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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印与出版阶段

1
.

清绘
:1 :1 0。万编绘原图要严格按照出版要求清绘

,

为了保证图幅质量和套合精度以

及清绘工作的方便
,

采用分版刻绘
。

2
.

出版前的准备
:
清绘完成后到送印刷厂之前的这一阶段工作称为出版前的准备

。

它包

括照相
、

翻版套合成全要素图
、

晒蓝 (或打样 )
、

彩色设计
、

分色样制作等
,

这里简述总色样的

设计与分色样的制作如下
。

( 1) 总色样图的制作
:

颜色的配置一般要求能反映土壤分布规律
,

作到整个图幅色彩协

调美观
,

科学内粤清晰
。

设色多数选择与土壤本身颜色相近
,

部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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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地土壤用黄绿色
。

上层制图单元以不同色调分开
,

基本制图单元以同一色调

的不同饱和度区别
,

但考虑到颜色太繁杂
,

只区分到亚类
,

同一亚类下的土属可以同色
。

1 : 10 0

万国家统一分幅土壤图
,

图幅与图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因此
,

在设色过程中
,

必须考虑

整个 64 幅图面颜色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

设计时参考门赛尔卡及有关色标
,

逐步制作出 1 : 1 00 万

国家土坡图总色标
。

很据以上原则作总色样
。

总色样是印刷配色网线的依据
,

印刷图的颜色基本上与总色样

相近
,

所以须认真制作
。

可以根据全国土壤图总色标作 2一 3份图
,

相互进行比较
,

选择其中

理想的一份作为厂方配色的依据
。

(2 ) 分色样图的制作
:
在 总色样的基础上

,

制作分色样
,

分色样包括线画
、

符号
、

注记

分色样和图斑普染色分色样两种
。

它们的分版数取决于总的设色的多少
,

采用多层平面印刷
。

3
.

制印与出版
:
清绘原图

,

分幅说明书
,

总色样
,

分色样经检查验收后即送工厂制版
、

打样
、

印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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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尼日利亚土壤的热传导率
、

热扩散率和热容量

2 0种质地不 同 ( 从砂壤到粘土 )的土壤处

于不同的起始含水量时
,

进行热性质的测定
。

从热传导率的结果来看
,

它随土壤含水量增

加而增加
,

在试验的含水量范围内
,

粘土较

砂土具有较低的热传导率
。

含水量为 0
.

02 一

。
.

16 立方厘米 /立方厘米时
,

热传导率 (毫卡

/秒
·

厘米
·

℃ )范围为
:
砂壤从 0

.

37 到 1
.

42
,

集土从 0
.

3 7到 i
,

9 0
,

砂粘壤从 0
.

3 8到 ]
.

7 1 ,

粘土从 0
.

39 到 0
.

41
。

土壤中热传导率在含水

量低时差别较小
。

在含有落 1 厘米粒径砾石

的土壤较没有砾石者热传导率低得多
。

G h u -

m a n ,

B
,

5
.

和 L al
,

R
.

在田间测得的热传

导率较实验室测得的为低
,

说 明原位测定土

壤热性质的必要性
。

砂土或壤土的热扩散率随含水量增高而

增至峰值
,

以后逐渐下降
。

富含粘粒的土壤并

不出现明显的热扩散率的峰值
。

除粘土外
,

从

测得的热传导率和热扩散率的数值计算容积

的热容量与用 de V r i se 方程式估算的土壤组

分的容积分数十分一致
。

风千后湿润粘土 的

热容量较砂土为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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