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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粘土矿物反射特性及其

在土壤学上的应用
*

季耿善 徐彬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摘 要

用实验室测量的埃洛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和蛙石加热处理前后的反射曲线 (0
.

2一2
·

5脚 n )
,

研究上述矿物的反射光谱特征及其与化学组成的关系
。

提出鉴别主要粘土矿物类型
、

矿物二
、

三八面体和根据土壤反射曲线识别主导粘土矿物的方法 ;并用土壤剖面的反射曲线
,

解释土壤

性状与形成特点
。

土壤反射特性是土壤内在物质结构和性质的反映
。

本文拟在 0
.

2一 2
.

5户m 波长范围

内
,

研究土壤中粘土矿物的反射特性及其应用
,

为鉴别上壤粘土矿物类型和确定主导粘土

矿物与土壤性状
、

土壤发生的关系
,

提供科学依据
。

.

一
、

实 验 方 法

采自不同地区的高岭石(埃洛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和蛙石经风干
、

玛瑙研钵研磨
,

通过 100 目(孔径

。
.

巧 m m )后
,

分别进行常规全量分析川 与反射光谱测定 (日立 U v 3仍 自记分光光度计 )
。
全量分析

结果列于表 lo

表 1 四种钻土矿物的化学组成(% )

T a‘1. 1 e h em ie a l 。o m p o siti o n o f fo u r e lay m in e r a 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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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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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用的土样
,

样品制备方法与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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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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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粘土矿物的反射特性
t

粘土矿物的反射特性是指矿物样品随波长而变化的特性
。

与所有固体物质一样
,

土

壤和粘土矿物的光谱特征是由其内部分子或电子的能量变化产生的
。

可见光区是 由外层

电子引起的 ; 红外区主要是极性分子偶极矩变化引起的震动能级跃迁 ;近红外区主要是红

外性震动的倍频和合频光谱区
【2 ,31 。

(一) 枯土矿物中水的光错特征 除铁铝氧化物外
,

粘土矿物一般是指含水的层状

硅酸盐矿物
。

不同的粘土矿物
,

其含水状况差异悬殊
,

并能显示不同的光谱特征
。

因此

Li ng be rg 等。OJ 19 7 2 年就指出 : 粘土矿物的光谱特征可能直接与水分子的光谱特征有关
。

粘土矿物中的水按其位置有 : (l) 单元晶层内部的 。H 晶格结构水 ; (2 )位于单元

晶层之间的层间水 ; (3) 吸附于粘粒表面的膜状水和受毛管引力或重 力支配的移动较自

由的水分子
。

为了查明粘土矿物中各种水的光谱特征
,

我们用风干样品 (60 一70 ℃ 烘 4一 6 小时 )

研究粘土矿物的持水特性 ; 用加热到 105 ℃ (6 小时 )去掉吸附水后的样品研究层间水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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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粘土矿物的光谱反射曲线 (风干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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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蛙石的光谱反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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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伊利石的光谱反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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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O℃ (‘小时 ) 脱去层间水后的样品研究结构水 ; 用 9 00 ℃ 加热 ( 1 小时 ) 样品研究矿物

晶格被破坏
, O H 水脱去后的光谱特性 ; 用 90 。℃ 后在潮湿容器中自然吸湿一昼夜的曲

线
,
研究矿物复水后的反射率变化 ; 用风干样品加水

,

使含水量达 50 % 时
,

研究样品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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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分子存在时
,

H刃 对反射特性的影响 (图 1一 5)
。

不少研究者指出切
,

样品含水时在 1
.

4 和 1
.

9 拌m 处出现吸收带
,

并把 1
.

9 产m 吸收带

看作是吸附水的谱带
。

但在我们的实验中
,

风干的或加热到 105 ℃ 后的样品
,

在 1
.

4 和

1
.

9 产m 处都有很强的吸收带
。

加热到 2 50 ℃ 后
, 1

.

4 产m 吸收带仍很强大 (埃洛石更显明

突出 )
, 1

.

9产m 极大削弱
。

由此可以认为
:
在风千条件下

,

粘土矿物 1
.

4
脚 附近的吸收

带是以径基为主的 O H 谱带 ; 1
.

9 拌m 附近是以层间水为主的 H刃 谱带
。

风千或加热

到 1 05 ℃ 的样品
,

在 1
.

4 产m 处的吸收强度的次序是埃洛石 > 蒙脱石 > 蛙石 > 伊利石 ;

1
.

9 拼m 处是蒙脱石
、

蛙石 > 埃洛石 > 伊利石
。

这二个次序与这些矿物所含结构水和层间

水的多少是一致的
〔咯.,] 。

加热到 90 0℃ 后
,

矿物晶格受到破坏[’] ,

但在 1
.

4 和 1
.

9 拼m 处仍出

现较弱的吸收带
,

这是样品吸收空气中少量水分子造成的
。

烧到 90 0℃ 后又复水的样品

出现的吸收带是吸附水的谱带
。

含水量为 50 多的反射曲线主要是由水分子吸收带支配

而形成的
。

从实验还可看出
,

粘土矿物水谱带形状与水分子的排列有关
。

结构水和排列规则的

层间水
,

谱形清晰尖锐吸收强度大
,

常呈较窄的
“v ” 形或

“
U 刀 形

,

而排列不太规则的膜

状吸附水
、

自由水等呈较短宽的弧形谱带
。

伊利石的光谱特性比较特殊
,

经基等水谱带特征几乎看不 出来
,

这是云母的定向排列

和测量光束有取向作用的结果 [2] 。

这也是云母类矿物光谱的主要特征
。

另外
,

从蛙石

90 0℃ 及 90 0℃ 后复水的曲线来看
,

似乎蛙石在 9 00 ℃ 后晶格破坏不大
,

很易重新吸水而

具有能恢复 O H 水的性质
。

(二) 粘土矿物中主要化学组成的特征光谁 51 0 :

的 si 一 0 伸缩振动出现在 中红

外区 10 产m 附近 t3l ,

在可见一近红外区是一条平直线
。

因此
,

样品中硅的含量仅能影响该

区的反射率而不产生特征谱带
。

铁是土壤赋色的重要成分
,

也是可见区光谱中最活跃的因素
。

不 同形态的氧化铁可

呈现不同的颜色
。

H un t 等在 19 7 6 年的报道中指出 : 电子过程产生谱带的主要来源是二

价及三价铁离子 [2] 。

但是
,

电子成因的谱带与振动成因谱带不同
,

它不能形成尖锐清晰的

吸收带
,

只能产生宽而变幅不大的谱带
,

主要根据反射率的相对强度来识别
。

我们用连二亚硫酸钠脱铁后的曲线与未脱铁
、

铁与有机质均脱的曲线进行统计分析

后得出结论
:
游离氧化铁对光谱特性的影响极大

。

它在可见区有一个很宽的吸收带
,

波

长范围为 0
.

3一。
.

6 邵m
,

有的可达 0
.

7产m 以上
,

其中最强的吸收位置在 0
.

42 和 0. 铭拜m ;

近红外区铁的吸收带位于 0
.

8一 1
.

1产m (有的可达 1
.

3产m )
,

最强吸收位置在 0. 9 产m 附

近
。

通常还认为
‘刀 , 。

.

9科m 处是以三价铁
、 1

.

1产川 附近是以二价铁为主的吸收带
。

与 Al
: 0 3

和 M g O 有关的特征谱带也出现在近红外区
。

H u nt 等人 t, 一”
把 2. 2 和

2
.

3拜m 附近的吸收带解释为经基伸缩振动与 Al
一
O H 和 M g 一O H 弯曲振动的合频谱带

。

我们研究了粘土矿物 2. 2
、 2

.

3产m 吸收强度与 Al 刃
3

和 Mg O 的定量关系
。

从表 1 和图

1一 , 可见
,

经 105 ℃ 处理排除了吸附水谱带干扰以后
,

2
.

2 产m 吸收强度与四种粘土矿物

的 Al
:
q 含量基本一致

。

蛙石在 2. 3拌m 处的强吸收与它含有很多氧化镁 (23
.

23 并)有

关
。

另外
,

2 50 ℃ 及低于 2 50 ℃ 诸处理
,

总的来说对 2
.

2 和 2
.

3拌m 光谱影响不大
。

烧到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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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90 0℃ 后的样品
,

除蛙石外
,

都失去了原有特征谱线
。
但都在 2

.

2脚 处出现十分相似的
“v ”

字形吸收带
。

说明矿物晶格受破坏后形成了新的矿物 [’] 。

烧到 90 0℃ 的样品复水

后
, 2

.

2 产m 吸收带大为减弱
,

甚至消失
。

它们与风干样品加水处理后的谱带基本相似
,

说

明它们是被水的吸收光谱掩盖所造成的
。

各种加热处理对蛙石的 2
.

3拌 m 吸收带影响不

大
。

三
、

应 用

异

(一 ) 鉴别粘土矿物类型 目前
,

在鉴定和研究粘土矿物时
,

主要利用 x 射线衍射

谱和差热分析等方法
。

在光谱方面主要利用红外吸收光谱
。 G oe t z 〔7] 和 H un 少

’ 等人曾

利用 2
.

。一 2
.

4 拼m 反射光谱吸收带形状的差异
,

来区别某些矿物
。

依据上述研究
,

显然可

知
,

将粘土矿物的化学组成
、

含水特点与特征吸收带联系起来
,

也可作为鉴定粘土矿物类

型的一种方法
。

此法侧试时间 1一3 分钟
,

试样 2 克左右
。

并具有不破坏试样
、

能反映样

品颜色和化学组成等优点 ; x 射线不易鉴定的针铁矿和赤铁矿也可识别 ; 还可应用于矿物

结构
、

加热变化等研究
。

可作为矿物研究和鉴定的辅助手段
。

四种粘土矿物 (风干样品)

的反射曲线 (图 l) 鉴别要点如 下 :

伊利石 : 2. 2朴m 处为较强吸收
,

以 1
.

4 和 1
.

9 产m 窄浅的凹形吸收带
、

低反射
、

谱线斜

率基本一致
,

而有别于其它粘土矿物
。

蛙石
: 1

.

4 和 1
.

9拌m 为宽 口
‘

,V
’

形强吸收带 (右侧均有次吸收带形成)
, 2

.

2尸 n
有

一定吸收 (一般含 Al
: 0 3

7一 巧务)t4J
,

可见区及近红外区的 0
.

8一 1
.

2拌m 有铁谱带 (明显

的凹形带)
。 2

.

3产m 吸收带是与 吨。 (一般含 20 一 30 并)
【41
有关的蛙石特征谱带

。

蒙脱石
: 1

.

斗 (谱形较窄 )
、

2
.

2 拌m 强吸收
,

以 1
.

9 脚n 较尖的最强吸收带为主要特征
,

标志 2 : 1 型蒙脱石的膨胀性和吸湿力最强
,

含层间水最多
。 1

.

4 和 1
.

9 拼m 右侧均有次要

吸收带形成
。

高岭石 (埃洛石)
: 1

.

4 挤m 强吸收
, 2. 2 户m 尖锐的特强吸收是高岭类矿物的主要特

征 (含 Al
:

q 30 一40 多)
〔们 ,

该带由 2
.

2那m 主吸收带和 2
.

1 , , 产m 次吸收带形成的 肩部组

成
。

1
.

9拌m 处吸收极少是 1 : 1 型高岭石几乎没有层间水和膨胀性差的典型 特 征
。

如果

L g 产m 处 出现宽浅的
‘

,V
”

形吸收带则是埃洛石的特征谱带
。

由上可见
, 1

.

9拌m 吸收带也是区别 l :1 型和 2 :l 型矿物的重要标志
。

土壤中常见的其它粘土矿物如绿泥石
、

三水铝石
、

赤铁矿
、

针铁矿等也均可根据上述

方法予以鉴别
‘

、
厂 (二) 区别矿物的二八

、

三八面体 矿物有二八和三八面体之分
,

同一种粘土矿物

如蛙石
、

云母
、

绿泥石等也可有二八
、

三八面体之分
。

本试验 用的蛙石是三八面体 (有少员

二八面体 ) ;蒙脱石
、

埃洛石
、

伊利石是二八面体
。

单位晶胞中三个八面体位置被三价阳离

子 占据时为二八面体
,

被二价离子 占据时为三八面体
。

本试验得知
, 2

.

3产m 吸收带是由二

价镁离子配位的 o H 谱带
, 2

.

2拌m 是由三价铝离子配位的 OH 谱带
,

因此
, 2. 2 和 2. 3拜m

口

l) 季耿兽
、

徐彬彬
, 19 8 5: 土壤主要粘土矿物的近红外反射特性(土壤专报 42 期待刊稿)a



7 2 土 坡 学 报 2呼 卷

薰薰g崖葺
··

!!! lll ... III

兰兰 浪浪 炭炭 三三 三三 三三 澡澡 子子

薄薄不了卞尸卜尸计哗卜‘‘ 兰兰 蕊蕊
!!! ,,

训训万万三三三三三}呈呈
卜 } ,,,,

里里里里里里 } 尽尽尽尽
肥肥~~~ 全冬斗一一卜一斗一月

——
曰 ... 一 lll{ 曰 l 曰 !!!一 曰 !!! ~ lll ~ lll

令令该该宙宙 只 } 字 } 巴 1 巴 { 二二
臼、、 、

OOO

界 } 燕燕
仄仄

r勺勺 护勺勺勺

目目目 月 1 . 巨 . 1 . 111 户闷闷 卜 JJJJJJJ 户刃刃 砚r 、、、

链链
·

吕吕吕吕吕吕吕
... .....

...

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

感感暑暑
z }}}} 0 一一} 0 } 0 }}}{ 0 } 一一 CCC 0 } 000 C 】】 C二二 OOO C 含含

创创』』
OOOOO 导 { 众众 沃 } 胃胃

卜刁刁 ; } 巴巴
.、、 护门门 尺卜卜 , rrr

研研钧钧钧钧钧钧
M匀匀匀 O 、、 心二二 t哟哟 O

‘‘

补补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牟牟蒸蒸
丫丫

兰兰
:
】

::: 二
{ ‘ } ‘ } ‘ }

‘‘ ‘ }
;

}
:

{ ‘‘

OOOOOOOOO 二 } 二二 竺 } 0 } 色 } 。 } 。 }}}!
二 } , 1 兰 } 全全

口口口口

否 {毖 }毖毖 二 { 二 {互 }二二
666

弓、叨叨

刊
.

二 }哥哥芝芝芝芝 l _ l ~ l ___ ~ l ~ I _ I _ }}}}
~ ‘‘

666 { _ ! 一 l ~~~

.....
}}}}}}}}} 一 lllll

9999999 王 } 币币 月 1 花 } 爷爷
O 、、

盛盛 二}立立
助、、

三三三三
卜卜卜卜 0 { 000 0 1 0 } 一一

....... .......

lllllll 444一

二
!!! C 苦苦苦苦 C JJJJJJJ

lllllllllllllllll .......

OOOOOOO 咒 }泥泥 立立 三}三三 三三
劳 l 卜 I N } 卜卜

重重立立
的的的的 0 } 000000000 二 {二 }二 } 二二二二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芝

OOOOOOO 俐 { 搜搜 剑剑 划 } 哭哭 冬 }哭哭 三⋯岌岌 三三
N } 。。

曰曰曰曰 琪 ! 谈谈 琪琪 棋 } ‘‘ 0 } 。。。。 代 l 只只
UUUUUUUUUUUUUUUUUUU 0 1 000
晌晌晌晌

卜 { 000

万万 牛 {哭哭 三三 呈呈 重重 邑邑
N

} 。
’’‘ ,

一---
OOOOOOO

叼, l
, rrrrr .二J 二 . 1111111111111 咬rrr

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 F内内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

峨峨峨峨峨峨峨峨峨峨峨峨翻翻

nnnnnnn 汗 l ~ 1
. . 川川

育育
l 州州 护闷闷 , 间 l r 闷 !!!

{ 0 }}}} 卜卜 匕

万万
! 户JJJ

OOOOOOO 。 } , 1 00000
亡门门 护 JJJ 0 } 卜卜 } 巳 }}}} 悦悦悦

卜 、、

UUUUUUU

显 . 全 } 咋咋咋
州、、 仁幻幻

呈 } 界界界界界
成 ...

............. ........... ...

函函函函 ~ ! 丫 } 一 l
” ’

lll} nnn

创创创钊宁宁
! 丫丫

音音OOOOOOO 苏 l 。 } , } 。。
, rrrrr 成翻翻翻

拭拭拭拭 l 处 ! 吮 l 件件
,
OOOOO

门. 叫叫叫

.................

{{{斗斗令令
} 共 一一} 众 }}}} ,, 口 二二

卜 {{{! 众 {{{} 导 一一} 欢 一一! 导导 畏 {{{} ;;;
lll 口 石石石石石 ! 月、、

、
OOO , r ;;;;; , }}}

{三三三三三lll 沙卫卫卫卫卫 口 ,, 七勺勺 OOOOO 吴 {{{{{{{{{{{OOOOOOOOOOOOO 砚、、 卜JJJJJJJJJJJJJJJ

............. ... ...............

于于于于于于护、、 臼,, 记口、、、、、、、、

!!! rrr

万万
l 一 lllI 一

’

lll!!! lll} 一 }}}!
’ 一

}}}} 二 }}}1
. ’

}}}l ~
’’

l 一一 !!!

龚龚招娜娜娜
O

‘‘

以,,

众众
日、、 !!! ‘卜卜 llllll

lll 成翻翻翻

七七七七、、 气卜卜
涪涪 C 冲冲冲 口、、 !!! 咯咯咯

月二二二
......... .....

月月月月月 叮 ,,, 记咬,,,

产产产产... 沪. 、、、、、、、、、、、

环环 ~ 三 丫丫

亩亩令令
户刃刃

叨. 门门

二 }}}一一 }}}}}} ! 畏畏 III

万万
!!!

但但 八 矽矽矽矽 钊、、 峪呢呢呢
!!!!! lllllllllll

尼尼 成 ‘‘‘‘ , 卜卜 口、、、、、、、、、、
........... ...................

仲仲 岁 666 一

誉誉令令令令
{
。。

仓仓
!!!

!
仍仍 !!! 柑 ,,

!!!
·

亩亩
lll

工工 qqqqqqqqqqqqqqqqqqq
一
门

.
. . 曰 口叫

月.
. . . 口. 目

. . .
.........

““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匆、、、、、

、、
肠 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伪伪伪伪伪
,,,,,,,,,,,,,,,

,,,,,,,,,,, rrrrrrrrr

侧侧 。 石石

二
口

...

攀 } 禅禅 万,’1’
_

’

一

{
‘
j
二二 ,

}
,,巨巨 自自

: ⋯: 1剖幕幕勺 {考考
福卜 . 召甲 百 J 」 . J硬111

引 } 拐拐

」」」」」 』 . J 刁, . 飞 ! . 叫肠肠肠

泪泪泪泪泪 l 析 l _ l 一一一

‘‘ 己 占占 ‘ } 公 1 蔽 ! 琢琢 工1宜宜 号 } T l币}万万 t }兮兮城城城 _ 二 } } 民 { 展展 川川 0 ! 0 } , ! ,, 0 } 000

‘‘

_ 一 }}}. 初初初 l 一一一

坦坦 夏
’

里里 溺溺 租租 邢邢 珊荆荆
由由 己 畏畏 曰曰 叹叹 旧旧 纽纽

簇簇
.

昌昌 一一一一一」址一一一一一 卜卜 娜娜 毅翻翻

,,
三三

啤啤 拓曰曰 楠雌雌 拓 咖咖
属属属属 娜娜 小小 书书
探探探探 粼口口 劝幼幼 椒盆盆
粼粼粼粼粼粼粼

典

�日三一。。
。

。��青一
。P.u一�￡

琪
侧05。卫改￡dl
,�一已。占U

坦套朴侣牟八.。;。
.

。v�牌禅尽份召称吠

N.一q.卜

种娜

御



季耿善等 : 土坡粘土矿物反射特性及其在土壤学上的应用

吸收带是区分二
、

三八面体矿物的特征带
。

即粘土矿物的水铝片在 2
.

2 产饥
、

水 镁 片 在

2. 3产m 能产生吸收谱带
。

(三) 根据土壤(或粘粒)反射曲线识别主导粘土矿物类型 土壤中 < 0
.

00 1m m 粘

粒通常由多种粘土矿物组成
,

除结晶的次生层状硅酸盐外
,

还有非晶质的硅酸盐
、

胶体氧

化物和氢氧化物
。

土壤的组成更为复杂
。

光谱曲线是各种成分的综合反映
,

所以土壤或

粘拉的特征谱带一般较弱
,

解释起来比单纯的粘土矿物困难
,

但可用来识别主导粘土矿

物
。

现举例说明之
。

所提到的土壤和粘粒都作过化学分析 (表 2 ) 和 X 射线测定
。

例 1 赤山砂岩母质上发育的黄棕壤
,

采于安徽和县南义公社(图 6 ,

9 )
。

这是一个砂质土壤(进行 x 射线分析的样品经过淘砂 )
,

反射光谱特征表现得相当好
。

尤其是白色网纹的曲线
,

几乎与蒙脱石的曲线一致
。 1

.

9产m 处吸收强度大是蒙脱石的特

征
,

1
.

4脚 吸收强度相当大是表明其结晶好
。

除表层外
,

其它曲线所对应的土层
,

其主

导粘土矿物也是蒙脱石
,

与 x 射线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

网纹层中红白两种土的差异
,

比

X 射线衍射谱表现得更明显
。

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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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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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赤山砂岩母质发育的黄棕坡的反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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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下蜀黄土母质上发育的粘磐黄棕壤 ( < 0
.

0 0 1 m m ) 和粗面岩母

质上发育的黄棕壤 ( < o
.

o o z m m , o一 g e m , , 一Z i e : n ) 的反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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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下蜀黄土母质上发育的粘磐黄棕壤
,

采于安徽马鞍山北 4 公里 (图 7 , 9 )
。

粘粒的光谱曲线在近红外区平直
、

铁谱带反映不明显和 1
.

4户m 处弱吸收是以水云母

(伊利石 )为主导矿物的特征
。

1
.

9拼m 处吸收稍强是多水高岭石和蛙石造成的
。

例 3 粗面岩母质上发育的黄棕壤
,

采于江苏江宁县夭台山(图 7 ,

9)
。

2. 2拌m 处吸收强度大是高岭类矿物的特点
。

除 2. 2拌m 吸收强度大于 1
.

9产m 处外
,

0
.

9产m 处铁谱带有一定反映
。

曲线的其它形状与例 2 相似
,

是一条以水云母和高岭石为

主导粘土矿物的曲线
。

例 4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红壤
,

采于安徽郎溪南 8 公里(图 8
, 9 )

。

在近红外区
,

土体或粘拉的反射率均最低
, 1

.

4 和 1
.

9 拌m 处有相当吸收
,

铁谱带反映

明显
,

这是一条以高岭石为主导矿物的曲线
,

水云母也有相当数量
,

但其光谱特征为高岭

石的光谱特征所掩盖
。

粘粒的 1
.

9 拜m 吸收有一定强度是有一定量高岭石与蒙脱石的混

层矿物所致
。

‘

一一
袖

,

共釜黯、[)

图 8 第四纪红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红壤和砖红壤的反射曲线

F ig
.

8 s p e e tr a l re fl e e ta n e e e u r v e s o f 萝e llo w r ed e a

rtb
a n d Iato : 0 1

d e v e lo p e d fro m Q u a t e x n a r y re d e lav

例 , 砖红壤
,

采于海南岛(图 8)
。

2. 2产m 处吸收强度很大 (高岭石与三水铝矿 )
,

并显示出由 2. 2 产m 主吸收带和 2
.

巧

肩部(次吸收带 )组成的高岭石典型谱形特征
。

曲线 由红光区向蓝波段急剧下降和 0
.

8一

1
.

2拌m 吸收带说明赤铁矿的数量也相当多
。

依照上述方法
,

作者在宁芜遥感试验区的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黄棕壤中
,

发现了用一

般方法 尚难找到的存在于粉砂拉级中的三八面体粗粒蛙石
,

使该土成土过程和一些难以

理解的土壤性质获得了更好的解释
,

效果甚佳l)o

(四 ) 土族性状与土镶形成的解释 根据土壤反射光谱可获得土壤类型
、

颜色
、

水
、

有机质
、

氧化铁
、

粘土矿物类型
、

机械组成与粘粒含量
、

阳离子交换量以及土壤淋溶
、

淀
、

氧化还原等信息匀。 某些土壤形成特征可以从曲线图中直观而形象地观察到
。

以赤山

分积

砂岩上的黄棕壤为例 (见图 6 ) 可见到
:

(l) 随着土壤淋溶作用的加强
,

表层粘粒不断淋

兰蒙脱石明显减少
,

而水化云母相对增加
,

表现在表层曲线的 L 4
、

1
.

9 和 2
.

2挤m 吸收强

1 )
2 )

季耿善
、

徐彬彬
, l , 8 ,

,

宁芜遥感试验区的土城特征(土坡专报 42 期待刊稿)
。

季耿普
、

徐彬彬
, 1 , 8 5 ,

遥感波段的土城解译特性(土坡专报 仁 期待刊稿)
。

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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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 赤山砂岩母质上发育的黄棕坡
E x a m Ple 1 Y e llo w b r o w n e a rt h d e , e lo p e d fr o m C hish a n s

胡d s to n e

例 2 下蜀黄土母质上发育的粘磐黄棕城

Ex
a m p le 2 e la y p a n y e llo w b ro w n e a

rth d e v elo p e d fro 功 x ia‘h l,
, e ”

例 3 粗面岩母质上发育的黄棕坡
E x a m p le 3 Y e llo w b ro w n e a r th d e v elo Pr d fro m T r解 hy t e

例 招 第四纪红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红城

Ex
a m p le 4 Y e llo w re d 。a rt h d e ve lo p e d fro m Q u a te x o a ry 军e d ℃ la y

图 g X 射线衍射谱 (C
u K “ )

Fig
.

g x 一 r a y d iffr
a e ti o n p a t te扭

农 3 黄红城反射率与枯粒含t 飞cE C 的关系(安徽十字铺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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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

D ePth

粘 位 含 t (% )
C la y c o n te n t

< 0
。

0 0 Im m < 0
。

0 Im m

1
.

年m 吸收面积

(m m
Z

)
A bso rPt io n a r e a

n e a r b犷 l
·

毕m

1
.

92 拜m 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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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低
,

而淀积层 ( 18 一 52 厘米 ) 均与此相反
,

能反映粘粒含量及蒙脱石特征的 1
.

9 脚u 处

具有很强的吸收带 ; ( 2) 铁的淋溶使表层的 0
.

9 拼m 附近谱带
,

几乎是呈一条平滑直线
,

而
·

以下各层特别是淀积层在 0
.

8一 1
.

1产m 有很强的吸收带 ; ( 3 ) 白色网纹与网纹层红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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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氧化铁含最的差异也看得很清楚
,

半风化母岩的网纹层曲线与蒙脱石曲线接近
,

还可说

明母岩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

其它内容不再赘述
,

现仅将与土壤胶体有关内容叙述如下 :

将近红外区反射曲线平滑化后
,

计算土壤剖面各层次在 1
.

, 产m 处曲线的吸收带面积

和 1
.

9 户m 吸收带的最低反射率
,

发现
:
(1) 1

.

9 拌m 吸收带面积与土壤粘粒的含量成正相

关 ; (2 ) L g 拌m 吸收带最低反射率与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成反相关
。

从十字铺茶场的黄

红壤所得的结果 (表 3 ) 可作为一个例子
。

这种现象可用 1
.

9 产m 吸收强度能综合地反映土壤吸附性能高低来解释
,

而与此有关

的粘粒含量
、

粘土矿物类型又是决定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主要因素
。

另据研究
,

土壤阳离

子交换量与 2
.

1一 2
.

3产m 光谱反射率也有很高的相关性
1)

(
。 ~ 95

, R ~ 一 0
.

83 一一 0
.

8 7 ,

S ~ 2. 6一2
.

8 m 。
八00 9 土 )

。

上述发现
,

对土壤肥力提出用第五个陆地卫星的
护

rM 2
.

08 一

2
.

3 5邵m 波段进行半定量解译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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