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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地球化学调查中的几个问题

范允慧，王艳青
(浙江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浙江杭州310005)

摘要：根据农业专家的建议，厘定微量元素营养水平的分级，将水系沉积物元素含量转化成土壤元素含量，并厘定

了微鼍元素营养水平标准。以金巨盆地几个县城的营养状况作对比分析，结果显示，除Mo对比率较差外，其他元

素对比率都在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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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内已完成了陆

域面积的水系沉积物测量，编绘了相应39种元素

(氧化物)地球化学图册与说明书。20世纪90年代

中期，完成了平原与盆地区土壤地球化学调查，也编

制了相应的说明书与地球化学图。20世纪90年代

后期，在开展全省农业生态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时，遇

到了一些难点：一是如何将有效态含量转化成全量，

二是如何将不同介质的含量转化成统一的营养水平

标准。我们经过4—5年工作实践，摸索出一些技术

处理方法，供有关部门参考。

1 重要成果

1．1土壤中有效态含量转换成全量

农业专家根据有效态、有效度的大小，已有一套

划分土壤微量元素营养水平的标准，而地矿系统测

试的元素全量又如何转化成有效态含量呢?作者根

据有关文献‘1’查到，有效态除以有效度就能获取元

素的全量，于是可以将2种不同性质介质的元素含

量关系融合在一起(表1¨。。)。

1．2水系沉积物微量元素营养水平标准

全省水系沉积物各元素背景含量已在区化总

结H1时获取39种元素(氧化物)的分析资料；全省

土壤元素背景含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环境系

统也已发表-51(但统计量太少)。我们利用这两套

不同介质的数据，可将水系沉积物元素含量转换成

相对应的土壤元素含量。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求转换系权值(日)，口=水系沉积物元素背

景含量／土壤元素背景含量，结果见表2。

(2)将土壤元素全量营养水平分级标准值转换

成水系沉积物微量元素营养水平分级标准，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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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土壤微量元素营养水平分级标准

K有效态 <40 40—80 80一150 150一200 >200

苎!!全量 !：!!旦：!!二!：!!：!：!：旦 !二兰 三!

-有效态 <8 8～15 15～20 20一30 >30

1全量<350 350一700 700—900 900—1300>1300

注：根据公式计算出全量后，作者再根据地球化学图的态势略作

修正；含量单位为”(K20)／％，”(其余指标)／10一，表2同。

表2转换系权值

表3水系沉积物微量元素营养水平标准值

营养水平极缺 缺乏 正常 丰富 极丰富

注：(1)为自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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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效果对比

选择已做过2种采样介质的金巨盆地进行对比，

研究其转换后的效果。

前述山区水系沉积物营养水平标准是根据土壤

标准转换而来的，这种转化成果正确与否，必须进行

检验。以金巨盆地8个县市营养状况作概略统计，由

表4统计数据表明：土壤与水系沉积物营养水平的

Mn、B对比率最佳，过100％；zn、Cu、P、K20对比率，

达75％一87．5％；Mo对比率最差，也达62．5％。因

此从对比结果表明，这样转换方法尚属可行。

表4土壤与水系沉积营养水平对比

Z“ Cu Mo P K Mn B
地区

土壤水系合格率 土壤水系合格率 土壤水系合格率 土壤水系合率 土壤水系合格率 土壤水系合格率 土壤水系合格率

东阳 中 中 合 中缺 中 台 中 中 合 缺 缺 合 中 中 合 缺 缺 合 极缺极缺 合

永康 中缺中缺 合 中 缺 不合 丰 中 不合 中缺 缺 合 中缺中丰 合 缺 缺 合 缺 极缺 合

义乌 中缺 中 合 中缺 中 合 丰 中丰 合 缺 缺 合 中 中 合 缺 缺 合 缺中极缺合

菱三千 中 缺 不合 中缺 缺 合 极缺 中 不合 缺 缺 合 中 缺 不合 中缺 缺 合 缺 缺 合

龙游 中缺中缺 合 缺 缺 合 平 中 不合 中 缺 不合 中 中 合 极缺中缺 合 缺 极缺 合

巨州 中丰中缺 合 中丰中丰 合 中丰中丰 合 缺 缺 合 中 丰 不合 缺 缺 合 缺 缺 合

江山 中 中 合 中缺 中 合 中 中丰 合 中丰 缺 不合 中缺 中 合 缺 缺 合 缺中极缺合

常【JJ 中 中 合 中 中 合 丰 丰 合 中 中缺 合 中 中 合 缺 缺 合 缺中极缺合

合格率 87．5％ 87．5％ 62．5％ 75％ 75％ 100％ 100％

2结论

不同性质的分析数据可利用公式进行转换。不

同介质的分析数据也应根据转换系数进行转换，这样

才能绘制全省统一标准的地球化学系列条件。

经过多年工作，我们认为还应根据不同的地球化

学分区或地质分区，分别进行含量转换，其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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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nd：AccordiIlg to suggestions made by a鲥cultural expens，the叫tho陪d胡ned the nut—tional grad鹤0f tmce eleⅡ他nts，converted

山e elefnent c叩tems of stre枷sediments imo soil elernent contents．蚰d defined the nut而tional level st明dard of trace elements． A com．

p啪tive study w∞madeconceming the nutritional conditions of eig|lt cities in Jinhua一(岫hou B舾in，卸d the陀sults show th砒，except fbr

Mo which h鹪relatively low contmst ratio，the contrast rati∞of other six elements are aU Iligher t11an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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