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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三十年代
,

我国即开始进行现代的土壤科学研究
,

开展土壤调查
、

制图
、

分析和澎

验的工作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推动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

现已初步了解我国土壤资源的概况
,

编

制了各种不同小比例尺的全国土壤图
,

研究了我国主要土壤的发生和分布的规律
,

以及主要士

壤的基本性质
,

土壤培肥和土壤改良试验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
。

为了把这些资料和成果总结出

来
,

公诸于世
,

我所曾于 1 9 7 8年组织国内各类土壤专业人员编写出版《中国土壤 》一书
,

并于 1 98 3

年在 日本出版了《 中国土壤》的 日文版
。

同时
,

为了形象
、

生动
、

直观地反映我国土壤主要类型

及其分布规律
、

土壤基本性质的地理特点
、

土壤分区及利用概貌
,

展示我国土壤资源和土城肥

力的概况
,

我所于 1 9 8 0年起
,

在总结我所上述有关工作资料及汇集有关单位的科研成果的基础

上
,

着手编制中国土壤图集
。

现在中国土壤图集 ( 1 : 1 4 0 0万 )经过我所及有关单位很多同志的努

力
,

即将竣事付印
,

这份土壤图集的编制
,

可说是我们初次的尝试
。

图集编制采取集体编制的

办法
,

发挥了各学科的专长
,

各图幅都由各类土壤专业人员根据 自身的工作实践和系统整理的

资料编制
,

资料包括我所和有关单位 的研究成果
,

但成图如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应由编者负责
,

所
`

以每幅图都附有编者的姓名
。

现将图集编制的原则和内容简介于后
。

一
、

制图原则

图集的编制原则有下列几项
: ( l) 运用综合系列成图的观点和方法

,

贯穿系统性
。

这个图

集是由许多不同类型而相互有关的图幅汇集起来的
,

其中有反映土壤分布和分区的
,

也有反映

各种土壤性质的
,

既综合而又有系统性
。

图集中以全国性图幅为主
,

区域性图幅为辅 , 先总体后

局部
,

先基础后派生
,

先自然面貌后改良利用
,

力求图集中各幅图形成统一的整体
。

(2 ) 图集

的编制始终注意科学性
,

各种图幅体现了土壤及其性质的地理分布规律性
,

制图单元的划分指

标和表示方法都有一定的逻辑性
。

另外
,

编制图集还必须做到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
,

既要反

映我国土壤资源 的面貌
,

又要反映各地土壤利用改良的情况
。

图集中有反映 自然规律性的图幅
,

也有生产应用的图幅
。

( 3) 图集既要准确地反映主题思想和科学内容
,

又要便于读图
、

识图
,

广

为应用
。

色彩和符号的设计都有一定的原则和规定
,

尽量使图美观大方
,

清晰易读
。

二
、

图集内容

这个 图集包括 31 幅图
,

分为 四大部分
,

即序图
、

土壤图
、

土壤性质图及土壤分区图
。

全国

性图幅的比例尺大多数是 1 : 1 4 0 0万
,

少数为 1 : 1 8。。万至 1 : 2 。。。万
,

区域性图幅为 1 : 75 万至 1 : 2 50

万
。

第一部分是序图
,

包括 中国政区图
、

中国地势图
、

中国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图
。

我国位

牙欧亚大陆的东南部
,

濒临太平洋
,

幅员辽阔
,

东西占经度 60 多个
,

南北跨纬度 55 个还多
。

自

然环境复杂
,

既有纵横交错的山脉
,

也有雄伟壮阔的高原
, 既有大小不一的盆地

,

也有低平坦

荡的平原
。

其中山地高原 占53 %
,

丘陵 占12 %
,

平原与盆地 占35 %
。

全国地势分为三大梯级
,

从

盗立于西南部的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逐级下降到东部的滨海平原
。

这种西高东低
,

面 向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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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形特点
,

决定了我国具有暖
、

寒
、

湿
、

干等各种气候状况和多种多样的植被和土壤类型
。

第二部分是土城图
,

包括中国土城图和八个典型区域土壤图
。

中国土城图是这个图集的基

础图
,

根据这幅图可以编制许多派生图
。

中国土城图反映了全国的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广域分布

规律
,

全面地展示种类繁多的我国土壤资源
。

从热带的砖红壤到寒温带的灰化土
,

从东北平原

的黑土到西部内陆盆地的漠上
,

从滨海平原 的盐土到青藏高原的高山土壤
,

从珠江三角洲近代

形成的高产水稻土到黄土高原的黄绵土
。

这些土壤资源为农
、

林
、

牧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雄厚

的物质基础
。

另外
,

按不同生物气候带结合各种地貌单元选编了八个典型地区的土壤图
,

即海南岛幅
、

贵

州高原 (中
、

东部 )幅
、

太湖地区幅
、

华北平原 (北部 )幅
、

黄土高原 (南部 )幅
、

塔里木盆地 (北部

西段 )幅
、

松花江流域 (中段 )幅
、

西藏高原 ( 中
、

东部 )幅
。

这些图幅比较详细地反映我国不同地

带中平原
、

盆地
、

海岛
、

高原
、

山区的土壤类型及其组合规律
,

表示我国土壤的区域性特征
,

为

全国土城图进行补充
。

第三部分是土城性质图
,

包括成土母质类型图
、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图
、

土壤质地图
、

土壤

粘粒矿物图
、

土坡有机质图
、

土壤酸度图
、

土壤磷素养分潜力图
、

土壤适用磷肥类型及作物反

应图
、

土城钾素养分潜力图
、

土壤有效铂图
、

土壤有效硼图
、

土壤有效锰图
、

土壤有效锌图和

土城有效铜图
,

共 14 幅
。

成土母质图系根据母质成因
、

矿物组成和颗粒大小划分类型并用图表示其分布概况
。 : L壤

地球化学类型 图则按土壤地球化学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划分类型
,

并从地球化学角度反映土壤及

其母质的矿物组成
、

元素迁移
、

集散特点及其地理分布规律
。

土壤质地图
、

粘粒矿物图
、

有机

质图
、

酸碱度图反映土壤中几种重要基本性质的地理分布特点
。

磷素
、

钾素
、

微量元素等肥力

要素图主要反映植物营养元素的潜力和分布状况
,

磷素方面除养分潜力图外
,

还从生产利用的

角度编制了
“

土壤适用磷肥类型及作物反应图
” ,

为磷肥生产布局
、

品种选择
、

合理施肥等提供

依据
。

第四部分是土城分区图
,

共 4 幅
,

即土壤区划图
、

土壤盐渍分区图
、

侵蚀土壤分布与分区

图
、

土壤利用现状及分区图
。

土壤区划图根据生物气候
一土壤组合和地貌

一

土续组合的原则对我

国土城进行分区划片
,

反映我国土被有规律的地域分异
,

作为合理利用和改 良土壤的基础
。

土

城盐演分区图根据盐演地球化学特点分区划片
,

供改良盐渍土参考
。

侵蚀土壤分布和分区图根

据侵蚀营力分区
,

侵蚀程度分类
,

服务于土壤资源评价和水土保持工作
。

土壤利用现状及分区

图则以分区和类型相结合的形式反映土壤上农林牧利用的现状
,

结合土壤区划图及其它 图 幅
,

可为全国制订农林牧规划提供基本资料
,

从这幅图可 以充分看出我国山地土壤分布较广
,

耕地

占土地面积较小
,

农业发展必须重视因地制宜
、

多种经营
。

图集中除上述各图幅外
,

还附有若干照片
。

照片以图谱的形式配合地图
,

说明有关图幅内

容
。

主要土壤类型剖面及景观照片配合土壤图形象地表达这些土壤的形态特征
、

环境条件或利

用现状
,

与剖面相应的土壤微形态照片可反映土坡的发生特性或肥力特征
。

这部分放在图集最

后
。

配合土壤枯粒矿物图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

直观地表示不同地区土壤粘粒中的主要矿物类型

及其形态
,

并附于粘粒矿物图之后
。

三
、

土壤及其性质的地理规律性

由于生物气候条件深刻影响风化作用和成土过程
,

所以生物气候的地带性必然影响土壤地

带分异
。

我国南北跨越热带
、

亚热带
、

暖沮带
、

温带
、

寒温带五个热量带
。

东部沿海深受东南

季风影响
,

比较湿润
, 西北地区由于青藏高原对西南季风的屏障以及东北一西南走向山地对东



南季风的层层阻挡
,

愈向内地愈趋干旱 , 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
,

使气候干寒
。

植被类型也随水

弟条件不同而呈有规律的变化
。

土壤的分布
,

与生物气候相适应
,

在水平方向呈现自南而北随热

址变化的纬度地带性
,

而自东向西则有随湿度变化的经度地带性
,

前者以东部季风区最为完整
,

后者以温带
、

暖温带表现较为明显
。

山地由低到高有随高度增加而产生的土城更替的垂直地带

性
,

并因基带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垂直带谱
。

青藏高原原面辽阔
,

海拔一般超过 4。。。米
,

具有

特殊的地理分布形式
,

即垂直一水平复合式分布规律
,

而且它的耸立还切断了某些土壤水平带

的向西延伸
。

此外
,

母质特性
、

中地形
、

水文地质条件 以及长期的人为耕作活动也影响土城的

广域和中域分布
,

形成土壤分布的区域性差异
。

土壤的性质和组成密切受成土过程和岩石风化的影响
,

所以
,

土壤性质图常与土城分布图

或成土母质图相吻合
。

由于生物气候的影响
,

我国境 内自北而南
、

自西而东或自高而低
,

风化

作用逐渐加强
。

生物的物质循环则 自北而南速度逐渐加快
,

自西而东生物量由少到多
,

矿化作

用由强变弱
。

自高而低则因基带不同而分别出现上述 由北而南或从西向东的相应变化
。

因之土

壤性质亦呈有规律的变化
。

如土壤质地状况与风化强度呈正相关
,

颗粒由粗到细
,

质地由砾质

砂土
、

砂土
、

壤土到粘土
。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决定于土壤中生存的生物量及其矿化 强 度 的 消

长
,

有由东向西
、

从北到南逐渐减少的趋势
,

但南方红壤地区因每年生成 的生物量极大
,

因而

有机质含量又有所上升
。

土壤粘粒中的主要矿物也有一定的地理分布规律
,

从干早到半干早 (由

西向东 )和从半湿润到湿润 (从北到南 )主要粘粒矿物按水云母一水云母和蒙脱 一 蛙 石 一 高 岭

石一高岭氧化物系列演变
。

土壤的酸碱度主要决定于土壤的盐基饱和状况
, p H 值有从北到南

、

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

但东北 的暗棕壤受有机酸的影响
, p H偏低

。

磷
、

钾及铂
、

硼
、

锰
、

锌
、

栩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和有效性因受母质和成土过程的影响
,

也有一定的地理分布规律
。

在土壤

磷素养分潜力图中
,

除有机态磷随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而变异外
,

由南而北无机态磷中闭蓄态磷

逐渐减少
,

而非闭蓄态磷逐渐增加
。

钾素养分潜力与各不同地区风化淋溶作用的强度密切相关
,

自南而北
,

缓效性钾的含量有随土壤中高岭减少及水云母增多而逐渐增高的趋势
。

土壤微量元

素含量受成土母质和有关土壤性质的影响
,

铝
、

锌的含量以南方酸性土壤为高
,

北方碱性土壤

为低
, 硼

、

铜的含量与之相反
;
锰的含量还受母质风化强度的影响

,

一般的趋势是由南向北逐

渐降低
。

除上述地带性土壤而外
,

微度发育的土壤和岩性土的性质主要决定于母质
,

其性质的空间

变化与母质类型的分布相一致
。

耕作活动可不同程度地改变土壤性质
,

甚至形成区别于原来土

壤的水稻土和各种早地土壤
。

由于耕作制度和培肥措施同样受生物气候及其它地理 条 件 的 制

约
,

耕地土壤的性质仍有地区性的差异
。

1 : 1 4。。万小 比例尺的土壤性质图主要反映土壤性质的广域分布规律
,

所以
,

各性质图幅中

制图单元的划分
,

一般都选用相对稳定的指标
。

例如磷素养分潜力图不用速效磷
,

而用磷的形

态类型作为制图单元
,
钾素养分潜力图不用速效钾

,

而用缓效性钾的含量上图
。

由于土壤的属性是各种物理
、

化学和生物等性质 的综合反映
,

土壤类型不 同
,

土壤性质迥

异
,

所 以各种土壤性质图的编制主要是按土壤性质本身的变化规律划分类型和数量等级
,

但在勾

绘图斑界线时则应参考土壤图
、

成土母质图
。

同时
,

各种性质之间往往有密切的关系
,

在制图时也应考虑到
。

如土壤质地主要决定于成

土母质的类型及其矿物组成
,

所以土壤质地图的编制应以成土母质图为底图
,

并参考全国土城
{图

。

土壤钾素状况与土壤粘粒矿物中含钾的高低和保持钾素的能力密切相关
,

所以土城钾素养

分潜力图的图斑界线要与粘粒矿物图上的相应的界线协调一致
。



四
、

表示方法和整饰

为了制图内容符合客观实际
,

图幅的表示方法不强求一致
。

图集一般采用底质法
,

以示逢

续成片的内容
,

而对非连续成片的内容则用其它方法来表示
。

如点数法用于侵蚀土坡分布和分

区图
,

表示不同侵蚀程度的土坡断续连片分布的位置和相对数量
。

又如土壤利用现状及分区图

中的土城利用类型有零散
、

细小和插花的分布特点
,

故采用了星点状范围法
。

图集在整饰形式
一

L力求清晰易读
、

美观大方
,

以达到识图和用图的良好效果
。

如彩色设计是

直观表达科学内容的重要手段
。

图集的设色主要以反映土壤分布的地带性规律和区域性差异为

原则
,

一般南方地区用暖色
,

高寒地区用冷色 , 北方地区随着气候由湿润到干旱
,

颜色从 比较灰

暗到逐渐明亮
;
低地用蓝

、

绿色调
。

但因图的内容不同
,

各自有其特点
,

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

色调处理
。

在土壤类型图中
,

运用不同的色调配合级差适中的色阶表示类型之间的差异
,

反映

土壤空间分布规律
,

用色尽量与图斑包含的主要土壤类型颜色相近
,

部分采用习惯色
,

人工耕种

的潮土
、

灌淤土
、

懊土和水稻土则分别以黄绿和蓝色为主
。

表示数量分级的土壤性质图中
,

以

一种色调不同色阶为主结合类似色反映同一性质数量上的级差
,

从浅到深代表由少到多的变化
。

至于土坡分区图
,

则主要用对比度较大的不同色调明显地反映区域分异
。

符号设计也是表达科学内容不可缺少的方法
。

图集中有点状和线状两种符号
。

点状符号主

要表示土壤图及某一性质图复区图斑中的次要成分
。

面积甚小或分布零星的特殊土壤类型
,

如

碱土
、

盐土
、

盐潮土等和与生产利用或成土作用有关 的非土壤形成物
,

如沙漠
、

戈壁
、

盐壳等
,

也用点状符号定位标出
。

这些符号形体小
,

图型简明
,

可配合 色彩补充和完善图幅的内容
,

而不

影响图面的层次和清晰度
。

线状符号配合颜色综合表示图件的内容
,

如典型区域土壤图华北平

原 (北部 )幅用颜 色表示一级制图单元
,

用相当于不同质地剖面的线状符号表示第二级制图
一

单元
,

以便图面层次分明
、

分布规律比较清楚
。

图幅间颜色
、

符号的协调和差异
,

取决于图幅内容的关联和区别
。

如各典型地区土壤图与

全国土坡图设色基本一致
,

但是根据各自的区域特点
,

不 同图幅中的相同类型可在同种色调的

深浅和明暗程度甚至类似色上有所变化
。

对微量元素图组既注意到各图幅主色不同色阶或类似

色间图面协调
,

也注意到整个图组色调之间的图幅协调
。

同一内容的符号前后要求一致
,

相关的

符号在大小和图型上注意统一协调
。

总的来说
,

这本图集是观点比较明确
、

内容比较广泛
、 “

图
” “

片
”

并有的综合性土壤图集
,

它

有利于加强土壤学各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

扩大土壤 制图学的研究领域
。

这不仅可以推动土壤科

学研究的进展
,

也可为生产建设提供科学资料
。

生产
、

科研和教学部门都可参考应用
。

另外
,

为

了便于国际交流
,

图集中附有 中英文说明
。

最后
,

我们要说明
,

我们编制这样的系列图
,

经验

不足
,

同时
,

由于我国面积广大
,

土壤类型繁多
,

土壤调查研究的结果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

土

壤各学科分支所累积的资料不够齐全
,

也不平衡
。

因此
,

从现实出发
,

有些图作得粗一些
,

以

致图集中的图幅详略不等
,

甚至有些图幅还达不到一定的精度要求
,

而且还有一些有关图幅尚

待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