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年 � 月

土 壤 学 报

人� �  !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我国主要土壤中钻的含量和分布

蔡祖聪 刘 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亩� �� �口。� ‘

,

� � � �  � � �� � �

才 ‘口 �� � �� ��� �� �
,

� � � ��� � �

一 己� 健全
、 � � 「�

钻是维生素 �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反当动物缺钻时出现贫血

、

消瘦
、

厌食症状
,

严重

时可导致死亡
。

存在于自然界的甲基钻胺素类是环境中汞
、

锡等重金属元素甲基化的甲

基供体
。

钻是生物固氮的必需元素
,

对某些作物具有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作用
。

世界

土壤缺钻极普遍
,

最近
,

杨琢梧等
『��
报道四川省进口牛羊由于缺钻而不能很好地生长 发

育
,

甚至死亡
。

本文报道我国一些典型土壤的全钻含量和分布及其影响土壤全钻含量的

因素
。

二
、

材 料和 方 法

本研究共采集基本剖面 �� 个和一些表层土样
,

共 �� 个土坡样品
,

代表我国 �� 个主要土壤类型
。

绝
·

大部分为非耕作土坡
。

� , 个土样的 �� 从 �一 , 一 ,
�

呼� ,

粘粒�� �
�

��� � � �含量 �
�

��一��
·

� �
,

有机质 。一 ��
·

��呱
, � � � � 卜

公一 ��
�

�肠
。

土样采回后风干
,

磨细过 ��� 目筛
,
用 � �� �,

一 � � 溶解土样
。

铁
、

锰和钻均用比色法测定
,

其它土

壤基本性质用常规法测定
。

三
、

分 析 结 果

作者曾对我国土壤中钻含里的大量零星报道进行汇总
,

计算其算术平均 值 约 为 � �

�� �
。

所分析的 ” 个土样
,

平均值与此相当
。

土类的全钻平均值在地带性土类之间有规

律的变化
,

表现为全钻含量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有规律地下降 �表 ���

我国这些土壤的全钻的含量变幅很大
,

从 �� � ���� 到 ���� ��
。

但绝大部分土壤全钻

在 , 一 ���� �
。

与世界绝大部分土壤全钻含� 的范围 �一 ���� � ��� 相近
。

有 �
�

�多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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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玄武岩和花幽岩发育土妞的 � �
、

� 。 和枯的极位

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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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钻小于 , �� � 的临界值
。

土壤全钻含量除了呈地带性分布规律外
,

还有一个明显的规律
,

即南方土壤中钻的变

幅大 �北方土壤中钻的变幅小
。

铁
、

锰含最也具有相同的规律
。

很显然
,

北方土壤的成土

母质较均一是造成这一规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

但即使在相同母质发育的土壤中
,

砖红壤

中铁
、

锰
、

钻最高含量与最低含量之差值�极差�仍大于北方土壤�表 ��
,

可见这一规律的

形成也与成土过程有关
。

全钻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状况是
,

大部分剖面的全钻分布较均

一
�

四
、

与土壤全钻有关的因素

�一� 成土母质和土滚类型

土壤中元素含量是成土母质和成土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
这二个因素的作用不可割

裂
,

缺其一就不能形成土壤
。

本文尝试用能鉴别各因素效应和综合效应的方差分析方法

来探讨这二个因素对土壤中钻的影响
。

考虑到铁
、

锰在土壤中的行为与钻有较大的相似

性
,

故对它们也作方差分析
。

如果把成土母质作为一个因素
,

则不同的成土母质可看作这一因素下的水平 �把土壤

类型�土壤类型是一定成土过程的产物 �作为另一因素
,

不同的土壤类型则是该因素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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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
、

� 。 和 �� 含, 方睡分析的� 位

方差来源

�
二

� ,

� 值 �

� � � �

母质间

土类间

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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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 成土母质和土城类型对土城中F
。 、

M
O 和 Co 含, 的影响

成土母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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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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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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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构成了二因素试验
。

文中选择了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二种对铁
、

锰和钻含量影

响最典型的母质; 砖红壤
、

红壤
、

黄棕壤和栗钙土这四种典型的地带性土壤
。

每一种母质

发育的土壤类型用二个土壤剖面作为重复
,

选择 A
、

B
、

C 三层的测定结果
,

这样用于分析

的共有 16 个剖面
,

48 个分析数据
,

较好地代表土壤垂直和水平分布
。

部分数据引自文献

[l]
o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 3)
,

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中铁
、

锰和钻含量均有极显著 的 差

异
。

从 F 值可以定性地看出
,

就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二种成土母质造成的土壤中铁
、

锰和钻

的差异
,

远大于成土过程造成的差异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二种母质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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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土壤中铁
、

锰
、

钻含量的差异从南到北下降
。

成土过程扩大 了玄武岩
、

花岗岩发育的砖

红壤和红壤中这些元素在母质中的固有差异
。

这也是砖红壤等南方土壤中这些元素变异

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

成土过程对土壤中元素含量的影响大小则因成土母质的不同而异
。

从表 4 可见
,

玄

武岩发育的四种土壤之间
,

铁
、

锰
、

钻含量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

而花岗岩发育的这些土

壤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

上述成土母质对土壤中铁
、

锰
、

钻含量的影响大小因成土过程不同而异 ; 成土过程内

影响大小因成土母质不同而异
,

这反映了这二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

从表 3 可知
,

对于铁
、

钻的影响和交互作用大于成土过程
。

可以认为
,

交互作用是由成土母质抗风化和抗成土

作用的大小不同而造成的
。

从表 4 可知
,

成土母质的抗风化和抗成土作用的能 力弱
,

其成

土作用的影响就大
。

反之
,

成上过程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
。

( 二) 全钻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1
.
土壤全铁和全锰 钻

、

铁和锰都属于铁族元素
,

它们具有非常相似的地球化 学 行

为
。

对 ” 个土样的相关分析表明
,

钻和铁
、

钻和锰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而且

铁
、

钻的相关性大于锰
、

钻的相关性(表 5)
。

计算固定锰或铁时
,

铁
、

钻和锰
、

钻的偏相关

系数分别为 0
.
8 , 0 9 和 。

.
7 2 36

,

均达极显著水平
。

这些结果说明: ( l) 从总体上看铁
、

钻的

关系较锰
、

钻的关系更密切 ;(2)铁和锰与钻有着独立的显著的相关性
,

在铁含量接近不变

或锰含量接近不变时
,

土壤中锰或铁的增加或减少均可伴随有钻的增加或减少
。 因此

,

通

过 mll 定土壤中铁
、

锰含量可以粗略地估计土壤中钻的含量
。

农 s 相关拒阵 (
n . ” )

因因素素 < 0
。

0 l m rnnn < O

。

0 0 】m mmm O MMM 全钻钻 全锰锰 全铁铁

<<< 0
.0 111 111 lll 111 lll lll ttt

<<< 0
.00 111 0

。

, 0 3 2 * ... 0
.
0 0 6 777 0

。

0 5 8 222 0

。

7
6 8 9 二二 0 ., 4 12 . ‘‘‘

000 MMM 0

。

1 4 2 333 0

。

6 2 7 1 二二 0
。

1
1 2 咚咚 0

.
8 7 36 二二二二

全全钻钻 0
。

5 9 7 6
* ...

0

。

4 0 0 1
.

***
0

。

0
0 7

888888888

全全锰锰 0 .432 8*... 0 。

8
2

2 5 二二二二二二

全全铁铁 0 。

7 5
1
6 二二二二二二二

表 6 Q
:
红土发育土壤剖面中 Fe

,

M
。 和 C。 的分布

层次 (e m ) C o(p Pm ) M n (pp m ) F .〔呢)

15
。

8 斗

5一 110 13
。

3
3

1 1 0 以下

612

555

344

灯 从表 6 剖面中铁
、

锰
、

钻的分布看
,

成土过程中锰和钻的行为较铁和钻的行为更相似
。

2

.

全钻与土壤质地和其它性质的关系 从相关矩阵(表 5)可以看出
,

无论是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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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的物理性粘粒还是 < o
.
00 1m m 的粘粒含里均与全钻有着极显著的相关性

, 尤以 <

众00 1m m 粘拉与全钻的相关性更为密切
。

土壤全钻与 pH
、

有机质和 ca C 0
3
含最均无显著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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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土城地理研究法》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土壤调查方法以及

有关土壤形成
、

土城保护
、

定位研究
、

实验室分析和信息系统的建立等内容
。

此书对推动

土壤地理研究的规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 指导土城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

价值
。

本书由赵其国
、

龚子同研究员主编
,

全书 40 万字
,

可供土壤学
、

地学和农业科技人

员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

本书定价 14
.
10 元

,

每本加邮挂费 。
.
60 元

。

欲购者请将书款直接寄南京市北京东路

” 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墩研究所齐桂娟同志(邮政编码 210008)
。

新 书 介 绍

《K inetic: of 5 011 e h em ieal P roeesses (土壤化学过程的动力学)》一书于 1989 年由

美国 A cad em ic 出版公司出版
,

作者是 D onald L
.
Sparks, 全书共 210 页

。

化学过程机制可采用热力学与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

热力学方法只能对一

个体系从最初的不平衡状态预测最终状态
,

而动力学方法可了解各种过程的机制包括速

率
。

本书介绍了对土壤这一不均一体系的动力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主要章节如下: L 导

盲;2
.
土壤体系中化学动力学的应用 ;3

.
扩散控制反应的动力学方法和数据解释; 4

.
应用

松弛方法土壤成分快速反应的动力学及机制;5
.
土壤和土壤成分离子交换动力学;6

.
农药

和有机污染物反应的动力学 ;7
.
化学风化作用的速率;8

.
氧化还原动力学; 9

.
土壤中无机

和有机反应的动力学建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