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含盐 t 时
,

与实际 (重量法 )相比
,

常有较大误差
。

根据内篆古盐碱土的通常含盐范围
,

我们确定了

上述 13 个等级
。

3
.

为了计算方便
,

可以将回归系数和电 份率编算

成土峨含盐量检索表
,

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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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 2 :1 一 2 :2 过渡矿物的鉴定

杨 德 涌

(中国科学 院南京 上城研究所 )

近十几年来
,

各国对土壤枯土矿物的研究工作日

益深入
,

普遥地发现土集中存在着过渡矿物
,

它是风化

和成土过程的产物
。

过渡矿物中的的层间物质
,

特别

是层间铝
,
活跃地影响着土壤中的化学反应

,

它与土壤

的吸附性能
、

土壤酸度以及磷和钾的固定等性质都有

着密切的关系
。

因此
,

过渡矿物的研究已成为各国土

镶粘土矿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首先介绍一下过渡矿物的鉴定方法
。

先作枯粒的

镁质甘油水薄片
,

如爱克斯衍射图谱中存在着 14 埃和

18 埃峰时
,

则需用氯化钾处理来鉴定是否有过渡矿物

存在
。

即将粘粒用 N K C I 溶液处理
,

使成钾质枯 土

矿物
,

再作钾质水薄片
,

待空气中干燥后 作 x 一

射 线

衍射分析 , 接着将此薄片在高温电炉中 3 00 ℃ 加热 2

小时
,

冷却后即进行 x 一

射线分析 , 再将此 薄 片 在

5 50 ℃ 加热 2 小时
,

冷却后再作 x 一

射线分析
。

镁
一

甘油水与钾
一

水薄片所得衍射图谱的差异
,

可

用为判断过渡矿物之用
。

在常温下
,

K C I 处理后
,

原

来在镁
一

甘油水薄片的衍射图谱中蒙脱石的 18 埃峰将

收缩为 12 埃
,

蛙石的 14 埃可闭合为 10 埃
,

绿泥石的

14 埃则不变
。

在 3 00 ℃ 热处理后
,

蒙脱石的峰仍为 12

埃
,

蜓石原来的 14 埃全部闭合为 10 埃
,

绿泥石的 14

埃峰值不变 , 对 14 埃峰值向 10 埃方向收缩
,

但不收

编到 10 埃的叫 14 埃过渡矿物
,

一般地来说
,

土坡中的

14 埃的过渡矿物
,

由于蜓石或蒙脱石的绿泥石化程度

的不同
,

所以往往在 10 一 14 埃之间有一个宽的 峰 出

现
。

55 0℃热处理后
,

蒙脱石由 18 埃变为 12 埃最后变

为 10 埃
,

并产生一个尖的 10 埃峰
,

如果 18 埃是过渡矿

物
,

则将产生一个向低角度扩散的宽的 10 埃峰 ,蛙石

的 10 埃峰不变 , 14 埃峰值不变者为绿泥石矿物 l 另

外高岭石的 7埃峰将消失
。

在对 14 埃过渡矿物的研究中
,

常常采用柠檬酸钠

和氯化钠去除矿物层间铝后
,

再来研究 14 埃过渡矿物

的特性
。

如去除层间招后再用 K C I 处理
,

300 ℃ 加热

后由 14 埃收缩为 10 埃者
,

为蛙石一绿泥石过渡矿物
,

如果去除层间铝的样品用镁
一

甘油水处理出现 18 埃峰

者
,

为蒙脱石一绿泥石之间的过渡矿物
。

这一方法的采

用
,

可使土壤中过渡矿物演变规律的研究深入一步
。

对 18 埃过渡矿物的研究
,

目前还较少
。

18 埃过

渡矿物常存在于王早地区的碱性土壤中
。

这种过渡矿

物的间层 (氢氧化铝或氢氧化镁片 )只与蒙脱石晶面的

一面相接
,

因此
,

在用镁
一

甘油水处理后仍可膨胀到 18

埃
,

并且在水中也可 以膨胀
。

但是
,

由于层问物质的

存在
,

使蒙脱石的阳离子交换量大为降低
。

这类过渡矿

物的鉴定方法
,

目前还有不一致的地方
。

如 J ae k拍 n

等人〔1
,

2〕采用的是 K C I 处理
,

3 0 0℃ 加热 2 小时在

衍射图谱上出现 10 埃尖峰者
,

为荣脱石
,

如出现宽的

1 0 埃峰者
,

为 18 埃过渡矿 物
。

而 M a e E w a n 等〔 3〕

则用 K C I 处理 5。。℃ 加热如出现 10 埃宽 峰 者 为 s1

埃过渡矿物
。

根据我们对南京龙泉
、

辽宁锦西
、

吉林法

库等地的蒙脱石用 K C I 和加热处理的结果 (图 1 ) 来

看
,

没有一种蒙脱石经 K C I和 3 00 ℃ 加热处理后出现

1 0 埃峰的
,

而是出现 12 埃峰
,

并且即使在 40 0℃ 加热

2 小时后
,

其 12 埃峰仍不变
,

这说明 J a c k : 。 n 等人

所说的 K C I 处理和 30 。℃ 加热后蒙脱石出现 10 埃尖

峰的论点是有条件的
,

可能因样品而异
,

因而这种用

3 00℃加热的办法来区分蒙脱 石和 18 埃过渡矿物不一

定能成功
。

从我们的图谱中看到
,

三种蒙脱石只 有 在

55 0℃加热 2小时后才出现 10 埃的尖峰 (图 1 )
。

因此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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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种蒙脱石用 K CI 和不同温度处理后的 x 一 射线衍射图谱
。

l( ) 南京 汤山蒙脱石 ( < 2卜 ) ( 2) 江宁锦西蒙脱石 ( < 2 协 ) (3 ) 吉林法库蒙脱 石 ( < 1卜 )

我们上述介绍的 18 埃过渡矿物的鉴定方法中
,

是采用

了 5 50℃加热 2 小时来区分蒙脱石和 18 埃过渡矿物的
。

在过渡矿物的鉴定中值得注意的是
:

用 N a : C O ,

分散土集和用稀盐酸制备氢质粘粒过程中
,

试剂对粘

土矿物性质的影响
。

在我们过去鉴定粘土矿物时
,

一

般认为用N叭 C 0 3 分散和稀盐酸处理对枯土矿物没有

破坏作用 , 因此
,

这一方法是我们常采用的
。

但是在

我们鉴定过渡矿物时发现
,

如将粗粒蛙石 ( K一7) 样品

磨细 (过 6 0 筛孔 )
,

直接用 K C I 处理
,

则在室温下就

收缩到 10 埃
,
300 ℃ 和 5 50 ℃ 热处理后其 10 埃峰不变

(图 2 )
。

如将蜓石样品先经 2% N a : C O :

煮沸分散
,

再用 O
·

OI N H C I 洗 5 次
,

然后用 K C I 处理
,

则在室

温下和 3 00℃加热 2 小时都不收缩到 10 埃
,

而分别为

13
.

2埃和 10
.

6 埃
,

只有经 550 ℃ 热处理后才收缩到

10 埃
。

这说明蛙石的层间已有间层物质存在
,

使原来

缝石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
,

变成了 14 埃过渡矿物

的结构
。

因此
,

在鉴定过渡矿物时
,

如何分散土坡和制

备粘粒样品
,

是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

从 O lp he n 〔4〕的

报告中看到
,

当 。 .

ol N H C I 处理蒙脱石使 其 变 为
“

氮
”

质枯粒时
,

约有 60 % 的交换位置被 A l 所占据
,

级只占 4 0%
,

这说明稀盐酸对蒙脱石有破坏作用 , 同

时
,

我们知道
,

这种 A l 离子如在 p H S 左右时又大部

份以 A l (O H ) :
十

离子存在
,

而所谓过渡矿物就是这

类离子嵌入蛙石或蒙脱石的层间所形成的矿物
。 “

组
,

质蜓石中
,

A l (O H ) :
十

占据了蛙石的交换位t
,

可能

就是上述蛙石变成 14 埃过渡矿物的原因
。

为此
,

我们

认为在鉴定土坡中的过渡矿物时最好不用 N a :
C 0 3和

稀盐酸法
。

但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分散和制备粘粒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

根据上述鉴定过渡矿物的方法
,

我们鉴定了广东

徐闻砖红镶和黑龙江安达碱土中的过渡矿物 (图 3 和

图 4 )
。

从镁
一

甘油水薄片的衍射图谱来看
,

广东徐闻

土中有 14 埃矿物存在 , 黑龙江安达碱土中有 18 埃和

少 t 14 埃矿物存在
。

从钾
一

水的图谱来看
,

砖红城中

的 14 埃峰在 30 0℃ 热处理后虽向 10 埃方向收缩
,

但不

完全闭合到 10 埃
,

而是在 10 一 14 埃之间产生一个宽

的峰
,

这说明 14 埃峰不是绿 泥石
,

也不是蛙石
,

而是

14 埃过渡矿物 , 在碱土中的 14 埃峰在 300 ℃ 热处理

后 其 峰 值 不变
,

即使加热到 5 50 ℃ 14 埃峰还存在
,

这证明是绿泥石矿物
。

而碱土中的 18 埃峰在常温 和

30 0℃热处理后未出现 12 埃峰
,

而是在 10 一 14 埃之间



图 2 不同处理后蛙石 (K一 ) 7的 X
一

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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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CO s煮沸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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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o l N H C I洗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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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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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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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6 ) 经 2% N a z C0 3煮沸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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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一水 ( 3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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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经 2% N a : CO s煮沸 5 分钟
, 0

.

0 1N H C I洗 5 次
,

钾 一水 ( 5 5 0
O

C )

7 J



产生一个宽的峰
,

这说明不是蒙脱石
,

而在 560 ℃ 热处

理后
,

形成一个由 10 埃向低角度方向扩散的宽峰 (其

中尖的 10 埃蜂是水云母峰 )
,

这倒是 18 埃过渡矿物的

特征
,

因而在安达碱土中的 18 埃峰是 18 埃过渡矿物
。

这与上面提到的 14 埃过渡矿物存在于酸性土坡中
,

18

埃过渡矿物存在于碱土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

其中层间铝应作重点研究
,

通过这一研究
,

可能对土镶

中阳离子交换特性
,

磷
、

钾的固定等性质有更深一步的

T 解
。

14
.

0 A

圈 3 广东徐闻砖红堆

( 1) M ` 一甘 油水

( 3 ) K
一水 ( 30 0

.

C )

( < 2林 ) x
一

射线衍射图谱

( 2 ) K一水 ( 25
O

C )

( 4 ) K , 水 ( 5 5 0
O

C )

图 4 黑龙江安达碱土

( 1 ) M g一甘油水

( 3 ) K
一水 ( 3 0 0

.

C )

( < 2“ ) x 一射线衍射图谱

( 2 ) K
一水 ( 2 5

.

C )

( 4 ) K
一水 ( 5 5 0 O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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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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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从速开展这方面的工

作
。

在枯土矿物的鉴定工作中
,

土城过渡矿物的鉴定

是十分必要的
,

笼统地把 14 埃矿物说成是蜓石或绿泥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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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研究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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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给予

区分
。

过渡矿物的 二 一

射线鉴定
,

仅是一方面的工作 ,

过渡矿物的特性
,

主要是由层间物质的存在而引起的
,

〔 1〕 D i x o n .

J
.

B
.

a n d J
a e k so 。 ,

M
.

L
. ,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i D t e r g r a

d i
e n t e

h l
o r五te一 x Pa n s ib l

e la y e r

S i li e a t e s o f 5 0 11
5

.

50 11
s c i

. s o e .

A m e r P r o e
. ,

2 3
r 35 1一 35 4

,
19 6 2

。

〔 2 〕 Ja e
k
s o n

,

M
.

L
. ,

5 0 11 e
l
a y m i n e r a l o g i e a l

a n a
l y

s is ( i n 5 0 11 e
l
a y M i n e r a l o g y C

.

1
.

R i e h a n d G
.

W
.

K
u 习 z e E d )

,

U n iv e r s it y
, o

f

N o r t h C
a r o li

n a P r e s s .

2峨5一 2 6 0
, 1 , 6 4

.

( T 转第 63 瓦 )



而且炭疽病少
。

问题是用青饲料打浆机脱壳效率低
,

操

作人员环境差
,

劳动强度大
,

需进一步改进
,

亦可用

磨米机处理
,

提高效率
。

2
.

根瘤菌拌种是经济有效的措施
:

海涂土壤 中

缺乏根瘤菌
,

因此黄花首猜用根瘤菌拌种能显著的促

进黄花首猎生长
。

根据我们在棉花一队试验证明 (见表

1 ) :

拌种后
,

黄花首箱单株根瘤菌数
,

株高
,

鲜草重

和干重
,

以及鲜草亩产都增加
,

其中以 C 33 和 5 8 鲜草

增产最多
,

分别比对照增产 13 2%和 131 %
。

菌种用量

每亩半斤即够
,

成本只几角钱
,

因此黄花首猎根瘤菌

拌种是经济有效的措施
。

3
.

选择适宜的播种期
:

由于海涂气温比内地低
,

冷得早
,

因此黄花首猎在 9 月下旬就可以播种
。

稻田

播种黄花首猜要在杂交水稻收后抓紧进行
,

在 10 月底

之前播下能安全越冬
,

1 1月上
、

中旬播的黄花首猎易

受冻害
,

越冬比较困难
,

11 月下旬播的很难成功
,

如

我场农科队 197 8年 11月23 日播的黄花首猜出苗后受到

冻害
,
几乎没有产 t

,

拌种根润菌也没有什么效果了
。

4
.

共麟耙后播种
,

不宜松田套种
:

稻后耕 耙 播

种的 27 0亩
,

平均亩产鲜草 1 8 00斤
,

而稻田套种的2 20

亩没有成功
,

分析原因是 (一 )土壤沙性重
,

粉沙含 t

高
,

占80%以上
,
而粘粒含量少

,

只有 5 %
,

土壤很

板硬
,

黄花曹楷种子发芽后
,

根扎不下去 , (二 )飞播

后
,

稻田没有开沟
,
雨水排不出去造成演水 , ( 三 )水

稻收获时
,

黄花首猜受到联合收割 机 的 机 械 压伤
:

(四 )群鸭进入黄花首箱田中进行放食
。

而其中土壤板

硬是套种失败的主要原因
。

因此黄花首楷要耕把后播

种
,

不宜稻田套种
。

5
.

增加磷肥
:

海涂土坡中有效碑少
,

增施磷肥可

使黄花首楷产量大幅度增高
。

磷肥种类中
,

钙镁磷肥

宜作种肥
,

但肥效较低
。

过磷酸钙宜作基肥
,

肥效快
,

可结合耕耙施入作基肥
。

商品过磷酸钙易结块
,

飞机

擞施困难
,

目前仍靠人工
,

工效低
。

6
。

土地要整得细平
,

做好开沟排水
:

黄花首楷脱

壳后种子小
,

如土地过分潮湿
,

不利黄花首荷 生 长
。

因此播前土地一定要搞得细平
,

并要做好开沟排水工

作
。

我场机化队东面 100 亩黄花曹箱亩产 鲜 草 只 有

1 0 00斤
,

是由于耕地耙田时间较紧
,

质 t 较差
,

土地

高低不平
,

泥块大
,

沟开得不直
,

形成局部低洼地
,

雨

后易积水
,

特别是雨雪
,

冰冻时
,

黄花曹楷苗死 亡 较

多
,

造成越冬苗数不足
,

鲜草产量不高
。

7
.

益草防咸保吸
:
海涂地咸风大

,

因此黄花首楷

地盖草有防咸保暇作用
,

从而增加越冬苗数
。

据我场

农科队对比试验
:

盖上稻草的
,

黄花首楷苗数为3 4
.

6

株 /米 2
,

不盖草的只有 1 8
。
4株 /米扎

表 1 黄 花 首 摘 根 瘤 菌 拌 种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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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脸在我场棉花一队进行
,

试脸地 1 9 7 8年亩产皮棉 1 10 斤
,

未种过首箱
。

小 区面积 0
.

1亩
,

随机排列重复三 次
, 1 9 7 a

年 g 月 2 6 日抽种
,

每亩施过碑 酸钙 3 0斤作荃肥
。

每小区播脱壳种子 。
.

4斤
,

拌 根瘤蔺 0
.

2斤
,

黄花首猜套在畦中
,

沟边种油莱
。

2 0 7 9年 2 月 1 2日考查植株性状
,

x 9 7 g年 4 月 s 日 (盛花期 )收割并侧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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