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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

由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展开和深入
,

与人类健康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微量元素

的研究日渐增多
,

土壤中有关元素的性状
、

含量
、

分布和移动规律逐渐明确
。

微量元素由

其地球化学来源
,

通过种种途径包括土壤和植物
,

主要以食物的形式经 由人体和动物最后

又回到地球化学储备中去
,

形成 了循环
。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
,

明确这些微量元素的循环

途径
,

进而控制有关对象 (包括土壤与植物 )的微量元素含量
,

是保证环境质量和维护人民

健康的重要环节
,

这也就是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土壤微量元素研究的任务和它的意义
。

微量元素是指土壤中含量很少的化学元素
。

它具有双重的涵义
,

既可以泛指所有的

含量很少的元素
,

也可 以专指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元素
。

当然
,

随着科研工作的进展
,

有生

物学意义的元素的种类会逐渐增加
。

这些元素的循环式的迁移连同伴生的化学变化
,

对

于生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

就一定的元素而论
,

它通过环境的途径和机制具有很强的专

一性
,

因而这种元素常为生物所不可缺
。

这些为生物正常生长和生活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称为微量营养元素或微量养分
。

微量营养元素不足时
,

农作物出现缺乏症状并导致减产
,

有时动物会出现一定类型的疾病
。

同一元素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由于环境因素而过量时又

会发生中毒
,

影响人与动物健康和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

有的元素虽然不是生物所必需
,

但是含量超过一定限度也会影响人与动物的健康和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

到 目前 为止
,

较重要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微量元素共约 13 种
,

即汞
、

铅
、

铬
、

钒
、

铜
、

钥
、

锌
、

锡
、

秘
、

砷
、

硒
、

氟
、

溟 等
。

此外
,

锡
、

锑
、

锢 等有时也被列入
。

土壤
一
植物体系在微量元素的环境循环中具有缓冲作用

,

对于控制这些元素的环境循

环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微量元素环境循环的农业控制问题引起了重视
,

其控制途径是多

种多样的
。

从土壤学的角度来看
,

不同类型的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不同
,

对植物的有效性

也不同
,

它上面所生长的植物的微量元素含量也有显著差异
。

此外
,

植物种类不同
,

植物

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有所不同
。

如何就土壤类型选择植物种类
,

是避免植物中微量元素

含量达到中毒浓度的有效方法之一
。

土壤管理也能调节土壤中微量元素对植物的有效性

和 由土壤进入植物体的微量元素的数量
,

因而对于控制植物体中微量元素含量有一定的

作用
。

在土壤化学和农业化学中
,

关于土壤中微量元素对植物的有效性问题
,

积累了相当

多的资料
。

土壤反应
、

氧化还原 电位
、

水分含量对于土壤中微量元素有效性的影响便是一

个突出的例子
。

本文的 目的是对与环境质量关系最密切的微量元素一汞一在土壤中的含量
、

形态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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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移动规律
,

以及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

作一简要的介绍
,

以供参考
。

一
、

自 然 界 中 的 汞

地壳含汞量据估计约为 。
.

5 克 /吨
,

即 O
.

SP p m
。

岩浆岩中含汞比沉积岩中少
,

这 种

情况说明汞不单是借火成岩的风化
,

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到达地表面的
。

在岩浆的温度下
,

亚铁的氧化还原电位大都能使汞化合物转化成金属汞
,

并且由于金属汞的挥发性而向上

层移动
,

最后形成硫化物而固定下来
。

汞的地球化学特性似乎与其亲铜性有关
。

主要含汞矿物是硫化物
。

天然来源的汞进

入海洋的量每年约有 2 30 吨
,

这些汞主要是含汞矿物和岩石经物理
、

化学分解而释 出的
。

此外
,

天然蒸发的约有 3 6 0 0 0 吨〔 1〕
。

除了上述来源以外
,

煤和石油中都含有相 当数量的

汞
。

对于天然来源的汞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称为
“

地球化学污染
” 。

空气与水中都含有一定数量的汞
。

例如在距海岸 20 哩远的太平洋 上 测定空气含汞

量时
,

每立方米含有 0
.

0 0 0 7 微克汞 〔 2〕。

美国 25 个地点大体积采样所测得的空气 含汞量

为 0
.

0 0 4 9一 0
.

0 0 0 8 微克 /立方米 〔“ 〕
。

瑞典每年由空气进入土壤的汞约为 1 20 微 克 /平方

米〔 4〕。

雨水平均含汞量为 o
.

Z p p b 〔 4〕。

雨水能洗净空气
,

汞被雨水携带落到土壤和植物表

面上
,

每年每公顷达 1
.

2克 〔 5〕 。

34 个地下水 样 含 汞 量 为 20 一7 o p p b
,

平 均 含 量 为

s o p p b 〔 6 〕。

水中汞的形态视具体情况而异
。

当 p H 值大于 5 并且不含氯时
,

中等氧化力的水中

的汞以金属汞为主
,

溶解度为 2 5 p p b ( 25
O

C )
。

但是被氧所饱和时
,

溶解度增高到 40
, 0 00

p p b
。

有氯存在时
,
H g 十离子是稳定的

,

金属汞一般少于 2 p p b〔7, “ 〕
。

此外
,

也可能有 H g Z十

存在
,

在中等还原条件下
,

则沉淀成 H g S
,

溶解度 < o
.

o 0 2 p p b
。

除了氯
、

硫和酸度 以外
,

汞的挥发性
、

与有机物形成共价键
、

被粘土和植物残体由水中和空气中吸附也都可使汞的

浓度降低
。

氧化铁的结晶是汞的有效的吸附剂 〔 7
,
” 〕 ,

所以在湖泊与河水中大多数的汞因

吸附和沉淀而集中在水底的沉积物中
,

沉积物里所含有的汞比四周的水多 5 一25 倍〔”
。

海水含汞 0
.

03 一 2
.

o p p b
,

随深度增加而增多
。

海洋中的汞一般以阴离子 H g CI
Z 一

存

在 〔“ 〕
。

污泥 中的汞因微生物活动由无机态经 甲基化作用而成为有 机 汞
,

H g
’ 十

转化成一

甲基汞 ( C H 。 H g 十 )和二 甲基汞 ( C H
。
)

:
H g 〔`“ 〕

。

汞的离子式的一 甲基化合物易溶于水
,

分

子式的二甲基汞的溶解度较小
,

除了转化成一甲基汞以外
,

常成为蒸汽由水相进入空气
,

并且又转变成金属汞和 C H
4 。

二
、

汞 的 污 染 源

工农业生产活动都可能使相当数量的汞进入环境
。

全世界每年生产 7
,

00 0 吨以上的

汞
,

估计有 25 一50 写进入环境 〔1 1〕。

煤和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汞是 空气中汞的最大来 源
。

分 析 36 个煤 样
,

含 汞 70 一

2 1 , o o o p p b
,

平均含量为 3
,

3 o o p p b
,

估计全球因烧煤而进入空气的汞每年最多可达 3 ,

0 00

吨〔 1〕 。

石油含汞 1 , 9 0 0一 2 , i o o p p b
,

最多时曾发现高达 2 0 , o o o p p b
。

沥青因挥 发性碳化

氢已经除去
,

汞相对的增多〔 1“ 〕
。

全球因燃油而进入空气的汞估计为 1 ,

60 0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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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业生产包括冶炼工业会导致环境污染
。

含汞农药的应用也会污染土壤
,

并且

因土集侵蚀
、

径流
、

在空气中的扩散和微生物分解作用
、

使含汞农药为害范围扩大
。

据

1 9 6 5 年统计
,

全世界含汞农药用量为 2 1 0。 吨 /年 (现已下降 )
。

三
、

土 壤 中 的 汞

土壤含汞量是
n x 10

一 已% 即 n 又 l o p p b
,

稍低于岩石平均含汞量
,

而高于植物含汞量

(n x l 。
“ ’

% ) 〔14 〕。 土壤正常含汞量的测定
,

对于了解环境质量有重要意义
。

瑞典 2 00 个 土

壤试样含汞 20 一9 2 0 p p b (表土 )
,

平均含量 7 o p p b
。

有机质土和冰破物发育的土壤含汞

最多
,

一个冰破土中腐殖质层含汞 1 10 o p p b
,

矿质部分含汞 s o p p b
。

与其他地区土壤相

比较
,

一个法国土壤含汞 s o p p b
,

三个苏丹土壤含汞为 70
,

25
,

< 15 p p b
。

表土含汞比底

土高 5一 10 倍
。

耕地含汞比未耕地多
,

耕地最 多 的 是 9 2 2 p p b
,

未 耕 地 最 低 的 是 4

p p b〔 15
,

16 〕
。

美国土壤中汞的平均含量是 10 o p p b 〔 1 7〕 。

有的研究者分析了 9 12 个试样
,

汞

平均含量是 7 1 p p b
,

美国东部为 9 6 p p b
,

西部为 5 5 p p b 〔 18 〕
。

按土壤类型而论
,

含汞量有一定的差异
,

例如〔 19 〕 :

森林土壤的腐殖质层 3
.

0一 8
.

l x 10
6

%

森林土壤 10
.

0一29
.

O X 10
一 6

%

耕地 3
.

0一 7
.

。 又 10
`;

%

粘质土壤 3
.

0一 3
.

理“ 10
5

%

砂质上壤 0
.

1一 2
.

9 x l0
一

6

%

瑞典的土壤分析结果说明
,

以轻质的沉积土中含汞为最多
,

为 50 一 3 5 o p p b
,

视腐殖质

含量而异 〔们
。

苏联七个土壤剖面的含汞范围是
n x 10

一
`

已

一
。 x 10

一 `
%

,

一般是
n x 10

“
%

。

黑钙土
、

栗钙土区的盐土和碱土剖面的各层次含汞量差异较小
,

都在
n x 10

5

% 范围内
。

灰化土则腐殖质层上层含量最低
,

淀积层最多
。

例如〔 2。〕:

黑钙土 O一 10 厘米

5 0一 6 0厘米

。

0 x 1 0
一 ”

%

1
。

4 x 1 0 一 ”
%

1 1 0一 1 2 0厘米 3
.

3 x 10
一 ”

%

1 5 0一 1 6 0厘米 3
.

3 x l 0 一 “
%

2 2 0一 2 3 0厘米 4
.

0 x 1 0一 “
%

腐殖质淀积灰化土 4一 8厘米 7
.

0 x 1 0
一 。

%

8一 14厘米 3
。

5 x 1 0
一 “

%

17一 2 2厘米 3
.

0 x 1 0 一 “
%

2 8一 3 5厘米 5
.

8 x 1 0
一 `

%

3 5一 4 0厘米 l
.

s x l o 一 “
%

5 0一8 5厘米 3
.

0 x 1 0 一 ”
%

越南 14 个土壤剖面的含汞量与上述的范围相同
,

发现汞与铝同时富集
,

并且在铁锰

结核中含汞很多
,

红黄壤及水稻土含汞量如下〔20 〕 :

水稻土 1一 6厘米

7一 12 厘米

O

3
。

0 X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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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一 27厘米 1
.

0 x1 0 一 “
%

40一 45厘米 1
.

5 x1 0
一 “

%

5 5一 6 0厘米 2
.

7 x1 0 一 “
%

9 0一9 5厘米 1
.

5 x1 0 一 ”

%

红黄壤 O一5厘米 。

8一1 3厘米 4
.

0 火 1 0 一 “
%

34一 9 3厘米 1
.

4火 1 0
一 5

%

45一6 0厘米 1
.

4 x1 0 一 ”
%

8 5一9 0厘米 2
.

4 x1 0
一 “

%

21 0一1 1 5厘米 2
.

5 x1 0 一 “
%

1 7 0厘米以下 3
.

5 x1 o
一 ”

%

英国一些土壤中的含汞量是 。
.

5 2一 1
.

OOp p m 到 5
.

00 一1 5
.

OOp p m
,

含量多寡与地质

来源有关
,

并且园地土壤中含汞较多〔21 〕
。

英国未遭受污染的土壤的天然含汞量 是 0
.

01

一o
·

o 6 p p m 〔 2 2〕
。

日本对水稻土中的汞进行了研究
,

15 个水稻土试样含汞 。一1
.

04 PP m ,

与果 园土壤

相比
,

并不是很低的
,

例如〔 2” 〕 :

水稻土 1
.

0一10 厘米 0
.

49 微克 /克

1 0一2 0厘米 0
.

3 5

水稻土 2
.

0一 1 5厘米 0
.

3 4

1 5一2 5厘米 0
.

6 0

2 5一 3 5厘米 2
.

0瑰

桔园土壤 。一30 厘米 0
.

29

3 0一 5 0厘米 0
.

5 5

并且发现使用含汞农药使土壤和所生长的水稻中的汞相应增多
,

排水不 良的 田块
,

情

况尤其严重 〔2们 :

地 点 …含汞农药用量 …土 ` 含 汞 , …米 的 含 , 量 备 注

“ “ “ 业 试 验 场

{一
一

…
3

竺
·

i” 克 / 1。。克

}
3 0” 克 / 1。。 “

…
一
排而升

1
十

!
盛了

·

艺
}

” 0
一

九 洲 大 学 农 场
{

一

…
” 。

·

“
…

” 5

…
. _

.

_
_ _

、

新 田 }
十

} 5 2
。

O } 4 3 }
大分 县竹 田币 _

.

_ } } 1 }
湘 水 出 j

一

{
1 36

·

”
}

“ 1
! 排水不 良

土壤中汞的化合物的种类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

但是所有的无机汞化合物最后都会转

变成金属汞
。

有有机物存在或者有其他因子可以导致还原时
,

有机汞化合物也会形成金

属汞〔25 〕 ,

所以在土壤中下列反应是很普遍的
: H g

: “ 十
~ H g “ + + 干19

。
( H g 。

指

金属汞 )
。

所形成的金属汞或者挥发
,

或者当硫还原细菌活跃时形成 H g S
。

土壤中的硫化汞较其他无机汞化合物重要
。

硫与汞的亲和力较强
,

在有硫化氢或者

碱金属的硫化物存在时
,

汞的各种无机化合物都会形成硫化汞
。

硫化汞不溶于水和稀酸
,

或稀碱
,

是所有的汞的化合物中最稳定的
。

由于硫化氢与汞的化合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

因

而土壤中的汞的形态和活动情况与硫的循环发生了联系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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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含汞农药进入土壤后的命运如何
,

目前还不完全明确
。

用乙基或苯基汞化合

物处理土壤时
,

在土壤表层有汞蒸汽出现
,

并且当土壤含水量愈高时愈严重
。

这种情况可

能与微生物活动有关
。

汞的一 甲基化合物本身便是易挥发的〔“ 6〕 ,

已经证实将少量含汞农

药加入土壤以后
,

一些青霉
、

曲霉和细菌能使一定种类的农药分解 〔“ 7〕 ,

所以可 以认为含汞

农药的化学分解和生物分解在土壤中是同时存在的
,

有机含汞农药的分解产物
,

不论是

气态的和溶解态的
,

不论是离子与否
,

都会因土壤有机物和粘粒的作用而保存在土壤中
。

在通气良好的土壤中
,

任何形态的汞都能够长期存在
,

而在嫌气条件下 (例如渍水土壤 )各

种汞化合物至少能部分地转变成可溶的一 甲基汞化合物或者气态的二甲基汞化合物
,

与

在沉积情况下的转变相似
。

土壤中的汞一如其他元素也存在吸附 现象
。

在测定水稻土的含汞量时
,

发现汞有时

在表层富集
,

有时在心土富集
,

有时则从剖面中完全被淋洗出去〔“ 3〕
。

研究证实
,

这种现

象不只 与土壤渗透性有关
,

也与吸附性能有关
。

土壤的腐植质含量和粘粒含量都与含汞

量高低有关
,

主要枯土矿物的种类有决定性影响
。

经试验
,

蒙脱石对醋酸苯汞和苯汞离子

的吸附很强
,

不易被水淋洗
。

水铝英石对上述化合物和离子的吸附则较弱
,

可能与它的较

低的负电荷有关
。

高岭石的吸附最弱
,

可能与它的更低的负电荷和较小的表面积有关 2t “ 〕
。

经用以 H g ’ 。 3
标记的醋酸苯汞进行吸附试验

,

进一步证实粘土矿物种类
、

p H 值
、

代换态

阳离子的种类都与汞的吸附有关
,

其中以蒙脱石吸附得最多
,

水铝英石次之
,

高岭石最少
。

酸度影响也很大
, p H 6 时吸附最强

。

> 7 和 < 5 时锐减 〔“的
。

此外
,

铁锰氧化物的外层也

吸附汞
。

离子式吸附 ( H g 1C
3 一 ,

H g CI
` “ 一

) 与分子式吸附 ( H g :

lC
: ,

H g CI
:
) 都可能存

在〔” 。〕
。

但是除了与有机物相鳌合以外
,

不论是 C H
3
H g +

或者 ( C H
。
)

:
H g 与土壤结合得

都不十分紧密〔 4〕
。

土壤中的汞不只是被有机物及无机物所吸附
,

而且与有机物形成共价

键
。

磷酸汞
、

碳酸汞尤其是硫化汞的溶解度都很低 〔“ 5〕
。

汞在土壤中的积聚与全硫含量和

有机碳水平有关
,

但是含硫的腐殖质能使汞处于易溶状态
。

在碱性条件下
,

H g S 能转化

成可溶的 H g
:
S

,

于是土壤中汞的存在状态和移动情况等便与土壤的物理化学
、

微生物学

性状以及其他营养元素水平联系了起来
,

给从土壤中排除汞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四
、

植物中的汞

汞通过土壤进入植物而进入食物循环
。

汞进入植物的途径有两种
:

1
.

土壤中的汞经过植物根系进入植物体
,

常常是在转变成一 甲基汞或金属汞以后被

根系吸收的 ,

2
.

通过叶片进入植物体
。

喷施的农药
、

雨水和尘埃中的汞和土壤中的汞的蒸汽都能

够被叶片吸收
,

叶片的气孔能够吸收和排出汞
,

气孔排出的汞可能是植物由土壤吸收的含

汞农药的还原产物
。

土壤中汞的多寡影响植物的含汞量
。

在含汞多的土壤上生长的植物的种子中种皮曾

经发现汞滴
。

将不同的汞化合物施入土壤
,

植物含汞量有很大的差异
。

将 H g Z

1C
2 ,

H g CI
:

施入土

壤中
,

土豆
、

葫萝 卜
、

葛昔
、

豆类的含汞量很低
,

可以不计 〔” 1〕; 而将醋酸汞
、

醋酸苯汞施入

土壤
,

则在豌豆根中发现汞 〔“幻
。

汞通过叶片进入植物体时
,

汞燕汽使叶受损 (菌芭
、

胡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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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33 〕
。

汞在植物体中流向其他部位
,

例如果实和块根等
。

以赛力散 M 处理种子
,

第一

代种子中的含汞量与土壤酸度有关
, p H 值高时

,

含汞量低
,

如下表所示 〔“ 峨〕 :

作 物 { p H 值 】 处 理 1 含 汞 t 《p p m
「

)

555
。

666 H ggg

777
。

111 对 照照

555
。
666 H ggg

777
。
111 对 照照

HHHHH ggg

对对对 照照

掩掩掩掩
对对对 照照

在果树栽培业中将含汞农药喷施到果树上造成不良后果
。

例如将醋酸苯汞喷施到苹

果树上
,

于两年间喷施九次
,

土壤 ( 2 寸深的表土 )中汞的残留量是 o
.

SP lP n ;
于五年间喷

施二十一次
,

土壤中的残留量增高到 1
.

l lP p m , 在树上则通过叶片流向果实和新叶
,

使

苹果中含汞量增多〔” 5 〕
。

谷类作物含汞量也因使用含汞农药而增高
。

喷施到叶片上的
,

增加得最多
。

种子处

理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汞进入种皮
。

日本曾就种子处理的后果进行比较
,

用未处理的种子

播种
,

收获的稻粒含汞 0
.

2 PP m ,

经过种子处理的
,

则含汞量增加 50 % 〔2 4〕
。

排水不良的稻

田增加的更多 (见上文 )
。

就糙米 (未碾 )和精米 ( 已碾 ) 比较
,

含汞量分别是 。
.

77 一 0
.

1 8 5

p pm 和 0
.

05 8一。
.

o 6 5 p p m 〔36 〕
。

从进行过种子处理的田块中收获的稻粒
,

碾成精米后含汞

有的高达 0
.

1一 1
.

o p p m 〔3 7〕
。

日本大米含汞较其他国家多
,

后者 ( o
.

0 0 5 p p rn 〔” 8 〕。

其他植物性食物有类似情况
,

动物性食物受含汞饲料影响
,

而使含汞量增加
,

在动物

体中汞的排出速度常低于摄取速度〔” “ 〕
。

五
、

汞 的 排 除

土壤中汞的污染的排除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

对酸性土壤来说
,

排除汞的污染比较容

易
。

施用石灰使土壤 p H 值大于 6
.

5 能使植物由土壤中吸收的汞减少
。

施用石灰不仅能

使汞沉淀成氢氧化物和碳酸盐
,

而且钙离子能防止汞离子争夺植物根表面的代换位置
,

但

是要防止因施用石灰而引起的副作用
,

例如可能引起一些微量元素供给不足
,

植物出现缺

乏症状 (铁
、

锰
、

锌等 )
。

施用氮磷肥料有时有助于排除汞的污染 〔39 〕
。

磷肥可能对防止汞的污染有良好作用
。

磷酸汞比碳酸汞
、

氢氧化汞的溶解度更小
,

尤其是磷灰石不会引起土壤 pH 值的升高
,

没

有象施用石灰时的副作用
。

硝态氮肥也有助于排除汞的污染
。

甲基化作用是汞的毒物学过程的关键
,

所以能够

抑制甲基化作用的措施是值得考虑的
。

施用硝态氮肥能够抑制甲烷的形成
,

试验证实硝

酸钾能降低甲烷的积聚以的
。

土壤中的硝酸盐浓度超过一定水平时
,

能导致甲基化过程的

甲烷细菌 (M e t h a n o b a e t e r i u m o m e l i a n s k i i ) 的生长受到抑制 〔 4 1〕
。

土壤渍水时
,

原有的少

量硝酸盐消失
,

并且观察到有氢和甲烷形成
,

土壤重新通气时
,

上述过程相反进行 〔透” 〕
。

硫的蒸汽能沉淀空气中的汞
,

含硫的气溶胶因而具有防止汞毒的作用
。

施用硫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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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土壤中汞的蒸发也是有效的〔43 〕。

汞虽然不能因形成硫化汞而消失
,

但是变成了无害

的化合物
,

因而能够生成硫化氢的微生物可 以视为有益的
。

一定的真菌 (例如黑曲霉 ) 对汞有
“

耐性
” ,

非蛋白质的
一
S H 原子团能够与进入菌体

的过量的汞相络合
,

使汞成为生理上非活性的
,

有助于排除汞的毒害以们
。

此外
,

由土壤中排除汞的途径还有
: 1

.

加强淋洗
, 2

.

作物排除
, 3

.

加强挥 发 等

等〔3”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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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讲话
“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南京市部分中学教师为了教

好中学的
“

化学
”

和
“

农业基础
”

课程
,

曾邀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派人介绍生产实践中

的土城肥料间题
,

作为辅导教材
。

现将几篇辅导教材分期在本刊发表
,

以供中学师生参考
,

并请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

— 编 者

土 壤 的 形 成

周 明 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坎研究所 )

一
、

什 么 是 土 壤

什 么是土滚 提起土壤
,

大家都很熟悉
。

有的叫
“

土
”

(如黄土
、

黑土 )
,

有的叫
“

泥
”

或
“

泥巴
”
(如黄泥 巴

、

烂泥 巴
、

青紫泥等 )
。

有人说
,

石头经过风吹 日晒雨淋风化而形成的小

颗粒就是土壤
。

这种说法不够确切
。

比如
,

海底湖底或塘底都有深厚 的细土粒
,

西北地区

埋藏在地底下几十丈深的黄土
,

还有南方山区深厚的花岗岩风化物等等
,

这些都是细小的

颗粒物质
,

如果我们把这些暂时还没有条件生长植物或庄稼的土都称为土壤
,

那么
,

显然

同陆地上能生长植物或庄稼的土不一样
,

因此
,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

究竟什么是土壤
,

简

单的说
: 土壤是地球陆地表面能生长植物 (包括庄稼 )的疏松土层

。

土壤之所 以能生长植

物或庄稼
,

是因为它具有肥力 ( 即供给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
、

养分
、

空气和热量的能力
。

)

肥力是土壤所具有的特殊本质
。

岩石的碎屑
,

没有肥力
,

不能生长植物
,

所以不是土壤
。

什么是成土母质 坚硬的岩石经受着物理风化作用 ( 即日晒
、

风吹
、

雨淋
、

温差等因素

影响
,

岩石中的矿物由于胀缩而崩解破碎
,

由大块变小块的过程 )和化学风化作用 (即岩

石受大气和水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影响
,

使其中的矿物种类和化学成分发生显著变化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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