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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
、

水汽吸收
、

臭氧吸收和气溶胶散射的光

学厚度 在我们所用波段中无水汽吸收带
,

故上式可写为

科 学
一

,

魂

表 南京地区洁净度 以九月为例

片 号

、少护抢了、

、月、或 介 一 公‘ 介“ 十 几‘

几孟 介 一 公耐 一 仇孟

, 可按下面式子估算田

, 孟 一 又一今
·

功

介
,

可按 入 一  入 的夏比尤 带

估算

甸在 上述 介
、

“ 和 介 已 知 时可按
’

式计算 见表

由表 可知
,

按所选波段
,

大气对于太阳

可见光短波部分的洁净度高
,

气溶胶衰减量

所 占比重小 长波部分洁净度较低
,

气溶胶

衰减量所占比重大

五
、

南京地区大气光谱洁净度

为了对大气的光学透明状况有一个定量

的概念
,

特定义一个称为
“洁净度

”

的量

兰皿通

了几

它表示了分子衰减 量与 总衰 减量 的 比

数
,

也表明了实际大气透明状况接近分子大

气的程度 愈小
,

愈不透明
,

反之透明状

况愈好 的计算结果见表

六
、

几 点 结 论

对于我们所选的卫星常用波段来 说
,

几 随波长增大而增加 南京地区 氏 数值约
,

黄山地区 氏值约
, 了 随波长减小而

减小 南京地区 公 值约为
,

黄山地区约

为

南京和黄山晴天时大气对太阳可见光

衰减的主要原因是气溶胶 其衰减量占总衰

减量达 多 以上
,

甚至高达 多

大气洁净度
,

即大气透明状况接近分

子大气的程度是随波长增加而减小的

参考文献略

黄河中游地区马兰黄土及其上部土壤的平均化学成分

余素华文启, 刁桂仪 孙福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马兰黄土在我国北方广泛分布
,

尤其黄

河中游地区几乎被连续的马兰黄土 所覆 盖
,

分布面积约
,

平方公里

以马兰黄土为母质
,

其上部发育了大面

积的现代耕作土壤 我们从 年以来
,

先

后对该区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 本文在此

基础上综合整理了这些资料
,

并汇集了有关

单位的部分数据
,

拟提供黄河中游地区马兰

黄土及其黄土性土壤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

一
、

样品和分析方法

样品为马兰黄土和黄土性土壤两种
,

采

集地点包括山西
、

陕西
、

甘肃
、

宁夏四省的

多个点 。,

样品近 块 其中马兰黄土

样品 ” 块
,

黄土性土壤样品 多块 马

兰黄土采样深度一般在距地表 , 米以内
,

而

黄土性土壤样品为埋深 一 厘米的现代

耕作土 采集样品时考虑了马兰黄土区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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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黄土分布的地形地貌特征 黄土性土壤

是以马兰黄土为母质发育的 随地带不同
,

土类的分布也有差异

对样品进行了 个元素的化 学成份 分

析
,

其中常见元素硅
、

铝
、

铁
、

钙
、

钾
、

钠
、

磷
、

镁

科 学 卷 期

等用常规的化学方法测定 被
、

铬
、

镍
、

银
、

错
、

银
、

锡
、

钡等微量元素的含量采用发射光

谱法测定 与植物生长有关的微量营养元素

锌
、

铜
、

锰
、

铂
、

硼中
,

锌
、

铜
、

锰的全量分析系

用王水一高氯酸分解样品
,

然后采用原子吸收

表 黄河中游地区马兰黄土化学成分的平均含里与地壳
、

沉积岩
、

土壤丰度的比较

单位

蒸蒸丫岌岌
山西西 陕 西西 甘 肃肃 宁 夏夏 平均值 地壳 〕〕 沉积岩

, 〕〕 土壤川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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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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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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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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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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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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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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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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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子上部的数值为半定量数据 , 平均值没有包括半定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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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法测定 ;铝的全量分析采用碱熔样品
,

再

用催化波极谱法测定其含量
.

对于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有 效 型部 分
,

根据土壤的不同类型
,

采用了不同的提取剂
.

因黄土 pH 值较高
,

一般用代换态来直接 衡

量有效型锰的含量水平
.
本文中锌

、

铜
、

锰有

效态的分析采用 E D T A 浸提
,

然后用原子吸

收光谱法直接测定其含量
.
有效 态铂 用 pH

为 3
.
3 的草酸

一
草酸按溶液浸提

,

用催化波极

谱法测定
.
有效态硼用沸水提取

,

姜黄素比

色测定
.

科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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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
、

铁
、

镁
、

钾
、

钠
、

锰等元素含量略低于马兰

黄土的平均含量
,

而铝和钙的含量略高于马

兰黄土的平均含量
.

我们还将黄河中游地区黄土性土壤的化

学元素平均含量与地壳
、

沉积岩及土壤中元

素丰度值作了比较; 将黄土性土壤和其它类

型的化学元素含量及土壤克拉克值作了比较

(表略 )
.

二
、

马兰黄土的平均化学成分

由表 1 可见
,

马兰黄土中化学成分含量

较高的是硅
、

铝
、

钙 ;其次是铁
、

镁
、

钾
、

钠
、

钦

和锰; 含量最少的是相和被
.
化学成分的这

一特点
,

是与马兰黄土中主要组成矿物为石

英
、

长石
、

云母和方解石
,

其次为其它副矿物

的特征相吻合的
.

黄河中游各地马兰黄土的化学成分彼此

类似
,

反映了黄土物质成分的均一性
.
但在

区域上的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

其中硅
、

镁
、

铁 (11 ) 等元素的含量由北往南减少
,

而

铝
、

铁 (m )
、

钾
、

锌
、

铜
、

锰等的含量由北往南

增加
,

锡和铅的含量几乎没有变化
.
这些元

素含量的变化规律与马兰黄土中矿物成分的

区域变化和粒度成分的分带性相一致
.

表 1 还将黄河中游地区马兰黄土化学成

分的平均含量与地壳
、

沉积岩和土壤中元素

丰度值作了比较
.
此外

,

我们也将黄河中游

地区马兰黄土元素含量与其他国家的各元素

含量作了比较(表略)
.

三
、

黄土性土壤的化学

元素含t 和分布

在黄土性土壤的化学成份中
,

以硅
、

钙
、

铝元素的含量较高
,

其次是铁
、

钾
、

镁
、

钠
、

钦

和锰等
,

而铂的含量最低
,

这与其母质马兰黄

土各元素的含量基本类似
.
但黄土性土壤中

四
、

黄土性土壤及其母质中元素

含t 的变化及其分布的意义

如前所述
,

黄河中游地区马兰黄土化学

成分的区域变化是硅等元素自北而南含量减

少
,

而铝
、

铁 (l 11 ) 等元素相反增加
.
锌

、

铜
、

锰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南部较北部有

所增高
.
这种变化趋势是与马兰黄土的矿物

组成由北往南石英和不稳定矿物 含量 减少
、

而稳定矿物和粘粒组分的增加有联系
,

同时

与粒度成分由西北往东南
、

由粗变细的规律

有联系
.
所有这些表明

,

在马兰黄土堆积时

期
,

黄土高原西北部较千旱
,

而东南部相对较

湿润
,

植被也较发育
,

这与现代自然景观有着

某种相似性
.

黄土经风化 (和改造 ) 形成黄土性土壤

后
,

元素的有效态含量一般都较母质增加
,

但

黄土性土壤中有效态锌
、

锰
、

钥的含量仍低于

l腐界值
,

而仅有效态铜略高于临界值
,

似表明

在黄土区可能存在有效态锌
、

锰
、

铂的供给不

足
,

而有效铜基本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表

略)
.

黄土性土壤中有效态锌
、

锰
、

钥缺少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黄土是碱性土
,

锌成为带负电

荷的络离子或沉淀为氢氧化物和 碳酸 盐 等
,

从而降低了锌离子的活动性 ; 而土壤中锰的

可给性也随 pH 值的增高而降低
,

同时 氧化

电位的增高也不利于高价锰向低价 锰转 化
,

所以较高的 pH 值和偏氧化性的环境造成 了

黄土性土壤中的缺锰现象
.
在碱性土壤中铂

的活性较大
,

但由于马兰黄土的全铂含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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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黄土性土壤受其母质的影响而表现缺钥

症状
.

由于土壤中的钥含量低
,

造成了植物中

科 学 3 卷 4 期

缺相情况
,

进而导致人体的缺钥致病
.
黄土

区相含量的分布与克山病有一定关系
.

废水中对
、

邻硝基苯胺的二元光度测定

陈俊 芳
化 工 厂)

对硝基苯胺为重要的染料中间体
,

其工

艺过程如下

C l N H ,

0
。

5 0

孕
+ZNH3
一澎一

’
·

0

。

4 0

N
q

N
q

对硝基苯胺结晶滤出后
,

其母液即为含胺废

水
.

根据文献介绍
,

我们用甲蔡酚为显色剂

测定硝基苯 胺含量
.
此法简便

、

灵敏度高
,

克

分子消光系数大于 l少
,

最低检出浓度为 0
.
2

毫克/升
,

相对偏差小于 1
.
5 界
.

利用气液色谱对废水萃取液进行 分析
,

废水中有机毒物以对
、

邻位硝基苯胺为主
,

其

他杂质含量甚微
,

因此
,

在比色测定时
,

可近

似按二元体系处理
.
在同一水样显色液中

,

测定两个不同波长的吸光度
.
用 H irt 等共吸

收点法可免去繁琐计算
,

由工作曲线直接查

得对
、

邻位硝基苯胺含量
.
由于采用 72 型分

光光度计
,

使本法具有普遍推广价值
.

舰
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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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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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0 5 万0 5 8 0 6 0 0 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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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元吸收光谱曲线

(1)
—

对 硝基苯胺吸收光谱曲线

(2 )

—
邻硝基苯胺吸收光谱曲线

式中 注

—
吸光度

, 。

—
克分子消光系数

,

C

—
溶液的浓度

,
l

—
光径

当采用 1 厘米比色皿时
,

A 一 。c

对二元体系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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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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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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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一+

实 验 部 分

一
、

原理

取一定量对
、

邻硝基苯胺
,

经显色后
,

绘

制吸收光谱曲线
.
结果如图 1

.

由图可见 (A ) 点为共 吸收 点
,

在该 点

(l)
、

(
2
) 克分子消光系数相等 :(B ) 点处 (l)

、

(
2

) 克分子消光系数相差较大
‘

根据朗伯一比耳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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