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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生物有效性
,

它的地球化学行为是与其在土壤中的状态紧密相关

的
,

探索它们与土壤机械组成和矿物成分的关系已在一些主要土类做过一定的研究沁气

但对热带地球化学景观土壤中重金属和机械组成
、

矿物组合特征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

我

们选择了海南岛玄武岩上发育的地球化学景观
,

开展了砖红壤和水稻土中重金属与机械

组成
,

矿物成分和其
」

二
合之间关系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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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琼山地区典型的地球化学景观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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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 究 方 法

根据海南岛琼山玄武岩上发育的砖红壤和水稻土的情况
,

选择了一典型的地球化学景观剖面 (图

l) 开展工作
。

作者采集了岩石
、

风化壳
、

土壤样品
。

样品经自然风干后
,

用于室内化学分析
。

土壤有机质含量用重铬酸钾法测定 ;机械组成分析用比重计法测定 ; 土壤各不同粒径组的分散和提

取采用非化学处理法
‘. , ; 重金属含量的分析按文献方法进行“川

‘, ”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砖红壤和水稻土的质地
、

矿物成份
、

重金属的一般特征

海南岛琼 山地区地处热带
,

炎热多雨
,

年平均温度 2 , ℃
,

年降雨量可达 1 8。。m 二
。

高

温多雨使风化作用非常强烈
。,

母岩玄武岩中的铁镁原生矿物基本上遭受彻底破坏
,

风化

壳和土壤由于形成大量氧化铁而呈红色
,

土壤中出现由高岭石
、

三水铝矿以及针铁矿
、

赤

铁矿构成的高度风化的矿物组合
。

、

土壤的富铁铝化作用日久又深
,

土壤质地十分粘重
,

< 0. o o lm m 粘粒含量可达 70 多 以上(表 1)
.

由于母岩—
玄武岩富含橄榄石

、

辉石等铁镁矿物
,

因此其重金属元素含量很高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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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稻土粘粒中重金属的富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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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系数
_ 粘控中重金属含 量
同一土层 中该金属含 量

“

(0. 005 一 0. o lm m
卜

) 和砂粒 ( > 0. 01 m m ) 中的重金属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砖红 壤

< 0.0 0 1‘m 粘粒中重金属 (除N i 外 ) 并不富集 (见图 2一4 )
,

而在粉粒级部分含量较高
。

处于水上景观的热带水稻土
,

重金属在土壤不同粒径组之间的分布特征则不同于砖红壤

(图5 )
,

除 Pb 外
,

重金属元素含量随粒径增大而递减
,

重金属元素趋向于在土壤粘粒和细

颗粒部分富集
。

水稻土粘粒中重金属富集系数列于表 3 。 显然
,

水稻土 Cr
、

Fe
、

C 。 、

N i

富集系数远大于 1 ,

表明粘粒中重金属对土壤重金属总量贡献能力大 ; c u 、

z ll, Pb 富集

系数常略大于 1, 有一定的贡献能力 ; M。
、

Cd 小于 1 ,

贡献能力小
。

·

土壤中重金属总量在各粒级中的分配受各粒级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

同时也要受到

各粒级组本身在土壤中的含量的影响
。

当然土壤有机质
、

土壤新生体等因素也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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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重金属总量在粘粒
’,
和砂粒

, ”
中的平均分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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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重金属总量在粘粒中的分配百分比 =
粘粒中重金 属含量 丫粘粒含量

同一土 层该重金属的含量

2 ) 重金 属总量在砂粒中的分配百
.

分比计算类似上式
。

制约
。

表 4 列出了重金属总量在粘粒和砂粒中的平均分配百分比(即粘粒和砂粒中重金

属各自占土壤重金属总量的平均比例)
。

很清楚
,

虽然砖红壤粘粒中重金属含量不比其他

粒级高
,

但粘粒的重金属占土壤重金属总量的百分比还是砖红壤> 水稻土
,

这是砖红壤粘

粒含量高之故
。

而砂粒的情况正好相反
,
是水稻土比砖红壤大

,

这是水稻土砂粒含量高

(达 7 0并 以上 )所致
。

(三) 土壤重金属与矿物特征的关系

为了揭示砖红壤和水稻上中重金属的赋存特征
,

以及砖红壤中重金属并不随土壤粒

径变细而其含量增加的原因
:,

为此
,

对土壤各粒级矿物进行了 x 衍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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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燕麟淤攀汤并淮侧可能是铁的化合物形成软大颗粒所致
。

这种推侧与本文的工作结果是根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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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水稻土各粒级的矿物特征却明显不同于砖红壤(图
.

7 )o 随粒径增大
,

高岭石
、

水

母等粘土矿物迅速减少
,

长右
、

石英迅速增加
。

由于重金属多属第一过渡系元素
,

阳离

子半径小
,

很易以类质向象方式进人次生层状粘土矿物晶格中
,

而较难替代 K
,

N 。 ,

Ca 等

子进人长石晶格以及紧密结构的石英晶格
一

中、 因此
,

随粒径增大
,

重金属含量下

千素结晶化学和胶体化学行为
一

以及原生矿物和次生矿物化学成份差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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