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棕壤和揭土中的水合氧化物
`

.

过 兴 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山东省山地丘陵区的地带性土壤
,

既有棕坡
,

也有揭土
,

而 以棕城为主
,

两 者 交错 分

布〔”
。

它们的划分指标
,

以往不够明确
,

因此容易混淆
。

鉴于水合氧化物在土壤分类上
,

越

来越引起国内外土城学者的重视〔2一匀
,

我们特对棕壤和揭土的水合氧化物 (包括活性铁
、

锰
、

铝
、

硅及游离铁
、

锰 )〔的 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

为土壤分类提供依据
。

一
、

棕坡和褐土的基本性质

从表 1可知
,

山东省棕坡和揭土的基本理化性质具有明显的差异
:

( 1) 棕壤呈酸性至微酸性

反应
,

有的接近中性
, p H < 7

.

。
。

其中酸性棕壤偏酸
,

潮棕坡剖面下部接近中性
,

普通棕壤

和白浆化棕坡则介于两者之间
;
而褐土呈碱性至微碱性反应

,

有的表层亦可呈中性
, p H > 7

.

。
。

表 1 棕 堆 和 褐 土 的 基 本 理 化 性 质 比 较
*

一
-

一 土 类
·

棕 坡 { 揭 土

—
.

成 土 母 质
1

花 岗岩
、

片麻岩
、

片岩等
’

黄土
、

石 灰岩
、

钙质紫色 砂页岩等

PH

C a C O 3

M g C O 3

4
。

9 6一 7
。

0 0

无无( % )

( % )

。

8 0一 8
。

3 0

。
0 1一 1 4

。

4 2

O
。

5 5一 1
。

4 8

( 3
。

8 7 )

( O
。

7 9 )

侧未未 测盐 荃 组 成

(在克当 t / 1 0 0克土 )

C a + 令 +

M g
+ 今

K
+ +

N
a .

。
2 2一 1 8

。
8 7

。

4 8一 1
。

8 5

( 10
。

5 2 )

( 1
。

0 3 )

交换性 H
奋 十

lA
令 令 令

(奄克当盆 / I 。。克土 )

交 换 盘 (班克当 t / 1 。。克土 )

盐 荃 饱 和 度 ( % )

痕迹一 4
。

25

6
。

1 2一 3 4
。

1 1

3 0
。

7 5一 9 8
.

4 0

( 2
。

6 1 )

( 1 4
。

4 9 )

( 7 9
。

9 0 )

( 1 9
。

4 8 )

(饱和 )

无机碑 相对 含 t * *

( % )

A l一 P

F e 一 P

C a 一 P

0 一 P 总 t

0
。

8 0一 1 1
。

2 4

2
。

7 1一 1 3
。

4 1

7
。

4 3一 2 1
。

6 2

5 5
。

1 1一 8 6
。

3 2

( 4
。

6 7 )

( 7
。

4 6 )

( 1 5
。

6 3 )

( 7 2
。

2 4 )

( 4
。 4 0 )

( 3
`

3 6 )

( 5 2
。

2 3 )

( 4 0
。

0 1 )

软 独 含 t

( % )

< 0
.

0 1毫米

< O
。

0 0 1毫米

2 3
。

9一 6 6
。

9 4

1 0
。

4一 2 9
。

9

( 3 5
。

4 6 )

( 1 3 。 7 5 )

无

1 0
。

5 1一 3 2
。

4 1

高 度 饱 和

3
。

2 5一 6
。

3 9

0一 9
。

6 7

4 0
。

1 8一 6 4
。

6 7

2 8
。

9 4一 5 4
。

7 2

2 8
。

6一 4 1
。

5 4

1 3
。

1 5一 2 4
。

8

( 3 9
。

3 0 )

( 1 9。 9 6 )

* 本表内数据用全 剖面 各层次统计得 出
,

标 本次因项 目不同而异
,

大体 上棕城用 40 一 70 个
,

褐土用 25 一60 个
, 括号

内的盆值为平均值
。

* * 无机礴由山东农业大学施洪云 等同志分析
。

-

* 本文承 本所陈家坊
、

王振权
、

张俊民等 同志指正
,

特此致谢
。

2 3 6



其中普通揭土偏碱
,

而淋溶褐土的表层多呈中性
。

( 2) 棕壤的盐基饱和度较低
,

一般为 50 一

9。%
。

其中酸性棕壤最低
,

潮棕壤最高
,

普通棕壤和白浆化棕壤则介于两者之间 , 褐土盐基

过饱和
,

或多或少含有游离碳酸钙和碳酸镁
。

( 3) 在无机磷含量中
,

棕壤 C a
一 P的相对含量

移 显著低于褐土
,

F e
一 P则显著高于褐土

,

至于 A I一 P, 两类土壤却无显著的差异
。

二
、

棕壤和褐土中水合氧化铁
、

锰的剖面分异

土壤中的水合氧化物
,

存在于粘粒与非粘粒两部分
,

但以粘粒部分为主 (特别是铁
、

锰 ) ;

非粘粒部分有的存在于层状硅酸盐矿物中 (特别是硅
、

铝 )
。

它们具有随粘粒的移动而活动的

特点
,

还具有较高的活性和各自的化学行为
,

易受土壤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化的特点
。

它

们在土壤中常处于还原 (络合 )淋溶
哥- 公氧化淀积的相互作用下

,

即处于活化芬= 二七老化的变化

中
。

因此
,

土壤中氧化物及其水合物的形态和性质
,

是成土过程和成土环境的产物和反映〔“ 〕
。

棕壤和褐土土体部分水合氧化物的绝对含量互有高低 (表 2
、

3 )
,

这主要是受土壤质地的

影响
,

因为它大部分存在于粘粒部分
。

为此
,

有人用水合氧化物的粘粒 比 值 ( F e d
/ C la y x

10
’ ,

… … ;

eF o/ lC ay xl o Z ,

… … )来表示
,

在土壤剖面中变化的函数图形
,

表示活动性元素

在剖面中的分布规律
,

以揭示土壤风化成土作用的特征〔 7〕
。

我们将棕壤和褐土水合氧化物的

绝对含量除以粘粒含量
,

发现两大土类有显著差异
。

表 2 棕 滚 和 褐 土 的 全 盆 氧 化 物 含 盆

类 { 剖面号 成 土 母 质
深 度

全 t 氧 化 物 ( % )

(厘米 )
P H

F e : 0 5 入I n o

.

普 通棕 城 香 2 3

花 岗岩 坡

积 残积 物

0 一 1 8

1 8一 3 8

7 0一 1 1 0

0 一 2 4

2 4一 5 0*

7 2一 8 2

5
。

7 0

5
。

8 5

6
。

1 0

2
。

7 2

2
。

8 1

4
。

4 0

O
。

0 4 5

0
。

0 4 7

0
。

0 3 5

5 10 :

76
。

4 3

7 7
。

8 6

7 3
。

2 9

A l :
0

5

12
。

9 3

1 2
。

2 8

1 5
.

0 Q

亚

类土

棕

白浆化棕 类 普 22

普 5

花岗岩坡

积残积物

5
。

4 5

5
。

4 5

5
。

0 1

2
。

3 9

2
。

2 7

4
。

58

O
。

0 4 9

0
。

0 2 0

0
。

0 2 0

7 3
。

2 5

7 4
。

8 4

6 7
。

8 1

1 5
。

9 7

1 3
。

7 5

19
。

4 4

坡

酸性棕城
角 闪片麻岩

残 积 物

0 一 1 7

4 0一 6 8

6 8一 1 0 0

5
。

1 0

4
。

96

5
。

06

9
。

0 1

1 O

。

9 9

。
5 3

0
。

0 9 0

0
。

1 1 9

0
。

0 9 9

5 5
。

5 0

5 4
。

0 4

5 4
。

58

1 8
。 1 3

1 8
。

8 8

1 9
。

1 0

3
。

3 4

4
。

6 5

4
。

3 4

O
。

0 5 0

0
。

0 5 2

0
。

0 5 1

7 5
。

7 6

7 1 。
6 7

7 2
。

2 6

12
。

8 9

1 5
。

4 7

1 5
。

8 7

6
n甘丹UQ材一b妈U

…
R口nbt了

潮 棕 壤
花 岗岩洪

积 物

0 一 2 1

2 8一 4 2

9 5一 1 1 0

普通褐土 黄 土

考巧

0 一 1 5

4 0一 6 0

14 0一 1 8 0

8 。
2 0

8
。

10

7
。

9 0

4
。

5 1

4
。

9 5

5
。 1 4

0
。

0 6 7

0
。

0 7 2

0
。

0 8 0

7 2
。

4 8

7 2
。

9 3

7 1
。

9 9

1 3
。

5 6

1 3
。

5 8

1 4
。

7 5

nJQ曰ōóO公ó了Oé,二翻hù,̀
ù“甘

..

…
nJ,J工bl匕只ù

咭l月11llj .二一.上普通褐土 石 灰 岩

0 一 2 0

2 0一 5 5

9 3一 1 4 5

8
。

1 0

8 。
0 0

8
。

2 0

0
。

0 6 2

0
。

0 6 6

0
。

0 6 6

6 5
。

5 6

7 0
。

4 4

6 6
。

6 4

1 3
。

8 3
O曰ùU,立只材舟匕Rù

…
J,J任d

ù”甘ùó口勺n已óUō 1

…
ō了RS

勺
普通褐 土

份 8

含 3 3

钙 质

紫色砂页岩

0 一 2 5

2 5一 7 4

1 0 0一 1 2 0

4
。

8 8

6
。

2 4

6
。

9 2

0
。

1 2 0

0
。

1 0 1

0
。

0 8 0

6 7
。

1 4

6 3
。

3 1

4 4
。 6 1

* 自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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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棕壤与褐土的活性氧化物和游离氧化物含t

深 度
(厘米 )

活 性 筑 化 物 ( %)游 离氧化物 ( %)活 化 度 ( %)

Fe z o
s

Mn o 510
2 A12 0 0 Fe

M
n

o Fe :
O

。
M

n
O

游 离 度 ( %)

Fe :
0

3
M

n
O

枯粒 * *

( %)

< 0
。

0 0 1

奄 米

ù U月任
0 一 1 8

1 8一 38

70一 1 10

0
。

16 8

O
。

0 18

0
。

1 3 4

0
。

0 0 3

O
。

0 2 7

0
。

0 12

0
。

2 10

0
。

0 7 5

0
。

2 0 1

0
。

0 47

0
。

0 6 3

0
。

0 1 4

0
。

0 2 7

0
。

0 2 7

0
。

0 2 7

1 8
。

1

1 7
。

0

8
。

6

1 1 1
。

1

10 0
。

0

4 4
。

4

3 7
。

9

3 7
。

7

3 5
。

5

6 0
。

57
。

.

7 7
。

1

8
。

9

7
。

0

0 1
。

9

刃
一

:0 3
6 5

0 一2 4

2 4一 0 5 *

72一 82

0
。

1 8 5

0
。

2 0 8

0
。

2 2 4

0
。

0 41

0
。

0 1 7

0
。

0 18

0
。

0 4 4

0
。

0 0 8

0
。

1 4 7

0
。

1 99

0
。

42 1

0
。

2 8 9

0
。

0 46

0
。

0 1 7

0
。

0 1 7

1 5
。

4

1 7
。

9

1 5
。

0

8 9
。

1

10 0
。

0

0 1 5
。

9

50
。

2

51
。

1

3 5
。

2

1 4
。

g

9
。

6

4
。

4

9 3
。

9

8 5
。

0

8 5
。

0

6
。 9

6
。

3

2 9
。

4

ō U6
. .几,目,1自D

…
0 一 1 7

4 0一 6 8

6 8一 1 0 0

0
。

2 0 1

0
。

3 13

0
。

2 0 6

0
。

0 1 5

0
。

00 7

0
。

0 0 8

0
。

0 4 7

0
。

1 5 5

0
。

0 5 5

0
。

1 9 0

0
。

3 5 0

0
。

3 2 6

。

3 4

。
9 6

0
。

0 1 3

0
。

00 5

0
。

0 0 7

1 5
。

0

3 2
。

6

1 1 5
。

4

1 4 0
。

0

1 1 4
。

2

1 4
.

4

4
。

2

4
。

5,二八U

0
。

4 6

ùóSJ任

…
冉b工a,勺 曰乃̀自,创

0
。

0 3 2

0
。

0 2 2

0
.

02 8

,

)):
0 2 9

。

9

1 10
。

7

6 4
。

0

4 2
。

3

5 4。 9

9
。

7

9
。

2

O丹内OQ甘R
.

…
.压.0曰户匕óóJ臼,上,土.1

17
。

9

2 4 。
8

2 2
。

3

R一J伍Oó1孟
司
立月了354445一586266

OU
6
J任,山

20一293227

0
。

0 2 4

0
。

0 3 2

0
。

0 3 6

14
。

7

1 9
。

5

2 0
。

9

1 0 4
。

2

9 6
。

9

1 16
。

7

2 2
。

4

.UnJ心妇,人,二内了.UC̀1人nù,璐孟“ù
...111
一

..11.10 一 2 1

2 8一 4 2

9 5一 1 1 0

0
。

1 9 6

0
。

1 9 6

0
。

17 7

0
。

0 3 2

0
。

0 17

0
。

0 3 1

0
。

1 2 0

0
。

1 1 5

0
。

1 3 8

0
。

0 8 2

0
。

1 3 7

0
。

1 1 6

0 一 1 5

. 2 4 0一 6 0

1 40一 1 8 0

0
。

1 4 8

O
。

2 1 7

0
。

2 2 4

0
。

0 2 5

O
。

0 3 1

0
。

0 4 2

O
。

08 8

0
。

2 1 3

0
。

0 8 5

0
。

1 5 6

O
。

1 9 1

0
。 1 8 4

一óOU

,工n目自才Oé
.

…
nnU拓00曰,曰O妇勺一乃̀OU月一任Rù门子 月才八匕一叹J拓bOU人石一no比匕

O曰ùUJltlt̀
..

…
凡bl舀月̀丹舀óJ

d土
,
土1孟,上1上

. 8

舟3 3

0 一 2 0

2 0一 5 5

9 3一 1 4 5

O
,

2 3 5

0
。

2 2 4

0
。

1 5 9

0
。

0 2 9

0
。

0 3 6

0
。

0 3 8

0
。

1 0 8

0
。

1 0 1

0
。

1 96

0
。

1 7 0

0
。

2 2 7

0
。

2 1 7

0
。

0 3 6

0
。

0 4 1

0
。

0 4 4

8 0
。

6 1 8
。

7O臼O曰,且n舀J任叮d

…
nJ叮自

0 一2 5

2 5一 74

1 0 0一 1 2 0

0
。

3 1 7

0
。

4 5 1

0
。

0 8 6

0
。

0 4 8

0
。

0 4 2

0
。

0 0 6

0
。

18 9

0
。

1 5 9

0
。

10 3

0
。

2 7 5

0
。

3 5 3

0
。

1 2 9

O
。

0 7 3

0
。

0 6 3

0
。

0 2 0

4 7
。

4 6
。

6 0
。

8

6 2
。

4

1 6
。

2 3 O旧
.

0 7
。

7 2 5
。

0 9
.

0 8 .

,上一H叹口
3
ó石口亡

…
,山0̀n甘

* 白浆层 , * * 粘粒 含最由本所 王伏雄 同志 分析
。

从图 1至图 4 可知
,

棕壤和褐土水合氧化铁
、

锰的粘粒比值
,

随剖面深度而变化的图形
,

差

异甚为明显
,

反映了两土类的剖面分异特点
,

同时也反映了两大土类及其各自亚类的差异
。

这

与野外观察的剖面形态特征相符合
。

无论从游离铁
、

锰的粘粒比值
,

还是从活性铁
、

锰的粘粒比值来看
,

都是棕壤显著大于

揭土
,

而且棕壤剖面的变幅也较褐土显著
。

锰的剖面分异尤为明显
。

这是由于锰的氧化还原

电位较铁高
,

锰比铁更为活泼之故
。

而棕壤和褐土中锰的粘粒比值没有铁大
,

这可能是由于

锰对酸碱反应的敏感性不如铁的缘故
,

使铁
、

锰在剖面深处发生分化〔幻
。

从而反映出棕壤剖

面中铁
、

锰的淋淀作用较褐土为强
,

也即棕壤的近代成土作用较强
。

1
.

稼班水合妞化铁
、

括的剖面分异

棕坡各亚类之间水合氧化铁
、

锰的粘粒比值
,

及其剖面分异也各具特点
。

反映出棕壤各

亚类除具有共同的成土过程外
,

还具有各自的不同附加成土条件
,

致使它们的淋溶强度在程

度上有所不同
。

酸性棕城水合氧化铁
、

锰的粘粒比值及剖面变幅最大
,

说明其淋溶作用最强
。

其粘粒比

值在心土层最大
,

到剖面下部才逐渐减弱
。

这是由于其分布坡度徒
,

侧渗水的径流作用较强
,

产生粘粒的侧向机械淋失
,

又由于心土层的有机质低
,

活性铁和铁的活化度较高
,

加速了铁 价

(锰 )从铝硅酸盐矿物中的释放~ 水化` 还原 ~ 移动过程
,

从而遭受淋失
。

表层有机质与锰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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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

进一步加剧了锰的淋溶还原作用
。

由于粘粒被淋失
,

使全剖面质地变粗
,

透水性极好
,

加

剧铁
、

锰元素及其盐基离子的淋失
,

使酸度增大和饱和度降低
,

从而减弱了铁
、

锰的老化
,

促

进了铁
、

锰的还原淋溶
,

直至淋失
。

因此不会使全剖面形成明显的粘化层和铁
、

锰斑纹
。

应

该指出
,

该亚类粘粒比值大的原 因还与其粘粒少和心土层的活性铁含量高有关
。

白浆化棕壤包括侧渗型和滞水型 白浆化棕壤两种类型
。

前者水合氧化铁
、

锰的粘粒 比值

仅次于酸性棕壤
。

其中
,

水合氧化铁的粘粒比值从表层到 白浆层显著增加
,

到淀积层又显著

减小
。

水合氧化锰的粘粒比值
,

则从表层到淀积层急剧减小
,

说明锰在棕壤剖面 中的分化比

铁更为明显
。

这是由于该剖面分布较徒
,

剖面下部又有一个粘重不透水层
。

在季节性滞水还

原条件下
,

表层和亚表层的铁
、

锰还原活化
,

使活性铁增高
,

并和粘粒随径流水侧渗淋失
。

但

其粘粒未受破坏
,

这可从粘粒含量与交换量数值基本一致得到证实
。

表层交换量稍高于亚表

层
,

是有机质稍多的缘故
。

某 些 分 布 于缓坡的滞水型 白浆化棕壤
,

较上述侧渗型白浆化棕

壤有所不同
,

其表层或亚表层除有部分还原态铁
、

锰侧渗淋失外
,

绝大部分的还原态 铁
、

锰

则就地于淀积层氧化淀积
。

由于淀积层的质地粘重
,

透水性弱
,

使铁
、

锰重新就地氧化 (老

化 )而淀积
,

形成棕黑色的铁
、

锰结核
。

最后使表层或亚表层逐渐形成粗粉砂多
、

铁
、

铝
、

锰

贫乏的白色淋溶层 (白浆层 )
。

白浆化棕壤铁
、

锰的淋淀作用仅次于酸性棕壤
。

.

普通棕壤铁
、

锰的粘粒比值低于白浆化棕壤
。

其剖面变幅也不如白浆化棕壤 明显
。

水合

氧化铁
、

锰的粘粒比值从表层向下逐渐增加
,

到母质层又 急剧减小
。

普通棕壤铁
、

锰淋淀作

用较白浆化棕壤为弱
。

但有正常的剖面发育
,

为典型的 A一 B一 C 型土壤
,

淀积层中有明显

的粘粒淀积
,

还有铁锰结核形成
。

潮棕壤铁
、

锰的粘粒比值
,

较上述三个棕壤亚类均小
,

而且具有随剖面加深而显著增加

的趋势
,

其铁
、

锰的淋淀作用最弱
。

这是由于该种土壤分布低而平坦
,

地下水位高
,

参与其成

土作用
,

使铁
、

锰长期处于渍水还原 (活化 )条件下
,

还原作用又随剖面深度加深而不断增大的

缘故
。

在剖面中看不出有明显的铁
、

锰淀积和粘粒淀积特征
。

在剖面下部仅见到少量的铁
、

锰

锈斑
。

这种锈斑并非淋淀作用的结果
,

而是就地脱水老化 (氧化 )的产物
。

活性敏化铁 的结粒 比 ( F e 。

/C l a y 义 10 “ )

.

4 1
.

6 1
.

8 2
.

0 2 2 2
.

4 2
.

王二 2
.

8 3
.

` ) 3
.

2 3
.

4 3
.

ǎ兴粤侧浇

每

图 1 棕壤
、

褐土活性氧化铁粘拉比值的剖面变化

图 1一 6的图例
:

1

— 普通棕 坡 (鲁 2 3) , 2

—
酸性棕坡 (普 5)

, 3

— 白浆化棕炭 (鲁 2 2)
, 4

— 潮棕集 (奋 16 ) ,

5

— 黄土母质 发育的普通福土 (警 2) , 6

—
石灰岩母质 发育 的普通揭土 (鲁 8) , 7

—
钙 质 萦色砂贾岩母质 发育 的

普通 揭土 (会 3 3 )
。

2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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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棕壤
、

褐土活性氧化锰粘粒比值的剖面变化 图 4 棕壤
、

褐土游离氧化锰粘粒比值的剖面变化

2
、

福土水合妞化铁
、

锰的部面分异

揭土铁
、

锰的粘粒比值及其剖面变幅 (分异 )都较棕壤为小
,

在剖面下部看不到铁
、

锰淀

积的痕迹
,

说明褐土中铁
、

锰的淋淀作用不如棕壤明显
。

就褐土而言
,

其中以钙质紫色砂 页

岩母质发育的揭土的水合氧化铁
、

锰的粘粒比值和剖面变幅最大
,

其次是石灰岩母质发育的

揭土
,

黄土母质发育的揭土则最小
,

说明褐土铁
、

锰的琳淀作用与成土母质有关
,

其变化规

律是
:

钙质紫色砂页岩母质发育的褐土 > 石灰岩母质发育的褐土 > 黄土母质发育的揭土
。

揭

土由于富含游离碳酸盐
,

使呈碱性反应
,

使土壤呈凝絮状
,

故粘粒移动受到阻碍
,

加上碱性

条件影响矿物中氧化物的释放及其在土壤中转化和移动
。

淋溶褐土水合氧化物的粘粒比值的 .

特点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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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棕壤和褐土中水合氧化铝
、

硅的剖面分异

硅和铝都是土壤中最丰富的元素
,

因无色不如铁
、

锰之易于被观察到它们在土壤剖面中
. ` *

, 。 。 。 , 。 曰 *
,.’ ,

. ~
, _

. 。 ` 品 * 儿 二 . 山 丫 。 二 ` 二 .

“
, * 。 。 . 山 , `. 的变化状况

。

但是
,

它们能随土壤酸度的变化
,

而溶出不 同量的可溶性铝和硅
,

尽管溶出的绝

对量较铁为低
。

铝为两性元素
,

它在 p H S
.

2一 8
.

9的介质中能溶出。
.

28 一 0
.

0 1 5 2毫克的铝〔 , 〕 ;

而硅的溶出量
,

则随着土坡碱度的增大而增加〔 10 〕。

因此
,

在棕壤和褐土的酸度范围内
,

可随

着土壤酸度的变化
,

而溶出不同量的铝和硅
,

同时
,

铝又能与有机质络合溶解
。

因此
,

硅和

铝在土壤剖面中常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

为此
,

我们用与上述铁
、

锰相同的方法
,

测得了棕壤和褐土的活性氧化铝
、

硅的含量
,

计算活性铝
、

硅的粘粒 比值
,

并绘制了二者的

剖面变化图
,

以揭示铝和硅元素在两个土类中的活动规律
。

从图 5
、 6可知

,

棕壤和褐土活性铝
、

硅的粘粒比值
,

在土壤剖面中的变化规律与铁
、

锰

活性氧化铝的粘粒 比 ( ^ 七 I c la y x 10 2 )

.

4 0
.

6 0
.

8

/
.

1、lse龟̀、̀
.

!

!1
.三

。0402060802000406080

ǎ兴国à侧彩

.

图 5 棕壤
、

褐土活性氧化铝粘粒比值的剖面变化

活性氧化硅的粘粒比 ( S I
O

C {。 y 生。“

; 更宝 7 8 {勺 ]一) 1 1 ! 2 13 1

勺. ~ , 月 . ,

~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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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棕滚
、

褐土活性氧化硅拈粒比值的剖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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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相同
。

其中酸性棕壤和 白浆化棕壤两亚类的活性铝
、

硅的粘粒比值
,

及其在剖面 中的变

幅都较褐土为大
,

而普通棕壤和潮棕壤活性铝
、

硅的粘粒比值
,

则与褐土互有高低
,

其剖面

变幅却较揭土稍大
。

但是
,

如果都以 B层作为诊断层来进行比较
,

则棕壤剖面 中的活性铝
、

硅

都较揭土分异明显
。

育
四

、

结 语

山东省棕坡和揭土水合氧化物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
铁

、

锰
、

铝
、

硅四种水合氧化物的

粘粒比值及其剖面分异
,

都是棕壤大于揭土
,

说明棕壤剖面中铁
、

锰
、

铝
、

硅的淋淀作用都较

褐土为强
,

尤以锰和铁为突出
。

因此
,

可以将水合氧化物的枯粒 比值及剖面变幅
,

作为棕壤

和褐土的划分指标之一
。

若 以B层作为诊断层
,

则分异更为明显
。

此外
,

棕壤各亚类中四种元

素淋淀作用强度的变化规律是
:

酸性棕壤 > 白浆化棕壤 > 普通棕壤 > 潮棕壤
;
而褐土中四种

元素淋淀作用的强弱与成土母质有关
,

其变化规律是
:

钙质紫色砂页岩母质发育的揭土 > 石灰

岩母质发育的揭土 > 黄土母质发育的褐土
。

棕壤和揭土的上述差异与成土母质有密切关系
。

棕壤发育于花 岗岩
、

片麻岩等酸性 母 质
,

酸性条件有利于矿物中氧化物的释放
、

土壤中粘粒的移动
,

进而促进土壤中氧化物的转化和

活动
。

而揭土发育于碳酸盐和基性岩母质
,

碱性条件阻滞了矿物中氧化物的释放
、

土壤中粘粒

的移动及氧化物的转化和活动
。

因此
,

在同一地带内
,

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土壤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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