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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涸洲岛
、

渔沥岛和西村岛的 3 个剖面的 11 个土壤样品和 3个母岩样品进行矿质全量
、

游离氧化铁及粘

粒矿物等分析的基础上
,

对海岛土壤的脱硅富铝化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

结果表明
,
3 个海岛的土壤的脱硅富铝化

强度是涸洲岛> 渔沥岛> 西村岛
,

但均比相同气候带下的砖红壤
、

赤红壤的脱硅富铝化作用弱
。

据此及其他分析结

果
,

建议将涸洲岛土壤 (l 号剖面 ) 归类于铁硅铝土土纲
、

湿润铁硅铝土亚纲中的棕红壤土类
,

将渔沥岛
、 2 号剖

面 ) 和西村岛 (3 号剖面 ) 的土壤归类于铁硅铝土土纲
、

湿润铁硅铝土亚纲中的准红壤土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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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硅富铝化作用
,

简称富铝化作用
,

是湿热而又

有一定干湿分异的气候条件下地带性土壤的主要成

土过程 lj[
,

也是这类土壤中所进行的一种地球化学过

程 [2」。

广西海岛分布于东径 2 0 5
0

0 6 ,

一 1 0 9
0

3 1` ,

北纬

2 0
0

4 9 `

一 2 1
“

4 6` ,

属北热带和南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带
,

气候为高温多雨
,

干湿分明的南亚热带海洋季风气

候
; 因此

,

脱硅富铝化作用是本区地带性土壤的主要

成土过程
。

据以往资料
,

该地带属强富铝化土壤带
,

土壤归类于砖红壤或赤红壤 s[,
`〕 。

但调查发现
,

广西海

岛的土壤与砖红壤和赤红壤的特性有较大差异
。

为研

究海岛土壤形成发育的特点
,

给土壤分类和命名提供

科学依据
,

我们在 3 个岛屿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 3个

土壤剖面的 11 个样品及相应的母岩样品进行分析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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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

广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土壤 )
”

成果一部分
。

1 供试土壤的基本情况

供试土壤的 3 个剖面分别来源于涸洲岛
、

渔沥岛

和西村岛
,

各岛的成土条件差异比较大 (见表 1 )
,

故

土壤特性也明显不同 (表 2 )
。

2 测试方法

.2 1 土壤基本特性 常规分析法 s1[
。

.2 2 < 2 “ m 粘粒提取 超声波分散— 自由沉降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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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土坡形成的自然条件

Ta l b eT 1 h ena t ura lo en d it io no s f5 011 fo r ma t io n

剖面号
.

岛屿名称 海拔
Pro

fil e
N

a m eo fl At it ud e

o n
.

Isla n d

地形
R el i

e f

母质
Pa r en t

r
o ck

植被 年均温 妻 1 0℃年积温 年降雨量 年蒸发量
V

eg eta t i
o n

M
a n ea n na ul ) 1 0,C A n n u a l A

n n u a l A
n n u a

l

t em P e r a t u r e
A

e e u
m

u
l
a t iv e r a in f

a ll e v a P e r a t l o n

( m ) (℃ )

t e m Pe r a t u r e

(℃ )

涸洲岛
W

e i z h o u

海蚀台地
eS

a e r
os io n

P la t f o r m

低丘
L o w h ill

沉凝灰岩
eS

n d im e n t a r y

t u f f

甘蔗
S

u g a r e a n e
2 3

.

0 82 9 7
.

6 13 9 3
.

8 1 8 7 4
.

6

渔沥岛
Y u

w
a n

砂页岩
S a n d s

h
a
l
e

马尾松林
尸 i n u s 2 2

.

5 8 2 1 2
.

5 2 8 7 4
.

3 1 4 2 1
.

7

,刀 口石 50 护I Za 刀口

西村岛
X i

e u n

低丘
L
o w h il l

砂页岩
S

a n
d

s
h

a
l
e

马尾松林
尸i n u s

2 2
.

0 7 7 3 8
.

7 2 2 7 2
.

4 1 6 1 7
.

2

泞之口 S S O n 艺a n a

二 :
l 号为⑧海 5 6 1

:

⑧
s e a 5 6

,

2 号为②海 2 0 2
:

②
s e a 2 0

,

3 号为⑧海 3 2 3
:

②
s e a 3 2

.

表 2 土壤的一般特性

T a b l e Z T h e g e n e r a l P r o P e r t ie s o f 5 0 11

剖面号 采样深度 p H 值 有机质
P r o

fi l
e D e p th p H O

r g a n l e

n o
.

v a l u e
m

a t t e r

全氮

N

全磷
P 2

0
3 .

全钾
K ZO

粘粒
C l

a y

( < 2 拌m )

阳离子代

换量 C E C
盐基饱和度

B a s e

S a t U T a t l o n

d e g r e e

(% )

交换性酸
E x e h a n g e a

b l
e

a e id

(
e m )

( % 。 、 % ) 。% 。 、% 。 。% 。 `

耀
)

(m o
l / k g 士 )

,
.1
`ǎ乙00产O匕J

4
山
4
通

斗óó
..

…
ù

19éO曰O乙Oé0 ~ 9

9 ~ 2 4

2 4 ~ 3 9

3 9~ 5 1

5 1~ 7 0

8
.

8
.

1
.

7 1

n6内iQ目一矛OéCJ工Jù乃
.

…
0000

1
10ù只

:

0
.

0 8 9

0
.

0 4 7

0
.

0 1 0

0
.

0 1 4

0
.

0 0 7

0
.

1 9 6

0
.

1 9 4

0
.

2 0 4

0
,

1 8 4

0
.

2 3 2

0~ 1 1

1 1 ~ 2 2

2 2 ~ 3 1

4
.

4

4
.

3

1
.

9 7

1
.

0 6

0
.

6 4

0
.

1 0

0
.

0 6 4

0
.

0 3 8

0 0 63 5

0
.

0 6 7 0

0
.

0 5 3 7

4
.

9 6

4
.

8 9

4 3
.

4

4 3
.

1

4 3
.

1

1 5
.

4 8

1 2
.

7 4

1 2
.

8 4

2 5
.

32

3 6
.

4 2

3 4
.

5 0

9
.

2 9

7
.

2 5

8
.

1 7

哎é尸匀内匕

…
4
丹峥40 ~ 1 8

1 8 ~ 3 9

3 9~ 8 0

1
.

1 1

0
.

9 6

0
.

6 4

0
.

0 2 3

0
.

0 1 8

0
.

0 2 6

0
.

0 9 8 9

0
.

0 5 8 6

0
.

0 4 3 8

4
.

7 6

1
.

1 7

1
.

4 8

1
.

9 8

2 7
.

7

“ 7
·

圣
4 4

.

丫

8
.

1 9

1 0
.

7 5

1 3
.

3 7

1 9
.

7 8

2 9
.

6 7

2 2
.

3 6

5
.

2 9

7
.

5 5

1 0
.

3 6

.2 3 游离氧化铁 连二亚硫酸钠提取一一邻啡罗林

比色法
。

.2 4 粘粒矿物 X 射线衍射分析法
。

2
.

5 矿质全量 (l ) 51 0 2

— 硫酸亚铁馁 比色法
。

( 2 ) F e Z
O

3

— 邻啡罗林比色法
。

( 3 ) A 1
2
o

3 一一氟化

钠取代—
E D T A 滴定法

。

( 4) K Z
O

— 火焰光度法
。

( 5 ) N a Z
O

— 火焰光度法
。

( 6 ) C a O
、

M gO
- -

一原子

吸 收光谱法
。

(7 ) zP O
S

— 钥锑抗 比色法
。

(8 )

TI O :

— 变色酸比色法
。

( 9) M n O一
一

原子吸收光谱

法
。

注
:

样品用 H N O
3
+ H C I + H

Z
SO

;

消化处理
。

3 结果与讨论

.3 1 土壤的化学组成

分析结果 (表 3) 表明
,

3 个剖面土壤的化学组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

2 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成有明显差异
。

1 号剖面的各层土壤中的 51 0
2 、

C a O

和 P Z
O

S

含量明显高于 2 号和 3 号剖面
,

而 1 号剖面

土壤中 A 1
2
O

3 、

F e ZO
3 、

K ZO 和 N a z
O 含量却明显低于

2 号和 3 号剖面
,

3 号剖面土壤中M g O
、

M n O 和 T IO
Z

含量则 明显高于 1 号和 2 号剖面
。

而粘粒的化学组成

却明显不同
,

1 号剖面土壤粘粒中 5 10
2 、

A 1
2
O

3 、

K
Z
O

和 N a Z
O 的含量比 2 号和 3 号剖面低得多

,

而 F e ZO
3 、

C a o
、

T IO
:

和 P 2
0

5

含量则 比 2 号和 3 号剖面高得多
;

3 号剖面土壤粘粒中 M g O 的含量又明显高于 1 号和

2 剖面
。

引起土壤化学组成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母

岩类型及其化学组成的差异
,

成土过程中风化作用和

元素淋溶迁移作用强度不同也有一定影响
; 而引起粘

粒化学组成不同的主要原 因是成土过程中风化作用

和元素淋溶迁移作用强度的差异
,

因为粘粒是风化和

2 9



成土作用产物
。

3 .2 元素迁移和宫集作用

从表3 可见
,

1 号剖面土体中 A 1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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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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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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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和 M夕 的含量明显低于粘粒中的相应成

分的含量
,

说明这些元素向粘粒部分富集
;
而土体中

51 0 2 、

C a O
、

M gO 和 K
2
0 含量则不同程度地高于粘粒

中的含量
,

说明这些元素在风化成土过程中产生 了淋

失作用
。

2 号和 3 号剖面土壤中 A 120
3

和 F e 2 0
3

虽有

向粘粒富集的现象
,

土壤中 51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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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粒中含量高
,

但都比 1 号剖面弱得多
,

且 M g O 和

IT O :
含量则是土体高于粘粒

。

从表 4 可知
, 3 个剖面中

,

从母岩到土壤
,

各元

素的迁移和富集作用差异较大
。

1 号剖面各层土壤中
5 10 2 、

C a O
、

M gO
、

K ZO 和 N a ZO 均产生明显转移
,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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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迁移强 弱顺序为 Na ZO > M四 >K ZO >CaO >作用不十分明显
,

且无规律性
; 2 号剖面土壤中的

5 10
2 ,

土壤中 F e : 0
3 、

A 1
2
O

:

产生一定程度的富集
,

铁 5 10
2 、

A 1
2
O

3 、

C a O
、

K
Z
O 和 N a Z

O 产生轻度的迁移作

的富集量为 .5 “ %一 62
·

09 写
,

铝的富集 12
·

27 % ~ 用
,

而 eF
ZO

3

和 M g O 则产生富集
; 3 号剖面土壤中的

2 6
.

6 4%
,

但无论是硅的迁移或是铁铝的富集强度均 e a o
、

F e Z
o

。 、

A 1
2
O

。

产生迁移
,

而 5 10
2 、

M g O 移 K
Z
O

比相似气候条件下的砖红壤 (海南岛 s)[ 〕。

赤红壤 (广 则产生不同程度的富集
。

因此
,

总的来看
,

3 个剖面

西凭祥市 )4[ 〕和红壤 (广东五指山 s)[ 〕弱得多 (见表 土壤中元素迁移 ; 富集强弱顺序为
:

1 号 > 2 号 > 3

4)
。

2 号剖面和 3 号剖面土壤中各元素的迁移或富集 号
。

表 4 土坡中元寮的迁移 (一 ) 和富集 ( + ) ( % )

T a b l e 4
、

M o ve m e n t (一 ) . O d e n r i e bm e n t (+ ) o f e l e m e n t s in 50 11

剖面号或
土壤名称

.

P r o f il e n o
.

o r

N
am e o

f 50 11

采样探度

eD P th

风化及成土过程中元素的迁移量和富集量 M
o v e m e n t a n d

e n r ie hm e n t o f

e l em e n t s d u r in g t h e p r oc
e s s o f w ca t h e r

in g
a n d 50 11 f o r m a t io n

( em ) 5 10 : A 1
2 0 : F e : 0 3 C a

O M四 K
Z
O N a Z

O

0~ 9 一 13
.

4 5 + 1 2
.

2 7 + 19
.

6 1 一 2 1
.

94 一 80
.

68 一 7 2
.

4 5 一 88
.

8 7

9~ 跳 一 1 7
.

8 4 + 1 9
.

0 3 + 9
.

21 一 6 7
.

4 3 一 82
.

2 2 一 6 8
.

3 9 一 8 8
.

1 9

2 4~ 3 9 一 2 4
.

0 8 + 2 6
.

6 4 + 5
.

6 6 一 5 6
.

0 8 一 8 5
.

7 9 一 6 4
.

8 3 一 8 8
.

9 0

3 9~ 5 1 一 1 6
.

1 5 十 1 8
.

4 5 + 9
.

0 8 一 6 5
.

3 8 一 8 3
.

0 3 一 5 4
.

7 4 一 8 9
.

4 5

5 1~ 7 0 一 1 6
.

5 9 + 1 3
.

0 4 + 6 2
.

0 9 一 6 2
.

2 3 一 8 3
.

6 2 一 5 8
.

9 6 一 8 7
.

5 6

0 ~ 1 1 + 1 0
.

4 4 一 6
.

9 3 + 2 1
.

0 9 一 1
.

1 3 + 1 5 1
.

7 6 一 2
.

6 3 一 9
.

5 1

1 1~ 2 2 一 3
.

1 1 一 1
.

4 9

一 1
.

7 8

+ 2 8
.

2 6 一 4
.

4 6 + 7 7
.

1 4 一 0
.

3 5 一 0
.

2 4

2 2~ 3 1 一 3
.

0 7 + 3 2
.

7 5 一 4
.

1 8 + 2 8
.

5 7 一 0
.

7 3 0
.

0 0

0 ~ 18 + 1 9
.

6 9 一 6
.

7 9 一 1 8
.

9 8 一 6 9
.

3 5 + 1 0 0
.

0 0 + 5 7 1 0
.

0 0

1 8~ 3 9 + 1 7
.

7 6 一 5
.

1 3 一 1 2
.

4 9 一 8 8
.

2 0 + 8 8
.

2 0 + 6
.

8 5 一 3 3
.

7 3

3 9~ 8 0 + 3
.

1 5 + 1
.

9 5 一 1 0
.

2 8 一 9 5
.

1 0 十 9 6
.

2 7 + 1 2
.

7 9 + 1
.

8 3

海南 岛花 岗岩砖 红
壤 G r a n i t e aL

t e ir t e

in H a i n a n

土壤
5 0 11

一 4 0
.

9 0 + 4 5
.

8 1 + 9 6
.

0 2 一 1 0 0
.

0 0 一 6 0
.

8 0 一 3 9
.

1 0 一 8 8
.

4 0

风化体

W
e a t h e r

in g 50 11
一 2 0

.

9 0 + 2 0
.

9 7 + 5 5
.

6 3 一 9 3
.

0 0 一 6 9
.

1 0 一 1 8
.

8 7 一 9 6
.

0 0

广西凭祥市凝灰熔
岩赤红壤 eS d而en

-

0~ 1 5 + 3 5
.

6 8 一 8
.

9 6 一 1 9
.

1 7 一 9 6
.

2 4 一 4 2
.

5 0 一 9 4
.

5 3 十 2 0
.

3 1

t a

7
r e Q

r uf f L
a t e ir t ic

ea
r t h in P i

n g x i
-

15~ 4 5 一 2 4
.

8 0 + 3 8
.

0 0 一 2 3
.

4 2 一 9 6
.

4 6 一 4 7
.

9 2 一 4 4
.

7 5 一 2 7
.

5 4

a n g of G ua
n g x i

4 5~ 9 1 一 3 0
.

3 4 + 4 4
.

1 5 一 2 4
.

9 6 一 9 6
.

61 一 53
.

9 3 一 3 9
.

4 0 一 3 3
.

9 3

9 1~ 1 0 0 一 3 3
.

9 3 + 5 3
.

56 一 3 0
.

7 1 一 9 6
.

3 4 一 9 2
.

8 8 一 3 1
.

8 9 一 2 8
.

6 8

广东五指山花岗岩
澳G

r

an it e r e d

W uz h is h a n of

红集 G
r

耐
t e

iso 1
土壤
5 0 11

一 5 0
.

9 0 + 5 4
.

1 8 + 2 2 1
.

0 8 一 1 0 0
.

0 0 一 7 0
.

9 0 一 8 4
.

8 0 一 9 5
.

1 0

G ua
n妞

o n g 风化体
W

e a t h e r in g 50 11
一 2 6

.

0 0 + 2 2
.

6 9 + 1 0 6
.

8 9 一 8 5
.

4 0 一 4 4
.

3 0 一 4 5
.

4 0 一 7 6
.

3 0

!

迁移量计算公式
`

(按 1 9 6 4 年
,

ne p 二b .
。 ·

A
,
,

法 ) A fo r m u la fo :
m

o v e m e n t 。 a
l
e u

x
a t io n ( b y n e p二 b。 。 .

A
. 。 ,

1 9 6 4 )
: t一 ( t , 一

t Z ) + t l X 10 0%
;

、

t , 一 t : X 母岩甲 ( i n 外 er n t

ocr k ) A 120 3 + 土体中 ( in
5 01 1) A 120 3 X l o o%

`

其中
: t 为氧化物在母岩风化过程中迁移或富集的量 (% ) ; t ; 为母岩中氧化物的含量 (% ) ; t : 为 1A

2 0 3

不变的情况下土壤中氧

化物的含量 (% ) ; t , 为土壤中氧化物的含量 (% )
·

t (% )
: m o v em e n t a n d e n r i e h m e n t of o x i d e d u r i n g t h e p r oc es , 。 f p a r e n t :

oc k

w e a th e r i鳍 ; t ; (% )
:

oC
n t e n t o f o x id e

i n p a er n t

ocr k ; t : ( % )
: C o n t e n t of o x id e i n 5 0 11 a t t h e u n e h a g e d o f A 12O 3 , t ` (% ) :

co
n t e n t

o f o x id e
in 5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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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的地球化学特征

土壤的淋滤系数
、

铁化系数
、

铝化系数和分解系

数等也是衡量风化成土作用强度的指标
。

从表5 可

见
,

土壤的淋滤系数
、

铁化系数
、

铝化系数和分解系

表 5 土壤的地球化学特征

T a b j e 5 T h e g e oc h e m ie a l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c s o f 5 0 11

数的相对值是 1 号剖面最高
,

3 号剖面最低
,

说明土

壤的富铝化强度是 1 号剖面 > 2 号剖面 > 3 号剖面
。

但都比相似气候条件下砖红壤
、

赤红壤和红壤图的富

铝化程度弱 (见表 5 )
。

风化及成土系数 e oe f f ie ie n t o f w e a t h e r i n g a n d 50 11 f o r m a t io n

剖面号

P r o
f il

e

采样深度

D e P t h

( e m )

淋滤系数

( 5 10 2
/ M g O )

铁化系数

( F e ZO 3
/5 10

2 )

铝化系数

( A 1
2O 3

/ 5 10
2 )

分解系数

( F e ZO 3
/ M g O )

n o
- 分子比

M
o
l
e e u

l
a r

相对值

R e
l
a t l v e

分子比

M
o le e u

l
a r

相对值

R
e la t i v e

相对值

R
e
l
a t iv e

分子比

M
o
l
e e u la r

相对值

R
e
l
a t l v e

r a t l o
v a
l
u e r a t l o

v a lu e

分子比

M
o le e u

l
a r

r a t il
v a

l
u e

f a t l o
v a

l
u e

I
L

9é119é4
.

4 8

4
.

6 2

nU月b内hù,é八j六D

…
一队Utjd工JJ八J叮̀,úQJgúQ自

…
,丈
ù .且ù1.,é11

ù1.11

0~ 9

9~ 2 4

2 4~ 3 9

3 9~ 5 1

5 1~ 7 0

一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0 ~ 1 1

1 1~ 2 2

2 2~ 3 1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0~ 1 8

1 8~ 3 9

3 9~ 8 0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1 1 0
.

5 4

1 1 4
.

0 3

1 3 1
.

8 8

1 2 1
.

9 1

8 6
.

2 2

5
.

3 4

4
.

9 4

3
.

4 9

0
.

0 5

0
.

0 4

0
.

0 5

0
.

0 4

0
.

0 7

1
.

6 7

1
.

3 3

1
.

6 7

1
.

3 3

2
.

3 3

0
.

1 0

0
.

1 1

5
.

1 6

5
.

1 2

0
.

1 1

6
.

2 2

6
.

1 7

7
.

4 7

6
,

4 6

6
.

8 2

nC乃11rJó()40
乃1002 4

.

6 8

00
月

l4 1
.

4 6

5 0
.

9 2

6 9
.

9 9

1
.

0 0

0
.

4 4

0
.

0 3

0
.

0 7

0 0 0
.

0 9

.

1 7

.

3 3

0
.

3 7

0
.

4 3

1
.

0 0

0
.

9 0

0
.

8 3

0
.

5 4

2
.

7 9

4
.

1 4
匕J工JJnà000

00伪OJJq̀0哎
口nó,门该了ù吕0

……
1111000
11

0
.

7 4

0
.

8 8

0
.

0 9 6
.

] 0

00
甘只门了9 4

.

5 1 0 0 0
.

0 6

1 0
.

5 0

1 1
.

1 8

1 0
.

1 2

0
.

5 6 0
.

0 8

0
.

0 8

0
.

0 9

0
.

4 3

0
.

4 1

0
.

34

0
.

3 4

0
.

3 9

0
.

4 0

0
.

8 5 0
.

3 7

0
.

5 9 0
.

8 5 0
.

9 1 0
.

4 3

0
.

5 4 0
.

9 8 0
.

9 0 0
.

4 3

1 8
.

8 9 0 0 0
.

1 1 0 0 2
.

1 1 0 0

海南 岛花岗岩
砖红 壤 G

r a n i t e

L a t e r it e o n

H a in a n

土体 50 11

风化体

W
e a t h

e r in g 5 0 11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7 1
.

7 0 4 9 0
.

0 3 3
.

0 0 0
.

2 1 7 5 2
.

0 7 5
.

0 0

1 2 3
.

9 3 2
.

5 8 0
.

0 2 2
.

0 0 0 1 6 1
.

3 3 2
.

1 2 5
.

0 5

4 8
.

0 5 0 0 0
.

0 1 0 0 0
.

1 2 0 0 0
.

4 2 0 0

广东五指 山 花

岗岩红壤 G ar n -

l t e r e
d

5 0 11 I n

W
u z h l s h a n o f

G
u a n g d

o n g

土体 50 11

风化体
W

e a t h
e r i n g 5 0 11

.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8 7
.

4 0
.

0 4 7
.

8 0
.

2 4 3
.

6 1 1
.

2

8 l 0
.

0 1 2
.

8 0
.

1 7 3
.

7

6 l 0
.

0 1 0
.

1 3 0
.

3

4147的72000~ 1 5 7 7
.

4 0 2
.

3 6 0
.

0 3 0
.

6 0 0
.

0 9 0
.

6 9 2
.

3 2

O山Oé月任
ǎ
卜éū了00

ǎ.上11
广西 凭祥市凝

灰熔 岩赤 红壤
eS d im e n t a r y

t u ff L a t e r it ie

r e d e a r t h in

P in g x i a n g o f

G u a n g x i

1 5~ 4 5

4 5 or 9 1

4 7
.

3 6

4 9
.

6 0

.

4 4

。
5 1

0
.

0 5

0
.

0 5

9 1~ 1 0 0 3 0 4
.

2 9 0
.

0 5 0
.

1 9 1 6
.

0 4

11门队ú1
1

0
O口勺J工̀JO0000

ó日én00

母岩
P
a r e n t r

oc k
3 2

.

8 0

9
.

2 8

1
.

0 0 0
.

0 5 0
.

1 3 6 5

3 2 G
u a n g x i cS i

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4
,
N o v e m b e r 1 9 9 5



表 ` 土壤土体( <2) m m的全铁及游离权化铁含t

Ta b le6C ont e nt of f r e e ir n o ox ida e ndt ota l ir on in0 5 11( <2) m m

剖面号

Pr of ile n o
.

层 次

Hr o i
z on

采样深度

D
e Pth

( e m)

全 铁

T
ota l i

r n o

( F
eZO:

%)

游离氧化铁

F
r e e

( F
e 203

x o
d i

e

%)

铁的游离度

F
.

1
.

0
.

/ T
.

1
.

( %)

0 ~9

9 ~ 24

8
.

4 6

8
.

9 1

4
·

6 5

4
.

6 5

54
.

6 9

24 ~3 9

3 9 ~5 1

8
.

4 3

8
.

14

5
.

9 0

5
.

7 2

6 5
.

7 8

6 9
.

9 9

A 氏残

B/C 7 0
.

7 2

5 1 ~7 0 1 1
.

54

0 ~9 1 1
.

5 1

4
.

6 5

2
.

3 2

4 0
.

03

5 2
.

6 3

1 1 ~ 22

2 2~3 1

10
.

6 2

10
.

9 9

2
.

4 3

2
.

4 3

3 26 8

2 2
.

1 1

0 ~1 810
.

4 2

1 8~3 9 1 1
.

06

1
.

6 1

1
.

7 6

5 l

l5

3 9 ~ 80 1 1
.

34

9 l

7 3

3
.

4 土坡中铁的游离度

铁的游离度是指土壤 中游离铁 占全铁的百分

数j 6 [
。

其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壤风化强度的大

小
,

一般来说
,

铁游离度越大
,

土壤风化越强烈
。

从

表 6 可见
,

3 个剖面中
,

1 号剖面土壤的铁游离度最

大
,

3 号剖面土壤中铁的游离度最小
,

说明土壤风化

度的大小顺序为 1 号剖面 > 2 号剖面> 3 号剖面
。

其

中 2 号 和 3 号剖 面 土壤 中铁 的 游 离 度仅 巧 % 一

25 %
,

比相 同母岩发育而成的红壤 ( 云南 54 % 一

7 0 环 [ ,」 ,

江西 6 6% 一 5 5 % [ 6〕 ) 低得多
; l 号剖面土壤

中铁的游离度为 54 %一 70 %
,

比 2 号和 3 号剖面高

得多
,

与红壤中铁的游离度比较接近
,

但比砖红壤中

铁的游离度 ( 80 %一 86 % 阁 ) 又低得多
。

3
.

5 粘粒含量及粘粒矿物组成

土壤中粘粒含量
、

粘粒在剖面中的分化及粘粒矿

物组成均可反映出土壤矿物风化作用的强弱
。

从表 2

可见
,

1 号剖面土壤中粘粒含量最高
,

且 B 层中粘粒

含量又高于其他层次
,

说明产生 了一定的粘粒淀积现

象
; 3 号剖面土壤中粘粒含量最少

。

因此
,

粘粒含量

及其在剖面中的分化情况反映出 3 个剖面土壤的风

化强度大小顺序为 1 号剖面 > 2 号剖面 > 3 号剖面
。

从 X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图 l) 来看
,

1 号剖面各层

土壤的粘粒矿物均以结晶较差的高岭石和埃洛石为

主
,

伴有少量水云母和三水铝石
,

其中 51 ~ 70
c m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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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少量蒙皂石
; 2 号剖面土壤粘粒矿物 以 2

.

, 1 型

的蒙皂石为主
,

含有一定量的高岭石
、

伊利石和石英
;

3 号剖面土壤粘粒矿物也 以 2 , 1 型的蒙皂石 为主
,

含有一定量的高岭石和石英
,

但不含伊利石
,

且蒙皂

石结晶度较好
。

由此也说明
,

1 号剖面土壤风化强度

最大
,

3 号剖面土壤风化强度最小
。

4 结论

土壤细土部分 ( < 2 m m ) 的化学组成主要受母岩

类型和组成的影响
,

成土过程中的风化作用和元素淋

溶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
;
而土壤粘粒的化学组成则主

要因风化作用和元素淋溶迁移作用强度的不 同而有

较大差异
。

所有分析结果均表明
,

3 个剖面土壤矿物的风化
.

强度和土壤富铝化强度的大小顺序均为 1 号剖面> 2

号剖面 > 3 号剖面
,

且均比相似气候条件下的砖红

壤
、

赤红壤和红壤的风化作用和富铝化作用的强度

小
。

其原因
,

一方面是成土时间的不同
; 另一方面

,

由于这些岛屿较小
,

海风
、

海雾
、

海浪和降雨中常带

来大量的盐分
,

从而使土壤中盐基离子含量增加
,

延

缓了土壤中盐基淋失和脱硅富铝化作用的进程
。

鉴于以上分析结果及其它有关性状
,

以往将这些

岛屿上的土壤全部归类于砖红壤或赤红壤均是不合

适的
。

根据土 壤系统分类诊断标准川
,

2 号剖面和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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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剖面的土壤均应归类于铁硅铝土土纲
、

湿润铁硅

铝土亚纲 中的准红壤土类
;1 号剖面土壤粘粒矿物虽

以1 :1 型粘粒矿物为主
,

但因系统分类上 尚无粘粒

矿物的定量指标
,

因此
,

根据其它定量诊断指标
,

1

号剖面土壤应归类于铁硅铝土土纲
、

湿润铁硅铝土亚

纲中的棕红壤土类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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