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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处黄淮海大平原的西南部
,

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43 %
,

耕地约一亿亩
,

占全国拱

地面积的7
.

2%
。

是我国粮棉油生产基地之一
。

一
、

河南土壤硼的含最水平

河南位居中原
,

黄淮长海四大水系主干流布及全省
。

成土母质复奔
,

土壤类型多样
,

土坡

中翻的含 t 及分布特征亦不相同
。

(一 )全翻含且 河南土壤中全硼平均为 43 p p m
,

低于全国土壤平均含 t ( 64 p p m )
。

以盐

碱土全翻盆最高
,

棕坡
、

黄棕壤
、

水稻土和风沙土等四个土类含址较低 r表 1 )
。 `

土集全翻含量受成土母质和土坡类型的

形响
。

在风积黄土上发育的褐土和冲积母质

上发育的潮土
,

母质性质相近
,

硼含量也很

相近
,

除盐碱土外
,

均明显高于其他土壤
。

黄棕壤的成土母岩主要是花岗岩
,

花岗片麻

岩等火成岩和变质岩
,

这几种岩石含硼很低
,

因此
,

就决定了在其上发育的土壤含硼的贫

芝
。

不印土城类型对翻含蚤的影响
,

可用潮

土和盘碱土的异同来说明
。

潮土和斡碱土
,

母

质相同
,

并互呈复区分布
。

然而由于在低洼地

方
,

永盐上下运动频繁
,

导致土体各层不同

表 1 土 壤 表 层 硼 的 含 t

( p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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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积盐
,

形成了盐碱土
。

盐碱土由于硼酸盐的盐渍现象
,

它的硼含量比潮土和其它土类

要高
. ’

“(二 )水落翻含且 河南土壤中水溶硼平均含量为。
.

2 5 p p m
,

低于缺硼临界值 ( 。
.

5 0PP m )
,

有 96 %样点的水溶硼含量小于缺硼临界值
,

说明河南缺翻面积很大
。

盐碱土含水溶翻为 0
.

79

PP m
,

在几个土类中居首
,

黄棕壤含翻最低
,

平均只有0
.

17 PP m (表 2 )
。

不同土壤含蚤的差

异从一定程摩上也尽映了母质的影响
。

河南土坡硼的含量总的看稍有偏低
,

其原因有二
: 一

,

母岩
,

母质中含拥量低造成土壤

中姗的贫乏
。

二
、

长期的淋溶
、

迁移转化作用
,

有机质含量低 (全省平均 1
.

0% 以下 )
,

使表土

含翻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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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侧定方法 : 婆筑素比 色法
,

回收率 9 5
.

4~ 9 8
.

2%
。

二
、

土壤中硼的分布型态及其淋溶富集作用

( 一 )土旅中全 . 的分布型态和淋溶 , 绍作用 从全省 13 6个剖面分析结果看到
,

在深度一

米左右的土体中
,

全翻的分布
,

主要有以下二种型态
: ( 1) 表层棚高于下层

,

自上而下为逆

减的趋势
,

呈丁字型分布
。

这种型态的剖面 占总剖面数的五分之二
。

( 2) 下层翻的含量高于

表层
,

即
“

塔型
.

或
“

纺锤
,

型分布
,

这种型态的剖面占总剖面的五分之三
。

各类土城剖面中全翻的富集层出现的深度及富集层含翻盈与表层之比较如表 3 :

从上表看出
:
潮土

、

揭土
、

砂姜黑土
、

黄
表 3 土 滚 硼 宫 集 层 出 现

深 度 和 含 t 相 差 情 况

土橄类型
祥点效

(个 )

出现宫

集层数
(个 )

, 集层出现
的深度范圈

《皿米 》

含翻 比表

层 相 差
%

砂势吕土

黄株城

棕 族

盐旅土

水相土

风沙土

25一 7 5

20一 6 0

3 5一 80

3 0一 7 0

15一 6 0

3 0一 9 0

1 4一 4 7

2 0一 10 0

4 ee 13 4

3一 15 4

6一 1 3 8

1 1一 15 0

6 一 1 86

1 0一 19

7

4 4

棕坡
、

棕城等几个土类下层翻的富集趋势较

明显
。

风沙土在一米土体中上下层硼的相差

量不如上述土类
。

水稻土可能由于种植灌水

量较大
,

在一米土体中还难看出淋溶富集的
趋势

。

卜

(二 )土滚创面中水落 . 的分布与琳溶

地表水溶翻的含量分布
,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较为深刻
。

土族熟化程度及翻的转化作用
,

尤其对表层水溶翻含量起重要作用
。

土壤中

水溶翻一般是表层高于下层
,

与有机质含盈

自上而下的减少相一致
。

但是在一些土坡中

OUóU加O月借6
nJ
` .占,二,占月̀曰且,孟自09曰,臼,二甲̀心口

`

透,曰勺U电甘22土土祖.

因为水的活动的影响
,
表层水溶翻下淋

,

使翻含量降低
,

与有机质的分布不一致
。

往往是有机

质含 t 较高
,

而水溶翻的量却很低
,

这种状况在水稻土中多见
。

土城剖面中水洛翻受淋溶的现象在盐碱土中更清楚
。

一般盐碱土的盐分在剖面中的分布

呈
“
丁

,

字型分布居多
,

水溶硼和盐分有较好的平行关系
,

凡是盐分含盆高的层次
,

水溶硼亦

高
。

表层盐分受水的活动影响向下移动
,

水溶稗在剖面中的分布则随盐分的变化而变化 (图

7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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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盐碱土剖面中水洛硼与盐分分布的关系

三
、

土壤淋溶作用的特征

河南土城中硼的淋溶富集现象 比较普遍
,

虽然发生于不 同的土壤
,

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

同的特征
。

(一
`

)土壤中化学元素的移动主要是通过水来进行的
,

硼的淋溶现象是受水长 期作 用 所

殊
,

.

并且翻的移动受盐分的制约
,

水盐又是相伴而行
。

(二 )凡是枷的富集层
,

’

一般质地偏粘重
,

在重坡二轻粘之间
,

象揭土或黄棕壤
,

硼的富集

层就在枯化层范围
,

此层质地细腻
,

结构紧率
,

通透性差
,

翻下淋到此受阻而逐渐累积
。

·

(三 )土壤中硼的富集层出现深度一般在 20 一 70 厘米
,

富集层硼的含量与表层翻 的含量差

值 (百分数 )
、

不 同土类的土坡比较相近
。

初步认为
,

造成河南一些土壤淋溶移动和相对富集的主要原因
,

可能是土澳成土年代长
,

风化程度较深
,

土壤中硼经历了长期水的作用或因常年用水最大
,

所以淋溶较明显
,

使硼向下

移动
,

不断进行重新分配
,

形成下层 的相对积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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