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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 叼 景观地球化学研究在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中的作用 

王志华 
(长春工业高等专莆玛啊 ·长春·130021) 

通过对内蒙古大水清金矿区地球化学景观的研究 

在狄生晕中，主要成矿元素Au、Ag等偏低，形成了该区 

关键词 景观地球化学 次生晕 元索迁移 

一 ) ，  

近几年景观地球化学研究逐步得到人们承认， 

特别是象俄罗斯等国家都已在规范中作了明确规 

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理论价值，重要的 

在于提高次生晕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经济效益。 

1 研究区气候条件及作用 

内蒙古大水清金矿区位于赤峰南40 km处，海 

拔高程994．1 m～123．4 nl，气候为典型大陆性气候， 

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多季风、雨量稀少，年平均降雨 

量433．1 lm，其中71％集中于6、7、8三个月份中， 

年蒸发量 1980．2 n'gn，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所以河答 

常年干涸。 

根据A．N．彼列尔曼学说，水就像景观的“血液” 
一 样，天然水与景观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处在复杂的 

可逆作用的相互关系之中。景观所特有的绝大部分 

的化学反应是在水介质中进行的。天然水是重要的 

运输途径，化学元素不论是在景观内，还是在不同的 

景观之间，都是沿着水介质这一途径进行迁移。而 

大气降水和潜水是土壤和疏松沉积物水分的主要来 

源，由于大气降水和潜水相互作用而造成的水平衡 

在不同景观带是不同的。它取决于水分移动的方 

向。潜水产出的深度，且决定于潜水向地表作毛细 

管上升高度的疏松沉积物的物理特性和机械特性。 

根据渗透值和蒸发水分量的比例，研究区的水 

分动态类型按传统分类应属于渗出型水分动态，但 

作者认为并不完全。因为研究区气候特点除具有蒸 

发量大于降水量外，还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 

1)蒸发量大于降水量会产生水分上升运动占优 

势，这似乎表明该区的矿床次生晕一定会很大，或 

者说如果地下较深部具有矿体，那很可能在地表有 

异常的显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已开采的矿 

体地表处(地表肉眼见不到矿化现象)取样分析表 

明，异常显示并不很好，而反过来分析水分动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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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该地区金矿床的狄生晕形成特点，特别是 

年4月完全解冻 ，平均冻期 171天，冬季平均温度 一 

l1．7℃，极值为一30．9℃，平均最大冻土厚度i 7 i1'1， 

由此表明，研究区内有近一半的时间里是处于冻土 

型水分动态，在这段时阃里，冻土层起到了隔水作 

用，在起隔水作用的冻土层上边的含水层中，不论是 

在初春时降水量远远大于蒸发量，还是在年底时蒸 

发量大于降水量时，由于隔水层的关系，隔断了地下 

水与地表水的联系，也就隔断了上部含水层(地层) 

与隔水层下部的地球化学的联系。因此，部分矿床 

在地表处异常显示不好，这是原因之一。 

2)植被条件对元素的表生迁移作用也有较大的 

影响。在渗出型水分动态的地区，水的损失由潜水 

来补充，而这种潜水通常在几米深以下，并且通过毛 

细管上升与土壤中的植物根系圈和地面相联系，对 

于典型的这类地区，如平原草甸草原景观和干草原 

景观中，这里潜水埋深较浅而疏松，潜水以毛细管的 

途径直接到达地表，而对于潜水埋藏较深的平原地 

区，则潜水通过毛细管途径上升与土壤中的植物根 

系圈到达地表。在本区的植物根系圈很少，有的地 

方甚至没有，这样，对于埋藏较深的盲矿体来说，后 

生异常要达到地表需满足的条件是：地表到潜水面 

的距离一定要小，否则潜水埋藏较深、潜水只能借助 

于岩石的毛细管作用上升，而由于地表处的植物根 

系不发育，携带有成矿信息的含矿溶液就很难在地 

表形成较高强度的异常值。 

3)季节性降水是对已经形成异常的破坏因素之 
一

。 前面曾指出，本区降水主要是在6、7、8三个月 

份，在这一期间，由于地表没有形成植物根系圈和较 

厚的土壤层，使得地表水很难与地下潜水形成循环， 

而由地表面流出该区。而对于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 

地区，形成蒸发富集(或者说是地球化学异常)是主 

要作用之一，如对于具有周期性渗出型水分动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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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前人曾已作出过结论：即这里虽然全年的蒸发量 

高于降水量，但由于地形坡度较大，排水有利，太阳 

辐射量小，所以在降水期水分动态属于冲洗型，而在 

旱季水分动态则属渗出型。该区一般旱季远远超过 

降水期，该类区上置盐晕较发育。根据以上结论我 

们对本区研究中得出不同的是：区内的主要区域盐 

晕并不发育，其原因主要是：季节性降水具有强烈的 

淋滤作用又不同于平原地区，平原地区的淋滤往往 

使土壤中的A、B层的元素转移到c层，而一旦淋滤 

减弱，出现蒸发为主时，这些元素就能很快地在地表 

形成新异常带。而在本区则不然，由于降水的淋滤 

作用以侧向为主，即被淋滤出的元素大部分由地表 

土壤中转人水系、而形成了永久性“丢失”。当雨季 

结束以后，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时，就需要元素重新由 

深部迁移到地表，这种迁移的动力源很小，而如果与 

淋滤作用比较起来，前者大大小于后者，所以本区的 

上置盐晕也很不发育。为此，本人在区内做样品对 

比试验中得出：在已知4×10 的矿脉地表 1 m深的 

土壤中取样，Au的含量为0．1 x10～，其它主要成矿 

元素含量下降也较大。 

4)较寒冷的气候影响着区内元素的地球化学行 

为。人们过去侧重于常温下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研 

究。在这些较为温暖地区，天然水系为非饱和溶液， 

特别是对于微量元素来说，在水和岩石问处于不平 

衡状态，而且任何时候也不会达到平衡。因此水是 

侵蚀性的，它的化学成分之形成在很多情况下取决 

于风化作用和溶解速度，亦即决定于水和岩石相互 

作用的时间。而在象本区这样的寒冷、干燥的气候 

下(年平均气温为6．2℃)，水的成分与岩石成分的 

相关性小，水的侵蚀作用往往下降。 

2 研究区地形与地质条件及作用 

2．1地形因素 

地形也是景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各种 

风化作用力影响下，岩石变成各种粘土矿物的疏松 

物质，当气候适合，平原或波状地形和静止的构造状 

况下是形成厚层风化壳的最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 

下残积物可达数十米。而沿着岩石裂缝和破碎带风 

化作用可深及几百米。而当地形较陡时，风化壳的 

厚度不超过数米。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的山区、陡坡 

上都不能形成较厚的风化壳，由此可见地形的作用 

因素。本区地形特点是整个测区西南高、东北低，坡 

角在20。～40。．一般北坡平缓、南坡相对陡峻，第四 

系覆盖以东北面积较大，厚度不一，山脊以残积物为 

56 

主，厚约0．3 m左右．山麓多为残坡积物，厚度为0．5 

m～l m，沟谷以冲积、洪积物为主，厚度一般为1 m 

～ 3m之间。 

以地形为主要作用特点，作者把测区内的风化 

壳分成以下几种类型：A型：主要位于测区东北部， 

其风化壳最厚，以粘土矿物为主，主要组成为上游冲 

积物和风成物质。其地球化学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吸 

附作用，在我们的地球化学异常成果图中，该类型的 

区域主要为 As、sb等异常；B型：主要位于沟谷部 

位，以冲积洪积物为主，主要矿物成分是石英、长石 

等，其地球化学特点是较富集重金属元素，如在本次 

工作中分析该类型样品47件，其中co、M、Sn、Mn等 

元素的含量高于背景值 n倍 ～n×10倍；C型：主要 

位于山坡处，由残坡积层组成；D型：主要位于山脊、 

山顶处，基本上是由半风化的基岩组成 ，其地球化学 

特点是元素受到强烈的淋滤作用。这从我们的地球 

化学成果图中反映的更清楚，当异常穿过山脊时总 

是异常宽度变窄。 

2．2 地质体地球化学性质 

正如前苏联学者彼列尔曼所说：“大气候和地质 

条件的统一是景观的特征”，而地质体的地球化学性 

质又是地质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具体表现在： 

在地面一系列条件下地质因素可决定表生过程 

的地球化学类型。如硫酸型风化壳分布的基本规律 

取决于地质因子，即取决于相应岩石和矿床的分布 

规律性。因此，一些风化壳分布服从于地带性，但地 

带性是在决定硫化物岩石和矿床分布的更普遍的地 

质规律背景上起作用的。土壤、风化壳较深层中的 

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岩石的组成。在同一个气 

候条件下，石灰岩、黄铁矿化页岩、盐岩与其它岩石 

中表生过程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 

区内表生地球化学行为也受区内地质体化学成 

分制约：区内主要出露的是燕山期花岗岩侵人体．而 

区域上矿点也都与该岩体有关。区内的花岗岩体具 

有斑状结构，岩石有斑状二长花岗岩，斑状石英二长 

岩和斑状花岗闪长岩(其主要常量元素含量见表 1、 

微量元素见表2)。根据彼列尔曼的分类，把那些具 

有决定着后生过程的地球化学特点的化学元素、离 

子和化合物称为标型元素、标型离子及标型化合物， 

而且标型程度取决于元素克拉克值和迁移能力。表 

l中的元素大都为标型元素，而表 2中微量元素对 

整个环境制约能力不大，但它们是否受到标型元素 

的影响和受到怎样的影响却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对 

成矿信息的指示作用往往要高于标型元素。从表中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6期 王志华：景观地球化学研究在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中的作用 

表l 研究区花崩岩体岩石主要元素化学成分表 c％ 

边缘褶 }61．∞ }0．6D f 16黯 2．3l』2．斯 f 0．砸 1． f 3 69 f 4．37 4茹 J 9件 
_1]心丰扫I 66 45 1 0．51 I I5 45 I I．舯 I 2．22 『0．04 I．30 l 2 40 I 4 66 4 56 l 27件 
脉 岩 I 74∞ f 0．20 I 12．54 1 0．49 l 0．55 l 0．05 0．∞ l O∞ l O．玛 0％ l I件 

表2 研究区花岗岩微量元素含量表 

^ I7．94 4．50 3．99 l0 

 ̂ 3 l0 】50 2．07 lO一 

sb 0 30 O．26 1．I5 l0一 

Bi 1 02 O．0I 102 l0— 

cu 43 80 20．O0 2．I9 lO一 

PI】 衔 ．63 20．O0 I．33 IO一6 

Mo 1 07 I O0 l 07 IO一 

l0．55 8(30 I 32 lO一 

Mn 他 30 60D I I7 IO一 

Sn I 5l 3．0 0．50 IO一 

W 2 76 I．50 l 84 IO一 

7 54 5(30 l 5I 】0 6 

ĝ 0．4l O．晒 S 20 l0 6 

zn 25．92 ∞ O O 43 lO一6 

se 0．05 0．50 O．10 lO一 

I．00 10．O0 O 10 lO一 

S O．O84 0．04 2．10 10—2 

C 9 00 20．O0 O．45 lO一 

cd 0 22 0 l0 2．20 lO 

踟  g48．6 8加 ．O 1．02 l0 ‘ 

s| 666．3 300．O 2．22 lO一 

F 517．4 800．O 0．65 l0一 

在区内有些部位矿异常显示好，而有些则不佳。 

2．3 构造条件 

地质构造在后生过程中的作用随着深度而增 

加，构造作用在土壤中所产生的影响较小，但由原 

岩在构造作用引起的影响较大：在构造不发育的部 

位异常小，而沿走向追踪时我们发现，构造带变宽时 

组台异常好。 

3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在研究区进行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在研究区找矿工作中确定出了区内与成矿有 

关元素在该景观条件下元素的迁移活动序列为：Au 

—Bi—Ag S—S广+站一Ba—Hg一Ⅳ As—Fe—Cu 

—h —sn一卜 M 五 cd’ 一C Ph—Se。这 

样对区内元素的后生活动情况有了整体的了解： 

璧 苎圭 鐾 苎 嚣⋯一 化过程相互制约
，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作用，产生了 1 Cl~3, 。。_⋯ ～ ⋯ ⋯ ’⋯ 一’⋯  

iH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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