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兹、熏饯土 
我国变性土矿物学特性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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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曾被称为暗色粘土、膨粘土以及暖温带的砂姜黑土，根据它 

们的诊断特性和诊断孱，应归雇于变性土。该类土壤具有独特的剖面形态和内在性质。在粘粒 
_ 

矿物组成上均含有嘭胀型矿物——蒙皂石，它是鉴定变性土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研究土壤 

成土过程中矿物学性质及其演变规律，对变性土的形成机理及土壤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

、 样品和研究方法 

(一)供试土壤 

采自闽、桂、皖地区的 s个代表性土壤剖面。系发育于不同母质和地形部位的变性土，其基 

本状况见表 

表 r 供 试 土 壤 的 基 本 状 况 

剖 面 号 土 壤 名 ’稚 0 栗 集 地 点 气 候 带 I 母 质 地 形 部 位 

暗色牯土 宿建漳浦前亭 中亚热带 玄武岩 台地顶部 

膨粘土 广西百色华侨农场 南亚热带 泥灰岩及河期沉积物 低丘顶部 

嘭粘土 广西百色华侨农场 南亚热带 泥灰岩厦河期沉积物 低丘中部 

膨牯土 广西百色华侨农场 南亚热带 f泥灰岩厦河期祝积暂 低丘下部 

砂姜黑土 安徽蒙城 暖 温 带 l 河湖沉积物 期 洼 地 

(二)研究方法 

1．土壤理化性质按常规方法测定。 

2、土壤矿物学 鉴定 

(1)粘粒矿物组成采用 x射线衍射分析。先将<2 m粘粒用镁饱和的甘油水溶液制成定 

向薄片，在 x射线衍射仪上用 CuKa辐射获得矿物 X射线衍射图谱。 

(2)矿物超显微形态鉴定。将粘粒置于试管中，制成悬浮渡，经超声波分散后，将样品置于 

铜网上，用透射电镜拍摄电子显微照相 

(3)土壤显微结构分析。选取原状土自然断面．制成 0、1 lcm 土块，经喷涂导电金属膜 

后。用打描电镜鉴定，并拍摄显微照相。 

(4)土壤微形态鉴定。先将原状土用不饱和聚酯树脂浸渍固定后。制成薄片，在偏光显微 

镜下进行观察并鉴定 

二、结果与讨论 

(一)土壤基本理佬性质 

· 国家自然科学基叠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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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见，变性土的许多理化性质有别于同地带其他土壤。变性土的粘粒含量较高，其 

变化顺序为：泥灰岩发育的变性土>河湖沉积物发育的变性土≥玄武岩发育的变性土。土壤质 

地均较粘重，各剖面的粘化率除个别层次外均大于1 表明土壤颗粒在剖面中的垂直分异不明 

显。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大多在 20cmol(+)kgI1以上 

表 2 变 性 土 的 基 本 性 质 

深 度 DH 有 机 质 粘 粒 阳离子交换量 

剖 面 号 (<O．002ram) cmol(+) 牯 化 率 (
cm) (H，o) gkg 

gkg。 

l一 1 0— 20 7．15 16．2 281 39．50 1．O0 

l一 2 20—4i 7．O3 10．4 324 40．50 】．】5 

l一 3 41—71 7．12 8．5 336 43 01 1．2O 

l一 4 71— 95 7．37 9．7 367 41 10 1．30 

1——5 95一 l10 7．27 9．8 324 1．15 

2一 l 0— 15 6．60 46 2 5g3 33．47 1．O0 

2— 2 15— 26 6．50 28 8 704 32．16 】．19 

2— 3 26— 37 8．60 11．6 699 20．7O 1．18 

2— 4 37— 38 8．55 6．5 662 19．3O 1．12 

2— 5 68— 110 8．81 5．0 628 l9．6O 1．06 

3一 l 0— 17 7．91 43．9 5l8 31l16 1 o0 

3—2 l 7— 3 7 95 21．8 6】6 32．26 】．】9 

3— 3 37— 53 8 25 l1．9 640 31．76 l 24 

3— 4 53— 83 8 75 5．9 667 22．11 1．29 

3— 5 83— 95 8．82 3 6 638 14．67 1．23 

3— 6 95— 110 8．40 14．9 663 23．38 1．28 

3— 7 110— 12S 8．46 5．7 650 23．01 1．25 

4— 1 0一 l1 7 42 47．2 576 29．95 1．O0 

4— 2 1]一 31 7 75 29．1 562 28 04 0．97 

4—3 31— 50 7 70 22．9 465 22．71 0．81 

4—4 50— 80 8 37 5．9 666 20．O0 1 17 

4— 5 80— 1O0 S 77 4．3 669 16．88 1．16 

S— l 0— 16 7．35 10 8 313 23．06 1．O0 

j一 2 16—25 7．47 8．7 31l 23．58 0．99 

5— 3 25—56 7 55 7．2 391 3L 54 1．2"6 

5— 4 56—76 7 70 4．5 — 26 48 一 

5— 5 76一 l06 8 2O 3．5 27．86 一 

* 牯化率 该层粘粒 A屠粘粒 

(二)氯化铁、氯化锰娄型及其含量 

变性土与大多数其他土壤一样，铁、锰矿 物的数量较层状矿物少，铁锰矿物具有颗粒细、 

比表面大、活性 高对土壤物理化学性质产生深刻影响的特点，固此 ，深入了解铁锰矿物的形态 

和含量是全面研究变性土矿物学性质的重要内容。 

表 3表明，由玄武岩发育的变性土中(剖面 1)氧化铁总量很高，剖面各层次平均含量可达 

146．3±6．7gkg ，而且无定形氧化铁含量亦较高，平均含量为 3．96±O．6gkg_。。因此，土壤中 

铁的活化度较大(8．96—17．88)，尤其在有机质比较丰富的表土，可阻止氧化铁进一步老化。所 

以，表土中铁的活化度通常比底土高 出 1倍 以上。泥灰岩发育的 3个土壤剖面，虽分别处于丘 

陵顶、中、下部不同的地形部位上(剖面 2、3、4)，但三者氧化铁总量差别不大 ，分别为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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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8．0土8．7、66．4±9．5gkg_。。无定形氧化铁的含量亦较低 ，分别为 0．84i0．9、0．77士 

0·8、1·64~1．32gkg一。土壤中铁的活化度较小，除少数土层外，均在 5以下。由此可 见，土壤氧 

化铁含量及类型深受母岩、有机质及生物作用的影响，局部的地形差异影响较小。 

变性土的氧化锰含量较氧化铁低几个数量级，各剖面氧化锰总量与成士母质有密切关 系， 

其变化趋势与氧化铁类似。玄武岩发育的变性土氧化锰含量平均为 2．30~0．14gkg ．泥灰岩 

发育的变性土氧化锰含量按其所处地形部位是丘陵中部变性土(1．14士0．4gkE )>丘陵下部 

变性土(0．82d=o．37gkg )>丘陵顶部变性土(0．63_-o．19gkg )。在玄武岩发育的变性土剖 

面中氧化锰含量垂直变化不明显，而在泥灰岩发育的变性土中则分异非常明显 

亵 3 变性土 中氯化铁殛氧化锰 的含量(gkg -j 

垒 棱 辩 离 棱 无定形铁 赫 离 瘫 活 化 度 垒 锰 游 离 锰 无定形锰
： ^
游 离裒

ad 剖面号 暑Y,100 器×l口。 (Mxt) (Mnd、 ~Mno)i 100 (Fet) (Fed、 (Feoj 

1— 1 l35．0 27．4 土4．9 20．29 17．88 9-．1l 0．55 。． ：I ．。5 

1--Z 145 3 31 5 21．q,8 l3．O2 2．18 0．64 ； 1—3 149．8 34,l 22．76 lO 56 2 42 0．63 
。。 

1—4 150．9 40．9 27．10 8．56 2 43 0．91 

1— 5 l50．3 3．7 27．48 8．96 2 55 0 66 

平均伯 146 3士6．7 35．0土6．0 5．96土0 B 2 30±0 l4 0．68土0．14 

2— 1 73 3 42．1 2 3 钾 ． { 5．46 0 43 u 1S 0 1日 4 85 

2— 2 74．6 56．4 1．1 75 60 1 95 0．43 0．21 0．!； - {8 8 

2— 3 59．2 43．1 0 4 72．8C 0．93 0．78 0．48 0 92 f dl j4 

2— 4 -t8．5 32．2 0 2 '56．30 0．69_ 0 67 lj．2S 0 22 38．S0 

2— 5 50 6 34．7 O．2 68 58 0．58 0．85 _l 39 0．34 ， 45．s8 

平均值 61．2士12．3 41l 7土9．5 0 84士0 0 0 63±0 l9 0．3O士0．13 0：6士0 06l 

3— 1 81．0 54．2 2 5 66 91 4．61 1．j4 0 ．7 7 31 

3— 2 72．8 54 1 l_2 74 31 2．22 1．17 

。 

Ii 

。 

}i i 3—3 68．3 47．q 0 4 70．13 0 84 1．23 3--4 60．5 4S． 0．2 8U．00 0．42 0 90 I．0《 3—5 65 3 35．5 0．1 64 19 L-2S 0．37 
3— 6 64．6 36．2 0．6 56．04 l 66 1．49 

3— 7 73．6 53．2 0 4 7：．28 0．75 1 25 0．62 

平 均值 68．0土8．7 47．1士8．1 0．77土0．80 I．̈ 土0．4 0．8 土0 26 

4-- 1 70．9 4'3．9 2 j 66．1 5 5．53 0 95 0．37 0 53 f 38 §4 

4— 2 70．4 60．5 2．8 85．93 4．65 lll5 0．36 0．63 J 28．69 

4— 3 71．7 52．1 2．5 72．66 4 80 1．14 0 46 0．5 { {n ∞ 

4—4 69．7 51 7 0 3 74．18 0 58 O．5 7 0．33 13 28 1 57 8 

4 5 34．0 68．83 0．∞ 0．30 痕迹 O Il I 一 

平均埴 6e 4士9 5 49 1土9．7 1．64=ll 32 0．82士0 37 O．37士0．06 0 42士0．22 

(---)土壤矿质全量组成 

供试土壤及胶体矿质全量组成列于表 4、表 5。5个供试土壤剖面的元素含量有一定的差 

异。从剖面的垂直变化来看．Si Al变化不大，说明在剖面中移动较弱，而各种氧化物含量变幅 

较大，尤其 O在各土层中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 ．这可能与土壤成土环境密切相关 。各 

剖面的土壤风化淋溶系数(ba值)普遍较大，变化于 o．32—2．13之间，表明土壤风化淋溶作用 

较弱。土壤粘粒的硅铁率、硅铝率在剖面中垂直变化不大 ，但各剖面间有明显差别·泥灰岩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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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个土壤 ·其硅铁率较高．在 1 4．48—1 7．44之间．玄武岩及河湖沉积物发育 的土壤分别为 

10．05·】2．8】；而硅铝率的变化则相反 ．玄武岩、河湖沉积物发育的土壤较高，分别 为 3．76， 

3．81 泥灰岩发育的土壤则在 2．69--2．87之间。另外，我们比较了同属亚热带地区，均由玄武 

岩拉育的暗色粘 ±(剖面 1)和红壤某些土壤发生特点，红壤的硅铁铝率和硅铝率低，分别为 

1．44、L 90 说明红壤 的风化淋溶和脱硅富铝化作用远比暗色粘土强 。 

综上所述，变性土的许多理化特性有别于同地带其他土壤 ，它们的共同点是：质地粘重，有 

机质含量低．土壤反应呈中性至微碱性．隔离子交换量高，土壤中硅、铁、铝的移动较弱，而钙、 

镁、钾 、钠的变异较大，土壤的风化淋溶作用较弱 ，成土过程缓慢，是一种成土年龄古老而发育 

程度较弱的土壤类型。 

(四)土壤粘粒矿物组成和显微特征 

裹 4 供试变性土的±体全量分斩 

度 化 学 组 成 (gk8一 ) 
剖面号 h值 

fm l SiO U A】【1] Can MgO TiOj
．
M nO K，0 Na2O P 5 

0一 _| 4；S 8 135 0 l 71 9 lS．6 47．9 27 0 2．】1 l8，4 17．5 3．17 J．2】 

：u一 41 468 5 】d 5 0 1 7 18．8 46．9 29．1 2 18 l5．8 16．3 4．01 l_l1 

41— 71 458．4 1 4g S 183 7 18．o 46．9 27．9 2 42 l3．8 17．4 3．39 1．05 

71·9 5 4 4 150 9 196．6 16．o 45．2 29．3 2 43 12．9 11．1 2 70 0．89 

95 】I 43§ 1 150 S 201．o l】．3 45 9 27．5 2．35 12．5 9．4 2．50 1．04 
t 

o一 15 55 ． 73 3 J97 5 5．7 lj．2 0 3 O．43 12．1 1．4 0．90 O．32 

15一 16 518． 74 6 236 2 16．8 13．O R．2 0．43 14．0 2．8 0．74 O．35 

2 26— 37 tO4． 5 2 170 j 149． 14 4 5．7 0．78 l3．2 2．4 0．57 1_90 

37— 68 4 1 4S 5 156．4 1 40 S 23．4 6．1 0．67 13．9 2．6 0．64 2．13 

6S一 】o0 441 1 50．6 l53．5 137．3 18．7 5．9 0．85 14．6 4．2 0．80 2．08 

一l一 1 57§ 2 射．0 169．7 1 9．0 l0．8 9 2 1．54 12．1 0．8 0．78 0．45 

17— 37 57S．7 72 8 20 ．7 7．8 20．1 目．3 1 17 I4．4 】．7 0．59 0．40 

37—53 5 z33．9 68．3 209．9 痕迹 27 6 0 2 1．23 17．1 l_S O．55 0 43 

53— 83 4 0．3 60 5 181 2 】06 2 23．4 6 8 0．90 l4．9 1．5 0．56 1．49 

83— 95 50,5．6 5；．3 】7： 6 92．0 l6．6 6．8 0．37 17 O 1．8 0．50 1．驰 

9j— l1 0 5l4 2 64 e 1 99 7 4．9 25．4 8．4 1．4S I4．2 2．4 0．71 0．46 

1ln 1 25 570 3 73 6 ：06 9．4 26．2 8．0 1_25 l6．7 4．6 0．35 0．53 

0一 l1 5 4 0 70． 1 78．3 5 3 1 0 9 9 3 0．95 1l_8 1．3 n 88 0．42 

l1— 3i 6i0．d 70 l 178．0 3 8 l7 1 9 3 1 15 l1．I 1．5 0．58 0 36 

31一 ! 622．： 71 7 l68．6 12 9 l5 8 10 0 1．I4 l0．2 0．4 0．53 O 44 

50— 8O 547．0 69 7 18 6 5l 9 l4．O 6．§ 0．57 i4．3 3．3 0．59 O 82 

80一IO0 4 57 4 49 】55 7 l3l_3 13．4 5．6 0．30 13．9 I．9 0．64 1．89 

0一 I6 777 1 38．8 l16 9 l 2．S 10．5 7．7 0．58 l ．7 t6．5 0．82 0．82 

I6— 25 竹 3 7 38．7 l19．0 l2．5 l0．4 7 6 0 64 l7．7 16．4 0．75 0．80 

25— 56 726．0 53 9 146．4 19．4 l3．7 7．6 1．09 19．0 13．8 0．68 0．77 

56— 76 711．2 58 2 150 7 14．4 19．0 7．3 O．88 22．0 14．3 0．84 O 8O 

75—106 701．2 54 6 145 3 3ll1 18．4 7．3 0．"I3 22．4 16．0 0．83 1．O6 

1o6一 l55 720．3 57 0 146 9 l5 l7 5 ．3 0．82 船 ．1 l5．5 0．85 0．82 

注：ba值为风化淋溶 系数 ．ba= K 20+Na2
A

0

l

~  

。

C aO +MgO
一 (分子比) 

I自《中国土壤》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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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小于 2微米粘粒矿物的组成及含量，不仅对确定变性土具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而且 

与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关系密切。对供试土壤进行的X射线半定量分析及显微特征研究结果 

表明(表 6，图 1)，玄武岩发育的暗色粘土 (剖面 1)，土壤粘粒 矿物组成 比较单纯 ．属蒙皂石 
一

高岭石组 台，其中 2：1型膨胀性蒙皂石的含量占 33～36 ，1：1型高岭石的含量占 64 
—

67 ，各土层 的粘粒矿物含量变化不大。蒙皂石和高岭石的x射线衍射峰比较宽广而弥散． 

说明其矿物结晶程度较差，而且晶粒比较细小。经电子显徽镜鉴定．蒙皂石的超显微特征呈卷 

衄波纹状薄片，边缘有剌状突起(照片 1)，高岭石大多为细小的鳞片状结晶．并伴有少量六角 

薄片晶粒。扫描电镜图像中，可直接观察到半风化的玄武岩上演变形成较多蒙皂石，蒙皂石曲 

片呈明显的叠聚体结构 ．微结构之间裂纹 、裂隙丰富(照片 2)，这与蒙皂石膨张势较高有关，亦 

是变性土典型特征之一 泥灰岩发育的土壤(剖面 2、3、4)，其牯粒矿物组成均为蒙皂石 水化 

i母一高岭石组 台(表 6)。各种粘粒矿物含量：蒙皂石占 10—27 ．高岭石可占 4卜 67 ，水 

云母占 1 7—48 矿物在剖面的垂直分布中有-一定分异，蒙皂石含量由下而上逐渐增加，尤其 

在表士及心土层剧增 ，水云母则由下而上呈敲少趋势，高岭石含量的变化无明显规律性。x射 

线衍射图谱(图 2)显示，该类土壤的粘粒矿物特征峰比较尖锐而狭窄，表 明其结晶程度较高． 

晶垃较大．案皂石的超显微形貌亦呈卷曲渡纹状薄片晶体，并有较多的刺状突起，且吸附较多 

氧化莰 。水云母为不规则片状结晶，晶体边缘轮廓明显，并有少量水云母薄片边缘出现绒毛状， 

是水云母 向蒙皂石过渡的特征显微形貌(照片 3)。高岭石的晶体 比较细小，除少数六有薄片状 

结晶外、大多为细小鳞片状。扫描电镜图像显示．泥灰岩经风化后形成蒙皂石叠聚体 ，而且常与 

承云母及高岭石相互胶结形成微团聚体，水云母叠聚体呈现云朵状显微形貌，由于各矿物交错 

丹布，目此显撇结肖比较揆散，徽孔隙发达(照片4j．发 育于河湖沉积物母质的土壤f剖面 J， 

粘粒矿物种类鞍多．全剖面均为蒙皂石一水云母 一高岭石～绿泥石组 合(图 3)，其中蒙皂石含 

量很高，可占总粘粒矿物的 1／2，高达 46—5l ，水云母占 32—36 ，并有少量高岭石约占  ̈
一 1 3 ，和极少量绿泥石占5—7 。剖面各层次的垂直变化较小。蒙皂石超显微特征呈絮状或 

卷衄薄片状，边缘突起明显，结晶程度较高，水云母呈不规则薄片，绿泥石不规则薄片较厚，边 

缘比较圆滑L照片 5) 扫描电镜显示，土壤中蒙皂石显傲结构，呈卷曲叠片状 ．蒙皂石表面吸附 
一 些无定形物质 除了粘粒矿物外，还可见到少量长石。长石表面经风化淋溶后，有明显的溶 

表 6 供试变性土粘粒矿物含量 

秘 虚 粘粒矿物 占量( ) 深 度 牯粒 矿聿翦古量 。 1 

(c丑 ’ 
剖 面 号 

案 皂 石 水沌云母 高 峥 石 f m) 蒙 皂 石 本fE 母 高 嶂 石 绿泥石 

I一 【 n一 20 33 67 3— 5 83一 10 4 

1—2 20— 41 34 66 3— 6 95— 11 u 22 j0 

【一3 41— 71 36 64 3一 l10— 125 1 7 50 

【一4 71—0S 34 66 

1— 1 0—15 27 1 56 4—1 0— 1l 24 ：n 56 

7 1 l 一 2 26 20 54 4— 2 l1— 31 22 18 6O 

2— 3 !∈ 37 _ L 32 朝 4— 3 31一S0 17 27 5 

一 4 7— 6 1j 40 4 4— 4 一80 【4 lg 67 

2— 5 68一 l10 14 45 4】 4— 5 O一100 l1 41 48 

3— 1 0—1 7 05 74 51 5一 j n一16 46 34 1 3 7 

3—2 17— 37 26 27 47 5— 2 16一 巧 51 32 11 6 

3—4 53— 83 16 41 43 5— 3 25— 56 48 36 1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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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坑显微形貌(照片 6)。可能由于受沉积物母质及低洼地形的影响．该类土壤比较粘重，土壤 

结构比较紧实而致密，孔隙相对较少。 

S；蒙皂石 K：高峙石 

图 1 暗色粘土 (剖面 1)粘粒 x射线衍射图谱 

S：蒙皂石 I：水化云母 K：高岭石 

圉 2 膨粘土(剖面 3)粘粒 X射线衍射图谱 

(五)粘粒矿物的形成与转化 
为进一步探讨变性土矿物的来源及演变规律．对剖面 1、2、3、4的母岩成分进行分析 经偏 

光显微镜鉴定 ，剖面 1的母质属橄榄玄武岩 ，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橄榄石和辉石等。其中部 

分橄榄石 已蚀变为伊丁石 ，基质中斜长石已蒙皂石化．岩块表面的裂隙间有明显的粘粒胶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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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还显示较多铁质浸染斑点，系母岩在风化过程释放的游离氧化铁所致
。 X射线衍射分析 

(图 1。)进一步证明，玄武岩母质中除长石外，还有粘粒矿物蒙皂石及一定量的TiO 
。 剖面 2、 

3、4的母质均属泥灰岩和河潮沉积物，在正交偏光下显示碳酸盐基质及大量铁质浸染斑，并可 

见到孔隙壁及铁质凝团周围和基质内有大量因干湿交替形成的纤维状光性定向粘粒，它是变 

性土持有的徽形态持征 X射线衍射分析还表明，泥灰岩和河湖沉积物母质还有较多蒙皂石及 

部分高岭石和石英。 

s：案皂石 I 水化云母 K：高峙石 c：绿泥石 

图 3 砂羹黑土(剖面 5)牯粒x射线衍射田谮 

上述结果充分说明，变性土粘粒矿物可能有 3种来源 ：(1)由原生矿物蚀变而成；(2)来 自 

沉积物母质；(3)在成土过程中形成。3种来源在适当的环境下可互相转化。我们所研究的变性 

土大 多处于比较湿热的气候和碱性环境中，加之粘土层中排水不畅+淋洗作用缓慢，而且又经 

历明显的干旱季节．土壤溶液中聚集了大量硅和镁等离子。这种高盐基水平的土壤环境，特别 

有利于蒙皂石的形成。而且土壤风化淋溶作用比同地带其他土壤弱，因此大量蒙皂石形成后比 

较稳定，不至于进一步向 l；l型高岭石转化，因此变性土中蒙皂石占一定优势，这也是鉴别变 

性土的重要诊断依据 。 

水云母是原生矿物云母族矿物水化作用的产物。自云母经水化后，可淋滤出部分 K ，其 

所空出的位置由(H。O) 取代而形成水化云母。在暖湿气候条件下，水云母是不稳定的矿物，四 

面体中A1离子全部或部分被 si离子取代时，则转化为蒙皂石，在电镜中可观察到水云母边缘 

呈绒毛状结晶，这是水云母蒙皂石化的显微特征。高岭石的形成环境与蒙皂石不同，只有当土 

壤溶液中基本上无镁和其他盐基类物质，才能形成高岭石，因此 ，现存于变性土中的高岭石可 

能是早期风化成土作用的产物。另外有些原生矿物(如长石等)，在水解作用下，钙离子有局部 

富集现象，长石亦可演变为蒙皂石；有时+由于 钾离子不能及时迁移，在富钾的微区环境下，亦 

可形成水化云母 。 

三、结 语 

本文研究的几种变性土，虽属于不同气候带，发育于不同母质上，但它们问具有相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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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Jt照片 1) 案皂石呈卷啦薄片、、i6 ”- 图 照片 2) 玄武岩半风 悔演变为案皂 

圉 6(照片 3)木云母薄片边缘呈缄毛状 1 扎【l 瞬 (照片 【I 襞皂石 ．水云母 、高岭石互相胺 

结成微团聚体 

圉 8(照片 5) 绿泥石昌片较厚呈不规则片状 圉 虬照片 6) 长石风化后呈现湾蚀坑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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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蚌 Q： 英 F：长百 

圈 。 玄武岩 泥灰岩粉末 x射线衍射图谱 

特 ： ． 要 是 ： 

(1 母瑷均属 { 噬、盐基性t 青或茸 占钙镁等盐基的沉积物 

L 2)呈 p ： 微碱性 r乏瘴．韩粒 含键高，大多在 3OOgkg。。以上．阳离子交换量大 ，多数在 

2o·tool’’kg ．，1．壤 鬣化铁活陀较高 

f 与隔气候带的土 茬麟比．其 札化淋溶系数(ba值1较大 ．硅铝率较高，表明土壤的风化 

度低 $l=溶f#用及富钎 L侔 H较弱 

． ， 枕矽物组成 ： 型谚张性蒙皂量占一定优势，伴随矿物为水云母、高岭石等 。 

舟带丧拽嘲 热带及嫒温带☆ 交性上 或变性 土型的土壤)的特征，与国际上变性土的划 

分标雉较 匀接近．芄冀 。j：i． 热 葡皇武岩和暖温带湖积物发育的土壤剖面中，其蒙皂石含量占 

粘 ． 栩 3 ：．J j 丹、埃及尼罗河各地以及澳大利亚低地的变性土中所含的蒙 

皂 f什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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