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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的含量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据不同地质背景特征#安徽省潜山县划分为
;

类成土

母质+该文对不同成土母质,不同土壤类型进行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

件土壤样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潮

土的
*7

和
d8

平均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棕壤的
[3

和
(M

平均含量也明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在相同土壤

类型#不同成土母质之间微量有益元素含量的差异性较大-在不同土壤类型#相同成土母质体内有益微量元素的含

量趋于一致+原位风化情况下#成土母质来源于地质背景区基岩风化#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的丰缺取决于基岩类

型-非原位风化情况下#成土母质如河流冲积物类母质#形成的各种类型土壤元素含量变化较大+部分土壤类型如

潮土和棕壤中微量元素含量特征由土壤类型决定+以地质背景为基础的成土母质与土壤类型综合影响潜山县土

壤有益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征+

关键词!成土母质-土壤类型-有益微量元素-土壤地球化学-安徽省潜山县

中图分类号!

($C<5!

!!!!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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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通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和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评价#对有益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布

特征进行了研究$

$BA

%

+周俊等$

!

%对安徽省不同地质

背景和土壤类型的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状况进行分

析#认为地质背景对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对不同类型基岩的风化母质即成土母质

的界定只是基础#全方位认识地质背景对土壤中有

益微量元素的影响#需要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

同类型基岩可以形成不同的成土母质#除了人类活

动影响外#成土母质直接影响土壤微量元素丰

缺$

CB%

%

+成土母质决定土壤元素含量#是土壤含量水

平的重要控制因素之一#其影响因素主要为岩石类

型#源自同一母岩的土壤在成分和地球化学特征方

面具有相似性$

;

%

#其次为母岩形成的地质时期$

<

%

+

地质背景对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含量的影响程度

如何,土壤类型是否对土壤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有影

响#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以安徽省潜山

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结果为基础#以潜山

县表层土壤为研究对象#探讨以地质背景为基础的

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对土壤有益微量元素丰缺的

综合影响+

!

!

地质地理概况

研究区为潜山县全县范围#地处皖西南#大别

山南麓#长江北岸#皖河上游#东与桐城县,怀宁县

交接#南与怀宁县,太湖县毗连#西与岳西县交界#

北与舒城县接壤#面积
$%<C5#AQH

"

+

!"!

!

自然地理概况

潜山县属于长江沿江丘陵平原区#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北部及西北部为大别山区#中部为山前

丘陵,岗地#东南部为皖水,潜水下游构成的冲积平

原+全县地形复杂#地势高低悬殊较大#最低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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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镇丰收圩海拔
$%5<H

#最高处官庄镇猪头尖海拔

$CAGH

#高差达
$C""5"H

+

潜山县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

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5Aj

#各月平均气温差异较

大#

$

月最低平均气温为
A5Cj

#

;

月最高平均气温为

"<5!j

#年温差为
"!5Gj

+累计年平均降水量为

$A;#5$HH

#山区降水量达
$!##

"

$C!!HH

+

!"#

!

地质概况

郯庐断裂带由西南至北东横穿潜山县#以郯庐

断裂带为界#西北部位于秦岭)大别造山带#二级

构造单元划分上#大部分位于郯庐断裂带西侧大

别)阚集印支构造亚带#小部分位于张八岭印支构

造亚带-东南部位于扬子陆块内#二级构造单元划

分上属沿江褶断带+研究区主要构造线方向呈
-&

和
--&

向#区内地层发育#构造变质作用强烈#岩

浆活动频繁+

!"$

!

成土母质分类与土壤类型

土壤类型是在一定生物,气候,水文等自然条

件和耕作制度下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成土过程,剖

面形态及相应的属性+不同土壤类型之间存在差

异+潜山市土壤共划分为水稻土,黄棕壤,棕壤,红

壤,紫色土,石灰土和潮土等
;

个类型+

不同的地质背景决定了土壤中元素的富集与

贫化$

G

%

+根据安徽省土壤普查资料$

$#

%

#潜山县成土

母质按母岩类型不同&图
$

'#可分为以下几类!

&

$

'酸性岩类风化物+主要分布于潜山县西北

部山丘地区#主要母岩为花岗岩,混合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花岗斑岩'#所处地质单元主要为白垩纪和

侏罗纪酸性侵入体+矿物组成复杂#如石英,长石,

角闪石,云母等#包含母岩中原生矿物以及黏土等

次生矿物#晶粒粗大#物理崩解甚易#石英含量较

高#风化物呈酸性反应+这种成土母质类型分布面

积为
!!#QH

"

#占全县总面积的
"%5!f

+该类母质

中分布的土壤类型有水稻土,黄棕壤,红壤,棕壤和

石灰土#以黄棕壤和水稻土为主+

&

"

'片麻岩类风化物+主要分布于潜山县中部

&天柱山周边'和东北角#母岩主要为变质变形的侵

入体#岩性为花岗质片麻岩#以二长花岗质片麻岩

为主#并有少量二云母花岗质片麻岩,奥长花岗质

片麻岩等+风化物特点与酸性岩类风化物类似#矿

物组成复杂#晶粒粗大#物理崩解甚易#石英含量较

高#风化物呈酸性反应+这种成土母质类型分布的

面积为
A;#QH

"

#占全县总面积的
""f

+该类母质

中分布的土壤类型与酸性岩类相同#包含水稻土,

黄棕壤,红壤,棕壤和石灰土#以黄棕壤,水稻土和

红壤为主+

&

A

'深变质岩类风化物+主要分布在五庙乡,

水吼镇横中一带和官庄镇的局部山地#呈线状分

布+地质单元上属大别杂岩变质表壳岩组合#母岩

主要是浅粒岩,石英片岩,黑云母斜长片麻岩,二云

斜长片麻岩夹大理岩#片麻岩为变质程度较深的副

片麻岩+风化物中石灰反应较强烈&滴稀盐酸起

泡'#形成的土壤富含
*I

,

D

#质地偏黏#

R

+

值为

%5C

"

;5C

+这种成土母质类型分布面积为
A#CQH

"

#

占全县总面积的
$<5$f

+该类母质中分布的土壤

类型有水稻土,黄棕壤,红壤,紫色土,棕壤和石灰

土#以黄棕壤,水稻土和红壤为主+

图
$

!

安徽省潜山县土壤成土母质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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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碎屑岩类风化物+分布于潜山县大别

山前沿岗地#母岩主要为下第三系红色砂砾岩+母

岩岩性松脆#抗蚀力弱#在湿热条件下#物理风化作

用强烈#成土过程常处于幼年发育阶段#土壤较多

保持母岩特性#其面积为
";#QH

"

#占全县总面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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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母质中分布的土壤类型有水稻土,紫

色土,黄棕壤,红壤,潮土和石灰土#以水稻土,紫色

土和黄棕壤为主+紫色土和石灰土主要分布在该

母质范围内+

&

C

'浅色碎屑岩类风化物+仅分布于王河镇南

部#面积约
$5$AQH

"

#占全县总面积的
#5#;f

+该

成土母质属于富铝化的浅色风化壳#由这种母质发

育的土壤土层深厚&达
$H

以上'#颜色浅#网纹层

多为
%#

"

$##NH

#全剖面土壤呈酸性反应#质地黏

重+该类母质中分布的土壤类型有水稻土,潮土+

&

%

'晚更新世黄土+主要分布于余井镇西南,

县东南角等坡状起伏的岗地上#面积约
!5$QH

"

#占

全县总面积的
#5"!f

+更新世黄土是我国江淮地

区低丘岗地上一种广泛分布的成土母质#该母质发

育形成的土壤质地黏重#耕性不良#常出现紧实,黏

重的层次#即黏盘层$

$$

%

+该层透水性极差#丰水季

节易造成土体上层滞水#影响根系的正常生长#对

植物构成了渍害#严重时可引起树木的烂根和死

亡+潜山县该母质发育的土壤#土层多较深厚#质

地黏重#土壤底层有深棕色或褐色的黏盘层#极紧

实#土壤易受地表径流的冲刷侵蚀#致使黏盘层接

近地表或露出地面+该类母质中分布的土壤类型

只有水稻土+

&

;

'河流冲积物+风化物由近代流水搬运而堆积

于河流两岸及广大圩畈地区的物质#面积
"G#QH

"

#

占全县总面积的
$;f

#分选性好#具有成带性和成

层性#土层深厚+土壤上层呈酸性#下层呈中性+

该类母质中分布的土壤类型有水稻土,潮土,紫色

土,石灰土,黄棕壤和红壤#以水稻土,潮土和紫色

土为主+水稻土,潮土,石灰土及紫色土主要分布

在该母质范围内+

#

!

样品采集及分析测试方法

#"!

!

采样方法

采用(网格*采样布局设计#以
$XC

万地形图

$QH

"方里网格作为采样布局设计网格单元&大

格'#每个网格单元的四分之一格&

#5"CQH

"

'为最

小采样单元格&小格'+每平方千米内二调图斑数

量较多,中心城镇周边地区,地形地貌和土壤类型

及地质背景复杂,土地利用方式多样,元素含量空

间变异性大的地区增加布样密度$

$"B$!

%

+全域共采

集表层土壤样品
<$$%

件&不含重复样'#平均采样

密度
!5G

个点"
QH

"

+采样介质为耕作层土壤#果园

地,林地采集表层土壤#采样深度视耕作深度不同

而不同#水稻,棉花,油菜和小麦等农业用地采样深

度为
#

"

"#NH

#不同深度连续取样#瓜蒌种植,林业

用地采样深度为
#

"

A#NH

+

样品加工严格按照设计流程进行#样品悬挂晾

晒,自然干燥#用
$#

目尼龙筛完全过筛#(四分法*分

装样品+样品经野外加工组加工后#将主,副样品

分别按顺序装箱#及时填制送样单#主样送测试单

位分析#副样送样品库#管理人员依据采样点位图,

送样单验收样品+

#"#

!

分析测试方法

土壤样品的分析测试在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

所完成+各分析指标分析检测方法$

$CB$%

%为!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光谱法&

,*DB'&(

'测定
D

,

c

"

/

,

2

,

*T

,

[8

,

-J

,

*7

,

d8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DB

[(

'测定
*3

,

DW

,

[3

,

*?

#发射光谱法&

&(

'测定
b

#

原子荧光法&

'O(

'测定
'P

,

+

L

,

(M

#容量法&

2/0

'

测定
-

,有机质的分析方法配套方案+

表层土壤
<$$%

件实际样品测定
D

,

c

"

/

,

2

,

*T

,

*7

,

DW

,

d8

,

b

,

[8

,

*3

,

-J

,

[3

,

*?

,

'P

,

+

L

,

(M

,

-

,有机质等
$<

项元素全量#插入国家一级标准物

质
$G"

件控制分析的准确度&

C##

件样品插入
$"

件'#

4

L

*

的波动范围均小于0

9d

"

)#"C<

)

"#$!

多

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

$

$!

%规定的允许监控

限#各元素的一次合格率均为
$##f

-随机抽取
!<#

件样进行重复性检验#一次总合格率为
GG5;<f

+

$

!

土壤有益微量元素主要特征

$"!

!

不同成土母质的土壤有益微量元素特征

用上述方法对
<$$%

个样品作了处理检测#对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C

件以下的成土母质不做统

计分析'#得出潜山县
;

个主要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

中微量元素的算术平均含量及变化系数
;#

&表
$

'+

分析结果显示#深变质岩类成土母质形成的土

壤中
*T

,

*7

,

-J

,

2

,

*3

等
C

项指标平均含量最高#

但
DW

,

+

L

和
-

等
A

项指标平均含量最低-与深变

质岩类成土母质形成的土壤相反的是#红色碎屑岩

类成土母质形成的土壤中
*7

,

[8

,

-J

,

D

,

2

,

d8

,

c

"

/

和
*3

等
<

项指标平均含量最低#尤其
[8

,

-J

远低于其他成土母质#但
b

,

'P

,

(M

,

-

和有机质等
C

项指标平均含量最高#变化系数最小-酸性岩类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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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母质形成的土壤中
D

,

c

"

/

,

[3

,

DW

等
!

项指标

平均含量最高#其中
D

平均含量高达
<A$]$#

k%

#远

高于其他成土母质形成土壤#

*T

,

*?

和
(M

等
A

项指

标平均含量最低#

*T

,

-J

,

*3

,

DW

,

+

L

,

(M

,

-

和有机

质等
<

项指标变化系数最大#尤其
DW

,

*T

和
-J

变

化系数远超过其他成土母质#其中
DW

的变化系数

为
$5"%

#超过其他成土母质一个数量级#且
DW

的变

化系数平均值最高-样品数最多的河流冲积物成土

母质形成的土壤中各项指标除
b

外#离散程度小#

其平均值接近全县平均值+

表
!

!

安徽省潜山县
X

种成土母质的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平均值"中位数及变化系数

C5>6/!

!

=:/95

.

/:56)/

#

7/*35-:56)/5-*4,/88343/-(,8(1/2,36

.

2(954//6/7/-(4,-(/-(3-2/:/-*388/9/-(

0

59/-(75(/935623-

Y

35-215-A,)-(

+

#

=-R

1)3E9,:3-4/

成土母质&样品数量'

*T *7 [8 -J D 2 d8

c

"

/

*3 [3 *? DW b 'P +

L

(M - *3T

L

:

河流冲积物

&

"#;A

件'

平均值
!;5$ $%5# C"; $<5; CC% ;$5! ;#5G "5; $$5" #5!% $!;5! "%5# $%5A A5! !%5# #5$G $$%< "5$

中位数
!<5$ $%5# CCC $G5# CC! ;A5% ;A5! "5; $$5; #5!! $C# "C5G $$5$ "5G !A #5$G $"#C "5"

;# #5A$ #5A% #5AG #5A; #5A; #5"$ #5A; #5"# #5A# #5"< #5"C #5$! #5G# #5C% #5!% #5"A #5A" #5A"

红色碎屑岩类

风化物&

$%A#

件'

平均值
!"5; $$5G "G# $A5% !#; %#5C !%5! "5! <5; #5!! $!A5% "C5< A#5% C5$ !<5! #5$G $""A "5A

中位数
!#5C $#5G "AC $"5C !#A CG5$C !#5C "5A <5$ #5!" $$; "C5; "<5"C !5; !C #5$G $"%% "5A<

;# #5AC #5!! #5C! #5!# #5A< #5"C #5C; #5"% #5A; #5"G C5!% #5$< #5CA #5!C #5%$ #5"" #5A$ #5"G

酸性岩类风化物

&

$CG<

件'

平均值
!$5# $A5; C#; $G5" <A$ ;A5< <#5# A5; $$5# #5;; $A!5; A#5% $"5" "5! AC5$ #5$; G"G $5G

中位数
"G5$ $"5" !%G $A5! %<! %G5"C ;G5A A5; G5; #5;A $A$ "<5C $$5$ "5$ A# #5$C <G< $5<A

;# $5"! #5CA #5!$ $5<G #5%C #5!" #5"! #5$G #5C% #5!A #5A; $5"% #5%# #5C$ #5%G #5CA #5!# #5!!

深变质岩类风化物

&

$!CA

件'

平均值
C$5; $;5! C"; ""5! C$A ;;5G ;C5C "5C $$5G #5!" $CC5G ""5G $A5# "5% AA5A #5$< <GC $5<

中位数
!C5# $!5G C#C $<5# !!# ;%5! ;C5C "5A $#5< #5A; $C! ""5$ G5< "5$ A# #5$; <C# $5%G

;# #5;! #5C; #5!A $5#" #5C< #5!A #5"G #5AA #5C# #5!$ #5"G #5"% #5<C #5%; #5!! #5"G #5AG #5A!

花岗质片麻岩类

风化物&

$A";

件'

平均值
!<5$ $C5C C!G "#5A %"! ;%5A <A5A A5$ $$5; #5C< $CA5" "C5! $$5" "5! A!5< #5$< G$$ $5G

中位数
!"5" $A5< !GG $;5! C#< ;"5" ;<5G A5" $#5% #5C$ $!% "!5; G5A "5$ A$ #5$; <<! $5;<

;# #5%G #5C! #5!" #5%C #5%G #5!! $5#C #5"% #5C" #5CA #5!" #5"% #5%C #5C" #5C! #5!; #5A% #5!"

晚更新世黄土

&

"$

件'

平均值
!%5% $A5; C"! $;5! CCC ;"5G %;5# A5$ $$5# #5C# $C!5G ";5C $%5A A5" C%5" #5$< $"#$ "5A

中位数
!%5" $A5C !%A $;5C C!% ;$5$ %;5% A5$ $$ #5CA $C" "; $%5; A5" C< #5$G $""% "5!%

;# #5"$ #5"" #5A! #5$! #5"" #5$# #5$; #5$$ #5$A #5"" #5A# #5$A #5CG #5!# #5!A #5"" #5!A #5!G

浅色碎屑岩类

风化物&

$!

件'

平均值
!"5< $C5C ;#$ $<5$ %A$ ;!5! <A5A "5; $"5# #5!# $;!5" "!5A C5; $5G AA5G #5$< GA$ $5C

中位数
!"5; $!5$ %%# $;5; %"A ;A5% <$5G "5< $$5<C #5AC $%!5C"!5$C C5CC $5< A%5C #5$< $#$G $5%C

;# #5$C #5A# #5"A #5$< #5$" #5$$ #5$% #5#C #5$< #5!$ #5$C #5#G #5A$ #5"# #5AG #5"C #5AA #5!#

全县平均值
!%5# $!5G !;G $<5; C<! ;$5% ;#5; "5G $#5G #5CA $!; "%5" $%5G A5A !#5A #5$<!$#!$ "5#

!!

注!

c

"

/

,有机质含量单位为
f

-

*?

,

+

L

单位为
$#

kG

-其他指标含量单位为
$#

k%

+

*3T

L

:

代表有机物含量#变化系数
;#\

离差"平均值#无

量纲+

$"#

!

同类型土壤的有益微量元素特征

本文采用相同土壤类型,不同成土母质的土壤

有益微量元素&

*7

,

d8

,

[3

,

b

和
(M

'含量进行比较

&表
"

'#反映了成土母质对土壤有益微量元素的影

响程度+不同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即使土壤类型

相同#有益微量元素含量差异性较大-相同成土母

质发育的不同土壤#有益微量元素含量也有差异+

由表
"

中微量元素
*7

含量看#无论何种土壤类型#

红色碎屑岩形成土壤的
*7

含量平均值均最低&潮

土除外'#浅色碎屑岩形成土壤的
*7

含量较低-深

变质岩形成土壤的
*7

含量均较高#片麻岩类和酸

性岩类
*7

含量中等+不论何种成土母质#潮土的

*7

和
d8

平均含量及棕壤的
[3

和
(M

平均含量明

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此外#其他土壤类型有益微

量元素变化范围均较接近+

%

!

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对有益微量元素的

影响

!!

为了进一步揭示成土母质与土壤类型对土壤

中有益微量元素的综合影响#本文绘制同一土壤类

型在不同成土母质的有益微量元素
d8

的含量变化

折线#并把各种土壤类型的变化折线叠加成图&图

A$"



华
!!

东
!!

地
!!

质
"#"$

年

"

'进行比较和差异分析#得出不同成土母质和土壤 类型对微量元素
d8

丰缺的综合贡献+

表
#

!

安徽省潜山县同种土壤类型有益微量元素含量统计结果

C5>6/#

!

'(5(32(342,8>/-/834356(954//6/7/-(4,-(/-(3-*388/9/-(

0

59/-(75(/93562)-*/9(1/257/2,36(

+0

/3-

Y

35-215-A,)-(

+

#

=-1)3E9,:3-4/

土壤类型 成土母质 样本数"件
*7 d8 [3 b (M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

浅色碎屑岩类
C $A5< #5#G ;;5" #5#C #5A# #5#; %5$ #5A$ #5$< #5#<

酸性岩类
"%# $"5< #5AG <#5! #5$G #5;; #5A% $$5< #5CA #5$% #5A!

红色碎屑岩类
$$## $"5A #5!# !<5% #5CA #5!! #5A# "G5C #5CA #5$G #5""

水稻土 片麻岩类
"G; $%5A #5!G <<5! $5G$ #5CC #5%! $$5% #5%! #5$; #5"$

晚更新世黄土
$C $!5$ #5"$ %C5< #5$< #5CA #5$< $G5C #5!; #5"# #5$<

河流冲积物
$%$" $%5A #5A! ;"5# #5A; #5!C #5"< $%5! #5<< #5"# #5""

深变质岩类
!C; $C5% #5C; %%5# #5A; #5!" #5AG $<5$ #5;G #5$< #5A#

酸性岩类
$";A $A5; #5C% ;G5< #5"C #5;< #5!! $"5# #5%$ #5$; #5!<

红色碎屑岩类
$%" $$5< #5"! AG5# #5"% #5!; #5A# !;5; #5AC #5"$ #5$<

黄棕壤 片麻岩类
<C# $C5C #5C; <#5; #5"A #5%$ #5!G $$5$ #5%$ #5$< #5!!

河流冲积物
A< $"5G #5A% C$5A #5!A #5CG #5AA AG5< #5;$ #5"" #5A!

深变质岩类
%!! $G5$ #5CG <"5% #5"" #5!$ #5!C $#5! #5%; #5$; #5A#

红色碎屑岩类
"%! $#5G #5;# !A5# #5<" #5!! #5"; "<5! #5!A #5$G #5"#

紫色土 河流冲积物
$C; $C5# #5!% %!5G #5A% #5C" #5"A $%5G #5G# #5$G #5""

深变质岩类
<% $C5! #5!% %G5$ #5"! #5!A #5A< $!5; #5;! #5$G #5"C

酸性岩类
"< $%5C #5CA ;G5% #5$< #5!< #5AG $#5! #5C< #5$G #5""

红色碎屑岩类
$% $#5; #5"# AC5< #5$< #5!; #5"$ A!5G #5AA #5"$ #5$"

红壤 片麻岩类
$A# $!5C #5!% G#5C $5$% #5!" #5AA ;5C #5%< #5$< #5""

河流冲积物
$C $A5< #5A# %A5# #5"< #5CC #5$< "C5C #5%# #5"# #5"C

深变质岩类
"$$ $;5" #5!< ;<5A #5"# #5AG #5A" ;5C #5<$ #5$; #5"!

酸性岩类
< $C5# #5A% G;5$ #5#G #5G" #5"G $"5% #5!< #5$! #5"%

红色碎屑岩类
<$ G5! #5A" !$5A #5A% #5!$ #5"G $G5C #5CA #5$; #5$%

石灰土 片麻岩类
G "#5; #5AC GA5A #5A; #5!# #5"" $!5G #5G# #5"" #5C!

河流冲积物
%; $#5! #5A! !C5; #5A# #5!C #5"% $G5; #5C$ #5$% #5"%

深变质岩类
!A $C5< #5C" %<5G #5A! #5!C #5AA $<5G #5;" #5$< #5$C

浅色碎屑岩类
G $%5! #5A! <%5; #5$G #5!C #5!$ C5C #5AA #5$G #5A#

潮土 红色碎屑岩类
; "#5% #5"G G#5C #5"$ #5!< #5$< $!5# #5"< #5"A #5"$

河流冲积物
$<! $;5C #5A# <#5A #5"# #5!! #5"" <5C #5!; #5$G #5"!

酸性岩类
"G $%5# #5A; <A5G #5"; #5G# #5A! "!5" #5A" #5!! #5CG

棕壤 片麻岩类
AG $"5# #5AC ;;5! #5"" #5;! #5"! "#5$ #5C! #5A$ #5<;

深变质岩类
$# $!5" #5"C <#5G #5$< #5;< #5"< $%5; #5!< #5$C #5$<

!!

注!元素含量单位为
$#

k%

#变化系数
;#

无量纲+

!!

由图
"

可知#不同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中
d8

含量的变化呈一定的规律性+

d8

的含量因成土母

质的不同而不同!

d8

在酸性岩类和片麻岩类成土母

质的土壤中含量偏高-深变质岩类背景地质体中含

量较高-在红色碎屑岩类中除潮土外
d8

含量偏低-

在河流冲积物背景地质体中各土壤类型
d8

平均含

量变化范围较大#但总体接近全区背景值+潮土的

有益微量元素不随成土母质的不同而变化#主要是

!$"



第
!"

卷
!

第
"

期 罗贤冬#等!安徽省潜山县地质背景,土壤类型对土壤有益微量元素含量的综合影响

图
"

!

安徽省潜山县
;

种类型土壤不同成土母质的
d8

含量变化图

OJ

L

:"

!

d8 N38KM8K YITJIKJ38 3S ?JSSMTM8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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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8>7JDT3YJ8NM

由于潮土主要分布在潜山县内较大河流沿岸的沙

丘,漫滩,废圩坝及城镇附近地势较高,未被开发为

水田的冲积平原上#其母质源于上游山区的各种岩

石风化物#母质来源复杂#不是固定的背景地质体+

地球化学基因在风化过程中具有很好的遗传

性&从岩石到风化产物'和继承性&从土壤到其源

岩'#利用地球化学基因可以对土壤样品进行物源

示踪$

$%B$;

%

+源自同一母岩的不同土壤类型在地球

化学基因方面具有较好的相似性$

;

%

+原位风化形成

的土壤#其成土母质主要来源于基岩风化#土壤中

元素含量特征很好地继承了基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的丰缺取决于基岩-非原位风

化形成的土壤#成土母质来源非底部基岩#形成的

土壤元素含量特征具有多样性#土壤类型对土壤中

有益微量元素丰缺具有较大影响#如河流冲积物类

母质#其形成的各种类型土壤元素含量变化不一#

可以利用不同类型土壤的地球化学特征对土壤样

品进行物源示踪+潮土和棕壤中有益微量元素含

量特征主要由土壤类型决定+

&

!

结论

&

$

'

*7

,

-J

,

2

和
*3

在深变质岩类形成的土壤

中平均含量最高#在红色碎屑岩类中最低#但
b

,

(M

,

-

和有机质等微量有益指标在红色碎屑岩中最高-

河流冲积物形成的土壤中各元素含量平均值最接

近整个研究区背景值#含量变化程度也比较均匀+

&

"

'不论处于何种成土母质#潮土的
*7

和
d8

平均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棕壤的
[3

和
(M

平均含量也明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

&

A

'有益微量元素
d8

在酸性岩类和片麻岩类

形成的土壤类型中含量都偏高#深变质岩类含量较

高#在红色碎屑岩类中除潮土外其他土壤类型
d8

含量都偏低+土壤中有益微量元素含量的丰缺主

要决定于成土母质#其次为土壤类型+以地质背景

为基础的成土母质及土壤类型综合影响潜山县土

壤有益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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