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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土胶体的矿物粗成
关

前 冀 泉

褐土广布我国华北地区
,

常与棕色森林土和浅色草甸土相伴发生 l1, 习。 关于华北地区

揭土的发生类型
、

形成环境
、

分布规律以及演变过程的研究
,

已有群相报告 [z1 ,

本文拟就粘

土矿物粗成方面阐明揭土的性盾
,

特选 出几个土壤剖面
,

分离其胶体 (小于 1 微米) 部分
,

进行矿物粗成的研究
。

一
、

土壤胶体的化学性厦

土壤胶体的化学分析粘果列于表 1 。 二氧化硅和铁铭二三氧化物的分析桔果表明
,

除

发育于石英盾变盾岩风化物上的淋溶褐土 S心
2

含量较高 (表层为 41
.

03 多
,

其他土层 为

朽一穷 % )外
,

其余土壤都在 杜一书多 之简
。

A1
2 0 3 的含量变化于 18

.

斗- 2 5
.

8 外 之简
。

Fe
Zo 3

的舍量变化不大
,

一般在 9一n %
,

有个别土层低至 8. , 另或高达 犯
.

6 多
,

粘化层

F e

户
;

较高
,

可能与粘粒表面氧化跌胶膜的淀积有关
。

各剖面 中硅招率和硅铁率变化不大
,

与苏联塔吉克斯坦的揭土胶体[31 相似
,

比山东省

棕色森林土胶体[sl 的硅招率 (2. 6一佗
.

9 ) 和硅跌率 (10
.

3 一13
.

斗) 较高
,

靓明褐土胶体部分

F屯0 3

和 AI
2 0 3

的相对合量比棕色森林土为低
。

硅铁貂率在 2
.

5一 3
.

1 之简
,

表明这些土壤

中的粘土矿物主要是云泰
。 K 2 0 舍量为 2 .2 一3 %

。

如以云泰平均含 K 2 0 6 多卦算
,

那末
,

这些土壤胶体中云泰合量可 高达 3 5一50 务
。

褐士胶体阳离子交换量为每百克 4 5一60 毫克当量
,

比云泰的阳离子交换量 (每百克

10 一 4 0 毫克当量 ) 高出很多
,

表明褐土胶体中除云泰外
,

还可能含有阳离子交换量较高的

粘土矿物
,

如蛙石
、

檬脱石和水郊英石等
。

浅色草甸土各层土壤胶体的阳离子交换量较低

(31 一朽 毫克当量 )
, K刃 含量斡高 (2

,

7一 3 % )
,

表明其中所含云泰较多
。

二
、

粘土矿物锰定

土壤胶 体中粘土矿物的豁定虽较单越粘土 (兑图 均为因难
,

但将土壤胶体用镁离子饱

和
,

并握甘油化后制成取向薄膜
,

在 x 射枝衍射仪上进行分析
,

可以得到半定量的桔果
。

根据分析桔果 (图 2一6 )看来
,

华北平原褐土中的粘土矿物祖成十分近似
,

主要是云泰

(1。入)
,

其次为蛙石(1斗入)和高岭石(7入)
,

再次为漾脱石(1 8入)和夹层矿物(n
.

4 入)
。

此

外
,

各层中都舍有胶体石英(3
.

3 , 入)
,

估舒豹占重量的 、一 8 %
。

所有的差热曲钱 (图 7一s) 都基本上相同
,

从 5卯℃ 附近的亘大吸热谷显然可以看出

水

本文第 工
、
l 两部分分别于 1 9 5 8 年和 1 9 6。年在土壤学报 6 卷 2 期和 8 卷 2 期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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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泰作为主要粘土矿物而存在
。

因蛙石
、

漂脱
、

高岭和石英的合量过低
,

故在差热曲袋上

看不 出其热反应
,

但是
,

第一个吸热谷面积较大
,

这反映了有漂脱
、

蜓石或其他亲水性较张

的矿物
,

如非晶质敛貂二三氧化物
、

水绍英石等的存在
。

至于 20 。一 3 00 ℃ 处不大的吸热

谷
,

一般欲为这是少量二三氧化物矿物(斜敛矿和三水貂矿)存在的标志
。

表 1 褐土和浅色草甸土的理化性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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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1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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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所分析室王兆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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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淑琳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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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我们还对河南省黄土性母盾上发育的棕褐土
、

淋溶褐土
、

褐土和黄褐土的

胶体进行了 X 射耪分析(图 9一 12 )
。

所得拮果亦与华北平原褐土胶体大同小异
,

蛙石舍

量随剖面向上增多
,

甚有规律
。

各种土壤之简粘土矿物粗成的差异与其母盾来源和形成环境有关
。

发育于石英盾变

盾岩风化物上的淋溶褐土和发育于真岩上的棕揭土几乎不舍檬脱石
,

但舍有显著的累托
-

云泰夹层矿物 (晶层筒距为 11 .4 入)
。

其余发育于黄土性母盾上的土壤则都合有或多或少

的漾脱石
,

但看不出有夹层矿物的存在
。

三
、

尉 箫

褐土形成于较干旱的气候条件下
,

淋溶不盛
,

土壤胶体尚为钙镁等盐基所鲍和
,

故粘

土矿物在成土过程中的变化不大
,

还停留在脱钾阶段 [v] 。

云泰晶层简钾离子被释放可形成

蛙石
。

夹层矿物的产生和蛙石含量随剖面向上增多
, K刃舍量减低可作为脱钾作用 的征

据
。

粘化是揭土的特征之一
。

从分析精果看来
,

粘化层的粘土矿物祖成没有什么特殊之

处
,

可能粘化作用只是粘粒的移动
,

不涉及粘土矿物的新生
。

黄褐土位于褐土带的最南端
,

环境比较湿热
,

云泰合量显著降低
,

而蛙石和豪脱则相

应增多 (图 1 2 )
。

粽上所述
,

我俨款为云泰和蛙石是褐土的特征粘土矿物
。

H
·

H. 安吉波夫
一
卡拉达耶

夫阎对塔吉克斯坦山地褐土胶体(< 0. 2 微米)的研究拮果
,

也同样款为漾脱和云泰是褐土

的主要粘土矿物
,

与我们的桔萧是基本上一致的
。

A
.

H
.

罗赞带夫间 和 H
.

H
.

高尔布带

夫 [41 欲为康拉
一阿拉克斯低地灰褐土的粘土矿物以拜来石化的水云母为主

,

与以拜来石和

壕脱石为主的灰钙土和栗钙土有所不同
。

关于褐土的矿物祖成
,

中外学者都研究得不够
,

今后必须从土壤发生学的观点研究褐

土及其相邻土类的粘土矿物祖成
。

四
、

桔 兼

揭土胶体的特征是土层周矿物祖成变化不大
, F屯0 3

和 A1
2 0 3

移动不甚显著
,

粘土矿

物还停留于脱押阶段
,

以舍云泰和蜓石为主
。

在黄土性母盾上形成的褐土与在变盾岩风

化物上形成 的褐土
,

粘土矿物粗成微有不同
,

前者含有少量漾脱石
,

而后 者刻 含有少量

n
.

斗入的夹层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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