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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沉积物的岩石磁学特征与土壤化作用的关系* 

郭斌(1);朱日祥(1);白立新(2);F. Florindo(3)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2)北京市地震局, 北京 100029 ,中国;(3)国家地球物

理研究所, 罗马, 意大利 ,中国 

摘要： 

对黄土高原由北向南分布的靖边、宜川和段家坡3个采样点上, 黄土-古土壤序列黄土层L8和古土壤层S8详细的岩石

磁学实验表明: 1) 从北到南, 高场磁化率逐渐增高, 反映了粘土矿物含量增加, 土壤化作用加强的趋势; 2) 3个采样

点黄土层的低场磁化率基本相同, 而古土壤层S8的低场磁化率则表现为宜川高于靖边, 而段家坡剖面磁化率低于宜

川剖面磁化率的特征, 表明低场磁化率值的大小与土壤化作用、古降雨量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3) 随着磁化率的

升高, 超顺磁性颗粒的含量明显增加, 但磁性矿物含量的增加对磁化率增强的影响可能大于磁性矿物粒度变化的影

响; 4) 3个剖面黄土层L8的磁化率-温度曲线形状基本相同, 磁赤铁矿相对含量与土壤化作用成正相关. 对古土壤层

S8而言, 段家坡剖面的温度磁化率曲线稍微不同于其他两个采样点, 可能是由于磁性矿物粒度的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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