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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聚类分析
,

植物的化学组分中
,

常量元素分为四类
,

微量元素分为三类
。

根据植物最

为富集的元素
,

按常最元素
,
有四种类型 ;按微量元素

,

有六种类型
。

植物的化学组成与土壤的化学成分并无直接相关
,

但与土壤类型特别是土壤地球化学类

型有联系
。

漠土
、

盐土上的植物富 N a : 0 ;
棕钙土

、

栗钙土上的植物富 51 0
: 。

至于微量元素
,

棕

钙土
、

栗钙土和其它山地土壤的植物
, M n + v + C O + N i + B a + c u

/ S
r + B + z ” + L i >

l; 平 原土壤上的植物
,

则 < 1
。

盐溃土类型上的植物
, K : o 十 N ‘ : o / ca o 十 M g O 平均比值 > l ,

碳酸盐土
、

硅铝土类上的植物
,

上述平均比值均 < 1 ,

其中以碳酸盐土炎型上的植物比值最小
。

K
:
0 / N

‘ : o 比值以硅铝土类型的植物为最大
。

漠土
、

盐土上植物被迫吸收更多的 N 。 ,

而对营养元素的吸收似有抑制
。

其它土壤类型的

植物组成表现出多样性
,

显示植物的生物 选择吸收作用
。

按吸收系数大小
,
富 N 。

类植物属于

聚 N a

富 P 型 ;富 si 和富 C a
类植物属聚 K 富 P 型

。

富 K 类植物属于聚 K 富 P型
。

根据这些特点
,

对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植物资源
,

改良土壤和增进人类健康有重要意义
。

关镇词 漠土
,

植物
,

聚类分析
,

吸收系数
,

土壤地球化学

一
、

生 境 概 况

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为代表的漠境地区
,

深处大陆腹地
,

是我国西北边境省份之一
。

其北
、

西
、

南分别有阿尔泰山
、

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为屏障
,

东面虽无高山阻隔
,

但东南

季风带来的湿润气流终因路途遥远难以人疆
。

天 山山脉横贯中部
,

是南
、

北疆的分界
。

南

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
,

北疆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

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本区气候十分干

旱
,

荒漠面积大 (本区的荒漠面积占全疆总面积 42 汤)〔l]
,

是我国的主要荒漠地区
。

年降雨

量南疆仅数毫米至数十毫米
,

个别地区终年无雨
,

北疆稍高
,

但也只有 1 00 余毫米
,

蒸发量

却很高
,

一般都在数千毫米
,

为年雨量的数十倍
。

山区雨量可增加到 4 00 一5 00 m m 以上
。

由平原到山区
,

荒漠化程度减弱
,

以致消失
。

山区和平原
,

自然条件不同
,

对气侯
、

土 壤和

植物等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

二
、

样 品 来 源

所用植物样品
,

均系以往考察中采集
,

共计 130 余个
,

分属于菠科
、

禾本科
、

豆科
、

怪柳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 院上壤圈物质 循环开放实验宰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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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菊科
、

杨柳科
、

麻黄科
、

莎草科
、

夹竹桃科
、

茄科
、

松科
、

玄参科
、

报春花科
、

杉科
、

柏科等

十五科
,

其中以菠科为最多
,

其次是禾本科
、

豆科⋯⋯
。

采样点散布在南疆
、

北疆和东疆
,

山地区植物则主要采自新疆天山山脉南北坡
。

样品通过常规处理
,

测常量元素 : 灰分
、

5 10 2 、F e ZO 3 、 A 12O 3 、 T IO Z 、C a O
、

M g O
、

M
n O 、

K z o
、

N
a Zo

、

P ZO S ; 微量元素
: M n 、

N i
、

c o
、

v
、

B a 、

s :
、

B
、

L i
、

z n 、

p b 。 植物的化学组分平均含

量列于表 1
、

表 2o

三
、

植物的化学特点

(一 ) 常 里元素以
”

1
.

灰分含量 灰分含量与 N az O 和 Ti 0 2

呈正相关
,

与其它元素呈负相关
,

所以
,

含 N az o 高的植物
,

灰分含量亦高
。

植物与植物之间
,

灰分含量十分悬殊
,

变幅在 < 1一

40 多 以上
。

一般情况
,

盐生植物灰分含量要高
。

猪毛菜
、

盐穗木
、

盐爪爪
、

对叶盐蓬
、

盐琐

琐
、

还有小蓬
、

野燕麦
、

点地梅
、

蚤缀等的灰分含量均 > 20 多
,

平均 含量 26
.

05 务
,

达到高量

级标准 ; 角果蔡
、

假木贼
、

优若藐
、

禾草
、

胡茅
、

芦苇
、

罗布麻
、

石梭 梭
、

盐节木
、

碱蓬等灰分含

量平均 15
.

36 并
,

变幅为 10 一20 务
,

属中量级标准 三篙 类植物
、

苔草
、

羊茅
、

针茅
、

羊胡子草
、

早熟禾等灰分含量最低
,

一般都 < 10 务
,

只够低量级 的标准
。

乔木类植物
,

如落叶松
、

圆

柏
、

云杉
,

灰分含量在 10 多 以下
,

而平原林植物如胡杨
、

灰杨
、

杨的灰分含量在 10 一20 外
。

总的 来看
,

似乎有平原
、

盐化土的植物含灰分较高
,

山地植物灰分较低的趋势
。

2
.

元素聚类 通过聚类分析
,

得出各元素的相关 索数禾枝状图 (图 1)
。

0 0 0
,

8 0 9 0 2 0
.

0 一 0
.

2

灿沁
sFe川Ti枷Ca城
p、

图 1 大量元素 聚类分析图

F 19
.

1 T h e e lu s t e r a n a ly si s fig u r e o
f m a e r o e le m e n rs

从枝状图上可 以看到
,

十种氧化物共分四类
: I 类为 N

a ZO
,

属于此类的植物主要是

荒漠植被中的灌木
、

半灌木及盐柴类植物 ; H 类包括 5 10
2 、

Fe
ZO , 、

A1
2O 3 、

TI O Z ,

这类植物

多数是荒漠草原和草原植被中的小半灌木及禾草类植物
,

还有一些乔木 ; 111 类包括 C a
O

、

M g O
、

Mn O
、

P : O , ,

这类植物有乔木
,

也有灌木
、

半灌木
,

平原山地均有分布 ; W 类只有

K 之O 单独存在
,

规律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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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特点 各植物间化学组分含量不一
,

即使同一植物
,

其含量差异也很大
,

我

们根据各种植物的元素含量序列进行统计
,

并以最高含量的元素划分类
,

再 以此作为类别

名称
,

总共分为四类
: 富 N

a

类
、

富 Si 类
、

富 c a 类和富 K 类
。

(l) 富 N
a

类 : 此类植物主要有猪毛菜
、

假木贼
、

琵琶柴
、

盐穗木
、

盐节木
、

盐爪爪
、

盐

琐琐等荒漠植物和盐柴类植物
,

所处地形是洪积扇
、

洪积冲积平原等平原地区
。

这些植物

的灰分元素中以 N
: 2 0 含量最高

,

平均 23 并
,

占总量的 54
.

5务
,

位于序列之首
, K ZO 的含

量最低
,

只 占 7
.

8多
,

51 02
、

c a o 分别 占 巧
.

6多
、

22
.

1务
。

各氧化物的含量序列 : N a 2 0 >

5 10
2

> C aO > K Z O > M g O > P z0 5

> A1
2O 3 > F e 20 3

> M n O > T IO
Zo

(2 ) 富 Si 类 :
富 Si 类植物

,

以篙属
、

禾木科草类为主
,

属荒漠草原和草原植被类型
,

与富 N a
类地区比较

,

荒漠化程度稍弱
。

灰分元素中以 51 0
2

含量最高
,

51 0
:

+ Fe
ZO ,

+ A1
2
O

,

+ TI O Z

的平均含量 之 和 为

31
.

5 ,

占总量的 63
.

5务
,

N
: 2 0 含量最少

,

仅占总量的 1
.

3拓
,

111 类和 IV 类则介于两者之

间
,

分别占 1 0
.

2 多 和 6
.

56 务
。

各元素含量序列 : 5 10
:

> ca o > K ZO > M g O > A1
2O ,

>

P 2 0 ,

> F e z 0
3

> N a ZO > Mn O > T IO Z o

(3 ) 富 C a
类

:
所属植物如灰杨

、

云杉
、

圆柏
、

沙拐枣
、

罗布麻
、

甘草等
。

这些植物的灰

分组成 中
,

以 ca o 占绝对优势
,

平均含量为 15
.

2多
,

111 类元素含量的总和占总的 64
.

, 务
,

K ZO 占 2 2多
, 11 类占 1 2

.

1多
,

N
a ZO 最低

,

只占 6
.

2 4务
。

各元素含量序列
: C aO > K ZO >

M g O > Fe zO
3

> N a ZO > A 12O
,

> M n O > T IO
Z o

(4 ) 富 K 类 : 属于这一类的植物较少
,

现有资料中只有白刺
、

落叶松和防风
,

但作为

一种类型也是客观存在的
。

它们的灰分组成中以 K Z
O 含量最高

,

平均含量达到 ”
.

5
,

占

总量的 55
.

8多
, H 类元素含量很低

,

一般都 < 5 多
,

各元素含量的序列
: K 2 0 > 51 0 :

>

e a o > PZ o ,

> Mg o > F e Zo ,

> N a Zo > A 一2 0 ,

> Mn O > T io
Z。

总的来说
,

此类植物在

标本总数中所 占比例不大
。

(二 ) 微 t 元素 [6.
”

1
.

元素聚类 从聚类分析的枝状图上 可以看到
,

十一个微量元素被分为三大类 : I

0
.

8 0
.

6 0
.

t 0
.

2

助
n

V

心私价心

B卜Sr西

图 2 微量元素聚类分析图

F 19
.

2 T h e e lu s t e r a n a lys is fig u r e o f m ie r o e l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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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期 龚子同等 : 漠境生物土壤地球化学特点

类包括 M n 、

v
、

C o 、

N i
、

B a 、

C u ; 11 类包括 S r
、

B
、

L i
、

z n : 川 类仅 Pb 一个元素
。

根据植物

中各元素的含量可将植物归纳为六类
:
富 M

n

类
、

富 sr 类
、

富 Pb 类
、

富 B 类
、

富 zll 类和

富 Li 类
。

(l) 富 M n 类 : 这类植物主要有优若荻
、

灰篙
、

禾草
、

角果纂
、

篙
、

羊茅 等
。

它们的化

学组分中
,

微量元素以 M n 含量最高
,
M n 十 v + C 。 + Ba + N i + Cu/ sr + B + Li 十

Z n > l ,

多数植物 N i的含量较高
。

(2 ) 富 sr 类 : 此类植物面广量大
,

总的特点是含 sr 量很高
,
M n 十 V 十 C 。 十 Ni +

B a

+ e u
(I)/ S

r + B + L i + Z n (11) < l。 其中可分二种类型
,

其一
,

如梭梭
、

伊林菜
、

假木

贼
、

盐积木
、

小蓬
、

盐爪爪
、

矮芦苇
、

落叶松
、

云杉等
, I八l ~ l 一 0

.

5
,

主要元素含量序列为

sr > M 。 > B > B a ,

与富 M n 类比较
, B 的含量明显提高

。

其二
,

如茵陈篙
、

红柳
、

碱蓬
、

罗

布麻
、

甘草
、

琵琶柴
、

盐琐琐
、

骆驼刺
、

盐穗木
、

胡杨
、

黑刺
、

麻黄等
, I 类元素含量进一步减

少
, 11 类元素增加

,

l/ H < 0
.

5 ,

主要元素含量序列
: sr > B > Zn 十 M n 。 这类植物 B 的

含量明显增加
,

M n
的含量已退居第四位

。

乔木类植物
,

属于富 sr 类
,
M n 约含量较低

,

1/ 11 < l 。

(3 ) 富 Pb 类 : 属此类的植物不 多
,

本文涉及的只有灰杨
、

胡杨
、

红柳
、

沙拐枣各一个

标木
。

共同特点是含 Pb 量高
,

仅 Pb 一种元素的含量占总数 23 一 4 5
.

5并
,

各主要元素含

量序列
:
Pb > z n > sr > M n ,

这类植物 sr
、

Mn 的含量 已退居次要地位
,

Pb 和 Z n 的含

量 已占了绝对优势
,
N i

、

B 。 均等于 。,

除 M n 、

sr
、

Pb 外
,

其它元素都有出现 。的情况
,

11

l【< 0
.

5 0

(D 富 B 类 : 这类植物包括落叶松
、

猪毛菜
、

假木贼
、

芦苇
、

盐穗木
、

对叶盐蓬
。

主要

特点是含 B 量最高
。

l/ n < 1。

(5 ) 富 Z n 类 : 仅有二种植物 : 民丰的胡杨和巴

楚的灰杨
,

其灰分元素中以 Z n 含量为最
。

I/ H 分别为

0
.

21 和 0
.

19 ,

可见第 I类元素含量之少
,

有些元素的含

量等于零
。

(6 ) 富 Li 类 : 只有黑刺一种植物
,

含 Li 丰富
。

虽

然标本只有一个
,

但仍代表了一个类型
。

上述诸植物 中
,

有的同种植物却分属于不同的元

素含量类型 ; 有的个别元素的特殊富集仅出现在个别

地方
,

这些是因为地方性因子的影响
,

还是其它什么原

因
,

目前尚不清楚
,

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

I 类和 11 类元素的含量随植物不同和生境的变异

而呈有规律的消长 (图 3 )
。

从图上可以看到
,

由山地

到平原
,

由草原到荒漠
,

荒漠化程度加强
,

植物化学组

分中
,

微量元素 I 类元素含量逐渐降低
, 11 类元素含

量增加
,

二者的比值 > 1
、

经 l一 0
.

5
,

过渡到 < 0
.

,
,

显然
,

过渡类型
。

(的泛.E�暇相城暇�U‘一eo。�su。三‘一山

荒澳化增强
〔址 se r叮 a e g r倪 : n c r e a 习.

图 3 1
、

11 类元素含量对比

F19
.

3 T h e e o m P a r i s i o n o f e le m e n t

e o n 一e n 一 b e r w e e n g r o u P一 1 a n d
一

11

1一 0
.

5 只是一个过渡地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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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植物化学组分与土壤条件

(一) 土壤类型与植物化学组分的关系

1
.

常量元素 在棕漠土
、

灰漠土等荒漠土上生长的植物以及盐土上的植物
,

都属于

富 N : 类植物 ;在棕钙土
、

栗钙土
、

寒钙土
、

寒毡土
、

寒冻毡土上的植物
,

绝大多数属于富 si

类植物
。

产生这样的规律性
,

有的是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

有的是植物本身选择吸收的结

果
。

富 Si 植物所在的土壤类型
,

含盐量少
,

土壤水份状况大为改善
,

总的生境条件
,

荒漠

化程度减弱甚至消失
,

植被类型已由荒漠植被类型逐渐过渡到干草原
、

草原或是草甸类

型
,

植被组成
,

半灌木
、

小半灌木减少
,

禾草类增加
,

禾木科植物富 Si
。

因此
,

这些土壤上

的植物多数富 Si
,

实质上这也是植物选择吸收的结果
。

据本文所及资料的统计
,

富 N
a

类植物中有 84
.

6外 的植物生长在荒漠土和盐土上(图

4 )
,

若把含盐的红柳林土也统计在内
,

则可达 90 务
。

富 si 类植物中有 70
.

32 务 的植物生

长在山地及山前较高地区的土壤上 (图 5 )
。

富钙类植物
,

涉及的土壤类型较杂
,

规律性不如 N
a 、

Si 两类明显
。

植物本身的选择

7 0
.

3 2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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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 期 龚子同等
:
漠境生物 上壤地球化学特点 3 6 ,

吸
i

次作用很强
,

只有 当土壤具有象荒漠化
、

盐渍化这样强烈影响因子时
,

植物的化学 组分

子能充分反映出土壤的明显影响
。

2
.

微量元素
「F

·

’1 植物的微量元素含量同土壤类型之间也有明显的规律
。

植物体中

Mn 十 N i 十 C u 十 v 十 C。 十 Ba/ sr + B + Z n + Li > 1 的植物有 9‘
.

7 9外 的标本均在

A
M n + N . 斗 C以

一‘V + 亡。+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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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钙土
、

栗钙上和其它山地土壤上
,

只有一个标本是平原上的草甸盐土 (图 6 )
。
M n 十

N i + C u 十 V + C o + B a
/ S r 一 B

一

卜 z ; 1

十 L i < 0
.

5 的植物
, 9 3

.

3 5外 分布在荒漠土
、

盐

土等其它洪积冲积平原地区土壤上
。

尤其是 Sr 的含量明显增加
,

M n 的含量显著减少
。

M n 十 N i + v 十 C 。 + C u 十 B a/ sr 十 B 十 Z n

十 Li ~ 1 一 0
.

5 的植物
,

代表了上述 二类

的过渡
,

既有棕漠上
,

也有棕钙土 ;平原上的土壤类型
,

其比值 < 0
.

, 。

(二) 植物吸收系数阎

1
.

常量元素 植物体中元素含量的高低并不能正确反映植物对该元素 的 吸 收 能

力
,

因此
,

我们采用植物吸收系数来表示
。

吸收系数是指植物中元素氧化物含量占灰分

的多与相应的土壤中该元素氧化物含量百分数之比值
“〕。 经过统计和计算

,

得到了各种

植物的吸收系数
。

根据吸收系数大小
,

分为三种吸收类型
:

(l) 聚 N
a

富 P型 : 主要发生在山前洪积扇
,

洪积一冲积平原的荒漠地区
,

土壤为棕

漠土
、

灰漠土
、

灰棕荒漠土及盐土
。

气候干旱
,

生物积累过程缓慢
,

生物产量低
,

矿化速度

快
,

有时表土有高量的 N O
3 一
N 聚积

。

盐土中还含多量盐分
。

这个类型的植物
,

吸收 N a 最多
,

对其它元素的吸收能力序列
: N a 2 0 > PZ

O
,

>

K ZO > M g O > C aO > M n O > 5 10
:

> F e Z O 3

> A I: 0 3

> T i0 2。

在吸收系数的曲线上出

现二个吸收蜂
,

首先是 N a ZO ,

其次是 PZO , , N a ZO 的吸收系数最高
,

达 1 5
.

1 ,
5 10

2 、 Fe ZO
, 、

A1
2

仇
、

TI O
:

的吸收系数很低
。

总的来看
,

对各元素的吸收普遍偏低
。

突出了聚 N 朴O 的

特点
。

这些植物的聚 N : 2 0 性
,

是由漠境的自然条件所造成
。

荒漠地区的植物在形态上
,

叶

面积缩小
,

表面有蜡质
、

细毛
、

气孔数减少或叶片退化成鳞片状
、

针刺状等以减少蒸发
,

提

高抗旱能力
。

在生理上必须具有较高的渗透压
,

才能维持正常的吸收功能
,

植物的聚 N :

特性可能与维持一定的渗透压有关系
。

看来荒漠地区生长的植物
,

首先要解决抗旱
、

耐

盐
,

其次才是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z ) 聚 PZ O
,

富 K ZO 型 : 包括富 Ca 和富 Si 二类植物
。

这里的水湿状况大为改

I: [ 7 拓

. 5
.

1 %

一
. N 。 皿 八

一一一 获 P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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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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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聚钠聚磷植物的吸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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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干旱的威胁得到缓解或基本消失
,

土壤类型多数是棕钙土
、

栗钙土
、

黑钙土及草甸土

等
。

生物积累有所加强
,

并有钙化过程
,

土壤剖面的一定深度有 Cac o , 、

ca S O ;

聚集
。

植

物以 P ZO ,

吸收系数最高
,

其次是 K ZO
、

ca o 。

在吸收系数曲线上有三个吸收峰
: P : O , 、

K ZO
、

e a o
,

其余元素依次为 M g O > N a ZO > 入丁n o > Fe ZO 3

> 5 10 :

> T IO Z

> A 12O , 。

很

明显
,

对 N : 的吸收减少了
。

其它元素的吸收能力均高于聚 N 。 型的植物
,

也许漠境条

件对植物的营养吸收有抑制作用
,

对 N
。

的吸收又有促进作用
。

富 Si 类植物
,

多数属于荒漠草原或干草原
、

草原植被类型
,

以禾本科植物为多
,

所以

含 5 10
:

高
。

(3 ) 聚 K 富 P型 : 此类植物不多
,

所处自然条件与聚 P型相仿
。

各元素的吸收序

列为 : K Z O > p 2 0 ,

> C aO > M g O > M n O > N a ZO > 5 10 2

> F e ZO ,

> T IO
Z

>

A 12O
, o

2
.

微量元素 由于土壤的微量元素只测定了 c u 、

Z n
、

V
、

N i
、

C o ,

比植物的微量元

素测定结果少了六个元素
,

尤其是含量较多的 M
n

和 Sr 的缺失
,

以致难以看出它们之间

总的规律
。

就现有 5 个元素的吸收系数来看
,

绝大多数的植物对 c u 、

N i
、

Z n 吸收系数较

高
,

一般都在 1 x 10 一 , , N i 次之
,

v 最低
,

多数植物 v 的吸收系数在 1 x lo 一 2一 10 一3。

山

地栗钙土上的茵陈篙和典型盐土上的芦苇对 N i的吸收系数特别高
,

都 > 1。 一般禾草类

植物对 N ;

的吸收系数较高
。

不同上壤上的相同植物对微量元素的吸收能力大不一样
。

盐化草甸土上的猪毛菜
,

除 v 的吸收系数为 1 x lo
一 ,

外
,

其余 4 个元素的吸收系数均在 1 x 10 一 ‘; 漠土上的猪毛

菜只有 c u 、

Z n 吸收系数为 1 x 10 一 , ,

其余三个元素都在 10 一 2一 1 0 一 3 ,

尤其棕漠土的猪毛

菜
,

v
、

C 。 的吸收系数为
“。” 。

假木贼亦有类似情况
。

这是植物本身的差异还是土壤的影

响
,

现在还不能断定
,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 )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与植物化学组成关系

植物的化学组成与相应的土址之间
,

看来没有固定的关系
。

因为土壤是一个复杂的

体系
,

影响植物对土壤的元素吸收的因素很多
,

其中除元素的总量外
,

还有元素的有效性

以及植物的选择吸收能力
。

所以
,

土雇中含量高的元素
,

植物体中含量不一定高 ; 土壤中

含量低的元素
,

植物体中又不一定低
。

但从土壤地球化学类型来看
,

植物和土壤之间都有

一定联系
。

漠境地区的土壤
,

从土壤地球化学观点看
,

不外乎三大类型 : 即盐渍土类型
、

碳酸盐

土类型和硅铝土类型
。

在这些土壤上生长的植物
,

其元素组成上有各自的特点
。

如表 3

所示
。

三种上壤地球化学类型上生长的植物
,

其
a
值有明显的差异

,

盐渍土类型上的植物
,

多数
a 值 > 1 ,

总平均值为 3
.

48
,

其它二个类型上的植物
,

平均比值 < l
,

且碳酸盐土类型

的比值更小
。

这说明盐渍土类型上的植物中 K
、

N : 含量远高于 c a 、

M g
,

其余两个类型

的植物
,

则 C a 、

M g 的含量超过 K
、

N a ,

而且碳酸盐土类型的植物含 C a 、

M g 更多些
。

在

碳酸盐土类型和硅铝土类型的植物中
,

就个体而言
,

也有少数标本的
a 值 > l ,

不过
,

凡

此
,

均因为含 K 量特别高的缘故
,

这与盐溃土类型上植物 a 值 > 1 的情况不同
。

在碱金属

中
,

b 值以盐渍土类型的植物最低
,

总平均 1
.

46
,

碳酸盐土类型禾i截酸土类型则分别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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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植物化学组分与土壤地球化学类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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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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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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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07 ;{::
’ 2

.

16 1

2
。

0 2 4

0
.

9 1 8

0
。

7 1 0

l
。

1 10

0
。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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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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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和 23
。

显然
,

盐土类型上的植物
,

N 。

的含量高于 K
,

这可能与土壤中主要含 N Z 盐有

关
,

硅铝土类型上的植物 b 值远远高于碳酸盐土类型的植物
,

最高可达 40 以上
。

从平原

到 山地
, K 的含量大幅度增加

,

N a 的含量明显减小
。 C 值的情况

,

三个上壤地化类型的

植物平均 > 1 ,

其中
,

盐渍土类型的植物
,

c a 、

M g 含量差异较小
,

有 20 外 标本的 c 值 < 1。

一般都在 1一2 。 碳酸盐土类型和硅
、

铝土类型植物的 C 值 > 1
,

一般达到 2一 3 以上
。

在

碳酸盐土和硅铝土两类型之间
,

植物的 C 比值差异不大
。

乔木和非乔木比较
,

乔木的含钙量明显提高
,

以硅
、

铝土类型的植物含量最高
。

盐渍

土类型的乔木中胡杨的
a
值高于灰杨

,

b 比值的情况与其它类型植物一致
。

可见
,

植物的化学组成与土壤地球化学类型之间有一定联系
,

其程度又因类型而异

植被

土 气 地 匕类型

荒 摸

盐演土类型

干草原
、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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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高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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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铝 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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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子同等: 漠境生物土壤地球化学特点

(图 8 )
。

总之
,

漠境地区植物的化学组成有其本身的特点
,

元素之间也有一定相关性
,

土壤条

件与植物组成之间虽无固定的相关
,

但也有明显的联系
。

根据这些特点对因地制宜利用

当地植物资源
,

改良土壤和增进人类身体健康都有重要意义
。

五
、

生物吸收在成土过程中的作用

在土壤形成过程中
,

植物作用的大小
,

取决于作物的覆盖度
。

荒漠地区植被稀少
,

覆

盖度很低
,

一般都 < 5%
,

只有在荒漠灰钙土上才达到 15 一20 并
,

而且大部分木质化
,

每年

凋落的物质有限
,

其生长量亦少
,

所以
,

在荒漠土壤的形成过程中
,

植物的作用甚微
,

但从

生物地球化学角度看
,

倒是独具特色
。

由平原到山区
,

从南疆到北疆
,

植被类型由荒漠向草原
、

草甸过渡
,

其覆盖度也逐渐增

加到 15 一20 务
,

30 一 60 外
,

甚至更高
,

参与循环的物质更多
,

生物地球化学活动更趋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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