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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淤层和灌溉水泥沙的粘粒矿物’ 

张 累 德 

(中匡科学院蕺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 1) 

摘 要 

·／ 

本文对灌淤层 (土墟)和灌溉瘩泥砂的粘牲矿物作一对照研究-同时对蓓泄层正其下饫土壤的粘牲矿 

物亦予以比较．通过对比表明．港承携带的泥抄及其产生舶渣{臣淤积钫从矿物学上为灌淤旱耕^为土的发 

螺 源嚣  ，膨 关键词 !苎曼点 翌曼 ￡彳 L 7 l／亍 设 、一 
干旱区的河流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关键的自然地理环境要 

素．它上接冰川，下连绿洲，由冰川一河流一绿洲构成一条希望的生命带。致山地与平原成 

为统一的生态系统．灌淤旱耕人为土电是这个系统的产物． 

作为干旱区主要灌溉水源的河水，与灌泄旱耕人为士的成土发育过程有紧密的联系．我 

们试图将灌潞层土壤和向灌潞屡提供物质来源的河水泥砂的粘粒矿物作一对照研究。并兼顾 

对灌淤层及其下伏土壤的粘粒矿物的比较。可能对于研究灌淤旱耕人为土的形成发育，系统 

分类以及理化性质等方面有所帮助． 

1 供试样品和研究方法 

供试土样系水耕灌淤旱耕人为土．灌淤层厚 70crn。1992年采 自新疆乌什县．土样首先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统一的分析方法进行处理和测定．其基本理化性质列人表 1．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和机械组成及其剖面分布情形较好地反映了灌淤层的特征，同时表明，由于引灌河 

水的泥砂颗粒细小。所以．灌措层及其下伏土壤及冲积物均无>0．2．~mm的砂粒． 

表1 i譬 淤 旱 耕 人 为 土 理 化 性 质‘ 

深度 
fcm) 发螺 敬 ， 质 

碳酸钙 有机质 有机碳 全氲 

kg-J) 

剡面 92-6，无>0．25ram的颗粒 

·参加采样的有常青、唐立检 理化分析由廖宝珍 杜力，张慧完成．由杜力 张直芝 制臣表，王方 位艳芳 

齐晓玲承扭电子显散镜观察及提供麒片 x射线衍射分折和电镜图像 读．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杨德谣和李毂袄提供结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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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所含以泥沙为主的悬浮物，与土样同期采自剖面所在地的输水干渠．水源来自阿 

克苏河的源流之一托什干河． 

土壤的供试样为结合土壤机械分析所得<0．002mm的粘粒．用日本理学 Dmax／1II C 

射线衍射仪进行分析．用日本电子公司 JEM一120EX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获得电子显 

锐 像片，为分辨判读矿物提供图像． 

2 结果与讨论 

根据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图 1)，该灌淤层的土壤粘粒矿物以水云母为主导矿物，伴 

有一定量的绿泥石和很少量的蒙皂石、高岭石、石英、长石等，面且从整个灌蹬层到下伏土 

壤全制面基本一致．同史成华、龚子同 (1994)对西北干旱区灌淤旱耕人为土 (灌淤土)粘 

粒矿物的研究测定结果相近似．作为对照的灌水泥沙的粘粒矿物组成，与土壤有一定差异， 

由蒙皂石和水云母共有主导地位．次要矿物与土壤基本相似．另据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 (表 

2和图 2)，除印证 x射线衍射分析外，还反映出其它成分的存在：如有球状和细长针状埃 

格石、赤铁矿等，并普遍有氧化铁或无定形氧化铁；还有二氧化硫与氧化铁伴存，或吸附在 

水云母和赤铁矿边缘．总之，无论在灌淤层或灌水泥砂中的粘粒矿物成分，均体现了在所处 

生物气候条件下，环境对矿物力所能及的风化阶段． 

图1 灌淤旱耕人~+O2-6)和灌水泥沙中牯粒(<2tma)X射线钎射固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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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 
(＆)永云母、缘泥石 石英，长石 (b)赤铁矿+s ，永云母 

_  

(c)永云母．石英 (d)gg~+so2、永云母 

图2 灌淤层(a )和灌溉水泥沙(c，d)粘粒矿物电镜图像举例 

● 

结果还表明．由河水泥沙变成灌溉淤积物．进而再发育成土壤的过程中，原泥沙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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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并不是保持不变．如蒙皂石以较好的晶粒存在于泥涉中，在衍射图谱上具有显著的峰 

形，但参与成土后．已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泥沙的矿物是受到河水流经地区的风化环境影 

响，当转入成土过程以后，土壤又有自身的风化规律． 

从灌淤早耕人为土的发生看来．灌水泥沙中的粘粒矿物和与之相应的灌淤层的粘粒矿物 

有亲缘性．因此，灌水携带的泥沙及其产生的灌溉淤积物．从矿物学角度为灌淤早耕人为土 

的发生指明母质的来源．但是．完全根据粘粒矿物．不易分辨灌2贽层与下伏土壤或母质是否 

为同一物质来源．其实．部分由空间分布限定范围的灌淤早耕人为土，其灌淤层与下伏冲积 

物来自同一河流．对此。应视为同源母质，反之．灌淤层与下伏土壤或母质不属于同一物质 

来源，则是异源母质．如以山前洪积物为下伏母质的属之．故对灌淤旱耕人为土不应一概而 

论为异源母质． 

表2 藩 辩 层 置 藩 溉 水 泥 沙 粘 敕 矿 翦 组 成 

研究人为土壤．应着重研究人为作用对土壤的影响．据现有贷料，人为影响并未明显加 

快粘粒矿物的风化进程以及打破其风化阶段．然而．人为作用的良好影响．可以使不同发育 

的土壤变成肥田沃土．从而以突出在人为支配下的养分积累和熟化过程来展示人为土壤的根 

本属性，并以此启示人们，只有不断投入，积极培肥，方能保持人为土壤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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