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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碱金属是指
、 。

以外的 ’
、 、 , 三个元素

。

它们在自然界含量低
,

如地壳

中含 平均为
,

为
,

为
,

三者的比值为 ‘ 目前
,

在地

质科学中
,

以稀有元素作为地球化学指示剂应用越来越广
。

关于土壤中稀有碱金属的研

究报告至今不多
, 。

研究土壤中稀有碱金属的含量和分布特征对于探索风化和成土 过

程是有益的 。

本文根据 近年来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积累的一些资料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土壤样品和分析方法
健

样吕 供试土坡样品采自广州市郊的区
、

县 海南岛 天津市郊县 新弧的吐鲁番盆地
。

样品经室

内风干
,

挑去植物残体和砾石后
,

用玛瑙研钵磨细
,

过 目筛
,

贮存备用
。

分析方法 铿用硫酸
一

氢氟酸消化
,

火焰原子吸收光度法测定 钩
、

艳和钾
、

钠用中于活化分析法

测定 将土样与标准样一同放入核反应堆活性区中心孔道
,

照射 小时
,

中子通 为 卜 ” 中于

厘米
’ ·

秒
。
在不同的衰变时间内

,

利用高分辨率探测器侧量 卜能谱
。
经 内 。, 小型计算机数据处

理
,

将土样与标准样比较
,

求出土样中
、 、 、

的含量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土城中
、 、 ,

含 与母质的关系

供试土样中
、 、

的含量列人表
。

从平均含量来看
,

除了广东的土壤中的

外
,

其余的都接近地壳中
、 、

的平均含量值
,

特别是天津地区的土样更是如此
,

而

且变异系数小
,

均低子
,

天津地区的上壤母质皆为近代冲积物
,

各种矿物颗粒在搬运

沉积过程中又经过混合
,

所以相对比较均一
。

这可能是该地土壤中
、 、 ,

含量变异

系数小的主要原因
,

这三个元素的比例关系 , 呼 巧 也非常接近地壳的平均值
。

广东的土壤中 以
、 、

三个元素含量高低相差悬殊
,

钮含量相差 倍
,

而
、 。、

则分别为 倍和 多倍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可能有二
,

一是该地土壤母质类型多
,

如

花岗岩
、

石灰岩
、

砂岩
、

玄武岩和冲积物等 二是该地处于热带和南亚热带
,

高温多雨
,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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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壤中镶
、

物
、

艳的含   
侧 口

全三匕…亡
表 土典类型

、

母质与鲤
、

枷
、

艳含通的关系

川价一…
一

今一
扮

夯

风化强烈
,

各类土壤的淋溶条件相签较大
。

如表 所示
,

由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 ,
、 、

,

的含量比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低得多
。

所以
,

由玄武岩发育成的砖红壤三种元素的含量

也就偏低
。

即使皆为花 岗岩母质的红壤
,

它们的
、 、

的含量也 有差别
,

但是
,

仍然

高于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
。

因此
,

成土母质不同对土壤中
、 、

含量的影响比 卜壤

类型似乎吏显著一些
。

二 土壤中
、 、

的地球化学特征

土壤中的碱金属除了稀有的
、 、 ,

三个元素外
,

还有钾与钠两个大量元素
。

土

壤中稀有碱金属和大量碱金属的关系也是值得重视的
。

为此
,

我们统计了两者的相关系

数
,

列人表
。

由表可见
,

土壤中的
、

与 虽然都属于碱金属
,

但基本上不存在任何

相关关系
,

而 与 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夭再扒 龟。’
,

由于 的离子半径 , 与 的

离子半径 相近
,

且化学性质又很相似
,

吞岩石
、

矿物中就有着良好的共存关系
。

这种

关 系经风化成土过涅后仍深刻地残留在土壤中
。

尤其是在广东的土壤中
,

和 的相关

性更为显著
,

如将海南岛 个土样
、

广州 个土样分别统计的话
,

海南岛的相关系数为

。 ,

广州的为
。

这样高度相关
,

表明广州
、

海南土壤中 含量高低基本上取

决含钾矿物的多少
。

在天津地区的土壤中
、 、 , 与 呈极显著负相关 夕 ,

这种负相关在

吐鲁番盆地和
一

东的土壤中则完全不存在
,

是否与天津地认的
一

镶母亩铃 为滨海沉积物

有关
,

还是因为吐鲁番盆地和广东的土壤母质类型比较复杂
,

掩盖了它们的相关性
,

还 仃

待进一步研究
。

在地球化学上
,

属于易迁移元素
。

为了探索在盐渍土形成过程中
,

是否与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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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土滚中
、

‘
、

与
、

的相关系橄

样样品数数

 吕吕

农 土族含盐 与视的关系

土土 城城 深度 厘米 全盐 口

盐盐土 一
。

,,
。

一  
。

 ,
。

今今

盐盐土 一
。 。

呜呜

一
。 。

盐盐土 一  !
。 。

,,

,,, 一
。

弓
。

农 土城中肠
、

肋
、

与土粒的相关系橄

地地区区 样品数数 。
·

毫米米
·

, 毫米米

’

天天津津
。

     
。

       
。

广广州州
。

 ,
。 。

略

同时富集
,

为此
,

我们将吐鲁番盆地的几今盆土中的含盐量与铿的含量进行比较 表
,

由表可见
,

含盐量高的表土
,

并没有发生 的蓄集
,

其含量甚至比含盐少的底土低一些
,

这一点与表 的统计资料也是一致的
。 ’

伊万诺护研究苏联的盐
毗

时
,

也得到了向样
的结论

。
一

‘

粉介 、

土壤中化学元素向哪一拉级的土粒富集是其分布的, 个重要特征
,

我们山曾发现土

壤中 的含 与大于 毫米的土拉呈正相关
,

而
、

等则与小于 毫米的土

粒呈正相关
。

那么一价的稀有碱金属又是如何分布的
,

为此
,

我们统计了
、 、

与土

壤颗粒的关系
,
结果列人表

。

从
、 、

与土粒粒径的相关系数来看
,

与小于 。 毫

米或小于 。 , 毫米的土拉呈正相关
,

天津地区的相关性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准 ,
。

但是
,

广州土城中。 达到了显著水准 。
,

接近 。 的水准
,

则未达

到此水准
。

大体上说
,

稀有碱金属
、 、 ,

与稀有元素 不同
,

都有向细土拉富集的

趋 势
,

特别是 更为显著
。

这可能与 的水化能比
、

的水化能小有关
。

若月
‘,
等

的研究也证实 与粘土的亲和胜最大
。



期 杨国治: 土壤中稀有碱金属的研究 119

却 三
、

小 结

1.初步揭示了我国南北方土壤中稀有碱金属 Li
、

R b

、

c
:

的含量及其变化幅度
,

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受土壤母质的制约
。

2

.

土壤的稀有碱金属中只有 R b 与碱金属 K 有着良好地共存关系
,

所以土壤中 R b 的

含量似乎取决于含钾矿物的多少
。

3

.

在地球化学上 Li 虽属易迁移元素
,

但并不与盐土中的含盐量呈正相关
。

4

.

稀有碱金属 Li
、

R b

、

c
。
都有向细土拉富集的趋势

,
特别是 c

。
更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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