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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海岸带所黄河三角洲地区红土层分布 

及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5-30 【字号： 小  中  大 】 

  长期以来，我国对红色土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各省(区)，对于北方地区红色土壤的研究非常薄弱。中国科

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海岸带土壤和沉积物环境风险与生态修复研究组在研究所“一三五”规划项目支持下，系统

调查了不同沉积时期黄河三角洲土壤剖面形貌特征。  

  研究组采集了包括东营、滨州、寿光、潍坊和莱州在内的42个典型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涵盖了褐土、砂浆黑

土、潮土和盐土及其亚类土壤。发现了在现代黄河三角洲沉积区1米土体内广泛分布着红色夹粘层，其厚度在5-50cm

不等。这些红土层在物质组成、矿物学特征及基本理化性质上都与上下黄土层截然不同。在颗粒组成上要远低于其

上和其下的黄土层，但与第三纪红黏土的中值粒径非常接近；在矿物组成上，风化程度高的次生黏土矿物含量要比

黄土层更高，游离态铁氧化物有一定程度的富集；碳酸钙、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CEC）等理化指标在红黏土层中

均有明显的积累现象。同时，土壤剖面中的常量与微量元素的分布与一般的潮土以及盐土剖面中由表层向下逐渐递

减的分布趋势不同，在红黏土层，这些元素的分布都出现了明显的富集现象。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部分已发表在Journal of Soil and Sediment、《地球化学》等期刊上。研究组将进一步

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红土层的物质来源、沉积与发育时间以及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并积极

拓展与国际、国内相关研究单位的合作，进一步阐明黄河三角洲红土层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河口三角洲生源要素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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