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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是为了探讨微量元素在化学风化作用下的迁移特征及分布规律并讨论碳酸盐岩地区红色风化壳的物源问题。

我们选择了贵州省遵义市新浦镇的一处发育完好的原生白云岩上覆红土剖面作为研究的对象。以Ｚｒ作为不活化元素，我们

得到以下的认识：１）该白云岩上覆红土剖面是原地形成的淋滤剖面，微量元素的迁移系数在红土剖面中的变化都具有很好的

规律性。元素对Ｎｂ－Ｔａ、Ｚｒ－Ｈｆ和Ｙ－Ｙｂ的相关性很强，其可以作为上覆土层物质非多来源的证据，而单一物源与下伏岩石高

度相关，那么可以推断所研究的土壤来源于下覆碳酸盐岩的风化。２）在整个剖面中，大部分微量元素在风化过程中都表现出

富集的特性，尤其在岩－土界面处达到最大化，这显示出了风化淋滤的过程。Ｎｂ、Ｔａ、Ｖ和 Ｈｆ是相对不活化的元素。３）轻稀土

元素在岩土界面的富集系数是大于重稀土元素的，这表明轻稀土元素在淋滤过程中更易于迁移。此外，铁质壳对相关微量元

素有着富集的作用。总之，本次的研究结果对探讨喀斯特地区红土型风化壳的物质来源问题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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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

微量元素在 风 化 剖 面 演 化 中 的 地 球 化 学 行 为 的 研

究［１－６］。而我国云贵高原碳酸盐岩的风化演化过程

又具有特殊性，在长期的风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风化

壳俨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对象［７］。云贵高原自

新生代以来一直处于陆相的环境，发育了广布的夷

平面和红色岩溶性风化壳［８］，目前对它们的形成过

程及物质来源没有统一的认识。
有些学者认为红土是风成的或者水成的，也有

学者认为是碳酸盐岩中所含的粘土等一些不溶物残

留下来的［９］。美国学者 Ｍｏｎｒｏｅ（１９８６）［１０］提出过红

土交代石 灰 岩 的 成 因 观 点。李 景 阳 等（１９９８）［１１］提

出过溶蚀－交代成土作用的观点，并发现了红土风化

壳中保 留 了 下 伏 母 岩 的 结 构 构 造 现 象。廖 艺 玲

（２００５）［１２］提出 红 粘 土 的 形 成 是 碳 酸 盐 岩 地 表 岩 溶

作用和 红 土 化 作 用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季 宏 兵 等

（２０１１）［１３］亦提 出 红 土 风 化 壳 是 下 伏 母 岩 原 位 风 化

的结果。本文希望借助微量元素的迁移特征来探讨

风化壳的成因。目前，有多种方法用来研究元素的

地球化学活性，主要的有以下两种。一是研究风化

剖面的地球化学及矿物学特征［１４］；二是研究剖面中

孔隙流体的地球化学特征［１５］。然而，目前涉及到微

量元素在喀斯特红土中分馏及分布的研究还是比较

少的［１６－１８］。喀斯特上覆红土中微量元素的活性以

及分布还是存在很多疑问，比如它们是如何分馏的

以及分馏的量是多少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对黔中地

区碳酸盐岩上覆红土剖面元素迁移的研究将是一个

很好的补充。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归纳微量元素在白云岩

上覆红土剖面演化过程中的地球化学特征以及探讨

云贵高原在 温 暖 湿 润 亚 热 带 气 候 条 件 下 的 红 土 成

因。重点是研究微量元素在风化过程中的分馏及富

集行为。研究人员选取了贵州省遵义市新浦镇一处

娄山关群的白云岩上覆红土剖面，主要分析了剖面

中微量元素的分布及迁移系数，并认为该处红土的

物源为下伏的白云岩，该白云岩上覆红土剖面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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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的。

１　研究区域及剖面

　　如图１所示，所研究的白云岩风化剖面位于贵

州省遵义市新浦镇，坐标为：２７°４２′４．１８″Ｎ，１０７°０２′
１５．４１″Ｅ，海拔８７５ｍ。研 究 区 受 季 风 影 响 显 著，冬

季气温最低达到－７．１°，夏季气温最高达到３８．７°，
年平均 温 度１５．１°，年 降 水 量 范 围 为１０００～１１５０
ｍｍ（据遵义市气象局）。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岩性概略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研究区沉积地层发育齐全，不仅分布广泛，岩类

繁多，且形成环境变异多姿、相带发育齐全，其中碳

酸盐岩最为发育。火成岩出露面积不大，分布零星，
但岩类较多，属性较全，超基性－基性－中性－酸性的岩

石皆可见及，尤以基性岩发育最佳。变质岩以层状

浅变质岩系为主，属绿片岩相。在长达１０多亿年的

地质历史时期中，构造经历了武陵、雪峰、加里东、华
力西－印支 和 燕 山－喜 马 拉 雅 等５个 阶 段，构 造 运 动

既有激烈的褶皱运动，又有缓和的升降运动（据贵州

省地矿局）。该地区红土剖面分布比较广泛，尤以厚

型剖面为主。剖面的土壤颜色以砖红色、黄色和杂

色为主。所研究的碳酸盐岩上覆剖面为一套巨厚型

的红土型剖面，它是寒武系娄山关群白云岩经过自

然风化而形 成 的（见 图２）。剖 面 上 下 分 层 明 显，可

排除是外来堆积物所形成的（见讨论部分），因此可

认为其受人为影响因素较小。

２　样品采集

　　所有的样品皆采集于寒武系娄山关群的一套风

化剖面，样品点分布如图２所示。岩粉层厚５ｃｍ左

右；巧克力层厚度为５ｃｍ；铁质壳层厚度为８ｃｍ上

下；表层土厚度为５０ｃｍ不等；残余土厚度为７ｍ上

下。白云岩基岩、半风化基岩及岩粉分别采集了一

个样品，岩土界面采集了两个样品，铁质壳层采了一

个样品，加上 土 壤 样 品 共 采 集 了５４个 样 品。岩－土
界面处黑紫色残积土层的样品是相连采样的，每个

样品垂直厚度２．５ｃｍ。其 它 的 样 品 采 样 间 隔 皆 为

１０ｃｍ。剖面深度为７．６５ｍ，由于边坡有着近８０°的

倾角，所以可以认为本次采样的剖面是垂直的。

３　分析方法

　　所有样品的密度都是用石蜡法测定的。此外，
所有的样品（１ｋｇ左 右）皆 在 烘 箱 中 进 行 烘 干 及 磨

成２００目以备后面的分析。微量元素的含量是用四

级感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Ｑ－ＩＣＰ－ＭＳ）测定

的，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元素在风化层及原岩中的浓度通常会有下面的

关系式［１９］。

Ｃｊ，ｗ
Ｃｊ，ｐ

＝ρｐ
（１＋τｊ）

ρｗ（１＋ε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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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取样图解及剖面分层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εｊ ＝ρｐ
Ｃｉ，ｐ

ρｗＣｉ，ｗ
－１ （２）

τｊ ＝
Ｃｊ，ｗＣｉ，ｐ
Ｃｊ，ｐＣｉ，ｗ

－１ （３）

其中，Ｃｊ，ｗ，Ｃｊ，ｐ 分别为 活 化 元 素ｊ在 风 化 层 及

原岩中的浓度；Ｃｉ，ｗ，Ｃｉ，ｐ 分别为不活化元素ｉ在风化

层及原岩中的浓度；ρｐ，ρｗ 分别为单一样品在原岩及

风化层中的密度。εｊ 为样品的体积变化系数，如果εｊ
＞０，表示原岩在风化过程中发生了膨胀；如果εｊ ＜
０，表示原岩在风化过程中发生了萎缩；那么，εｊ ＝０
则表示原岩的风化是等体积的风化过程。τｊ，代表活

化元素ｊ在风化过程中的元素迁移系数。τｊ＞０，＝０

及＜０分别表示元素与ｉ前 相ｊ在 风 化 过 程 中 是 富

集、不变和亏损的。

４　结　果

４．１　稀土元素

稀土元素在原岩中的总含量为１１．７５μｇ／ｇ，其

中轻稀土元素（Ｌａ、Ｃｅ、Ｐｒ、Ｎｄ、Ｐｍ、Ｓｍ和Ｅｕ）的 总

含量为５．８２μｇ／ｇ，重 稀 土 元 素（Ｇｄ、Ｔｂ、Ｄｙ、Ｈｏ、

Ｅｒ、Ｔｍ、Ｙｂ、Ｌｕ、Ｙ和Ｓｃ）的总含量为５．９３μｇ／ｇ（表

１）。此外，岩土界面处和表层土中稀土元素的总量

分别为６１８．８６μｇ／ｇ和２３２．２２μｇ／ｇ。图３表示的

是稀土元素－上地壳（ＵＣＣ）［２０］的配分模式图。从剖

面原岩风 化 成 表 层 土 的 过 程 中，稀 土 元 素－上 地 壳

（ＵＣＣ）的 配 分 值 显 示 出 逐 渐 增 大 的 过 程。白 云 岩

基岩Ｅｕ异常值［２０］为０．９２。白云岩基岩、半风化白

云岩 及 岩 粉 的 Ｃｅ异 常 值 分 别 为０．６４、０．２５和

０．１３，表 明 风 化 过 程 中 泥 质 的 逐 渐 增 加［２０］。
（Ｌａ／Ｙｂ）ｎ、（Ｌａ／Ｓｍ）ｎ和（Ｇｄ／Ｌｕ）ｎ的 范 围 分 别 为

０．７６～２．４２、０．２４～１．３３和０．８０～３．１１。稀土元素

在剖面中的分布规律皆具有很好的规律性。在原岩

风化成残余土乃至表层土的过程中，稀土元素的含

量呈现出 累 积－减 少 的 趋 势，其 中 在 岩－土 界 面 处 达

到富集最大化（图４）。轻稀土元素在岩土界面处的

富集系数大于重稀土元素。轻、重稀土元素之间，富
集系数则随着原子系数的增加而增大。

４．２　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
高场强元 素 如 Ｎｂ、Ｔａ、Ｚｒ、Ｈｆ、Ｔｈ、Ｓｃ、Ｕ 和 Ｙ

在本文中被用来进行迁移特征的研究。这些元素地

球化学性质一般较稳定，不易受变质、蚀变和风化作

用等的影响。其迁移系数相对来说在剖面内变化不

是 很 大，但 一 般 在 岩 土 界 面 处 达 到 最 大 值（图５）。

图３　相关样品的稀土元素－上地壳配分模式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ｓａｍｐｌｅ／ｕｐｐｅｒ　ｃ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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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原岩、半风化基岩和岩土界面土层中的总含

量分别为９．６７μｇ／ｇ、１１．５４μｇ／ｇ和２８４．９２μｇ／ｇ。

Ｎｂ－Ｔａ和Ｚｒ－Ｈｆ两 个 元 素 对 具 有 很 强 的 线 性 相 关

性。在本研究中，不易活化的元素有Ｚｒ，Ｎｂ，Ｈｆ，其

中Ｎｂ是最 不 易 风 化 的 元 素，迁 移 系 数 仅 在±０．３

内变化。

４．３　其它主要微量元素

　　我 们 研 究 的 其 它 主 要 微 量 元 素 有 Ｖ，Ｃｕ，Ｃｒ，

Ｓｂ，Ｉｎ，Ｇａ，Ｎｉ，Ａｓ，Ｍｏ，Ｗ，Ｓｒ和Ｃｏ。Ｖ－Ｃｕ，Ｃｒ－Ｓｂ，

Ｉｎ－Ｇａ这三个元素对具有相似的特点。Ｎｉ，Ａｓ，Ｍｏ，

表１　白云岩风化剖面部分样品的元素迁移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元素 Ｓ－１ Ｓ－３ Ｓ－４ Ｓ－１８ Ｓ－２８ Ｓ－３８ Ｓ－４８ Ｓ－５４

稀土元素

Ｌａ　 ０．００　 １．７７　 １．５０　 ０．１９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７３

Ｃｅ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６０　 ３．０５　 １．４７　 １．４４ －０．２５ －０．４８

Ｐｒ　 ０．００　 ２．４５　 １．０８　 ０．８３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７５

Ｎｄ　 ０．００　 ３．０８　 １．５７　 ０．９９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７５

Ｓｍ　 ０．００　 ３．３４　 １．９０　 １．２５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７６

Ｅｕ　 ０．００　 ３．７８　 ２．３８　 １．０４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３０ －０．７７

Ｇｄ　 ０．００　 ３．３２　 ２．２２　 ０．５８ －０．２２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７９

Ｔｂ　 ０．００　 ２．５７　 １．７０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５１ －０．８．

Ｄｙ　 ０．００　 １．１９　 ０．９４ －０．３１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７ －０．８４

Ｈｏ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３０ －０．５５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７６ －０．８７

Ｅｒ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５５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７６ －０．８７

Ｔｍ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５１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８４

Ｙｂ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６４ －０．８２

Ｌｕ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４５ －０．６９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８３

高场强元

素及它微

量元素

Ｓｃ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７３

Ｖ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６６

Ｃｒ　 ０．００　 １．９３　 ３．４３　 ３．４５　 １．６１　 ２．７５　 ３．９２　 ０．６２

Ｃｏ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３１ －０．８８ －０．９３

Ｎｉ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９４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９７

Ｃｕ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６７

Ｇａ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４９　 １．１５　 ０．４８　 ０．８４　 ０．８９ －０．３９

Ａｓ　 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２ －０．９８

Ｒｂ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６０

Ｓｒ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９６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Ｙ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６５ －０．８８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９４

Ｚ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Ｎｂ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２１

Ｍｏ　 ０．００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１

Ｉｎ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１２　 １．０２　 ０．４４　 １．０４　 １．３５ －０．２３

Ｓｂ　 ０．００　 ３．４６　 ４．１１　 ２．４７　 ２．５９　 １．９２　 ２．１４　 ０．１６

Ｈｆ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４

Ｔａ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６３ －０．６１ －０．５７ －０．６９

Ｗ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９８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９

Ｔｈ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４５ －０．５３

Ｕ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２６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６６

其他

指标

密　度 ２．７３　 １．６１　 １．７４　 １．３８　 １．２０　 １．７１　 １．６４

ΣＲＥＥ　 １１．７５　 １４５．４２　 ６１８．８６　 ６０３．２０　 ４６３．８５　 ４４９．００　 １９２．２８　 ２３２．２３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０．９８　 ３．０３　 ２．５３　 ７．０１　 ６．８２　 ６．３７　 ３．２４　 ３．４９
（Ｌａ／Ｙｂ）ｎ　 ０．６９　 １．５３　 １．３２　 ０．３１　 １．３４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０３
（Ｌａ／Ｓｍ）ｎ　 ０．９２　 ０．６０　 ０．８０　 ２．４９　 ０．６６　 ０．９１　 １．１０　 １．０２
（Ｇｄ／Ｌｕ）ｎ　 ０．８０　 ３．１１　 ２．３３　 ２．３１　 ２．０３　 １．７５　 １．４７　 ０．９９

Ｃｅ异常 ０．６４

Ｅｕ异常 ０．９２

４１６ 地　球　与　环　境　　 ２０１４年　



Ｗ和Ｓｒ的迁移系数在残余土及表层土中的值都很

接近－１（见图５），这说明它们是极易迁移的。Ｃｏ的

迁移特点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它们在原岩、半风

化基岩和岩 土 界 面 土 层 中 的 总 含 量 分 别 为１３１．５５

μｇ／ｇ、１７０．５５μｇ／ｇ和５５４．４μｇ／ｇ。

５　讨　论

５．１　稀土元素

稀土 元 素 在 原 岩 中 的 总 含 量 为１１．７５μｇ／ｇ。
分析稀土数据的方法普遍是稀土的配分模式图及稀

土元素的比 率。图３表 示 的 是 相 关 样 品 的 稀 土 元

素－上地壳（ＵＣＣ）［２０］的 配 分 模 式 图。总 体 来 说，从

原岩到表层土，标准值呈变大然后减小的趋势。原

岩和半风化基岩的标准值都小于１，岩土界面土层

的标准值则很 高（８左 右），然 而 残 余 土 及 表 层 土 的

标准值低了许多，达到了１左右。这个过程表达了

风化过程中，稀土元素经历了相对富集的过程。
稀土元素的迁移系数具有很高的规律性，这显

示了稀土元 素 之 间 具 有 相 似 的 地 球 化 学 迁 移 特 征

（图４）。轻稀土元素与重稀土元素的迁移规律是相

似的，但是富集及亏损的量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

整个剖面 的 演 化 过 程 中，由 原 岩－岩 土 界 面－残 余 土

到表层土，轻稀土元素与重稀土元素都表现出富集－
亏损的规律。它们 皆 在 岩－土 界 面 处 达 到 富 集 最 大

化，之后富集程度则会渐渐减小，在残余土内达到负

值，并在表层土 顶 端 处 达 到 最 小（接 近 于－１）。这 种

规律表现出了元素在风化淋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不

同性质。元素的迁移系数在残余土中何处达到负值

更是直观表达出元素的迁移活性的大小。轻稀土元

素如Ｌａ、Ｐｒ、Ｎｄ、Ｓｍ、Ｅｕ的迁移 系 数 一 般 会 在 剖 面

的中部达到负值，而重稀土元素的情况则相对复杂

的多。Ｔｂ、Ｇｄ的 迁 移 系 数 是 在 剖 面 中 部 达 到 负 值

的，而Ｄｙ、Ｈｏ、Ｅｒ、Ｔｍ、Ｙｂ、Ｌｕ的 迁 移 系 数 都 是 在

剖面下部达到负值的，这表明后者的迁移活性要大

于前者。Ｙ则 经 历 了 亏 损－富 集－亏 损 的 过 程，这 与

其它元素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图４　稀土元素的迁移系数及对比

Ｆｉｇ．４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５１６第５期 　　张风雷等：黔中白云岩风化剖面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



图５　高场强元素及其它微量元素的迁移系数及对比

Ｆｉｇ．５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ＦＳ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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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稀土元素在岩土界面的富集系数是大于重稀

土元素的。轻稀土元素的富集系数多在１２～２０之

间，而重稀土元素 除 了Ｔｂ、Ｇｄ的 富 集 系 数 达 到 了

１０以外，其它元素的富集系数多数在５以下。这表

明总体上，重稀土元素的迁移活性是低于轻稀土元

素的。此 外，在 岩－土 界 面 处，从Ｌａ、Ｐｒ、Ｎｄ、Ｓｍ 到

Ｅｕ，随着元素原子系数的增大最大富集系数是依次

增大的，这 表 明 元 素 的 迁 移 活 性 也 是 逐 步 增 大 的。

对于重稀土元素，从Ｄｙ、Ｈｏ、Ｅｒ、Ｔｍ、Ｙｂ到Ｌｕ，元

素的最大富集系数亦是依次增大的，这表明它们的

迁移活性也是逐步增大的。但是对于单一元素，它

们则经历了相似的富集－亏损过程。岩－土界面土层

是它们共同的富集层。

５．２　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

典型的 高 场 强 元 素 如 Ｎｂ、Ｔａ、Ｚｒ、Ｈｆ、Ｔｈ、Ｓｃ、

Ｕ、Ｙ等皆在 本 文 中 有 所 描 述。这 些 元 素 地 球 化 学

性质一般较稳定，不易受变质、蚀变和风化作用等的

影响，其在风化剖面中的分布亦比较稳定。图６展

示了经过线性分析具有线性相关的元素对的具体情

况，其 中 Ｎｂ－Ｔａ、Ｚｒ－Ｈｆ和 Ｙ－Ｙｂ具 有 很 强 的 相 关

性，这表示它们在风化过程中具有很好的化学性质

耦合性。这些元素对的出现可以证明该剖面是原生

的，没有其它物质的明显加入［２１］。图５也展示了相

关元素的迁移系数变化情况。总体上来说，Ｎｂ、Ｔａ、

Ｈｆ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所以其具有较为稳定的迁

移系数；而Ｔｈ、Ｓｃ、Ｕ的 迁 移 系 数 则 相 对 不 是 很 稳

定，规律性也没那么强，这表明Ｔｈ、Ｓｃ、Ｕ的性质比

Ｎｂ、Ｔａ、Ｈｆ活 泼。Ｙ则 具 有 跟 稀 土 元 素 类 似 的 规

律，在由原岩演 变 成 表 层 土 的 过 程 中，经 历 了 富 集－
亏损的过程。不活化元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

活化性在地球化学过程中是经常改变的。例如，对

于Ｔｈ元素，Ｂｒａｕｎ等（１９９８）［２２］认 为 在 红 壤 中 是 不

易活化的，但是土壤中有机质的增加会加强它的活

化性。此 外，Ｎｅｓｂｉｔｔ和 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ｓ（１９９７）［２３］认 为

Ｔｈ在花岗闪长岩的风化过程中是易于风化的。在

本研究中，不易活化的元素有Ｚｒ，Ｎｂ，Ｈｆ。其中Ｎｂ
是最不易风化的元素，迁移系数仅在±０．３内变化。

５．３　其它主要微量元素

我们 研 究 的 其 它 只 要 微 量 元 素 有 Ｖ，Ｃｕ，Ｃｒ，

Ｓｂ，Ｉｎ，Ｇａ，Ｎｉ，Ａｓ，Ｍｏ，Ｗ，Ｓｒ和Ｃｏ。Ｖ－Ｃｕ，Ｃｒ－Ｓｂ，

Ｉｎ－Ｇａ是三对很 好 的 元 素 对，它 们 的 迁 移 系 数 所 表

现出的规律和 大 小 皆 具 有 很 好 的 耦 合 性（见 图５），

这是因为它们的化学性质具有很好的对比性。Ｎｉ，

Ａｓ，Ｍｏ，Ｗ 和Ｓｒ的迁移系数都有相似的特点，它们

在残余土及 表 层 土 中 的 值 都 很 接 近－１（见 图５），这

是因为 它 们 在 剖 面 的 淋 滤 演 化 中 是 极 易 迁 移 的。

Ｃｏ的迁移特 点 亦 是 非 常 特 殊 的，其 在 岩－土 界 面 处

有一定的富集，但在残余土和表层土中又是极度的

亏损，不同的是，它在铁质壳附近又有一定的富集，
这显示了铁 质 壳 与Ｃｏ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除 了Ｃｏ
之外，铁质壳附近Ｔｈ、Ｕ、Ｓｃ、和Ｃｒ也存在少量的富

集，这表明Ｆｅ元素与它们的活性有一定的耦合性。

５．４　对红土成因的认识

所研究的剖面在分层上来说是非常具有原生剖

面特点的，从原岩－岩土界面－残余土－铁 质 壳 层 到 表

层土层都是比较完整的，这点可以佐证本剖面不是

堆积的结果，而是具有一定演化年限的完整碳酸盐

岩风化壳。此外，从元素迁移的角度，大部分的微量

元素都经历了岩土界面处富集、表层土亏损的演化

过程，这是符合原生剖面特征的，亦可作为该剖面是

原地风化淋滤产物的证据。此外，对于单个微量元

素，它们在剖面的分布以及迁移系数的变化都是具

图６　相关元素的线性相关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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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律性的，这也可以否认该剖面有明显外来物质

的加入。同 样，具 有 很 强 相 关 性 的 元 素 对 Ｎｂ－Ｔａ、

Ｚｒ－Ｈｆ和Ｙ－Ｙｂ亦可证明此剖面没有其它物质的明

显加入［２１］。而对于该剖面，后期风化对微量元素迁

移规律的改变较小。这些认识都可以作为判断该地

区碳酸盐岩风化壳物源的依据。故所研究的红土型

风化剖面对下伏白云岩基岩是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关

系的。

６　结　论

　　以不活化元素作为基本元素来评价活化元素迁

移性质的方法是可靠的。本研究是以Ｚｒ作为不活

化元素来计算其它元素的迁移系数。在本研究的剖

面内，几乎所有的微量元素有着相似迁移性质，它们

都会在残余土及表层土中有一定的富集并在岩土界

面处达到富集最大化，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１）对于稀土元素，它们在风化过程中是易于迁

移和分馏的，但是总体上轻稀土元素在淋滤过程中

的活性 是 大 于 重 稀 土 元 素 的。此 外，在 岩－土 界 面

处，从Ｌａ、Ｐｒ、Ｎｄ、Ｓｍ到Ｅｕ，元 素 的 最 大 富 集 系 数

是依次增大的，这表明随着原子系数的增大它们的

迁移活 性 也 是 逐 步 增 大 的。对 于 重 稀 土 元 素，从

Ｄｙ、Ｈｏ、Ｅｒ、Ｔｍ、Ｙｂ到Ｌｕ，它们的迁移活性亦是逐

步增大的。

２）高场强元素相对于其它元素是不易活化的，
但它们之间的活化性质又是不一样的。

３）此外，Ｖ、Ｈｆ和 Ｎｂ是活性相对稳定的元素。

Ｎｉ、Ａｓ、Ｗ、Ｍｏ和Ｓｒ的迁移系数近乎为－１，说明它

们的化学性质很活泼，极易 迁 移。Ｃｏ、Ｔｈ、Ｕ、Ｓｃ和

Ｃｒ在铁质壳层 的 迁 移 系 数 和 浓 度 都 有 着 一 定 的 增

大，这说明铁质壳对相关元素的富集有着一定的作

用。

４）相关性很强的元素对Ｎｂ－Ｔａ、Ｚｒ－Ｈｆ和Ｙ－Ｙｂ
的存在，可以作为鉴别该风化壳没有后期堆积的依

据。此外，微量元素的迁移系数在剖面中的变化都

具有很好的规律性，这与白云岩在淋滤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特征是一致的，可以作为判断该地区碳酸盐

岩风化壳是原地风化淋滤而成的依据。

参　考　文　献

［１］　高效江，章申，王立军，等．赣南富稀土景观中稀土元素的土壤地球化学特征［Ｊ］．土壤学报，１９９９，３６（４）：４９２－４９８．
［２］　陈志澄，庄文明．试论有机质在华南花 岗 岩 风 化ＲＥＥ溶 出、迁 移 和 富 集 中 的 作 用［Ｊ］．地 球 化 学，１９９４，２３（２）：１６８－

１７８．
［３］　陈志澄，俞受望，符群策，等．风化壳稀土矿有机成矿机理研究［Ｊ］．中国稀土学报，１９９７，１５（３）：２４４－２５１．
［４］　王世杰，季宏兵，孙承兴．贵州平坝县白云岩风化壳中稀土元素分布特征之初步研究［Ｊ］．地质科学，２００１，３６（４）：４７４

－４８０．
［５］　Ｇｌｅｙｚｅｓ　Ｃ，Ｔｅｌｌｉｅｒ　Ｓ，Ａｓｔｒｕｃ　Ｍ．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ａ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２，２１（６／７）：４５１－４６７．
［６］　顾兆炎，郭正堂，Ｌａｌ　Ｄ，等．黄土和红粘土中宇宙成因核素定年的潜力：１０Ｂｅ浓度与化学成分的关系［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０６，２６（２）：２４４－２４９．
［７］　徐则民，唐正光．石灰岩腐岩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Ｊ］．地质论评，２００７，５３（３）：４２１－４２８．
［８］　黄镇国，杨绥华．中国南方红色风化壳［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６：０－２２８．
［９］　宋焕荣，黄尚瑜．碳酸盐岩与岩溶［Ｊ］．矿物岩石，１９８８，８（１）：９－１７．
［１０］　Ｍｏｎｒｏｅ　Ｗ　Ｈ．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ｂｙ　ｃｌａｙ［Ｊ］．Ｍｉｓｓｉｐｐｉ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７（１）：１－６．
［１１］　李景阳，朱立军，陈筠．贵州碳酸盐岩石风化壳稀土元素分布特征［Ｊ］．中国岩溶，１９９８，１７（１）：１５－２４．
［１２］　廖义玲．碳酸盐岩地表岩溶与红粘土［Ｊ］．地球与环境，２００５，３３（４）：１３－１９．
［１３］　季宏兵，王世杰．黔中白云岩风化剖面的铅同位素组成及物源的指示［Ｊ］．地质论评，２０１１，５７（１）：１０９－１１７．
［１４］　Ｗｈｉｔｅ　Ａ　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ｏｆ　ｇｌａｓｓｙ　ｒｏｃｋ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　Ａｃｔａ，１９８３，４７９（４）：８０５

－８１６．
［１５］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Ｒ　Ｄ，Ｒｏｊｓｔａｃｚｅｒ　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ｒｏｇｅｎｙ：Ｐｅｓｃａｄｅｒｏ　ｃｒｅｅｋ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Ｊ］．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２００１，１５（２）：３８３－３９１．
［１６］　孙承兴，王世杰，周德全．碳酸盐岩酸不溶物作为贵州岩溶区红色风化壳主要物质来源的证据［Ｊ］．矿物学报，２００２ａ，

２２（３）：２３５－２４２．
［１７］　孙承兴，王世杰，刘秀明，等．碳酸盐岩风化壳岩一土界面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形成过程［Ｊ］．矿物学报，２００２ｂ，２２（２）：

８１６ 地　球　与　环　境　　 ２０１４年　



１２６－１３２．
［１８］　孙承兴，王世杰，季 宏 兵．碳 酸 盐 岩 风 化 成 土 过 程 中 ＲＥＥ超 常 富 集Ｃｅ强 烈 亏 损 的 地 球 化 学 机 理［Ｊ］．地 球 化 学，

２００２ｃ，３１（２）：１１９－ｌ２８．
［１９］　Ｂｒｉｍｈａｌｌ　Ｇ　Ｈ，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Ｗ　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

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ｄｏｇｅｎｉｓｉ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Ｃｏｓｍｏ－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８７，５１（３）：５６７－５８７．

［２０］　Ｔａｙｌｏｒ　Ｓ　Ｒ，ＭｃＬｅｎｎａｎ　Ｓ　Ｍ．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Ｊ］．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５，３３
（２）：２４１－２６５．

［２１］　Ｇｏｎｇ　Ｑ，Ｚｈａｎｇ　Ｇ，Ｚｈ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ＲＥ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ｒｅｇｏｌｉ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８４（６）：１４４７－１４６９．
［２２］　Ｂｒａｕｎ　Ｊ　Ｊ，Ｖｉｅｒｓ　Ｊ，Ｄｕｐｒｅ　Ｂ，ｅｔ　ａｌ．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ＲＥ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ｙｏｕｍ，Ｅａｓｔ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８，６２（２）：２７３－２９９．
［２３］　Ｎｅｓｂｉｔ　Ｈ　Ｗ，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ｓ　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ｉｃ　ｃｒｕｓｔ，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ｉｃ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１９９７，６１（８）：１６５３－１６７０．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ｅｉ　１，ＪＩ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１，２，＊，ＷＥＩ　Ｘｉａｏ１，ＬＩ　Ｄａｏ－ｊｉｎｇ１
（１．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ｒｅ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ｒｕｓｔ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Ｗ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　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ｔ　Ｘｉｎｐｕ

Ｔｏｗｎ，Ｚｕｎｙｉ，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ｂｊｅｃｔ．Ｚｒ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ｍｏｂ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ｒａｗｎ：１）Ｔｈｉｓ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ｓ　ａ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ｂ－Ｔａ，Ｚｒ－Ｈｆ　ａｎｄ　Ｙ－Ｙｂ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ｓ　ａ　ｐｒｏ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Ｍｏｓｔ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ｏｉ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Ｎｂ，Ｖ　ａｎｄ　Ｈｆ　ａｒｅ　ｉｍｍｏｂ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３）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ＲＥＥ　ａｎｄ　ＨＲＥＥ．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ＲＥ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ＨＲＥ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ｏｉｌ　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ｅｒｒｉｃｒｅｔｅ．Ｉｎ　ａｌｌ，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ａ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ｏｒｉ－

ｇｉｎ　ｏｆ　ｒｅｄ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ｒｕｓｔ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ｕｉｚｈｏｕ

９１６第５期 　　张风雷等：黔中白云岩风化剖面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