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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盐卸矿物风化的地球化学及其农业应用

洪 庆 玉
(四川石油学院地厦系)

一
、

前 言

硅酸盐钾矿物直接应用于农业以增加土壤中

的可利用钾
,

在国外有过不少实睑
,

有些国家也正

在这样做
。

价如
,

挪威利用黑云母
、

白榴石 ; 苏联

利用吸石
、

海糠石
,

都取得一定成效
。

但用另一些

硅酸盐钾矿物
,
如钾长石

、

白云母所做的实徽是不

成功的
。

因此
,

这些矿物到 目前为止
,

还不能直接

应用于农业
。

为什么有些硅酸盐钾矿物可直接 应 用 于 农

业
,
而另一些硅酸盐钾矿物的钾不能为农作物所

吸收呢? 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熟的解释
。

为了从

理瑜上解释硅酸盐钾矿物的风化及其农业 应 用
,

作者拟就达方面的初步研究桔果
,

作一尉渝
。
不

对的地方销同志们指正
。

二
、

硅酸盐娜矿物风化的地球化学

(一 ) 主要的硅酸盐钾矿物
,

有白云母
、

黑云

母
、

钾长石
、

白榴石
、

敌石
、

海糠石等
。

其中黑云母

含 K Zo 6
.

2一1 1
.

4 % (重量百分比
,

下同 )
、

钾长石

8
.

8一 16
.

9 %
、

白榴石 1 5
.

6一 2 1
.

5 %
、

霞石 5
.

4一

6
.

4 %
、

海糠石 4
.

0一 8
.

3 %
。

这些钾矿物的风化

对土接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保征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钾肥
。

事实表明
,

这些钾矿物在一定的物理
、

化学和

生物化学的风化条件下
,

都有类似的反应和产物 :

4 K A IS ia o 。 + 6H : 0

一
A I一[5 1‘伍

。」〔O H J
。 + 85 10 , + 月K o H

或 4 K A lsia o 。 + 斗H : 0 + Zc o :

一
A I‘[5 1‘伪

。」[o H J
。 + 8 5 10 . + ZK 一C o a

4 K A IS i, 0 。 + 6 H , 0 一- 一卜 A I。[5 1
‘0 二。
」[O H 」

。 + 4 5 10 , + 4K O H

或 4 K A IS i: 0 。 + 4 H 一0 + 2 C 0 :

一
A l一[5 1

‘C杜。」[O H ] 。 + 45 10 : + 4 K 一C o a

斗(N
a ,

K )[ A lsio 一
] + 6H 一。

一
A I一[5 1

一0 10 ] [ o H ]
。 + 4(N

a ,
K )o H

或 8(N
a ,

K )「A lsio 一」+ S H 一。 + 4Co :

一
ZA I. [5 1‘0 1 0

」[O H 〕。 + 4(N
a ,

K )
, C o :

呼K (M g ,
F e

)
a [A lsio o lo ] [O H

,
F ] + 12 H : o + 2 6c o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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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应式相似
,

但它们的风化情况及速度

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

在娜威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大

量农业实蔽表明 : 黑云母容易风化
,
白榴石可以

风化
,
而钾长石是极难风化的tl]

。

但是
,

随着气候

条件的不同
,

情况又不尽然
。

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
,
不仅黑云母

、

白榴石等

矿物可以风化
,
而且钾长石也可以风化

,

根据熊毅

和杰克逊 t’j 在我国南北各地所收集的土续样品的

矿物成分杭箭表明(群晃后述 )
,

秦岭以南一长江

以北地区
,

蛟北京以南一秦岭以北地区
,

长石的可

川匕性粉加了 ”% ; 长江以南地区蚊秦岭以南一

长江以北地区
,

长石可风化性增加了 78 %
。

由上可觅
,

不同矿物在同一地区风化情况的

不同
,

同种矿物在不同地区风化情况的不同
,

都强

有力地脱明了
,

硅酸盐钾矿物风化的难易
,

既取决

于矿物的内在因素
,
又受外在风化条件的影响

。

(二 ) 影响硅酸盐钾矿物风化难易的内 在 因

案很多
,

如粗成矿物的化学元素种类及其含量
、

桔

晶类型
、

精构构造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化学元素种

类
、

含量及其所构成的桔晶类型
,
反映这个最主耍

内因的是矿物晶格能
。

矿物晶格能
,

既衡量矿物生成时放出能量的

大小 ; 同时也是矿物抵抗风化的能力的量度
。

所

以
,

矿物的晶格能越大
,

在地表风化条件下越稳

定 ; 反之
,

就越不稳定
。

这一点同岩浆岩的晶格能

大小与其稳定程度的关系一样 12」。 基于这种能量

观点
,

作者针算了主要硅酸盐钾矿物的晶格能
,
如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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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矿 物 名 称称 晶 格 能能 风 化 指 教教 稳定程度度

(((((((((((((((((((((((((((((((f)))))
口口口口 腆 墓 范 围围围围

(((((大卡/克分子))) (士%)))))))

可可可 黑黑 平 均 值值 2 4 4 222 3
。

1 555 7 8
.

7 777 最最

应应应 云云 变质岩中 4 个平均值值 2 3 7 888 3
.

1 111 7 6
。

7 888 容容
用用用 母母 碱性岩中 30 个平均值值 2 3 8 666 3

.

0 777 7 7
。

0 444 易易
于于于于 酸性岩中 ‘6 个平均值值 2 4 4 000 0

.

5 000 7 8
.

7 888 风风
农农农农 基性岩中 23 个平均值值 2 5 6 222 5

.

8 888 82
.

7 333 化化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的的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的的的 白 榴 石石 2 7 2 777 0

.

6 888 8 7
.

9 777 容容
...

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硅 易易
酸酸酸 霞 石石 2 7 4 111 0

.

8222 8 8
。

4 222 风风
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 化化
钾钾钾 梅 释 石石 2 7 4 777 1

.

1000 8 8
.

6 111 的的

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
钾钾钾钾 平 均 值值 2 8 2 888 0

.

4333 9 1
.

2 333 可可

长长长长 酸性岩中 2 61 个平均值值 2 8 1 666 0
.

5000 9 0
.

9 333 以以

石石石石 基性岩中 2 个平均值值 2 8 2333 0
.

4000 9 1
.

1888 风风

碱碱碱碱性岩中“ 个平均值值 2 8 4 444 0
.

3 888 9 1
。

8 333 化化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作作作 伊 利 石石 2 8 0 222 0

.

5 888 90
。

3 99999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上上匕匕 眼 脱 石石 2 8 1777 0
.

6 888 90
。

9 66666

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鞍
用用用 高 岭 石石 2 9 6 222 1

.

9 666 9 5
。

5 555 很很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难难

暮暮暮
白 云 母母 3 0 1 888 0

。

5 000 97
。

3 555 风风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石石石 英英 3 0 9 77777 10 000 的的

注 : 1
.

表中所列矿物晶格能针算
,

化学成分取自参考文献〔13
,
14

,

巧
,

16 1
,

依着参考丈献 [ 2] 公式 l针算的
。

2
.

风化指数 r 二 廷丢骥骥终
x ;。。%

o

们天品裕昵

根据针算
,

黑云母
、

白榴石
、

妓石
、

海糠石等的

晶格能相对地杖钾长石
、

白云母等为小
。

因此钾

长石的风化
,

就蛟前几种矿物困难
。

白云母在硅

酸盐钾矿物中具有最大的晶格能
,
因此

,

它是很难

风化的
。

事实上也确是地表最稳定的犷物 [1zJ
。

由于石英晶格能最大
,
因此

,

石英在任何条

件下都极难风化
。

所以
,

我们把石英晶格能作为
1 0 0 ,

将所有硅酸盐钾矿物的晶格能与石英相比
,

所得的相对稚定性就是作者建落的风化指数 f( 晃

表 1)
。

硅酸盐钾矿物的风化指数 f 越小
,

越容易

风化 ; f越大
,

越不容易风化
。

根据风化指数 f,

可将硅酸盐钾矿物的风化
,

划分如下几种类型 :

最容易风化的 了< 80 %

容易风化的 了= 80 一90 %

可以风化的 f= 90 一95 %

很难风化的 了> 95 %

黑云母
、

白榴石
、

吸石
、

海糠石属于最容易风

化和容易风化的类型
,

因此
,

它们既能在风化作用

强烈的地区
,

如我国风化 ;又可在风化作用不太强

烈的地区
,

如苏联
、

娜威等国风化 ; 它们风化的范

围很竟
,

速度也很快
。

而比较难风化的钾长石
,

刘

需耍在化学和生物化学风化作用比蚊强烈的地区

才易风化
。

这就是钾长石在娜威不能直接应用于

农业的地球化学能t 解释
。

(三) 影响硅酸盐钾矿物风化难易及其快
‘

漫

程度的外在条件很多
,

首先是区域性的大地构造

位置
。

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
,

各地区不同的升降

运动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化作用的类型
,

在年

青的摺触带地区
、

新构造运动剧烈地区
、

中高山地

区
,

主要是物理的风化作用 ; 在地台区
、

稳定的地

块地区
、

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区
,

主要的是化学和生

物化学风化作用
。

其次
,

地理位借的不同
,

气候带的特点不同
,

风化壳的介厦性盾不同
,

生物繁盛情况的不同
,

都

影响到风化作用类型及其速度
。

臀如
,
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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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的黄土
,

在风化过程中
, “
只有 ca c 0 3 从

上部层位被带走
,
而 5 10 2 、

A 12o 3 、
F e

夕3 、
N a Zo

、

K夕 实际上是不活动的 ,,[ llJ
。

即是靛
,

这些元素

所粗成的矿物在白俄罗斯的风化条件下
,

是稳定

的
。

但是
,

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北
、

华北的 黄土
,

在当地的风化条件下
,

除 C ao 有 23
.

5 % 被带出

外
,

被带出的祖分尚有
: 5 10 : 0

.

7 %
、

M s o 0
.

5 %
、

N a

ZO 3
·

8 %
、

K ZO 1 2
.

6 % (表 呼)
。

(四) 太阳的幅射能是外动力地盾作用 的 能

量来源
,

是物理风化作用和化学
、

生物化学风化作

用的羞础
。

所以
,
从其本盾耕

,

物理风化作用和化

学
、

生物化学风化作用
,

都不过是破坏矿物
,

棘递

太阳幅射能的方式
。

太阳幅射能
,

通过物理的
、

或化学的
、

或生物

化学的
、

或几种联合风化作用的形式
,

抬予被风化

矿物的能量不是瞬时或一次交抬的
,
而是在相当

长的时简内一次又一次地供抬的
。

当矿物接受了

这种能量后
,

及时地就有适应于所供胎能量大小

的变化[ 2 10

借如
,

黑云母风化成高岭石
,

需耍接受的能量

及途径如下 :

黑云母 + 17 斗大卡 /克分子一
一蛙石 十 2 01 大卡/克分子 一
一蒙脱石 + 88 大卡/克分子一 高岭石

由此不难看出
,

黑云母风化成高岭石必需耍

有能量的供胎
,
而这种能量供胎又是分期分批的

。

三
、

我国脚长石的风化及其农业应用

(一 ) 根据 v
.

M
.

戈尔德施密特及其它学者
,

在娜威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大量农业实 撇精 果表

明 : “郎使从粉碎的钾长石中
,

钾也是艳对不为植

物所吸收
,
而在黑云母中的钾却易于被利用

’

,t1 J。

在对娜威土攘的群袖研究工作中又得 出 : “在北

方气候条件下
,

由晶盾岩石或由冰请岩屑所形成

的土壤
,

其艳大部分可被利用的钾是来自这些岩

石中的黑云母
,
而钾长石实际上是不溶解的

。
白

榴石 中的钾被敲为比钾长 石更 易为 植物 所利

用
” [ IJ

。

在苏联
,

利用霞石
、

梅糠石于农业
,

也取得了

成功的粗脸
。

总之
,

从地球化学观点看
,
国外在利用硅酸盐

钾矿物方面
,

主耍是利用一些最容易风化和容易

风化的矿物类型
。

由于这些利用国家均位于北掉

移
。

以北地区
,

其风化作用强度远没有北掉 4 5
“

以

南地区强烈
。

因此
,
晶格能大

、

抵抗风化作用较强

的钾长石
,

在这些地区极难风化 ;也就不能应用于

农业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黑云母
、

白榴石
、

霞石
、

海

椽石可以风化
,

钾长石不容易风化有力的税明了

位于北稗 呼5 。

以北的娜威
、

苏联等国的风化条件
,

能使 f < 90 % 的矿物发生风化
,
而 f > 90 % 的犷

物别不容易风化
。

我国虽然幅昌广大
,

然而艳大部分孤土位于

北樟4 。
“

以南的温带和亚热带
。

因之
,

我国的风化

条件和强度一定强于苏联和挪威
。

但由于我国辽

阴广大
,
因之各地区的风化条件也是不相同的

。

如以秦岭
、

长江划分的我国东部三个气候区

(晃表 2)
,
由于各区具有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特点

,

因此
,

各地风化作用的强弱程度是不一样的
。

在

华南区
,

气候温暖
,

多雨而潮湿
,

植物繁盛
,
四季常

宵
,

土壤的 pH 一般 < ,
.

5; 这一区域是我国化学

及生物化学风化作用最强烈的地区
。

而华北区的

气候比蚊寒冷
,

少雨而千旱
,

植物不繁盛且具有季

节性
,

土族的 p H 一般 > ‘
.

5 ,
因而这一地区是我

国化学及生物化学风化作用不很强烈的地区
。

农 2 棍据报候特点对我圈皿化作用强度区的分类

磷磷
芝乏乏

北京以南一一秦岭以南一一 长江以南南

秦秦秦岭以北北 长江以北北 亚热带带
寒寒寒 沮 带带 暖 谧 带带带

气气气 平均沮度(C ))) 1 0
。

7 777 17
.

7 000 1 8
.

6222

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特特特 平均降水量量 4 4 0
.

3 333 1 17 3
。

斗000 l斗62
.

0 777

点点点 (毫米)))))))))

平平平均湿度(毫米))) 6
.

5 111 1 1
。

8 888 13
.

8 555

土土土盛中的 p HHH > 6
.

555 5
.

5~ 6
.

555 < 5
.

555

植植植物生长情况况 季节性生长长 繁盛常青青 繁盛四四
季季季季季季常青青

风风化作用弦度度 不很弦的的 很 弦 的的 描烈的高高
碳碳碳酸钙带带 杂粘土带带 岭土带与与

铝铝铝铝铝研
.

十带带

此表根据陈世&lI
、

禹溶之
、

宋达泉
、

李庆逸
、

于天仁

等有关数据整理制作的
。

(二) 在我国丘陵和高原
、

低山地区发育的残

积风化壳
,

大大多于平原和河流的三角洲地区所

发育的堆积风化兜
。

假如各地的风化作用强度相

同
,

那么
,

在堆积风化兜里不容易风化的稳定矿物

数t
,

应鼓大大高于残积风化兜里的同种矿物数

量
。

反之
,

在残积风化充里容易风化的不稳定矿

物数量
,

应敲大大高于堆积风化壳里的同种矿物

的数量
。

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的风化作用强 度 不

同
,

所奴情况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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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3 我. 土翻中 < S徽米 性妞的几种口物含, 盛化表
.

长长石 (钾长石 + 钠长石))) 伊 利 石石

含含量(% ))) 各区变化(% ))) 含景(% ))) 各区变化(% ))) 含且(% ))) 各区变化(% )))

人人人 寒沮带 6 个平均值值 1 6
.

7 333 3 9
。

0 333 3 3
.

0 222 46
.

6999 9
.

0 333 12 3
.

777

暖暖暖沮带 2 个平均值值 1 0
.

2 00000 1 7
.

600000 2 0
.

2 00000

BBB C 层层 暖沮带 4 个平均值值 9
.

3呼呼 7 8
。

2 777 2 5
.

8000 6 6
.

7 444 10
.

6 666 2 0 2
.

111

平平均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亚亚亚热带 4 个平均值值 2
.

0 33333 8
.

588888 3 2
.

2 00000

BBBBB 暖沮带 1 个值值 7
.

5000 4 2
。

0 000 15
.

1000 4 6
.

0 333 1 2
。

0 000 1 1呼
.

222

亚亚亚热带 2 个平均值值 3
.

155555 8
.

155555 2 5
.

7 00000

CCCCC 暖温带 3 个平均植植 1 1
。

1888 9 1
。

9 555 3呼
.

7 888 7 4
.

1222 9
。

3 222 3 1 5
。

222

亚亚亚热带 2 个平均值值 0
。

9 00000 9
.

0 00000 3 8
。

7 00000

.
根据参考文献〔4 」数据改作

。

根据熊毅和杰克逊[’J 在秦岭以北寒沮带地区

堆积风化兜上所采集的 人 层土续
,

其长石含t 为

16
.

7 % (晃表 3 )
。

此值略高于沉积岩中的平均

长石含t 巧
.

‘% Llz. 13]
。

这就是税秦岭以北广大

地区的风化程度限制在长石与沉积岩保持着相对

平衡的状态
。

这种情况表明
,

西北和华北广大地

区所分布的黄土
,

凝艘着沉积岩的犷物学 特 点
。

因此
,

我们就以长石含量的 1 6
.

7 % 为蓦数
,

比较

其它地区与此区的相对风化程度
。

从表 3 可晃
,

秦岭以南一长江以北的暖温带

地区
,
发育在玄武岩和直岩风化的残积型母盾上

的 A 层土城里
,

长石含t 为 1 0
.

2 %
。

不仅没比堆

积型的风化壳含盘高
,
而且还降低了 39 %

。

同时

与长石晶格能相差不大而抵抗风化程度差不多的

伊利石
,

在此区域也下降了 46 %
。

这些犷物的减

少使其风化产物—高岭石堵加了 1 23 %
。

这就

是视
,

长石在此地区耍比秦岭以北地区容易风化
。

从其量脱
,

此区域的长石可风化性要比秦岭以北

高 3 9 %
。

表 3 还视明我国长江以北一秦岭以南的暖沮

带
,
与长江以南的亚热带的同一层位 (都为残积型

风化壳 ) 相比 B 层和 c 层土壤 中长石和伊利石均

有规律地下降
,
而高岭石则有条件

、

有规律地嘴

加
,
因而我们同样能得出 : 长江以南亚热带地区

的长石
,

要比长江以北一秦岭以南暖温带地区的

长石容易风化
。

从其量锐 : 亚热带地区长石的可

风化性耍比暖温带地区高 40 % 以上
。

换句括靓
,

长江以南地区耍比秦岭以北地区
,

长石的可风化

性增加 80 % 以上
。

这就是长石的相对风化性在

我国地理上的分布规律
。

在这里也必镇靛明一下
,
虽然所引征的长石

是钾长石与纳长石
,

但由于这两种矿物具有相同

的抵抗风化能力和一致的风化情况[lz
·

切
,

所以
,

得出的桔输是适合于钾长石的
。

限于篇幅
,

在此

不加群述
。

(三 ) 元素祖成了矿物
,

矿物又祖成了岩石
。

因此
,

不管是旷物的变化或者岩石的变化
,

都必然

反应在粗成它们的化学元紊含t 的变化上
。

在硅酸盐的矿物岩石成分中
,
铭在地表风化

条件下其含量签本是不发生变化的[12 J
。

因此
,

衡

t 矿物岩石风化程度的
,

主耍是粗成格阴离子的

硅和主耍阳离子钙
、

族
、

钠
、

钾
。

如果这些元案的

带出量多
,

就脱明风化作用强烈 ;反之
,

别不强烈
。

墓于此点
,

作者舒算了在铭不变的情况下岩石风

化带出的元素
,

晃表 4 。

我国西北
、

华北广泛分布的黄土
,

无篇是矿物

成分或是化学成分都相似于粘土岩类
,

然而由于

它们粗徽疏松
,
胶精不紧

,
因此

,

抵扰风化能力应

麟低于直岩的
。

但事实井非如此
。

如四川风化作

用校西北
、

华北强烈
,

因此
,

在四川从直岩形成土

接的过程中所带出的 si 仇
、

M沙 和 为0 ,

比西北
、

华北由黄土形成土攘的过程中所带出的为多 (表
4 )

。

这就是靓
,
四川直岩在成土过程中至少风化

12 % 的硅酸盐矿物 (因为 从gO + 助o 是从硅酸

盐矿物破坏中被带出的
,

下同)
。

在此过程中风化

出来的 6
.

3 % si 叱 呈胶体态被带走
。
西北

、

华北



厂
、
一

3 期 洪庆玉: 硅酸盐钾矿物风化的地球化学及其农业应用 3 6 7

农 4 我圈母岩在形成土级的过程中元介带出, , (%)*

歌歌硫热
、、 5 10 --- R O + R 一OOO R OOO R

,
OOO

加加加加权 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加加加加加权平均均 C 盆OOO M g OOO 加权平均均 N a :
OOO K ,

OOO

黄黄土土 西北与华北北 lll 0
.

7 000 1 0
。

0 333 12
.

6 222 2 3
.

5 333 0
.

8000 7
.

0 888 3
.

8 555 1 2
.

6 000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胃胃岩岩 四川重庆北赔赔 222 6

.

3 555 12
.

15555555 8
.

7 222 1 3
.

8 555 1
。

0 666 2 4
.

0 111

花花花 山东威梅市市 333 8
.

9 333 3 8
.

1 444 12
。

3 999 十 4
.

6 666 6斗
.

8 999 8 2
.

8 000 92
.

0 444 7 9
.

6 888

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尚
岩岩岩 江四南昌市市 444 1 5

。

2 555 7 6
.

7 555 10 000 1 0000 1 0 000 5 3
.

5 000 7 4
.

3 000 呼5
.

8 555

广广广四南宁市市 555 3 4
.

7 222 8 7
.

9 222 8 0
.

0 333 7 8
.

斗666 8 3
.

5 444 9 0
.

5 777 9 1
.

8444 8 9
.

9 222

广广广东海南岛岛 666 4 8
.

5 555 8 1
.

5 000 8 3
.

5 555 10 000 6 7
。

0 999 7 9
.

4 444 9 5
.

9 333 7 7
.

4 777

.
表中 3

,
,

,
6 根据参考文献 [5

,
6

,

7]
,
l

,
2

,
, 根据参考文献〔刘的有关数据

。

舒算公式:

= 二二止, 、 l。。% : , , = :
; x 理孕丝 、 1。。%

.

tl 八 l: L, . 士垠

其中 t: 粼化物从母岩风化过租中带出的重量% ;

t1 : 母岩粼化物重鱼% ;

t’: 在 Al 不变情况下土奥的氧化物重量% ;

ti: 土咬的氧化物重量%
。

的黄土母岩
,

在成土过程中仅有 4
.

6 % 的硅酸盐

矿物风化
, 0

.

7% si 仇被带走
。

由此不难得出
,

暖

温带的四川比寒温带的西北
、

华北其硅酸盐可风

化性增高了 38 %
。

这和前节所甜湍长石的 可 风

化性增高 39 % 几乎相等
。

因为燕山期生成的花尚岩在暴露地面后
,

由

于各地的风化强度不同
,
因此

,

它们在形成土坡的

过程中带出各种元案的量也不相同
。

从表 4 不难

看出
,

从北至南花尚岩在我国不同气候区的风化
,

是 si 仇
、
R O 十 R夕 的愈加剧烈带出

。

在两广地区

的风化条件下
,

花岚岩祖成中的硅酸盐矿物(石英

除外 )
,

荃少有 s斗% 被风化 (这和 D
.

e o llie :

研究
“热带国家里花尚岩可有 80 % 遭受化学风化”[l0 ]

的桔渝是一致的 ; 和前节时希的长石在华南区可

风化性增高了 80 % 以上的精瑜也是一致的)
。

与威海地区相比
,

硅酸盐的相对可风化性墉

高了 4 5 %
。

大家知道
,

在花尚岩中硅酸盐 的 风

化
,

主要是钾长石和黑云母
,

从数量歌
,

主耍的还

是钾长石
。

因此花尚岩的硅酸盐可风化性两广地

区较山东威海地区增加 45 %
,

实际上也就是钾长

石的相对可风化性增加了 45 %
。

(四 ) 总精上远
,

我国不同气候带的风 化 强

度
,

从北至南依次啥强
。

与此相应的
,

无输是长石

含全的有规律变化
,

或者是元素的带出量
,

都靓明

钾长石在我国是可以风化的
。

其风化数量
,

在亚

热带地区为 80 % 以上 ;暖温带地区 50 一60 % ; 寒

温带地区 30 % 左右
。

上述时渝虽然是建立在自然进行的风化作用

的墓础上
。

但是
,

也正因为这样
,

才使我们获得了

既是地盾学上的又是土壤学上的可翼精渝
。

由于

钾长石可以风化
,

特别在我国华南地区可以大量

的风化
,

因之
,

可将樱过选择井粉碎到一定袖度的

钾长石作为钾肥
,

这一点也为自然事实所征实
,

正

如土续学家李庆蓬等[aJ 所发现的
,

我国华中
、

华南

发育于花尚岩
、

杠砂岩
、

直岩等的杠壤
,

由于母岩

中含钾矿物丰富 (以钾长石为最多
—

本文作者

注)
,
因之这类土壤是不缺少钾肥的

。

当然
,
与我国同稗度的其它温带

、

亚热带和热

带地区
,
郎赤道两侧的 斗。

“

以内地区
,
钾长石同样

是可以风化的 ;井越接近赤道
,

这种风化作用越强

烈
。

这样一来
,
占地壳总重量 20 % 以上

、

占花尚

岩 40 % 的钾长石
,

在赤道两侧的 4 。
“

范围内的广

大地区中
,

可以不需提炼加工而值接作为钾肥
。

这种钾肥原料
,

不仅篇量大
,
而且到处可有

,

其工业处理 (开发
、

粉碎
、

选矿 )比校简单
,

对农业

有害的杂盾如 5 0 不
一 、

Cl
一

等在数量上也很少
。

所

以
,

在这些地区利用钾长石为农业化肥原料
,

是具

有一定的远景的
。

最后
,

限于作者工作性盾和知撒水平
,

所以
,

只能提供硅酸盐钾矿物应用于农业的可能性和理

输根据
。

至于硅酸盐钾矿物应用于农业的更多工

作
,

还有待有关部阴加速研究
,

多做一些工艺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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