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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土壤微量元素的构造

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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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亡护
, � , 君 � � � �� � �, 。� � � � 。 了,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宫 � 。。 �

� � �� � � � “ � 。 口夕 了
’。� 。�

前人从气候
、

地形
、

生物等外力因素的影响人手
,

对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分布
、

迁移及其

转化的地球化学规律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

但是
,

对于地质构造体与土壤中微量元素

分布的关系
,

构造运动对土壤中微量元素迁移及富集的影响
,

即内力作用方面
,

几乎完全

缺乏研究
。

我们在进行
“

勘查地球化学数据在农业中应用
”

的研究课题中发现
,

土壤中微量元素

的分布规律深受构造作用控制
,

从构造地球化学角度探讨土壤微量元素问题
,

似有新的启

刁又。

一
、

地质构造概述

浙江地处扬子准地台和华南褶皱系两个一级构造单元接合收敛部位的东北隅
,

其间

以江山一绍兴深断裂为界
。

钱塘台拗
、

华夏褶皱带二个二级构造单元分别归属于扬子准

地台和华南褶皱系两个一级构造单元
,

进一步可以分出 � 个三级构造单元
,

�� 个四级构

造单元�图 ��
。 〔月。 省内褶皱和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西部主要表现为紧密的褶皱断裂带
,

几

乎都呈 � 朽一� �
“� 展布 �东部则以断裂为主

。

火山构造主要有四种类型
,

包括构造火山盆地
,

火山弯隆
,

破火山 口和火山注地
,

分布

面积小的仅十余平方公里
,

规模较大者可达 �� � 平方公里
。

, 〕张健康
, ����� 浙江大地 构造的基木特征

,

浙江区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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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浙江省 构造分区略图

新构造运动基本承袭老构造迸行
,

表现为西南部上升量大
,

东北部上升量小
,

杭州湾

两岸下沉
,

下沉幅度沿东北向逐渐增大
。

二
、

基底构造与土壤微量元素的条带状分布

浙江省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

突出表现在 � �
、

� �
、

外
、

� 。 、

� 等

元素常呈条带状分布
,

而这种条带状分布与基底构造线方向展布
。

以江山一绍兴深断裂

带为界线的东南部和西北部
,

上述任何一种微量元素在土壤中的浓度分布都有明显的差

别
,

基底构造所形成的断裂常成为土壤中微量元素浓度发生突变的分界线
。

但是
,

这种分

界线并不与土壤类型界线相吻合
。

例如土壤中 � � 的分布
,

� � 弓一 , 。。 � 的条带状分布极为明显
。

以 ��� �� � 勾出的

浓度曲线表现出舒展和连续分布的特点
,

边界与一级构造单元界线相吻合
。

进一步可从

开化一安吉
、

常山一平水两个条带得以说明
。

开化一安吉条带
� 位于浙皖边界上

,

延伸约 ��� 公里
,

呈 � ��
� � 展布

,

与重力推断

的深部慢坳构造相对应
,

在 �� 个土壤样品中
,

含 � � 量大多在 知一 � ��� � 之间
, � � �

� , 务
,

分布的连续性好
,

比全省土壤平均含 � � ���� � 高 �一 � 倍
。

常 山一平水条带
� 位于江山一绍兴深断裂之西侧

,

延伸大于 ��� 公里
,

呈 � �� 一 � ,
“ �

展布
,

与重力推断的深部鼻状慢隆构造相对应
,

在 ��� 个土壤样品中
,

含 � � 量为 �� 一��

� �。
, � � � � �多

�

以上条带均穿过了黄壤
、

黄红壤
、

红壤和水稻土等不同土壤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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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土壤中 �
�

的条带状分布也十分明显
。

据全省 � , �� 个土壤样品的分 析 结 果
,

� 。 含量可分别划出三个 浓 度 级 别 � � 级浓度 � ��� � , � 级浓度 �一 � � ��
,

川 级浓

度 � ������
。

� � 在浙西
、

浙东两个一级构造单元中的分布截然不 同
,

前者含 � 。 量大

多 � �� ��
,

后者大多 � ��� �
�

东部大致以温州和金华一线
,

且又可进一步分出两个土

埃地球化学分区
,

它们分属浙东南槽凹和浙东北槽凸两个 ��� 级构造单元
。

据这一分区界

线的地球物理资料推断为一深断裂构造
。

而仙居一宁波区其土壤含 �
。
量多在 �一 ��� �

。

沿分区界线成条带状连续分布的土壤
,

其含

泉一丽水区上壤含 �
。

则 � 勺 ��
·

� 。 � �� ��
,

面积相当该区的 李左右
。

龙
�

元素组合的空间分布规律也受基底构造影响
,

成明显的条带状
。

例如 � � 一��
、

��
�

� 。
、

� �一� 。 、

��
一 � � 的相关系数等值线与 � 朽一� �

“ �
、

� �� 一� �
“

� 的基底构造 十 分

吻合
‘,。 � �一� 工� 元素的空间组合分布见图 �

,

它与土壤类型的分布没有必然的联系
。

图 � 基底构造与土壤 � �
�
�” 相关系数等值线分布的关系

三
、

火山构造与土壤微量元素的环带状分布

火山构造是反映火山活动特点和历史的地质构造
。

火山构造的性质控制着火山岩的

类型
、

规模
、

分布及其物质分异过程
,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分布规

�� 董岩翔
, � �  七 浙江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

浙江区测
,

第 �期
。



� 期 吴次芳等 � 浙江省土壤微量元素的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律
。

由于火山弯隆
、

破火山口 和火山洼地等火山构造在空间上几乎均成近圆形或椭圆形

分布
,

物质在内圈与外 圈的发生
、

发展
、

演化和分异过程有明显差别
,

因而使得土壤中某些

微量元素便随火山构造形态而成环带状分布
。

以下举两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来说明
。

第一
,

位于江山一绍兴深断裂东南侧的芙蓉山破火山构造
。

边缘以环状断裂为界
,

构

成一个直径约 �� 公里的近圆形地貌形态
,

外侧为前震旦系变质岩
,

与破火山内火山岩岩

性迥异
。

土壤中微量元素显示 以下地球化学特征
�

�
�

��
、

� �
、

� � 在破火山内呈现一个高含量的趋势
,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而 � , �、 �� 则呈现低含量趋势
,

分别小于 � 和 �
�

�� ��
。

�
�

高含量的 � �
、

��
、

� �
、

� � 、

� � 分布于破火山边缘
,

构成以 ��
、

�� 为外带晕的

似环状分带模式
。

第二
,

富春江南部的义桥破火口构造
,

近 圆形
,

面积约 ��� 耐
,

熔结凝灰岩围绕喷发中

心环状分布
。

土壤地球化学的显著特点是 �
、

� � 、

� 等前峰元素在外围构成环状异常高量

分布 �表 ��
,

与土壤类型的分布没有必然联系
。

四
、

褶曲构造与土壤微量元素的对称重复分布

研究结果表明
,

地层背景对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有明显影响
, � �

、

� � 等在地层与相

应土壤中的含量可达极显著水平
�� 。 因此

,

随着地 层在背斜或向斜构造中的对称重复分

布
,

土壤中某些微量元素也作规律性变化
。

以西部建德区褶曲构造上土壤 � �
、

� � 的分布为例
,

无论在背斜或向斜部位
,

均有随

表 � 建德区不同地层上土壤 � �
,
� 。 含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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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吴次芳
,

1 , 8氏 浙江省区域地质条件与 土壤微量元素分布(全国地质土壤学术讨论文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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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作对称重复分布的规律
。

不同地层上的土壤 c
u 、

Z
n 含量见表 2o 在建德一桐庐一杭

州方向的背斜构造
,

常山一临安向斜构造等褶曲上发育的土壤
,

c
u

、

Pb

、

zn
均有对称重

复分布规律
,

该部与相邻两翼上的土壤元素含量可相差 6 倍以上
。

五
、

新构造运动对土壤微量元素迁移及富集的影响

野外观察和室内分析表明
,

在新构造运动轻微抬升的低丘区
,

因成土环境相对稳定
,

土壤发育年龄较长
,

稳定元素富集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展 ; 相反
,

在新构造运动强烈上升

区
,

侵蚀作用强烈
,

土壤大多表现出幼年性
,

元素则呈迁移趋势
。

例如在杭州附近地区
,

低

丘酸性母岩上发育的红泥土
,

zn

、
C u

、

Fe

、

M
n 的绝对迁移量 (一) 或富集量 (+ )分别

是
: 十1

.
“ %

、

一8
.
69 多

、

+ 86

.

02 多
、

+
6
78

.

盯 务; 而发育在强烈上升区酸性母岩上的山地

黄泥砂土的迁移量或富集量依次是
: 一38

.
93 多

,

一65
.
71 多

,

+
6 9

.

86 并
,

十 150
.
48外

,

二者

之差异极为明显
。

分布于东部不同海拔高度的玄武岩台地
,

是新构造运动不 同抬升幅度的产物
。

不同

台地上玄武岩母质发育的土壤
,

z
n

、

c
u 、

Fe

、

施 的迁移和富集状况有显著的差异 (表

3)
,

表现出与杭州附近地区有相似的地球化学规律
。

表 3 浙东不同海拔玄武岩台地上土壤微量元素的绝对迁移量或富集量(% )
巾

台地(海拔
·

米)

高台地(770) 一 1 4
.
29 一 38

。

0
6 十 2 8

.
6 0

中台地(400) 一 1 2
.
25 一 2

。

3 8
+

2 2

。

0 1

低台地( 180 ) 十 1
。

2 8 一 1,
.
3 3 + 5 9

.
1 , 十 14 7

.
6 2

* 元素绝对迁移量~ (土壤含 量
一毋岩含量)/ 母岩含量

,

全部上壤样品均采自 10 一4oc m , 按地矿部
“

土壤勘查地

嵘化学规范
”化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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