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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 白浆土的物理学
、

化学
、

矿物学
、

微形态学和新生体的角度
,

并箱 以土柱淋溶模拟实验
,

对采 自

黑龙江省密山 县
、

吉林省长 白山
、

江苏省无锡县
、

四川省新都 县的 4个 白浆土剖而的某些发生学特性及其与

生态环境的关系做了较详 细的研究
。

4个剖面机械组成分析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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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颗粒分布在剖面中较一致
。 连个剖面的元素化学特征 分析表明

,

同一音J面的白浆层土体的硅铝率
,

硅铁

铝率比淀积层的大
,

粘粒中两者也有轻微的差异 ; 万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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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铝率在同一剖面不同层次间比较一致
,

尤其是 A 12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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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个剖面的 白浆层中积聚

,

在淀积层中散失
,

尽管如此
,

仍有少量 5 1 0 :
从白浆层移动到淀积层 中 ; F e : 0 3

积聚方式与 5 10 :
相反 ; M n O则在 白浆层与淀积层中都发生

积聚 ; A l : O 。
在白浆层 中改头

。

白浆层和淀积层中全量
、

游离态
、

活性态
、

络合态的 F e Z O 3 、

M o O都向粘

粒富集
,

白浆层中的铁
、

锰氧化物的游离度
、

活化度都高于淀积层
。

白浆层中金属 /碳原子的比值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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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土粘土矿物主要成分是水云母
,

其次是高岭石
、

绿泥石
、

蒙皂石和蛙石
,

最大特点是含有土壤形成

过程中形成的绿 泥石和云母
,

并发生强烈的水化作用
。

四川省新都县的 白浆土中含有三水铝石
,

表明其发育

程度较强
。

4个剖面中都没有发现伊毛搞石
。

氧化铁矿物主要是针铁矿
,

并普遍发生铝同品替代作用
。

吉林

省长白山
、

江苏省无锡县
、

四川省新都县 3个剖面针铁矿的铝同晶替代量分别为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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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形态学研究揭示
,

白浆土中普遍存农铁质浸染斑和铁锰凝团
,

淀积层中有淀积粘粒胶膜和粘粒与有机质的

复合胶膜
。

不同处理的土柱淋溶模拟实验表明
,

白浆土中氧化一还原电位鑫池水初切都迅速下降
,

然后缓 慢回 升

至一定的正值后趋向稳定
。

对 土住渗漏液测定的结果表明
,

土福妇卜元素淋溶特点是
,

随着淋溶时间的增长
,

锰的释放最在淹水初期猛增
,

然后下降
,

铁一直呈平缓增加趋势
,

钙
、

镁
、

钾
、

钠等离子淹水初期释放量较

大并一直呈下降趋势
。

土 柱渗漏液中粘粒含量随淋溶时间增长 有增加的趋势
。

与温带森林生态条件相 比
,

亚热带稻 田生态条件下发育的 白浆土 p H值和盐基饱和度高
,

土壤胶体中的

游离态
、

活 性态
、

络合态的 A l : 0 3 、

M 二 O 和络合态的 F e 2
0

3
含量 高

,

游离态 F e Z O 3
含量高

,

白浆层和淀积

层中针铁矿侣同品替代全 低
。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 以看 出
,

白浆土可 以形成于 同源母质上
,

白浆层与淀积层粘粒含量的差异是成土 过

程中淋淀的结果
, “

双层母质
”

不是白浆土发育的必要条件
。

在白浆土 发生过程中
,

粘粒矿物受到一定的破坏

作用
,

元素移动除化学淋溶外
,

一

也存在络合淋溶作用
。

白浆土成土过程是由无数次滞水、 离子淋失、 粘粒淋

淀。 滞水这样的循环过程组成
。

即滞水促进铁锰还原淋失和其它离子淋失
,

离子淋失促进粘粒分散
,

进而促

进粘粒的淋淀作用
,

粘粒淋淀反过来促进 上而土层滞水
。

如此反复的过程中粘粒矿物部分被破坏
。

因此
,

白

浆土 的发生过程可归纳为部分粘土矿物被破坏的动态循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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