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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土壤退化特征及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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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吉林省西部土壤退化典型地区大安市和长岭县为例
,

研究
、

分析了该地区土壤退化特征及机理
。

该地区的土壤退化主要表现为营养成分的减少
,

有害的盐碱成份的增加
。

造成土壤退化的原因既有自然因

素也有人为因素
,

自然 因素是土壤退化的基础和潜在因素
,

人类不合理活动是土壤退化的诱发因素和主要

因素
。

借助于 G ls
,

S P S S 技术
,

揭示了土壤化学成分在水平
、

垂直方向的动态变化和分布规律
。

该区的土层

结构复杂
,

土壤剖面含盐量的分布呈
`

,T
”
形

、

正
“

梯
’ ,

形
、

负
“
梯形

”
和

“
柱

”
形等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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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退化是指在各种 自然
,

特别是人为因素影响 h m
Z 。

本文以吉林省西部的大安市和长岭县为例
,

进

下所发生的导致土壤农业生产能力
、

土地利用和环境 行土壤化学成分的分析
,

使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
并借

调控潜力
,

即土壤质量及其持续下降 (包括暂时的和 助于 G IS
,

S P SS 技术
,

揭示了土壤化学成分在水平
、

永久的 )甚至完全丧失其物理的
、

化学的
、

生物等特征 垂直方向的动态变化和分布规律
,

为今后该区农业生

的过程 1[]
。

土壤退化是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表现 态环境建设和土壤改 良提供科学依据
。

哗布资岁登:.P 甲资尹竺些介养竺种呷督
1 研究区概况

的土壤和土地退化问题
,

已严重威胁世界农业 的发
` ’ , ’ / `

~
’

~ , “

展 l[] ;
全球土壤退化面积已达 1

.

97 x l0
,

k m
“ ,

我国土 大安市和长岭县位于吉林省西部
。

大安市地处松

壤退化也 日趋严重
,

有 1
.

5 0 X 1 0 ,
h m

Z

土地遭受水 嫩平 原 中部
,

位 于 东 经 1 2 3
0

9`

一 1 2 4
0

2 2 ` ,

北 纬 4 4
0

蚀
,

有 1
.

o o X l o 6
h m

Z

的耕地遭受盐渍化
,

风蚀 荒漠 5 7 ,

一 4 5
0

4 ,

之间
,

幅员 4 8 7 9 k m
2 ,

海拔为 1 2 0 ~ 1 6 o m
,

化面积达 3
.

30 x l0
5

h m
2 。

地貌差异不大
,

起伏较小
,

东北
、

西南两侧略高
,

中部

作为全 国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的吉林省西部
,

稍低
,

属平原区
。

长岭县地处松原平原的西南端
,

位于

其土地退化 已成为阻碍该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 东经 1 2 3
“

6’ 一 1 2 4 o4 5’
,

北纬 43
0

59
`

一 4 4
O

4 2’ 之间
,

幅员

因素之一
。

土壤退化主要表现为营养成分的减少
,

向 5 7 28
.

4 k m
“ ,

海拔 14 5一 2 60 m
,

地势东南高
、

西北低
,

贫瘩化方向发展
,

养分 比例失调
,

有害的盐碱成分的 南部为台地
,

中部为平地
,

西北为沙丘草原
。

该地区属

增加
,

其结果是生态环境恶化
,

生物量下降
,

荒摸化迅 中温带季风气候
,

春季干旱多风
,

夏季炎热多雨
,

秋季

速发展
; 目前

,

全 区 土地 退 化 面积 已 达 2
.

80 x l护 凉爽
,

冬季寒冷而慢长
,

干旱指数为 1
,

75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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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采集
、

分析方法
、

聚类分析

在大安市和长岭县
,

按等间采取了具有代表性 的

不 同地类 的表土样 81 个 (0 一 30
c m )

,

挖掘了土壤试

坑 31 个 (0 一 2 0 0 c m )
,

对其进行土壤的营养成分和可

溶盐的化验分析
。

营养成分化验方法采用重铬酸钾容

量法
,

分析 了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全钾
、

有效氮
、

速效

磷和速效钾等 7 项指标
;根据《土壤农业化学常规分

析方法 》
,

( 1 9 8 3 年 ) 进行阴离子 ( C I一
,

5 0
; ’ 一 ,

H C O
3一 ,

C O
3 2 一 ,

N O
3一 ,

N O
Z一

)
、

阳离子 ( K + ,

N a + ,

C a Z+ ,

M g
“ + )

和 p H 的测试
,

在此基础上计算 了土壤的全盐量
、

总

碱度
、

残余碳酸钠
、

碱化度等 4 项指标
。

在土壤化学分析中
,

需要对众多的样 品和变量进

行分类和分 区
,

通常采用聚类分析方法
。

聚类分析是

根据多个指标进行数学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

这

次 应 用 了 S p S S ( S t a t is t ie s 一 p a e k a g e f o r S o e i a l s e i
-

e n ce 一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软件的 Q 型聚类模块对

上述指标进行 了聚类分析
,

它是 当今世界上流行的 3

大统计分析软件之一
,

具有使用方便
、

运行速度快
、

结

果准确等特点
。

2
.

1 营养成分

对 81 个样品的表土层进行 了 7 项指标的多因子

和单因子聚类分析
,

根据全国第 2 次土壤养分的分级

标准
,

将大安
、

长岭划分为 3 级
,

大安为适量一微贫乏

( I )
、

微贫乏 ( 11 )
、

贫乏 ( 111 )
,

长岭 为微贫乏 ( I )
、

贫乏

( 11)和极贫乏 ( 111 ) (表 l
,

图 1 )
。

级 别

l 丰 富

2 较丰富

3 适 量

4 微贫乏

5 贫 乏

6 极贫乏

有机质 /%

) 4
.

0 0

3
.

0 0 ~ 4
.

0 0

2
.

0 0 ~ 3
.

0 0

1
.

0 0 ~ 2
.

0 0

0
.

6 0 ~ 1
.

0 0

.

( : 0
.

6 0

全氮 / %

) 0
.

2 0

0
.

1 5 ~ 0
.

2 0

0
.

1 0 ~ 0
.

1 5

0
.

0 8 ~ 0
.

1 0

0
.

0 5 ~ 0
.

0 8

<二0
.

0 5

表 1 土坡养分含 , 分级标准

全磷 /% 全钾 /%

> 0
.

2 0 ) 3
.

0 0

0
.

1 5~ 0
.

2 0 2
.

0 0~ 3
.

0 0

0
.

1 0~ 0
.

1 5 1
.

5 0~ 2
.

0 0

0
.

0 7~ 0
.

1 0 1
.

0 0~ 1
.

5 0

0
.

0 4~ 0
.

0 7 0
.

5 0~ 1
.

0 0

< 0
.

0 4 < 0
.

5 0

有效钾

) 1 5 0

1 2 0~ 1 5 0

9 0~ 1 1 9

6 0~ 8 9

3 0~ 5 9

,

( 3 0

速效磷

) 4 0

2 0 ~ 3 9

1 0 ~ 1 9

5 ~ 9

3 ~ 4

< 3

速效钾

> 2 0 0

1 5 0 ~ 1 9 9

1 0 0 ~ 1 4 9

5 0 ~ 9 9

3 0 ~ 4 9

< : 3 0

注
:

速效碑
、

速效钾及有效钾的单位为 m g / 10 0 9
。

10 1 8 2() 14 29

圈 1 长岭县营养成分康类树形图 ( 01 一41 为采样号 )

2
.

2 可溶盐

对可溶盐 5 项指标进行 了多 因子和单 因子聚类

分析
,

分为好
、

中
、

坏或轻
、

中
、

重 3 类
。

据杨国荣等人

的分级标准
,

这 2 地 区样品 中苏打碱土占 26
.

17 %
,

苏

打碱化土 占 34
.

56 %
,

苏打盐土占 33
.

12 %
。

样 品化验数据 的聚类结果与采样点 的生态环境

相一致
。

第 I 类的样品采 自生态环境较好的草地和耕

地
,

第 班类样品采 自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沙碱地
、

盐

碱地和盐碱光板地
,

第 n 类样品为二者的过渡环境
,

碱地
、

沙地
、

林地和荒草地等
。

3 变化特征

3
.

1 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

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 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

养分的

组成
、

含量及贮量又是构成 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力的

基本条件
,

它是一个动态的变量
。

与 20 世纪 80 年代

西部的耕层土壤 的有机质和全氮含量相 比都呈下降

趋势 (表 2 .)[ 〕 ;耕层的颜色变浅
,

黑土层变薄
,

盐碱含

量增加
,

不到 30 % 的样品处在 中等一微贫乏水平
,

有

7 0 %的样品处于微贫乏一贫乏水平
。

有机质是土壤养分的源泉
,

又是土壤中异养型微

生物的能源物质
,

其含量及组成直接会影响土壤的供

肥
、

保肥
、

保水
、

适耕性和生物活性
。

20 世纪 80 年代

西部地 区耕层 的有机质就 已 经普遍缺乏
,

其范围为

0
.

38 %一 9
.

81 %
,

经过 20
a 的农业生产

,

平均每年以

0
.

0 3肠的速度减少
。

土壤的全量养分 N
,

P
,

K 是植物

必需的 3 大营养元素
,

是衡量土壤潜力和有效肥力的

重要指标
,

同时也直接决定作物现实生产力
。



第 2期 林年丰等
:

吉林省西部土壤退化特征及机理分析

表 2吉林省西部土城耕层养分含 t 变化

西 部

均 差

有机质 /%

全 氮 /%

全 磷 /%

全 钾 /%

1 8 9 0年

2
.

0 0 0

0
.

1 2 9

0
.

0 67

2
.

5 9 0

2 0 01 年

1
.

3 9 0

0
.

08 0

0
.

0 32

2
.

2 9 0

一 0
.

0 31 0

一 0
.

0 02 0

一 0
.

0 0 02

一 0
.

0 01 5

1 98 0年

1
.

97 0

0
.

1 2 8

0
.

07 0

2
.

8 5 0

大安市

2 0 01 年

1
.

1 5 0

0
.

084

0
.

0 37

2
.

24 0

均 差 1 8 9 0年

1
.

4 1 0

0
.

1 7 0

0
.

05 8

2
.

9 9 0

长岭县

2 0 01 年 均 差

区地年 代

一 0
.

02 3 0

一 0
.

01 3 0

一 0
.

0 01 7

一 0
.

05 3 0

1
.

2 6 0

0
.

081

O
。

02 6

2
.

1 7 0

一 0
.

0 08 0

一 0
.

04 1 0

一 0
.

01 0 6

一 0
.

04 1 0

该地区普遍缺 N
,

P 这 2 种元素
,

全 N
,

全 P 分布

在 0
.

1 0 %一 0
.

1 5写
, 0

.

0 4 %一 0
.

0 7 %之间
,

而全区富

含钾
,

其含量在 2 % ~ 3 % ;
全 N

,

P
,

K 分别平均以 年

0
.

0 0 2 %
, 0

.

0 0 1 8 %
,

0
.

0 0 3 2 %减少
,

虽然 K 元素也呈

减少 的趋势
,

但它还处在较丰富状态
,

因该地区土壤

碱性环境有利于钾 的富集
。

3
.

2 盐喊含皿的垂向特征

对吉林省西部有关盐碱地的形成机理
、

分布情况

等研究的较多 〔 5一 7〕
,

但对土壤层 的 (2 m 以内 )和土壤

耕作层 ( 3 0 c m )的盐碱含量的垂向变化特征却很少研

究
。

通过野外采样和化验分析
,

发现这 2 地区土层结

构较复杂
,

盐碱含量在水平和垂 向上变化较大
,

表土

层 的 全 盐 量
、

碱 化度较 高
,

平 均 每年 以 1
.

20 % 一

2
.

2 0 %速度积累
。

利用 M a p i n fo 软件绘制了 31 个试坑含盐量在垂

向上的变化特征
。

将土壤剖面含盐量分布的形 态分

为
: `

,T
”
形

、

正
“
梯 ” 形

、

倒
“
梯

”
形

、 “
柱

”
形等形态

。 “ T ”

形剖面的表土层 ( 2 0一 30
c m )中盐碱含量很高

,

为苏

打盐土或苏打碱土
,

而在其下部的盐碱含量很低
,

为

非盐土或轻盐土
;
表 明这类土壤多处于轻度盐 碱阶

段
,

有开发利用的潜力
,

只要加强保护措施或合理治

理
,

土地质量不会太恶化
。

而其它形态的土壤剖面揭

示了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重或很重
,

多为低产田或为盐

碱光板地
,

这种类型的土壤进行生态恢复和土壤改 良

的难度很大
。

4 空间分布

借助 G IS 技术较强 的空 间管理
、

模型分析和 图

形编辑等功能
,

对有机质
、

有效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
、

全

盐量
、

碱化度和总碱度等 7 项指标进行 了趋势面分

析
,

揭示了这 7 项指标在大安市
、

长岭的空间分布
。

4
.

1 营养成分

大安市土壤的分布图中
,

有机质和有效氮分布规

律不明显
,

除 了在西北角有机质
、

有效氮处在适量区

外
,

其它地区处于贫乏和微贫乏状态 ; 速效磷除 了东

南角处于适量区外
,

其它地区处在微贫乏一极贫乏区

间 ;
速效钾具有较明显 的方向分布

,

高值含量呈北东

一南西条带状分布
。

长岭县土壤的营养成分有较明显

的方向性
,

有机质从东部到西部处于微贫乏水平一极

贫乏水平
;有效氮 的含量在东部

、

西南部处于中等水

平
,

在中一西部处于贫乏区
,

个别地区处于极贫乏区
;

速效磷的高值呈西北一东南条带状分布
,

处于适量水

平
,

其它地区处于贫乏状态 ; 速效钾含量与有机质含

量分布呈相反方向
,

西高东低
,

但都处于适量水平
。

4
.

2 盐碱含 .

全盐量在大安市呈北东一南西条带状分布
,

其值

大于 5 %
,

其它地区含量为 1 % ~ 4 %
,

为苏打盐土
、

苏

打重盐化土壤和苏打中盐化土壤
; 总碱度分布规律与

全盐量相似
,

分重
、

中
、

轻 3 级
,

其值分为 60 一 90 m g /

1 0 0 9 , 1 0一 6 0 m g / 1 0 0 9 ,

< 10 m g / 1 0 0 9 ;
碱化度可分

为 4 组
,

分 别 为 8 0 %一 5 0 %
,

5 0 %一 3 0 %
, 2 0 %一

30 写
,

< 10 %
,

与之相应的土壤类型为苏打碱土
、

苏打

重碱化土壤
,

苏打 中弱化土壤
,

苏打弱碱化土壤
。

苏打

碱土和苏打重碱化土壤 主要分布在大安市北
、

西
、

南

3 个地 区
,

东北部碱性相对较轻
,

但也属于苏 打弱碱

化土壤
。

全盐量在长岭县城北部
、

七撮乡
、

大兴乡等局

部地区较高
,

为 4 %一 8 %
,

其它地区为 2 %左右 ; 总碱

度 中西部 明显高于东部
,

土壤类型为苏打盐土 ;碱化

度在该县有较明显的分界线
,

西部的土壤类型为苏打

碱土一苏打重碱化土壤
,

中部为苏打 中一弱碱化土

壤
,

东部为苏打弱碱化土壤
。

总的看来
,

长岭县土壤环

境质量东部好于西部
,

但都属盐碱含量过高状况
。

5 土壤退化的机理

该地区土壤退化类型主要表现为土壤营养成分

的下降
、

贫瘩化和盐碱化成分的增加
,

具体表现为耕

地生产能力下降
,

高产 田沦为中
、

低产 田
,

草地大面积

退化
,

甚至为寸草不生的
“

光板地
” 。

造成土壤退化的

因素既有 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

自然因素是土壤退

化的基础和潜在因素
,

而人为因素是土壤退化的诱发

因素和主要因素
。

吉林省西部土壤退化是这 2 大因素

的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相互叠加的结果
。

5
.

1 自然因素

( l) 成土母质
。

吉林西部成土母质为第四纪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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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
,

其质地薪重
,

团粒结构差
,

渗透性差
,

或沉积物

本身盐基饱和
,

属碱性
,

p H 值 8一 8
.

6
,

盐分不能得到

有效淋溶而积累
,

是土壤盐渍化的母质因素闭
。

( 2) 地形地貌
。

该地区地势平坦
,

起伏较小
,

相对

高 差 为 5 ~ 10 m
,

坡 度 较 缓
,

坡 降为 1 8/ 0 00 一

15/ 00 。
,

自然降水和高处来水
,

水流缓慢
,

排泄不畅
,

水分多在低洼处聚积
,

水分蒸发
,

可溶盐浓缩
,

久而久

之
,

土体中盐分逐渐升高
,

较封闭洼地和相对的低地

是积盐的重点区图
。

( 3) 气候因素
。

该区为亚湿润亚干旱的气候 区
,

显著特点为降水不足
、

时空分配不均
,

蒸降比为 3 以

上
。

特别是春季
,

降水少
,

风大
,

是水分蒸发的高峰期
,

随着冻层的融化
,

盐分随水分的蒸发而聚积地表
,

造

成 了强烈 的积盐现象
;夏季降水量 占全年的 70 % 以

上
,

且常以暴雨
、

阵雨的形式降落
,

这样
,

成土母质风

化释放出的可溶性盐也无法淋溶
,

在强烈蒸腾作用

下
,

使土壤中的可溶性盐通过毛管孔隙升至地表
,

盐

分累积在土壤表层中阁
;
秋季风速又回升

,

直到冬季

为止
,

蒸发大于降水
,

又是一个积盐期
。

(4 ) 水文因素
。

该地区河流较少
,

分布不均且多

为无尾河
,

排水不畅
,

只能在流域下游漫流
、

淤积或通

过蒸发而消失
,

河水不能排 出该地 区
,

是土地次生盐

碱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 而地下水矿化度

、

埋藏深浅是

西部土壤盐渍化形成和广泛分布的重要环境 因素之

一
,

西部地下水埋深 1
.

50 m
,

为地下水强烈蒸发临界

深度
,

也是盐分强烈积累阶段
。

这些 自然因素共同作

用是形成土壤次生盐碱化的基础
。

5
.

2 人为因素

在 自然因素作用下的土壤退化
,

仅发生在条件适

宜的地 区
,

而且发生的面积和范 围也是有限的
,

类型

也 比较简单
; 而在人类活动影 响下

,

不仅加速土壤退

化的进程
,

而且也影响着土壤退化的深度和广度
,

使

土壤退化类型区域复杂化
,

人类对土壤资源的破坏能

力是 自然界自身的 6
.

10 倍 10[ 〕
。

人 口的膨胀
,

加大了土地的负荷
。

人 口的不断增

加
,

人均耕地不断的减少
,

对土地的负荷愈来愈大
,

这

是造成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如大安市 1 9 4 9 年

人 口 为 1
.

9 0 X 1 0 5

人
,

到 2 0 0 0 年增加 到 4
.

2 5 X 1 0 5

人
,

50
a 增加幅度为 1 22

.

38 % ; 而耕地的增加幅度却

为 3 2
.

2 5 % ;
人均耕地从 1 9 4 9 年的 0

.

4 7 h m Z 减少到

现在的 0
.

28 h m
“ ,

下降了 4 0 %
。

为了满足粮食的需

求
,

必然要扩大耕地
,

不得不毁草
、

毁林开荒
。

重用轻养
,

掠夺式经营
。

20 世纪 50 一 70 年代
,

由

于经济基础薄弱
,

物质投人不足
,

靠掠夺地力提高产

量
,

用养失调
,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
。

进人 90 年代
,

随着

品种
、

栽培
、

防治病虫害
、

土壤改 良等新技术的广泛应

用和普及
,

使农作物产量继续大幅度提 高
,

但土壤还

存在营养元素供不应求的情况
,

大安
、

长岭土壤的有

机质
、

全氮含量在这 20
a 呈减少下降的趋势

,

也证明

了土壤肥力普遍下降
。

同时
,

人们仍沿袭着广种薄收
、

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
,

重用轻养
,

重产出轻投人
,

重化

肥轻农肥
,

这种掠夺式生产方式
,

使全区的土壤肥力

明显下降
,

中
、

低产 田 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以上
。

草地退化严重
。

西部草地为苏打盐土草地
,

不适

宜做放牧牧场
,

但多年来由于载畜量过大
、

采草
、

挖草

皮积肥
、

取土
、

雨天放牧等活动
,

破坏 了草地的
“
淡化

层
” ,

减少了地表的枯枝落叶
,

使植被维持土壤 中水盐

平衡的状况被打破
,

加剧 了土壤水分的蒸发和盐分上

升运动过程
,

使埋深不足 1 0 。 m 的浅位暗盐碱土迅速

转变为碱斑累累的明碱土
,

特别是居民点附近和水源

周围
,

盐碱化最为严重
,

出现连片碱斑和不毛之地
。

水利工程 的负效应
。

一些地区在修建灌排渠道

时
,

由于工程质量差
,

渠道渗漏严重
,

抬高渠道附近的

地下水水位
,

致使盐碱化发生
;
其次

,

有些地区在没有

完善灌排配套工程的情况下
,

盲目实施农 田灌溉或开

发水 田
,

地表水分不能及时排除
,

起不到洗盐
、

脱盐的

效果
,

反而抬高了地下水位
,

造成盐碱的次生化
。

6 土壤退化的治理措施

应加大宣传
,

提高人们对土壤退化的危害及其严

重性的认识
,

树立生态道德观念
; 加强法制

、

法规的建

设
,

明确土地承包者 的长期经营和使用权 ; 调动广大

农民改 良
、

治理
、

保护
、

利用土地的积极性
,

用法律和

经济手段保障土地质量
,

确保土地使用者不再以掠夺

式方式进行生产
。

根据土地 的适宜性合理开发利用
,

退耕还林
、

还

草工程建设
,

进行人工草场 的建设
,

引进耐盐碱的草

种
,

改 良土壤
,

提高产草量
; 调整林木结构

,

合理配置

生态林
、

经济林
、

薪碳林的比例和布局
; 同时建立完善

的灌排配套的工程体系
,

发挥水利工程的作用
。

根据
“

肥能吃盐
”

的特点
,

合理施肥
,

实现有机肥
、

生物肥
、

化学肥
“
三肥合一

”
的组合

;
实行高效轮作制

,

使土壤在利用过程中有适 当的缓冲
,

便于土壤肥力的

恢复
;
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农作物与牧草间种

,

加大种

植业和畜牧业间的能量流
,

产生的有机肥还田培肥土

壤〔川 ; 引种耐盐碱植物
,

对盐碱较重的耕地可种植耐

盐碱的向 日葵
、

甜菜
、

棉花等作物
。

(下转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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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全硫
、

有效硫与 T。 C 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r

表示的是 2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

如果将相关系数平方
,

得到的结果 ( R Z

决定系数 )则

表示两变量共同方差 比例 (相关的强度或大小 )
,

可用

来估计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
。

应用 S T A T IS T IC A S
.

5

统计软件 ( S t a t S o f t
,

In e
.

1 9 9 9 )
,

对付老文泡 ( F L W P )

与二百方子 ( E B F Z )沉积剖面不同粒径沉积物中全硫

( T )S
、

有效硫 ( A )S 与同一粒级 中有机质 ( T ( )C )相关

分析
,

得出如下结果
。

付老文泡 ( F L W P )沉积剖面不 同粒径沉积物中

全硫 ( T )S 与同一粒级中有机质 ( T (犯 )相关性 比较
:

粉砂与赫土> 细砂 (负相关 ) > 极细砂 > 中砂 以上粒

级 ; 有效硫 ( A S )与 同一粒级 中有机质 ( T (犯 )相关性

比较
:

粉砂与翻土> 中砂以上 > 细砂 > 极细砂
。

_ _

二百方子 ( E B F Z )沉积剖面不 同粒径沉积物中全

硫 ( T )S 与同一粒级 中有机质 ( T O C ) 相关性 比较
:

中

砂 以上 > 细砂 > 极细砂 > 粉砂与戮土
; 有效硫 ( A )S

与同一粒级 中有机质 ( T (义 ) 相关性 比较
:

极 细砂 >

细砂 > 中砂以上 > 粉砂与勃土
。

相关性 比较
,

不同粒径沉积物 中全硫 ( T )S
、

有效

硫 ( A S ) 与同一粒级 中有机质 ( T (芜 )相关性均为二

百方子 ( E B F Z )沉积剖面 > 付老文泡 ( F L W P )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般而 言
,

有 机质含量高
,

总

硫
、

有效硫含量也高
,

反之亦然
。

但随沉积环境不同
,

并不一定每种粒径沉积物中硫与有机质都有很大相

关性
。

(4 ) 湿地沉积物中的硫的变化十分复杂
,

表象性

得出的只能是初步认识
,

很多现象有待深入研究
。

4 结 论

( l) 芦苇沼泽与沼泽化草甸沉积物全硫与有效

硫平均含量高值均 出现在细粒
,

即粉砂 与薪土粒级

中
。

向海湿地沉积物全硫接近于世界土壤 中硫的平均

含量 7 0 0 m g / k g
。

( 2) 虽然程度不同
,

但不 同粒径沉积物除剖面特

殊层序外均呈现出一定的分层性
:

即从上到下
,

全硫

的含量呈递减趋势
,

并且硫主要富集在草根层
。

( 3) 沉积物 中有机质含量对沉积物 中硫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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