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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几种主要土壤的粘土矿物粗成和演变

补冀泉 锡德涌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西藏高原突起于我国西南
,

艳大部分地面的海拔高度在 米以上
,

为世界上最高

的大高原
。

它大致在第三耙开始形成
,

后来曾受第四耙冰川的深刻作用
,

高山顶部至今仍

是冰川的活动场所 ,
。

高原为显仑山
、

唐古拉山
、

喜焉拉雅山和横断山等大山脉所盘踞
。

同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横队其中
,

成为 自然地理上划分藏南与藏北的重要界拔
。

地域

辽朋
,

地势高赞
,

又有丛山峻岭的屏障
,

所以各地气候悬殊
,

垂直变化显著
。

温暖湿消的西

南季风只能影响到东南峡谷地区
,

除盛夏
,

月外
,

其他月份中
,

整个高原都在西风带高

空环流系枕影响之下
。

除东南边椽地区和低谷地带外
,

高原主体的气候寒冷而干燥
,

其特

点是降水少
,

燕发多
,

太阳幅射张
,

昼夜温差大
,

气压低
,

风力猛, ,

高原上的土壤分布情况大致是 西北部为寒冷荒漠土壤
,

北部及西南部为高山及亚

高山草原和草甸土壤
,

东部及雅鲁藏布江中段河谷地区为山地森林
、

森林草原和灌丛草原

土壤
,

南部边椽为山地森林土
,

土层都很浅薄  !
。

对于这些土壤的性厦
,

过去研究甚少
,

最近
,

刘朝端等同志参加西藏考察
,

进行了较群相的分析研究 , 司。 在他们的协助下
,

我仍

选取了富有代表性的几种主要土壤
,

进行了粘土矿物粗成及演变规律的研究
。

一
、

土续剖面概况

这次选作粘土矿物研究的土壤剖面共 个
,

其中高山土壤 个
,

亚高 山土壤 个
,

山

地土壤 个
,

分布地区北起黑河
,

南至亚东
,

跨樟度 度
,

代表西藏境内与农
、

林
、

牧有关的

主要土壤类型
。

商单介招于后

剖面 田简号嫣为
一 为高山草原土

,

采自藏北班戈湖湖成阶地的阳坡
,

敲处

海拔豹 米
,

母厦为砾厦湖积物
,

植被粗成以紫花卦茅
、

异针茅
、

羊茅为主
,

伴生垫状植

物
,

土壤呈碱性反应
,

合量 一 多
,

有机厦合量低
,

表层仅 界
,

土壤厦地

为砾厦砂壤至袒壤
。

剖面
一 为高山草甸土

,

采自藏北黑河附近海拔 相。米的阴坡
,

母质为砂岩残

积物
,

土壤厦地为砾厦中壤土
,

呈中性反应
,

生长篙草
、

小莎草等粗成的草甸植被
,

有机质

合量高
,

表层为
,

层亦有 多
。

剖面 毛一 采自藏南昂仁阿岛拉山 口 ,

剖面 《
一
材 采自郎卡子甘巴拉山

琪
,

都为千枚岩残积物所发育的高山草甸土
,

海拔高度都在 米左右
,

剖面 质地较

桂
,

为砂坡州隆壤土
,

剖面 为极壤
一中壤土

,

土壤都呈微酸性反应
,

亦生长篙草为主的高山

草甸植被
,
有机质含量高

,

表层达 一抖
·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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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 乡 一 为亚高山草甸土
,

采自藏北索县附近海找 米的山琪
,

母厦为亘

岩殡积物
,

土壤盾地为砾质袒壤土
,

微碱性
,

但无泡沫反应
,

生长苔草
、

小莎草
,

伴生金腊

梅
、

锦鸡儿等灌丛
,

根系交枯成深厚的草皮层 此层何同康 建曦用 表示
,

有机盾含量

一
。

剖面  为亚高山草甸土
,

采自藏南堆龙德庆嘎东沟山顶
,

海拔豹 米
,

母

宜为千枚岩度积物
,

土壤盾地属袒壤
一
中壤

,

表土和底土呈微碱性
,

心土为中性
,

生长植物

以苔草为主
,

伴生薄麻
、

西藏紫云英
、

狠毒
、

金腊梅
、

篙属
、

小雍
、

禾草和垫状植物等
,

有机厦

含量 一 多
。

剖面
, ,

为山地灌丛草原土
,

当地称为阿嘎土
“

阿嘎
”为藏捂白色之意

,

过去曹

归于栗钙土或棕钙土川
,

广泛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游
,

侵触严重
。

剖面 采自日喀 洛吉

村西南山坡
,

海拔的 米
,

母盾为超基性岩的风化物
,

土壤质地为砂坟土
,

呈碱性
,

厘米以上土层中无石灰反应
,

含量甚低
,

仅 一 多
,

植被粗成有蓄属
、

苔草
、

紫云英
、

苔辞
、

狠毒
、

蒲公英及禾本科杂草
,

土壤含有机盾 一 多
。

剖面 采自日喀

 德来热德村西北山坡
,

海扳豹 米
,

母质可能是第四耙杠土层
,

土壤质地为帆续
一
砂

壤
,

呈中性一微碱性反应
,

剖面上部无石灰反应
,

刊 厘米以下为石灰聚积层
,

含

买
,

生长棘豆
、

狠毒
、

西藏狠牙刺及莎草科植物
,

复盖度仅 多左右
。

剖面
一

采自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北侧
,

海拔的 米
,

母厦为花尚岩度积物
,

士坡盾地为砂坡 袒

壤土
,

碱性反应
,

和 厘米以下为石灰淀积层
,

含
,

多
,

生长小集
、

锦鸡儿
、

鬼晃

愁
、

软叶楠核菊
,

狠毒等
,

土城含有机厦  一 究多
。

剖面 。
一 为山地灰化土

,

采于喜焉拉雅山南坡之亚东
,

海拔 米
,

在郁阴

的冷杉林下
,

母质为花岗岩班积物
,

土壤质地为砂壤
一
权壤

,

呈孩酸性反应
,

除灰化层外
,

其

它各层有机质含量都极高
。

剖面
一 为山地棕壤

,

亦采于亚东
,

地形部位较灰化土为低 海拔 米
,

母

厦为花岗岩坡积物
,

表土质地为袒壤
,

心土为中壤
,

底土为紧砂土
,

呈微碱性反应
,

森林树

种以云杉为主
,

伴生棒树
、

跌杉等
,

有机盾含量高
。

二
、

分 析 方 法

土域标本愉去粗有机质后用稀盐酸除去碳酸盐
,

采用多次研磨分散法  沉降分离 」」

粘粒 微米 和栩粉砂粒 一 微米
,

加稀盐酸凝聚后
,

用 拓的过氧化氢分解有机

质
。

一部分粘粒先以稀盐酸淋洗
,

推用水和酒精洗去多余的氛离子
,

制成氢粘粒
,

用杠外

核在 ℃ 左右低温烤干
,

供化学元素分析和阳离子交换量 定 另一部分以蹼离子鲍和
,

供差热分析和
一
射枝分析之用

。

化学分析
—

依照现行土壤分析步碟 进行
,

氧化硅和二三氧化物总量用重量法侧

定
,

氧化铁用高锰酸钾滴定
。

氧化钾采用修改过的  法  以火焰光度补侧定
。

阳离子交换量测定
—

用氯化锰半微量速侧法 !
。

差热分析
—

将镁鲍和粘粒铺于肝有稍酸钙鲍和液的干燥器中
,

使之在 多左右的

相对湿度下达到水分平衡
,

称取  一  克
,

以 同体积的磨栩刚玉粉末为中性体
,

在自动

按制
、

照相昆录的差热分析仪上进行分析
。

所用铂
一铂 毙差热电偶的直径为 毫米

,

炉



软 土彼和粘拉的理化性找

剖剖面摄号号 采集地点点 发发 深 度度 有机质质 扭粉砂砂 粘 粒粒 粘粒部分分

土土典名称称 母 厦厦 生生 厘来
田田简号礴礴礴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阳离子交换换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落克当当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百克

。

班 戈戈 一
。

高高山草原土土 湖积物物 人 一
。 。

一
一呼 呼

。

一
。

 

黑 河河 一  !  

高高山草甸土土 砂岩残积物物 人 一
。

一
。

  

一

。

昂 仁仁 一  
。

444 7

,

000 1 3

。

8 111 2

.

5 111

高高山草甸土土 千枚岩岩 A 111 10一1888 6
。

00000 9

.

0 444 7

.

666 4

.

333 1 4

.

4 555 3

.

呼333

TTT L ~ 14 111 残积物物 A CCC 18一2888 6
.
00000 3

.
6666 6

.
555 4

,

666 1 2

‘

8 99999

CCCCCCCCC
2 8 一4222 6

。

lllll 1

。

0 999 斗
。

222 3

.

777 1 4

.

2 22222

NNN
o

.

444 郎卡子子 A SSS 0一1888 5
.
99999 10

。

6 斗斗 8
.
888 12

.
777 1 5

.
4 555 2

。

9 222

高高山草甸土土 千枚岩岩 A 111 18一2555 5
。

88888 5

。

3 888 1 0

.

555 l 咚
.
888 1 3

。

6 999 4

.

2 111

TTT L

~

1 呼333 残积物物 A BBB 25一4222 5
.
斗斗斗 斗

。

9 000 1 1

。

555 1 3

,

lll 1 斗
.
9 99999

BBBBBBB CCC 4 2一5222 5
.
55555 3

。

3 222 7

.

777 1 2

,

555 1 4

.

5 00000

CCCCCCCCC 5 2 一10000 6
.
0000000 11

。

333 7

.

777 1 1

.

7 66666

NNN

o
。

555 案 县县 人SSS 0一999 7
.
22222 9

。

5 333 8

.

111 7

.

222 1 7

.

9 888 呼
.
3 777

亚亚高山草甸土土 耳岩残积物物 Aiii 9一2444 6
。

88888 4

。

0 222 1 1

。

lll 5

.

555 1 7

.

3 999 4

.

1 333

TTT N
~

8 33333 B CCC 2 4 一咯666 7
.
22222 2

.
3 444 9

。

lll 8

.

88888 4

。

3 111

NNN
o

。

666 堆龙德庆庆 A SSS 0一777 7
.
呼呼呼 3

。

呼333 9
。

000 7

。

000 1 2

。

7 888 2

.

1 666

亚亚高山草甸土土 千枚岩岩 A 111 7一2222 7
.
00000 0

.
9斗斗 12

.
555 7

.
555 16

.
9 666 0

.
3 666

TTT 一3 000 残积物物 A BBB 22一3444 6
,

88888 0

。

4 777 1 0

.

000 1 1

.

000 2 斗
.
0 111 0

.
2 444

BBBBBBB CCC 3 4一咚000 6
.
77777 0

.
4 222 13

.
000 1 0

.
000 2 8

.
7 11111

CCCCCCCCC 斗0一 , 000 7
。

77777777777 2 8

.

8 88888

NNN
o

.

777 日喀alJJJ AAA 0一1000 8
.
222 0

.
1888 2

.
05555555 28

.
6222 l

。

7 444

山山地滋丛丛 超基性岩岩 A BBB 10一2000 8
.
000 0

。

1 666 1

.

2 8888888 2 8

.

0 888 1

.

7 222

草草原土土 风化物物 BCCC 20一3000 7
.
888 0

.
0888 l

。

2 7777777 3 0

.

3 555 1

.

7 呼呼

NNN o
.
888 日喀则则 AAA 0一666 7

.
000 0

.
0333 1

。

2 888 7

.

666 1 2

。

777 2 6

.

7 111 2

.

6 555

山山地灌丛草原土土 第四耙杠土土 A BBB 6一4000 7
.
555 6

。

2 999 1

。

6 777 0

.

888 7

.

222 2 8

.

2 555
Z

。

7
000

层层层(?)))))))))))))))))))))

NNN o
.
999 曲 水水 AAA 0一2000 7

.
777 O

。

1 999 1

.

5 222 1 1

.

666 3

.

呼呼 2 2
.
9 777 1

.
8888

山山地灌丛草原土土 花岗岩岩 B ,, 2 0 一斗000 7
.
999 0

.
5 000 0

.
6 111 斗

。

999 1 3

。

222 2 7

.

9 333 1

。

9
555

TTT
一
1 888 残积物物 BCCC 40一7000 8

.
666 21

.
3555555555 35

.
4555 1

.
呀666

NNN o
。

1 000 亚 东东 A 111 7一1888 3
.
66666 * *** 5

.
666 15

.
1111111

山山地灰化土土 花尚岩岩 A ,,
1 8一2333 3

.
99999 2

。

2 222 斗
.
666 3

.
0000000

TTT L 一3 222 残积物物 B工工 2 3 一3000 3
。

88888 2 6

.

9 555 呼
。

111 l 斗
.
1111111

CCCCCCCCC 4 4一7000 4
.
99999 8

。

9 666 7

.

111 斗
.
7777777

NNN
o 。

1 111 亚 东东 A 111 0一1000 5
.
77777 11

.
5555 9

。

斗斗 7
。

555 1 1

.

3 333 l

。

5 999

山山地棕旅旅 花尚岩岩 BBB 20一3000 5
。

77777 3

。

3 333 1 4

。

777 8

.

111 9

.

6 777 l

。

1 666

TTT L
尸3 111 坡积物物 CCC 40一5000 5

.
55555 0

.
4777 4

.
333 2

.
999 13

.
2555 1

.
7111

.
除粘粗一项外

,

其余镇目都是本所分析室测定的
,

除剖面 6 和 9 用比重靛法浏定机械粗成外
,

其余都是用吸管

法泥定的
。 ·

. 有机皿含盆在 7- 15 皿米为 63
.
斗%

,

巧一18 厘米为55
.79%

,

以粗有机厦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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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每分钟上升 10 ℃ 左右
。

X
ee

射核分析—
用 c uK “幅射在 x

一
射技衍射仪上进行

。
X
一
射核管电压为 34 千伏

,

电流为 10 毫安
,

发射狭键为 l“ ,

接收狭棍为 0. 20
,

以盖革舒数管探侧
,

侧角仪每分钟褥 1o

(20 )
,

用核性电子电位祝录仪琵录
。

粘粒采用甘油化定向薄膜法叫
,

袖粉砂All 用无定向粉

末薄片法
。

为了辨别椽泥石
,

曹将部分粘粒在蒙俘炉中以 600 ℃ 的温度烧半小时后再行

分析
。

三
、

分 析 桔 果

土块和粘粒的化学分析桔果列于表 1和表 2
,

差热分析和 X
-
射核衍射分析如图 l一4

所示
,

栩粉砂部分的 卜射枝粉末图甜限于篇幅
,

没有列出
。

现将桔果分述于后
:

玻 2 枯杖部分的硅
、

侣
、

睡朗成

(占 105℃ 烘干土重)

剖剖 面 号号 深 度度 510 ... A I一O aaa
F
e ,

0
...

5 1 0
555

5 1 0
---

(((((鹰米))) (% ))) (% ))) (% ))) A I一O ,,
R

,
0

...

NNN
o

.

lll 0一666 47
。

5 555 2 2

.

3 666 8

.

7 333 3

.

6 111 2

。

8 999

(((
丁N 一 4 0

)))
6一2222 48

.
7555 23

。

今斗斗 9
.
3 222 3

.
5333 2

.
8 111

22222 2一4888 48
。

6 666 2 3

.

6 666 9

.

9 111 3

。

4 999 2

.

7 555

呼呼呼8一6000 48
.
0666 24

。

6 000 1 1

‘

0 111 3

。

3 111 2

.

5 777

NNN
o

.

333 0 一1000 咚2
.
8 222 2 7

.
0 111 1 2

,

0 555 2

。

6 999 2

.

0
999

(((
T L

一
1 4 1

)))
1 0一1888 38

.
6999 28

.
呼222 巧

.
1888 2

。

3 111 l

。

7 222

22222 8 一4222 44
。

0 444 2 8

.

1 666 1 1

.

2 999 2

.

6 555 2

.

1 111

NNN
o

。

666 0 一777 39
.
1999 30

.
1777 10

。

6 666 2

.

Z DDD 1

.

8 000

(((

T
一
3 0

)))
7一2222 40

。

3
555

3 4

.

6 222 7

.

9 000 l

。

9 888 1

.

7 333

22222 2 一3444 呼0
.
5 111 3 3

。

5 斗斗 6
.
8 222 2

。

0 555 1

.

8 111

33333 咚一4000 42
.
8111 33

.
1777 6

.
6333 2

.
1999 1

.
9444

斗斗斗0一7000 呼3
.
8 111 3 3

.
2 666 6

,

2 777 2

.

2 444 2

.

0 000

NNN
o

。

999 O 一2000 斗2
.
2 999 2 8

.
0 11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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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离山草原土

发育于班戈湖湖积物的高山草原土 (剖面 l) 粘粒含量甚低
,

粘土矿物粗成以伊利石

为主
,

K 刃 含量高达 2. 3一3. 4务
,

其次为高岭
、

蜓石和蒙脱
,

阳离子交换量为每百克粘粒

26 .2一33 .3 毫克当量
,

扔积层中蒙脱含量略微增高
,

阳离子交换量亦最高
,

粘粒部分硅
、

绍
、

轶的含量变化不大
,

硅绍率为 3
.
31 一3

.
61

,

硅铁绍率为 2万7一2
.
89

,

都以表层较大
,

但由差热分析看来
,

表层似乎含有少量非晶厦氧化跌
。

袖粉砂含量较高
,

X
一
射核表明其

矿物粗成以石英为主
,

其次为云母或伊利石
、

高岭和蜓石
,

剖面下层石英和高岭显著增

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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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粘 粒 的 差 热 曲 技

(二) 离山草甸土
1.黑河附近砂岩嫂积物上的高山草甸土 (剖面 2 ) 中

,

粘粒部分 氏。 含量高达 2
.
8一

3
.
8多

,
阳离子交换量为每百克 17

.
3一21

.
2 毫克当量

,

从差热分析拮果看出 A
:
层和 A :层

在 200 ℃附近出现第二个吸热反应
,

而在 和0一500 ℃之简出现了放热反应
,

用速二亚硫酸

钠
一
柠橄酸纳法除去游离氧化跌后

,

此放热反应消失
,

表明这二层的粘粒含有井晶厦氧化

铁
。

X
一
射枝分析表明其粘粒部分以伊利石为主

,

并有高岭和蛙石伴存
。

AI
B 和 c 层的伊

利石晶性较差
,

且有蒙脱出现
,

此与差热曲拔上第一个吸热反应较大和阳离子交换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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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
。 热处理前后的 X

一
射桂分析枯果表明

,
c 层还含有少量椽泥石

。

栩粉砂的含量

比高山草原土高
, 占土体的 12. 3一15

.
1多

,

亦以石英为主
, 伴有伊利石或云母

、

高岭和蜓

2.(2 8 )

0一6

6ee 22

22一48

0一7

7一13

13一30

30一4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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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18

18一2

28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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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一52

52一100 .
(2口)

图 2 高山土盛粘粒的 X- 射拔衍射甜

石
。

2

.

采自藏南昂仁 (剖

面 3) 和甘巴拉山值(剖面

4 ) 的高山草甸土 (都是千

枚碧发育的)
,

有机质含量

较黑河的高
,

酸度亦高
,

所

以脱钾作用比较强盛
,

粘

粒含量在剖面中自下向上

增加很显著
,

其 K
20 含量

分 别 由 C 层 的 3. 4务和

4. 2 呱降为 A
, 层的 2

.
弓% 和

2. 9务
。

由差热和 X 一射核

分析看来
,

藏南高山草甸

土粘粒部分亦以伊利石为

主
,

其次为高岭和蛙石
,

这

些矿物的晶性随剖面向上

显著降低
,

显然是土体内

淋溶作用比藏北的高山草

甸土较强的椽故
。

除剖面

3 c 层外未晃有 蒙脱存

在
,

所以阳离子交换量较

低
,

每百克粘粒 为 12 一

1久乡毫克当量
。

剖面 3 C

层 粘 粒 的 差 热 曲 桂 上

30 0℃的吸热反应显 示其

中可能有少量铁绍二三氧

化物矿物聚集
。

相粉砂的

X 一射修分析表 明 其 中除

石英外尚有大量云母或伊

利石
、

高岭和蜓石
。

C 层

有少量祛泥石
。

( 三) 亚离山土城
1.藏北亚 高山草甸土

(剖面 幻 采 自索县
,

母

厦为真岩
,

B C 层的相粉砂

和粘粒中都含有高岭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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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果看来
,

A
: 层粘粒以伊利石为主

,

件有少量高岭和蛙石 ;袖粉砂中除伊利石外
,

还有大

量石英和少量杆铁矿
。

灰化层粘粒合量极低
,

仅 3多
,

除高岭
、

伊利石和蛙石外
,

含有大最

2· ( 2 8 ,)

4朋 7.15

舰面 7

由 血l’8 八入)

0一10

10一20

0一6

‘一40

7一18

18一23

23一3

0一10

40一50

2.(2夕)

图 4 山地土缝粘粒的 X-- 射拔衍射藉

蒙脱; 相粉砂中伊利石比

Al 层低
,

但蜓石较高
,

并

且也有蒙脱存在
。

腐殖质

淀积层的粘粒含量和粘土

矿物粗成与 A
:层 大体 相

似
,

但开始出现显著的三

水绍矿
,

同时
,

石英大大减

少
。

3

.

山 地 棕壤 (剖 面

11)
:
发育于花岗岩母厦

的山地棕城C 层粘粒含量

甚低
,

仅 2. 9多
,

其阳 离子

交换量为每百克 13
.
25 毫

克当量
,

凡O 豹 1
.
7拓

,

硅

貂 率 为 全 剖 面 最 低 者

(1
.
60)

,

硅铁绍率为 1
.
39 ,

x
一
射核分析和差 热分析

精果表明其中含有大量高

岭
、

三水绍矿和伊利石
,

并

伴随着少量蛙石 和 蒙脱
。

栩粉砂粒的 x
一
射枝 衍射

错与粘粒大体相似
,

但无

三水绍矿
,

石英含量比其

它土层低
,

而长石较 多
。

B 层粘粒含量最高
。

其阳

离子交换量
、

K 刃 含量和

硅跌绍率最低
,

可是硅绍

率并非最低
,

而且 Fe
20 3含

量很高
,

表示此层有较多

的游离氧化铁积聚
。

差热

分析和 X
一
射拔分析 表 明

其粘土矿物以蛙石和伊利石为主
,

三水招矿和高岭的量比 c 层减少
。

同 C 层相比
,

所有衍

射攀都偏低
,

这也是与游离氧化戮过多有关
。

A
:

层与 B 层矿物粗成相似
,

但比较起来
,

B

层粘粒量稍多
,

其中伊利石较少而蜓石和三水绍矿较多
。

栩粉砂粒中也有同样现象
: B

层 高岭和伊利石较少而蛙石和三水绍矿较多
。

由此可见
,

山地灰化土和山地棕壤剖面中矿物的分异十分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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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气候条件决定土壤粘土矿物的分布类型: 从上述拮果看来
,

西藏高原的土壤

中粘土矿物的粗成类型
,

随着生物气候条件从北至南由千冷逐渐变为湿温而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
。

藏北过于千冷
,

在高山土壤和亚高山土壤中
,

粘土矿物都还停留在水化和股钾作

用阶段
,

粗成上差异不大
。

但是
,

在藏南
,

高山土壤与藏北的土壤相同
,

然而亚高山土壤已

进入脱硅阶段
,

有高岭和少量三水绍矿形成
,

两者差异已显
。

雅鲁藏布江河谷两岸的山地

地带
,

气候干暖
,

属半干旱灌丛草原地区
,

土壤中蜓石的相对含量较高
,

并且没有三水绍

矿
,

其钙积层中且有较多的蒙脱存在
。

至高原的南部边椽
,

喜焉拉雅山南坡森林植被下
,

AlJ 出现了大量三水绍矿和较多的高岭
。

与粘土矿物祖成变化的同时
,

粘粒部分硅跌绍率

亦相应缩小
:
藏北为 2

.
57 一2

.
89

,

藏南为 1
.
72 一2

.
11 ,

喜焉拉雅山南坡为 1
.
26 一1

.
, 9o

2
.
成土作用对粘土矿物的影响

:
剖面中各层粘土矿物的粗成分异和晶性变化可以反

映成土作用对它的影响
。

一般献为 X
一
射核衍射攀竟而低表示粘土矿物分散度高

,

桔晶较

差
。

当氧化铁含量相差不多时
,

从各层之简 x
一
射核衍射攀形状变化的趋势可以大致判断

粘土矿物的分散度和晶性
。

西藏高原中部各种土壤中粘土矿物的衍射攀普遍地随剖面向

上变宽变低
。

其趋势与土壤中有机厦的舍量和淋溶作用强弱是一致的
。

有机震量最高的

昂仁高山草甸土
,

各层之朋粘土矿物晶性变化最大 ;有机厦含量最低
、

淋溶作用最弱的阿

嘎土上下土层中
,

粘土矿物的粗成相似
,

晶性差异亦微;而有机厦含量高和淋溶作用 显著

的山地棕壤和山地灰化土剖面中
,

粘土矿物的祖成和变化最大
。

上面已握提到
,

钙积层有

利于蒙脱的聚集
,

这本是常兑的现象
。

至于亚东的山地灰化土灰化层中大 量 蒙脱 的形

成
,

可能与灰化作用有关
。

威斯康辛北部的灰化土[lz1 有类似现象
。

3

.

三水招矿的形成
:
有三个剖面较明显地存在着三水貂矿

:
藏南亚 高山草甸土

、

山

地棕壤和山地灰化土
。

但是
,

其分布的情况和含量各不相同
。

亚高山草甸土比较干冷
,

淋

溶作用仅及于剖面的上部
,

故下部未冕有三水绍矿存在; 山地灰化土和山地棕壤比较湿

温
,

但由地灰化土呈张酸性反应
,

淋溶强烈
,

所以
,

在灰化层以下始能发现三水绍矿;山地

棕壤虽然全剖面都有三水招矿
,

但 A
:层远比 B

、

c 二层为少
,

C 层的相对量校 B 层高
,

可

是此层粘粒总量比 B 层少一半以上
,

所以
,

就整个土体来靛
,

其含量还是相近的
。

4

.

非晶盾水化氧化敛和杆铁矿的形成
:
在藏北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原土的粘粒中有

非晶真水化氧化跌存在
,

但是亚高山草甸土和藏南高山土壤中都没有
,

这似乎与藏北 高山

土壤的封冻期长和土温低有关
。

由于温度太低
,

氧化铁凝胶难以桔晶
,

故呈非晶态存在
,

或与腐殖盾桔合
,

最近 o ad es 等叫曹得到类似的桔果
。

差热分析过程中 40 0一弓00 ℃ 简的

放热反应可解释为凝胶拮晶成赤铁矿[13]
。

从发生放热反应时的温度范围较 高 这一 点 着

来
,

凝胶应是在碱性介质中析出的
。

在山地灰化土 A
:层出现了杆跌矿

,

视明这一层有氧

化书王原交替过程
,

亚族化合物(可能是与有机厦拮合的)氧化
,

同时
,

温度够高
,

所以
,

形成

了杆铁矿
。

5

.

栩粉砂中的粘土矿物
:
西藏高原寒冷干燥

,

昼夜气温变化大
,

物理风化作用强烈
,

尽管真岩
、

千枚岩和砂岩等母厦中原来含有大量粘土物质
,

然而
,

土壤中粘粒含量仍然甚

低
。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土壤中粘土矿物的粗成
,

观察粘土矿物随颗粒大小而分异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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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分析了粘粒部分的粘土矿物粗成
,

同时
,

也对栩粉砂部分进行了 X
一
射核分析

。

从分析桔果可以看出
,

这一部分所合的粘土矿物数量相当可观
,

特别是千枚岩发育的土

城
。

栩粉砂中粘土矿物的粗成和晶性不完全与粘粒相同
。

在粗成上
,

这一粒极中高岭和

伊利石(或云母)相对较多
,

蜓石和蒙脱较少
。

由于颗粒较粗
,

所以 晶性较好
,

对于某些粘

粒部分矿物晶性不良
、

鉴定上有困难的土壤来靓
,

这一部分的粘土矿物粗成具有参考价

值
。

在矿物粗成和性质上
,

栩粉砂比粘粒更接近于母盾
,

所以
,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母盾

的性厦
,

更清楚地孰融成土过程中粘土矿物所发生的变化
。

五
、

摘 要

发育于沉积物
、

砂岩和真岩座积物的藏北高山草原士
、

高山草甸土和亚高山草甸土
,

粘土矿物粗成十分相似
,

各层次之简差异很少
,

都以云母和伊利石为主
,

伴有高岭
、

蜓石以

及少量蒙脱和椽泥石
,

此外在高山土壤的表层Bl] 有非晶质水化氧化铁存在
,

似乎与土坡封

冻期长有关
。

藏南高山土壤与亚高山土壤在粘土矿物祖成上有显著不同
,

千枚岩发育的

高山草甸土与藏北土壤接近
,

但同类母厦所发育的亚高山草甸土
,

除表层可能受坡积物影

响
,

以致云母和伊利石较多外
,

其余土层中伊利石合量都很低
,

以枯晶较差的高岭为主
,

并

伴有蜓石
、

三水绍矿和蒙脱
,

同时还有夹层矿物(12
.
6 入)存在

。

三水绍矿聚集在剖面上部 ;

而蒙脱AlJ 聚集在下部
。

山地灌丛草原土所处气候条件比较干早
,

粘土矿物的主要祖成是

伊利石
、

高岭和蜓石
,

伴存蒙脱而没有三水绍矿
,

朽积层中蒙脱含量有所增多
。

喜禹拉雅

山南坡亚东附近森林植被下花尚岩坡积物所发育的山地灰化土各层都有伊利石
、

蛙石和

高岭存在
,

此外
,

在 A
:层有大量的蒙脱聚集

,

在腐殖盾淀积层出砚显著量的三水绍矿
。

同

类母盾所发育的山地棕壤中
,

粘土矿物祖成以伊利石
、

高岭
、

三水招矿
、

氧化铁矿物为主
,

蜓石和蒙脱数量甚少
。

西藏高原土壤中粘土矿物粗成随着生物气候条件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

藏北高山带和

亚高山带以及藏南高山带气候干冷
,

土壤中粘土矿物的粗成与母质中的相差不多
,

主要是

股押和水化作用使云母变为伊利石
。

藏南亚高山带以下
,

气候比较温暖
,

所以
,

在比较湿

诩的亚高山草甸土中开始了股硅作用
,

形成高岭和三水绍矿;在半千旱的山地灌丛草原土

中则形成较多的蜓石
。

再向南
,

至湿消温暖的喜思拉雅山南坡山地棕城中
,

剧有大量的三

水绍矿和较多的高岭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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