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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和山地黄壤中的轻
、

重矿物
。

轻矿物的

主要成份是石英和长石
,
石英 长石的比率是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花岗岩

发育的山地黄壤
。
重矿物的主要成份是各种含铁矿物及铁氧化物裹着的石英拉

,

此外还有少

盆的角闪石
、

错石
、

云母和电气石等
。
错石与土壤的风化强度变化有密切关系

,

作为土壤风化

演变过程的指示矿物是很合适的
。

每

在土壤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

土壤矿物至少起着下面几方面的作用 作为土壤的

骨架部份
,

对土壤质地有重要影响 控制和支配土壤物质的许多化学行为
,

如离子交

换
,

比表面性质
,

电荷性质
,

吸附和解吸性能
,

专性吸附特点等  影响着土壤的生物化学

特性 明显地影响着植物营养元素的有效性 , 土壤矿物的分解和演变使土壤组成发

生变化
。

对土壤矿物的研究
,

自 年代始由于 射线衍射技术的应用
,

使粘土矿物的研

究一直不衰
,

而对土壤轻
、

重矿物的研究
,

从 一 年代
,

在
 和  

等

人氏
”
的推动下

,

开始活跃起来
,

后来由于对粘土矿物的研究手段不断改进和发展
,

而对原

生矿物的研究仍停留在岩石显微镜的观察阶段
,

所以土壤轻
、

重矿物的研究有所冷落
。

从

 
‘ 的研究表明

,

研究土壤 重矿物对认识土壤的发生演变及与土壤肥力的关系都有

重要意义
。

轻矿物在土壤中大量存在
,

是构成土壤骨架的主要成份
,

对土壤的物理性状有

直接和间接影响
。

本文就我国一些红黄壤的轻
、

重矿物研究结果介绍如下
。

一
、

研究材料及方法

分析的样本是玄武岩
、

花岗岩发育的红坡和花岗岩发育的山地黄壤
。
以相对比较而言

,

从下列地区

采集风化强
、

中
、

弱的红壤和山地黄壤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采自广东徐闻
、

福建漳浦和浙江嫌县 花岗岩

发育的红壤采自广东广州
、

福建崇安
、

江西铅山和安徽黄山 花岗岩发育的山地黄壤采自广东阳春
、

江西

铅山和安徽黄山
。

样本经稀 去钙
、

肠 夕 去除有机质后分离出粘粒
。
用 的沸 去

除非粘粒部份的颗粒铁包膜
,

然后用沉降法分离出粉砂以上的各粒级
。
用比重 的三澳甲烷分离出

轻重矿物
。

石英和长石等矿物由焦硫酸钠溶液法’’

测定
。
重矿物用磁选法分离及偏光显微镜鉴定

,

其

含盆以颗拉百分数表示
。

母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 会的 大 力 资

助
,
在此谨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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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土坡中的原生扩物有石英
、

长石
、

角闪石
、

辉石
、

石榴石
、

绿帘石
、

电气石
、

铬石
、

金红

石
、

云母及各种铁矿物等数十种之多阎
。

本研究的土壤含原生矿物不太复杂
,

除石英和长

石外
,

有相当全的铁矿物和很少量的错石
、

电气石
、

角闪石和云母等
,

而且它们的出现与母

质来源有密切关系
,

也明显地受到土壤风化的影响
。

土坡原生矿物有轻
、

重矿物之分
,

把

它们分离开来
,

并测定其在土壤中的分布
,

可以反映其所在土坡的特性
。

农 玄武岩发育的红城的轻
、

皿矿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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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重 的重液分离出土壤中的轻
、

重矿物
,

结果表明 表
,

玄武岩发育的红城

中
,

福建漳浦和浙江嗓县的轻矿物
,

无论在哪一个粒级都占主要地位
,

但随着颗粒的增大
,

重矿物的比例增加 广东徐闻的砖红壤在 一 微米的拉级中
,

重矿物的含且大大超过

轻矿物
,

一 微米的拉级中
,

表层的重矿物仍高于轻矿物
,

底层的重矿物则低于轻矿

物
,

而中间各层的轻
、

重矿物几乎对等
。

这种土壤中的重矿物经过 光粉末薄片鉴定
,

证

明有相当 的石英存在
,

所以它们实际上是以细粒石英为核心
、

外包厚层氧化铁的包裹

体
,

或者是由氧化铁胶结着的石英连体
,

而这种包体或连体的铁不能用 关的沸 去

除
,

使石英粒的比重增大
,

当比重超过 时
,

便增加了土壤的重矿物部份的比例
。

事实

上
,

这种重矿物是假重矿物
。

从不同粒级的重矿物含最变化看
,

徐闻砖红壤的重矿物分配

是
,

一 微米的粒级含 拓 左右
,

一 微米的粒级含 一 多
,

一 微米

的粒级含 一 多
。

在漳浦赤红壤和裸县红壤中
,

重矿物主要分布在 一 微米的拉

级中
,

含 一 多 之间
。

因为重矿物的含童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受氧化铁对石英的包裹

和胶结的影响
,

所以各个粒级的重矿物分布与氧化铁和石英含量也有关系
。
徐闻砖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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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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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漳浦赤红壤中
,

全铁最为 14
.
”汤

,

游离铁 9
.
78 拓

,

石英含量在 10 一50 微米 中为 2拓
,

50 一 100 微米为 , 拓
,

1
00 一250 微米为 11

.
2拓

,

裸县红

壤中
,

全铁量为 ,
.
1拓

,

游离铁 4
.
1关

,

石英含量在 10 一50 微米为 3务
,

50 一 100 微米为 6多
,

1 0 0 一250 微米为 14
.
7多

。

由此可看出
,

在成土较早的玄武岩发育土壤中
,

氧化铁和石英

含量较多时
,

因有可能造成较多的假重矿物
,

从而使整个重矿物的比例增加
。

从表 2 可见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中
,

轻矿物占绝对优势
。
在颗粒较粗部份

,

重矿物含

量增加
,

但广州赤红壤增加不太明显
,

铅山红壤增加较明显
,

黄山红壤增加极明显
,

表明受

气候风化因素的影响
。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含轻
、

重矿物的量与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基本相

似
,

但轻矿物的含量更高
,

尤其细的粒级和风化较强的阳春黄壤
,

轻矿物几乎是 100 务
。

石英和长石的比重在 2
.
65 以下

,

土壤中的轻矿物实际上是以它们为主
。

石英
、

钾长

石和钠长石是抗风化能力强的矿物
,

有人曾用它们来作指示矿物
,

计算土壤剖面中的粘拉

形成和移动国
。

土壤中石英和长石的含量受成土母质的影响很深
,

由表 3 可见
,

在 < 2
、
2

一 10 和 10 一50 微米的三个粒级中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含石英/长石比率高于花岗岩发育

的红壤和黄壤
。

除铁镁矿物外
,

玄武岩主要由钙长石
、

培长石和部份石英组成
,

花岗岩主

要由石英
、

钾长石
、

钠长石和奥长石组成
。

各种长石的抗风化能力是很不同的
,

钙长石和
·

培长石等基性长石是较易风化的矿物
,

而钾长石
、

钠长石和奥长石等是较难风化的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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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城中石英和长石的含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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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上述各个粒级中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含石英量虽然较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和山地黄

壤明显低
,

但由于基性长石风化更严重
,

石英/长石的比率便高于花岗岩发育的土壤
。

表

3 中所示的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含石英/长石率高于花岗岩发育的黄坡
,

表明这些山地黄坡

的风化程度较红壤弱
。

发育于不同母质的土坡
,

含不同种的重矿物t 也有明显差异
。
在本研究中

,

因考虑到

各种重矿物的分布情况又顾及到用显微镜鉴定的可行性
,

便选取 50 一100 微米的粒级进

行测定
。

从表 斗看出
,

在玄武岩发育的红壤中
,

各种铁矿的含最占重矿物的 79 一94 多
,

余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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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6一21 拓 则是由氧化铁包裹或胶结着的石英粒构成的假重矿物以及含盘极少的其它

重矿物组成
。

各种铁矿物在三个地区的土壤分布很不同
,

徐闻砖红壤含赤铁矿
、

钦铁矿和

褐铁矿较多
,

在 11 一26 多之间
,
含强磁性的磁铁矿等矿物相对较少

,

约 7一 16 并
,

漳浦赤

红壤含褐铁矿很低
,

在 1% 以下
,

其它铁矿在 0
.
3一4% 之间

,

嗓县红壤含各种铁矿都很

低
,

褐铁矿 0
.
1拓

,

其它铁矿也在 1拓以下
。

从气象资料可知
,

徐闻的年降雨量为 1986m m
,

年均温”
.
3℃

,

津浦的年降雨童为 1350m m
,

年均温 21
.
0℃

,

嗓县的年降雨孟为 12巧m 。
,

年均温 16
.
6℃

。

由此可见
,

这三种土壤的铁矿含量与气候因素有明显关系
,

高温多雨地

区
,

玄武岩发育土壤的铁矿物含量较高
,

随着温度和雨量的下降
,

含量也减少
。

褐铁矿本

身是一种不稳定的氧化铁矿集合体
,

受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影响很大
,

因此在徐闻砖红壤特

别多
,

而在其它土壤显著减少
。

赤铁矿和钦铁矿的含量有随剖面深度增加而减少的趋向
,

这可能是剖面上部温度较高且疏水
,

下部温度降低而潮湿
,

造成它们形成的有利条件
。

从表 5 可见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中
,

铁矿物含最 占 78 一% 多
,

这些铁矿物主要是钦铁

矿
、

赤铁矿和磁铁矿
。

其它重矿物有角闪石
、

云母
、

错石和电气石等
。

在这些重矿物中
,

错

石的含量变化很有趣
,

风化强烈的广州赤红壤
,

含错石比风化较弱的崇安和铅山红壤高得

多
,

并且除在铅山剖面各层变化不明显外
,

其它两个剖面各层的错石含量变化是从剖面上

层向下层减少
。

错石是一种很难风化的原生矿物
,

常用来作为土壤风化的见证者
,

即指示

矿物叨
。

广州赤红壤中
,

因较易风化的物质迁移
,

而难风化的错石残留于土中的最就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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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高
,

崇安红壤因风化较广州赤红壤弱
,

有些风化物在广州赤红壤可 以风化和迁移
,

而在

崇安红壤中则可不风化并留在土壤中
,

作为土壤物质一部份的错石
,

占的比率相应下降
。

铅山红壤比崇安红壤的风化程度又弱些
,

所以同样道理
,

错石含量较崇安红坡低
。

在同一

剖面中
,

上层土壤较下层风化强
,

受淋溶也强
,

因此错石含量是随剖面的深度增加而减少
。

铅山红壤剖面中各层的错石含量变化不明显
,

可能是风化和淋溶都较弱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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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

可得出下列结论: (l) 玄武岩发育的红坡含重矿物比花岗岩发育

的红坡和山地黄坡高得多
。

玄武岩发育的红坡中
,

有相当部份的重矿物是不能被 10 拓沸

H a 去除的氧化铁包裹或胶结普的细石英粒
,

成了假重矿物
。

( z) 在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中
,

风化强烈的砖红壤含重矿物主要集中在 10 一50 和 50 一100 微米的粒级中
,

达 35 一

92 另
,

风化较弱的红坡含重矿物主要在 100 一250 微米的拉级中
,

达 10 一20 另
。

( 3) 在

< 50 微米的粒级中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含长石比花岗岩发育的红坡和山地黄城低
,

前者

为5
.
3务

,

后二者为 13
.
4苏和 29

.
6务

。

( 4) 石英/长石的比率是
:
玄武岩发育的红城> 花

岗岩发育的红城和山地黄坡
,

这是因为玄武岩发育的红壤主要含较易风化的钙长石和培

长石
,

而花岗岩发育的土坡主要含较难风化的钾长石
、

钠长石和奥长石等所造成
。

( 5) 合

铁矿物在玄武岩和花岗岩发育的红坡中占重矿物的比率很高
,

在 78 并以上
。

但各种铁矿

物的分布不同
,

在高温多雨的徐闻地区
,

赤铁矿
、

针铁矿和褐铁矿等含量较高
,

在津浦和嗓

县地区
,

因年降雨量和年均温分别下降
,

各种铁矿物也随之减少
,

尤其褐铁矿
,

减少到不足

l多
。

赤铁矿和针铁矿在玄武岩发育的红坡中有随剖面的深度增加而减少的趋向
,

这与部

面上下的温度和湿度不同有关
。

(
6
) 铅石的含量在风化较强的花岗岩发育的红坡较高

,

在

风化较弱的土壤降低
,

并且在剖面内也反映出与风化强度的密切关系
,

说明利用它作指

示矿物来分析土壤的风化过程是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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