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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编制 1: 1 0 0万国家土澳图的设计思想
、

编制特点及制图方法与表示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讨论
。

编制 : 1 1 00万全国土壤图— 国家基本图幅是 9 17 8

—
9 18 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 重

点项目及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地学重点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反映全国和大地区主要土

壤类型
、

组合及其分布规律
,

并体现区域性特征
,

既是编制全国和大地区土壤资源图
、

土壤性

质图
、

土壤肥力图
、

土壤分区图等的基础图
,

也可为国家及省级进行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
、

土壤利用改良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农业生产的合理配置
、

国土整治

及国防建设均有很大实用价值
,

同时
,

对土壤分类
、

分布和制图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

1 9 8 5年 8月这项工作作为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正式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持
,

与

南京农业大学
、

山东农业大学
、

河南农业大学
、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 (现中国科 学 院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
、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广东省土壤研究所
、

安徽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 10 多个单位的土壤学家通力协作下
,

进行了对
“

中国 1 : 1 0 0万土壤图制图

规范
”

的拟制及 1 : 100 万安多
、

太原
、

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 (半幅 )南京
、

南通
、

广州
、

汕头
、

海南岛等试点幅土壤图的编制
。

1 9 8 4年还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分院和中科院新疆生物土壤

沙摸研究所进行了首次试点乌鲁木齐幅的调查和编制
。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

现已完成了中国

1 : 1 0 0万土壤图制图规范 (修改稿 )
、

中国1 : 1 00 万土壤图试点图幅土壤单元系统
、

10
.

5幅 1 : 10 0

万土壤图编稿原图及大部分文字说明书
,

并进行了制图方法论的探讨
。

通过工作实践
。

笔者对 1 : 1 00 万图制图设计思想和编制特点有进一步的认识
,

兹分述如下
。

一
、

制图设计思想

(一 )总结已有成果吸收先进经验 我国土壤调查工作始于本世纪 30 年代
,

50 多年来
,

特

点是新中国建立后结合流域规划
、

宜农宜林荒地开垦
、

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

水土保持
、

自然

资源考查
、

边远地区科学考察
、

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
、

国土整治以及土壤普查
,

开展了大规

模的土壤调查制图工作
,

编制了各种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其中包括许多省区的 1 : 1 0 0万土壤

图
。

在编制 1: 1 00 万国家土壤图时必须充分运用制图资料
,

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建国以来土壤调

查
、

制图
、

发生
、

分类的研究成果
。

70 年代后半期到现在
,

对土壤制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遥

感技术在土壤制图上的应用都有所进展
,

其研究成果也要体现在制图上
。

还应吸收国际上的

有关经验
,

因此
, 1 : 10 0万土壤图的编制以总结已有成果

,
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为基础

,

其制

图过程也是研究制图理论和方法的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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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料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 1 :100万国家土壤图是综合性土壤图
,

但同时它义是土壤资

源图
、

土壤性质图
、

土壤肥力图
、

土壤分区图
、

土壤退化图等单因素和应用性图幅的基础图
。

根据科学性和生产性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

编图时要尽量反映与生产利用有关的因素
。

除土壤

心 单元反映与生产有关因素 (如母岩
、

质地
、

侵蚀
、

各种肥力特性 )外
,

还表示各种非土壤形成

物
,

如冰川
、

雪被
、

盐壳
、

盐泥
、

沙漠
、

岩石露头等 ; 为了反映山地土壤与平地土壤在性质

上和利用管理上的不同
,

以利于拟定土地综合利用方案和土壤改良措施
,

还表示了 山地相
。

同

时
,

注意制图内容的定量化
,

以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 三 )逐步走向规范化与定量化 早在 50 年代我国就开始提出编制 1 : 100 万国家土壤图
,

以

后结合各项国民经济任务先后编制了不少省区 1 : 1 00 万土壤图
,

但因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制图规

范
,

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

为适应全国清查土壤资源和农业区划等需要而编制的 1 : 1 0 0万 国 家

土壤图必须在统一而具体的规范下进行
,

确立统一的制图原则
、

方法和程序作为制图的准绳
。

但是
,

过去土壤分类和制图停留在主要是定性的阶段
,

难以确切地反映土壤的类型
、

组合及

其分布规律
,

也不能满足统计
、

评价
、

利用
、

改良土壤资源的要求
,

所以土壤制图必须走向

定量化
:

考虑土壤单元和制图单元划分的定量指标 ; 采取加强定量化程度的图斑结构形式 ;

研究和确定复区图斑中制图单元组成分的数量比例和质量对比 ; 注意制图精度和面积量算 ;

应用卫判制图技术
,

增大图斑勾绘的准确度等
。

二
、

编 制 特 点

(一 )统一制图单元系统

统一制图单元系统是编好国际分幅全国 1 : 1 00 万土壤图的前提
。

1
.

明确制图单元与分类单元的关系
,

采用制图单元两级制
:
土壤分类单元是区分土壤类

型的单元
,

而土壤制图单元则是表示图斑内容的单位
。

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

但不等于前者
。

制

图单元是根据制图比例尺所能表示的上图单元
,

可以是单个土壤单元
,

也可以是组合土壤单

元
。

在一定范围内
,

比例尺愈小
,

图斑中组合土壤单元愈多
,
1: 10 0万土壤图以组合土壤单元

为内容的图斑占相当大比重
。

为了简明
、

易用
,

土壤制图单元系统采用两级制
,

即基本制图单元和上层制图单元
,

基

本制图单元为实际上图单元
,

相当于土属或土属的组合
,

部分地相当于亚类
、

土种或它们的

组合
。

上层制图单元是概括归纳的单元
,

阐明土壤类型间的发生关系
,

相当于土类 (组合土壤

单元按其主要成分进行归纳 )
,

这种系统与土壤分类系统既有联系
,

也有区别
。

2
.

以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二稿 )
”

中的分类单元作为制图单元系统中土类
、

亚类一级土壤

单元的基础
: 土壤系统分类吸取了美国诊断层的概念

,

以属性为依据
,

根据反映属性的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来分类土壤
,

比起过去的土壤分类有比较明确的质量和数量指标
,

定量化程度

有所提高
,

它有利于制图的定量化
。

因此
,

1: 1 0 0万土壤图以该系统中土类
、

亚类级的分类单

元作为上层制图单元和部分基本制图单元的基础
。

3
.

对基本制图单元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

以往编制出版的全国土壤图最大比例尺为 1 : 4 0。

万
,

主要以亚类为基本制图单元
,

而 1 : 1 00 万全国土壤图的编制在我国还是首次
。

根据制图的

目的和成图比例尺
,

其基本制图单元主要为土属
,

故对土属划分依据和命名的研究及统一土

属命名原则是确定统一土壤单元系统的基本问题
。

土属根据地方性因素引起的土壤属性划分
,

如主要化学元素组成
、

质地状况等
。

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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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类型
,

土属划分的主要指标有所差异
。

发育在岩石风化物上 土属的划分和命名主要根据风化物的化学元素组成
,

而不依据母岩

类型
。

但因我国地域辽阔
,

土壤受地区性影响较大
,

根据风化物的性质划分土属
,

也不宜用全

国统一的指标
,

而应分别对待
。

例如
,

北方森林土壤区域母岩的风化程度相对较低
,

且对风

化物的纵成和 分类研究较少
,

可用母岩类型划分和命名
,

如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暗棕壤
,

砂页

岩类母质暗棕软
,

南方森林土壤区域母岩风化程度高
,

对其风化物的主要化学元素组成也有

较多的研究
,

则以风化物的组成划分
,

但为了便子读图
,

在命名上采用双名制 (母岩名称后括

注主要化学元素组成 o) 如花岗岩类 (硅铝质 )母质红壤
、

砂页岩类 (硅铁质 )母质红壤
。

草原和荒疾草原区域
,

坚硬岩石风化物与松散沉积物对土壤土层厚薄的影响很大
,

故以

上层厚薄进行区分
。

如厚层栗钙土
、

薄层采钙土
。

对厚层黄土
、

红土上发育的土壤仍按黄土
、

红土质命名
,

并可进一步细分壤
、

粘等类型
。

如砂壤质黑沪土
、

壤质黑沪土
、

粘质黑沪土
。

对冲积物上发育的土壤
,

可按母质的质地状况区分
。

如砂质
、

砂壤质
、

壤质
、

粘质石灰

性潮上等
。

水稻土则可报据母质或母土的类型和性质划分和命名
。

如花岗岩类母质淹育水稻土
、

砖

红壤起源淹育水稻土
。

此外
,

盐土很据盐分组成划分
。

土质初育土根据质地
,

石质初育土根据母岩类型划分
。

4
.

根据土壤空间分布特点排列制图单元系统
: 1 : 1 0 0万土壤图主要是反映土壤广域和中

域分布规律及区域性待征的
,

故制图单元系统根据土壤空间分布特点进行排列
,

其顺序是
:

( 1) 将所有制图单元的相应 土类分为 3 大系列
,

先排发育土壤
:

再排初育土
,

最后为高

山发育上壤
。

( 2) 发育土坡中先地带性土壤
,

然后隐域性上壤
,

前者自北而南
,

自东向西进行排列
,

后

者按水成土
、

盐演土等进行排列
。

( 3) 初育土中土质初育土在前
,

石质初育土在后
。

( 4) 高山发育土壤由低而高进行排列
。

(二 )重视图斑内容的定量化

土壤图的专业内容主要由制图单元和图斑来体现
。

土壤单元和 图斑内容的定量化是制图

定鱿化的关键
,

故在解决土壤单元定量化的同时
,

须重视图斑内容的定量表示
。

1
.

确立单区和复区并重的制图原则
:

过去吸收苏联土壤发生分类观点和土壤地带 性 学

说
,

强调了成土条件对上壤分类的影响
,

在同一生物气候条件 F
,

不管其发育程度和属性的

差异
,

自成型土壤往往被包括在一个地带性土壤中
,

因此容易从
“

家族
”

上进行综合
。

并且制

图时对图斑
,
卜次要和面积小的土壤类型也未有足够的重视

,

导致采用以单区图斑为主的制图

方式
。

但是
,

小比例尺土壤图在最小图斑规定的范围内
,

很多情况都难以用单一类型表示
,

特

别是以系统分类中土壤单元为制图单元时
,

图斑内容更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

因而
,

为了反

映土壤地理分布的实际情况
,

需要采取以单个土壤类型和组合土壤类型为制图单元
,

单区和

复区并重的制图方式
。

与土壤分类强调形成条件转变为依据属性的同时
,

改变过去套地带以

单区为主的作法有利于统计和评价土壤资源
,

是土壤制图由定性向定量过渡的途径
。

根据试点幅的实践
,

我们认为
,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单区和复区图斑的土壤图比以单区为

主的类型图详细程度加大
,

能更客观地反映土壤分布规律
。

例如
, 〕

.

: 1 00 万乌鲁木齐幅库尔勒

三角洲中下部因受洪水散流影响
,

地形切割破碎
,

起伏不平
,

图上 16 平方厘米内
,

19 8 5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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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恤

参

制的土壤图比1 9 1 6年编制的图多10 个图斑
,

其山区的黑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与灰褐土的复区
,

各种山地土壤与石质土的复区 (过去均为第一个土壤类型 的单区 )更符合土壤分布的实际
。

2
.

根据最小图斑面积和编图的 目的决定具体图斑的结构形式
:

根据 1 : 1 00 万土壤图表达

的可能性
,

结合全面反映我国土壤分布规律和展示土壤资源的编图 目的
,

我们将最小图斑面

积确定为 0
.

2平方厘米
。

在最小图斑允许的范围内
,

相应于土属
、

土种的土壤类型 (研究细

度不够的地区可为亚类 )
,

能够单独表示的以单区图斑表示
,

否则以复区图斑表示
。

需要说明

的是
,

小比例尺图即使是单区图斑也并非百分之百的纯度
,

而复区图斑也只能表示出占优势

土壤类型的组合
。

一般 < 10 一 30 %的土壤在 目前工作精度下可以忽略不计
,

复区图斑多为两

个土壤类型 的结合
,

其主要和次要成分分别为 50 一 70 %和 30 一 50 %
。

少数面积比例相差不多
,

或者在分布或利用上有重要的类型又难以舍去
,

则用 3 个土壤类型的组合
。

3
.

研究复区图斑的成因
,

反映各种复区图斑的土壤组合特点
:

复区图斑是指以组合单元

为内容的图形
,

它对比于单区图斑〔不等同于苏联的与中
、

小地形相联系的组合 ( C
。
脱

T a 二 H a)

或是美国在制图上所用的组合 ( as o oc iat i on )和复区 ( C
o m p l e x) 〕

,

其主要内容是地理上有一定

发生联系
,

并毗连分布的能重 复出现的土壤组合
, 而不是不同土壤类型的简单相加

。

根据成因
,

复区图斑可归纳为地形系列
、

母质系列
、

历史演化系列
、

耕种系列
、

寒冻风

化系列
,

每一系列可分为若干成因类型
。

地形系列可分
:

( 1) 山地地形高差悬殊垂直带过渡迅速引起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喜马拉雅山南侧边缘山

地的黄壤和黄棕壤组合 ;

( 2) 山区坡度陡缓引起的
。

如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暗棕壤或棕壤一花岗片麻岩类饱和粗骨

土
,

山地薄层栗钙土或薄层棕钙土一石灰性粗骨土 ; 砂页岩类 (硅铁质 )母质赤红壤一砂页岩

类不饱和粗骨土 ;

( 3) 山地坡向差别引起的
。

如天山北坡黑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 ( 阳坡 )一灰褐土 (阴坡 ) ;

青南高原边缘峡谷区饱和 山地草甸土 (阳坡 )一淋溶灰褐土 (阴坡 )
。

( 4) 丘陵起伏引起的
。

如复盐基赤红壤一洪积冲积物质储育水稻土或潜育水稻土 ; 黄棕

壤起源淹育水稻土一黄土质漂白水稻土或黄土质漪育水稻土 ; 耕种淡栗钙土 (丘 间平地 )一灌

概淡栗钙土 (丘坡 )
;
白浆土一潮白浆土或潜育白浆土

;

( 5) 平原区水分状况变化引起的
。

如塔里木河平原盐化林灌草甸土 (沿河两岸 )一盐化潮

土 ( 河间地 ) ;

( 6) 水盐状况变化引起的
。

如华北平原潮土一盐化潮土 ; 孔雀河三角洲 (南疆 )盐化潮土

(小地形起伏低处 )一氯化物潮土 (小地形起伏高处 )
。

母质系列可分
:

( 1) 不同母质交叉分布引起的图斑类型
。

如砂页岩类 (硅铁质 )母质赤红壤一红色石灰土 ,

表蚀赤红壤一不饱和紫色土 ; 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棕壤一石灰岩类母质褐土 ; 花岗片麻岩类母

质暗棕壤一砂砾岩类母质暗棕壤 ;

( 2) 侵蚀作用引起的
。

如 西北黄土高原黄绵土一夹粘黄绵土 (红粘土 )
。

南方湿润地 区花

岗岩类 (硅铝质 )母质赤红壤一表蚀赤红壤 ;

( 3) 风沙覆盖引起 的
。

如塔里木盆地半固定风沙土一盐化林灌草甸土
,

流动风沙土一龟

裂土 ;

( 4) 细土洪积物覆盖引起的
。

如盐化棕漠土一龟裂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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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化系列可分
:

() 1荒漠化作用下引起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塔里木盆地龟裂土一干潮土一半固定风沙土
。

(2 )成土年龄不同引起的
。

如淮北平原砂姜黑土一潮土 ;西北黄土高原黄绵 土 一 黑 沪

土
。

耕种系列可分
:

() 1不同耕种类型组合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西北干早区淡灌淤潮土一盐化灌淤潮土 ;南

方湿润区复盐基赤红壤一洪积冲积物质储育水稻土
,

赤红壤起源淹育水稻土一洪积冲积物质

漪育水稻土 ;

( 2) 耕种与非耕种类型组合的
。

如西北干早区灌淤潮土一潮盐土 ; 南方湿润区花岗岩类

(硅铝质 )母质赤红壤一复盐基赤红壤
,

复盐基赤红壤一红土质赤红壤
。

寒冻风化系列可分
:

( l) 与寒冻条件下物理风化强度有关的
。

如青南高原寒性石灰性粗骨土一干早高山草原

土 ; 冻粗骨土一石灰性高山草原土或淡高山草甸土
。

( 2) 与受地下水和冰冻层双重影响有关的
。

如青南高原长江河源地区纤维质冰泥炭土一

淡高山草甸土
。

各种土壤组合的成因往往不是单一的
,

以上仅根据其主要的成因进行区分
。

(三 )体现土坡分布和组合的区域特征

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制图单元和图斑结构有利于正确地反映土壤的分布和组合规律
。

我国幅员辽阔
,

纵跨热带
、

亚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
、

寒温带五个热量带
,

东临太平洋
,

西

至欧亚大陆中心
。

全国地势自西向东呈三大阶梯
,

从矗立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逐级下降到

东部的滨海平原
。

复杂的生物气候条件以及巨大的地势梯级
,

影响到我国土壤分布和组合的

地域差别
。

10 幅半试点图幅占有的地区分别位于三个阶梯上
。

不同阶梯上
,

代表图幅的土壤

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
。

安多幅位处最高一级阶梯
,

为高寒地区
,

属高原
、

山地地形
,

除高原土壤水平一垂直复

合分布规律外
,

由于寒冻风化作用造成土壤粗骨性强和受永冻层影响
,

而且地势越高
,

粗骨

性越强
,

因而出现呈垂直关系的冻粗骨土和高山草甸土或高山草原土组合 ; 同一垂直带内的

寒性石灰性粗骨土和石灰性
、

干早高山草原土或石灰性
、

淡高山草甸土的组合
。

长江河源地

区冰泥炭土和淡高山草甸土的组合
。

乌鲁木齐幅和太原幅位于第二级阶梯上
,

前者为三大盆地之一
,

后者为三大高原之一
。

乌

鲁木齐幅大部为暖温带干早地区
,

属高山
、

盆地地形
,

反映了干早区高山垂直带谱的特征及盆

地中盐渍干早和盐渍土壤的特点
,

由于气候干早
,

造成干早的水分状况
,

盆地中土壤盐渍化作

用强和受风沙影响较大
,

多形成各种土壤与风沙土的组合
,

潮土和潮盐土的组合
。

山地阴
、

阳

笋水分差别明显
,

常形成黑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与灰褐土 (早生森林土壤 )的组合
。

太原幅为

暖温带半干早地区
,

大部分属丘陵
、

沟壑地形
,

因疏松黄土母质易受侵蚀影响
,

属于初育土

的黄绵土面积大
,

土壤类型简单
,

往往形成黄绵土与夹粘黄绵土 (红粘土 )组合及黄绵土与黑

沪上组合
。

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 (东半幅 )
、

南京
、

南通
、

广州
、

汕头
、

海南岛幅位于第三级阶梯上
。

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幅为温带半湿润地区
,

属缓岗
、

平原
、

中低山地形
,

气候比较寒冷和湿

润
,

腐殖质积累作用强
,

白浆化作用明显
,

沼泽化作用普遍
。

缓岗
、

平原中不同的部位
,

在

母质条件和水分状况的影响下
,

分别广泛地分布着黑土
、

白浆土和潜育土
,

往往形成白浆土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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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与潜育土
、

白将土与潮白浆土
、

潮白浆土与潜育白浆土的组合
,

黑土与暗潮土
、

黑土与潮黑

土的组合
。

山地则出现暗棕壤与粗骨土组合
。

南京
、

南通幅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
,

为

半湿润半干旱到湿润气候
,

属平原
、

丘陵
、

中低山地形 (平原占图幅总面 积近 80 %
,

其中以黄

泛平原最大
,

约占图幅总面积 65 % )
,

耕地面积大
,

为我国的主要农区
。

过渡带的特征和 自然

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影响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

土壤类型繁多而区域分异明显
。

墓带土壤以淮河

为界
,

北部为棕壤和褐土
,

南部为黄棕壤
,

本幅西部还有黄褐土
。

广大的平原地区如黄泛平

原有不同质地石灰性潮土的组合及石灰性潮土与盐化潮土的组合
,

淮 北 平 原 多 有 潮 土 与

砂姜黑土组合
。

淮南丘陵区常形成各种水稻土如漂白水稻土与储育水稻土组合
。

各中南山地

常因母岩的变化而形成棕壤与褐土的组合等等
。

广州
、

汕头
、

海南岛幅为南亚热带
、

热带湿

润地区
,

属丘陵低中山及部分平原 区
,

主要发育赤红壤
、

砖红壤和水稻土
,

还有石灰土和紫

色土
。

由于山丘土壤易受侵蚀
,

常形成赤红壤与表蚀赤红壤
、

砖红壤与表蚀砖红壤的组合
。

因

母岩和侵蚀的双重影响形成赤红壤与石灰土
、

赤红壤与紫色土组合
。

因耕种作用形成赤红壤

与复盐基赤红壤
、

砖红壤与复盐基砖红壤
、

赤红壤或砖红壤与水稻土组合
,

珠江三角洲还有

堆垫土与水稻土的组合
。

三
、

制图方法与表示方法

也

(一 )制图方法 中国 1 : 10 。万土壤图的制图规范规定以基本图幅资料
、

必要的土壤调查和

卫星象片判读三者相结合的制图方法
。

通过实践
,

为保证土壤图的质量
,

三者的关系是
:

1
.

以编制为主
:

即主要根据较大比例尺的土壤图作为基础资料
,

尽量总结以往土壤研究

成果
,

结合地质
、

地貌
、

植被
、

土地利用等图件资料综合分析进行编制
,

以达到比较准确地

反映制图单元的内容和细度
。

易变地区特别要注意资料的现势性
。

2
.

卫判的校核和编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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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容易区分

地貌分异
、

植被覆盖度差别显著的土壤 ; 耕地与非耕地的界线
; 以及裸露土壤的某些性质

。

不

易区分地貌分异不明显
、

植被复盖度较大的不同土壤类型和垂直带谱的组成分
。

因此
,

它能

够提高图斑界线勾绘的准确性
,

判读部分制图单元的内容
。

但有一些制图单元的内容还不易

识别
,

也难以满足 1 : 10 0万土壤图的细度要求
,

故在资料充足的地区主要利用卫片进行校核
,

在资料较差的地区
,

着重进行野外调查
,

结合卫片和有关学科的资料进行编制
。

3
.

野外调查主要是路线考察
,

其目的在于掌握土壤类型及分布
、

组合规律 ; 建立卫片

判读指标 乡分析评价
、

使用
、

校核已有资料
。

(二 )表示方法 以表达科学内容和图面清晰美观为原则
。

图斑以颜色和代号表示
。

1
.

代号稳定简明
:

上层制图单元相当于土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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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示
。

如红壤用 R e
表示

。

土壤类型的英文字母为一个词 时则采取词首的大写字母和第二个字

母的小写 (与其它类型重复时可用其它字母小写 ) 组合表示
。

如盐土用 S。
表示

。

基本制图单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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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 ,

R
e Z , … … ,

oS
, ,

oS
: … …

。

这种表示言简意明
,

又不至动一牵万
。

2
,

颜色具有象征性
;

颜色的配置要求反映土壤分布规律
,

整个图幅协调美观
。

设色注意

(下转 第2 9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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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的精度
。

因而
,

在接边互审以后
,

即分省根据实地调查资料
,

对以卫判为主编制的

平原区作了一定的修改
。

在统编和统审过程中
,

修改确定全幅的土壤制图单元系统
。

根据规范要求进行制图综合
,

在 1 : 50 万土壤图的基础上
,

缩编 1: 1 00 万土壤图初稿
,

同时对全图审查修改
,

其中对达不到规
·

范精度和细度的地区
,

再次进行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

最后
,

为合理利用和改良土壤提供科学依据
,

还需要从表示方法上如各类土壤颜色的设

计和区分等方面 明显地表达出来
,

以充分展示这一地区土壤资源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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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性
,

多数选择近似土壤本身的颜色
,

部分选择土壤某一重要性质的颜色 (如水分湿润的土

壤用蓝绿色
、

早地土壤用黄绿色 )
,

部分选择警戒色 (如盐渍土用紫红色 )
。

暖热地区用鲜艳色
,

温凉地区用灰暗色
,

低地用蓝绿色
,

高地用灰蓝
、

灰绿
、

灰紫等冷色
。

上层制图单元以不伺

色调分开
,

基本制图单元以颜色的不同饱和度区别
,

一般区分到亚类
,

少数到土属
。

3
.

明确表示复区图斑
:
复区图斑以组合土壤单元在图例中明确表示

,

其组成分 的代号按

所 占面积由多到少依次排列
,

并以加号联结
,

为了在具体图斑中简短反映
,

另给组合土壤单

元以代号
,

如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暗棕壤与花岗片麻岩类饱和粗骨土组 合 的 图 例 为 D b :
( ln)

( D b
: + S k

:
)

。

复区图斑以主要成分上色
。

此外
,

在图例中还用各种符号表示非土壤形成物和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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