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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土壤类型中澳和碘的分布特性

吴世汉 邢光熹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21 。侧〕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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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中澳
、

碘均属低丰度元素
.

二者都有较活泼的化学性质
,

易于同其他元素及有机物

形成多种形式的化合物及络合物
.

这些生成物大多数在很宽 p H 范围内具有可溶性
,

使它们

易于以多种形式参与地球化学迁移
.

属强流失型元素
.

碘离子的易氧化性
,

还可以单质形式

升华于大气而在 自然界中迁移
.

澳
、

碘对植物的作用还不清楚
.

尚未见因澳
、

碘之丰缺而影响植物生长的报道
.

但二者

皆为生物活性强 的元素
.

易为植物大量吸收
,

海生藻类
、

湖生植物尤胜于陆生植物
.

碘对人

及动物的生命活动影响甚大
,

碘的丰缺皆可使人催病
.

甲状腺肿大和一种终身痴愚矮小的克

汀病是缺碘地区 常见的地方病
.

缺碘还影响牲畜的生长发育和存活率
,

危及畜牧业的正常发

展
.

碘缺乏症是土壤和水的地区性差异造成的
.

澳在人和其他动物体中均有检出
,

脑中澳的

含量 (以干重计 )高于 自然状态之地球化学平均值
,

所起的作用还不清楚
.

猪的甲状腺中澳的

含量较高
,

据称
,

可能是以碘的同型替代物而存在的
.

许多天然抗菌素中都含有澳
、

碘
.

如

从嗜澳假单胞菌 中发现抗菌素 I 按重 量计含澳达 70 %
,

研究澳
、

碘在生物链 中的作用
,

有

潜在的积极意义
,

也许会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

地慢去气作用形成的原始水 圈中就 已有足够的澳
、

碘
.

土壤中的澳
、

碘主要来 自海洋的

大气降水过程
、

火 山喷发物以及地下潜水 (其中以地下 卤水 为最 )
,

智利硝石 (鸟粪石 ) 富含

碘 (以碘酸盐形式存在 )
,

某些地区澳何能还有碘 )的含量还和燃煤及汽车排放物有关
,

并

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差异
,

这使对澳
、

碘的 自然分布研究复杂化
.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土壤取 自全 国各地 区
,

包括红壤
、

砖红壤
、

黄壤
、

棕壤
、

紫色土
、

森林土壤
、

水稻

土
、

栗钙土等共计 52 个剖面 (其中 20 多个全剖面 )
,

2 00 多个土壤样品
.

土壤经研磨烘干过

印 目筛
,

以镍柑锅
、

碳酸钠一氧化锌混合融剂分步升温至 6 80 ℃烧灼
,

去离子水提取后
,

以

银基汞膜 电极阴极溶 出伏安法同时测定澳和碘
.

2 结果和讨论

已有的资料表明
,

地表各类土壤的母岩中浪
、

碘含量非常低
.

陆生植物休内的澳
、

碘含

危 (以干重计 )均低 于表土中的含盆
.

这说明土壤 中澳
、

碘并非源于植物的富集作用
,

而肯定

有其他的来源
.

我国土壤中澳
、

碘的分布呈现出很强的地区性差异
.

随着陆地距离海洋之远

近
,

表现出一定规律性的变化趋势
.

此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气候所制约
.

确切地说
.

是来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6. 01. 004



·

2 2
·

土 壤 1 9 9 6年 第 1期

自海洋大气的降水过程造成的
.

澳
、

碘由海水中飞沫
、

海水蒸发过程以及深海释出的澳甲

烷
、

碘甲烷等气体形式进人大气
,

吸附于大气悬浮物胶粒上
.

随大气的降水过程迁之于陆地

土壤
.

研究证明
,

滨海及海岛上空大气中的碘含量比内陆深处上空大气中碘含量高出一个数

量级 以上
.

我国大陆降水过程的气象特征是以东南季风为主导风向控制的
.

据此
,

我们选择

东海边的浙江温州为起点
,

按东南季风向西北运移之走向
,

连浙江
、

江西
、

湖北
、

陕西
、

甘

肃
、

新疆等地于一直线
,

考察了近四千公里范围内土壤 A 层中碘之分布
.

表 1 由东南向西北走向 A 层土中碘分布
.

地地区区 温州州 浙江江 江西西 湖北北 陕西西 甘肃肃 新班班

距距离离 l 000 1匆匆 又用用 8 oooo 12 0 000 1 8的的 3 8峨沁沁

((( k m )))))))))))))))))

拱拱值值 9
.

555 7
.

444 5
.

333 3
.

000 1
.

777 1
.

888 1
.

666

((( m g / k g )))))))))))))))))

。

数据引自
.

中国土壤元索背景值
,

一书
.

观测结果 (表 l) 表明
,

沿东南季风走向
,

随着与海洋距离的增加
,

土壤中含碘量的顺序

递减
,

与降水量递减 的趋势相对应
.

然而
,

上述规律在一些局部地区
,

因其特殊的地球化学环境而多有例外
.

如采 自广东徐

闻和安的近海沉积物硫酸盐盐土
,

其虽近临南海
,

而表土中含碘量仅 0
.

4 m g / k g
.

较其它滨

海地区如厦门 ( 6
.

s m g / k g )
、

温州 ( 9
.

s m g / k g )
、

深圳 ( l o m g / k g )相去甚远
,

其原因是该地的

硫酸盐盐土 (p H Z一 3) 为一强酸性氧化型环境
.

这样的条件下
.

碘离子极易氧化成单质碘而

逸失于大气
.

以致土壤中碘量甚低
.

另一例是气候极其千燥之内陆腹地新疆
.

取自吐鲁番火

焰山和艾丁湖的棕漠土和残余盐土
,

含盐童极高
,

其土壤 中澳
、

碘之值异乎寻常地高于同气

候类型的其他土壤
.

而且两元家沿剖面垂直方向分布较为均匀
,

亚表层 以下各层之含量还稍

高于表层 (表 2)
.

表 2 燕发屏阵形成的班
、

成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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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这种状态 的原因
,

可能是 由于每当天山冰雪融化后形成的地下潜水
.

沿土壤毛孔向

上运移过程中
,

溶 液携带之卤化物
、

硫酸盐
、

碳酸盐等无机盐类 向地表扩散时
.

周围极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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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

干旱使水分迅速
、

大量蒸发
、

遂使澳化物
、

碘化物随各种盐类聚积于各土层里
.

该地区

气候极其干旱
,

终年少雨雪
,

年降水量仅几十毫米
,

而年蒸发量近两千毫米
.

这使各土层的

无机盐类几无径向横流迁移
、

扩散之可能
.

漫长年代的累积
、

造成此地土壤中澳
、

碘的高浓

度积集
.

此类现象即称之为化学屏障
.

本例为地球化学屏障中蒸发屏障之典型实例
.

本研究中选用的 52 个剖面的表土中澳
、

碘含量的中值分别为 8
.

4 和 3
.

s m g / k g
,

均低

于世界土壤中澳
、

碘含的中值 (分别为 10 和 s m g / k g )
.

这种差异的原因
,

一是我国陆地中

西部向西
、

向北的厂) 欠地区为干旱
、

半干旱地带
,

不少地区为极干早区
,

几乎不受海洋暖湿

气流的影响
.

二是我国乃多 山
、

多丘的国家
.

澳
、

碘易于随水之运移而流失
,

故而偏低
.

表 3 土坡有机质和澳
、

映含且的关系

四川峨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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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 0多个土样 中澳
、

碘 的分析和 比较后发现
,

土壤中澳
、

碘值与有机质的含量有很大

的关系
.

由表 3 可见
,

无论是不同地 区
,

不同的土壤类型
,

还是同一剖面垂直方向相 比较
,

浪
、

碘含量一般随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之增减而相应的变化
.

曾有人猜测
,

土壤中浪
、

碘的

85 一 100 % 可能是 与土壤有机质相结合的
.

但尚未见可兹证明之实验资料
.

然而
,

更大的可

能是澳
、

碘是与土壤有机质分解的某些产物相结合的
.

除在化学 中已探知碘原子是排列在直

链淀粉多糖分子的螺旋槽中
,

与淀粉形成一种兰色络合物外
,

澳
、

碘与土壤 中有机物的哪些

官能团以何种形式相结合
,

目前还未见报道
.

土壤有机质的降解是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

分解

产物的斌存状态及数量关系受环境因素影响甚大
.

尽管澳
、

碘在土坡中的含量与有机质之间

有直接的联系
,

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

对 52 个表土中的含滨量与有机质含量间的

统计分析表明
,

其相关系数未达显著水平
,

这可能除了与有机质分解的复杂性外
,

还与气

候
、

土壤质地
、

p H
、

E h 等诸多 因素相互交错的综合影响均有关系
.

对我国一些主要土壤类型的澳
、

碘的初步研究表明
,

浪与碘是相关元家
.

对 52 个土样

(表土 ) 中澳
、

碘作相关性统计
,

得方程如下
:

y = 0
.

7奸0
.

4 x ( r = 0
.

9 2 6二
, n = 5 2 )

式中 y 为碘含且一 为浪含量
.

以 2 2 个全剖面亚表层以 下各层 的平均值作相应的统计亦可得类似 的方程
.

其相关系数

为 .0 79 3二 ( n = 2劝
.

陕西杨陵的续土 剖面
.

其 8 个层面中的澳
、

碘含盈 (表 4) 亦呈现 良好的

相关性 ( r = 0
.

8 8 1
. ’ , n = 8)

.

不同类型的 52 个土壤表土中浪与碘含盘的平均值 (算术平均 )的比值田
r / )I 为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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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离子吸附动力学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
,

只是对象磷酸根这种与土壤初始反应速度较快的

离子吸持此种方法难以跟踪
.

本文研究表明
,

土壤吸持磷量均是时间与浓度的指数函数
,

因此能够很好地符合改进的

rF cu dn ilc h 方程
.

支持电解质的增加降低了溶液体系的 p H 值
,

增加了土壤吸磷量
.

参 考 文 献

【11 王光火
.

朱祖祥
,

p H 对土城吸持确酸根的影响及其原因
,

土族学报
,

19 91
,

28 :l 场
.

2t] H a y n e s, R
.

J
.

a n俘 S侧 ftL
,

R
.

S
. ,

J
.

S o i l SC i
. ,

19 89
,

40
: 7 7 3一 7吕一

[3 ] B明
o w

,

N
.

J二 F e
irt li z . r R e a

sca cr h 19 8 3 a ,

4 : 5 1币 1
.

4[ 】 B o r g ga a r
.d 0

.

K
.

e t a l
. ,

J
.

5
0 11 cS i

.

19 9 0
,

4 1:
44 3一姻 9

.

【习 E顽e ld
,

C a r l G
.

, e t a l
. ,

5 0 11 cS i
.

S oc
.

A m
.

J
. ,

19 7 6
,

4 0 : 2 4 3一 2 4 9
.

6[ 」 B o la n ,

N
.

5
.

e t a l , J
.

S o i1 S d
.

19 8 5
,

3 6 : 一8 7一 9 7
.

闭 林玉锁
、

薛家华
.

几种动力学方程用 于描述土城中锌吸收动力学特性的 比较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19 89
,

12

1 12 一 1 1 7
.

(上接第 2了页 )

表 4 陕西杨陵块土各层中澳
、

碘含 t (二 : / 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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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一碘

我国少数几种土壤及母质的浪
、

碘含食较高
.

火 山喷发物中碘为 1 .2 6 m g / k g
,

最高达

到 33
.

l m g / k ;g 澳 .9 2 7 m g / k g
,

最 高 57
.

5 m g / k g (n = 21 )
.

海 相 沉 积 母 质 中 澳 为

13
.

6 4 m g / k g
.

碘 6
.

4 7 m g / k g ( n = 4 1 )
,

磷 质 石 灰 土 中 浪 30nI g / k g
,

碘 l o
.

s m g / k g

(n = 9)
,

皆地处海域
.

另一些土壤 中的澳
、

碘含里极低
.

如含砂量较高的紫色土
、

潮土等
,

其亚表层以下
,

澳约为 3
.

s m g / k g
,

而碘仅 2 .o m g / k g
.

这类土中水分运移通畅
,

澳
、

碘易

随水流失
,

故此呈现低值
.

从 22 个较完整的剖面看
,

B 层 以下
,

各类土壤中澳的含量范围

在 3
.

0一 6
.

s m g / k g
,

碘为 2
.

仓一 3
.

s m g / k g
,

变幅不大
.

底土中两元家各自差异不大
,

排除其

他的影响因家
,

此两元素与土类
、

母质间不存在某种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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