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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南、北坡花岗岩风化作用的差异及其构造、气候环境意义 

续海金(1);马昌前(2);刘凡(3);杨坤光(2) 

(1)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 武汉 430074 ,中国;(2)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4 ,中国;(3)华中农业

大学资源环境与农业化学系, 武汉 430070 ,中国 

摘要： 

对大别山南、北坡燕山期花岗岩风化壳研究表明: 南坡司空山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风化壳为剥蚀型风化壳, 在水解作

用以及酸性介质条件下脱碱、钙、硅和富铝, 主要矿物学演化是长石、黑云母风化蚀变为伊利石→(蛭石→1.4 nm
过渡矿物)→高岭石→多水高岭石. 北坡河棚黑云母正长花岗岩风化壳为稳定型风化壳, 在氧化作用以及弱酸偏中性

介质条件下无硅的淋失、富铁和非晶化作用显著, 主要矿物学演化是长石、黑云母转变为蒙脱石、多水高岭石→非

晶质. 这些结果显示, 大别山南、北坡风化作用的差异可能与气候条件和构造运动的差异有关, 即, 南坡高温多雨, 
淋溶强烈, 土壤处于酸性环境, 经历过构造抬升; 北坡高温少雨, 淋溶较弱, 土壤处于弱酸偏中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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