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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地区位于四川红色盆地的边缘
,

由于 淋溶作用较强
,

广泛分布有酸性土 壤〔 1〕 。

这些

土壤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

即酸性紫色土和黄壤
。

酸性紫色土发育于紫色砂岩
,

没有明显的层

次发育
。

在坡地上部因受侵蚀的影响
,

土层一般仅为 10 一 15 厘米
,

在坡地中部
,

可厚达一米
。

在老冲积物上黄壤与酸性紫色土呈复区存在
。

这两种土壤上现多生长马尾松及 以马尾松为主

的针阔叶混交林或竹林
,

有的 己辟为农田
。

这些土壤的共同特点是 p H 及交换性钙含鱿均低
。

近年来
,

我们建立了一种将 p H 玻璃 电极和钙离子选择 电极直接插入泥糊中测定土壤的石

灰位 (P H一 0
.

s p C a )的方法〔幻 ,

并探讨了石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川
。

用这种方法在野外对云

南和贵州的某些红黄壤的测定结果〔 4〕表 明
,

石灰位较 p H 更能全面地反映土壤酸度的一 个 指

标
。

本工作是应用所建立的方法“ 〕研究乐山地 区的酸性土壤的石灰位情况
。

以下分三方面讨

论
。

( 1) 黄壤的石灰位 表 1列有两个黄壤剖面的石灰位及其有关性质的材料
。

不论是马尾松

f 林或是针阔叶混交林下的剖面
,

都是 A
。
层的石灰位较高

。

两种植被下的土壤比较起来
,

混交

林下的剖面 的石灰位数值较高
,

其变异范围为 3
.

06 一 3
.

5 3 ; 而马尾松林下者的变异范围则为

2
.

47 一 2
.

82
。

这是由于后一剖面的 p H 较低
, p C a

值较高 (表 1 )
。

表 1 黄 壤 的 石 灰 位 (乐 山 夹 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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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酸性紫色土的石灰位 几个酸性紫色土剖面的石灰位及其有关性质列于表 2
。

这类

土壤的石灰位数值与黄壤相近
,

变异范围为 2
.

34 一 3
.

97
。

与黄壤的情况一样
,

马尾松林下的土

壤的石灰位 较竹林下者为低
。

从石灰位在剖面 中的分布情况看
,

剖面上部 (约 20 厘米以上 )石

* 季 国亮参加了野外测定
。

工 作 中得到乐 山地区 农业局陈林和徐建忠 同志的协助
。



表 2酸性紫色土的石灰位 (乐山乌尤寺大佛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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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位稍高
,

这主要是由于该部位交换性钙的含量稍多所致
。

( 3) 农业利用对 土壤石灰位的影响 从表 1 和表 2 中的材料可以看出
,

旱地土壤和水稻

土的 p H
、

p C a 和石灰位与天然植被下的土壤没有明显的差异
。

表明在这一地区
,

施肥等农业措

施并没有能显著地改变土壤的酸度性质
。

综上所述
,

乐山地区酸性土壤的层次分化不明显
,

其石灰位在剖面中的变异范围也较小
。

与西双版纳和贵阳地区的红黄壤 比较起来
, p H 没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别

,

均在 4
.

0一 5
.

5的范围

内
,

但本地区土壤的 p C a
值一般在 3一 4之间

,

较后一地 区土壤 (一般为 4一 5) 低得多
,

以致 其

石灰位 ( 2
.

3一 4
.

0) 较后者 ( 1
.

4一 3
.

0) 明显为高
。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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