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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风化过程的硼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赵志琦(1);刘丛强(1);肖应凯(2);郎赟超(1)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02 ,中国;(2)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

所 ,西宁 810008 ,中国 

摘要： 

采用低硼高杂质离子样品硼同位素分析方法测定了黄土、古土壤样品中酸溶相硼含量及硼同位素组成. 洛川黄土

S0~S2剖面酸溶相硼含量变化范围为(0.8 ~ 2.7)×10-6 , 其δ11B值在-1.8 ~ +18.6‰之间变化, 多集中在0 ~ 
+10‰之间. 古土壤层的硼含量及δ11B高于黄土层, 尤以S1表现最显著. 引起剖面上酸溶相硼含量及δ11B值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化学风化作用和粘土吸附作用强度的变化. 气候条件变化所引起的风化作用强度的变化可能是酸溶相

硼含量及δ11B值发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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