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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某些红壤的石灰位

张 宏 张效年 童钢娅 赵安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 (X均 8)

摘 要

应用离子选择性电极对的方法和技术
,

在野外对土坡的石灰位进行了现场测定
.

结果表明
,

华南地区

不同类型土坡的石灰位有很大差异
.

低者小于 2
,

高者接近 6
.

一般说
.

由基性岩发育的土坡的石灰位高

于酸性母质发育的土壤
.

土坡石灰位与土壤在 N a
a

、

aB a
:
等中性盐中的 p H 值之间存在着 良好的相关

性
.

关键词 红坡 ; 石灰位 : p e a ; p H

自 A s l y n g ( 1 9 54 ) 〔`〕 和 s c h 。 n e ld ( 2 9 5 5 ) ( 2〕 提出石灰位 ( p x 一 o
.

s p e a )概念后 的 + 年 间
,

已对带负电荷的土壤进行过一些工作
〔 3刃

.

但以后则工作很少
.

近年来
,

石灰位的研究有

了新的进展
,

不仅建立了新的研究方法
,

同时研究对象也由负电荷土壤扩展到可变电荷土

壤
.

于天仁和王敬华提出并建立了应用钙离子选择性电极和 p H 电极对测定并计算石灰位的

新方法 (5)
,

在野外对红黄壤进行了测定
,

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6〕 .

鉴于石灰位能同时

反映土壤中氢离子和钙离子的活度
,

且其变化的幅度较 p H 值大
,

建议将它作为表述土壤酸

度的又一个指标
`
.67)

.

我们也应用离子选择性电极对的方法和技术
,

对华南地区一些土壤的石灰位在田间取土

进行 T 测定
.

同时还测定 7 土壤在 。一m o 1L 一 , 的 N a e l
、

o
.

o s m o 1L 一 , 的 B a C I: 和 N a Zs o ;
溶

液中的 p H 值 (土液 比都是 :2 1)
,

以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土壤石灰位的异同及石灰位与土壤

p H 值的相关性
.

现将所得结果作如下讨论
.

1 关于不同土壤的石灰位
不同土壤的 p H 值和 p C a

值都有所不同
,

反映在石灰位上也有差异
.

图 1 显示 了 9 种

土壤的石灰位的剖面变化
.

可看出
,

页岩发育的赤红壤的石灰位最低
,

其值小于 2
.

片岩发

育的红壤和浅海沉积物发育的赤红壤的石灰位为 2
.

3一 3
.

第四纪洪积物发育的红壤和玄武

岩
、

凝灰岩发育的砖红壤为 2
.

8一 3
.

8
.

石灰岩发育的红壤 (昆明 )为 3
.

6一4
.

2
.

火 山灰土壤为

4
.

1一 4
.

4
.

红色石灰土的石灰位最高
,

为 5
.

6一 5
.

9
.

表明基性岩发育的各种土壤的石灰位高

于酸性母质发育的土壤
,

上述各类土壤的石灰位的高低次序与它们在 0
.

l m o1 L
一 , N a

cl 溶液

中 p H 值的大小次序完全相同
〔` ,

.

这反映出不同土壤的盐基不饱和度的差异
.

从石灰位的

剖面变异看
,

有的变化不大
,

有 的表土稍大于底土
.

2 土壤的石灰位与 p H
、

p C a 的关系

石灰位 的数学表达式是 p H 一 .0 s p C a
,

所以石灰位值与 p H 值和 p C a
值的高低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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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1 )土壤的石灰位低于 p c a 和 p H
.

从图 2 看出
,

湛江凝灰岩发育的砖红壤的 p H 较高
,

在 .5 0一 .5 4 之 间
,

p C a
值也较高

,

在 3
.

8一 .5 0 之间
.

其石灰位在 .2 8一 3
.

5 之间
,

低于其
p C a 和 p H 值

.

剖面上部的 p c a
值低于剖面下部

,

而 p H 值在剖面 中变化不大
,

所以石灰

位在剖面中的变化趋势与 p c a
的变化相反

.

桂林地区由片岩发育的红壤其底层土壤钙离子

更少
,

p C a
值大于 p H 值

.

其石灰位与 p c a 和 p H 的关系及在剖面中的变化趋势与湛江的

砖红壤基本相同
.

p H
一 0 5 p C a

3 4

、、、、、.6

{
111
、

l、
,。,

6 0

侧迷

①页岩发育的赤红坡 (南宁 ) ; ②浅海沉积物发育的赤红壤 (湛江 ) ; ③片岩发育的红坡 (桂林 ) ;

④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坡 (湛江 ) ; ⑤凝灰岩发育的砖红城 (湛江 ) ; ⑥第四纪洪积物发育的红坡 (桂林 ) ;

⑦石灰岩发育的红壤 (昆明 ;) ⑧火山灰土 (湛江 ) ; ⑨红色石灰土 (桂林 .)

图 1 不同类型土壤的石灰位 ( p H刁 .s p C a)

(2 )土壤石灰位介于 p C a 和 p H 之 间
.

湛江地区的火山灰土的 p H 接近 6
,

而 p C a 值较

低
,

为 3
.

6一 3
.

8
,

剖面变化都小
,

所以其石灰位大于 p c a 而小于 p H
,

剖面变化也小
.

桂林

地区的红色石灰土
,

其 p H 比湛江地 区的火 山灰土更高
,

接近 7
,

而 p C a
值更低

,

在 2 左

右
,

所以其石灰位也相应更高
,

接近 6
.

可 以看出
,

火山灰土的石灰位更接近 p C a
值

,

而

红色石灰土者更接近 p H 值
.

(3) 土壤表层 的石灰位大于 p c a 值
,

底层则小于 p c a 值
.

在红壤类土壤 中表层经常有钙

的富集现象
,

表现 为剖面上部的 p c a 值通常较底部 的低
,

从图 2 可看出这种变化趋势
.

如

果在这类土壤 的剖面上
,

表层的 p c a
值低得很多

,

而随剖面深度的增加 p H 值变化不大或

有所升高
,

则可能出现石灰位在表层大于 p C a
值

,

在底层小于 p C a
值的现象

.

桂林第四纪

洪积物发育的红壤和昆明石灰岩发育的红壤就是这种情况
.

( 4) p H 与 p C a 的关系
.

根据土壤化学的原理
,

土壤 中钙的饱和度低则 p H 低
,

p C a
值

高
,

即 p H 值与 p C a
值的变化趋势相反

.

但图 2 所示土壤的 p H 值和 p c a
值在剖面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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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却大体相同
.

这种反常现象表明
,

红壤的酸度特点反映在不同的土壤上仍有所不同
.

p H p C p H 一 。 方 p c 。

〕
`

\火
一洲厂\

、 .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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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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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凝灰岩发育的砖红壤(湛江〕和片岩发育红壤 (桂林 )的 pH
、

p C : 和 p H { .s p C :

3 关于土壤石灰位与盐溶液中 p H 值的相关性

大量室内测定数值的统计结果表 明
,

土壤的石灰位 (Y )与土壤的水悬液的 p H (x o) 密切相

关
,

其回归方程为
: Y
一

2
.

7 5 1+ 1
.

z Z o x 。 r 一 0
.

90 9 〔 , “

图 1 中 9个土壤剖面 的 31 个标本的石灰位与其在 N a
cl

、

B a o Z
、

N a Z SO ;
溶液和水中

的 p H 值 川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

石灰位口 )与不同溶液中的 p H x( )的回归方程如下
:

、、夕了、 、产
廿
、、,产、 、,产曰.且`.胜., ..曰.盈内、à凡、ù,、ú八j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N a C z : Y 二 一 2
.

3 9+ l
.

2 3 X N a a

B a C 12 : Y = 一 1
.

6 7 + 1
·

1 5X 助 a

( r 二 0
.

9 5 6
’

二
, n

N a Z s O 4 : Y 一
2

·

5 8十

川
x N : : 5 0 .

H Z o : Y = 一 5
·

1 3+ l
·

5 7X H : o

( :
·

= 0
.

9 4 9

( r 二 0
.

9 2 9

…
, n

… n

( r = 0
.

8 6 7…
, n

因此从上述回归方程可 以看 出
,

土壤的石灰位与盐溶液和水中的 p H 值密切相关
.

其与

三种中性盐溶液中 p H 值的相关性比与水中 p H 值的相关性更好
.

这表示土壤石灰位不仅能

较好地反映土壤中的活性酸
,

而且能更好地反映土壤中交换性酸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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