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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分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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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摘 要

本项研究对湖北省 14 种主要成土母质及其发育的土壤
,

按土属布点
,

共取表层土墩样

3 3 4 ‘个
,

剖面样 3 。, 个和岩石样 切 个
,

分别测定锌
、

铜
、

锰
、

硼
、

铁含量取得数据 2 1
,

9 67 项
,

查

明全省土壤锌
、

铜
、

锰
、

硼
、

铁含量
,

全量分别平均为 5 3
、

2 7
、

, , ‘
、

5 0
、

3 , o o o p p m
,

有效里分别

平均为 0
.

6 ,
、

1
.

1 1
、

”
.

7
、
。

.

3 3
、

37
.

I PP m
,

低于缺乏临界值的耕地共 2 4 6。万亩 ; 研究得出本

省近代河流冲积物发育的土壤大多缺锌 ; 酸性结晶岩发育的土壤缺硼 三褐色粘土发育的土壤缺

锰
,
红

、

黄壤缺铜
,

石灰土缺铁等
。

综上
,

编绘出土壤有效性锌
、

棚
、

铜
、

锰
、

铁缺素分布图
,

指导

粮
、

棉
、

油
、

果等作物的微肥应用
,

赏年施用面积 8 00 余万亩
,

效益显著
。

一
、

地 区 概 况

沙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
,

西接川
、

陕
,

东邻赣
、

皖
、

南湘北豫
,

长江和汉水横贯
。

海拔 , 00

米以上的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56 多; 海拔 100 一5 00 米的丘陵岗地占 24 拓; 海拔 100 米

以下的平原占 20 笋
。

成土母质主要有板岩
、

片麻岩
、

石灰岩
、

花岗岩
、

砂页岩
、

第四纪褐色

粘土
、

第四纪红色粘土以及近代河流冲积物
。

土壤种类繁多
,

红壤
、

黄壤
、

棕壤
、

棕红壤
、

黄

棕壤
、

黄褐土
、

潮土
、

灰潮土
、

水稻土等均有大面积分布
。

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
,

出现的缺素问题较多
,

瀚水等县应 用甘蓝型油菜品种出现
“
花而不实

”
的油菜缺硼症 [1] ,

施硼增产显著
。

新洲等县用新平整地种植棉花
,

出现
“
蕾而

不花
”
的缺硼症山

,

施硼增产
。

江汉平原发展双季稻和推广高产中稻品种
’

出现
“
白叶倒苗

”

的缺锌症山
,

故施锌可大面积增产
。

二
、

样品采制与测定方法

份

(一) 样品的采集 以土属为基本单元
,

综合考虑地形
、

地貌利用方式等因素
,

以耕地为主
,

兼顾

经济林果树及草场等用地
。
以耕层土坡为主

,

大土属兼取部分土坡剖面样
,
取样时要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
,
选择样点要求均匀分布于全省各地

,
但缺素可能性较大的土壤

,

其布点应密集
。
对于厂矿附近及污

水灌溉等地
,
一般不选择取土样

。

取样深度
,

根据耕层深度的实际情况
,

水田取 。一 15 厘米
,

早地取 。一

10 厘米
。

取土工具限用竹片或不锈钢刀
,
以确保样品不受污染

。

(二 ) 样品的制备 岩石样品先用不锈钢球磨粉碎
,

再用玛瑙球磨机制样
,

过 1 00 目尼龙筛
。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李建匀

、

郑明珠
、

徐能海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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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坡样品用木雄
、

大理石板碾碎
,

全 t 测定
,

过 1 00 目尼龙筛
,

速效性养分测定
,
过 20 目尼龙筛

。

(三) 浦定方法 岩石和土坡的全最锌
、

铜
、

锰
、

铁用王水
一

高抓酸融熔
,

土坡的有效性锌
、

铜
、

锰
、

铁含t 用欲合剂 D T p人” 提取
, p H < ‘

.

, 的土坡用 。
.

1 N H cl 提取
,

易还原态锰用醋酸按加对苯二酚

提取
,

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土壤全砚测定采用翻电极法

,

有效砚测定用热水提取和姜黄素比

色法
。

土坡的有机质
、

p H 值
、

全最氮
、

磷
、

钾均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

三
、

研 究 结 果

(一 ) 湖北省主要岩石中的橄t 元素含t

湖北省岩石中锌
、

锰
、

铜
、

铁含量分别平均为 6 o p p m
、

4 4 6 p p m
、

2 4 p p m
、

ls0 0 0 p p m
。

各

种岩石的锌
、

锰
、

铜
、

铁含量火成岩均高于沉积岩 (表 1)
,

前者分别平均 为 58
.

7P p m
、

5 9 9
.

2 p p m
、

24
.

l p p m
、

1 5 6 3 0 p p m
,

后者分别为 , o
.

lp p m
、

2 4 o
.

6 p p 。
、

ZI
.

6 p p m
、

1 4 o 0 5Pp m o

而火成岩中锌
、

锰
、

铜
、

铁含量则是基性岩大于中性岩大于酸性岩
,

可能与岩石基质中

51 0
:

含t 依次增多有关
。

沉积岩中锌
、

锰
、

铜
、

铁含量则是页岩大于砂岩大于灰岩 (表 1)
,

可能与岩石成份依次更趋单一有关
。

农 l

T a b le 1 T h e e o n t e n t

湖北省岩石橄t 元案含t
o f m ie r o n u t r ie n t s in r o e k s o f H u b e i Pr o v ic e

ZZZ nnn M nnn C uuu F eee

(((P P m ))) (P Pm ))) ( PP m ))) (% )))

XXXXX S DDD XXX S DDD XXX S DDD XXX SDDD 今今

基基性结晶岩岩 9 6
.

555 4
。

9 555 1 1 , 333 1 0 呜222 2 6
。

0 000 8
。

咚999 弓
.

1 1 444 0
.

8 2啼啼 777

中中性结晶岩岩 5 1
.

8 666 3 6
。

2 888 4 3 4
.

444 1 5 8
。

333 2 6
.

7 ,, 6
。

9 999 l
。

2 0 666 0
.

3 7 000 444

酸酸性结晶岩岩 3 2
.

0 000 4
。

2今今 3飞3
。

999 1 3 3 666 1 7
。

0 000 7
。

0 777 0
.

6 3 777 0
.

0呜999 444

页页 岩岩 8 9
。

1333 1 5
。

4 666 3 6今
。

呜呜 2 13
.

666 3 9
。

3 444 l,
。

6 888 2
。

6 6 555 0
。

2 2 888 444

砂砂 岩岩 3 5
。

1999 13
.

3 666 3 0 3
.

222 2 18
.

666 18
。

2 222 2
。

0 444 l
。

8 2 777 0
。

6 2 222 斗斗

石石 灰 岩岩 2 7
。

4 222 15
。

2 222 10 1
。

333 5 6
。

2 888 14
。

7 888 5
。

3 222 0
。

2 2 333 0
.

1 3 000 l lll

紫紫色砂页岩岩 8 8
。

4 444 16
。

1 666 4 3 7
。

lll 2 0 4
。

lll 2 6
。

2 111 2 8
。

1 666 2
。

9 4 888 0
。

1 2 444 444

沉积岩在全省范围内分布广泛
,

其中又以石灰岩的分布面积为大
,

而它本身的微量元

素锌
、

锰
、

铜
、

铁含量均较少
,

故为全省土壤微最元素含量提供的基数也较低
。

(二 ) 土滚中橄 t 元素含 t

由表 2
、

3 可见
,

湖北省土壤全量锌平均为 8 3PP m
,

高于世界土壤国平均含量 , o p p m
,

低于全国土壤 [a] 平均含量 lo o p p m; 全量铁则相反
,

平均 3 5 0 o o p p m
,

低于世界土壤平均含

t 3 80 0 Op p m
,

高于全国土壤平均含量 3 0 0。。PP m ; 全锰量平均为 , 9 6 p p m
,

低于世界土坡

平均含盆 85 0 PP m 和全国土壤平均含量 7 1 0PP m; 全铜平均 26
.

SPP m
,

高于世界土坡平均

含 t 2 0 PP m 和全国土壤平均含量 2 2P p m ; 全量硼 so Pp m
,

高于世界土壤 6 0 PP m 和全国土

壤平均含量 6 4 p p m
。

1 ) D 丁PA :
是一种混合浸提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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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湖北省土城徽, 元紊全t 含, (p p “)

.
T“le 2 T h e t o t a l e o n t e n t o f m ie r o n u t r ie n t s in H u b e i 5 0 11 5

(p p m )

土土 坡坡 Z nnn C UUU M nnn BBB F eee

555 0 11111111111111

水水稻土土 84
。

444 4弓
。

777 4 7 7
。

000 6 2
。

000 2 9 0 0 000

33333 ,
.

0一3 70
.

000 1 1
.

2一生, 8
。

555 7
.

0 一 1 13
.

555 1 9
.

4一 1 2 6
.

555 1 5 0 0 0 一 4 0 0 0 000

黄黄棕壤壤 8 7
。

333 3 7
。

111 7 9 6
。

666 9 3
。

lll 3 9 0 0 000

22222 1
.

5一 1 6 1
.

888 9
.

7一 14 5
.

666 4 0 2一 13 0 333 2 5
.

, 一 3 5 5
.

333 1 7 0 0 0一 8 8 0 0 000

黄黄 城城 86
。

888 19
。

000 4 2 8
。

333 , 4
。

lll 呜0 0 0 000

77777 0
。

4 一 10 6
.

666 14
。

9一 2 5
.

999 3 2 1 一
5 6 666 29

。

3一 8 1
。

444 1 70 0 0一 54 0 0000

红红 坡坡 76
。

222 3 2
。

333 5 2 4
.

222 10 1
。

444 3 50 0000

咚咚咚9
.

0 一 1 7咚
.

000 12
.

0一 5 7
.

666 3 8
.

9一 1 3 9 333 6 7
。

0 一 12 8
.

444 19 0 0 0 一 4 9 0 0 000

石石灰上上 7 0
.

888 18
。

999 6 6 1
.

777 9 4
。

999 3 7 0的的
66666 2

.

3一7 ,
.

333 12
.

6一 2 5
.

222 5 0 0一 8 3 333 4
.

9 4 一 13 5
.

111 3 4 0 0 0 一3 9 0 0 000

紫紫色土土 7 4
。

lll 2 0
.

333 6 9 0
.

111 12 8
。

111 3 5 0 0 000

77777 1
。

9一 7‘
。

999 1 3
.

3 一2斗
.

888 6 5 8一 7 1 777 6 5
.

7一 19 1
.

咚咚 3 0 0 0 一 4 1 0 0 000

潮潮 土土 6 ,
。

333 2 6
.

222 6 3 7
.

222 3 9
.

222 3 9 0 0 000

,,,‘
。

0 一8 7
.

777 2 0
.

0一 3 5
。

000 6 2 8一 6 5 000 2斗
。

3 一 54
。

000 3 6 0 0 0 一4 2 0 0 000

全全省土城城 8 3
。

000 2 6
。

888 5 9 6
.

333 80
。

555 3 5 0 0 000

22222 1
。

0 一3 7 0
.

999 4
.

2一 3 7 6
.

000 3 8
.

9一 1 3 9 333 19
.

4 一 3 5 ,
.

333 1 50 0 0 一8 8 0 0 000

价
表 3 湖北省土镶徽一元素创面分布 (PP m )

T a b le 3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m ie r o n u t r ie n t s in t h e p r o file o f t h e 5 0 11 o f H u b e i (p p m )

勿

土土 城城 元 素素 表 土 层层 心 土 层层 底 土 层层 剖面数数
555 0 1111 M ie r o e le zn e n t‘‘ AAA BBB CCC N u m b e r o f P r o fi】。。

红红 壤壤 Z nnn 7 3
.

000 6 6
。

555 7 1
。

000 333

CCCCC uuu 2 ,
.

222 1 8
.

222 1 ,
.

777 333

MMMMM nnn 5 2斗
.

222 呜峪6
。

222 飞6 7
.

777 333

FFFFF eee 3 9 0 0 000 3 6 0 0 00000 333

BBBBBBBBBBBBBBB

黄黄 壤壤 Z nnn 7 2
。

lll 7 3
。

666 7 6
。

耳耳 444

CCCCC uuu 17
。

222 1 8
。

000 2 0
。

444 444

MMMMM nnn 7 3 5
.

今今 7 3 6
。

222 6 6 7
.

222 444

FFFFF eee 3 2 8 0 000 3 8 5 0 000 3 8 5 0 000 444

BBBBBBB 1 4 0
。

000 l呼1
。

888 1 4 4
。

666 555

黄黄 棕 壤壤 Z nnn 9 7
。

222 1 0 1
。

666 1 0 2
。

666 999

CCCCC uuu 2 6
。

333 2 6
。

444 2 5
。

111 999

MMMMM nnn 7 8 6
.

000 8 6 4
.

000 6 9 5
.

000 1 lll

FFFFF eee 斗3 7 0 000 5 0 0 0 000 3 9 9 0 000 999

BBBBBBB 6 2
。

999 6 4
。

000 5 9
。

呜呜 666

水水 稻 土土 Z nnn 8 0
。

999 7 6
。

666 7 4
。

999 l 333

CCCCC uuu 3 3
。

略略 3 3
。

777 3 9
。

333 l333

MMMMM nnn 心7 7
。

000 呼7 0
。

444 , 6 1
。

444 1999

FFFFF eee 2 9 9 0 000 3 5 10 000 3 6 1 0 000 777

BBBBBBB 8 4
。

111 8 7
。

999 6 7
。

5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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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全量锰
、

铁
、

硼含量低
,

黄壤全量铜
、

锰
、

翻含t 也低
,

都与淋溶作用较强相关

联
。

潮土全量锌
、

硼含量低
。

石灰土和紫色土的全量锌
、

铜含量低
,

是均与成土母质的含

t 低有关
。

红壤由于湖北省气温高
,

热量足
,

湿度大
,

岩石矿物风化强烈
,

植物生长效茂
。

风化释放出的某些元素如棚
、

锌等
,

一部分被植物吸收一部分受拈土矿物及铁铝氧化物的
、

吸持相结合产生浓集
。

由表 3 可知
,

锌
、

铜
、

锰
、

铁
、

硼五元素均在 A 层富集
,

呈上高下低的

剖面分布
。

黄壤形成于潮湿的气候条件
,

淋溶作用强烈
,

锌
、

铜
、

锰
、

铁
、

硼在 A 层明显减少
,

而在 B 层积累
。

黄棕壤地区气温较低
,

雨量较少
,

生物富集作用较弱
,

锌
、

铜
、

锰
、

铁受淋溶

作用的影响均在 A 层减少
,

在 B 层有一定程度的淀积
。

水稻土受水耕施肥熟化和氧化还

原更替的影响
,

锰
、

铁
、

铜被淋溶而在底土层或心土层明显积累
,

由于灌溉水中常含有锌
、

硼
,

因而表土层含最增多
。

(三 ) 湖北省土城有效性橄 t 元素含皿分布

土壤有效锌含量平均为 0
.

6 , p Pm (表 4 )
,

图 l 表明低于 0
.

, PP m 的样点占 50 并左右
,

缺锌耕地共 1 0 8 0 万亩
,

主要分布于长江
、

汉水等冲积平原及鄂中
、

鄂北的黄揭土
、

黄棕镶
、

特别是灰潮土和低湖 田
,

早稻缺锌坐苗比较普遍
,

施锌增产多〔,.’, ,

而钙质紫色土和山

区冷浸田等低锌土壤则零星分布于各地
。

土壤有效硼平均 0
.

3 3 PP m
,

各地土壤大多低于

。
.

, p p m
,

所以油菜施硼在全省范围都有增产效果
,
但根据我们试验有效翻低于 0

.

3 p p二 的

土壤
,

很多作物施硼有效
,

故一 般 采 用< 0
.

3P p m 作为缺硼指标
,

缺硼耕地为 1 19 8 万

亩
,

其分布如图 2 ,

鄂东南
、

鄂东北地区火成岩
、

变质岩发育的土壤大片面积缺翻
,

其中片

表 4. 湖北省土族徽一元紊有效t 含t (PP m )
T 一妞

e 4 T h e a v a ila b l e e o n te n t o f m i‘r o n . t r ie n t s in t h e , 0 11: o f H u b e i

土土 坡坡 Z nnn C UUU M nnn BBB F eee
样本数数

555 0 11111111111111 N u m b e r o f一口Ple ...

水水稻土土 0
.

7 666 2
.

9 555 3 6
.

666 0
。

3 333 5 7
。

lll 1 , ! 333

00000
。

略3 一 2
.

1 111 2
。

0 3一呜
。

7 222 弓
.

7一8 5
.

777 0
。

07 一2
.

2 444 2呼
.

0一 1 1 7
.

77777

黄黄棕壤壤 0
.

7 333 0
。

6 666 3 2
。

000 0
。

3 333 1 ,
。

777 峪2名名

00000
.

4 0 一 1
.

0 999 0
。

, 2一 0
。

8 111 9
。

1一 4 7
。

,, 0
。

1 0一 0
。

9 888 6
。

0一 2 7
.

44444

黄黄 坡坡 l
。

2 111 0
。

4 888 2 ,
.

777 0
。

3 111 15
。

555 8 lll

00000
。

4 5一 1
。

今555 0
。

3 6一 0
。

6 000 1 6
。

6一 2 8
。

888 0
。

1 1一0
.

7666 8
.

8一 2飞
。

99999

红红 坡坡 l
。

3 666 0
。

, 555 4 5
。

777 0
。

3 222 1 2
。

222 1 , 555

00000
。

3 5一 2
。

, 222 0
。

6 7一 1
.

6 111 2 8
.

1一 6 2
.

666 0
。

12 一 1
.

3 888 7
.

8一 22
.

55555

石石灰土土 0
。

7 222 0
。

7 555 2 1
。

222 0
。

3 444 2 3
。

888 9 222

00000
。

3 8一 1
。

1 555 0
.

5 0一 l
。

Qggg 1 3
.

1 一 3 2
.

777 0
。

1 1一 0
。

9 生生 6
.

5一 2 7
。

今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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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省土壤有效锌低值含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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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湖北省土壤有效硼低值含量分布图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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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麻岩发育的土壤上油菜蕾而 不 花 比 较常见
Lll ,

而红砂岩
、

酸性紫色砂页岩
、

花岗岩等发

育的土壤
,

有效硼含量也都低于 0
.

3P p m 成片分布于全省各地
。

土壤有效铜
、

锰
、

铁分别

平均为 1
.

lp p m
、

”
.

7 PP m
、

37
.

I Pp m (表 4 )
,

一般土嚷含量充足
,

缺素面积小
。

有效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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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北省土坡有效铜
、

铁
、

锰低值含最分布图
F ig

.

3 M o P o f . 0 115 w it h a v a ila b le C u .
Fe .

M n b elo , c r it ic . l v . lu e in H u b e i

.

p p m (0
.

IN H cl 提取)的土壤(图 3 )
,

耕地为 2 35 万亩
,

集中分布于鄂南
、

鄂西南红
、

黄

坡地区
,

低值点占红
、

黄壤样点的 35 另
,

鄂西硅质岩
、

砂岩
、

冰磺砾岩发育的土壤有效

铜也很低 ; 有效锰小于 SP p m 的土壤
,

耕地为 197 万瓦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
、

汉水沿岸

及部分丘陵早地
,

多为潮土和黄棕城 ; 有效铁小于 4
.

, 内m 的土坡零星分布于全省各地石

灰土
,

仅在哪中荆门
、

京山等地有成片分布
,

大多为棕色石灰土和紫色土等
,

共有耕 地

17 2 万亩
。

(四 ) 土族有效性橄t 元素含t 与土维类型
、

母段
、

有机质含 t 和 p H 位等的关系

1
.

主要土类有效性微t 元素含 t (表 4 )
:
有效锌小于 0

.

, p p m (含 o
.

SP p m ) 的面积
:

水稻土 (54 1 万亩)> 黄棕城 (2 82 万亩)> 潮土 (1 83 万亩)> 紫色土 (57 万亩)> 红壤(14

万亩)> 石灰土 (1 万亩)> 黄坡 (0
.

, 万亩 ); 有效硼小于 0
.

3 pp m (含 。
.

3 pp m )的面积 : 黄

棕壤 (60 0 万亩) > 水稻土 (30 0 万亩) > 潮土> 红坡 (59 万亩 )> 紫色土 (, 万亩)> 黄城

(, 万亩)> 石灰土(l 万亩)
。

其中红壤的有效锌
、

铜
、

锰和铁的含t 均较丰富
,

而有效性翻含t 较低
,

多在 0
.

29 一

。
.

3 6 p p m ; 黄坡的有效锌含量较高
,

有效翻和铜的含量较低
,

其低含t 样点分别占 90 拓
、

34
.

7务
,

黄棕坡的有效锌
、

铜
、

铁和硼含t 偏低 ; 潮土的有效性锰含最偏低
,

潮土与灰潮土

的有效锌差异很大
,

前者平均为 0
.

9 6 p p m
,

后者平均为 0
.

7 7P p m
,

潮土的低锌含t (小于

0
.

, p p m )样点分布频率为 16 一25 并
,

而灰潮土为 41 一61 务 ; 紫色土在我省多发育于石灰

性紫色砂页岩
,

因而大部分具有石灰性反应
,

其 PH 多在 6
.

, 一 8. , 之间
,

土壤有效性锌
、

锰
、

硼和铁含t 偏低
,

低锌含盘频率为 ”
.

8拓
,

低铁含量频率为 18
.

1并; 石灰土的土壤有

效性锌
、

锰
、

铁和铜含量属中等偏低
,

而有效硼含量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

这与石灰岩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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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硼量高有直接关系
,

水稻土由于土壤多处于还原状态
,

其有效性铁
、

锰
、

铜含t 高
,

有

效锌
、

硼一般低于同类土壤的早地
,

但不同水型的水稻土有效锌的差异较大
,

漪育型水稻

土平均为 0
.

gP p m 比潜育型水稻土平均 为 0
.

6 1PP m 高出近半倍
。

2
.

各个土属土壤有效性微量元素含量
:
土属为本项试验研究调查制图的基本单元

,

根据全省 149 个土属的土壤有效性锌
、

铜
、

锰
、

铁
、

硼的含量状况编制了缺素图(图 1
、

2
、

3 )
o

缺素土壤主要与各土属的土壤酸碱度
、

石灰性
、

砂性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土壤有效锌
、

铜
、

锰
、

铁和硼含量低的土属有 78 个
,

其中偏酸或偏碱的有 50 个 占 6 4 多 ; 土壤质地偏砂

的 19 个占 24 多
。

属低有效锰含量 (小于 SPP m ) 有 8 个土属
,

其中 7 个为石灰性土属
,

一

个为砂质土壤
。

低有效铁含量 (小于 4
.

, PP m )有 9 个土属
, , 个为石灰性土属

,
3 个为砂

性土属
。

低有效锌含t (小于 0
.

, PP m ) 有 23 个土属
, 6 个土属为石灰性土壤

, , 个为砂性

土
。

低有效铜含量 (0
.

IN H CI 提取量小于 IP p m ) 有 21 个土属为酸性土
,

其中 7 个为砂性

土
。

有效硼含量全省所有土属均低
,

其中极低值 0. 2 , p p m 以下的土属有 15 个
,

酸性土 6

个
,

砂性土 3 个
。

3
.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坡有效性微量元素含量
:
土壤母质中的微量元素含量决定了其

在土壤中的起始含量
,

是影响土壤有效微量元素含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本省不同母质发

育的土壤有效微盘元素含最如图 4 。

全省各种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效锌的含量差异最大
,

以片麻岩发育的土壤最高为 l
.

4 4 p p m
,

板岩发育的土壤最低仅 0
.

3 lp p m ; 有效硼的含里差

异最小
,

多在 。
.

峪一o
.

6P p m 之间
,

锰的含量除长江冲积物发育的土壤低于 1 0P p m 外
,

其它

的均较丰富 ;铁的含量多在 2 0一 4 0 p p m 之间 ;铜的含量一般都较丰富
。

60802040
一

�日dd�叫如
.

鹅旧喇雍
刃。卫�芍‘它。�日�0侧oulouQ

1
.

长江冲积物 (Q .) 2
.

第四纪粘土 (Q
:
)

.

3 第四纪揭色粘土 (Q ,) 呜
.

花岗岩
,

·

片麻岩 6
.

砂页岩 7. 紫色砂页岩 8. 砂岩 ,
.

石灰岩 10
.

板岩

图 4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效微最元素含量
于l‘

.

咭 T he a v a i la ble e o n t e n t o f m ie r o n u t r i e n t s i n t h e . 0 115 d e r i v e d fr o m

d iffe r e n t Pa r e n t 口 a t e r i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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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与土坡有机质的关系 : 采用大样本分类统计及分母质剖面取样分析研究得出 : 全

省土坡有效硼
、

铜
、

锌含量均随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而增加
,

其相关性硼
、

铜均极显著
,

锌

则因土坡母质不同而异 (表 5 )
。

土壤有效性锰的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在旱地是呈显著

正相关 (
, 一 0

.

6 2 4 7 *
)

,

而水田无相关性
。

土壤有效性铁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正相

关趋势
,

但水田和旱地都不显著
。

.

农
T . M . 5 C o

S 几种母质发育的土城有机质含t 与有效锌含t 的关系
r r e la t i o n fo r e o n t e o t o f o r g a n ie m a t t e r a n d a v a ila bl e Z in e in 一0 11.

d e r iv e d fr o m 吕O 扣口e P a r o n t m ‘t e r ia l

母 质

P 吕r e n t

有机质含t 变幅

(% )

R a n g e o f 0
.

M
.

有效锌含t 变幅

(% )

R a n ‘e o f a , il a b le z n

y = a + b x

红色枯土

褐色粘土

近代冲积物(小河)

近代冲积物(石灰性)

泥 质 岩

石 灰 岩

砂 页 岩

絮色砂页岩

花岗片麻岩

板 岩

0
。

7‘8一3
。

1 86

0
。

8 , 3一 1
.

1 89

0
.

3 4 9一3
.

9 50

0
。

7 70 一 5
。

, 2 5

0
。

峪6 1一 l
。

16 2

0
.

6 11一今
。

0 0 6

0
.

8 0 0一 2
.

6 , l

0
。

3 19一 l
。

5 0 8

0
。

6 19一 2
.

5 6 3

0
。

3 7 8一 l
。

1 2 3

0
.

2 0一 0
.

3 0

0
。

1色一 1
.

3 3

0
.

2 3一 1
.

2 2

0
。

2 2一 0
。

84

0
.

3 2一 2
.

20

O
。

26 一 1
.

2 1

0
。

0 6 一0
。

6 1

0
.

3 0 一0
.

5 4

0
.

26 一 1
.

2 4

0
。

2 1一0
.

5 2

0
。

2 19 4

0
。

2 2 7 2

0
。

0 4 7 5

0
。

2 0 8 0

0
。

5 2 5 2

6
。

0 , 6 ,

0
.

0 9 4 6

0
.

飞2 9 2

0
。

5‘9 6

0
。

0 9 8 0

0
.

0 2 0 7

0
。

今6今今

0
.

2 9 3 6

0
。

0 8 0 8

1
.

3 2 1 1

0
.

2呜8 ,

0
。

2 63 7

0
。

10 , ,

0
。

0 ,“

0
.

3 4 3‘

0
。

5 7 7 8二

0
。

, 8今0二

0
。

8 6 27 二

0
.

7 2弓今* *

0
。

7 75 3二

0
.

8 8 2 3 * *

0
。

, 3 2 2二

0
。

4 9 9‘.

0
.

0 7 5 8

0
。

9 8 , 0二

,
.

与土壤 p H 值的关系
:
研究结果表明

:
全省土壤的有效锌含量随土壤 p H 值升高

而降低
,

州8 的土壤较由 5. 4 的土壤
,

其有效锌降低 45
.

, 一 47
.

1拓
。

土城有效硼的含t

在 州4
.

7一 6. 8 之间
,

随哪 值升高而增加
,

在声 值 7
.

1一 8. 7 之间随 PH 值升高而 降 低
。

土壤有效锰含量在 p H 值 6
.

5 以下时
,

随 PH 值升高而增加
,

PH 6
.

5一7. , 时
,

随声 升高而

降低
, p H 值大于 7

.

, 时
,

急剧下降
。

土壤有效铁的含量在 p H 小于 6 时
,

是随 p H 值升高

而提高
, p H 值大于 6

.

, 时
,

是随 p H 升高而降低
。

土壤有效铜的含量与土壤PH 值之间的

相关性
,

在土壤声 为 6
.

5 以上的土壤其相关性呈极显著相关
。 log y 一 4

.

” 一 1
.

49
x +

。
.

1 1扩式中
: x

为土壤 p H 值
, y 为土壤有效铜 PP m 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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