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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 国际分幅 : 1 1 0 0万全 国土壤图的制图原则
、

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
,

以便取得经验
,

1 9 8 4年
,

我们选择了 1 : 1 00 万乌鲁木齐幅土壤图作为试点图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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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

天山横贯东西
,

位于该幅北部
。

天山西段
,

宽度较大
,

海拔 4。。 O米或

图 1 乌鲁木齐幅地势略图

40 0 0米以上
。

其间有大
、

小尤尔都斯盆地和焉省盆地
,

并

有开都河谷将其连结起来
。

东段范围较窄
,

图幅内东北

部为博格达山
,

海拔一般 4 0 0 0米以上
,

最高峰达 5 4 4 5米 ,

其南有觉罗塔格低山丘陵 , 再南有库鲁克塔格中低山地

形
,

它的西部最高峰达 2 4 0 0米一2 5 00米
,

向东逐渐降至
1 3 8 0米

,

更东则形成孤立的山块
。

在博格达山和觉罗塔

格低山丘陵之间为吐鲁番盆地
。

觉罗塔格与库鲁克塔格

之间为库米什山间盆地和荒漠低山
。

天山以北为位于准噶尔盆地的天山北龙山前平原
。

在奇台与昌吉之间为山前凹陷带
,

沉积了厚达 3 00 一 500

米的第四纪疏松沉积物
,

南北较窄
,

面积不大
。

天 山以南为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龙山前

平原
,

范围较大
。

盆地内有孔雀河平原与塔里木河平原
。

其沉积物的特点是河流冲积物与风

积物两者交替出现
。

塔河 以南则为广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

约占本幅图的四分之一
。

一
、

制图原则

本图主要根据土壤组合发生的制图原则
,

将土壤类型
、

组合的数量范围及其分布规律反

映在图上
。

1
.

运用发生学观点
,

研究土壤组合的发生原因
,

组合中组成分的内在联系以及各种组合

的图形特征
,

将土壤分布规律
,

特别是受地貌条件影响形成的中域分布规律
,

反映在图斑结

构及图斑组合中
。

2
.

为了有利于统计和评价土壤资源
,

以土壤类型和类型组合作为确定制图单元的基础
,

改变了过去以单区为主的作法
,

采取单区和复区图斑并用制图
。

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使用何

* 本文是中 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 题
。

参加本图绝制工作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坎研 究所周 妞珍
、

. 志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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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图斑结构形式
,

以图斑为单位计算面积
。

3
。

为便于生产应用
,

制图单元不仅主要为各级分类单元
,

而且还包括一些非土壤形成物

和播要表示的相
,

重视对山地和耕地土壤的表示
。

布

二
、

土壤分布规律

本图反映了暖温带和温带干早地区土坡水平和垂直分布的特点
。

同时也反映了地貌的特

点和分异对干早区中域土城分布规律的深刻影响
。

1
.

山地土班垂 ! 分布特点 天 山山体高峻
,

是暖温带和温带的分界线
。

( 1) 土坡垂直带谱属于干早类型
。

随着植被更替和水热条件在空间上的变化
,

从低到高

北坡由灰漠土
、

棕钙土
、

栗钙土
、

黑钙土
、

灰褐色森林土
、

亚高山草原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高

山草甸土所组成
。

南坡由棕漠土
、

棕钙土
、

栗钙土
、

亚高山草原土
、

高山草甸土所组成
。

其

上均为冰川雪被
。

( 2) 垂直带谱的组成分与所在基带水热条件有关
。

如天山南坡与北坡就有明显 的 差异
,

从表 1 可见北坡多由棕钙土或灰漠土开始
,

南坡则由棕漠土开始
。

北坡灰褐色森林土可成片

分布
,

并常与黑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交互成为一个带幅
。

南坡只局部地区可见森林土
,

无黑

钙土带
。

北坡亚高山带为亚高山草甸土
,

南坡为亚高山草甸草原土和亚高山草原土
。

( 3) 东西方向呈现相性变化
。

从表 1 可见玛纳斯至奇台山区的中段天山比较湿润
。

玛纳

斯以西的山区为雨影区
,

比较干旱
。

即使是中段天山内部也有不同 (表 1 )
。

2
.

洪积冲积栩科平原土班分布特点 天山南龙洪积冲积倾斜平原西起轮台
,

东至孔雀河

表 1 天 山 土 堆 的 垂 直 分 布 (单位
:

米 )

天 山 东 西 段 比 较

土 城 名 称

乏 山 南 北 坡 比 较

和静一冰达
(甫坡 )

乌普木齐一
冰达板 ( 北坡 )

荣窝里一博格
达峰 (甫坡 )

阜康一博格
达峰 (北坡 )

沙掩一达子庙
(西 段北坡 )

奇台一黑 漪坝
(东段 北坡 )

捺 澳 土

灰 澳 土

1 4 0 0米 以下
(夹有石质土 )

1 6 5 0米 以下

6 0 0米 以下 8 5 0米以 上

8 8 0一 1 2 0 0 16 50一 1 90 0 6 0 0一8 0 0 6 0 0一 9 0 0 8 50一 1 1 5 0

`

!……
11es

esles
几

l
es
es

ll…

i…
灰 钙 土

谈 某 钙 土

1 4 0 0一 1 9 0 0

(夹有石 质土 )

1 9 0 0一 2 3 0 0

(夹有石质土 )
1 2 0 0一 17 0 0 1 90 0一 2 40 0 8 0 0一 1 2 0 0 9 0 0一 1 20 0 1 1 50一 1 60 0

暗 某 钙 土 2 8 0 0一2 30 0

(夹有石质上 )
12 0 0一 17 0 0 2 4 0 0一 2 7 0 0 1 2 0 0一 1 4 0 0 1 2 0 0一 1 70 0 1 1 5 0一 1 6 0 0

黑 钙 土 1 7 0 0一 1 9 0 0 1 4 0 0一 2 0 0 0 1 7 0 0一 2 0 0 0 I C0 0一1 9 0 Q

灰 . 色森林上 1 7 0 0一 2 3 00 1 80 0一 2 8 0 0

里离 山草原土 2 3 0 0一 2 8 0 0

亚离 山草甸草原 土 2 8 0 0一 3 10 0

亚离山草甸土 > 27 0 0
1

2 0 0 0一 27 0 0 2 0 0 0一 2 8 0 0 1 90 0一 2 8 0 0

高 山 草 甸 土 3 1 0 0一 3 6 5 0

(有倒石堆 )
2 7 0 0一 3 4 0 0 2 8 0 0一 3 7 0 0 2 8 0 0米 以上

冰 川 雪 被
3 6 5 0米 以上

1 9 0 0一 2 8 0 0

2 80
一

飞0 0

有到石堆 )

功。米 以上 亚高山草
甸土 以上

3 40 0米以上 3 70 0米 以上 高山草甸土 以上



三角洲
,

南抵塔里木河冲积平原
。

其土壤分布规律深受中地形
、

母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

从北到南
,

由盆地边缘向内部表现出干早区扇形土壤组合的特征
。

但由于三种地貌类型的发

生特点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同
,

因此它们在扇形土壤组合中的结构成分不完全相同
。

( 1) 冲积扇土壤分布 ( 图 2 )
:

如轮台地区迪拉河冲积扇以及阳霞
、

策大雅 (策云 ) 等冲

图 2 冲积扇土集分布

积扇其上部为砾质戈壁
,

地下水位深
。

中部物质变细
,

坡度减缓
,

地下水位升高
。

扇缘带地下水位高达 1一 3米
。

扇缘以下常成为散流消失而形成干三角洲
。

其土城组合

由冲积扇 上 部
、

中部到扇缘及其以下的干三角洲依次出

现棕漠土 ( B d)
、

灌淤 土 ( W i )
、

灌淤潮土 ( O f)
、

盐 土

( 5
0 )

、

干盐土 ( R s )
。

(2 ) 大河三角洲土壤分布
:
孔雀河 穿过铁门关峡谷

流入库尔勒地区后即散开形成孔雀河三角洲
。

孔雀河三

角洲有新老之分
。

与冲积扇不同
,

整个三角洲都以细土

物质为主
。

地下水位都较高
。

上部土壤质地以砂壤为主
,

地下水位 1~ 3 米
。

中下部受洪水散流影响
,

地形 切 割

破碎
,

起伏不平
,

质地以砂壤一轻壤为主
,

地下水位随地形变化
,

低处 1一2米
,

高处 3一 5米
,

矿化度在 3克 /升以上
。

由上到下其土壤组合依次有灌淤潮土 ( O f )
,

灌淤潮土 ( O f) 一潮盐土

( 5 0) 复区或盐化潮土 ( F s
)一潮盐土 ( 5 0) 一结壳盐土 ( 5 0) 复区

。

结壳盐土 ( 5 0) (指荒漠化盐土 )

一干潮土 ( F
s
)复区

,

部分有干盐土 ( R
s )一干潮土复区

。

上部缺少自成型耕种土坡灌淤土
,

中

下部土城多呈复区存在
。

土壤剖面的不同部位有黑色土层
,

具脱沼泽化的特征是本三 角洲土

城的特点
。

( 3) 洪积平原的土壤分布 ( 图 3) :
洪积平原上部为砾质洪积锥群

。

下部为细土洪积平原
,

在策大雅 (策云 )以西质地比较粘重
,

有重壤
、

粘土出现
,

以东质地较轻
,

为轻壤和中城
。

紧

接洪积锥群以下的细土平原上有扇缘溢出带存在
,

但宽狭不等
,

且有断续现象
。

扇缘以下地

下水位愈来愈低
。

从洪积锥
、

扇缘到下面的洪积平原依次分布砂砾质棕漠土 ( B d 。 )
,

潮盐土

( 5 0 )或苏打潮盐土 ( 5 0 : : )
,

结壳盐土 ( 5 0 )
,

干盐土 ( R s )
。

老的洪积锥上为石青棕漠土 ( B d 。
)

或石膏盐磐棕漠土 ( B d 。 )
。

3
.

冲积平原的土坡分布特点 (图 4) 图幅内包括有塔里木河中
、

下游平原
,

大致以群克

图 3 洪积扇土城分布 图 4 冲积平原土城分布



分界
。

塔里木呵由于河水含沙量大
,

沉积速度很快
,

在洪水时河床常淤积很高
。

洪水往往冲

破自然堤并在河何低地形成新的支流
,

所 以河道不稳定
,

位置经常变迁
。

这种改道对地形
、

母

质
、

植被和水文地质条件有明显的影响
。

因此
,

对土城的形成和发育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深刻

作用
。

土攘分布呈条带状的组合
。

口

中游平原坡降小
,

地形平坦
。

河道两侧一般有天然堤
,

其间广泛分布河间低地
。

不仅河

网交错纵横
,

而且有许多被遗弃的干河床
。

现代冲积平原地下水位较高
,

河流两岸的天然堤

多分布暗吐加依土 ( D f : )或暗吐加依土与潮土 ( F s
)的复区

。

河 间低地多分布潮土 ( sF ) ,

部分

为淡吐加依土 ( D f : )
。

古老冲积平原地下水位下降
。

分布干吐加依土
,

干潮土或者是干吐加

依土与干翔土形成的复区
。

但在普惠以东的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两者交互沉积的平原实际上是

一个河间地
。

除河流两岸为吐加依土外
,

还分布有潮土
、

潜育土
、

潮盐土或结壳盐土
。

潮土

往往与潮盐土成复区
。

.

自群克以东塔里木河 已由泛滥性河流转为下切性河流
,

河道变窄
,

平原呈狭长条状
。

土

坡分布与中游平原有所不同
,

其上段塔河两岸多为潮土
。

下段 (英苏以下 )主要是干吐加依土
。

在31 团以上的河 间地多为盐化潮土 ( F s : `
)和潮盐土 ( oS )

,

以下多为潮盐土和结壳盐土
。

愈向

平原下部盐渍化程度愈重
,

荒漠化程度愈强
,

复沙作用也愈显著
。

4
。

山间盆地的土坡分布特点 天山较大的盆地大都位于构造沉降带内
。

图幅内的中
、

低

位山间盆地有焉曹盆地
、

吐鲁番盆地
,

高位 山间盆地有大
、

小尤尔都斯盆地
。

盆地土壤的分

布呈环形或半环形的组合
,

其组合的类型还受到所在基带生物气候条件以及湖泊水文状况的

影响
。

( 1) 淡水湖山纲盆地的土壤分布 (图 5 )
:

焉曾盆地

是中部天山南坡中的一个较大的陷落盆地
。

盆地内海拔

在 1 2。。米以下
。

开都河由西北流向盆地
,

并注入东南的

博斯腾湖
。

然后从湖西南角经过孔雀河流出
。

因此
,

这是

个外泄性的淡水湖山间盆地
。

盆地由西北部及西部广大的开都河三角洲 (面积 约

占盆地的2/ 3 )
,

北部洪积一冲积扇群
,

东南部博斯腾湖

湖滨平原所组成
,

属复合土壤组合类型
。

开都河三角洲上部宽度小
,

坡度较大
。

沉积物质较粗
.

地下水径流条件好
。

分布有灌淤土 ( W i )( 南岸 )
,

灌 淤 潮

土 ( O f )和盐化潮土 ( F , 2 .
) (北岸 )

。

三角洲中下部坡降减

缓
,

形成扇形平原
。

由于河水补给和博斯腾湖水的顶托
,

图 5 淡水湖山间盆地止壤分布

地下水位 1一 3米
。

但矿化度不高
,

土壤积盐普遍而不严重
,

并有明显的苏打盐渍化
。

从主河道

的中心向外缘
,

土壤的自然分布状况是由盐化潮土到潮土
,

现多已开垦
,

因排水不畅
,

大都

形成灌淤潮土
、

盐化灌淤潮土和次生盐土交错分布的复区
。

三角洲边缘地下水矿化度高
,

可

达 30 克 /升
,

土壤为结壳盐土
。

洪积冲积扇舞呈东西带状
。

上部分布砂砾质棕漠土 ( B d : )
。

中下部坡度转缓
,

沉积了砂

坡质细土物质
,

土城为灌淤土 ( W i )
,

灌淤潮土 ( O f )
。

扇缘部分质地变为砂壤质和壤质或者

更重
,

地下水位可高达 1一 3米或者稍低
,

分布潮盐土
、

结壳盐土
。

湖滨平原地下水位经常高于 1 米
,

但因频邻淡水湖
,

盐渍化不重
,

分布着泥炭潜育土和

盐化泥炭潜育土
。



(2 ) 咸水湖山间盆地的土壤分布 (图 6)
:吐鲁番盆地是东部天 山南坡的一个地堑式下陷

,

封闭洼地
。

它的中央部分位于海平面以下
,

最低的艾丁湖湖滨为 一 1 54 米
。

总的地势是北高南

低
。

盆地的水系和沉积物主要来自于北面和西面 的高山
。

艾丁湖是一个封闭性的成水湖泊
。

盆

专 地上都的 1邝处有火焰山隆起
,

将之分割为北部高盆地和南部的低盆地
。

高盆地为 山前洪积扇联合组成
。

上中部为砾质戈壁
,

分布砾质石膏盐磐棕漠土 ( B d . )
。

下

部为细土状物质复盖的老绿洲
,

发育着灌淤土 (W i ) (如都善
、

连木沁
、

苏巴什等 )
。

低盆地在火焰山南麓
,

由北到南为山前砾质洪积扇
,

细土干三角洲和湖滨平原所组成
。

狭

窄的洪积扇仍由砾质石膏盐磐棕漠土 ( B d 。
) 所占据

。

干三角洲上部
,

径流条件良好
,

多为灌

淤土 ( W i )
。

吐鲁番
、

鲁克沁等绿洲即在这一部位
。

中部有干盐土和灌淤潮土
。

下部主要为干

盐土
。

湖维平原地形平坦
,

沉积物质较细
,

地下水位小于 3 米
。

艾丁湖边缘地下水位出璐 地 表
,

矿化度大于 50 克 /升
。

从湖滨平原的外围到艾丁湖边缘依次出现结壳盐土 (面积广大 )
,

矿质盐

土
,

盐壳和盐泥
。

与淡水湖山间盆地不同
,

这里主要是由洪积扇
、

干三角洲
、

湖滨平原土壤组合形成的复

合组合类型
。

( 3) 高山山间盆地的土壤分布 (图 7 )
:

大
、

小尤尔多斯盆地为天山中串珠状纵向的高山 山

I
“

一
_ _ 尹 一

、 、 . ,

~
声

/
一 、

\ 份d 感嗯场纭
一声、心一布

/岁娇尸éù勒
/飞众衅沁一牡

甚一
、、勺ó、
tó
、 l洲j
. J

ù产é̀ ,八产ó
ú

多J、口妇汤

产、卜卜ō、
,ù如

、、
。

` 几、J,

牲肠州几口呀

玲
;

力仲

图 6 咸水湖山间盆地土滚分布

间盆地
,

海拔2 4 0 0一 3。。O米之间
。

开都河上游流经盆地的中部
,

形成年轻的冲积平原
。

盆地

中心及河流沿岸的河滩地上发育大片的潜育土
,

并多冰丘和低洼的水坑
。

从盆地边缘到中心

为亚高山草甸草原土或亚高山草原土到潮潜育土
,

是夭山重要的高山牧场
。

三
、

制图单元系统

B d 棕漠土

B d : 砂砾质典型棕淇土

B d: 砂质典型棕漠土

B d , 残余盐化典型棕淇土

Bd ` 石质 (残积 )石青棕澳土

B d . 砂砾质石膏棕漠土

B d . 拱淤石青棕漠土

B d
,
石质 (残积 )石青盐盘棕淇土

B d . 砾质石* 盐盘棕漠土

B d 。 砂砾质石裔盐盘棕淇土

Bp 棕钙土

Bp l 厚层典型棕钙土



B p l薄层典型棕钙土

B p .厚层淡棕钙土

B p。 薄层淡棕钙土

B p,

厚层孩化棕钙土

B p . 厚层灌淤棕钙土

B p 。 薄层灌淤棕钙土

C a 某钙土

C a :

黄土母质厚层典型栗钙土

C a 3 薄层典型栗钙土

C a .

拼种典型某钙土

C a 。 厚层暗菜钙土

C a 。
薄层暗菜钙土

C a 7 拱种暗栗钙土

C h 黑钙土

C h ` 厚层典型黑钙土

C h : 薄层典型黑钙土

C h : 耕种典型黑钙土

心 c 灰揭土 (灰揭色森林土 )

G勺 黄土母质典型灰揭土

G听 石灰性母质石灰性灰褐土

T s 龟裂土

T朴 典型龟裂土

T红 盐化龟裂土

尹 s 潮 土

F s , 城质石灰性淡潮土

F .a 薄层石灰性淡潮土
t

F , 曰 暗潮土

下红 。 脱潜潮土

下红 ` 盐化潮土

F s : . 干潮土

F s a 。 盐化干潮土

妇 。 潜育土 (沼泽土 )

B O : 城质潮潜育土

B O . 泥炭潜育土

B。 : 1 残余潜育土

B O : : 残余泥炭潜育土

B。 “ 盐化潮潜育土

BOI . 盐化腐殖质潜育土

B O : 。
盐化泥炭潜育土

5 0 盐 土

5 0 1 级化物结壳盐土

5 0 : 硫成盐一级化物结壳盐上

S。 : 苏打一舰化物一硫酸盐结壳盐土

S。 ` 苏打一舰化物结壳盐土

5 0 . 抓化物潮盐土

5 .0 硫酸盐一抓化物潮盐土

S。 , 苏打一硫酸盐一叙化物潮土

5 0 . 苏打一抓化物一硫酸盐潮盐土

S。 。 苏打一硝酸盐一抓化物潮盐土

5 0 “ 苏打一抓化物潮盐土

S。 曰 苏打潮盐土

5 0 1 ,
苏打碱化盐土

R s 干盐土

R朴 干盐土

R : : 残余沼泽干盐土 (干沼泽盐土 )

R ss 龟裂状干盐土

A s 风沙土

A sl 流动风沙土

A勺 半固定风沙土

人 s 。 固定风沙土

W i 灌淤土

W il 淡灌淤土

W i :
暗灌淤土

O f 灌淤潮土

O fl 淡灌淤潮土

O f : 暗灌淤潮土

o f : 潜育化灌淤潮土

O f `
盐化灌淤潮土

O f 。 苏打盐化灌淤潮土

O f 。 盐化潜育化灌淤潮土

D f 吐加依土 (荒漠森林草甸土 )

D fl 淡吐加依土

D fl 暗吐加依土

D f 。 盆化吐加依土

D f ` 干吐加依土

S也 黑毡土 (亚高山草甸土 )

Sm : 厚层饱和黑毡土

S ln : 薄层饱和黑毡土

5 5 把嘎土 (亚高山草原土 )

5 5 : 饱和把嘎土

人 m 棕毡土 (高山草甸 土 )

A m : 饱和棕毡土

L i 石质土

L il 石质土

生壳
、

盐泥
。

.

.

命



合

复区代号
:

B d l+L i l

B d 3+T sx

B d
` +L i :

B d
。 +B d

s

B d。 +L i、

B d
7 +L i :

B d。 +B d
。

B P I +B P
:

B P s+B P
e

B P
e+L i

-

B P
s+B P

7

Ca 3+B P :

Ca :+ Ca,

C a s + C a e

C a 一+ C a 7

C 么
` + C h

、

C h l + G e s

C h Z+ G e 3

G e s + S m :

T : 一+ E s : . + A s :

T s : + D f l

T s : + A s -

F s . + D f :

F s : s + o f :

F , : 一+ Bo :

F s : 一+ B o x l

F : : ` + 5 0 2

F s z ` + 5 0 。

F s : 一+ 5 0 ,

F s Z一 + 5 0 : o

F s : 一+ A s -

F s Z ` + A , 2

F s : 一+ D f -

F s : 一+ D f
:

F s : 一+ D f :

F s : 一+ D f
.

F s z . + F s : -

F : : . + 5 0 、

F s : , + 5 0 :

F s : . + A s : + T s :

F s : . + D f -

F s : , + D f :

F s z . + D f s

F s : . + D f
-

F s s o + D f ,

F s s o + D f `

B o : + F s : `

B o : + F s : .

B o 一 x+ R s -

S o x + 5 0 。

5 0 一+ R s s

5 0 : + A s :

S o x+ O f :

5 0 一+ D f 3

5 0 : + 5 0 ,

5 0 5 + F s : .

5 0 5+ 5 0 ,

5 0 一+ F s : -

5 0 一+ 5 0 ,

5 0 一+ 5 0 1 :

5 0 。 + F , : -

5 0 。 + 5 0 1

5 0 。+ 5 0 ,

5 0 。 + D f l

5 0 5 + D f ,

5 0 . + 5 0 :

S o e + D f :

5 0 : + F s : `

5 0 7 + A s :

5 0 一 + F s 2 .

R s l + T s :

R : 1 + 5 0 。

R s : + F s : 。

R s 3 + T s x

R s s + R s :

A s x + T s x

A s : + T s 一+ F , : 。

A s : + F s z .

A , : + D f
l

A s : + D f 。

A , : + D f
-

A s s + F s Z -

A s , + R s -

W i : + W i -

W i , + o f 、

O f 一+ 5 0 ,

0 f l + 5 0 : o

o f l + 5 0 一 、

O f 一+ O f -

O f : + o f 。

o f : + F s ,

o f : + 5 0 -

O f : + R s `

O f 一+ F s : `

O f
一+ o f ,

D f 一+ 5 0 , o

D f l + D f z

D f : + T s -

D f : + T s -

D f 3 + F s ,

D f s + F s : 心

D f : + F s : .

D f s + F s a o

D f s + S o x

D f 。 + D f -

D f a + D f
;

D f 一+ T s :

D f
一+ F s 7

D f ` + F s : .

D f 一+ F s s o

D f ` + 5 0 1 -

D f ` + A s s

D f 一 + A , 2

S m : + G e ,

S m 。 + G e ,

5 5 1+ G e 3

5 5 一+ G e v

,



四
、

编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
、

制圈单元的等级和排列 本图采取分类级别与制图单元级别不一致的方式
。

使用两级

制
,

即基本制图单元一级和上层制图单元一级
。

在 1 : 1 00 万土壤图对图斑面积要求允许的范围内
,

为了既要反映土壤资源的实际情况
,

又

不致影响土壤分布规律的清楚表示
,

本图基本制图单元平原地区大多数反映到土属
,

仅部分

岩性土如石质土
、

风沙土笔反映到亚类
; 山区高山亚高山土壤和灰褐色森林土反映到亚类

。

根

据具体情况用这些级别的单个类型和类型的组合上图
。

上层制图单元均相当于土类
, ,

仅起归

纳作用
。

制图单元系统的排列 以土壤分类单元作为结构的基础
,

但不完全等同
。

除将初育土排在

前面外
,

按地带性土壤
、

隐域性土壤
、

高山土壤的顺序进行排列
。

复区图斑依主要土壤成分

排在单区之后
。

高山 (包括高山
、

亚高山 )及平地无相似类型的山地土壤在系统中统一排列
,

并均 以独立制图单元表示
。

与平地土壤相类似的山地土壤不单独列出制图单元
。

但从反映土

城资源的分布规律出发以及考虑到利用改良的不同特点
,

高山及山地土壤不论在水平带有无

相似土壤类型者均作为山地相
,

在相应图斑中加斜线或符号
。

2
、

圈斑的结构及类型 图斑结构是指单个图斑中制图单元存在的基本形式
,

包括 组 成

分
、

面积对比关系
、

结构形成的基础等
。

本图改变过去以单区为主
、

复区为辅的作法
,

采取单区

与复区相结合的制图方式
。

首先根据成图比例尺表达的可能性以及生产利用的需要
,

确定保留的最小图斑面积为 0
.

2

平方厘米
。

在最小图斑允许范围内
,

土壤类图饥够单独表示的则以单区图斑表示
,

否则 以复

区图斑表示
。

一般
,

小地形变化不大
,

母质比较均一
,

或土壤垂直带的更替幅 度 较 宽
,

在一

个带内类型又较一致者
,

多用单区图斑
。

如大面积的棕漠土
、

盐土
、

黄土状母质丘陵上发育

的栗钙土
、

黑钙土
。

许多山地土壤
,

平原地区小地形有起伏或小范围内的土壤呈有规则的变

化或耕作活动强烈的地段
,

山区坡度较大或一个带内土壤类型交叉分布
,

难 以定量分开者
,

多

用复区表示
。

复区图斑的内容主要是在地理上有一定的发生联系
,

并毗连分布的土壤组合
。

根据土壤群体组成分间的发生联系复区图斑可以分为如下 n 个成因类型
,

并归纳为 4 个成因

系列 (表 2 )

系歹组

表 2

。

坡度 陡级 引起 的
:

如棕
钙 土

一

石质土
。

.

坡向差别引起的
:

如黑
钙 土 (阳坡 )

一灰褐 色森

林土 (阴坡 )
。

。

丘胶起伏引起的
:

如灌
溉菜钙 土 (丘坡 )

一

拼种
菜钙 土 (丘间平地 )

。

。

水分状况变化引起的
:

如盐化 吐加依 土 (沿河
两 岸 )

一

盐 化潮土 (河间

地 )
。

.

水盐 状况变化引起的
:

如盐 化潮土 (小地形起
伏 低处 ) 一抓化物潮盐 土
(小地 形起 伏高处 )

.

1 .

风 沙复盖引起 的
:

如半
固定风沙土一盐化 吐 加

依土
。

2
.

细土洪积物复 盖 引起

的
:

如盐化棕漠土 一普题
龟裂土

。

1
。

荒澳化作用引起的
:

如
普通龟裂土 一千溯土 一半
固定风沙土

。

2
。

古成土 作用引起 的
:

如
砾 质石青盐磐棕 摸土一

砂砾质石膏棕 漠土
。

1
.

不 同拼种类型白指1涪
;

如暗 灌淤 土 一淡 淞 淤 潮

土
。

2
.

耕种与非拱种类型的组
合

:

如淡灌淤 潮土一潮盐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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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区图斑主要和次要成分的面积比分别为0 5一0 7%和3 0 一0 5 %
。

农耕地次要 成 分 可 到

0 % 1
。

为了比较切合实际
,

在不可能对各种复区组成比例作细致解剖的情况下
,

以整个复区

图斑作为单位来计算面积
。

3
.

制图方法 采用荃才图幅资翔野外路致考察
、

卫壁象片判读相结合的方法制图
。

在资料较好的地区
,

以基本图幅资料为主
,

野外路线考察和卫星象片判读进行审核
、

修

改
、

补充
,

如大多数平原地区
。

在资料不足的地区
,

则以野外路线考察和卫星象片判读为主
,

并参考有关 自然地理如地貌
、

地质等图件
、

文字资料进行编图
,

如大多数山区
。

从编图的角

度
,

墓本图幅资料是工作的基础
,

编图的重要条件
。

野外路线考察主要起到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

第一
,

了解和掌握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第二
,

建立卫片判读指标 ; 第三
、
进行空白地区的补充调查 , 第四

,

分析
、

评价
、

使用
、

校

核 已有资料
。

与路线考察的同时
,

还应配合重点地区的详查
,

以便深入剖析图斑结构特别是

复区图斑中各组成分的发生联系及其表现形式
。

由于条件限制
,

本图幅没有进行这种详查
。

卫星象片反映了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信息
,

土壤卫片目视判读主要根据各种成土因素与

土壤类型之间的相关分析以及土壤内在性质和利用状 况在影象上 (包括颜色
、

图型等 ) 的反映
。

从卫片上容易区分地貌分异清楚
、

植被复盖度差别显著的土壤
,

也能够看出裸露土壤质地状

况的砂
、

砾
、

壤粘
,

水分状况的干湿或盐分状况部分成分的变化
,

还可以划开耕地和非耕地

界线
。

但对地貌条件分异不大
,

或植被覆盖度均大的不同土壤类型不易区别 , 对裸露土壤中

上述质地状况
、

水分状况
、

盐分状况相似的不同类型也难判别 ;
对耕区内的不同土壤不能区

分
。

因卫片没有立体像对
,

故对山地垂直带的划分 比较困难
。

因此
,

卫片目视判读具有一定

的优越性
,

能提高图斑界线勾绘的准确性
,

并在掌握土壤分布规律及分析土壤所处地貌部位

的前提下
,

·

能判读部分的图斑内容
。

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在上述成土环境和土壤性质

相似
,

或垂直带谱组成分难以判读的情况下
,

则主要依靠野外考察和综合运用其它资料
。

4
.

圈 . 主要内容的裹示方法
认
单区图斑以颜色和代号表示

。

复区图斑以主要成分上色

组成分的代号按所占面积多到少依次表示
。

上层制图单元相 当于土类
,

代号用英文字母缩写
。

土壤类型的英文名称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词时
,

采取第一个词首的大写字母和第二个词首的小写字母组合表示
。

如棕漠土 B r o w n

de
s e r t :

01 1用 B d表示
。

土壤类型的英文名称为一个词 时则采取词首 的大写字母和第二个字母

的小写 (在与其它土壤类型重复时可采用其它字母小写 )组合表示
。

如盏土 5 01 。 n 。 h a k : 用 s 。
表

示
。

基本制图单元的表示则是在组合英文字母的右下 角用阿拉伯数字 1
、

2
、

3
、

… …顺 序排

列
。

如 B d
: ,

B d
: , … 5 0 : ,

5 0 : …
。

图斑的设色主要以反映土壤分布规律
,

图面清晰美观为原则
。

对上层制图单元运用不同

的色调 ( h ue )表示土类之间的差异
。

对基本制图单元则以颜色的不同饱和度和 b or m 。 ) 区分到

亚类
,

同一类下的各土属同色
。

部分选择近似土壤本身的颜色
,

部分采用习债色 ` 干早灼漠

境土壤用黄棕色
,

湿润的水成半水成土壤用兰
、

绿 色
,

盐成土壤用红紫色
。

垂直带中的荒漠

草原和草原土壤用棕
、

栗
,

高山
、

平高山土壤用灰兰
、 ,

灰绿色
,

耕种土壤用黄绿龟
。

此外
,

用点状符号表示冰川恒雪区
,

倒石堆
,

盐壳盐泥
,

沙漠等非上壤形成物
。

用面状

斜线表示山地相
。

用各种面状符号表示不同的土壤质地
。

参 考 文 献

七 国科学 院新 . 综合考察 队
、

中国科学院土狡研 究所编
,

新皿土典地理
,

科学 出版社
, 1 9 6 5

。



绿肥对滨海盐化潮土有机质的影响
`

张 武 舜

(江苏沿海地区农科所新洋试脸站 )

土城有机质是土坡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土城肥力的主要组成
。

种植绿肥是提高土壤有机

质的重要措施
。

为了进一步探讨绿肥对土壤有机质积累的影响
,

在中国农科院土肥所的统一

组织下
,

按全国绿肥试验网的方案
,

从 1 9 8 1年开始进行了定位试验
,

现将几年的试验资料整

理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试脸地系发育在黄淮冲积物上的滨海盐化潮土
,

一米土层的氛化钠含量在 0
.

1%左右
,

土

城中碳酸钙含 t 在6
.

97 一 7
。

,73 %
,

微城性
, p H值在 8

.

5左右
,

土壤机械组成中以。
.

00 5一 0
.

05

毫米的粉砂粒为主
,

占77 一 85 %
,

属粉砂坡土
,

试验按本地的
“

棉花一绿肥
、

棉花一麦和棉

花一麦
、

绿肥间作
”

等基本的轮
、

间
、

套种方式进行
。

每年每亩翻压 1 5。。 公斤左右的绿肥鲜

草 (包括地下部分约 2 5 0 0公斤 )
。

豆科绿肥用着子
,

禾本科用黑麦草
,

十字花科用麻菜 (或油 .

菜 ) , 播种方式分豆科单播
、

豆科和禾本科或豆科
、

禾本科和十字花科棍播
。

试脸期间定期定点采土
,

测定土城有机质及其他养分的变化
,

土坡微生物区系和土壤酶

活性等项目
,

同时对作物 (包括绿肥 )的生育情况
、

产量等进行测定
。

二
、

主要结果

(一 )裸肥对土班有机质的积 . 效果

据 1 9 8 1一 1 9 8 4年测定
:
若子单播区土坡有机质 三 年 累 计 增加 0

.

129 %
,

平 均 年 增 加

0
.

04 3%
,

年递增率为 2
.

9% ; 若子
、

黑麦草等混播区三年累计增 加 。
.

16 6%
,

平 均 年 增 加

0
.

05 5%
,

年递增率为 3
.

9%
,

优于着子单播区 , 无绿肥的棉花连茬区三年累计减少 0
.

06 7%
,

平均年减少。
.

022 %
,

年递减率为 1
.

9% (表 1 )
。

1
。

绿肥在土城中的分解速度
。

绿肥在土坡中的分解速度除受气候条件 (如土壤水分
、

温

. 今加此项 工作的还有孙 休荣 间志
,

土城徽生物 由江苏沿海地 区 农科所陈正 斌同志洲定
,

特此致谢
.

〔2〕 中国科举院 新 . 综合考察 队
、

中国科学院地 理研究所
、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

魏 (附1 : 2 5 0万断班维吾尔 自治 区地貌图 》
,

科学 出版社
,

1 9 7名
.

( 3〕 李娜
、

, 娜怀
、

王鹤林
,

中国 1 : 1 0 0万 土城 田制困原则和方法 的研究
。

土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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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新 . 综合考察队地貌组编著
,

新 . 地

1 8 ( 1 ) : 8一 1 4
,

1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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