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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下蜀黄土的顺粒
、

矿物和化 学组成
,

并对下蜀黄土的成 因作一初步探讨
。

研究表 明
,

下蜀黄土物质组成 以

粉砂和粘粒为主
,

并存有一定量的 > O
.

2 5 I n 刀Q粗顺粒 . 粗顺较中重矿物含盘很少
,

轻 矿物 以石英
、

长石为主 , 粘粒矿物 以

水云母为主
, 伴有绿泥石

、

涯石
、

高岭石
、

2 : 1 / 1: 1型不规则棍层矿物
、

无定型物质
、

气化铁 (针铁矿
、

赤铁矿 ) 和石英
,

矿物结晶较差
。

下蜀黄土存在较弱的脱硅富侣伟作用 ( 51 0 :

A/ 1: O : 为 3
.

2 9出 。
.

1 9)
,

且有东南部高于西北部趋势
。

下蜀黄土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低山山麓地带
,

多构成一至二级阶地
。

在以往的研究中
,

受北方黄土风积学说的影响
,

一般认为属第四纪风积物 〔1〕
。

热释光断代技术〔幻及 地 层 对比

材料 c3 〕表明其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
。

由于地质学家
、

古生物学家
、

土壤学家在各自领域内对

不同地点的下蜀黄土研究的深入
,

一些与风积学说不一致的现象陆续发现
,

各种有关其成因

的假说相继诞生
。

除被广泛接受的经典的风积学说外
,

洪积成因闭
、

泛溢相沉积 物〔幻
、

成土

作用的产物 c6 〕等观点颇具代表性
,

它们之间的不 同点是显而易见的
。

本文对下蜀黄土的颗粒

组成
、

矿物组成和化学组成进行了研究并对下蜀黄土的成因提出了见解
。

一
、

样品与方法

供试样品采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

共 9 个剖面 (4 7 个层次 )
,

采样地点及其 气候条件列于

表 1
。

表 1

剖面号

采样地 点

采样地点及其气候条件

2 { 3 6 } 7

d.上.,̀J“口U001.二O甘自O内00材用上n口心二

湖 北当阳

1 1 1
0

5 4
,

3 0
0 5 0

1 6 4

湖北应城

1 1 3
0

3 4
,

3 0
0

5 7
,

湖北襄樊 扛苏盯胎

1 2
0

1 0
,

3 2
0

16
,

安徽六安

11 6
.

4 7
,

江苏宜兴

1 19
0

4 7
,

3 1
0

18
,

江苏 裸阳

1 1 9
0

1 2
,

3 1
0

4 8

江苏句容

1 1 9 0 2 0
,

3 2
“
0 9

,

东北 经纬

年均温 (℃ )

年降水且
( I n n l )

9 3 6一 1 0 4 8 1 0 8 4
.

6

1 5

8 7 8

3 1 0

4 0 ,

1 5
.

5

10 8 2
.

7

, 5
·

7

{
, 5

·

`

11 5 8 1 1 1 4 9
.

7

陕西汉中

1 0 7
0

0 1
,

3 3
0

07
,

1 4
.

2

8 1 3 1 0 18一 10 7 1

样品经 H C I脱钙
、

H
: O :
去除有机质后

,

用沉降法提取 < 。
.

01 ~ 粉砂及 < 0
.

00 1m m粘粒
,

筛分出> 。
.

05 m m砂粒及。
.

01 一0
.

05 m m粉砂 , 以焦硫酸钠熔样法 〔7〕测定石英
、

长石含量
,
用

吸管法 〔 8〕分析颗粒组成 , 以矩法 〔的统计颖粒组成特征数 M d (小)( 粒径均值 )
、

各。
(分选系数 )

S K杯偏倚系数 )
,

K 。 (峰凸系数 )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城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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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下蜀黄土的颖粒组成及矩法统计值

采采 样地点点 深度 ( m )))各级攀粒含皿 (诬终
,

g /细细 M d (小 ))) 各少少 SK 毋毋

>>>>>>> 0
.

8寸寸 0
.

8 444 0
.

2 555 0
.

1 000 0
.

0 555 0
.

0 111 < 0
.

0 0 222222222

0000000
.

000 lll 111 lll lll lllllllllll
<<<<<<< 1

.

000 0
.

2 555 0
.

1仆仆 0
.

0 555 0
.

0 111 0
.

0 0 2222222222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00 1 2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湖湖 北当阳阳 > 0
.

3 666 0
.

000 1 0
.

666 1 7
.

888 4
.

444 2 8 999 2 6 555 吐1 111 8
.

0 000 2
.

2 666 一 0
.

4 999

湖湖北应城城 > 1
.

嫂555 0
.

000 1 1
.

888 13
.

888 36
.

333 3工333 2 1 222 4 1 444 7
.

9 000 2
.

3 888 一 0
.

3 999

湖湖北襄樊樊 > 1
.

3 000 0
.

00000 17
.

了了 7
.

111 3 0 222 1 5 444 5 0 666 8
.

2 777 2
.

4 333 一 0
.

6 11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

琪7777777777777安安徽六安安 0
.

6 2一 1
.

7777 < 1
.

000 2 5
.

111 52
.

55555 3 4 666 2 5 333

::::: ;
.

:;;;
2

.

8 555 一 0
.

2333

>>>>> 1
.

7 777 0
.

000 11 777 3 9
.

88888 3 4 888 2 0 6666666 2
.

3 000 一 0
.

2 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000 7
.

44444 3 5 777 2 0 888888888888888888888 2
.

7 8888888888888江江苏盯胎胎 > 0
.

9 00000 6 1
.

999 4 0
.

99999 3 1 888 2 1 222 4 0 999 7
.

9 000 2
.

3 444 一 0
.

2 555

江江苏宜兴兴 1
,

15一 2
.

55555 1 2
.

000 9
.

11111 3 6 888 2 1 333 3 1 000 7
.

0 000 2
.

4 111 一 0
.

3 555

江江苏漂阳阳 > 0
.

5 00000 4
.

777 5
.

33333 3 8 888 1 6 222 3 5 555 7
.

5 333 2
.

3 777 一 0
.

1 666

陕陕西汉中中 2
.

5一4
,

0
-------

2
.

111111111 4 3 000 7
.

8 555 2
.

3 666 一 0
.

1 888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2
.

4 1111111111111

枉枉苏句容容 0
.

8 3一1
.

000 0
.

000 3
.

111 5
.

66666 4 1333 1 8 111 3 3 555 7
.

3 99999 0
.

1 333

下下 蜀 镇镇 2
.

0一 3
.

555 0
.

000 0
.

5555555 透3 999 1 5 555 3 6 222 7
.

硅88888 0
。

1 444

11111 0
.

0一1 555 0
.

000 3
.

1111111 3 8 999 1 5 555 4 0 777 7
.

7 33333 一 0
.

1 000

表 3 下蜀黄土与北方黄土的颖拉组成对比

土城名称
0

.

0 1一 0
.

0 5

刀U n
粘 粒

下蜀黄土 > 2 5 09 / kg

北方黄土*

2 8 0一 45 09 / k g

多 为
3 0 0一4 5 0 9 / k g

4 5 0一6 0 0 9 / k g < 2 5 0 9 / k g

* 引自文献 〔1 〕

下蜀黄土颗粒组成 (表 2 ) 以粉砂 (0
.

00 2

一 .0 05 ) 和粘粒 ( < 。
.

00 2m m )为主
,

二者总

量多大于 90 。盯k g ,

但样品之间差异较大
。

矩

法统计表明下蜀黄土颖粒组成多为分选性较

差的低峰态负偏倚分布
。

与北方黄土相比
,

其颗粒较细
,

分选性较差
,

并多存在> 0
.

25

m m粗砂
。

在 4 号剖面中可达 1 1 6
.

8 9 / k g
,

剖

面 2 中甚至存有> 5 m m 砂粒 (表 3 ,

4)
。

颗粒

组成特征值结果表明
,

从陕西汉中
、

湖北襄樊到安徽六安和江苏宜兴四个剖面的粒 度 均 值

M d (。 )减少
,
乙

。

增大
,

说明这四个剖面的颗粒自西北而东南颗粒由细变粗
,

而分选程 度 有

变差趋势
。

表 4

土维名称

下蜀黄土

北方黄土*

下蜀黄土与北方黄土颗拉组成特征值的对比

M d (中 ) 各奋 SK 口 K 奋 峰形特征

6
.

3 8一 8 4 0 2
.

1 3一 2
.

8 5

7一 8 2
.

0一 2
.

1

一 。
·

’ `一。 一 , ,

…
一 ’

`

5 ,一。
`

5

0
。

2 5一 0
。

5 Q I 一 0
.

3一 1
。

0

分选性差 负偏低峰态

分选性差正偏低峰态

* 引 自文献〔 9〕

由上述可见
,

下蜀黄土物质组成与北方黄土有异
,

并存在 > 0
.

25 m m颗粒
,

说明下蜀黄土

源物质在迁移过程中
,

除风力悬浮搬运之外
,

水的搬运沉积也是重要作用之一
。

(二 )原生矿物组成

下蜀黄土粗颗粒矿物组成比较简单
,

重矿物 (比重 > 2
.

9) 含量很少
,

用重液分离法〔 1。〕未

得到可计量的矿物样品
。

轻矿物中 9。万
.

以上的成分为石英
、

长石
,

同时含有 少 量 的 云母
。

。
.

01 一。
.

05 m m粉砂 中矿物含量递减序为石英 > N a
一长石> K一长石> C a

一长石
,

石英 /长石

比值 ( R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矿物稳定性
,

R值越小
,

矿物越趋向稳定
,

反之越不稳定
。

表

1 2



表 5下蜀黄土 0
.

0 1一 o
.

0 5 m m粉砂中石英
、

长石含且及比值

办

例例例 采样地点点 深度 (m )))矿物含 t g (/ k g )))石 英英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号号号号号号 长 石石石石石 石 英英 石英 十 长石石 长 石石

KKKKKKKKK
一

病 巨 a--
云 }瓦二丧石 }

一

息万
-石石石 R ()))

11111湖北 当阳阳 >0
.

666 3 53
.

222 9 3
.

666 1 1
.

333 1 58
.

222 7 7222 0 9 3
.

4 777
.

8 888

22222 湖北应城城 > 1
.

4 4 555 1
.

444 4 5
.

9994
.

111 10 0
.

444 8 5000 50 9
.

666 8
.

4 777

33333湖北襄樊樊 > 1
.

000 3 54
.

222 14 3
.

888 1 3
.

eee2 1 1
.

5558 7 5554 9 7
.

111 3
.

4 888

44444 安徽六 安安 0
,

6 2一1
.

7 777

:: :::
1 3 2

.

000 1 2
.

000 2 0 7
.

666 7 2 888 9 3 666 3
.

5 111

>>>>>>> 1
.

7 77777 9 4
.

111 7
。

666 1 4 7
.

222 8 0 222 9 4 999 5
.

4 555

55555 江苏盯胎胎 ) 0
.

9 000 6 5
.

999 17 9
.

111 2 0
.

666 2 6 5
.

666 6 7 888 9 4 333 9
.

6 888

66666 江苏宜兴兴 1
.

1 5一2
.

555 3 4
.

000 4 9
.

555 4
.

777 8 8
.

222 8 5 444 9 4222 9
.

6 888

77777 江苏 漂阳阳 > 0
.

5 000 5 2
.

555 1 1 0
.

222 1 0
.

888 1 7 3
.

444 7 7 111 9 4 444 4
.

4 444

88888 映西汉 中中 2
.

5一 4
.

000 77
.

222 1 8 888 2 1
.

666 2 8 777 6 1 333 9 0 000 2
.

1 444

99999 江苏句容容 0
.

8 3一 1
.

000 6 7
.

333 1 5 1
.

777 19
.

000 2 3 333 7 0 444 9 4 222 2
.

9 666

下下下 蜀 镇镇 2
.

0一 3
.

555 6 3
.

333 1 1 7
.

444 12
.

999 1 9 3
.

777 7 2 444 9 1 888 3
.

7 444

1111111 0
.

0一 1555 5 9
.

888 1 0 3
.

000 1 0
.

222 1了3
.

000 7 5 999 9 3222 4
.

3 999

5 结果表明 9 个样品中R值差异较大
,

其中湖北省应城 ( 2 号剖面 )和江苏宜兴 ( 6 号剖面 ) 相

对最高 , 江苏盯胎 ( 5 号剖面 )
,

陕西汉中 ( 8号剖面 )和江苏句容 ( 9 号剖面 )相对最小
,

显然

下蜀黄土矿物稳定程度不大一致
,

这可能与其物源和堆积环境及风化程度不同有关
。

(三 )粘粒矿物组成

通过粘粒的X一射线扫描和定量分析
,

研究样品的粘粒矿物均以水 云 母 为 主 ( 3 3 5 士 16

g / k g )
,

伴有一定量的蒙皂石 ( 2 5 1士 3 5 9 / k g )
。

无定形物质 ( 1 5 0 土 1 8 9 / k g )和高岭石 ( 1 3 6士 2 7

g / k幻
,

并存在一定石英及 2 : 1/ 1 :1 型不规则混层矿物
,

电镜检查还有 蛙石
、

绿泥石
、

针铁

矿
、

赤铁矿
,

但颗粒细小
,

且高岭石多粘附于水云母片上
。

由表 6 可知
,

在下蜀黄土区 自西北而东南
,

土壤中 1:1 型矿物
、

2 : 1 / :1 1型不规则混层矿

物和无定形物质增多
,

而 2 :1 型矿物减少
,

且其矿物结晶程度变低
。

(四 )粘较化学组成

粘粒的51 0
:

A/ 1
: O : 和 51 0

:
/ R

Z

O
:

是反映粘土矿物脱硅富铝化作用的两项重要指标
,

供

试样品二值分别为 3
.

29 士 0
.

19
, 2

.

56 土 。
.

14( 表 7 )
,

显示下蜀黄土脱硅富铝化作用较弱
,

同

表 6 下蜀黄土拈粒矿物组成 g( / k g)

例面号 采样地点
采样深 度

(m )
游 离 铁
F e 么 0 5 无定形物质 蒙 皂 石 高 岭 石 水 云 母

湖北当阳

湖北应城

湖北襄樊

安徽六 安

江苏 盯胎

江苏宜兴

江苏 深阳

映西汉 中

江苏句容

0
.

1 7一 0
.

3 6

0
.

3 7一 0
.

6 0

0
.

1 9一 0
.

3 9

0
.

3 0一 0
.

6 2

0
,

3 0一0
.

40

0
.

1 5一0
.

6 0

0
.

1 5一0
.

3 0

0
.

1 2一0
.

3 3

1
.

0 0一2
.

0 0

1 6 5
.

1

1 6 9
.

5

1 5 7
.

7

1 5 6
.

1

1 5 3
.

8

1 52
.

6

1 47
.

9

12 3
.

1

1 57
。

5

2 3 4
.

6

2 4 1
.

1

3 4 2
.

5

2 43
.

3

3 33
.

6

2 0 8
.

9

2 3 3
.

3

2 6 2
。

5

2 37
,

9

12 2

1 4 1
.

名

1 3 7
.

9

1 0 6
.

9

1 3 5
.

6

1 2 1
.

8

1 3 1
.

1

10 7
。

0

1 3 1
.

6

3 0 6

3 0 4

2 9 7

3 5 7

3 0 5

2 9 8

3 3 7

4 0 7

3 5 7

,11从以J任nQnb厅̀ùbo口O甘

……
,- .

00pa工b九DA
J̀.二OéùóQU匕口暇é通ùón内卜才尸a月任度目1

0自

了寻



表 7

例面号

下蜀黄土粘拉矿物组成 (占干物重% )

采样地点
采样深度

(m )
5 1 0

2A 1 2
Os Fe : 03 5 1 0

生

A l
: 05

5 1 0
,

R :
0 5

54464563554856傀51
n自勺“勺曰2
0自
2Z
n勺̀山

30100936阳18305631
八J
3
n舀自舀的nJJ品0
3
八O湖北当阳

湖北应城

湖韭襄樊

安徽六安

江苏盯胎

江苏宜兴
卜 . 刁, . 气

江苏漂作

陕西汉中

江苏句容

0
.

1 7一 0
.

3 6

0
.

3 7一 0
.

6 0

0
.

1 9一 0
.

3 9

O
、

3 0一 0
.

6 2

0
.

3 0一0
.

4 0

0
.

1 5一0
.

6 0

0
.

1 5一0
.

3 0

0
.

12一0
.

3 3

1
.

0 0一2 0 0

祺7 5
.

1

2 6 5
.

4

4 56
.

6

4 8 0
.

5

4 8 2
.

4

4 7 5
.

6

4 7 6
.

4

4 8 0
.

9

4 5 2
.

8

2 4 4
.

2

2 5 4
.

7

2 5 0
。

8

2峨2
.

5

2 4 2
.

3

2 5 3
.

4

2 4 5

2 2 9
.

3

2 3 2
.

4

1 1 4
.

8

1 0 4
.

5

1 0 2
.

0

1 0 6
.

3

1 2 3
.

0

1 1 2
.

2

1 1 0
.

5

1 1 0
.

6

1 1 6
.

2

纬度的剖面 自西而东有减少趋势
,

同地区的剖面自北而南也呈减势
,

但从表中可知上述规律

不是递变的
。

综上所述
,

作者认为
,

下蜀黄土是在其所在地区的地质
、

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
,

有其

自身的形成历史和条件
,

在其形成过程中
,

风积作用和水成作用均有可能参与了其中的源物

质的搬运及沉积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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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 页 )特征也较典型
:

具有强碱化过程产生的碱化层
,

潜育过程残存的潜育特征

和潮化过程产生的潮化特征及复盐现象
。

从现有资料来看
,

羌塘高原碱土拟分潮碱土一个亚

类
,

续分盐化潮碱土一个土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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