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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磁化率是环境磁学研究中较常用、较易获得的指标之一，但其解释和意义又最为复杂．对采 自中国东部从北到南涵盖中 

国主要气候带的风化一成壤成因的 79个表层土壤样品进行高、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测试并分析其与降水量、年均温等气 

候参数的关系．结果表明：(1)发育于不同类型母岩的风化一成壤成因表层土壤磁学性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各磁化率参数与 

气候条件参数之间的关系大不一样，在大空间尺度进行磁学与气候条件的关系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地质背景与母岩类型的 

差异．(2)发育于花岗岩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温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 

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年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被广泛认可的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磁化率与成壤的关系不一定适用于大空间 

尺度的其他气候区域．(3)在风化一成壤过程中，磁性颗粒有变细的趋势，但降水强度增大时，一些超细颗粒较易被搬运离开原 

地 ，单一磁学参数结果难以反映气候条件及环境变化．(4)风化一成壤成因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能较好地反映风化成因 

土壤的风化程度，但风化一成壤表层土壤磁学性质变化的机制特别是对相应土壤剖面的磁性矿物迁移转化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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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gnetic suscepti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and most easily to be obtained parameters of environmental 

magnetism．However，th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is the most complicate．High，low frequency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non-hysteresis remanence were measured for seventy-nine weathering-pedogenic topsoil samples col— 

lected from the east part of China，from north to south，covering the main climatic zones within China．Moreov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magnetic parameters and climate indexes such as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was analyz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agnetic properties is existed among weathering pedogenesis topsoil that de— 

rived from different parent rock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parameters and climate indexes is much 

different．Difference of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arent rocks must be taken full consideration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gnetism and climate conditions is discussed in large spatial scale．(2)The non hysteresis remanenc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for topsoil derived from granite．However，i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ecipitation for topsoil derived from balsalt．The widely recogn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gnetic strength of pal— 

eosol and pedogenesis of loess paleosol sequence from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isn’t always proper tO apply in other climate 

area．(3)Magnetic particles tend to be finer during weathering and soil forming process．However。single magnetic parameter 

can’t reflect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because some ultrafine particles are easy to be carried out in situ due 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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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ing rainfall intensity．(4)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non-hysteresis remanence of weathering—pedogenic topsoil can reflect 

the weathering degree of weathering soil．The magnetic variation mechanism of weathering-pedogenic topsoil，especially mag— 

netic mineral transformation of corresponding soil profile，is still needed further study． 

Key words：magnetic susceptibility；weathering-pedogenesis；topsoil；east part of China；environmental geology． 

0 引言 

自20世纪 8O年代以来，环境磁学以其快速、便 

捷、无损等众多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环境、气候等众多 

领域(Thompson and Oldfield，1 986；Verosub and Ro～ 

berts，1995；Evans and Heller，2003；张玉芬等，2005； 

Blaha et a1．，2011；Lyons et a1．，2012)．尤其是 自发现 

中国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磁化率变化曲线可与深海 

氧同位素变化曲线对比(Heller and Liu，1984)之后， 

国内外对中国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磁学性质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成果(Liu 

et a1．，1995；韩家懋等，1997；黄孝刚和孙继敏，2005； 

刘进峰等，2005；乔彦松等，2006；邓成龙等，2007；刘 

冬雁等，2010；石培宏等，2010)．虽然中国黄土剖面中 

磁化率在古土壤层增强的机制仍未得到统一认识，但 

古土壤层磁化率普遍增强的“成壤模式”已被广泛接 

受和认可．中国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磁化率被认为是 

夏季风强度的替代性指标，并用频率磁化率等磁学指 

标来定量估算古降水强度或表征成土强度(Kukla， 

1987；Zhou et a1．，1990；An 8 a1．，1991；Maher and 

Thompson，1995；Derbyshire et a1．，1998；Florindo 

et a1．，1999；Hao et a1．，2008；Sun et a1．，2010)．然而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影响土壤磁学性质的因素还有 

很多(谢淑云等，2012)，如母岩岩性、燃烧等都对土壤 

磁化率有重要影响(吕厚远和刘东生，2001；孙东怀 

等，2001；饶志国等，2007；邓少福等，2011)．鉴于此，众 

多学者对全球尺度的黄土一古土壤序列以及其他土 

壤剖面进行了深入研究(Maher，2011；Sun et a1．， 

2011；Warrier et a1．，2011；Jia et a1．，2012)． 

在全球范围一些湿润地区，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 

磁化率变化特征与中国黄土一古土壤序列呈相反的 

变化趋势，而其他大量研究也表明磁性在成土作用过 

程中有时被增强而有时被削弱，同样，磁化率与降水 

量等气候因素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复杂，时而正相关时 

而负相关有时甚至没有关系(Kukla et a1．，1988；Beg6t 

P a1．，1990；Heller et a1．，1993；Chlachula et a1．，1998； 

Maher，1998；Porter et a1．，2001；Balsam et a1．，2004； 

Yin and Guo，2006；刘秀铭等，2007；Liu et a1．，2013)． 

因此，更多的研究，尤其是大空间尺度的现代过程研 

究(吕厚远等，1994；Lu et a1．，2008；Borges et a1．， 

2011)，对理解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磁化率变化机制、成 

土作用与磁化率之问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古气候古环 

境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选取中国东部(中国陆地地形上地势最 

低、最易受东亚季风影响的地貌第 3阶梯)从北到南 

涵盖中国主要气候带(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中 

亚热带、南亚热带、北热带、中热带)广泛发育的风 

化一成壤成因表层土壤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磁化率、 

频率磁化率及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降水量、年均温 

等气候条件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中国黄土一古土 

壤序列古土壤层磁化率普遍增强的“成壤模式”机制 

是否适用于大空间尺度的其他气候区域和风化一成 

壤作用成因的表层土壤的磁化率(包括低频磁化率、 

频率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磁化率)的环境指示意义 

等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所研究的 79个表层土壤样品均在 2005年秋季 

(9~11月间)采集，研究区及采样点分布如图 1所 

示．采样点的年降水量 480．8～2 458．5 mm，年均气 

温一0．1～25．6℃．为了避免人类活动和非当地来源 

物质的影响，在样品采集过程中尽量选取远离城市 

的自然植被覆盖土壤，同时采样点都分布在丘陵坡 

地等正地形上，一般选取已与当地气候环境条件达 

到平衡的地带性土壤，采样深度视土壤发育情况而 

定，一般为 2～4 cm．在样品采集过程中尽量详细记 

录采样点基岩岩性．所研究样品成壤母岩岩性不一， 

包括玄武岩(44个)、花岗岩 (16个)、沉积岩 (10 

个)、流纹岩(2个)、碳酸岩(2个)，还有 5个样品在 

采集时未见到基岩，难以确定其基岩岩性．对所有样 

品结果进行初步相关分析后，选择发育于沉积岩、花 

岗岩和玄武岩的表层土壤样品进行详细分析． 

所有样品自然晾干后去除明显可见的植物残体 

(包括干叶、根系等)和砂砾，用玛瑙研钵稍加研磨， 

准确称重后装入 2×2×2 cm。的无磁性立方盒进行 

磁性测试．低频磁化率是外场作用下物质磁化的能 

力，磁化率与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种类、粒度和含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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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与采样点分布 

Fig．1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distribut ion 

a．中国版图． 巾自色部分为第 3阶梯，浅灰色部分为第 2阶梯， 

深灰色部分为第 1阶梯即青藏高原．b．本文样品的采集区域 

接相关，是磁性矿物含量的粗略反映(二者数值上正 

相关)；频率磁化率是样品在低频磁场和高频磁场中 

磁化率的相对差值，反映样品中超顺磁颗粒(SP)含 

量对磁化率的贡献(二者数值正相关)；在中罔黄土 

高原地区的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研究中被用来指示成 

土作用的强度并被认为是反演古降水的有效代用指 

标．非磁滞剩磁磁化率是指样品在单位磁场中获得 

剩磁的能力，主要反映样品中亚铁磁性和不完全反 

铁磁性矿物的含量和颗粒大小，对稳定单畴和细小 

的假单畴(SD和小的 PSD)颗粒特别敏感(Thomp— 

son and ()ldfield，1 986：Verosub and Roberts， 

1995；Evans and Heller，2003)．用卡帕桥多频各向 

异性磁化率仪(MFK1 FA)进行低频(976 Hz)和高 

频(15 61 6 Hz)磁化率(分别 )[1f和 h[表示)测试， 

并根据公式 fd( )一[( lf一 }1f)／x】f]×100计算 

频率磁化率系数( fd)． 交变退磁仪 (D200O)在 

l0()mT峰值场和 0．05 mT直流场下获得非磁滞剩 

磁(ARM)后用旋转磁力仪(JR6)进行测量，本文以 

其磁化率的形式 、RM)表示．所有分析测试在中国 

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磁学实验室完成． 

2 结果与讨论 

2．1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 

利片】统计软件 SPSS16．0对低频磁化率、非磁 

滞剩磁磁化率及频率磁化率等磁学指标以母岩岩性 

为变化依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利用统 

计软件 SPSS16．0对 J二述磁学参数数据与纬度及年 

降水量、年均温等气候条件数据一起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1所示． 

图 2所示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发育于玄武岩 

与花岗岩和沉积岩的表层土壤之间在磁化率、非磁 

滞剩磁、频率磁化率等磁学参数方面存在 著差异， 

花岗岩和沉积岩的这些结果虽有部分重合区域，但 

其平均值和变化范闸都存在明显 别；而玄武岩的 

结果与它们截然不同．这表明母岩岩性对表层土壤 

的磁学性质起重要作用，这与饶志 等(2007)对华 

南地区发育于不同母岩表土的低频磁化率研究结果 
一 致． 

从表 l所列的相关分析结果来看，不同岩性风 

化一成壤形成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牢与非磁滞剩磁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频率磁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表明表土土壤磁化率可能主要南单畴一假单 

畴等细粒物质贡献；而以往认为的成土作用过程中 

产生的对磁性增强起主要作用的超顺磁颗粒不仅对 

磁化率的贡献有限，并且频率磁化牢的增长与磁化 

率的增强有反向的趋势．所有样品及发育于沉积岩、 

花岗岩和玄武岩 3种母岩的样品组合低频磁化率与 

气候条件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频率磁化率和 

非磁滞剩磁磁化率具有明显的纬度效应，频率磁化 

率与年降水量之间的 著正相关关系似乎表明土壤 

中超顺磁(SP)颗粒含量受年降水蛙多少控制，而非 

磁滞剩磁磁化率的大小则与年均气温直接相关．所 

有样品及发育于沉积岩、花岗岩和玄武岩 3种母岩 

的样品组合频率磁化率与年均降水量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以及不同岩性组合表层土壤样品非磁滞剩磁 

磁化率与年均气温之问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1)， 

似乎表明适于我国黄土高原等干旱 半干旱地区的 

用频率磁化率反演降水量变化，也适用于大空间尺 

度的表层土壤．同时．土壤中单畴一似单畴磁性颗粒 

含量受气温控制．当将不同岩性发育而来的表层土 

壤样品独立分析时，不同岩性组合样品有各 自不同 

的与气候环境指标相关的关联度． 

2．2 不同母质类型的土壤磁化率特征 

如前所述，发育于不同母岩之 I 的表层土壤磁 

化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低频磁化牢和非磁滞剩磁 

磁化率玄武岩组最高，沉积岩组次之，仡岗岩组最 

低．与土壤中超顺磁颗粒直接相关的频率磁化率之 

间的差异不如上述两者大，但其平均值明显从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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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母岩岩性对表层土壤磁化率的影响 

Fig．2 Impact of parent rock on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topsoil 

T最大值 

l 

l +
平均值 

l 

l 
上最小值 

表 l 各类型表层土壤磁化率与纬度及气候参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latitude and climate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type of topsoil 

*注：表示相关性显著性水平大于 95 

岩、花岗岩到沉积岩呈增大的趋势． 

各组样品的低频磁化率均与非磁滞剩磁磁化率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 1，图 3)，低频磁化率与频 

率磁化率在玄武岩组和沉积岩组表现为负相关，在 

花岗岩组表现为正相关，但这些相关关系都不明显 

(表 1，图 3)．这表明无论基岩岩性如何，在风化一成 

壤过程中单畴一假单畴磁性颗粒成为成土过程中土 

壤磁性的主要载体，超顺磁(SP)颗粒对磁性增强的 

贡献反而有限，这与以往在黄土高原地区进行的黄 

土一古土壤序列磁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邓成龙等， 

2007)不I司． 

2．3 不同母质类型的土壤环境磁学参数的纬度效 

应及其与气候参数的相关性 

表 1所列的不同基岩类型表层土壤磁学性质与 

纬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不同类型母质表层土壤 

环境磁学参数的纬度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沉积岩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与纬度呈显著负 

相关关系(表 1)，随着纬度的增加，沉积岩组表层土 

壤频率磁化率呈下降趋势(图 4a)．表 1所列相关系 

数表明沉积岩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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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类型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与非磁滞剩磁磁化率和频率磁化率之间的相关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Ztf and ZARM，；[f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op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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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类型表层土壤磁化率的纬度效应 

Fig．4 Latitude effect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opsoil 

磁化率与气候参数(降水量、气温)之间呈弱的负相 

关关系，频率磁化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气温之间的 

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中国黄土高原地区黄土一古土壤 

序列的研究结果(邓成龙等，2007)基本一致． 

根据上述相关关系，对沉积岩组表层土壤频率 

磁化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气温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方程分别为： 

)(fd( )一O．008 3P--0．124 3，R 一O．894 8； 

)(fd( )： 一 0．296 5T。+ 11．859T一 100．72， 

R 一 0．918 7． 

图 5为发育于沉积岩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值 

与相应的年降水量、年均温的对应分布及回归拟合 

曲线． 

从图 5可以看出，发育于沉积岩的表层土壤频 

率磁化率值随年降水量的增高而线性增高，并未出 

现在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在约 l 200 mm处出 

现的转折(Balsam et a1．，2011)．另一方面，发育于沉 

积岩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值与年均温之问的二次 

多项式回归拟合结果离差最小、相关系数最大．从图 

5所示的回归拟合曲线看，频率磁化率随年均温的 

增高先快速增高后逐渐平缓，最后在年均温超过约 

20℃后呈下降趋势．虽然受样本数量的限制，这种 

关系的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但这种关系 

表明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区的频率磁化率古降水 

量估算模式不一定能够广泛应用于更大空间尺度、 

跨越不同纬度和不同气候带的表层土壤研究． 

对于花岗岩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 

剩磁磁化率与纬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1)，花岗 

岩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磁化率随着 

纬度的增加而增高(图 4b)．与沉积岩组相反，花岗 

岩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与气候参数之间呈弱的负 

O O O  O O  ∞ 如 加 

一 J， ●。一 一 ＼ 。 一妥 

]，1．=1● ● 5 

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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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年均温(。C) 

图5 发育于沉积岩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与降水量、年平均气温的对应分布及回归拟合曲线 

Fig．5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and fitting curve of fd of topsoil derived from sedimentary rock and precipitation，annual 

average tem perature 

相关关系，而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磁化率都与 

年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 1)． 

详细的回归分析表明发育于花岗岩的表层土壤 

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年降水量之间呈 

显著的对数负相关关系，而与年均温之间呈显著的 

线性负相关关系．其回归方程分别如下所示： 

ARM一 一 4．954 1In(P)+ 39．077，(R 一 

0．674 9)； 

XARM一--0．429 8T+10．881，(R 一0．807 5)； 

lf一一64．5221n(P)+519．06，(R。一O．616)； 

lf一 一5．918 8T+157．63，(尺 ----0．823 1)． 

发育于花岗岩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和非磁滞 

剩磁磁化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温的对应分布及拟合 

曲线如图 6所示． 

图 6所示的发育于花岗岩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 

率和非磁滞剩磁都与降水量、年均温等气候指标之 

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暖湿的气候条件虽然 

促进了花岗岩的风化深度和强度，但它同时导致了 

土壤中磁性矿物的流失，这是因为花岗岩的风化壳 

和表层土壤中仍然含有大量难以风化的石英颗粒， 

而由于降雨强度增大导致的水土流失使细粒的颗粒 

(包括磁性颗粒)易于流失，而残留原地的土壤的颗 

粒就相对较粗．发育于花岗岩母质之上的表层土壤 

磁化率与气候参数之间的这种关系与黄土高原地区 

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研究出的结果(王丽霞等，2005) 

大不相同，再次证明了在利用土壤磁学性质进行古 

环境古气候重建时需特别注意研究对象所处区域及 

其地质背景等因素． 

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和频率磁 

化率与纬度呈弱的负相关关系，而其非磁滞剩磁磁 

化率则与纬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 1)，随着纬 

度的增加，玄武岩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呈 

下降趋势(图 4c)．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低频磁 

化率和频率磁化率与降水量、年均温之间不存在明 

显的相关关系，但其非磁滞剩磁与降水量和年均温 

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 1)．说明这种土壤中亚铁 

图6 发育于花岗岩表层土壤低频磁化率、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降水量、年均温的对应分布及拟合曲线 

Fig．6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regression equation and fitting curve of)[1f and)[ARM Of topsoil derived from granite and pre— 

cipitation，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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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矿物含量独立于气候条件，但气候条件的变化 

可直接影响土壤中单畴一假单畴细粒磁性颗粒的 

多少．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发育于玄武岩的风化一成 

壤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降水量和年均温之 

间都呈显著的对数正相关关系(图 7)，回归方程分 

别为： 

)[ARM=448．681n(P)一540．06，R 一0．502 1； 

)cARM：6．9421n(T)--8．981 2，R。一0．512 7． 

图7所示，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 

与年降水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但笔者经深 

入分析后发现在年降水量小于 900 mm时，发育于玄 

武岩的表层土壤频率磁化率与降水量之间呈显著的 

负相关关 系(图 7)．也就是说，当年 降水量小于 

900 mm时，玄武岩在风化～成壤过程中土壤中超顺 

磁颗粒含量减少．这与前人针对中国黄土一古土壤序 

列的大量研究结果(邓成龙等，2007；魏海涛等，2008) 

相悖，表明直接发育于母岩的土壤磁学机制与黄土一 

古土壤序列可能不一样．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在一 

定范围内，降水强度增大时，土壤中的超细颗粒被搬 

运离开原地，留在原地的以较粗颗粒为主． 

2．4 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环境磁学性质与风 

化程度的关系 

前人根据风化过程中元素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发现 Ba／Nb、Sr／Nb、Fe2O。／FeO等比值可以反映 

风化程度，随着风化作用的加剧，Ba／Nb和 Sr／Nb 

降低而 Fe。O。／FeO增大(黄成敏和龚子同，2002)． 

本文以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为例对磁学参 

数与反映风化程度的Fe。O。／FeO、Ba／Nb比值、Sr／ 

Nb比值(Ba／Nb、Sr／Nb、Fe O。／FeO等比值数据来 

源于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杨恬，2008))的相关 

分析发现，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与 

Ba／Nb和 Sr／Nb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一 

O．413和一O．396，显著性水平都在 95 以上)，而与 

Fe 0。／FeO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44，显著 

性水平超过 95 )．说明随着风化作用的增强，玄武 

岩风化成因土壤的非磁滞剩磁增强，表明玄武岩风 

化成因的表层土壤中磁性颗粒以单畴-N单畴等细 

颗粒为主．相反，低频磁化率和频率磁化率与风化程 

度(成土作用)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与黄 

土～古土壤序列的古土壤层磁化率普遍增强的被广 

泛认可的“成壤模式”(邓成龙等，2O07)大不相同． 

在上述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发育于玄武 

岩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 3个反映风化强 

度的比值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ARM一1．067 6Fe2O3+1．004 8，R 0—0．657 4； 

ARM一0．029(Ba／Nb)。一0．278 5(Ba／Nb) — 

2．180 2Ba／Nb+23。056，R。一0．314 1； 

)／ARM—O．078 2(Sr／Nb)。一1．140 6(Sr／Nb)。+ 

2．745 7(Sr／Nb)+11．198，R。一0．461 9． 

如上述回归方程和图 8所示，非磁滞剩磁磁化 

率与反映风化强度的 Ba／Nb、Sr／Nb及 Fe。0。／FeO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与前两者之间的多项 

式回归效果较好，而与 Fe。0。／FeO之间的线性回归 

方程离差最小、相关系数最大，拟合结果较理想．与 

此同时，与非磁滞剩磁磁化率显著正相关的低频磁 

化率与上述反映风化程度的比值指标间却不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更难以得到理想的回归拟合结果．这 

可能与风化成土过程的产物有关，遭受极度风化形 

成的表层土壤中的铁主要以 Fe(III)的形式存在．虽 

然本研究涉及的风化一成壤成因的表层土壤中磁性 

矿物组合尚待深入研究，前人的一些研究表明玄武 

图 7 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磁学性质与降水量、年均温的对应分布及回归拟合曲线 

Fig．7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and fitting curve of magnetic properties of topsoil derived from balsalt and precipitation．an 

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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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发育于玄武岩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风化强 

度指标之间的对应分布及回归拟合曲线 

Fig．8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and fitting curve of 

of topsoil derived from balsalt and weathering inten— 

sity dependent parameters 

岩的风化产物有赤铁 矿化 的趋势 (Koch et a1．， 

1995；Soubrand—Colin et a1．，2009)．由于赤铁矿类反 

铁磁性矿物对低频磁化率的贡献相当有限，但携带 

剩磁(尤其是非磁滞剩磁)的能力相当强，因此，风 

化一成壤成因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能较好 

地反映土壤风化程度(相当于成壤强度)，即玄武岩 

风化程度越高可能其风化产物的非磁滞剩磁磁化率 

也相应地增强． 

3 结论 

(1)发育于不同类型母岩的风化一成壤成因表 

层土壤磁学性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发育于不同类 

型母岩的表层土壤磁学参数与气候条件参数之间的 

关系大不一样，在大空间尺度进行磁学与气候条件 

的关系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地质背景与母岩类型 

的差异． 

(2)虽然沉积岩风化一成壤表层土壤频率磁化 

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气温之问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与 

中国黄土高原地区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但发育于花岗岩和玄武岩的表层土壤磁化 

率性质与降水量和年均温等气候参数之间的关系则 

与中国黄土高原地区黄土一古土壤序列的研究结果 

大不相同．发育于花岗岩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 

化率与年降水量和年均温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 

发育于玄武岩的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率与年降 

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被中国黄土一古土壤 

序列古土壤层磁化率普遍增强的被广泛认可的“成 

壤模式”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大空间尺度的其他气候 

区域． 

(3)一般来说 ，在风化一成壤过程中，磁性颗粒 

有变细的趋势，但降水强度增大时，一些超细颗粒较 

易被搬运离开原地，因此，单一磁学参数结果难以反 

映气候条件及环境变化． 

(4)风化一成壤成因表层土壤非磁滞剩磁磁化 

率能较好地反映风化成因土壤的风化程度．但发育 

于不同类型母岩的风化～成壤表层土壤磁学性质变 

化的机制特别是对相应土壤剖面的磁性矿物迁移转 

化尚待深人研究． 

致谢：感谢饶志国、韩江伟、周厚云，徐瑞松，苗 

莉，付淑清等在中国东部大范围的表土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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