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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湖北省黄棕壤上采集 犯 个土样
,

研究了微量元素 B
、

Mh
、

Fe
、

Cu
、

Zn 和 M o

的总含量
、

有效态含量
、

它们在土壤剖面中的迁移分布等环境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所

得结果如下
:

(l) 湖北黄棕壤 B: Mn
、

Fe
、

Cu 的总含量较丰富
,

zn 的总含量中等
,

M o 的总含量缺

乏 ; B
、

cu
、

Zn
、

Mo 的有效态含量较缺乏 ; (2) 各微量元素总含量在黄棕壤剖面中的分布均以心

土层中最高
,

而有效态含量均以表土层中最高 ; (3) Zn
、

M o 的有效态含量与总含量呈显著或

极显著正相关 ; B
、

Mo 的有效态含量与黄棕壤 pH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
,

Fe
、

Zn 有效态含量则与

p H 值呈显著负相关 ; 除 Fe 外其他微量元素的有效态含量均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或极显

著正相关
。

关健词 湖北省
,

黄棕壤
,

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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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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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
,

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 中由于 凡 P肥施用量增加
,

导致

土壤一植物系统 中营养元素不平衡
,

从而引起缺 B
、

M ll、

Fe
、

Cu
、

zn 和 M o 的现象较 为严

重
.

除了 B 对动物的作用 尚无定论外
,

上述元素都被认为是动植物正常生长所必需 的养

分 Il]
。

黄棕壤是湖北省主要地带性土类
,

面积约 600
.

1 万 hm
Z ,

占湖北省土地总面积的

1 / 3
,

主要分布在鄂西北山地
、

鄂北岗地
、

鄂中丘陵和鄂东大别山低 山丘陵区
,

其中耕地约

有 58
.

3 万 知m Z ,

余为落叶一常绿阔叶林一针叶林覆盖
。

成土母质主要为第四纪上更新统黄

褐色亚粘土 (Q
3
)

、

其次是砂页岩
、

花岗岩
、

花岗片麻岩和安山岩等风化产物
。

研究黄棕壤

中各微量元素的环境地球化学特征
,

对于湖北耕地合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
、

保护土壤环

境
、

防治动植物缺素症和地方病具有重大意义
。

1 材料和方法

样品采集

以黄棕壤各亚类及土属 (成土母质类型 )为采样基本单元
,

在湖北省黄棕壤地带确定 32 个采样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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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每一剖面分三层采集
,

即表土层 (0一 20e m )
、

心土层 (2 0一 60 e m )和底土层 (60一 10 0e m )
.

取土样时

注意只采集未与铁质取土器器壁接触的土体
。

土样经风干研磨后过 20 目 (测有效态含量)和 100 目尼龙

筛 (测总含量)制成分析样品
,

贮于塑料瓶中备用
。

1 .2 样品的化学分析方法

黄棕壤理化性质分析测试均根据文献 [2 l进行
。

土样中 B 的总含量和有效态含量姜黄素比色法测

定
,

其它微量元素 (Mll
、

Fe
、

Cu
、

zn
、

M o )的总含量和有效态含量均用原子吸收法测定 [l, ’〕
。

测总含量时用

王水一高氯酸法消解样品
,

消化物用热的 lm ol / L H C I溶液浸提
。

有效态 B 用热水溶液浸提
,

有效态

Mh
、

Fe
、

Cu
、

zn 均用 D 汀p A , C aC I厂T E A溶液 (pH7
.

3 )浸提
,

有效态 Mo 用草酸一草酸按溶液 (p H 3
.

3) 浸提
。

2 湖北省黄棕壤微量元素含量

2
.

1 黄棕壤表层微 , 元素总含,

湖北省黄棕壤表层微量元素总含量列人表 l( 本次分析结果与此前数次有关监测的平

均值
,

下同)
.

表中同时列出了全国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平均值 [4, ’]和世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

平均值[6]
。

由于分析数据多服从正态分布
,

表 1 及下文中的平均值均指算术平均值
。

表 1 湖北省黄棕坡表层徽一元索总含,

T ab le 1 To tal
c
on te n ts o f s

om
e m ieroc leme nts in the

e
Pi pe d o n o f Hu 悦 1 y

ello w b r o w n sof l (爬 / kg )

土 壤 项 目 B M n
Fe C u zn M O

Sof l Ite m

黄棕壤

(土类)

平均值

范围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4
.

1 x 10 4

1
.

8 ~ 9
.

3 x l0 4

2
.

3 x l0 4

36
.

9 9 2

2 5
.

2 ~ 3 5 0
.

7 3 9 9
.

0 ~ 12 9 0
.

0

3 15
.

8

9
.

6 ~ 144
.

1 2 2
.

7 ~ 17 0
.

9 0
.

2 ee Z
.

l

3 9
.

9 %

7 10
.

0

8 5 0
.

0

5 6
.

1%

3
.

0 x l0 4

3
,

8 x 10 4

4 3
.

9%

10 0
.

0

4 4
.

4%

内了n

:
,且,‘全国土壤

世界土壤

平均值

平均值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湖北省黄棕壤中微量元素的总含量除 zn 和 M o 之外均高于全国土

壤平均值
,

除 M n 和 M o 之外均高于世界土壤平均值
。

黄棕壤中六种元素的丰度从大到小

的顺序与全国土壤中其平均丰度的顺序基本一致
.

黄棕壤中各元素丰度的变异系数均较大 (40 % 以上 )
,

其中 B
、

Cu 丰度的变异系数超过

10 0%
,

说明不同母质发育的黄棕壤微量元素含量有很大差别
.

花岗片麻岩上发育的黄棕

壤中硼的总含量 一般 < 30 mg 吨 (如新洲 区该类岩石上发育的黄棕壤中硼 的总含量仅约

1 1m g瓜g )
,

即主要是 因为岩浆岩类母质含硼量低
.

可以认为
,

成土母质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是决定黄棕壤中微量元素总含量最重要 的因素
.

2. 2 黄棕城表层微 , 元素有效态含l

黄棕壤土类及其三个亚类土壤 (黄棕壤
、

暗黄棕壤和黄棕壤性土)表层微量元素的有

效态含量及土壤缺素的临界值含量 [4, ’]列人表 2
.

从表 2 可见
,

黄棕壤及其亚类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态含量除 M n 、

Fe 较高外
,

B
、

Cu
、

zn
、

M o 含 量 均 低于 临 界 值
,

显 示 出 黄 棕壤 对 植物 的 供 素 水平 较低
.

其 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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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湖北省黄棕坡表层撇, 元索的有效态含t

T a b le 2 C o n te nts
o f s

om
e
av ai labl

e
而

e

溉leme nts in the
e
Pi pe don

o f H ube i yellow b ro w n 5 01 1 (mg / kg )

土 壤 项 目 B M n 民 Cu zn M o

黄棕壤

(土类 )

平均值

范围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临界值

0
.

3 2

0
.

0 1 ~ 0
.

9 5

0
.

0 2

6
.

3%

3 3
.

2 7

9
.

4 6 一 4 9
.

3 4

7
.

8 0

2 3
.

4 %

16
.

8 1

6 4 1 ~ 2 9 3 2 0
.

3 3ee 0
.

8 1 0
.

4 6 ~ 1
.

2 8

2 9
.

9%

18
.

7 3

18
.

6 6

12 6 8

1 5
.

4% 19
.

8%

0
.

0 4

0
.

0 2 ~ 0
.

10

0 0 2

5 0
.

0%

35
.

3 6

30
.

2 7

9 6 0
.

0 5

8 8 0
.

0 4

6 5

.

5 0
.

1 5

,了11000了0工f曰黄棕壤

暗黄棕壤

黄棕壤性土

全国土壤

3 l

3 5

3 5

50

C u < 1
.

o m g /k g
,

有效 zn
< 1

.

om g / kg
,

有效 M。 < 0
.

lm g / kg
,

均属严重缺乏 (田间试验 已证

明在湖北黄棕壤上施上述微肥对许多作物有增产效果 )
。

除 B 外
,

其它有效态元素在各亚

类土壤中的含量一般为黄棕壤 > 暗黄棕壤 > 黄棕壤性土
。

相关分析表明
,

湖北黄棕壤表

层中 Zn 和Mo 的总含量与有效态含量之 间呈极显著相 关 (r 二 = 0
.

7 6 * * , ; 施 = 0
.

5 7 * *
)

,

表

明湖北省黄棕壤中 zn 和 M o
总含量丰缺对其有效态含量有重要影响

.

而 B
、

M n 、

Fe
、

Cu 四

种元素的总含量与有效态含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

另外
,

从表 2 所列变异系数看
,

除

Mo 外均显著小于总含量的变异系数值
,

可见不同母质发育的黄棕壤中有效态元素含量差

异不及总含量差异大
。

2
.

3 黄棕坡微t 元素的活化率

土壤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 占总含量的百分比
,

我们称之为微量元素活化率
。

它可以

反映出土壤 当前的和潜在的供素水平
。

从湖北省黄棕壤中六种微量元素的活化率来看
,

除 M n
(4. 2 0% )和 M o (4. 4 4 % )较高外

,

其 它微 量 元素的 活 化率都较 低 (Cu 1
.

79 %
,

Zn
0

.

9 3%
,

B 0
.

3 5%
,

Fe 0
.

0 4% )
。

3 湖北省黄棕壤微量元素含量的剖面分布

3
.

1 微 . 元素总含t 的剖面分布

微量元素总含量在黄棕壤剖面不 同土层中的分布见表 3
,

可以看出各种元素的总含量

一般以心土层最高
。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该地区黄棕壤成土过程的特点有关
。

在北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下 (年均温 15 一 18 ℃
,

年降水量 9 00 一 1 300
rn r n

,

)
,

一方面
,

黄棕壤表层有机

质分解强烈
,

腐殖质积累及其对微量元素的吸附固定作用较弱
.

另一方面
,

土壤 中矿物风

化和淋溶作用较强
.

不仅原生矿物较迅速地风化释放出元素
,

而且雨季的丰沛降水 (4 一 8

月降水占全年的 60 % )易使其从表土层 向下淋失到心土层淀积
.

在我们采集的湖北黄棕

壤心土层 土样中铁锰凝絮体和凝团普遍存在 (照片 1)
。

气候的干湿交替亦使粘粒的形成

和淋淀十分活跃
,

在黄棕壤 中常形成明显的粘化层 (Bt )
,

其粘粒含量显著高于上下 土层
.

对鄂西北
、

鄂北黄棕壤 的微形态观察表明
,

其心土层孔隙壁上淀积着光性定向粘粒胶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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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释放
,

有机质分解时造成的局部还原条件又能使 Fe
、

M n 还原为低价态
。

心土层较高含

量的粘土矿物和铁锰氧化物对微量元素的吸附作用
,

又常使微量元素固定在其表面或进

人粘 土矿物晶层 中成为半固定的无效态
.

心土层中的粘化层将表土层与底土层
“

隔离
”

开

来
,

使有效态元素难以下移
,

加之底土层 中微量元素总量不高
,

有机质含量亦低
,

因此其元

素有效态含量很低
。

湖北黄棕壤表土层有机质含量一般 < 2%
,

平均含量 为 1
.

55 %
。

腐殖质中胡敏酸与

富里酸的 比值 (H A / FA )一般 < l
。

表 土层 p H 值平均为 6
.

1
。

B e吧e r
、

p ag e 和 p ad en 等人

认为有机质含量 与水溶态 B 之 间呈 正相关
,

且在酸性 土壤 中影 响最大 [7, 8〕
.

Si nan p牡发

现在 土壤 中加人有机质后
,

土壤代换态 M n 和植物 M n 含量都有提高 [9]
,

Law to n 指 出只

有当有机质含量超过 1 5% 时 M
n 活性才会下降 [l0j

。

Fo lle tt 和 Li n ds ay 等证明 D TPA 提取

的有效 zn 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l ‘〕
,

H ed g son 等认为土壤 中 60 % 的可溶

态 z n 是与富里酸等络合的[l2,
‘3]

。

有机质对 C u 活性 的影响有不 同的报导11 4]
,

但多数学者

认为胡敏酸能与 C u 形成不溶的络合物而降低 C u 的活性
。

M ul de
r
发现在有机质含量较

高的土壤中有效 M 。 缺乏 [1 ’]
,

而 国内曾有报道 当土壤有机质含量不高时有效 M。 与之呈

正相 关 [1 6]
。

我们计算了湖北黄棕壤表土层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与有机质含量的相 关系

数
。

结果表明
,

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一般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 关
,

只有

有效 Fe 与有机质含量相关性略低于显著性水平
。

这一计算结果与前述报道基本一致
,

反映了在有机质含量不高且富里酸多于胡敏酸的微酸性土壤中有机质对元素活性影 响

的特征
.

土壤理化性质对元素有效态含量剖面分布特征的影 响亦不可忽视
。

湖北省黄棕壤

普遍 呈微酸性反应 (p H S
.

o 一 6
.

8)
,

无游离 CaC O
3和石灰反应

。

湖北黄棕壤三个亚类土壤

的酸度均有随剖面深度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

在 p H S
.

0 一 7
.

0 范围内
,

一般认为 Fe
、

M n 、

z n

的活性随土壤酸度升高而增大 [l7,
’8

,

’0]
,

B
、

M 。 的活性随土壤酸度 升高而减小 [7, ‘9
,

加]
,

酸度

对 c u 的活性影 响不大 [l 6]
。

相关分析表明
,

湖北黄棕壤 Fe
、

z n 有效态含量与 p H 值呈显

著负相关
,

M n 、

C u 有效态含量与 p H 值相关性不显著
,

只有 B
、

M o
有效态含量 与 p H 值呈

极显著正相 关
。

氧化还原 电位的影 响主要在于
,

氧化环境 中矿物和有机质易于分解
,

向

土壤 中释放可溶性微量元素
;
较高 Eh 值下 5 2

一

减少 因而 C u
、

Z n 的活性有所增加
,

但 Fe
、

M n
则以高价态存在而 活性有所降低

。

少数样 品的测 定表明湖北 黄棕壤氧化还原电位

从表 土层至底土层略有升高
。

表土层 Fe
、

M n
有效态含量较高与有机质分解造成 的还原

环境密切相 关
.

生物活动与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也有一定关系
。

一般而言
,

生物活动分泌的有机酸
,

能活化
、

富集矿物中的元素
.

调查 中发现某些片麻岩上发育的黄棕壤表土层有效 zn 含量

比心土层和底土层高 1
.

5 一 2 倍
,

其表土层生物活动较旺盛是一个重要原因
.

综上所述
,

微量元素有效态含量在剖面 中的分布特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合
,

这些 因素对不 同元素的
.

影响不同
,

因而剖面分布廓线仍各有不 同特点
。

针对湖北黄棕

壤中微量元素总含量较丰富
、

有效态含量较缺乏及其总含量
、

有效态含量 的剖面分布特

点
,

作者建议对黄棕壤旱地在进行深耕的同时
,

需多施有机肥
,

以利于提高微量元素的

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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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
.

湖北省黄棕壤 B
、

M ll、

Fe
、

Cu 等微量元素的总含量较丰富
,

Zn 的总含量略低
,

M O 的

总含量缺乏
。

2
.

湖北省黄棕壤 B
、

C u
、

Zn
、

M。等微量元素的有效态含量缺乏
,

其中有效 Cu
、

zn
、

M o

严重缺乏
。

3
.

B
、

C u 等元素有效态含量缺乏主要是 因为其活化率较低
,

M O 的有效态含量低主要

是由于土壤 中其总含量太低
,

Zn 的有效态含量低则因为不仅其总含量不高
,

活化率也较

低
。

4
.

在湖北省黄棕壤剖面中
,

B
、

M n
、

Fe
、

Cu
、

Zn
、

M o 等微量元素的总含量分布均以心土

层最高
,

而有效态含量分布则均以表土层最高
,

这与黄棕壤成 土过程特点及理化性质有

关
。

5
.

湖北省黄棕壤 zn
、

M o 的总含量与有效态含量间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
除 Fe 外

其它微量元素的有效态含量均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 在湖北省黄

棕壤表土层的酸度范围内
,

B
、

MO
的有效态含量与土壤 p H 值呈极显著正相关

,

而 Fe
、

zn 则

呈显著负相关
。

致 谢 衷心感谢谢振翅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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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平博士
、

吴胜军硕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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