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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地理底图的内容及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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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壤制图是一种研究手段
,

在农业资源调查中应用很广
。

解放以来
,

大规模的流域土壤

考察
、

资源调查
、

农业区划 ; 土壤普查
,

都有力地推动了土壤制图的发展
。

从编制的土壤图

件来看
,

成绩很大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

在土壤地理底图方面
,

由于不够规范化
,

其内容选

取不统一
,

从而降低了图件的使用价值
。

笔者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
,

仅就土壤地理底图的

地理意义
、

种类
、

基本内容及表示
,

谈些粗浅看法
,

供大家参考
。

一
、

土壤地理底图的地理意义

土壤图件的质量和实用价值与土壤地理底图内容的繁简有着密切的关系
。

对于大 比例尺

土城图来说
,

土壤地理底图的内容有助于反映土壤分布的全貌和 自然界土壤的复杂情况 , 而

对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则有助于反映土壤的地理分布规律
,

组合状况
,

显示其数量
、

质量特

征
,

对土壤起着定位指示作用
。

因为地图是用符号表示地面的概括化了的图形
,

并经过数学变换建立在 平 面 上
。

它 是

地表形态逻辑加工后的缩影
,

所以可 以通过对土壤图斑面积量算求得实地各类土壤资源的面

积
,

从而为合理利用土地
,

进行科学管理和指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同时
,

通过与土壤

形成因素有关的地理要素的相关分析
,

加深对土壤发生原因
、

组合规律
、

区域特征的了解
。

一

幅高质量的土壤图
,

除了客观而正确地反映土壤的分布规律
、

数量和质量特征外
,

还必须有

精确的数学基础
,

并表示与土壤形成有关的自然地理要素
。

否则
,

土壤内容在图上就成为无

源之水的孤立现象
,

也不可能统计出比较精确的土壤资源的数量
。

二
、

土壤地理底图的种类

土壤地理底图按其用途可分为工作底图和 出版底图两大类
。

工作底图是野外土壤填图和

室内编图的工作基础
,

为便于控制土壤专业 内容
,

需要详尽的 自然地理要素
,

因此
,

一般采

用现成的地形图
。

出版底图是土壤专业内容的地理基础
,

其形式较多
,

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

类型
。

’

第一种是地形图
。

如美
、

法
、

德
、

荷兰
、

墨西哥等国出版的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其

优点在于清楚地表示土壤与地形的关系
,

直观地反映土壤垂直分布规律及土壤组合特征
,

还

可根据地表水的分布状况推断出土壤水分和水文地质条件
。

第二种是影像图
。

即以卫片影象

_ 或象片平面图为土坡地理底图
。

美国己出版 了卫片影象土壤图
。

其特点是内容丰富
、

信息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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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有利于进行图面分析
,

可 以根据影象特征和细部影纹结构分析土壤形成特点
、

分布规律

及土壤类型组合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种是地物图
。

如我国出版的大
、

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这

种土壤地理底图只表示主要地物
,

不表示地形
。

对土壤专业内容主要起定位指示作用
。

其优

点是突出专业内容
,

清晰易读
,

缺点是土壤与各自然地理要素的关系显示不够清楚
,

土壤形

成因素的信息不够
,

影响土壤 图的实用程度
。

尽管如此
,

由于解决了土壤图斑普染色调与地

理底图设色的矛后
,

工作量少
,

所 以仍被我国广大土壤制图工作者采用
。

三
、

土壤地理底图的基本内容及表示

土壤地理底图内容表示的程度取决于土壤图比例尺
、

专业内容详度和制图区域特点等因

素
。

土壤图比例尺决定了土壤地理底图内容的表示程度
。

一般说来
,

大比例尺土壤图反映的

内容要求详尽一些
。

如以基层生产单位进行规划
,

指导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土壤图
,

水系应该

表示到毛渠
。

所有居民地 以平面图形表示
。

为了反映水 田
、

早地的真实面积和进行农田规划
,

道路表示到乡间小路 ( 图 1 )①
。

有时分作地形图和地块图
,

与土壤图配合使用
。

而在小比例

尺土壤地理底图上
,

对各种 自然地理要素进行概括
,

图面上只表示主要地物 ( 图 2 )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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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理要素在大比例尺土壤图上的表示 图 2 地理要素在小比例尺土娘图上的表示

专业内容复杂的地区
,

地物要素相对要减少一些
。

不同制图区域对地理要素的选择要求

是不一样的
。

在人烟稀少地区
,

居民地有着特别重要的定位意义
,

即使行政级别低
,

人 口少

的居民地
,

还应予以表示
。

干早地区表示水系的级别比北亚热带的水网地区低得多
。

一般说来
,

土坡地理底图至少表示以下 内容
:

1
.

经纬网线 一般正规的各种比例尺土壤图在不失密的前提下都应把经纬网线 表 示出

来
。

因为经纬线是地图的数学基础
。

经纬线的形状反映了不同的地图投影
,

而不同的地图投

影又具有不同的面积和长度变形
。

另外
,

经纬线反映了制图区域的地理位置
,

从而反映了制

图区域的生物
、

气候和土壤的地理分布特点
。

在中
、

小比例尺上壤制图中
,

经纬网线还用作

转绘土壤界线的控制基础之一
。

①王鹤林
、

徐圣 . 等洲绘
,

河 北省怀柔县西八里公社经堂坊生产队地形图
,

19 G。
。

②石华等编
,

1 : 10 。万 海南岛土城图
,

中国土城 图集土城图组之一
,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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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生产中
,

每编一种比例尺地图
,

经纬网线都要根据 国家规定采用的地图投影查表

重新展绘一次
,

以消除因比例尺的变换而产生的误差
,

使制图区域控制在相应经纬度的理论

尺寸之内
。

在土壤制图中也应该这样做
。

但是
,

在不少情况下 由于条件所限而抄用同比例尺

地形图上的经纬网线
。

为减少误差
,

必须采用经过热定型处理的聚脂薄膜绘图片基
。

在小比

例尺土壤制图中
,

土壤地理底图可以与国家测绘部门合作解决
。

土壤制图一般采用放大 比例尺进行野外填图和室内编图
,

再缩小成图
,

以此提高土壤图

的精度
。

在制作土壤过渡图时都要保留经纬网线
,

这不仅对缩小转编成图带来方便
,

也能提

高土壤图的数学精度
。

2
.

水系 土壤地理底图上表示水系的内容包括岸线
、

河流
、

湖泊
、

水库
、

运河
、

沟渠及

其它水体
。

这是因为土壤的发生发育和分布
,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河流
、

湖泊等水文因素的深

刻影响
。

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
,

由于区域地表水和地下水条件的差异
,

往往形成不同类型和

不同组合状况的土壤
。

如在冲积平原地区
,

土壤受地下水季节性活动的影响而发育成潮土
,

而

在地势低洼常受地表水和地下水浸渍的湖泊周围则形成沼泽土
。

因此
,

在土壤制图中
,

非常

重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调查 〔 1〕
。

表示水系的要求是
,

在 1 : 20 万
, 1 : 30 万 中比例尺土壤图上

,

要反映主流 (一级河 )
、

主支

流 (二级河 )
、

支流 (三级河 )
,

对分支流进行取舍
。

根据河网密度的差异决定取舍程度
。

要表

示主要排灌渠并反映其结构特点
。

湖泊
、

水库
、

运河要尽可能表示
。

在:1 1 00 万
, 1 : 40 。万

,

:l

1 0。。万小比例尺土壤图上
,

基本上保留同比例尺普通地图上的全部水系
。

在专业内容复杂
、

水

系过密时作适当舍去
。

表示河流着重反映其形状
、

大小
、

河网结构特点及地区间密度差别
,

湖泊的分布特点
。

要

特别注意选取作为国界和省界的
,

连接湖泊或水库的
,

直接入海的以及能显示河系结构特征

的河流
。

描绘时要保持河流的中心线一致
,

不要位移
。

主
、

支流的关系要清楚
。

3
.

居 民地 居民地是人类活动的中心
。

在土壤地理底图上起着定位指示作用
,

所以侧重

表示其位置
、

形状
、

轮廓及行政级别
。

土壤熟化是人类耕作活动的结果
,

居 民地集中分布的

地区
,

也就是耕作土壤主要的分布区
。

因此
,

在土壤地理底图上必须正确合理地表示相当数

量的居民地
。

通常以农场规划为 目的的大比例尺上壤图
,

几乎全部用平面图形表示所有居民地
。

在 1
.

20 万
、

1 : 30 万 中比例尺土壤图上
,

居民地一般表示到乡
、

镇级
,

对乡
、

镇级以下的居民地
,

根据

居民地密度的差异 以及重要性进行取舍
。

在 1 : 1 00 万及更小比例尺土壤图上
,

一般情况保留到

县级
,

对县级以下居民地按其对土壤定位指示作用及重要性作不同的取舍
。

多数居民地改用

圈形符号表示
。

同一比例尺的不同制图区域
,

选取指标略有浮动
。

人烟稀少地区降低选取指

标
。

表示居民地的要求是正确反映居民地的行政级别和名称
,

布特点以及与其它要素间的关系
。

因此
,

在制图综合时

依据以下原则
:
( 1) 根据不同比例尺确定选取指标

,

先选

取指标以上的居民地
,

对指标以下的居 民地先选取与指

标同级行政意义的
,

后选取位于道路
、

河流交叉处的居

民地 以及道航起迄点
、

渡口
、

山隘
、

国界线附近和具有

地理特征意义的居民地
; ( 2) 要正确反映居民地与水系

、

道路等线状地物相割
、

相切
、

靠近三种关系
。

当用圈形

地区间居民地密度的差异
、

分

丫蘑澎
图 3 居民点与线状地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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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代替平面图形表示居民地时
,

正确表示如图 3 ; ( 3 )用平面图形表示居民地 时注意显示居

民地的外部轮廓特征和内部街区结构
,

区分主要街道和次要街道
,

用圈形符号表示居民地 时

其符号中心与居民地中心一致
,

若为分散结构的居民地
,

则在其主要建筑区配置符号
; ( 4) 符

号设计要明显区分出其行政等级 ( 图 4 )①
。

图 4 居民点圈形符号设计比较

4
。

地形 地形对于土壤的发生
、

发育和分布起着重要作用
。

一定的地貌类型分布着与它

相应的土城
。

如冲积平原地区主要分布草甸土或潮土
,

滨海平原分布滨海盐土
,

暖温带山前

起伏丘陇分布着揭土
,

山地则分布着各种特有的山地土壤类型等
。

由于地形部位和坡向的差

别引起水热状况的变化
,

造成土城发育程度的差异
,

甚至类型的差别
。

在中
、

小比例尺土城制图中我们用山线区分出山地土壤
,

用山脉表面注记
、

山峰符号
、

山

头名称注记和高程反映山体走向和高度
,

这种表示方法是成功可取的
。

其实
,

土壤界线勾绘

正确的土族图
,

也能概略反映出地形的分布情况
。

5
.

道路 道路虽与土集形成关系不大
,

但它便于确定土壤考察和检查路线
。

因此
,

在中
、

小比例尺土城制图中仍然要表示铁路和主要公路
,

但不区分等级和性质
。

此外
,

还应注意县界
、

市界
、

省界和国界等境界线的表示
。

在描绘国界时
,

对敏感地区

和沿海岛屿要清楚地表示出其归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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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无出路
,

田块零乱如此等等
,

都是造成示范区农业产量低的重要原因
。

19 8 3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建立播店万亩示范区
,

开展以合理施肥与培肥土壤为中心
、

以改

普农田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综合治理措施以来
,

本示范区情况大大改观
。

目前
,

农田基本建设

日趋完警
,

进一步发挥了抗早排涝的能力
,

通过对低有机质土壤培肥的研究
,

已初步摸索出

一套适合黄淮海平原中
、

低产土坡的培肥方法
,

示范区土壤养分状况得到改善
。

1 9 8 4年与1 9 8 2

年相比
,

示范区虽然遇到严重的春早和和秋涝
,

但 1 9 8 4年的粮食总产仍然由 1 9 8 2年的 2“ 万

斤上升到 429 万斤
,

亩产邮 71 斤提高到 67 4斤
,

总产和亩产分别增加 6 1
.

3%和 8 1
.

7%
,

棉花和

花生平均亩产较 1 9 8 2年分别增产 5 1
.

3%
、

1 33 %
,

人均 口粮
、

人均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高
。

经济
、

社会
、

生态效益 日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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