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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土壤粘粒矿物特征与土壤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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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 了海南岛不同母质土壤的粘粒矿物特征
:

都含有较多的高岭石
,

其中玄

武岩发育土壤粘粒 中高岭石最多
,

但其结晶最差
。

片岩 和紫色砂岩发育土壤含相当多的水 云

母
,

粘粒部分水云母含量高达 40 % 一
45 %

,

石 灰岩发育 土壤水云母含 量亦较高
,

达 20 % -

37 %
,

此类水云母属二八面体型的水化白云母
。

玄武岩和花岗岩发育的
“

湿润
”

土壤粘粒中针

铁矿与赤铁矿的含量之 比为(3
一 4 )

: 1
,

而花岗岩发育的
“

常湿
”

土壤粘粒中只有针铁 矿
,

不 见

赤铁矿存在
,

证明土壤中氧化铁矿物的类型是土壤湿润状况 的反应
,

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

可 以用来区分
“

湿润
”

和
“

常湿
”

土壤 的一个指标
。

关键词 海南
,

粘粒矿物
,

土壤系统分类

中图分类号 5 152
,

1

海南省位于我国的南端
,

属热带地区
,

土壤 中矿物风化最强烈
,

是研究矿物风化和演

变规律的最佳地区
。

我 国的土壤学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
,

从不同的角度对该地

区土壤进行粘粒矿物风化演变的研究 〔’
一 ’〕

,

但其研究不够系统
,

有些资料很难相互 比较
,

特别是该地区的特征矿物一氧化铁矿物研究更少
。

为此
,

我们对该地 区不同母质土壤的

诊断层 (B 层
,

个别为 A B 层 )进行粘粒矿物分析
,

为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提供矿物学指标
,

并对该地区土壤的粘粒矿物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

1 供试土壤和研究方法

1
.

1 供试土壤

根据反映成土作用的诊断层 和或诊断层特性的差异进行系统分类研究 的需要
,

本研究所 采用的 土

壤以 B 层为主
,

部分为 AB 层
,

现将土壤的基本情况列于表 l
。

1
.

2 研究方 法

1 2
.

1 颗粒分离 土壤标本用稀盐酸调节悬浊 液 p h 3
.

5 左右
,

用 30 % 浓度 的 H 2 0 :
去除有机质

。

加

适量的 1 m ol L
一 ’N a o H 溶液使悬液 p H 7

,

3 左右
,

用 自由沉降法 提取小于 2 拜m 粘粒
,

如此重 复提取
,

直 至

悬液中无小 于 2 拜m 粘粒为止
。

将 收集起来 的粘粒悬浮液中加少量稀盐酸酸化
,

使悬浮液 pH 呈微酸性
,

再用 1 m ol L
一 ’c ac 哒聚凝

,

离心倒去上清液
,

并用蒸馏水洗去多余的 c aC I:
,

在 60 ℃ 以下烘干
,

磨细后备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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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2
.

3

游离氧化铁的测定

全铁和全钾的测定

用连二亚硫酸钠一柠檬酸钠一重碳酸钠法去铁
,

邻啡罗琳 比色法测定
。

用 H F 一 H cl o 4
消化

,

铁用邻啡 罗琳 比色
,

钾用火焰光度计测定 [“j 。

表 1 土壤的基本情 况

T a 叹 e 1 Th
e

b
a s ic s jru a tio n of th

e s tu dje d
s oi l

s

编号

S
a m Ple

5
0 11 tyP

e

采样地点

助
e a lity

母质

Pa
re

n t

m a te ri a l

采样深度

D e Pth

土壤类型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川

Ch in e se 阳11 tax
o n o m ie

土壤分类 [5j

5
0 11 c la s s ifi

e a ti()n

c la s s ifi e歌io n

H E
-

(刃 琼山十字路

琼山云龙

昌江五下

昌江石碌

琼中阳江

澹 州乌石

定安雷鸣

安定县城

乐东尖 峰岭

(海拔 12 00 m )

乐东尖峰岭

(海拔 slo m )

乐东尖 峰岭

(海拔 4 60 m )

玄武岩

玄武岩

石灰岩

玄武岩

紫色砂岩

片 岩

砂 页岩

海相沉积

15 一
30

H E
一

10 25 ~ 50

HW
一

16 15 ~ 4 0

HW
一

18 8 一 27

HW
一

0 8 巧
一

35

HW
一

0 9 14 一 35

H E
~

0 7 18 一 30

H E 刊拓 10 ~ 30

普通湿润正常新成 土

盐基简育湿润铁铝 土

石质钙质湿润雏形土

淋溶钙质湿润雏形 土

酸性紫色湿润雏形 土

普通铝 质湿润雏形土

斑纹简育湿润富铁土

盐基简育湿润铁铝土

砖红壤

砖红壤

标色石灰土

红色石灰土

紫色土

赤红壤

赤红壤

砖红壤

HW
一

2 1 花 岗岩 12
~
3 7 腐 殖铝质常湿雏形土 黄 壤

HW
一

2 2 花 岗岩 9 一 3 0 普通铝质常湿雏形土 黄 壤

HW
一

24 花 岗岩 10 ~
2 9 红色铁质 湿润雏形土 赤红壤

1
.

2 4 x 射线衍射分析 用 c u K 。
和 Co K a

辐射
,

在 日本理学 D / m ax 一 m C X 射线衍射仪上进行
。

甘

油一水薄膜法鉴定粘土矿物
,

辐射用 Cuk
Q ,

管压 35 kV
,

管流 巧 m A
,

氧化铁矿物用无定向粉末 法
,

辐射用

co k。
,

管压 32 kv
,

管流 巧 m A
。

以上两种分析的发射狭 峰
、

接收狭峰和散射狭峰都分别为 1
。 ,

0
.

巧 m m 和

l
“ ,

以闪烁计数管探测
,

测角仪每分钟转 2o (2的
。

2
.

5 差热分析 在 日本岛津 D T 一
30 B 热分析仪上进行

,

升温速度 巧 ℃ m in

1
.

2
.

6 s m o z L
一 ’N a o H 溶液处理 将 2 9 左右的粘粒放人镍锅中

,

加入 s m o z L
一 ‘N a o H Zoo m z

,

加 盖
,

煮

沸 l h
,

然后用 5 m o l L
一 ’N a o H 溶液离心洗一次

,

用 0
.

5 m o l L
一 ’H e l离心洗一次

,

0
.

5 m o l L
一 ’

(NH 4
)
Z e o 3

离

心洗两次
,

最后用蒸馏水离心洗两次
,

lro ℃烘过夜去除残余的 (N氏 )
Z c o 3 ,

磨细备用 [7 〕。

2 结果和讨论

2
.

1 玄武岩土壤粘粒矿物特征及其演变

2
.

1
.

1 土壤的理化性质 从表 2 可以看到
,

玄武岩发育的成土年龄从 只有 1 万年左右

的新成土到 13 3 万年左右的高度发育的铁铝土
,

p H 由 6
.

57 降低到 5
.

27
,

c E c : 由 20
.

81 降

到 3
.

84 c mo l k g
一 ‘ ,

而粘粒含量由 33
.

1% 增加到 64
.

6 %
,

这说明热带气候条件下成土时间

对土壤性质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
。

粘粒是土壤 中活性 较大 的部分
,

粘粒 中的氧化铁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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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分和有机质的作用下
,

易于活化和老化
,

从而在形态上和表面性质上产生变化
,

随着

成土作用粘粒中游离氧化铁含量 由 1 12
.

2 9 k g
一 ’

增加到 12 1
.

3 g k g
一 ’ ,

而全铁则由

k g
一 ’减少到 173

.

5 9 kg
一 ’ ,

铁的游离度随成土作用而增加
。

19 4
.

1 9

表 2 玄武岩发育的土壤的理化性质

T ab le 2 Th
e phys ie al

a n
d

e
h

e m ie al p ro p e rt ie s o f the 5 0 115 d e d v e
d fro m b as al t

粘粒部分 C一叮 fra
e t so n

成土年龄
‘)

5
0 11 a g e

x l扩
a B

.

P
.

)

p H C EC7

(H Z
o ) (

C m o
l k g

粘粒含量

Cl
a y( < 2 产, m )

) (% )

游离铁

Fr
e e iro n

全铁
游离度

Th
e Pe r e e n ta g e

of fre
e iro

n in

全钾

lb ta l

(F一 0 3 ,

9 k g 一 ) (F一O : ,

g
po ta s s lu m

to ta一iro
n

(% ) (K
Z
o

,

9 kg
一 ’

)

ron比

76

:
一、�,、H W

一

09 6
.

57 2 0
.

8 1

H E
一

10 13 3 士 18 5
.

27 3
,

84

3 3
.

1

64
.

6

1 12
.

2

12 1
.

3

19 4
.

1

17 3
.

5

l) 表中的成土年龄为下伏 的玄武岩的年龄
,

引 自文献「刚

价寸人O
·

洲的叫O

、 圣 人一三一天一
谈之蕊人一

一

—一二
L ~ ~ 一- - 一- 一- - - - 上 - - - - -

-
~

-
J 」 l 。

.

⋯ l

2 8 1 4 2 0 2 6 1 5 2 0 2 5 3 0 3 5 4 0 4 5 5 0

X
一

射线衍射谱 2 口(
0

) C o k a

X
一r ay d iffr

a e t io n Pa tt e r n

X
一

射线衍射谱 2 口(
o

) C u k a

Y
一 r a v d lf斤a e ti o n p a tte rn

图 1 玄武岩发育的新成 土 ( H E
一09) 和铁铝土

( H E
一

10 )粘粒的 x
一

射线衍射谱

Fi g
.

1 Th
e X

一

ra y diffr a e tio n p a tte rn
o f th e e la y fr a e ti o n i n

阳m 、
0 1( H E

一

0 9 )
a n 〔1 Fe

rro l
s o

l ( H E
一

10 ) d
e 石v . :

d fr o m b as al t

图 2 s m ol L
一 ’N a o H 处理后新成土和铁铝土粘

粒 的 x
一

射线衍射谱

Fig
.

2
‘

Fh e X
一 ra y dlffi 习 e t io n p at te rn

o f the c la y fr a e t io n in

pri m o so l a n d Fe rr o
l
s o
一tre a te d 卜y 5 rn o l L 一 1 N a o H

2
.

1
.

2 粘粒矿物特征与演变 玄武岩发育的新成土 ( HE 0 9) 和铁铝土 ( H E1 0) 粘粒矿物

组成有明显的差异 (图 1 )
,

新成土除了以结晶差的高岭石 ( 0
.

72 1 n m
,

0
.

357
n m )为主外

,

还

含有一定量 的埃洛石 ( 1
.

10
n m )

、

蒙皂石 ( 1
.

80
n m )和水云母 ( 1

.

ol n m )
,

而铁铝土高岭石的

衍射峰明显增强
,

并有较多的三水铝石 ( 0
.

4 85
n m )和铝蛙石 ( 1

.

42
n m )

,

未见有蒙皂石和

埃洛石存在
,

水云母的峰也极不明显
。

由粘粒的全钾含量估算
,

新成土粘粒 中大约含有

5
.

7 % 水 云 母
,

而 铁 铝 土 粘 粒 约 含 有 3
.

6 % 的水 云 母 ( 假设 水 云 母 的 全 钾 含 量 为

100 9 k g
一 ’)

。

综上所述
,

玄武岩发育的铁铝土粘土矿物 的风化演变以高岭石向三水铝石演变为主
,

原母质中的蒙皂石风化已尽
,

而其中的一部分水云母 已风化成铝蛙石
; 而新成土中粘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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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风化演变仍处于铁镁硅酸盐矿物~ 水云母 ~ 蒙皂石~ 高岭石的演变过程
。

从 5 m ol L
一 ’Nao H 处理后 的 x

一

射线衍射图谱 (图 2) 表明
,

新成土和铁铝土粘粒中针铁

矿的衍射峰 (0
.

41 8 n m )都较强
,

而赤铁矿的衍射峰 (0
.

2 69 n m )则较弱
,

其 中赤铁矿 的最强

衍射峰 (0
.

2 69 n m )中还包含有针铁矿 d (13 0) 峰的强度 [0]
。

因此
,

根据针铁矿 0
.

41 8 n m 衍

射峰强度和赤铁矿 0
.

2 69 n m 衍 射峰强度估 算两种 氧化铁 矿物 含量 比时
,

应 在赤铁矿

0
.

2 6 9
n m 衍射峰强度 中扣除针铁矿 d (13 0) 峰的强度

。

计算结果针铁矿与赤铁矿的含量

之 比
,

新成土为 3 : 1
,

铁铝 土为 4 : 1
,

说 明这两种土壤粘粒 中氧化铁矿物都是 以针铁矿 为

主
,

当然不排除由于 Nao H 处理可能使少量的非 晶质或结晶差的铁 的氧化物
,

如水铁矿等

转化为针铁矿 [ ’”〕
。

T a b le 3

表 3 石灰岩土壤的理化性质

Th
e phys ieal

a n
d

e
h

e

rnj
e
日 p ro pe rt ie s

Of th e sni ls d eri
v e

d fro m lim e s to n e

粘粒部分 el
a y fra

e tio n

PH

(H 2 0 )

粘粒含量

C I即( < 2 拜m )

(% )

游离铁

Fr
e e iro

n o x id
e

(F处 0 3
,

9 k g 一 ’

)

全铁

T o ta l iro
n

(F
e 2 0 3

,

9 kg
一
’)

游离度

Pe代 e n ta g e o f

f
re e iro

n In

tot a
l iro n (% )

全钾

T o ta l

po tas
s lu m

(KZ o
,

9 k g
一 ’

)

2037H W
一

16 6
.

7 0 30
.

0

H W
一

1 8 5
.

6 8 23
.

3

8 3
.

0

8 1
.

9

2
.

2 石灰岩土壤的粘土矿物组成

2
.

2
.

1 土壤的理化性质 海南 昌江县两种石灰岩土壤
,

一种是石质 钙质湿润雏形土

(H W
一

16 )
,

另一种是淋溶钙质湿润雏形土 (H W
一

18 )
,

其理化性质见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到
,

石质钙质湿润雏形土 的 p H 值与玄武岩发 育的新 成土相近
,

都为

6
.

70 左右
,

呈中性反应
,

而淋溶钙质湿润雏形土的 p H 为 5
.

68
,

这又与当地玄武岩发育 的

铁铝土差不多
。

从粘粒部分的游离铁和全铁含量来看
,

风化较深的 H W 18 土壤都要高于

风化较浅的 HW 16 土壤
,

说明在风化过程 中粘粒 中的铁得到 了积累
。

但 粘粒 中的全钾含

量与热带地区地带性土壤相比显得较高
,

达到 20
.

1 一 37
.

1 9 k g
一 ’ ;土壤粘粒的全钾量也是

土壤风化强弱的一个指标
,

风化越强全钾应越低
,

但是上述两种石灰岩土壤却相反
,

风化

强的全钾含量反而高
,

这可能与 H W 18 土壤的石灰岩母质 中含有较多的水化 白云母类矿

物有关
。

2
.

2
.

2 土壤粘土矿物组成 上述两种石灰岩土壤粘土矿物组成有明显的差异
,

由图 3

可知
,

HW 16 土壤以高岭石 (0
.

7 11 n m )和结晶差的水云母 (1
.

01 n m )为主
,

并还有一定量的

绿泥石 (1
.

4 2
、

0
.

47 3
、

0
.

3 5 3 n m )和蒙皂石 (l
.

80 n m )
,

在差热分析 (图 5 )6 50 ℃处有一个较强

的吸热谷也证 明其 中含有不少绿泥石 ; 而 H W 18 土壤粘粒中只有高岭石和水云母两种矿

物
,

在 X 射线衍射图谱的 0
.

4 97 n m 处有一个较强 的水云母 的二级反射
,

证明此种水云母

为二八 面体型 的水 化 白云母
。

从粘 粒 部分 的全 钾含 量估 算
,

H W 16 土 壤粘 粒 中含有

20
.

1 % 的水云母
,

而 H W 18 粘粒中则含有 37
.

1% 水云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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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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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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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紫色砂岩
、

片岩
、

砂页岩和海相沉积物土壤中的粘土矿物

2
.

3
.

1 土壤的理化性质 紫色砂岩
、

片岩
、

砂页岩和海相沉积物土壤的理化性质见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这四种母质发育的土壤 p H 都较低
,

属于强酸性土壤
。

其中片岩发育

的土壤 (H w 0 9 )p H 最低
,

只有 3
.

90
,

而粘粒中的全钾含量高达 45
.

2 9 k g
一 ‘。

紫色砂岩土壤

pH 也很低
,

其粘粒 中的全钾含量也很高
,

达 40
.

0 9 k g
一 ’。 砂页岩和海相沉积物土壤 pH 都

为 4
.

4 左右
,

砂页岩土壤粘粒中全钾含量也不低
,

为 24
.

3 9 k g
一 ‘ ,

海相沉积物土壤粘粒全

钾含量最低
,

只有 5
.

1 g k g
一 ’。

表 4 紫色砂岩
、

片岩
、

砂页岩
、

海相沉积发育的土坡 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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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粘土矿物组成 从 x 射线衍射分析 (图 5) 表明
,

上述四种母质发育的土壤的粘

土矿物组成有其相似 的地方
,

即都只含高岭石和水云母两种粘土矿物
,

但也有明显的差

异
。

紫色砂 岩和 片岩土壤 粘土 水云母 (1
.

01 n m )的衍 射 峰都较 强
,

并且 其 二级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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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紫色砂岩(H W 0 8)
、

片岩(H W 0 9 )
、

砂页岩(H E 0 7 )和海

相沉积物 (H E0 6) 发育的土壤中粘粒部分的 x 射线衍射谱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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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d m an n e s e dim e n t

(0
.

49 7 n m )也 较强
,

这 与石灰 岩土

壤相似
,

属于二八面体型的水化 白

云母类矿物
,

根据粘粒部分的全钾

含量估算
,

紫色砂岩的片岩土壤粘

粒中分别含 有 40
.

0 % 和 45
.

2 % 的

水化 白云母 ; 砂页岩土壤水云 母衍

射峰 明显 减 弱
,

粘 粒 中大 约 含 有

24
.

3 % 水 云母 ; 海相沉 积物土壤 的

水云母 衍射峰更弱
,

说 明其 中水云

母更少
,

粘粒 中大 约 只含有 5
.

1 %

水云母
。

而高岭石的衍射峰 (0
.

7 21

n m )强度与水 云母 相反
,

海相 沉积

物最强
,

其次是砂页岩和片岩
,

紫色

砂岩土壤最低
。

紫色砂岩发育的土

壤在我 国仍处于幼年 阶段
,

即使在

某些条件下形成有一定发育程度的

紫色土
,

也未免完全离开母岩的特

性而成为地带性 土壤
,

其原因是紫

色土粘土矿物的稳定性影响了它的

分解和转化〔
”〕

。

山地花岗岩土壤的粘粒矿物特征

土壤的理化性质 海南乐东县尖峰岭三个不同海拔高度土壤的理化性质列于
困

且
O

44.22 51-刁

表 5 山区花岗岩发 育的土壤 的理化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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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0

7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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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见
,

海拔 sl o m 以上的山地 土壤 p H 都呈强酸性反应
。

游离铁 在山 的中部

(8 10 米 )粘粒 中稍高
,

达 50
.

7 9 kg
一 ’ ,

而全铁较低
,

故铁的游离度高达 91 % ; 山的下部全铁

稍高
,

为 60
.

9 9 k g
一 ‘ ,

而游离度较低
,

故铁的游离度只有 62
.

6 % ;粘粒中的全钾含量随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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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而减少
。

2
,

4
.

2 粘粒矿物组成 从 x
一

射线衍射图谱 (图 6) 可见
,

随海拔升高
,

山地花岗岩土壤

高岭石的衍射峰明显减弱
,

说明土壤 中高岭石的含量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而三水铝石衍射

峰与高岭石相反
,

随海拔升高而增强
,

在海拔 4 00 米处的土壤中未见有三水铝石
。

从粘粒

的全钾含量估算
,

在海拔 4 60 米处土壤粘粒 中水云母最多
,

为 10
.

5 %
,

8 10 米处为 7
.

4 %
,

12 00 米处为 5
.

0 %
,

说明水云母含量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

而蛙石与水云母相反
,

随海拔升

高蛙石则增多
,

而在 4 60 米处粘粒中未见有蛙石存在
,

而出现少量的蒙皂石〔l
.

84 n m )
,

这

说明在高山淋溶作用较强的强酸性土壤中水云母 向蛙石演变为主
,

而在低 山淋溶作用较

弱的酸性土壤中水云母向蒙皂石演变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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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射线分析 (图 7 )表明
,

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地土壤 中

氧化铁矿物的类型 亦有明显的不同
,

在海拔 4 60 m 的红色铁质湿润雏形土中
,

粘粒 中氧化

铁虽 以针铁矿 (0
.

4 16 n m )为主
,

但也有一定量的赤铁矿 (0 2 69 n m )
,

根据针铁矿和赤铁矿

衍射峰强度估算
,

针铁矿和赤铁矿的含量之比为 4 : 1 ;在海拔 sl o m 的普通铝质常湿雏形

土和 12 00 m 的腐殖铝质常湿雏形土粘粒中未见有赤铁矿存在
,

而以结 晶较好的针铁矿为

主
。

这一结果说明
,

在
“

湿润
”

的土壤环境下
,

针铁矿和赤铁矿能同时生成
,

不过这更有利

于针铁矿的形成 ;而在
“

常湿
”

的土壤环境下只能形成针铁矿 (包括部分水铁矿等结晶差 的

氧化铁 )
。

2
.

5 土壤粘粒矿物与系统分类

海南省不同母质土壤粘粒矿物的特征
,

为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提供矿物分类的指标
。

(l) 玄武岩成土年龄为 1 万年的普通湿润正常新成土粘土矿物组成以结晶较差的高

岭石为主
,

并有一定量的埃洛石
、

蒙皂石和少量水云母
,

其 中粘粒 中水云母含量为 5
.

7 % ;

成土年龄约 13 3 万年的盐基简育湿润铁铝土粘土矿
一

物也 以高岭石为主
,

并含有大量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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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铝石
,

还含有很少量的蛙石和水云母
。

这两种成土年龄不 同的土壤粘粒中氧化铁矿物

组成极相似
,

都是以针铁矿 (包括部分水铁矿 )为主
,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赤铁矿
,

其针铁

矿与赤铁矿的含量之 比约为 3 一 4 : 1
。

在
“

湿润
”

的土壤环境下才能形成针铁矿
,

因此
,

针
-

铁矿在土壤系统分类 中可以作为湿润亚类划分的矿物学指标
。

(2) 在热带地 区石灰岩土壤的某些性质与玄武岩土壤极相似
,

如土壤酸度
,

石灰钙质

湿润雏形土与玄武岩的普通湿润正常新成土 p H 都是 6
.

70 左右
,

而发育较强一点的淋溶

钙质湿润雏形土 p H 为 5
.

68
,

与玄武岩发育的铁铝土相近
。

但是这两种母质土壤的粘土

矿物组成极不相同
,

如石灰岩土壤含有较多的水云母
,

而玄武岩土壤水云母极少 ; 发育较

浅的石灰岩土壤中含有较多的绿泥石
,

而玄武岩 的新成土中有埃洛石和蒙皂石存在 ;玄武

岩铁铝土中含有大量的三水铝石
,

而石灰岩土壤 中未见有其存在
。

(3) 紫色砂岩
、

片岩 和砂页岩发育的土壤粘粒 中水云母含量都较高
,

分别为 40
.

0 %
、

45
.

2 % 和 24
.

3 %
,

这在一般热带地 区土壤 中较为少见
,

尤其是紫色砂 岩和片岩发育 的土

壤
,

p H 只有 4
.

0 左右
,

属于强酸性土壤
,

粘粒 中含有这么多水云母
,

说 明这两种母 岩中含

有较多的二八面体型的水化 白云母
。

而海相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

粘粒 中水云母很少
,

而高

岭石较多
。

(4 )山地花岗岩土壤粘粒矿物组成 的特征是在海拔 slo m 以 上的普通铝质常湿雏形

土和腐殖铝质常湿雏形土中含有大量的三水铝石
,

其含量随海拔升高而有增多的趋势
,

而

水云母含量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

在 4 60 m 处的红色铁质湿润雏形土粘粒中氧化铁矿物以

针铁矿为主
,

但也含有一定量的赤铁矿
,

而在 sl o m 以上的
“

常湿
”

雏形土中只有针铁矿
,

未见有赤铁矿存在
,

说明在
“

常湿
”

状态下的高山土壤只适合于针铁矿 (包括部分水铁矿 )

的形成
。

因此
,

针铁矿在土壤系统分类 中可以作为
“

常湿
”

土壤的矿物指标之一 ;而以针铁

矿为主并含有一定量的赤铁矿可以作为
“

湿润
”

土壤的矿物指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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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n d a n d th e ir a p plie a tio n in Ch in e se 5 0 11 Ta
x o n o m ie Cla ss ifi e a tio n a r e dise u ss e d in th is p a p e r

.

T he re s u lts

a re a s fo llo w s
.

In g e n e ra l
, th e re a re n lu e h ka o lin ite in th e e la y fra

e tio n o f a ll 5 0 11 sa m Ple s ,

b u t th e h ig he st

e o n te n t a n d the w o r st e叮s ta illin ity o f k ao lin n ite a 化 p re se n t in the 5 0 115 d e ri v e d fro m b a sa lt
.

Th
e e o n te n ts o f

hy dro m ie a a re 5 0 m u e h in the 5 0 115 d e ri v e d fro m s e hist o r p u 印le sa n d、to n e th a t the y a re a s hig h a s 4 0 % -

50 % o f the e la y fra
e tio n

.

A n d th e e o n te n t o f hyd ro m ie a in the 5 0 11 d e ri v e d fro m lim e s to n e 15 a lso a s m u e h

a s 2 0 % 一 3 7 % o f the e la y fra
e tio n

.

M o re o v e r , the hyd ro m ie a be lo n g to hyd ro m u se o v ite w ith d io e ta he d ra l

stru e tu re
.

Th
e ra tio o f th e e o n te n t o f g o e thite a n d th a t o f he m a tite 15 (3 一 4 )

“1 in th e e la y fra
e tio n o f the

5 0 115 of
“ u die

” s u bo rd e r d e ri v e d fro m ba sa lt a n d g r a n ite
.

1〕u t the re 15 o n ly g o e thite w itho u t he m a tite in the

e la y fr a e tio n o f the 5 0 115 o f
“
p e ru d ie

” s u bo r d e r d e ri v e d fro m g ra n ite o n the m o u n ta in
.

T h is r e s u lt p ro v e s

tha t the type s o f iro n o x id e in 5 0 11 re s p o n se to the 5 0 11 m o istu re e o n d itio n s ,

w hie h e a n be u s e d a s a n in d e x

to d is tin g u is h the “ u die
” a n d

“
p e ru di(

” 5 0 11 m o istu re re g im e in th e Ch in e se 5 0 11 T a x o n o m ie CI韶
s ifi e a ti()n

.

掀y wo
rds H a in a n Is la n d

,

Cla y m in e ra l
,

5 0 11 ta x o n o m ie e la s sifi e a t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