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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小比例尺土城制图

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

如苏联在50 年代
,

澳大利亚在

1 961 年已完成全国1/ 10 。万土族图 ; 墨西哥于 1 97 9 年

完成全国 1 / l 。。万土壤图 , 日本于 1 9 68年
,

罗马 尼亚

于 19 6 4年分别编制及完成了全国 1 / 5。万土城图 , 联合

国粮农组织和教
、

科
、

文组织从 60 年代起
,

陆续编制

和出版了 1 / 50。万世界土坡图 ,苏联部长会议测绘总局

也于 1 9 7 5年出版了 1 / 1 0 00 万世界土旗图等等
。

这些土

城图的特点是
:
以土坡分类系统作为制订各级制图单

元的基础
,

但将土城分类单元与制图单元加以 区 别 ,

采用土壤类型图与组合图或土被结构图两种不同的图

斑结构 , 特别是近些年来
,

应用遥感资料和自动制图

技术
,

提高了土族制图水平
,

使土澳图的编制逐渐达

到标准化与自动化
。

在论述全国 1 / l。。万土坡图编制原则和方法时
,

回

顾一下我国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进展是有必要的
。

、

全国性小比例尺土

旅制图的进展

解放以前
,

我国土城调查制图工作处于初期开展

阶段
,

仅编制了几幅 1 / 8。。万一 1 / 1。。。万或更小比例

尺的以土区为制图单元的略图和概图
。

由于分类和命

名深受美国学派的影响
,

只强调 了按土澳性质划分类

型
,

忽视了土城之间发生学上的联系
。

同时
,

限于调

查地区的资料粗略
,

有些 区域还是
“

空白
“ ,

图的精度

和质量较差
,

因而不可能确切地揭示我国土城类型及

其分布规律
。

解放以后小比例尺土坡制图工作获得了迅速的发

展
。

50 年代在综合总结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大面积区域

性土坡调查制图工作的基础上
,

编制了几幅全国 l / 4。。

万土壤类型图
,

以单区图斑为主
,

并结合复区表示
。

土坡分类和命名基本上按苏联发生学观点
,

图上列出

了一些新的土城类型
,

山地土坡也有明确的表示
,

图

例设计远较解放前系统
,

因而比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土

城的分布规律
。

但是
,

由于业务指导思想和资料所限
,

仅重视了土坡一般的发生
、

分类和分布规律的研 究
,

过份地强调了土坡的地带性
,

考虑我国农业生产的特

色不够
,

因此多停留在反映自然规律的经验描述阶段
,

还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自然条件优越
,

农业历史悠久
,

土集类型萦多
,

土城资源丰富的特点
。

60一 70 年代国家陆续组织了一些边远和空白地区

的荒考和科考工作
,

1 9 58一 1 9 5 9年进行了全国第一次

土集普查
,

由于土壤调查资料更加丰富
,

编图的方法

发展到主要以中
、

小比例尺土坡图归纳缩编的方法成

图
,

编制 T l / 140 0万
、

1 / 10 0 0万
、

1 / 4 0 0万
、

1邝 5 0万

等各种比例尺的全国土镶图
,

提高了图件的精度
。

在

借鉴苏联土坡发生学理论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自然条

件和农业生产实际情况
,

重视 了农耕地土坡的研究
,

在

统一的土坡分类系统和制图单元中肯定了各类农耕地

土族的适当位置
,

并以各种方式表示在图上 , 随着对

高原地区逐步广泛考查和深入研究
,

进一步揭示了高

原土坡形成的特点和分布规律
,

并相应地以制图单元

表示在图上 , 对于干早地区土坡的特性
,

分布和组合

的独特状况也能在图上 比较细致地表示
。

图幅的内容

不仅对我国土坡的基本分布规律
,

而且对隐域性土 坡
、

农耕地土坡和区域性土坡组合特点也有所体现
,

比较

全面和确切地反映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土壤类型和别具

特色的土 壤分布规律
。

二
、

我国区域性 1 / 10 0万土坡

图的制图实践和经验

(一 )区城性 1 / 100万土滚图编翻撅况

建国以来
,

先后编制了包括新获
、

内蒙
、

东北
、

宁

夏
、

江苏
、

广东
、

广西
、

云贵南部
、

长江流域等省区

的 1 / 1 0。万土坡图
。

这些图的内容虽然精细不一
,

但是

各具特色
,

可从中吸取编制全国 1 / 1 0 0 万土城图的经

验
。

兹选择其中数例分析如下
。

l
。

新获土滚图 1 9 6 0一 1 9 6 1年根据中
、

小比例尺

土城图
,

并参考航空照片编制而成
,

是以单区图斑为



主
,

复区图斑为辅的类型图
,

精度较好
。

全国两级制图

单元共1的个
。

第一级相当于发生土类
,

仅作归纳用 ,第

二级根据调查的目的
,
不同土类土城本身的特点和研

究的深度而定
,

平原地区主要为土属和土种
,

山区则

多为亚类和土属
。

图例首先按平原与山地山原和高山

谷地土壤两大系列分开
,

而后先地带性土坡
,

后隐域性

土集
,

自北向南
,

由高到低进行排列
。

其中灌溉一 自成

型古老绿洲耕作土和灌溉一水成型古老绿洲耕作土 以

及水稻土几个耕种土壤类型
,

分别列于地带性土城
、

水

成土壤之中
,

其他经过耕种的土坡则在相应土壤图斑

中以耕地符号标示
。

该图对土城地理分布规律反映清

晰
,

图斑轮廓与地貌
、

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关系明确
,

此

外
,

在图斑中还标示了各种质地及成土母质类型
,

在图

例的最后表示了与地貌特征
、

土坡利用改良有关的许

多非土坡形成物
。

2
。

江苏土壤图 在全国第一次土坡普查基础上
,

于 1 9 6 6年根据 1/ 2。万土壤图编制而成
。

全图分为水稻

土
、

早作土及自然土壤三大类
,

并依次排列
。

耕种土

族的制图单元级别与分类单元级别基本一致
,

一级制

图单元相当于亚类
,

二级相当于土属
,

并为基本上图

单元
。

自然土坡划分较粗略
,

制图单元与分类单元级

别不一致
,

仅一级制图单元
,

相当于土类或亚类
。

该

图虽对耕种土坡的组合规律表示得不够完善
,

但基本

上能反映各土 区土壤分布的特点
,

此外
,

图例中还标

示了主要高产和低产土壤
。

这是一幅具有农业地区特

色的土坡图
。

3
。

云贵南部地区土堆图 于 1 9 61年完成
,

全图共

有 13 9个制图单元
,

图例系统与分类表近似
,

分自然土

城
、

耕作土坡两大系列
。

自然土壤分山地和山原土坡
、

丘陵和盆地土壤 , 耕作土壤分水稻土和早 作 土 等 系

列 , 其下第一
、

二级为土类
、

亚类
,

仅作归纳用
,

第

三级即基本上 图单元
,

为土种
。

自然土坡以有机质层

的厚薄和含量划分土种
,

耕作土壤则以熟化程度为土

种划分依据
。

该图反映了南方丘陵山区地貌和土壤分

布的特点
,

生产目的性明确
。

4
。

黑龙江省土堆图 1 9 7 7一 1 9 7 8 年根据 1 / 2。万

及1/ 50 万土城图缩编而成
。

图例系统与分类系统一致
,

制图单元分土类
、

亚类及土属三级
,

但基本上图单元

各个土类不尽相同
。

图例自地带性土坡
、

隐域性土壤

到水稻土
,

由北向南
、

由高到低系统排列
。

除水稻土

外
,

耕种土坡均在相应的土竣代号左上角附加
“
上

”

表

示
。

该图反映土坡地理分布规律较清楚
。

(二 )区城性 1/ 100 万土城圈编制脸经

1
。

侧图单元与土墩分类系统 土族制图单 元 是

表示图斑内容的单位
,

其中基本制图单元是实际上图

单位
。

制图单元的确立除以上族分类系统为基础外
,

还

应根据比例尺的要求
、

编图的目的和研究工作的深度

具体划分
。

制图单元和分类单元级别之间的关系 有 两 种 形

式
:
一种是两者级别一致

,

图例系统即体现分类系统
,

如黑龙江省土坡图 , 一种是制图单元与分类单元级别

不相一致
,

只要符合于 比例尺对图斑面积的要求
,

凡

能以独立图斑表示的
,

不论分类系统的那一级
,

均 可

列入同一级制图单元
,

如新获土城图
。

但是无论邹一

种形式
,

其基本制图单元所采用的土城分类级别都是

不一致的
。

一般说
,

平地土壤较细
,

相当于 土种或土

属
,

山地土坡较粗
,

多为土属或亚类
。

根据编图的 目

的和占有资料的详略
,

各类土坡之间也有差别
。

以荒

地资源开发和宜林荒地选择为 目的编图
,

荒地可表示

到土种
,

耕地则粗略些 , 而以改 良低产田
,

建设高产

稳产基本农田为目的的编图
,

耕地土镶表示细
,

荒地

土壤粗
。

然而
,

从制图的精度和系统性而言
,

基本制

图单元的分类级别应当明确和统一
。

2
。

制图单元的排列和图例系统 制图单元 确 定

后
,

必须按分类思想和制图原则进行系统的排列
,

制定

出科学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图例系统
。

总的说
,

我国所编制的1/ 1 00 万土搜图
,

主要反映

地理发生观点
,

图例的排列 以地带发生 系列为基础
,

但其中农耕地土镶的排列方式却有所不同
。

19 ” 年以

前
,

由于对耕作土城的变化研究较少
,

图例中只反映

了水稻土
,

对其他耕种类型未很好反映 , 1 9 59年土坡

普查肯定了农地土城在分类和制图上的位置
,

在图例

中有两种表现形式
:
一种强调耕种以后土坡的变化 及

其发展趋势
,

将耕种土壤与 自然土竣并列 , 一种 认为

应根据现实土坡属性变化的程度确定其分类和制图的

级别
,

将耕种土坡分别置于统一分类和制图的各级单

元表示
。

对山地土坡的处理一般有两种方式
。

一种强 调山

地土壤性质和利用上的特殊性
,

作为独立系统与平地

土壤分开
, 5。一 60 年代编制的各种土坡图都是如此

。

分出平地与山地两大系列后
,

再在平地系列中划分白

然土壤与耕作土壤
,

这种表现方式能反映土壤资源的

利用特点
,

对拟定土地综合利用方案和进行土壤改 良

有 一 定 的 实用价值
。

但是掩盖了某些土类发生 卜的

联系
,

而且图例也显得繁多
、

重复
。

另` 种
,

为了图例系统的统一性
,

制图单元按土

集发生系列
,

先地带性土城
,

后隐城性土壤
,

然后高

山土城
,

自南往北
、

自低到高
,

或自北向南
、

自高到

低进行排列
。

农耕地土坡能成为独立制图单元者
,

则

以单区或复区图斑表示
,

不能成为独立制图单 元 者
,

则以耕地符号标示在相应图斑中
。

山地土坡以线划 ,戈



特号附加在相应土婆田斑墓色上
。

这种方式既能体现

各类土城的发生联系和地理分布规律
,

也能反映土坡

的利用方向
,

图例简明
,

图面清晰易读
。

3
.

圈斑的结构
、

综合与取舍 图斑是各种制图单

元在空间的形状和面积在图上的缩影
,

是制图单元以

图形表示的签本单位
。

我国区域性 1 / 10 0万土城图多

为类型图
,

以单区图斑为主
,

复区图斑为辅
,

复区单

元未在图例中单独列出
,

仅在主要类型的代号后加上

次要类整的符号或代号共同表示
。

这样
,

规律明显
,

图

例简化
,

但还不能显示复区图斑中各土坡组成分的确

切面积比例
,

影响统计土城资源的准确性
。

图斑的综合与取舍
,

不是简单地留大去小
,

而应

通过科学的综合分析
,

客观地反映制图单元的荃本特

征和分布规律
。

我国区城性 1 / 1。。 万土城图不少是由

中比例尺土城图偏制而成
,
田斑综合时

,
一般根据比

例尺的要求
,

结合编图的目的
,

考虑不同地区土坡分

布和利用的特点
,

以及攀握资料的质和 t
,

确定最小

图斑面积
,

然后按土城发生分类系统
,

由高一级归纳

低 一级的类型
,

面积大的图斑归并小的图斑
。

在农区

和资料充足的地区图斑细一些 , 在山区和资料不足的

地区图斑可大一些多 某些在生产上和分布上有意义的

过小图斑有时也可夸大表示
。

但对于综合取舍图斑大

小的数 t 要求
、

田型轮脚的表现特征
,

单区和复区图

斑的确立标准
,

区城特点的反映等都还有 待 认 真 研

究
。

4
。

区域特点的体现 全国性的土族图既要 反 映

全国土坡总的分布规律
,

也要体现区域性特点
: (I )

不同地区表示的主要土城类型以及同一类型划分的细

度有差异 , (2) 以图斑的形状和组合特点反映土旗个

体分布及其组合差异
。

如新班土城圈通过图形较确切

地表示了土城形成条件
,

特别是地貌条件
,

荃本上反

映 出高山
、

山地土维垂直分布和盆地土族环状 分 布
,

以及澳境地区各种土城的组合分布特点
。

5
。

图的软负 t 目前
,

由于调查制图的深 度 和

广度不断发展
,

记录大 t 信息的航卫片新技术的应用
,

制印技术日益先进
,

而图福使用范围变大
,

因此
,

国际

上各种图福都有载负 t 增大的趋势
。

如联合国粮农组

织 1 / 50。万世界土集图
,

即表示了土城质地等级
,

坡度

等级以及组合地区的地形等等因素
。

我国上述大部分区城性 l / 10 。 万土城图均以各种

形式表示了山地土镶
,

有的在图斑中表示了质地
、

母

岩或俊蚀类型
,

有的还以符号表示了冰川
、

雪被
、

沙

摸
、

戈璧
、

石质山地等等非土镶形成物
,

有的在图例

中标示了高产
、

低产土城
。

这些内容在编全国 1 / 10 0万

土城图时可以选择采用
。

三
、

全国 1 / 10 0万土滚图的编

制原则和方法

我们认为
,

编制全国性 1 / 1。。万 土城图总的要求

是正确地反映我国土城资派的面貌
,

注意科学性
、

生

产性和艺术性
,

在内容和表示方法上应做到既体现规

律
,

又便于应用
。

;il

(一 )制圈原则

l
。

土城制图单元 以土城分类系统的各级分 类 单

元为基础
,

制图单元是图斑内容的荃本单位
,
可以是

一个分类单元
,

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分类单元的组合
。

2
。

田斑的结构和图斑之间的组合以土镶分 布规

律为依据
。

在全国土壤图上
,

图斑之间的组合应反映

土城的水平分布规律
,

垂直分布规律
,

高原土城水平一

垂直复合分布规律
,

农耕地土族和区域性土坡组合规

律
,

而图斑内土澳的组成分也应反映其规律的组合
。

3
。

全国土城田必须反映土坡的区城性特征
,

以此

表示我国幅员辽阔
、

自然条件复杂和土城资银的特色
,

为因地制宜利用和改良土续提供科学根据
。

区城性特

征主要体现在制图单元的内容以及图斑之间组合形状

方面的差异
。

4
。

图形的定盆表示是保证制图质 t 的前提
。

所谓

土集田的定盆
,

主要是指图斑面积及图斑内各组成分

土集的对比比例
。

土城制图只有由定性走向计 t 才能

适应于统计和评价土城资谏的需要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土城制图必须用发生学的观

点研究图斑内部及图斑之间土坡组合的发生原因
,
以

及各组成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

在此墓础上

将土族类型
,
组合及其分布规律科学地表现在 图 上

,

这就是土城组合发生的制图原则
。

(二 )翻圈方法上的几个 1 要问厄

1
.

获取土堆信息的主要途径 卫片判读精度高
,

速度快
,

是编制全国 l / 1 00万土簇侧的主要手段
。

我国

积早的大 t 区域性 1 /功。万土集图可作为修编的甚 抽

或参考的资料
。

为了剖析典型地区中
、

小地形分 布 的

规律
,

确立图斑结构的内容
,

掌握土城判读的 指 标
,

需要作土镶阅查和航片判读的分析
,

编制典型地段的

大
、

中比例尺土集图
。

未编 1 / 1。。万土澳图的地区
,

也

舫要作补充训查
。

因此
,

我们认为获取土壤信息的主

要途径宜采取已有的制图成果
、

卫星照片
、

必要的土

城调查三者相结合的方法
。

2
。

地理底圈的选取 地理底图是专门地 圈的 骨

架
,

对专业内容起定位
、

定向
、

甚至定 t 的作用
,

宜



选择等积圆锥投影
,

资料现实而准确
,

地理要素较完

备的新编 l / 1 00 万地形图为成图底图
。

如该图未印出

前
,

应以较新 1 / 50 万或 1 / 15 。万地形图为典型图 幅 的

过渡底图
。

图上地理要素的选取依工作底图和出版底

图而不同
,

前者需保留等高线
、

水系
、

较多居民点和

沙漠
、

沼泽
、

森林等特殊地物区界等等要素
,

便于控

制编制专业内容
,

后者只需保留与专业内容关系最紧

密的地理要素如水系
,

和方便读图的注记符号
,

以利

突出专业内容
。

3
.

制图单元的确定与排列 全国 1 / 1。。万土壤图

基本上应以 1 97 8年土壤分类暂行草案为基础
,

但在系

统排列及个别类型的划分上须斟酌修改
。

同时该系统

只到亚类
,

根据制图的目的和比例尺的要求
,

一般应

反映到土属或土种
,

所以还需细分
。

采用多级别的土

城分类单元为基础的两级单元制图
,

第一级基本相当

于土类
,

第二级可以是土属
、

土种和亚类
。

制图单元的排列影响到分布规律表现的正确性和

图福内容的清晰度
。

可按照地带性土坡`晚城性土城
、

离山土镶的顺序
,

由南往北
,

由东向西进行排列
。

耕

种土城类型能成为独立的制图单元者
,

如各种水稠土
、

竣土
、

黑沪土
、

潮土
、

灌淤土等以图斑标出 , 不能成

为独立的制图单元者
,

如早耕黑钙土
、

栗钙土
、

红坡
、

砖红城等则以各种早地符号标出
,

面积过小的耕地
,

也

以符号定位标出
。

4
。

图斑结构
、

组合的表示和综合取舍的方法 图

斑结构是制图单元表现在空间存在的基本形式
。

由于

土集类型图反映规律明显
,

组合图反映实际数童比例

关系较好
,

考虑到过去工作的基础
,

因此
,
拟编制的

1/ 10 。万土城图仍以类型图单区图斑为主
,

复区图斑为

辅的精神进行统编 , 但也可吸取组合图优点
。

在各地

区剖析中
、

大比例尺典型图幅
,

明确复区图斑的组成

和面积比例
,

以补充类型图
。 _

图斑的形状和组合是土壤分布规律在图形上的显

示
,

不同形状图斑的组合特点可以反映区域特征
。

如

塔里木盆地多成环形带状的图斑组合
,

横断山脉狭谷

地区则呈平行树枝状的图斑组合
,

这些特点在编图时

都必须认真考虑
。

图斑的综合与取舍以尽童表现土壤总的地理分布

规律和区城分布特点为原则
,

经过综合取舍要求保留

图形轮廓
,

面积比例
,

分布特征
。

最小图斑面积可考

虑为。
.

2厘米 1 ,
同一大类的过小图斑可将低级者并入

高级单元
,

不同大类的下积小于 3。一 1。%者
,

不予表

示
,

70 一 30 % 以复区表杀
.

5
.

土滚图精度的要求 精度反映图的质 t
,

包括

图幅内容的细度和准确度
。

细度主要表示在基本制图

单元的分类级别和最小图斑的面积上
。

由于区域特点

和资料的详尽程度不同
,

图斑大小不可能完全 一 致
。

应在编制全国 1 / 10 。万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
。

准确度决定于专业资料的质 t
,

制图的方法和手

段
,

以及地理底图的精度
,

所以除了前述三结合—
已有的制图成果

、

卫片
、

必要的土坡调查— 的方法

外
,

还必须选择精度高的地形图作为地理底图
,

对 于各

种专业资料需要进行分析比较
,

择优选用
。

6
。

图幅主耍内容的表示方法 单区图斑以 颇 色

和代号表示
,

复区图斑以主要成分上色
,

辅以各组成

分代号
。

制图单元的代号可采用拼音字母缩写
,

如红

城为 R 黄集为 R五
,

黄棕城为 R z等等
。

有些面积 相 当

小但在分布规律和生产上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类型可以

符号定位表示
。

附加内容可表示地貌
、

质地和侵蚀状况
。

地貌分

为平地
、

丘陵
、

山地
、

高原 ,质地分为砾石
、

砂
、

镶
、

枯 ;

侵蚀状况分为无
、

轻
、

中
、

重
。

这些因素或表示在图

斑中
,

或以缩小比例尺的附图附于图边
。

非土城形成物

宜表示与分布规律和生产有关的因素如冰川
、

雪被
、

盐

壳
、

戈壁
、

石质山地等
。

图斑设色大都力求与土坡颜色相近
,

部分用习惯

色
,

暖热地区用鲜艳色
,

温凉地区用灰暗色
,

低地用

蓝绿等湿润色
,

高地用灰蓝
、

灰绿
、

灰紫等寒 冷 色
,

水稻土用蓝色
,

早地土坡用黄绿色
,

一般图斑细小的类

型用色深
,

面积较大的类型用 色 浅
,

整个图幅色彩要

求协调美观
。

最后应当指出
,

由于我们对全 国 1 / 10 0 万土壤图

编制的研究还刚刚开始
,

本文提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尚豁在今后全国典型地区 1/ 100 万土城图编制过 程 中

进一步加以验证
、

补充和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