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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咸酸田土壤硫化学研究
*

黄 宇 年 陆 发 熹
(华南农业大学土化系)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广东咸酸田土壤硫的基本化学性质和影响咸酸田发生演化的硫的主要化 学

过程
,

探讨土壤硫的化学状况与咸酸田诊断分类和利用改良的关系等
。

研究结果表明 : 广东

咸酸田土壤含硫量极高
,

主要是黄铁矿 (FeS
Z

)
。

在咸酸田发生过程中形成一种淡黄 色新生

体—黄钾铁矾 tK凡
3

(50
.

)
,

(O H )
。

]
。

黄铁矿等硫化物的氧化是咸酸田土壤呈强酸性的主要

原因
。

土壤硫的化学状况特别是黄铁矿和黄钾铁矾在剖面上的分布
、

数量和形态等与咸酸田

的发育程度和改良熟化有密切关系
。
土壤硫的主要来源是红树林对海水中 s叱

一
的吸收利用

和富集
。

土壤硫化学性质对咸酸田的诊断和分类有重要意义
。

咸酸 田
,

又名酸性硫酸盐土或酸性硫酸盐水稻土
,

是华南滨海地区主要低产水稻土之

一
。

咸酸田是由红树林盐渍沼泽土或底土有红树林残体埋藏层的滨海盐渍沼泽土经围垦

种植水稻影响下形成
。

过去
,

我国曾对咸酸 田的化学特性
、

发生和 利用改良做了不少研

究。一” ,

但是
,

对影响咸酸田土壤化学特性和发生演化的硫的化学状况和化学过程等方面

的研究甚少
。

本文将根据研究结果
,

对咸酸田土壤硫的基本状况
、

咸酸田土壤发生发育中

硫的主要化学过程
,

以及土壤硫化学状况与咸酸 田土壤诊断分类及农业利用改良的关系

等作较深入的探讨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观察研究了土壤剖面 17 个
,

包括广东主要咸酸田类型及咸酸土 (围垦 5 年
,

尚未改良及利用 )
、

红树

林盐渍沼泽土(潜在的酸性硫酸盐土)和泥钉田 (对照)
。

采集水样 n 个
,

红树林植物样 36 个
。

并采关

各种淀积物在双目镜下观察其形态及积存物的分布
。

咸酸田土体中淡黄色新生体用化学分析法和 x 射

线衍射法进行鉴定
。

土样和水样 PH 用 电位法
,

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

水样 e 弼
一 、

H C O 了 用双指

示剂滴定法
,

Cl
一
用硝酸银滴定法

, S吼
一
用硫酸钡比浊法

,

植物含硫量用 H N O
3 一H CI O

;

消化—硫

酸钡比浊法测定
。

土壤颜色参照 日本
《

新版标准土色卡
》
按门塞尔 (Mun

“

ell ) 颜色命名法命名
。

土壤硫的分级测定参考 Be g he ij n
等法“’

和
《
土壤农化常规分析法>>[

”’,

并根据实际稍作修改
。

为

防止土壤中还原态硫的氧化
,

所有样本均于 1 05 一 1 10 ℃ 真空条件下干燥
,

制样后在四周内分析
。

水溶

性硫酸盐测定 : 5
.

00 克土样加水 25
n ,

1
,

振荡 3 分钟后过滤
,

滤液用硫酸钡比浊法测定 S叽
一

含量
。

黄

钾铁矾和交换性硫酸盐测定是 : 用 。
·

5 0 0 0 克土样加 20 m l E D T A · Z N 。
溶液 (。

.

1 材
,

PI 任 s) 振荡 3 小

* 本文研究过程中
, 刘树基教授和殷细宽教授提供了很多重要意见

, 余鹿庄副教授和游植奔讲师对样本分析工作

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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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离心
,

上清液用比浊法测定 S吼
一 ,

为水溶性 十交换性 S哦
一 ,

与水溶性 S吼
一
的差值为交换性 S叫

一
‘

含量 ;残渣加人 20 m l 4M H CI 于蒸汽浴中提取 2 小时
,

离心
,

弃去残渣
,

上清液定容为 1 00 m l,

吸取 2 ,

。l 加人 Zm l H
o p o

;

(s , % )
、

2 x Z m l 王水蒸汽浴至干
,

再加 lo m l N a C I 溶液 (IN ) 溶解定容 5
1

0 m l ,

侧定 s吼
一

含量
,

为黄钾铁矾硫含量
。

黄铁矿与有机硫加元素硫测定 : 0. 2 0 0 0 克样本加 6 m l H F(48 % )
、

Z m l H
Zso

‘

(9 6% ) 摇动 i 分钟
,

再加 2 5角1 4% H
3B O

3 一斗
硼

C I (1 0 : 3 )
,

加热沸腾 2 分钟
,

离心
,

弃去上清

液
,

残渣加入 2 0 m l H N o
3

(6 8% ) 蒸汽浴至干
,

加 lo m l 4肘 H C I 溶解
,

离心
,

上清液定容 l o o m l ,

吸取 2

m l 定容 s o xrt l 用邻啡锣琳比色法或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F。 ,

为黄铁矿铁含量
。

然后
,

按 Fe s :

方程式

算出黄铁矿部分的硫含量
,

另外吸取 20 m l 用比浊法测
、

定 S吼
一 ,

为黄铁矿
、

有机硫和元素硫的硫总量
,

与前者差值可得有机硫加元素硫的含量
。
元素硫含量极低

,

可略
。

全硫测定 : 。
.

5 0 0 0 克样本
,

加 2 0 1

M g (N o
3

)
2

溶液于 7 0 ℃ 下蒸干
,

放于 3 0 0 oC 高温炉过夜
,

加 s m l H N o
,

(1 : 3 ) 水浴 2
.

5 小时
,

离心
,

上

倩液定容 2 0 0
, n l,

吸取 z o m l 定容 so m l 测定 5 0 二
一 ,

为全硫含量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咸酸田土壤中的淡黄色新生体

从图 1 可以看出咸酸 田剖面形态特征与其它水稻土一样
,

具有耕层
、

犁底层
、

沸育层

和潜育层等基本发生层次
。

所不同的是
:
咸酸由剖面一般都有红树林残体埋藏层

,

其埋

藏深度
、

厚度依咸酸田类型不同而异
。

重咸酸田的红树林残体层多在 30 厘米以上
,

对水

稻生长影响较大
,

一般多在 3 0一 50 厘米之间 ;轻咸酸 田的在 50 厘米以下
,

对水稻生长影

响较小
。

咸酸土的表层仍有红树残体存在
,

泥钉 田没有红树林残体埋藏层
。

咸酸田剖面

一般都有斑块状的淡黄色新生体
。

红树林盐债沼泽土剖面没有这种新生体存在
,

但围垦

脱沼泽后
,

很快就在剖面结构产生
,

这种淡黄色新生体(2. 5 Y 6邝一7. 5 Y S / 3 )从表层到底
_

层 50 一60 厘米均有发现
,

随着咸酸 田的改 良熟化
,

有逐渐下移和减少的趋势
,

并多聚积在

底部的红树林残体埋藏层
。

下下下下
才艾

,

公公公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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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咸酸田土壤剖面形态特征

Fi g
.

1 M o r p五o lo g i e a r fe a t u r e o o f th e a oi d s u lf a t e p ad d y 5 0 呈15

以上研究表明
,

咸酸田剖面形态有二个最显著的特征
:
一是有红树林残体埋藏层存

在 ; 二是有‘种淡黄色斑块状新生体出现
。

红树林残体埋藏层的存在是咸酸田发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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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土条件 ;淡黄色新生体是咸酸田发生过程的产物
。

因此
,

红树林残体埋藏层和淡黄色

新生体可作为咸酸 田土壤诊断和分类的依据
。

淡黄色新生体一般呈斑状分布于结构表面
,

或填充于土体的裂缝或孔隙之中
。

它的

出现是咸酸 田发生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化学现象
。

当红树林盐渍沼泽土被围恳脱离沼泽状

态
,

或由于农业活动使咸酸田底土暴露于地面
,

很快就可产生这种淡黄色新生体
。

广东农

民曾把这种新生体称为
“
硫磺

” 、“
咸矾

”
等

,

这些名词也常见于一些文献中
。

对这种淡黄色

新生体
,

在国内研究较少
。

为了更好地说明咸酸田发生演化过程中硫的土壤化学特征
,

特

从斗门县五山区荔 山大围咸酸 田剖面中
,

采集心土层的淡黄色新生体
,

经除去杂质后
,

离

心分离提纯
,

进行化学成分测定和用 x 射线衍射法进行矿物学鉴定(图 2 )
。

结果说明
,

这

种淡黄色新生体的硫
、

铁和钾的含量分别为 4
.

14 多
,

19
.

67 肠 和 3
.

64 呢
。

一

主要矿物成分是

黄钾铁矾
,

其化学式为
: K F e 3

(5 0 ;

)
:

(。H )
‘。

�曰�卜0
.

讨

图 2 咸酸田心土层中淡黄色新生体 X 射线衍射图谱
F i g

.

Z x
一

r a y d i ff r a e t io n p a t t e r n s o f t jl o zi g h t xy y e lzo w m ix t u r e s i n B h o r王z o n

黄钾铁矾的形成是在咸酸 田发生过程中
,

土壤中主要的含硫矿物黄铁矿 (Fe S Z

) 发生

彻底氧化和氢氧化铁不完全水解的结果
,

包括有微生物参与的复杂的变化历程
。

其主要

反应方程式为 [7. s]:
-

F e s Z

+ 丝 0 2 + 二
斗 2

H
Z
O 共= 三卜

Fe ( O H )
、

十 2 5 0 军
一

十 4H 十

3 Fe

( O H )
, + 5 0 耳

一 + K + + 3 H
+

一
K F e 3

( 5 0
4

)
2

(明)
6
+ H

: O

总反应方程式可表示为
:

Fes
Z +
誉
。 :

+ 要
一

H
Z
。 + 粤

一

1c+ 一粤KF
e 3

( 50
4

)
2

(o H )
。

+
九。

一

价H+
, ‘ 。 j 3

黄钾铁矶的 出现决定于土壤的物理
、

化学性质
,

主要存在子通气条件较好的酸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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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其数量与土体中孔道和裂隙的多少有关
。 从图 1 可看出

,

黄钾铁矾是在红树林盐渍

招泽土经围垦脱沼泽后开始出
_

现的
。

随着利用年限的增长和排水条件的改善
,

黄钾铁矾

出现的位置逐渐下移
,

数量逐渐减少
。

黄钾铁矾的存在及其存在状态
,

反映了咸酸田的发

育程度
,

因此
,

在发生分类研究中是很有意义的
。

(二 ) 咸酸田土壤硫的组成及其在剖面上的分布
9 个剖面共 46 个土样全硫含量分析结果表明

,

咸酸田土壤含硫量极高
。

耕层全硫量

约为 0
.

1 外一 0. 2 多
,

心土层和底土层硫含量约为 1一2
_

多
,

有的可高达 3 外 以上
。

而泥钉

田耕层含硫量仅为 0
.

01 一伍02 外
,

心土层和底土层约为 。
.

05 一 0
.

5 界
。

为了进一步研究咸

酸田土壤硫的组成
,

对其中 4 个剖面共 20 个土样进行了硫组成的分级侧定 (表 l)
。

结果

表明
,

咸酸 田土壤中的硫以无机态硫为主
,

各形态无机态硫以黄铁矿和黄钾铁矾为主 ; 有

机硫和元素硫 所占比例较少
。

从表 1 可看出
,

咸酸 田剖面上有明显的黄钾铁矾层
,

其含量约 O
一

1一 0
.

多%
,

重咸酸田

土壤的黄钾铁矾含量远高于轻咸酸 田
。

黄钾铁矾含量在剖面
_

巨的变化与土壤全硫没有直

接关系
,

而受土层的 p H 和通气条件影响
。

轻重咸酸 田剖面中黄钾铁矾含量最高的都是

酸性最强的储育层
。

表 2 结果与田间实地观察情况是一致的
。

对照的泥钉田无黄钾铁矾

测出
。

从表 1 还可看出
,

黄铁矿含量有随深度增加而提高的趋势
,

这与土壤全硫含量的变

化基本一致
,

在储育层下部和潜育层中
,

黄铁矿的硫含量可 占全硫量的 80 并 以上
。

水溶

性硫和交换性硫 占全硫量的比例随深度增加而减少
,

在醋育层中
,

其含量稍有增加
,

这是

由于该层土壤酸性较强
,

使部分
“

酸溶性
”

硫酸盐溶解造成的
。

咸酸田的耕层土壤硫以水

溶性硫
、

交换性硫和有机硫为主
,

潜育层土壤硫以黄铁矿为主 ; 醋育层是黄钾铁矾的明显

的积聚层
,

其含量可占全硫量的 30 多
。

(三 ) 黄钾铁矾的分布状况与咸酸田土壤的发育和改良

以上研究说明
,

在不同发育程度的咸酸 田土壤中
,

黄钾铁矾在剖面上 出现的位置和含

量部有很大差异
。

进一步研究发现
,

黄钾铁矾在土壤结构体内的分布和形态
,

也与咸酸 田

土壤的发育和改良有密切关系
。

图 3 表示轻
、

重咸酸 田和泥钉田结构体 内孔隙及黄钾铁

矾和铁锰淀积体 的分布状况
c ,

P e d

结钩体

C h a n n e l

孔道

Pe d

结构体

C h a n n el

孑山连
厂

~

一、一一 一、

P e d C han n el

结构体 孔道

~ ~
f

一人 _

淤攀
乡

雀黔
,

:重减酸田
S tr o rl g 珍 a e id s t一lfa te

Pa d dy s o j工

轻咸酸田
馨食

W e a k ly ac id s u lfa te

P a d d y 5 0 11

泥钉田
L oc a l Pad d y 5 0 11

二二 △ 黄钾铁矾

三 针铁刃飞兑无定形氧化铁

图 3 咸酸田和泥钉田结构体积存物状况比较
F ig

·

D is t r l b u t io n

0 f

o f a e c u m u la t e d c o m

a e id s u lfa t e p a d d y s

P o n e n t‘ 工n B h o r iz o .

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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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耳可看出
,

在排水条件不好
,

改 良程度差的重咸酸 田
,

其淤育层结构体内的孔

道几乎全部充填淡黄色的黄钾铁矾 ;而排水条件好
,

改良较彻底的轻咸酸田的储育层结构

内孔道积存物较复杂沙卜侧为淡黄色的黄钾铁矾层
,

内侧是红棕色的铁锰淀积层
,

中间有

厚薄不一的过渡层
。

泥钉田孔道由铁锰淀积构成
,

形成管状体
。

重咸酸田土体中黄钾铁矾较多
,

与其排水条件较差有关
。
红树林盐渍沼泽土在围垦

后
,

土壤开始脱沼泽过程
,

土体 出现裂缝
、

孔道
,

促进了黄铁矿的氧化
,

使土壤呈酸性反应
,

其氧化产物 5 0 犷
、

H + 等可与土壤
「

溶液中 的 K干 作用形成黄钾铁矾
。

如果土体具一定

的通气条件
‘

,

而排水条件较差的话
,

黄铁矿就可不断发生氧化而产物又不能排除
,

生成黄

钾铁矾时反应就可不断进行
。
结果

,

土体中的孔道
、

裂缝就会被大量的黄钾铁矾充填
。

女口

果土体通气
、

排水条件都较好
,

黄铁矿可不断发生氧化
,

所产生的 名明
一 、

H
+

等可部分直

接地被淋洗排出土体
,

部分则在形成黄钾铁矾后再发生水解
。

~

黄钾铁矾水解所产 生 的
S以

一 、

H 十

等可被淋洗排除
,

Fe

(O H 斗
3
可直接在孔道内或结构体表面淀积

,

或迸一步脱

水形成针铁矿
·

(a
一F的。H )

、

赤铁矿 (Fe
o0 3

) 等
,

与上部土层淋溶下来的铁锰一起
,

在孔

道周围形成管状淀积体
。

随着淋洗过程的不断进行
,

管道中的黄钾铁矾木断水解
,

并可导

致
“
泥钉

”
结构形成‘黄钾铁矾水解的总的化学方程式为

:

K Fe 式SO 刃
2

(。H )
、

十 考H户一于Fe (O H )
3

上+ K
十

+ 2 5 0 牙
一

十 4 H +

黄钾铁矾水解也是咸酸田剖面中黄钾铁矾层酸性最强
、

水溶性硫含量最高的原因之

一尸。

(四 ) 咸酸田
几

土壤中硫的来源和富集

咸酸田土壤的主要特征是呈强酸性反应
,

土壤含硫量极高
。

.

分析土壤中硫的来源和

富集过程
,

将有助于说明咸酸田的发生和演变
,

探明咸酸田强酸性反应等化学特性产生的

原因
。

据龚子同等研究阁 ,

珠江三角洲河口海水中 s侧
一

含量约 5一 8 m e /l
,

而咸酸田地下

水的 5 0 了 含量高达 知一 1印。e/l
。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与其基本相同(表 2)
。

很明显
,

在

咸酸 田土壤发生过程中有一个硫的富集过程
。

咸酸田是由红树林盐渍沼泽土发育演化而

成的
。

表 3 所列广东主要红树林植物含硫量分析结果表明
,

红树林植物含硫量很高
,

一般

为 0. 2一0
.

5 外
,

最高可达 2. 9 多
,

平均为 0. 3 82 务
。

红树林生长非常旺盛
,

每年可换叶三

次
,

大量的枝叶回归土壤并被埋藏
。

因此
,

可以认为
,

红树林对海水中 S明
一

的吸收和富

表 2 咸酸田地下水样分析结果 (
I n g /l )

T a b le Z A n a ly t ic a l d 名 t a o 正 g r o u n d w a t 必r f r o m a c i d
s u 毖fa t e , 0 11

一丁
一

, 瓜 } 采蔽点 { }
月、

什 ! p ‘a倪
n f ! e o 尸 ,

w “ t “ r ““m 训 e“ } 二_ 蕊于
;二几 l

’

}

—
-

—
卜一二二军草尽~ }—

- - -

一一 卜
重咸 酸田地

一

厂水 { 番禺
、

石楼 }
。

⋯
咸酸田地 下水 I 番禺

、

石楼 ! O }

H C () 5 0 着
-

:::
轻少成酸 田地下 水

红树林沼泽地 下水

泥钉田地下水

河口海水

斗门
、

五一妇

台山 坟村

番禺 石楼

番禺
、

石楼 :: ::

28 3 3

1 1 58

1 18 0

20 2 2

3 9

22

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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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是咸酸田土壤硫的主要来源
。

除红树林外
,

其它生物如海藻
、

硅藻以及在红树林下大量活动的鱼类
、

虾蟹类和各种

软体动物
,

对海水 S创
一

的吸收和富集也有一定作用
。

表 3 红树林植物含硫量分祈结果
T a b le 3 S u lf u r e o n t e n t o f 5 0 田 e m a n g r o v e p la n t s in s o u t h e r n C h in a

植 物 名 称 N “m “ of “ a m p 让

样品编号
S a瓜P ‘ e N o

.

采样地点
P la c e o f

s a m P Ji n g
科 名 } 中 文 名 } 拉 丁 名

F a m l l y C h in e s e
n a 】刀 e S e ie n t i柔 ll a 幻」e

j

丁

了止

羚
丁刃

劝甲

为1

巧甲

2 力
丁乃
T 18

了之2

丁1夕

丁。1

孔3

丁2 4

巧口

劝‘

/
T1 ,

/

少 /
j尸 /
‘ 2 8

/

临高调楼

临高调楼

临高调 楼

临高调楼

临高调楼

临高调楼

琼山三江

台山坟村

琼山三江

斗门红旗农场

台山坟村

台山坟村

台山汝村

台山汉村

台山演村

斗门红 旗农场

台山汉村

琼山三江

琼山三江

琼山三江

番禺石楼

台山议村

临高马袅

台山改村

临高马袅

临高马袅

番禺石楼

台山汉村

台山仪村

马鞭草科

马鞭草科

马鞭草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紫金牛科

紫金牛科

紫金牛科

紫金牛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红树科

爵床科

爵床科

爵床科

红树科

夹竹桃科

红树科

马鞭草科

马鞭草科

菊科

马鞭草科

白骨壤

白骨壤

白骨壤

红树

红树

红树

桐花树

桐花树

桐花树

桐花树

秋茄树

秋茄树

秋茄树

秋茄树

秋茄树

秋茄树

秋茄树

木榄树

木榄树

老鼠篇

老鼠籁

老 鼠筋

角果木

海芒果

红茄冬

白骨壤

假茉莉

阔苞菊

苦榔树

}刁夕才c e 汁刀￡a
叨a 犷i刀a

l了 丈之雌‘ 心汁n 之J 刀 2 4 r 2n 比

I“ , 口多‘ C 力n 公a 力Z a 犷忿作 召

IJ咬刀公公O 力刀 O 尸口 区刀才‘“ 多a不口

11叹一 a 口公盯“‘a 不“

IJ瓜. a 刃名f 邵‘“ 不a

I
J
伙亡 F釜‘巴 犷 召J ‘ O r 移名‘况‘口苏口

11 通
一 ‘ 口 r 刀rC U ‘a 不a

1
止
生

。

‘ O 犷n 忿‘份‘a 不召

12 逆
.

C 口犷刀 tC 那子a 不a

l八召 n a 心[ 了口 ‘口刀a 心名

11、
。 乙口刀a 巴 L

一刀 r “口红多亡尸召 ‘ O 刀 1“ p 口不 “

一乃
.

亡O 九了“g a 石口

一d 叮4 忍多路 t ; 万 j名多‘才1 0 考东“J

一
“
1

一 忿‘苦‘宕T O ‘多忿名丁

,

d
。

至落rc 君了O 咨才t ;s

C e r io 娜 才a g a l

价
r 乡‘产 a 叨召邓 g 乃“

尺人i万o P方。犷 a 娜“o r o 刀 a t a

A 扩萝c
e n n , a 切 a 犷t刀 a

C I口犷 o d ‘粉d 犷口 n 云” 考r 叨口

P I“ c /2 口 a i刀d ￡c a

C le 犷o d 心刀d 蔺“份 i犯‘犷份廿

含 硫 量
C o n t e n t o f

s u 王f u r

(% , S)

0
。

14 8

0
·

3 3 3 (根)

0
·

3 3 0 (全株)

0
。

13 2

o
·

2 2 5 (根)
o

·

19 0 又全株)

0
。

4 0 5

0
。

3 5 0

0
。

3 23

0
。

2 3 0

0
。

2 48

O
。

2 9 5

0
。

16 3

0
。

2 9 2

0
。

2 2 0

0
。

2 8 0

0
。

2 0 8

0
.

3 5 3

0
。

3 6 5

0
。

1 6 5

0
。

2 0 0

0
。

2 53

0
。

2 4 8

0
。

5 8 0

0
。

1 82

0
。

3 02

0
。

3 6 0

2
。

9 0 0

0
。

3 5 0

平 均 (茎叶) 0
。

3 8 2

注 : l
·

植物样本由华南农业大学李秉滔副教授和肖绵韵
、

陈锡沐
、

庄雪映老师鉴定
,

谨致谢意
.

2. 除专门标注外
, 均 为茎叶混合样

.

海水中的 S。犷除了通过生物吸收富集作用而积聚外
,

还可通过海洋 自生作用形成黄

铁矿等矿物面积聚于土壤中
,

或通过土粒的物理
、

化学吸附和固定作用而积聚
。

据报道
,

在珠江三角洲的大陆架和河口湾 内
,

都有海洋 自生矿物黄铁矿发现
厄
弋

综上所述
,

咸酸 田土壤硫主要来源是海水中的 S次
一 、

海洋
‘

自生含硫矿物
,

而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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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卜e m a t z e

5 1‘飞王u r

咸酸田土壤硫的来源富集和转化

d l a g r a m o f th e m a 一o r p r o e e s s e s

a c ‘u m 让一a t io n 一n a c id s u if吕 t e 5 0

1e a d in g t 。

11名

钓生物吸收和富集是咸酸 田土壤含硫量极高的主要原因
,

可归结为如下图式(图 4 )o

三
、

小 结

咸酸田是华南滨海地区的主要低产 田之一
,

土壤呈酸性到极强酸性反应
,

含硫量极

高
。

在咸酸田剖面上常见有一种淡黄色新生体出现
,

多呈斑块状分布于结构体表面或充

填于孔隙之中
,

这种斑块状淡黄色新生体的存在是咸酸 由土壤剖面的最显著的形态特征
。

经化学分析和 x 射线衍射法鉴定
,

这种淡黄 色 新 生 体 主 要 是 黄 钾 铁矶 〔K Fe
,

(s认)
2 ·

(O H )
。

]
。

咸酸田土壤硫主要以无机形态存在
,

黄铁矿 (Fe S刀 是最主要的组分
。

红树林

盐渍沼泽土在围垦脱沼泽过程中
,

土壤中的黄铁矿发生氧化
,

导致土壤变酸
,

并形成黄钾

铁矾
。

周期性灌一排的水稻种植活动
,

特别是水利土壤改良措施的影响
,

使黄铁矿的氧

化
、

黄钾铁矾的形成和水解等过程都得到促进
。

因此 , 随着咸酸田灼改良熟化过程的进

行
,

土壤中黄铁矿数量逐渐减少
,

剖面中黄钾铁矾出现的位置逐渐下移
,

含量逐渐降低
,

在

土体结构内的分布状态也发生变化
。

咸酸 田的发育程度与土壤的硫素状况
,

特别是黄铁

矿和黄钾铁矾在剖面上的分布
、
数量和形态等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感酸田土壤硫的化学性

质在其发生和分类研究上有重要的意义。 咸酸田土壤硫的来原主要有: 海水中
卜

的 S川
一 ,

沉积体中的陆源黄铁矿和海洋白生作用形成的黄铁矿等
,

井通过以红祠林植物为主的生

物吸收利用过程而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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