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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肥 天然腐植酸的形成与类型

赵客才 黄伟国

( 青海省地质局第七地质队 )

肥是农业
“

八字宪法
”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几千年以来
,

我国劳动人民早已有施用

含有腐植质的
“

黑肥
”
作为肥料和改土养地的文字记载

。

解放后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
一

大革命以来
,

我国广大农村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
,

广大群众积极地进行广辟肥源

的科学实验活动
,

对自然界广布的土壤
、

森林腐植土
、

泥炭
、

褐煤及风化煤中含有腐植

酸有机质的原料
,

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工作
。

实践证明
,

对腐植酸等有机质的

原料中
,

分别配入钾
、

磷
、

按
、

钠等各种碱液
,

合成为各种含有多种元素的腐植酸类肥

料 ( 以下简称腐肥 )
,

这种具有多功能性的腐肥
,

对改良土壤
、

刺激农作物的生长与发

育
,

具有速效
、

长效 ( 后效 ) 等作用
,

它比起夭然
“

黑肥
”
来

,

是更为理想 的 复 合 肥

料
。

生产这种肥料的泥炭
、

褐煤及风化煤等天然资源
,

在我国分布很广
,

资源蕴藏也极

为丰富
,

尤其是泥炭
,

埋藏浅
,

盖层疏松
,

十分有利于露天开采
。

随着大搞腐肥的群众
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

加强群众性的钱矿
、

报矿和地质专业 队

伍的普查评价工作
,

认真总结经验
,

我们必将在开辟肥源
、

发展腐肥与劝它的应用中获

得更大的自由
,

为支援农业作出贡献
。

本文编写时间仓促
,

,参考资料不足
,

更因我们的普查腐肥工作刚刚开始
,

水 乎 很

低
,

缺点抖至错误在所难免
,

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教
。

天然腐植酸主要存在于泥炭
、

褐煤和风化煤中
,

腐植酸是一组由植物残体经过一系

列分解而又缩合形成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
, 、

其主要成分是由碳
、

氢
、

氧
、

氮 等 元 索 组

成
。

( 一 ) 组成天然腐植酸的原始质料

根据对富含腐植酸的泥炭分析
,

泥炭的原始质料是由植物组织和少量的动物有机体

堆积而形成的
。

作为植物的组织可分低级和高级两类
,

代表低级植物的主要是隐花植物



— 藻类
、

醉类和地衣类等
。

按藻类的构造组成
,

表现为浮游生物的特征
,

主要由蛋白

质及脂肪组成
,

而纤维素是极少的
,

这类植物在适应的静水条件下能大量的堆积
,

死亡

后沉到水底与无机质的淤泥混合在一起生成为有机的腐淤乡已
。

高级植物主要是草本植物

类— 灌木 ( 粟
、 ’

罄
,

蒲
、

苹
、

差等 )
,

这些植物主要由木质纤维组织及树腊状物质组

成
,

它们在特殊的条件下经分解后可成为腐植物质
。

由于这些植物具有生长保护其内部

组织的物质— 角质
、

抱子囊
、

木栓和树腊等
,

它们生长在表皮组织中
,

有着坚固的抵

抗能力
,

因而当分解时
,

其变化较小
,

能保留它的残余物质— 各种植物的组织残体
,

作为组成泥炭的原始质料` 由此可见
,

天然腐植酸的原料泥炭之类
,

皆由不同的植物作

为原始质料而生成的
。

在
.

自然界中
,

我们可 以看到现时有些地方还正在进行堆积
,

如森

林中的腐植土
,

当具备了适当的条件— 有机质直接参与生物化学作用的情况下
,

经过

一定的时期之后
,

就可以逐渐形成富含腐植酸的泥炭
,

同时生成沼气及硫化氢
。

( 二 ) 天然腐植酸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对天然腐植酸原料的堆积和保存有密切关系
。

其基本要素是气候
、

地

形与构成它的地层
、

水文和生物界
.

气候在组成空气的气体中
,

参与物质循环的最主要

的过程
.

氧化作用的条件又关系到有机物质在土壤中能否保存下来
,

一般情况下
,

如含

有大量的氧气
、

则对保存有机质是不利的
。

相反
,

当氧气不能畅通
,

其分解作用便相应

地减弱
,

而形成腐植土— 含植物残体的土壤
。

同时
,

气候条件对水量程度也有密切的

影响
,

并决定着温度
。

植恤对气候的性质与变化是有极为敏感的反应
,

凡温 湿 的 气 候

型
,

水量充沛
,

无疑对形成茂盛的植丛是有利的
.

地形条件
,

主要为宽广的河谷阶地
、

江河振头
、

`

山前与山间洼地及诏泽化的草原地

带
。

作为有机物质的存在
,

必须使这些地带具有一段相对稳定的地质条件
,

土层中充水

性良好
,

适于植物群落生长蕃盛
,

并有利于形成泥炭沼泽
.

如我国内蒙古自治区
,

早在

一九五七年便在西部发现大量的泥炭资源
,

大多埋深在一米以下
,

形成大面积的泥炭矿

床
,

储量极为巨大
。

它是在地下水洪水的低地平坦沼泽条件下
,

由于水文气候条件的变

化
,

使植物的特性
、

组织分解不只一次地遭到改变
,

同时也有地下水面的升降变动
,

促

使各种植物的交替与堆积环境的改变
,

而且其中的木本植物— 小灌木植丛是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

另如美国的弗吉尼亚及北卡罗莱纳州
,

在
“

无用沼地
”
中的 T a

xD id u m
,

N y s s a
等湖沼植物

,

是属于新生代第四纪植物期的高等显花的被子植物
、

乔木等
,

其中

有的直接生长在湖沼中
,

它是近代一种造泥炭植物的例 子
。

所以天然腐植酸原料的最初原始质率平是梢物
。

生成泥炭 的主要条件是气候与地形
.

( 三 ) 地质概况

泥炭
、

褐煤
、

风化煤是富含天然腐植酸的主要原粉
。



妮炭
:

也叫草炭
、

泥煤或地煤等
,

也包括了黑土 奋和森林腐植土 . 气 原生泥炭呈

棕褐
、

揭色
,

次生者呈黑褐色
。

结构疏松而粗糙
,

呈海绵状结构
,

比重 约 0
.

6
,

略带弹

性
,

是一种未经石化
,

属于成煤过程中炭化作用最原始阶段的物质
.

在物质组分中含有

未被完全分解的植物残体 ( 形态清楚或基本可辩
,

凡分解程度高的就不易辩认 )
,

腐植

质
、

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
,

含水量一般可达 70 %左右
,

有机灰分 ( 内在灰分 ) 高
,

总

体呈现酸性反应
,

有的泥炭经干燥后略具燃性
。

泥炭生成于第四纪
,

地质条件简单
。

组成泥炭地层的物质是陆源碎屑的泥砂质沉积

物
,

这套松散物质层主要受到的是剥蚀
、

侵蚀与堆积等地质作用
。

经地面风化与成岩过
J

程中内力和外力的因素
,

在成壤作用和沼泽作用下形成土壤与泥炭层
。

泥炭层的表层是

草根层
,

掺杂淤泥
、

砂
、

砾 ; 中层为黄褐
、

黑棕色
,

半腐植化的有机体与泥炭多 下层为

砂泥
、

砂砾层
,

座于基岩之上
.

泥炭的成因类型
:

根据地形形态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

1
、

河流冲积型

分布于沿河流的 l 至 I 级阶地上
,

泥炭层的走向与河流相一致
,

层位稳定
,

长度几

百米至千米 以上
,

厚度儿十厘米至一米
,

宽度常受阶地影 响
,

宽窄不一
。

成因上结构较为复杂的巨厚冲积层所组成的河谷阶地
,

除了一般的河床
、

河漫滩和

牛轨湖以外
,

还有次生河漫滩水洼的沉积物
。

次生河漫滩水洼多半出现在远离河床
、

排

水不良
、

潜水接近地表的河漫滩地段
。

在这条件下
,

广大面积内发生沼泽化
,

在河漫滩

地形的低洼处
,

则形成静止的浅水区
,

构成为大小不等的湖泊
.

这种沉积物 从 外 表 观

察
,

往往同牛辘湖沉积物有些类似
,

一般覆盖在河床和河漫滩的冲积物之上
,

造成处于

埋藏状态的带形泥炭层
。

2
、

山间注地型

分布在山区的低洼地形中
,

多位于河流上游的河谷地带
,

这类泥炭具有多层结构
,

但稳定性差
,

质量变化也大
,

有的含泥砂较多
。

3
、

山前洼地型

分布于山区的前沿注地中
,

泥炭层呈韵律层交替产出
,

分布面 积大
,

质量不稳定
.

覆盖层地表为植丛或浮土
,

向下岩性有砂
、

砂砾层
。

泥炭层 的上下常为粘土层
,

粘土中

夹有细砂和砂砾层
,

向下为较老 的下伏岩层
.

泥炭层的埋藏深度
,

各地相差不一 西北

地区一般较浅
,

为 0
.

5~ 4米 ; 中南地区也有个别埋深 20 米的
。

4
、

山麓堆积型

这类型具有坡地堆积的特征
,

沉积物是粗
、

细成层碎屑物质在垂直方向 呈 韵 律 式

的
、

带状的交替产出
。

这类沉积层的倾向与坡面相一致
,

沉积物粒度向坡麓有规律的变

谕
.

泥炭常赋存于山麓前沿的冲积扇群中
,

因而 泥炭的形状较复杂
,

呈透镜状
、

带状产

出
,

质量不稳定
,

有时灰分很高
,

厚度一米至数米不等
,

产状与坡积物相一致
。

. 黑土是古土坡 中分布最广 的一类
,

可 出现在第 四纪早
、

中期 和全新世 的坡积层 中
,

古 黑土 中腐 植层 的结构为

隐位状 和隐块状
。

二森林腐植土分布在近代 的森林草原 甲
,

也产于第 四 纪早期 的坡积黄土层 中及晚新 世坡积层 的下部
。

石4

、 ,



泥炭地层
,

本身中的地质构造是不甚明显的
,

并不多见确
,

构造性的破坏
,

因为泥炭

地层是在基岩地质体之上的一个新的沉积阶段
。

不论何种类型 的泥炭地层
,

其地层的琉

松性及含水量较大是一特征
,

因而受大气降水造成强烈的冲刷以及河流的侵蚀作用等
,

都能形成泥炭的露头
,

从而为寻找泥炭矿床提供了直接的找矿标志
.

福燃
:

是成煤过程中炭化作用初期阶段的物质
。

由泥炭过渡成为褐煤时
,

其中还存

在 ( 为苛性碱 ) 游离的腐植酸和植物残体
,

但其物理性质 己有了变化
。

褐煤可分为土状

褐煤和光泽褐煤
,

呈褐色或棕褐色的块状
,

平均比重为 0
。

8~ 1
.

2 5
,

质地 比泥炭致密
,

具有明显的木质结构
,

易碎
、

易燃
。

褐煤产于中生代侏罗纪及新生代第三纪地层中
。

多产于河谷阶地和山间盆地中
,

层

状和似层状产出
,

煤层规模大
,

长几千米至万余米
,

宽几百米至几千米
,

呈 多 层 状 出

现
,

结构与地质构造影响较为复杂
。

褐煤大多埋藏于地表面以下
,

找矿中除从大地构造位置
、

地层分析研究外
,

采用地

球物理找矿方法是有效的手段
。

风化然
:

出露于地表与埋深不大的煤层
,

常受到各种风化因素的影响
。

其中物理风

化 ( 温度的变化 ) 作用使煤失去了原来的光泽
、

密度
、

韧性和硬度
。

化学风化 ( 空气中

的氧 ) 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使煤发生氧化
,

氧化探度可达百米左右
,

使煤失掉炭和氢
,

并

使腐泥化合物分解成为腐植酸
:

这种风化煤呈现暗褐色
。

煤的风化作用是找煤的重要标

志
,

因为出露到地表的煤层
,

不经风化或变化不大的煤是极少见的
,

而绝大多数情况下
,

户都 已变成为灰分富集的煤线
,

并使周围土壤变色
,

也改变了煤层露头附近的植物特征
。

此外
,

有时还可找到煤华和煤块的碎屑
.

以及含煤地层的石灰化和由于煤层自燃后形成

的顶板岩石的焦滓现象等
,

这些都被视为寻找风化煤的主要标志
。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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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运用地质力学

第三讲 结构面序次及其力学性质的转化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地质力学一组

一
、

构造序次的基本概念

在第二讲里
,

我们介绍了构造形迹的力 学分类
、

各种结构面力学性质的鉴定及其组

合关系
,

这是认识地质构造现象的基础工作
,

对于构造形迹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发生发

展的规律
,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