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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基础理论和实验两部分：基础理论部分系统论述环境土壤学的产生、发展和学科体系，
土壤的基本构成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土壤污染的产生、危害与相关标准，土壤环境体系的典
型污染物及其危害，污染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并对污染场地环境管理进行论述；实验部分则包括土壤
基本物理、化学与生物学性质测定，土壤有机与无机污染物分析实验。

　　本书可供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生作参考
书，还可供相关领域环境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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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主要成土矿物及其性质 （1）石英 一般为白色透明，含有杂质时呈其他颜色。
石英是最主要的造岩矿物，分布最广，为酸性岩浆的主要成分，在沉积岩石中常呈不透明或半透明晶
粒，烟灰色，油脂光泽。
石英的伴生矿物是云母、长石。
石英硬度大，化学性质稳定，不易风化，岩石风化后，石英形成砂粒，含砂粒多的土壤含盐极少，形
成的母质养分一般贫乏，酸性也较强。
（2）正长石 晶体短柱状，肉红色、浅黄色、浅黄红色等，玻璃光泽，完全解离，硬度6.0。
正长石在岩石中呈晶粒，长方形的小板状，板面具有玻璃光泽。
伴生矿物为石英、云母等。
正长石易风化，风化后形成黏土矿物高岭石等，可为土壤提供大量钾养分。
正长石类矿物一般含氧化钾16.9%。
（3）斜长石 常呈板状晶体，白色或灰白色，玻璃光泽，完全解离，硬度6.0～6.5。
伴生矿物主要是辉石和角闪石。
斜长石比正长石容易风化，风化产物主要是黏土矿物，能为土壤提供K、Na、Ca等矿物养分。
（4）云母 云母根据化学成分不同分为白云母和黑云母。
白云母，常见片状、鳞片状。
白云母无色透明或浅色（浅黄、浅绿）透明。
极完全解理，薄片具有弹性，珍珠光泽，硬度2.0～3.0。
白云母较难风化，风化产物为细小的鳞片状，强烈风化后能形成高岭石等黏土矿物。
黑云母为深褐色或黑色，其他性质同白云母。
黑云母主要分布在花岗岩、片麻岩中，伴生矿物是石英、正长石等。
黑云母较白云母易于风化，风化物为碎片状，因此黑云母很少能看见。
（5）角闪石 角闪石呈细长柱状，深绿至黑色，玻璃光泽，完全解理，硬度5.0～6.0，角闪石主要分布
在岩浆岩和变质岩中的片麻岩和片岩中。
在岩石中呈针状或纤维状。
伴生矿物为正长石、斜长石和辉石，角闪石易风化，风化产物为黏土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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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土壤学》可供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研
究生作参考书，还可供相关领域环境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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