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海沉积物形成的砖红壤性红壤中各元素含量均低

于或仅接近于土壤平均含量
,

唯独 B 超过平均含量

十余倍
。

同类母质因地形部位不同的土壤中元素含

且也有一定差异
,

与丘陵坡地红壤比较
,

谷地红壤

性水稻土中 C r ,

C u ,

N i
,

P b
,

M o ,

V
,

B a 含蚤明显减

少盆而 T 七 Z r含量明显增大
,

B
,

Z n 也有一定程度

增大
。

小谷地红壤性水稻土中 M n 含量显著增 大
,

C 。 也有同样趋势
。

根据土层与母质层中元素含最 比率看
,

各类富

铁铝土壤因受其特定环境因素与成少作用制约
,

具

有不同的微量元素剖面分布特点
。

红壤剖面中 B a ,

S r ,

B
,

P b含量在 A层减少 (在针叶林下 ) 或增大 (在

阔叶林或杂木林下 )
,

C u ,

Z n ,
、

N i ,

C o ,

C r ,

V含量

在 B层增大
,

M n ,

T i
,

Z r 含量也在人层增大 ,
黄红

镶剖面中 M n ,

C 。 , C u含蚤在 B层明显增大 , 黄壤剖

面中M n ,

C 。 含量在各土层均明显减少
,

C u 却呈增

大 , 揭红城剖面中 B a ,

S r ,

C 。 含量在各土层及 B

含蚤在 A和 A B层均增大 , 砖红坡剖面中C r ,

V含量

在各土层均减少
,

水化砖红壤剖面 中 更 明 显
,

而

M n , C 。 含量却在 B层增大扩氧化还原型水稻土剖

面中M n 含量在 A
, P层明显减少

,

在 B层明显增大
,

B a , C u ,

P b含蚤在各土层及 C o ,

N i
,

C r , V含量在

于
,

B层均增大 , 还原型水稻土剖面中除M 。 含量在

P层明显增大外
,

B含量在 B层明显增大
, V含量在

A
, P层明显减少

,
C 。 , N i含量也在 A层减少

。

另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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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 P A 浸提性 M n ,

C u 含

t 占全量 比率在水稻土剖面中比相同母质的红壤中

显著增高
,

特别是还原型水稻土表现最为突出
。

根据以上结果
,

我们认为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差

异及剖面分布特点似乎有可能分别作为富铁铝土城

与母质
、

地形相联系的低级分类 (如土属 )和与成土

作用相联系的高级分类 (如土类
、

亚类 )的具体类别

划分的补充依据
。

为综合治理砂姜黑土
,

以今溯古弄清它的生成发育

历史
,

笔者藉以放射性碳断代方法来探讨它们的年

代及其成土环境
。

淮北平原自晚更新世以来
,

地壳不断下沉
,

堆

积了 以灰黄
、

黄灰色为主的黄土性冲积物
。

晚更新

世末期气候再度波动
。

第四冰期间冰阶温
、

半干的

气候渐变为干寒的气候
。

海水东退
。

同时地壳继续

下沉
,

堆积作用加强
,

从而构成今天砂姜黑土剖面

的下半部及成土母质
。

该平原是地下水资源的宝库
,

拥有数层承压水
,

富 含 H C 0 3

一 C +a
+

一M +g
+

成

分
。

第一层含水层与钙质硬盘分布位里相当
,

这为

硬盘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

根据 l ` C 断代
,

它形成于

四万年以前
。

在多层承压水的作用下
,

地下水继而

沿毛管上升
,

随着二氧化碳分压的减少
,

碳酸盐淀

积下来
,

逐步形成剖面下部形态
、

大小不一的数层

钙质结核
。 1 4 C 断代数据集中在 z j

, 0 00一 3 0
,
0 00年

之间
。

这与晚更新世末期地层富集钙质结核的古地

理论述相吻合
。

冰后期气候逐渐回映
,

雨 t 充沛
,

湖泊的分布

远 比今 日更为广泛
,

植物生长茂盛
,

里现大片沼泽
、

草甸景观
。

这时沉积作用已日趋减缓
,

泥炭淤泥质

层得到普遗发育
,

到全新世中期已达最佳阶段
。

由河

湖相沉积物发育的土壤呈现灰黑色或暗灰色
,

进而

成为今天砂姜黑土特有的
“

黑土层
’

标志
。

“ C 测定

结果表明
,
它形成于距今 4

, 。00 一 7
,
000 年期间

。

全新世晚期黄河南泛入淮
,

这在泛滥区又堆积

了带红棕色的近代黄泛物质
。

经 “ C 断代
,

砂姜黑

土在 18 0。年以前被黄泛物质深深复盖
,

埋藏而成为

古土集
。 `

这与历史记载的汉朝期间黄河南泛入淮之

说互为印证
。

事实说明土城放射性碳断代方法是追溯过去成

土环境
,

限明土集发生
、

发育历史
,

进而为土族发生

分类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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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姜黑土是淮北平原分布面积广
,

耕作历史悠

久的农业土壤之一
。

它特有的
“

黑土层
” 、 “

钙质结核

尉及其埋藏林况 已引起国内外土雄工作者的津目
。

自从 H
·

J e n o y 提出
“

生态样块
.

学说以来
,

井

随着实验土城学的发展
,

人们可以取一定的土城胞

体代表某一土雄系统
,

研究系统中物质循环及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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