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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铁铝土矿物组成及其风化和演变
①

马毅杰 罗家贤 蒋梅茵 杨德涌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 0。。) 8

摘 要 论述了我国南方玄武岩和花岗岩发育的铁铝土原生矿物和粘土矿物物组成及其风化和演变
。

玄武岩发

育的土壤中
,

风化强烈的砖红壤含重矿物主要集中在 10 ~ 50 拌m 和 50 ~ 10 。 拌m 粒级中
,

达 35 % ~ 92 % ;风化较

弱的红壤和赤红壤含重矿物主要在 10 。~ 25 0 拜m 粒级中
,

达 10 %一 20 % ;而花岗岩发育的铁铝土中
,

轻矿物占

绝对优势
。

玄武岩发育的赤红壤和红壤中高岭石含量低于花岗岩发育的同类土 20 %
。

而前者发育的红壤粘粒

( < 2 “ m )中高岭石和非晶物质含量都低于砖红壤和赤红壤
:

后者发育的赤红壤
、

红壤和黄壤粘粒中高岭石含量

分别为 54 %
、

42 %和 35 %
。

研究花岗岩和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

黄壤的长石风化结果表明
,

长石在土壤中的风化深

受气候和母质来源的双重影响
,

因而支配着它在土壤不同粒级中的分布
。

土壤中各种长石的风化顺序是
:

钠长石

) 钾长石》 钙长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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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
,

广泛分布着各种红色或

黄色土壤
,

由于它们在土壤发生有共同之处
,

统归为

铁铝土纲
,

包括红壤
、

砖红壤
、

赤红壤
、

燥红土
、

黄壤
、

赤黄壤等1[, 幻
。

由于铁铝土处于热带亚热带地区
,

气

温高
,

雨量充沛
,

光能充足
,

水热作用强烈
,

土壤原生

矿物风化和次生矿物生成都比其它地带迅速
,

并直

接控制着矿物的风化速率和风化产物的演变方向
,

进而影响土壤发生和形成
。

本文依据我们对这方面

的研究结果
,

对由花岗岩和玄武岩发育的铁铝土矿

物组成及其风化演变特点作一讨论分析
。

1 土壤原生矿物组成及其风化特点

1
.

1 土壤原生矿物组成

土壤中原生矿物有石英
、

长石
、

角闪石
、

云母及

各种铁矿物等数十种即
。

据我们研究
,

铁铝土原生矿

物组成除石英和长石外
,

还有相当数量的铁矿物和

少量错石
、

电气石
、

角闪石和云母等
。

它们均与母质

来源密切相关
,

也深受土壤风化作用的影响
。

按比重 2
.

9 的重液分离出的土壤中的轻
、

重矿

物
,

结果表明 (表 1 )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中
,

福建漳

浦和浙江嗓县的赤红壤和红壤轻矿物
,

无论在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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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粒级都占有主要地位
,

但随着颗粒的增大
,

重矿物

的 比例增加
;
广东徐闻的砖红壤在 10 一 50 拌m 的粒

级 中
,

重矿物的含量大大超过轻矿物
,

50 ~ 1 。。拌m

的粒级中
,

表层的重矿物仍高于轻矿物
,

底层的重矿

物则低于轻矿物
,

而 中间各层的轻
、

重矿物几乎对

等
。

从不同粒级的重矿物含量变化看
,

徐闻砖红壤的

重矿物分配是
,

10 ~ 50 拜m 的粒级含 90 %左右
,

50

一 1 0 0 拜m 的粒级含 3 5%一 6 5 %
,

1 0 0一 2 5 0 拜m 的粒

级含 6% ~ 33 %
。

在漳浦赤红壤和嗓县红壤中
,

重矿

物主要分布在 1 00 一 2 50 拌m 的粒级 中
,

含 10 %~

20 %之间
。

因为重矿物的含量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受

氧化铁对石英的包裹和胶结的影响
,

所以各个粒级

的重矿物分布与氧化铁和石英含量也有关系
。

徐闻

砖红壤的全铁量为 15
.

99 %
,

游离铁 12
.

94 %
,

石英

含量在 1 0一 5 0 拜m 中为 5
·

4%
,

5 0 ~ 1 0 0 拌m 中为

3
.

9%
,

10 0 ~ 25 0 拌m 中为 3
.

1%
,

在漳浦赤红壤中
,

全铁量为 14
.

33 %
,

游离铁 9
.

78 %
,

石英含量在 10

~ 5 0 拌m 中 2%
,

5 0一 1 0 0 拜m 中 5%
,

1 0 0一 2 5 0 拼m

为 n
.

2%
,

嗓县红壤 中
,

全铁量为 5
.

1%
,

游离铁

4
.

1%
,

石英 含量 在 1 0 ~ 5 0 拌m 中为 3%
,

5 0 一

1 0 0 拌m 中为 6肠
,

1 0 0 ~ 2 5 0 拌m 为 1 4
.

7%
。

由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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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玄武岩发育的铁铝土的轻
、

重矿物含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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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m i n erai l n fr r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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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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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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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6
.

7

2 0
.

0

2 0
.

0

2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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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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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花岗岩发育的铁铝土的轻
、

重矿物含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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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
,

在成土较早的玄武岩发育土壤中
,

氧化铁和石

英含量较多时
,

因有可能造成较多的假重矿物
,

从而

使整个重矿物的比例增加
。

从表 2 可见
,

花岗岩发育

的铁铝土中
,

轻矿物占绝对优势
。

在颗粒较粗部分
,

重矿物含量增加
,

但广州赤红壤增加不太明显
,

铅山

红壤增加较明显
,

黄山红壤增加极明显
,

表明受气候

风化因素的影响
。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含轻
、

重矿物的

量与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基本相似
,

但轻矿物的含量

更高
,

尤其细的粒级和风化较强的阳春黄壤
,

轻矿物

几乎是 1 0 0%
。

1
.

2 原生矿物及风化特点

长石是地壳中分布最广的矿物之一
,

虽然是一

种较难风化的土壤原生矿物
,

但不同种类的长石
,

其

风化程度差异很大
。

因此
,

在土壤形成过程中
,

长石

的风化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土壤原生矿物

的风化程度
。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铁铝土中长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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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剖面内(不含母质层 )粉砂级长石在热带和亚热带突然的分布 ( g
·

k g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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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g) -- l

土壤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热带

5
。

1

( 4
.

1一 6
.

5)

南亚热带

23
.

5

( 5
.

1~ 73
.

1)

4
。

1

( 2
.

2~ 6
.

1)

2 6 5
.

3

( 1 79
.

6 0034 4
.

3)

中亚热带

1 6 5
.

7

( 9 9
.

9 ~ 23 1)

13 7

北亚热带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

( 9 4
.

7~ 1 7 1
.

7)

2 7 6
。

8

( 1 7 0一 3 7 7
.

2)

3 66
.

8

( 34 2
.

3一 4 09
.

2)

9 2 1
.

9

( 14 5
.

8 ~4 4 9
.

4)

化的主要特点是
:

1
.

2
.

1气候和母质赋予的特点
。

我国长江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气温和雨

量都较高
,

实际上土壤都受较强的风化
,

因此长石残

留在粘粒部分都不多
,

以粉砂粒为例
,

土壤剖面内

(不含母质层 )的长石含量变化
,

可从表 3 看出
,

随着

气候的北移
,

土壤中的长石增加
,

但发育母质的不

同
,

在这种情况也不同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

在南亚

热带地区含长石很低
,

平均值仅 4 9
·

k g 一 ` ,

到中亚

热带突然增加
,

在北亚热带继续猛增
,

平均值高达

36 7 9
·

k g 一 `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在热带地区含长

石也很低
,

从热带到亚热带地区增加也不太多
,

到中

亚热带地区便明显剧增
。

山地黄壤的增加却是较缓
,

在南北亚热带之间的差异不很突出
。

从这些情况可

以看出
,

在低丘和平原地区
,

长石的风化是从中亚热

带突然中开始明显减弱
,

而在海拔较高的山地黄壤
,

长石风化的气候带性却不如红壤明显
。

1
.

2
.

2 拉级分布的特点
。

长石在粒级的分布因土而异
,

玄武岩和花岗岩

发育的红壤的长石在 < 2 拜m 部分含量很少
,

2一

10 脚部分有明显增加
,

但含量 6% 以下
,

在 10 一

50 拌m 中虽有增加
,

但不显著
;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却

不同
,

在 < 2 拌m 部分的长石含量只有 2 %
,

但在 2一

10 拼m部分都有增加显著
,

其含量在 10 %一 17 %之

间
。

红壤的长石含量在粘粒和粉砂粒中并不很高
,

表

明它在受到较强的风化后
,

大部分已变成高岭石或

三水铝石等矿物
,

黄壤的长石因风化较弱
,

而且以物

理风化为主
,

所以大部分仍停留在粉砂和砂粒中
,

据

加拿大学者报道
,

较寒冷的法罗群岛土壤
,

因风化

弱
,

粉砂和砂粒中含斜长石在 10 写~ 80 %之间
〔4 , 。

可见
,

土壤风化的强弱是影响各粒级长石分配的重

要原因
。

1
.

2
.

3 长石在剖面 内的分布特征
。

不同土壤剖面 A
、

B
、

C 3 个发生层的土壤的粉

砂级的长石分布状况列于表 4
。

因为各种土壤的粘

粒部分含长石量差异不大
,

所以表中列出变化较大

的粉砂粒部分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含长石量虽然随

剖面深度增加而减少
,

但层与层之间相差不大
,

表明

这些土壤受到强烈风化外还有一定的淋溶强度 ;花

岗岩发育的红壤中
,

B 层与 C 层的长石高于 A 层
,

说明受强烈风化
,

但淋溶较弱
,

使较多的被风化物质

集中的 A 层而又没有向剖面下部或侧向迁移的结

果
;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中

,

除了各层的长石含量明显

地高于上述两种红壤外
,

随着剖面深度增加长石含

量减少
,

但层与层之间的差异并不太突出
,

说明这种

土壤受风化较弱但淋溶强度较高
,

而且大多数风化

物质是随着淋溶而迁移到剖面之外
。

表 4 粉砂级中的长石在剖面中的分布

T叻一e 4 D is t r化 u
iot

n o f s妞yt r el d印 ar in 脚 Of il e (% )

土壤 A 层 B 层 C 层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6
.

9 4
.

7 3
.

0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4
.

2 6
.

8 7
.

5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 16
,

0 14
.

2 12
.

。

1
.

2
.

4 各类长石表现的特征

从表 5 看出
,

粘粒部分的钠长石 /钾长石和钠长

石 /钙长石都比粉砂粒高
,

而且后一比值又比前一比

值高
,

表明粘粒部分含钠长石为主
,

其次为钾长石
,

钙长石含量很少
。

因为钠长石是土壤粘粒的主要长

石
,

自然
,

斜长石 /钾长石在粘粒中的值也与钠长石 /

钾长石的值相对应出现
,

从表 5 可见
,

前者是 5一 7

之间
,

后者在 .4 6一 .6 4 之间
,

在粉砂级却不同
,

钠长

石 /钾长石比值玄武岩发育的红壤较比花岗岩的高
,

说明仍以钠长石为主
,

但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其比值

为 1
·

6
,

表明钠长石所占优势已在下降
。

花岗岩发育

的黄壤为 .0 7
,

表明钾长石超过钠长石
。

类似的情况

也表现在斜长石 /钾长石比值上
,

但玄武岩和花岗岩

发育的红壤分别为 1
.

2 和 0
.

9
,

表明二者的斜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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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钾长石含量相接近
。

钠长石 /钙长石比值
,

无论在

粘粒或粉砂级都较高
,

证实在湿润的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
,

土壤细粒部分含钙长石不多
。

上述分析表明
,

这 2 种母质发育的 3 个土壤的长石抗风化能力若以

其存在量作比较的话
,

则以钠长石 ) 钾长石 > 钙长

石
。

表 5 各种长石的比值

T a b l e 5 R a t i o o f v
ar i o u s f e l d s P a r s

土壤 粒级
钠长石

/钾长石

钠长石

/钙长石

斜长石

/长石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12一1416

花岗岩发育的黄壤

粘粒

粉砂级

粘粒

粉砂级

粘粒

粉砂级

; ;

:{:

7
.

0

0
.

9

5
.

0

0
.

4

2 土壤粘土矿物组成及其风化演变

.2 1 土壤粘土矿物组成

土壤粘土矿物组成主要受成土母质与成土过程

的影响
。

表 6 结果表明
,

处于不同地带
,

由花岗岩母

质发育的赤红壤
、

红壤和黄壤在粘土矿物组成上有

明显的差异
。

地处南亚热带广州的赤红壤
,

粘土矿物

以高岭石为主
,

其含量 占< 2 拜m 粘粒部分的 54 %
,

水云母和过渡矿物少量
,

三水铝石也只有 3%
,

还含

有 17 %左右的非晶质物质
,

未见有蒙皂石和蛙石
。

地处亚热带江西铅 山红壤
,

粘粒含有 42 % 的高岭

石
,

13 %一 17 % 的水云母和少量蛙石
,

钾质样品的 X

射线衍射图谱表明
,

其中还含有少量 1
.

4n m 过渡矿

物和绿泥石
,

三水铝石含量为 2%
,

稍低于赤红壤
,

而非晶物质则略高于赤红壤
。

处于红壤带北部边缘

地区的安徽九华山的黄红壤
,

粘粒中高岭石 35 %
,

且结晶差
,

土壤 中水云母
、

蜓石
、

蒙皂石及 1
.

4 n m

过渡矿物和绿泥石等含量虽都不高
,

但粘土矿物品

种较齐全
。

此外
,

还含有较多的非晶物质
,

在土壤底

层含量最高达 35 %
,

明显高于赤红壤和红壤
,

但未

见有晶质的三水铝石存在
。

黄壤中晶质的三水铝石

高于红壤
,

广东阳春黄壤达 18 %一 24 %
,

安徽黄山

黄壤为 9%一 17 %
,

江西铅山相对最低
,

为 6%一

7%
。

江西和安徽的红壤中都有少量绿泥石存在
,

而

广东的红壤和黄壤中均未见到
,

反映其风化程度不

同
。

玄武岩母质发育的红壤因所处生物气候条件不

同
,

矿物组成有明显差异
。

从表 7 结果看出
,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表层粘

粒中高岭石的含量为 34 %
,

非晶物质为 25 %
,

三水

铝石为 8写
,

1
.

4 n m 过渡矿物为 11 %
,

水云母含量

很低
,

硅铝率为 1
.

88
。

南亚热带赤红壤粘粒中高岭

石和非晶物质的含量与砖红壤差不多
,

只是赤红壤

粘粒没有三水铝石
,

而含 7% 一 n %蒙皂石
。

中亚热

带的红壤粘粒中高岭石和非晶物质的含量低于砖红

壤和赤红壤
,

而蒙皂石和水云母的含量要高于它们
。

在 2一 10 拜m 粒级中
,

除含有石英和长石外
,

还含有

不少次生粘土矿物
,

如砖红壤和赤红壤的该粒级中

含有 20 %左右的高岭石
。

玄武岩母质在不同地带发

育的几种红壤中
,

粘土矿物组成上也出现明显差异
。

高岭石非晶物质和氧化铁的含量由北向南逐渐增

加
,

高岭石的晶形也变好
,

而蒙皂石和水云母的含量

则减少
。

三水铝石只存在于砖红壤中
,

表明在淋溶

表 6 花岗岩发育的铁铝土< 2 pm 部分的矿物组成 (% )

T a b l e 6 M in e r a l o g ie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o f t h e < 2 “ m f r a e t io n i n f e r r a l l i s o l s d e r i v e d f r o m g r a n i t e (% )

土壤类型

赤红壤

地点
深度

/ e m

0 ~ 1 5

~ 一 ~
,卜 ~ 非晶物质 _ … _ _ ~ _ _ _ ~ 一 _

班渴乳化饮 下二二厂一下下下一不
一二 丁二水钻右 向岭右 水百岑 象毛妇

乃从 J Z 八 i ZU 3 息重
’

蛙石
.1 4

~ 过

渡矿物
,

绿泥石
石英

广东广州 8
.

3 7
.

3 1 7
.

2

8
.

1 6
.

7 1 6
.

3

N
.

D
.

N
.

D
.

N
.

D
. 吾

N
.

D
.

69一1614一1317一1317一nn一185354一3436一4143一4143一3832一141733一1824一2

广东阳春
;: : 复:

N
.

D

N
.

D lsl
125一125一9

J
土1
人一1111一Q一

1920一1920一2134

内匕ō匕一Oùqù一O曰

江西铅山

3 5 ~ 2 0 0

0 ~ 1 0

4 5 ~ 6 0

0 ~ 1 0

1 0 ~ 3 5

1 0 ~ 5 0

5 0 ~ 1 0 0

0 ~ 1 2

6 0 ~ 1 7 0

0 ~ 1 4

2 9~ 5 6

; ; N
·

P
N

.

D

江西铅山

熬
:: ; 呼县

N
.

D
。

壤一壤一壤黄一红一黄

OOUō月rQé

66一2014黄红壤 安徽九华山

黄壤 安徽黄山

1 3
.

5 1 8
.

2

4
.

4 0
.

8

4
.

3 2
.

4

5
,

7

7
.

4 替

..DD一917

,

非晶物质总量
:
( 5 10 3% + A 12 O 3% ) 又 1

.

1

二 , N
.

D
. :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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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玄武岩发育的铁铝土< 2 p m粘粒的矿物组成 ( % )

a Tb le7 M恤
e a rlog ic a lo c mpo i s tio no f the

< 2“ mf rc atio n infe r ra li s lo lsde riv会 d f ro mb as目 t( % )

土壤类型 采集地点 采样深度 非晶物质
’

氧化铁 三水铝石 高岭石 水云母
L 4

帅过渡 长石
、

矿物 石英
吮月 Od一 0口 n乙左几 4

八 JJ qù只ù一挑àō口了 U叹土 11一合 nJ,曰,曰砖红壤 广东徐闻

;; 退
1

赤红壤 福建漳浦

0 ~ 1 0

6 0~ 8 0

0 ~ 2 1

5 5~ 7 5

0~ 1 1

3 6~ 8 2

蒙皂石

N
.

D
. 食 .

N D
.

2 6

2 5 ::
N

.

D
. 骨 .

;:
OUS

1工11乃J
4

11ǎ .上1上,工9曰n乙红壤 浙江嫌县 1 8

1 9 :;

N
.

D
.

N
.

D
,

N
.

D
.

,

非晶物质 = ( 5 10 2
% + A 12 o 3

% ) x 1
.

1

, , N
.

D
. :

未检出

表 8 玄武岩发育的几种红坡表层粘粒性质与地带性因子的相关系数

aT b l e 8 C o r r e l a t io n c o n f f ie i e n t b e t w e e n P r o p e r t ie s o f e l a y 恤 su
r f a e e l ay

e r o f s e v e ar l r e d e a r t卜5 d e v e l o P e d

f
r o m b a sa l t s a n d z o n a l f a e t o r s

粘 粒 性啧犷
~ ~ 因

`

才 > 10 ℃积温 年均温 (℃ ) 年降雨量 (毫米 )

粘粒含量 ( < 2脚 )

C E C

游离 F e Zo :

铁的游离度

5 10 : / lA
zo s

5 10 : /R: 0 3

b a

北纬 (度 )

一 0
.

9 8 0

0
。

95 9

一 0
.

9 9 1

一 0
.

9 6 9

0
.

9 9 3

0
.

9 8 7

0
.

9 3 2

0
.

9 9 3

一 0
。

94 6

0
。

9 95

0
.

9 7 6

一 0
.

99 9

一 0
.

9 9 1

一 0
.

9 1 6

0
。

9 9 3

一 0
.

9 4 6

0
.

9 9 5

0
.

9 7 6

一 0
.

9 9 9

一 0 9 9 1

一 0
.

9拐

0
。

9 5 8

一 0 5 4 6

0
.

分全立

O 己沙9

一 口 枉公祥

一 沁 3 9 7

一 Q
.

了艺6

粘粒矿物组成

非晶物质十三水铝石

氧化铁

高岭石

水云母

蒙皂石

1
.

4nm 过渡矿物

长石
、

石英

一 0
.

9 8 2

0
。

5 0 1

一 0
.

9 4 3

0
.

7 8 8

0
.

9 9 0

一 0
.

9 4 7

0
.

93 3

0
。

9 8 3

0
.

4 9 0

0
.

9 6 7

一 0
.

8 2 1

一 0
一

9 8 6

0
.

9 40

一 0
.

94 2

0
。

9 8 3

0
。

4 9 0

0
.

9 6 8

一 0
.

8 2 1

一 0
.

9 8 6

0
.

9 4 0

一 0
.

9 42

0
.

8 2 9

0
.

5 1 3

0
。

9 2 4

一 0
.

8 93

一 0
.

8 5 7

0
.

7 9 0

一 0
.

9 2 5

注
: n = 5

,

or
.

。 5一 0
.

8 7 8
, r o

.

。1 = 0
.

9 5 9

研究⑤ ,

我国红壤和黄壤普遍含有 1
.

4n m 过渡矿

物
,

其中花岗岩和云母片岩发育的土壤一般比第四

纪沉积物发育的土壤含量较多
,

这可能与前者含云

母类矿物较多
,

土壤质地较砂
,

以及淋溶较强有关
。

在红黄壤地区
,

山地红壤比同一母质的基带土壤含

量较多
,

这与随海拔升高
,

气温下降
,

土壤矿物风化

减弱
,

2
:

1 型矿物增多和年降雨量增大
,

淋溶增强

及土壤中经基铝增多有关
。

2
.

2 粘土矿物风化演变

粘土矿物是土壤风化和成土过程的产物
,

它的

形成和演变与当地生物气候条件和成土母质密切相

关
。

花岗岩和玄武岩矿物组成差异影响其风化程度
,

花岗岩组成以长石
、

石英为主并含有一定量云母类

矿物
,

而玄武岩主要由斜长石
、

辉石
、

橄榄石
、

磁铁矿

和钦铁矿等矿物组成
。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高温多雨
,

有利于矿物分解和次生矿物的生成
。

玄武岩含有较

多的易风化矿物
,

由其发育的红壤
,

铝富集作用明

显
,

富铝化程度深
,

而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则相对较

弱
。

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粘粒中矿物的演变是
:

铁镁硅酸盐矿物

斜 长 石
~ 非晶物质~ 高岭石` 三水铝石

在赤红壤和红壤中则是
:

铁镁硅酸盐矿物

斜 长 石
` 水云母” 1

.

4 n m 过渡矿物、 蒙皂石

花岗岩发育的砖红壤粘粒中
,

高岭石占绝对优

势
,

2 ,
1 型矿物很少

,

所以它的主要演变过程是
:

长

石和 2 : 1 型矿物~ 非晶物质~ 高岭石~ 三水铝石
。

在江西和安徽的红壤和黄红壤 中含有相当数量的

2
,
1型矿物

,

其中黄红壤中高岭石与 2
,
1 型矿物的

含量之比有时接近 1 ,
1

,

因此这两个土壤的粘粒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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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演变过程中
,

从水云母演变成高岭石和蒙皂石之

间还明显地存在着 1
.

4n m 过渡 矿物和夹层矿物的

演变阶段
。

在江西的红壤中
,

高岭石脱硅作用后有很

少量的三水铝石形成
,

而安徽黄红壤高岭石脱硅后

似乎只能形成非晶物质
,

黄壤中含有较多的 2 : 1 型

矿物
,

而红壤中含有较多高岭石
,

这说明黄壤的风化

程度较红壤弱
。

表 8 结果表明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中游离铁
,

铁

的游离度
、

非晶物质
、

高岭石等含量与积温和年平均

温度呈正相关
,

与纬度呈负相关
。

由此可见
,

矿物风

化程度上的差异与水热条件
,

特别是积温和年平均

温度关系密切
。

花岗岩发育的土壤也有同样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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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w e a t h e r i n g P r oc e s s 15 s u b je e t t o t h e

e l im a t e e o n d l : i o n s a n d p a r e n t m a t e r i a ls
,
t h e r e f o r e ,

t h e e im
a t e a n d P a r e n t m a t e r i a ls e o n t r ol t h e d is t r ib u t io n

of

f o ld s P a : 三: 、 v a r i o u s p a r t ic l e f r a e t io n s
.

T h e w e a t h e r i n g o r d e r a
m

o n g d i f f e r e n t f e ld s p a r s 15 t h a t :
N a 一 f e ld s p a r

李

K 一 f e ld s P a r
) C a一 f e ld s P a r

.

K e y w o r d s f e r r a lil t e P r im a r y m in e r a l e l a y m in e r a l w e a t h e r i n g e v o lu t 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