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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贵州普定陈旗堡典型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特性，从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角度，借助土壤学对土壤

水分特性的研究理论，对表层土壤２０ｃｍ以下土层的土体物理化学性质与土体水分含量，即土体的持水量（ｗａｔ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土体颗粒成分、孔隙比、矿物成分含量等对土体水分含量均有

影响。土体中粉粒含量较高而粘粒含量较少，且粒度分配不均匀时，土体水分含量相对较高；孔隙率高的土体水分

含量较高；伊蒙混层矿物、伊利石和绿泥石等粘土矿物含量较高时，土体水分含量相对较高，而长石、碳酸盐等原生

矿物含量较高时，土体水分含量相对较小。石英对于土体持水量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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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是土壤的物质组成的重要成分，也是

植物依赖土壤生存的重要营养之一。土壤水的数量

和运动变化，不仅影响土壤的形成、气热状况，还影

响土壤内部许多物质的转化过程。因此，作为土壤

结构的物质成分，水分影响着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在

工程意义上还影响着土的力学性质，研究土壤水分

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研

究土壤水分特性，如土壤类型、土的粒度、土壤有机

质含量、碳酸钙含量和土壤盐分，以及含量水与温度

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除良富等，１９９４；冯永军等，

１９９６；艾海舰，２００２），应用于各种水土保持、农业技

术以及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改造方面。这是土壤学学

者对土壤水分的定义与研究。

山地型、尤其是喀斯特地区分布的土壤，由于碳

酸盐岩基质的特殊性和岩石的裸露，石漠化现象不

断的加剧，致使土壤分布稀少、浅薄，土壤水分与养

分的供应与保存能力差，造成岩溶地区生态脆弱（王

德炉，喻理飞，２００５；李阳兵等，２００２；曾晓燕等，

２００６）。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对喀斯特地区土壤水

分与养分的研究，分析和评价水土流失与生态脆弱

性。对于贵州喀斯特地区也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

究，表明碳酸盐的广泛分布、地质构造的频繁活动、

山区起伏的地貌与亚热带、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条件

等因素，致使土壤分布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破坏生

态环境（张清海等，２００６；彭琴等，２００６；高华端，李

锐，２００６）。然而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土壤表面生物

与环境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和疏松土的水分

研究（熊顺贵，２００１），是针对表层土壤植物生长与生

态环境的之间的关系，即表层土壤２０ｃｍ左右，草本

植物根系从此中获得土壤营养成分，是土壤学家所

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表层土壤对于根系发

达的乔本植物或根系发育较深某些草本植物生长却

无法提供充足的水分和营养，尤其是在表层土壤破

坏严重的喀斯特地区，研究表层土壤２０ｃｍ以下的

土体营养成分（水分与养分），评价喀斯特地区水土

流失与生态脆弱性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笔者等

从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角度，借助土壤学对土壤水

分特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表层土壤２０ｃｍ以下

土层土体的物理化学性质与土体水分含量（即土体

的持水量，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ｃｉｔｙ）相关性进行了研

究。主要是分析了贵州普定陈旗堡的土体的物理性

质（如粒度成分、孔隙度）和化学性质（如矿物成分

等）对土体水分含量的影响。

贵州普定陈旗堡区域地貌为典型的岩溶峰丛地

貌，其分布面积约达３３０万平方米，占普定地区全面

积的３．０２％。该地区山区地形起伏大，山坡陡峻，



土层稀少、浅薄。该区属中国亚热带、热带季风湿润

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年气温变化小，常年平均气

温在１５℃左右，月平均气温最低一般在３～６℃，最

高在２２～２５℃。降雨丰沛，受季风影响，降水多集

中于夏季，多年平均降水量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ｍｍ，省内大

部分地区年最大蒸发量都小于全年降水量。降水期

较长，年雨日可达１７０～１２０天，多的年份达２００天

以上，暴雨日可达４～７天。暴雨量占年雨量３０％

～４０％，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碳酸盐岩化学溶蚀作用

强烈，形成丰富的岩溶地貌形态及洞穴系统，加速了

地表水的向下渗漏。地表土层含水量较少，土质疏

松，一旦遭受高强度暴雨的冲刷，表层土壤水分极易

流失，表层土壤以下的土体也会受到影响。

图１陈旗堡周围地形及采样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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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样点；２—建筑物；３—泉

１—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３—ｓｐｒｉｎｇ

１　样品采集

１．１　样地选择

普定陈旗堡地区山区地形起伏大，山坡陡峻，碳

酸盐岩分布广泛，且岩石裸露率高，土层稀少、浅薄。

覆盖土层的坡体生长有灌木和草本植物；洼地有种

植农作物。由于山坡中土壤以及土壤中的水分更容

易流失，从保持水土流失方面考虑，更多样地选择于

山坡，且为未经人类活动，未曾在十几年内开挖过土

层。由于乔本植物和根系发育较深的草本植物与表

层土壤２０ｃｍ以下的土层有很大的联系，因此，样品

土着重于采集除去草皮土层以外的土层中。本次土

体水分试验共选择了１２处样地点，共采集１９个样

品。除样品０１点和０２点采自陈旗堡区域内的农耕

田地外，其余样地都处于不同坡体的半山坡、坡角，

采集样地点如图１所示。

１．２　采样地土层

采样地土层分布基本为三种情况，即分为三层、

二层和一层（除去草皮）。土层具体情况见土层纵向

垂直剖面图２。其中采样地０５点开挖深度最深，可

达１５０ｃｍ，未见底，土层为粘土，含有碎石，根系发

育，深度达１２０ｃｍ。其余采样地开挖深度都较浅，约

小于６０ｃｍ，土层土壤均为粘土。其中样地０２点、０６

点、０７点和１２点土层中含有碎石，根系都欠发育，

根系发育不深。样地０３点和０４点根系较发育，根

深可达５０ｃｍ左右。

据工程岩土学中土的分类基础，文章对采集的

土样进行一般性分类。考虑到自然地理、地质环境、

地质营力和地质作用等因素，样地土均属全新世河

流相沉积土（贵州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７）；按土的形成

条件和内部连结为特殊的碳酸盐土；根据室内颗粒

分析试验和液塑性试验结果分类，０１１、０１２、０５１、

０５２、０８１、０８２、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２２为低液

塑性粘性土，０２１、０３１、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３、０６１、０６２

和０７１土样属于高液塑性粘性土。土壤学对土壤

的分类是将自然界的各种土壤按照其基本性质、形

成条件、形成过程等相似性与差异性加以区分和归

纳，组织成一定的分类系统，与工程岩土学分类法有

所不同，对于研究区采集的土样土壤学分类可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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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采样地土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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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灰土（碳酸盐土）。

１．３　取样方法

经过样品的试验最终得到土体水分含量，因此，

获取样品的方式显得特别的重要。在野外采取了环

刀法取土体水分样品原状样。取样的主要过程分为

三部分。首先选择样地，除去草皮和梗土，面积约

１ｍ２；然后把土层铲平，用取土刀把环刀慢慢地保持

水平压入土中，挖起连环刀一起的土体块；最后将挖

出的环刀土用土工试验室取土的方法修好土样，放

入环刀盒装入保鲜袋中。特别注意在修土样的过程

中不能对环刀表面土施加压力使其光滑，并且要求

土样表面平整。为了减少误差，达到水分的均衡性，

每个土层取两个原状环刀土样。

２　试验测定

２．１基本物化性质测定

土体水分的物理性质主要由土的固相、液相和

气相三相组成的比例和相互作用决定的。本文采用

土工试验规程的基本方法，用烘干法测定含水量、比

重瓶法测定比重、甲种密度计法测定并计算小于

０．０７４ｍｍ的土颗粒百分含量、环刀法测定土的天然

容重等，并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了土的干密度、孔隙

比、孔隙度和饱和度等。采用日本理学 ＤｍａｘⅢａ

型ＸＲＤ射线衍射仪，对土进行矿物分析，得到土样

的矿物成分与矿物含量。

２．２　水分特性试验

一般土壤水分含量的测定采用压力膜法或者吸

力法（中国土壤学会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１９８３），得

表１土的物理特性试验结果数据表

犜犪犫犾犲１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狅犻犾

土样

编号

干密度

（ｇ／ｃｍ３）

天然容重

（Ｎ／ｃｍ３）

密度

（ｇ／ｃｍ３）
孔隙比

含水量

（％）

饱和度

（％）

０１１ １．４３ １８．０８ ２．７１ ０．８６ ２６．６０ ８３．９

０１２ １．４７ １８．５２ ２．７１ ０．８１ ２６．０８ ８７．５

０２１ １．２８ １７．１９ ２．７３ １．０９ ３４．１２ ８５．７

０３１ １．０７ １５．３４ ２．７５ １．５１ ４３．１０ ７８．３

０３２ １．２０ １５．６２ ２．７５ １．３９ ３８．３４ ７６．０

０４２ １．２２ １６．９５ ２．７５ １．２２ ３９．３７ ８９．０

０５１ １．０８ １７．５２ ２．７２ １．４９ ２９．１６ ８７．７

０５２ １．３６ １６．５２ ２．７３ ０．９７ ３０．６６ ８２．２

０５３ １．２６ １７．１４ ２．７２ １．１２ ３２．９５ ７５．０

０６１ １．２９ １５．３４ ２．７４ １．０７ ３６．５７ ８３．９

０６２ １．１２ １７．８５ ２．７５ １．３９ ３８．９６ ７２．１

０７１ １．２８ １５．９６ ２．７５ １．１０ ４７．５５ ９７．６

０８１ １．２５ １５．９８ ２．７３ １．１５ ２８．２８ ６７．３

０８２ １．３１ １７．２２ ２．７４ １．０５ ３１．６８ ８２．４

０９１ １．２５ １６．９１ ２．７４ １．１４ ３４．８ ８３．６

１０１ １．３４ １６．７１ ２．６０ ０．９０ ２４．７６ ７１．３

１１１ １．３３ １６．３１ ２．６９ ０．９８ ２２．７９ ６２．３

１２１ １．３１ １６．８０ ２．６４ ０．９８ ２８．５３ ７６．９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６．４１ ２．７４ １．１６ ３２．０４ ７５．６

到土壤水分吸力曲线，对土壤水分吸力与含水量之

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的试验方法采用环刀法

（程云生等译，１９６５）来求得土体水分含量。其原理

是：样品通过浸水饱和１２ｈ以后，在压力的作用下排

除水分；然后烘干（在１０５±２℃的烘箱烘干）求得含

水量。在此烘干温度下，自由水和吸湿水完全排除，

土中的有机质并不能分解，所得的含水量就是土体

的水分含量。为了降低试验误差，进行平行三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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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求得其平均值。

３ 试验结果分析

土体水分含量的大小主要受土体质地、有机质

含量、结构、密实等的影响。而分析研究水分含量的

影响因素首先要了解土中的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相

组成。通过试验得到样品的基本物理性质指标数据

如表１。土样颗粒粒径累积百分含量数据如表２。

本文主要从土体质地方面对土体水分特性进行了分

析。土体质地是指土中的固体，也就是土的粒度成

分。而土体质地的基本骨架为土中所含的矿物成

分。

表２土颗粒粒径累积百分含量数据表

犜犪犫犾犲２犜犺犲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犲犱狆犲狉犮犲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狊狅犻犾狊犻狕犲

样品编号
小于某粒径犱（ｍｍ）的累计百分含量（％）

２ １ ０．５ ０．２５ ０．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土体水分

含量（％）

０１１ ９９．８１ ９９．７０ ９９．５２ ９９．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６．３１ ９２．９５ ８４．０１ ４９．１７ ２３．４３ ３．７２ ２９．４９

０１２ ９９．５２ ９９．２５ ９８．７７ ９８．１６ ９７．５５ ９５．１５ ８８．９５ ８８．１３ ４３．４３ ２１．１８ ９．４９ ２６．７０

０２１ １００．０ ９９．８７ ９９．４４ ９９．１７ ９８．９４ ９０．３１ ８６．６８ ７７．６９ ４６．８９ １８．１５ １６．５８ ３０．８２

０３１ ９９．９０ ９９．７０ ９９．３３ ９９．００ ９８．６０ ９２．１７ ８７．２７ ７５．８９ ３９．９４ １９．０３ ７．０３ ３９．４９

０３２ ９９．８０ ９９．７０ ９９．５３ ９９．３７ ９９．１３ ９６．２２ ９３．５３ ８６．５４ ５８．１６ ３４．６８ １４．０５ ３６．６６

０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７．３７ ９５．１３ ８９．０９ ６３．８９ ４２．９８ ２４．７８ ４０．４４

０５１ ９７．５１ ９７．１８ ９６．５３ ９５．９９ ９５．５２ ９３．７２ ９１．２０ ８３．９９ ４９．３８ １５．６２ ５．１８ ２３．７４

０５２ ９９．６０ ９９．５２ ９９．２５ ９８．９１ ９８．６８ ９６．６９ ９３．７９ ８５．７６ ５１．３８ ２２．５１ １４．１９ ２９．２２

０５３ １００．０ ９９．９４ ９９．８２ ９９．５７ ９９．２７ ９５．４６ ９３．１２ ８６．９７ ５４．３１ １５．４３ ４．００ ２８．７７

０６１ ９９．９０ ９９．８７ ９９．７７ ９９．６４ ９９．３９ ９６．７８ ９５．１３ ９０．８０ ６８．７５ ４３．７０ １５．６７ ３５．８２

０６２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５ ９９．９４ ９９．８９ ９９．８２ ９９．５３ ９８．２３ ９４．０９ ７３．１５ ５３．１４ ３３．９７ ３２．１０

０７１ ９９．９７ ９９．８９ ９９．７１ ９９．５７ ９９．４６ ９６．７ ９０．９２ ７６．００ ２９．１５ １０．８５ １０．７５ ３３．５０

０８１ ９９．７３ ９９．４０ ９９．０３ ９８．８３ ９８．５０ ９８．４７ ９６．１９ ９３．１７ ７８．１２ ４４．０４ ３１．０４ ２９．４９

０８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９．７０ ９９．６０ ９９．３７ ９９．３３ ８９．４９ ８５．０８ ６１．２４ ３９．７１ ９．９３ ３４．９３

０９１ １００．０ ９９．９９ ９９．９６ ９９．９２ ９９．８７ ９９．８７ ９０．５１ ８６．１２ ６２．８９ ４１．３６ ３０．７２ ３６．１２

１０１ ９９．８１ ９９．７６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０ ９９．４５ ９９．４２ ９１．６１ ８８．２４ ６２．４３ １０．３０ － ３５．４５

１１１ ９９．１８ ９８．８８ ９８．３６ ９７．８１ ９７．４１ ９７．３７ ８７．３４ ７８．３５ ５０．１６ １５．４６ － ２４．００

１２１ ９９．１８ ９９．８８ ９８．３６ ９７．８１ ９７．４１ ９７．３７ ９０．３８ ８０．５２ ３５．４６ １５．２３ － ３３．７６

１２２ ９９．８９ ９９．７９ ９９．６３ ９９．４９ ９９．３７ ９９．３６ ９０．２８ ８１．４１ ４３．０８ ２７．４２ － ３５．７９

３．１　粒度成分对土体水分的影响

表２中样品＜０．０７４ｍｍ的粒径累积含量都大

于 ９０％；＜０．００５ｍｍ 粒 径 累 积 含 量 平 均 约

５３．７４％，其中０４１、０６１、０６２、０８１、０８２、０９１和

１０１的粘粒含量比较高，分别为６８．９％、６９．７５％、

７３．１５％、７８．１２％、６１．２４％、６２．８９％和６２．４３％等，

均高于５０％，而对应的土体水分含量分别４０．４４％、

３５．８２％、３２．１０％、２９．４９％、３４．９３％、３６．１２％ 和

３５．４５％；而０３１、０７１和１２１样品的粘粒粒径累积

百分含量分别为３９．９４％、２９．１５％和３５．４６％，相对

应土 体 水 分 含 量 分 别 为 ３９．４９％、３３．５０％ 和

３３．７６％。可见，粘粒含量较多的土体水分含量并没

有比粘粒含量较少的土样强。根据基础土壤学（熊

顺贵，２００１），如果粘粒含量相对较高，粗颗粒间的孔

隙被细小颗粒充填，致使孔径过细过小，使得毛细水

作用减弱，土壤浸饱作用中毛管水上升减弱，相对应

毛管水含量相对减少。因此，土颗粒粒径含量的分

布影响土体水分含量的大小，这主要与土中粗细颗

粒的排列结构有关。

土中粗细颗粒分布均匀且结构紧密，土粒间的

孔隙较小，对于土体水分不利。另外，土中粗细颗粒

分布不均匀，土粒间的孔隙较多，这增强了土颗粒表

面吸附的作用，而同时，如果当孔隙过大连通性较

好，孔隙间的水易流失，对于土体水分也有不利现

象。因此，土体水分不仅要受到颗粒粒径大小的分

布情况影响，而且与它们间的结构也有密切的关系。

从粒径累积百分含量曲线图（图３ａ）看出，０１２

的土样在０．０５～０．０２５ｍｍ百分含量处于水平段范

围，缺少这个范围内的中间粒组，０．０２５～０．００５ｍｍ

间的曲线斜率较陡，表明在这一范围的粒组含量较

多，约３５％，而小于０．００５ｍｍ后曲线平缓，则颗粒

分配比较均匀，大颗粒间的孔隙易被充填，所以其水

分含量较小。０５１土样粒径＞０．００５ｍｍ的粒径累

积曲斜率较陡于 ０４２、０５２，０５３ 和 ０６１，而 ＜

０．００５ｍｍ时，粒径累积曲线平缓，其水分含量比其

它三个样品要小（图３ｂ）。０７１样品＞０．００５ｍ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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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粒径累积百分含量曲线

Ｆｉｇ．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ｉｌｓｉｚｅ

粒径曲线斜率都高于０６２，０８１，０８２，０９１，但从

０．０５～０．００２ｍｍ 曲线近似直线，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ｍｍ时，曲线处于近水平段的范围，则这部分

粒径有缺少，对孔隙的堵塞较小，其水分含量较高，

饱和水量相对也较高（图３ｃ）。１１１土粒粒径在大

于０．０１ｍｍ前，其平均曲线斜率均缓于１０１、１２１

和１２２，此水分含量较低（图３ｄ）。可见，当粉粒（粒

径在０．０７４～０．００５ｍｍ）含量较高，粘粒级（粒径＜

０．００５ｍｍ）含量比较少，且粒级分配不均匀时，土体

水分含量较高。

３．２　孔隙度对土体水分含量的影响

土的粒径组成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土的孔隙分

布，因此，孔隙多少也影响土体水分含量。

土的孔隙性在工程上常用孔隙比来表示。由表

１可以看出，土样０３１的孔隙比最大，约为１．５１，

０１２的孔隙比最小，约为０．８１。而０４２的水分含

量最大，约为４０．４４％，０５１土样的水分含量最小，

为２３．７４％，其它土样的水分含量在３０％左右。从

整体的数据分析来看，土体水分含量随着土的孔隙

比的增大而增大，且孔隙度０．９～１．２之间的土体水

分含量基本在２８％～３０％之间（图４）。

４．３ 矿物成分对土体水分特性的影响

土的基本骨架为矿物成分，矿物成分包括原生

矿物和次生矿物。因此有必要研究土中矿物成分对

土体水分含量的影响。

通过Ｘ射线衍射仪测得部分土样的矿物成分，

并进行半定量的分析，试验测定结果见表３。试验

结果表明，土样中原生矿物主要是石英、正长石、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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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土体水分含量与土体孔隙比的关系

Ｆｉｇ．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ｖｏｉｄ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ｏｉｌ

长石和少量白云石、方解石等。次生矿物主要为粘

土矿物，有伊利石、伊蒙矿物和少量绿泥石。其中原

生矿物中以石英和长石为主，而碳酸盐类矿物含量

较低；次生矿物以伊－蒙矿物为主，有少量的绿泥

石。

表３土体中矿物成分测试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犿犻狀犲狉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狊狅犻犾

样品编号
原生矿物成分（％） 次生矿物成分（％）

石英 正长石 钠长石 白云石 方解石 总含量 伊利石 伊－蒙矿物 绿泥石 总含量

０２２ ９．７ ４．１ ４．６ ０．３ ０．８ １９．５ ６．１ ７３．３ １．１ ８０．５

０５３ ９．５ ４．３ ３．８ ０．４ １．０ １９．０ ７．５ ７１．９ １．６ ８１．０

０１１ １０．８ １．６ １．６ ０．１ ０．４ １４．５ ２．５ ８１．９ １．０ ８５．４

０２１ １０．１ ３．９ ４．４ ０．１ １．３ １９．８ ２．８ ７６．５ ０．８ ８０．１

３１ ９．１ ４．９ ５．５ ０．６ １．０ ２１．１ ８．３ ６９．０ １．５ ７８．８

３２ ９．６ ５．１ ２．９ ０．４ １．１ １９．１ ６．９ ７２．９ １．１ ８０．９

４２ ９．３ ４．１ ４．６ ０．７ １．１ １９．８ ６．８ ７０．２ ３．２ ８０．２

由试验结果可知，土样０１１粘土矿物含量最

高，为８５．４％，其中伊—蒙矿物含量为８１．９％，长石

矿物含量为３．２％，石英含量为１０．８％，其土体水分

含量为２９．４９％。土样０３１的粘粒含量７８．８％，

伊—蒙矿物为６９．０％，长石含量１０．４％，石英含量

９．１％，其水分含量为２８．７７％，由表２也可以看出，

粘土矿物含量高的，水分含量相应地也较高。可见，

长石与碳酸盐含量小、粘土矿物、伊—蒙矿物含量较

高的水分含量也高，长石与碳酸盐含量大、粘土矿

物、伊蒙矿物含量高的土样的水分含量小，图５反映

了这一特点。这与贵州中部喀斯特地区黄壤持水性

能研究说明，粘粒含量高，水分含量高的特征有较好

的一致性（蒋太明等，２００６；袁东海，陈明亮，１９９７）。

０４２样物理—化学作用活跃性含有绿泥石在各土

样中含量最高，其土体水分含量最高。土中长石矿

物含量较高时，其水分含量较低。土中石英含量的

多少与土体水分含量关系比较离散，对土体水分含

量影响不明显。

图５土中矿物成分与水分含量间的关系

Ｆｉｇ．５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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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针对普定陈旗堡植被发育特征，选定典型

土层地质剖面，划分工程地质层，采集土样，进行土

体的物理力学性质、矿物成分和水分等试验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１）表层土壤２０ｃｍ以下土体是乔本植物或根

系发育较深的草皮植物营养成分（水分与养分）的主

要来源。与土壤学家所研究的表层土壤生态环境有

所不同。

（２）当土体中０．０７４～０．００５ｍｍ 粒径含量较

高，＜０．００５ｍｍ粒径含量较少，且粒径分布不均匀

时，土体水分的含量较高。

（３）土体水分含量随着土的孔隙比增大有增大

的趋势。

（４）土中矿物对土体水分含量有一定的影响。

粘土矿物、伊—蒙矿物含量大的土样水分含量较大；

而长石、碳酸盐矿物含量较大的时，土体水分含量较

小。石英对于土体水分含量的影响不明显。

致谢：土样Ｘ衍射分析得到了南京大学地球科

学系Ｘ射线衍射试验室潘玉观、蔡元峰老师的帮

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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