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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坡颗粒组成决定着土壤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特性���
。

不同的土壤机械组成
,

在矿物

组成上有显著的差别
,

其化学成分和其它各种性质也均不相同
〔,� 。

土壤机械组成对土壤

中元素含� 的影响
,

国内外曾有报道
。

但两者间相关性的研究报道不多
。

�� ��’
, 曾研究过

苏格兰 �� 种土壤中 �� 种元素之间的相关系数
,

讨论了元素与母质的关系
。

本文就天津

地区土壤的成土过程及其特点
,

着重对土壤中不同机械组成与某些元素含量的关系进行

了研究
。

一
、

材 料和 方 法

�
�

样品的采集 样品采自天津地区近代冲积物为母质的潮土
。

采样时注意样点的布设远 离污染

源
,

并按不同土壤类型
,

不同质地
,
选择有代表性的土壤剖面 �� 个

,

其中潮土 � � 个
,
盐化潮土 �� 个

,
湿

潮土 � 个
。

采样时
,

每个样点按剖面的自然发生层次取样
。
每个样品重约 � 公斤

,

放在室内自然风干
,
用玛瑙

研钵磨碎
,

过 � �� 目尼龙筛
,

混匀
。

�
�

测定方法 � 。 、

肠
、

��
、

��
、

� 。 、

�� 及 �� 用原子吸收火焰法测定 � �� 用原子吸收石墨炉法测定 �

�
、
� �

、

��
、

��
、
� 二 等用不破坏的 � 射线萤光光谱法测定 � �� 用银盐比色法测定 � � � 用测汞仪测定 � 土

壤机械组成
,

用比重计法测定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我们计算了 �� 个表土中 �� 种元素与 � 个拉级含量的相关系数
,

根据相关系数的大

小
,

将�� 种元素分为三组
,

并制成表 �。

��,
”� 组

�
这组元素的含 � 与土攀物理性旦鱼��一�� �� 毫米 �的含量

,

呈极显著正相

关
,

而与 � �
�

�� 毫米各粒级的含量均呈负相关
。

这组元素可称为亲砂粒的元素
,

镌 ��� �

� 本工作得到南京土坡所杨国治同志
、

天津市土肥所赵振达同志指导
, 此外

, 还得到中国科学院土堪背景值协作

组的 加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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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错英石 ��� �� � � 和斜错石等矿物中
,

在成土过程 中它们极难风化
,

因此
,

土壤

中砂拉含量愈高
,

错的含量也愈高
,

所以
,

铅可以作为土壤风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元

素
。

银与钙同属碱土金属
,

化学性质相近
,

一般认为其地球化学特性非常相似
。

我们计算

了两者的相关系数
,

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什么相关性
,

因此土壤中钮 ���� 的含量与土壤

中砂粒的含量里极显著正相关
,

这似令人费解
。

从含银的矿物来看
,

银既含于难风化的天

青石和钾长石中
,

又含于易风化的碳酸盐或角闪石中
。

天津地区近代冲积物发育的土壤
,

银可能主要存在于难风化的矿物中
,

从而与土壤中物理性砂粒含量呈正相关
,

当然
,

这种

推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

�
、

��
、

凡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

,

这一组元素的共同特点是
,

它们在

土壤中的含量同银
、

错相反
,

即与土壤物理性砂粒含量呈负相关 � 与土壤粘粒�� �
,

�� 毫

米� 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大 小 的 顺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
,

虽然它们都与 � �
�

�� 毫米的各个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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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
,

但主要是与< 。
.
0 05 毫米粒级的粘粒相关性最好

。

其次则与 0
.
00 5一0

.
00 1 毫米

的粗粘拉或与< 0
.
001 毫米细粘粒相关性较好

,

也有与两种拉级的相关性都较好
。

如 N i

与粗粘粒相关性较好
,

Z
n

、

Ti 则与粗
、

细粘粒的相关性都较好
,

c
u

则与细粘粒的相关性

较好些
。

这些特点
,

都与该元素的地球化学特性
,

以及含该元素矿物的抗风化能力有关
。

H
又

、

C d

、

C
, 组

,

这组元素的含量基 本上与土壤质地无关
,

特别是汞的结果
,

则与立川

的报道
‘习
完全一致

。

土壤含钙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土壤的石灰反应强弱
,

而与质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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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综上所述
,

从大量数据统计结果表明
,

土壤的机械组成
,

与某些元素含里的相关关系

很有规律
,

以 0
.
01 毫米直径的土壤粒级

,

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

凡与土场功勺物理性砂拉

(> 0
.
01 毫米粒级) 含量有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元素

,

必然与土壤的物理性粘粒 (< 0. 01

奄米)的各个拉级呈负相关关系
。

反之亦然
。

可见土壤质地是影响土壤中某些元素含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
。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
,

曾列举欧洲 16 个国家
,

其中明显缺乏 B
、

M
n

、

肠
、

M

。 、

I

、

Fe

、

Z
n

等元素的土壤
,

绝大多数是砂质或粗质土澳t3]
。

为了进一步了解土城质地对土壤中元素含量的影响
,

我们除了计算 91 个土样 16 种

元素的平均值外
,

按下述原则把供试的91 个土样分为砂质 (砂粒量 80 一 100 务)
、

壤质(砂

粒t ”一80 % ) 和粘质(砂粒量< ” % ) 三种土壤
。

然后
,

分别统计三种不同质地土样中

16 种元素的平均值
、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

结果列人表 2岁由表可见 91 个土样的 16 种元素
平均值

,

几乎都介于壤质与粘质止陋按质地统计时
,

除了个别元素以外
,

在砂质与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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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坡样品数: 91 个
, l , 0

1 1
s a l n p l

e s

土壤巾大多数元素的含量
,

差异在两倍左右
。

在砂质土壤中亲砂粒的 s
r ,

Z
: 含量显著地

高于粘质土
。

在粘质土壤中亲物理性粘粒的 c
u 、

Zn

、

玖的含量
,

_

是砂质土的两倍左右
。

Cd
的含量在三种不同质地的土坡中几乎完全一致

,

可见
,

只统计 91
.
个土样 16 种元素的

平拘值
,

会掩盖元素在不同质地土壤中含量的各自不同的差异
。 因此

,

土壤中元素的上述

分布特征表明 (当研究由近代冲积物或沉积物发育的土壤中的某些元素
,

如 c u
、

zn

、

Pb 和

As 等背景值时
,

样点边选择不必采用均匀布点
,

而应在考虑当地土坡类型的同时
,

着重考

虑土壤质地类型进行布点
,

这样才能充分反映这些元素的背景值
。

!
在表示背景值时

,

除了

当地总的土壤背景值外
,

应分别表示出不同质地类型土壤的背景值
,

这更具有实际意义
。

如果在单纯研究土壤中 Cd 的背景值时
,

则可以不必考虑土壤质地的影响
。

这是对过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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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背景值研究[z] 的一点补充
。

当土壤中某元素与土壤物理性粘粒 (< 0
.
01 毫米) 有极显著的相关性时

,

可通过回归

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

据此可作天津地区土坡中若千元素背景图(此图另有叙述)
。

再

根据土壤机械组成可以判断土壤中某些元素背景值的大致含量
。

如以土壤中含锌 里 与

1一0
.
01 毫米砂粒含量为例

,

可求出回归方程
,

绘成图 l
。

根据土壤中砂粒的含量
,

可以求

出该土壤中锌的大致含量
。

当然
,

其它的相关好的元素也可以照此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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