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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土壤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分布
*

李泽岩 谢玉英 田秀芬 杨洁泉
(新组生物土坡沙漠研究所)

摘 典

本文论述了新获土壤中 F。 , M n ,

‘
, c “ 全量和有效态含量及其分布

。

Fe 的全量 。
.

3一

,
.

1 % (平均值为 2
.

4 % )
,

有效态含量 。一 6一 5 0心
.

o o p p m (1 5
.

2 一p p n ,

) ; 施 的全量 5 9一2 5 5 0

p p m (5 6 4 p p m )
,

有效态含量 0
.

3 8一4 1
.

6 o p p m (4
.

8 6 p p m ); z n
的全量 9一2 1 6 p p : n

(7 5 p p m )
,

有效态含最 0
.

0 5一 1 1
.

5斗 p p m (z
.

o o p p m ) ; c u
的全量 5一 2 4 5 即m (Z sp p m )

,

有效态含t

0
.

0 6一 z,
.

2 0 p p m (x
.

2 2 p p m )
。

新疆土壤中全铁含量丰富
,

但有效态铁含量变幅大
。

全锰含量属中等水平
,

而有效锰含最

很低
。

全锌及有效锌含量均低
。

全铜及有效态铜含量较高
,

除了棕色荒漠土及分布于砾质戈

壁的灰棕色荒漠土外
,

其余土壤有效态铜供应充足
。

一般是在自然肥力高
,

富含有机质的土坡
,

这四种元素的有效态含量高
。

全铁
,
全铜及有效态铜含量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没有规律性

。
全锰含量在剖面中均匀分

布
。
全锌

,

有效态锌
、

锰
、

铁在土壤表层含量高
,

自上而下递减
。

t

随着微量元素研究的发展
,

应用微量元素肥料已成为农业生产中一项有力的增产措

施
。

为了经济有效地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提供科学依据
,

从而增加农作物及畜产品产量
,

我

们对新疆主要土类中铁
、

锰
、

锌
、

铜的含量及分布进行调查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土壤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按全疆土壤类型分别在耕地
、

可耕地及山地采集了土壤样本 7 30 个
,

除耕层外还按照发生层次采集

了土壤剖面
。

铁
、

锰
、

锌
、

铜元素的全量分析均用硝酸
一

高氯酸
一

氢氟酸消化
,

有效态铁
、

锰
、

锌
、

铜采用 DT PA 溶

液浮提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二
、

结 果 与 讨论

(一 ) 铁 新疆土壤中全铁的含量为 0
.

3一5
.

1多
,

平均为 2. 4多
。

有效态铁变化于

。一 6一 5 0 4 p p m 之间
,

平均为 18
.

2 p p m
。

低于缺铁临界值 (2
.

5 p p m )的有 2 0 3 个样点数
,

占

30 务 ;含量在 2. 5一4. , PP m 之间的有 154 个
,

占 23 铸
。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
,

可以认为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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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疆地区有 30 拓的土壤
,

铁的供应可能不足
,

对铁敏感的作物可能出现缺铁现象 ; 有 53 沁

的土地施用铁肥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新疆土壤中有效态铁变幅大
,

含量最高的是山地灰褐色森林土
,

含量最低的是棕色荒

漠土
,

前者为后者的 45 倍
,

一般土壤中的含量不高 (见表 l)
。

有效性铁的含量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
。

新疆的土壤 p H 值一般都在 8. 0 以上
,

铁的溶解度随 p H 的升高而显著下降
,

当 p H > 7 时
,

缺铁的可能性就存在
〔
气其次本区大部分土壤质地轻

,

通透性能强
,

土壤

中的两价铁很容易被氧化成三价铁
,

不易为作物吸收利用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在有机质

含量高的土壤中
,

有效态铁含量高
,

新弧有大面积的土壤
,

有机质含量比较低
,

在 1外以

下
,

这也是降低铁的有效性的原因
。

表 1

T . b l. l

新扭主要土城中徽盆元素 (Fe
,

施
,

zn
, Cu) 的含t (单位 : 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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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为有效态测定土样数 ;

. *
包括荒漠灰钙土 ;

** * 包括棕色荒漠土
。

扮

有效态铁在剖面中的垂直分布主要有两种类型
: 一是有机质含量高

,

具有良好结构

钓土壤
,

有效态铁在表层富集
,

由上而下逐渐降低
,

如灰褐色森林土和草甸土 ;二是 自然肥

力水平低的土壤
,

整个剖面中有效态铁含量低
,

而且在剖面中分布均匀
,

上下差异不大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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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棕漠土和盐土等
。

以缺铁临界值 (2. sp pm ) 和边缘值 (2
.

, 一4
.

, pPm ) 为界
,

新疆缺铁的土壤有
:
棕色

荒漠土(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四周边缘和东疆广大戈壁上 )
、

灰棕色荒漠土 (分布在准噶尔盆

地西部平原和准噶尔东部戈壁)
、

灰钙土(分布在伊犁谷地两侧的山前平原上)
、

荒漠灰钙

土(分布在天山北麓平原)
、

盐土 (在全疆的平原范围内都有分布 )
、

龟裂土 (南北疆荒漠地

带中都有分布 )和风沙土 (在南北疆都有分布)
。

(二 ) 锰 新疆土壤中全锰的含量范围是 ”一 1 , 5 0 p p m
,

平均为 5 64 p p m
,

与世界土

壤平均含量 (5 0 0一 l0 0 0 p p m ) 的下限相近
,

低于全国土壤锰的平均含量 (7 lo p p m )
〔J , 。

从表 1 可看出
,

全疆有效态锰含量范围是 0
.

38 一4 1
.

6 0 p p m
,

个别地区可达 92
.

4 Op p m ,

平均 4
.

s6 p p m
,

略高于缺锰临界值 (4 Pp m )图
。

新疆土壤中全锰的含量虽不太低
,

但有效态锰含量却很低
,

除山地灰褐色森林土外
,

其余土壤有效态锰的含量只占全锰的 0. 4一 1务
,

其原 因
:
一是土壤 pH 高

,

降低了土壤

中锰的有效性 ;二是新疆处于特别干旱的自然条件下
,

有大面积的土地地面裸露
,

土壤有

机质少
,

吸附各种形态锰的能力差
,

降低了锰的有效性 ;三是据有关文献介绍
,

土壤温度高

有利于提高土壤中锰的有效性
‘3J ,

新疆冬季漫长
,

有可能降低锰的有效性
。

可以说
,

锰的

可给性主要受土壤条件的影响
。

磅

下b l目 m an sa 耽 9e

全铭(p pm )

通

(Iu琴侧能哪叫
妇仓落召功

图 1 新孤不同土壤剖面中全锰
、

有效锰含量分布图

F ig
.

l 以
: t r ib u tio n o f t o

tal
a n d a va ila b le Mn in d i正f e r e n t so ib o f X in iia n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全锰在剖面上下分布比较均匀
。

有效锰的含量在有机质含量高
、

ca Co
3

含量低的表层土壤中高
,

由上而下逐渐减少
。

以缺锰临界值 (4 p p m ) 和边缘值 (4一7 p p m ) 为界
,

新疆除山地灰褐色森林土
、

山

地草甸土
、

黑钙土之外
,

其余土壤都缺锰
,

只是程度不同
,

其分布遍于全疆各地
。

把全疆划

分三个地区统计结果: 北弧的土壤
,

有效锰平均 5. 6 5 p p m
,

< 4PP m 的样点数占 55 必
,

4一 7 p p m 的 占 2 3多
, 7一 lo p p m 的 占 1 2拓

,

> 1 0 p p二 的占 10多 ; 南疆的土壤
,

有效锰平均

值 3
.

5 3 p p m
,

< 4 p p m 的样点数占 6 4 关
, 4一7 p p m 的占 3 0多

,
7一 10 p p m 的占 3 务

,

> 10 p p m

的 占 3关 ; 东疆的土壤
,

有效锰平均 2. 斗s p p m
,

< 4 p p m 的样点 数 为 “ %
,

4一 7 p p m 的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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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占 12多
,
7一 lop pm 的占 l外

,

> 10 p p m 的占 2务
。

(三) 锌 新疆土壤中全锌的含量在 9一Z 16 p p m
,

之间
,

平均 7 5pp m
,

低于全国土壤

平均含量 (一o o p p m )〔
2 , ,

而高于世界土壤全锌平均值 (so p p m )
〔‘, 。

土壤中有效锌含量 范 围 为 0
.

0 8一 11
.

8 4 p p m
,

个别地区 高 达 28
.

8 0 p p m
,

平 均 为

l.0 帅 p m
,

最高含量为最低含量的 14 8 倍
,

变幅很大
。
有 41 % 和 38 % 的采样点有效锌含

量分别低于缺锌临界值 (0. sp p m ) 和在缺锌边缘值 (0
.

5一 1
.

o p p m )
〔习
的范围内

。

从表 1 来看
,

不同土壤中有效锌含量 占全锌含量的 0
.

3一4 肠
,

差异很大
。

大部分土

壤有效锌含量低
,

这与新疆干旱少雨
,

气温低的自然条件有关
,

同时与土壤 p H 高
、

有机质

含量低也有关
,

如有机质含量最高的山地灰褐色森林土有效态锌含量最高
,

而有机质含量

在 0
.

5 沁以下的高山寒漠土
、

灰棕色荒漠土等
,

有效态锌含量最低
。

全锌在剖面中的分布比较均匀(图2 )
,

有效锌在剖面中的分布类似于可溶性盐类
,

在

水中很容易移动
,

因此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情况下
,

土壤中的锌有向上迁移的趋势
,

一般表层含量高
,

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

以缺锌临界值和缺锌边缘值为界
,

新疆缺锌土壤和缺锌程度基本上与锰相似
,

除山

地灰褐色森林土
、

山地草甸土
、

黑钙土
、

沼泽土
、

水稻土外
,

其余土壤都不同程度地缺锌
,

分

布于全疆各地
。

毖

丁。场I 过n 。

全锌印p m )

处_ 吧
_

整
.

印 竺里四 丝。仁塑 』l 二巴』巴』。色孟望
~
罗

^ v a曲a b le 刀 n c

有效锌

八‘忍侧活璐刊
月胜召居阴

黑钙土
C加 r劝国姆m

二J全锌丁。ta l 过心
.

药g
·

图 2 新疆不同土壤剖面中全锌
、

有效态锌含量分布图

Di
st rib u tio n o f tot a l a n d a , 越 Ia b le 2 0 10 d iffe r e n t 5 0 115 o f X in iia n g

份

(四) 铜 新疆土壤中全铜含量在 5一 14 5PP 。 之间
,

平均 2 8 p p m
,

高于全国土壤

平均含量 (22 PP m )切 和世界土壤平均含量 (2 0 p p m )
‘” ,

而且全疆各土壤中铜的含量却

比较高
。

土壤中有效铜变化于 0
.

06 一 19
.

2 0 p p m 之间
,

平均 L 2 2 p p m
。

低于缺铜临界值

(0
.

2 p p m )
〔1] 的采样点为 1

.

2务
,

可以认为
,

我区土壤中铜的供应是充足的
,

含量最高的是

水稻土和沼泽土
,

含量较低的是风沙土
、

山地棕漠土 (见表 1)
。

全疆各种土壤有效态铜的

含量 占全量的 2一 16 %
,

其中有一半的土壤有效态铜 占全量的 3外
,

说明土壤中有效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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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大体与全铜含量呈平行分布
。

而土壤中铜的含量主要受母质影响
,

我区成土母质复杂
,

类型繁多
,

含铜量各不相同
,

加上铜的迁移性微弱
,

因此铜在剖面中的分布没有明显的规

律性
。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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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

Z n ,

a n d C u i n 5 0 115 o f X i n iia n g
. ‘

rh e c o n t e n t o f th e t o t a l i ro n i n 5 0 115 o f X i n iia n g 15 v e r y hig h

( 0
.

3一5
.

1% )
,

bu t w i th a g r e a t e r flu e tu a rio n o f a v a ila ble ir o n ( 0
.

16一知4p p m )
.

S o m e o f th e

5 0 115 su e h a s b r o w n d e se r t 5 0 11
,

g r ay d e se rt 5 0 11
, r e li e s a lin e 5 01 1

, sa lin e 5 0 11 a n d
t a ky ri e 5 0 11 a r e

d e fi c i e n t i n i r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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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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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一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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