤类型有着密切关系。城

市化活动可能是造成中心城区土壤肥力较低的 

原因。

全氮、碱解氮、有效磷和有效钼是上海市公园

绿地土壤肥力的主要限值因子。对于上海市公园绿

地的管理和养护而言，改善土壤的 pH 值，种植耐

碱植物和豆科植物，施加钼肥，避免种植钼素敏感

植物，因地制宜等方法是改善上海市公园绿地土壤

肥力质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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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oil fertility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urban park in Shanghai
LUO Yu-zhen1，ZHANG Wei-wei2，LI Ya-ying3，YAO Huai-ying3，WANG Yong-jie1*，HAN Ji-gang2*（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120；2．Shanghai Academ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ience and Planning，Shanghai 200030；3．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87 soil samples（0 ～ 20 cm）from 65 urban parks were collected in 16 districts of Shanghai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fun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and find out the soil fertility status of green space in Shanghai park. In this study，

15 chemical indexes were selected，and soil fertil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evaluated by single factor evaluati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G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 value of Shanghai park green space topsoil was alkaline and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EC）was relatively low．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total nutrient and available nutrient was mainly at the 

medium level．The available molybdenum was lack in most park soils．The contents of potassium，calcium，magnesium，

sulfur，iron，and manganese were  sufficient．Total  nitrogen  and available phosphorus  showed  strongly  variable． 

The 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IFI）of Shanghai park green space was at middle  level and showed a  trend of gradual 

improvement  from south to north．The soil  limiting factors were pH，total and available nitrogen，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molybdenum．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soil pH，cultivating leguminous plant and applying micronutrient 

fertilizer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soil fertility quality.

Key words：park green space；soil fertility；limiting factors；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