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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1 :1 0 0万南京幅土壤图图域内的土壤形成条件
,

土垠地理分布规律以 及编图过 程中的主要 问题进行

了详细 的论述
。

本幅范围为东径 1 1 4
”

一 1 2。
“ ,

北纬 32
“

一 3 6
。 ,

江苏中部和北部
、

山东西南部
、

安徽北部
、

河南东部四省区
,

约各占图幅的 1/ 4
。

总面积 2 4
.

6万平方公里
。

它纵跨北亚热带和暖温带
,

半湿

润到湿润气候
,

属平原
、

丘陵
、

中低山地形
,

耕地面积大
,

是我国的主要农区
,

土壤类型繁

多而区域分异明显
,

我国地势第三大阶梯上
,

这一过渡地区的土壤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

本幅图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山东农业大学
、

河南农业大学
、

南京农业大学
、

安

徽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共同编制
,

上述有关单位完成各省范围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
,

南京土壤研

究所则负贵完成 1 : 1 00 万土壤图统编
。

一
、

土壤形成条件和农业利用概况

本图域年均温为 12 一 15
.

4℃
, 1 月平均温度 1

.

4一 一 3
.

9℃
, 7 月平均 温 度25 一 28 ℃

,

>

1 0℃的积温 4 1 0。一 4 9 0 0℃ ; 年降水量 6 00 一 1 1 0 0毫米
,

无霜期 19 0一 2 30 天
。

大体以秦岭
、

淮河
、

苏北灌溉总渠作为划分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的界线
,

此线年均温在 15 ℃左右 ; 1月均温大致为

。 ℃
,

> 10 ℃积温为返5。。一 4 7 0 0℃ ,

年降水量 9 00 一 950 毫米
,

无霜期 2 00 一 2 20 天
,

全同时
,

此

线以北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

如河南北
、

中部地区蒸发量相当于降水量的 2 一 3 倍
,

淮北平原

高达 1 3 0 0一 1 5 0 0毫米 ; 此线以南蒸发量则略大于降水量或基本接近
,

如河南信阳地区
、

江苏

江淮之间
。

距滨海远近
,

湿润状况也有差异
,

山东部分表现较为明显
,

如鲁中山地丘陵为 6 80 一

97 0毫米
,

鲁西南平原则为 6 00 一 8 0 0毫米
。

本图域为位于我国地势第三阶梯的平原
、

丘陵
、

中低山区
。

河流冲积平原地貌和断块山

地貌均较发育
,

现黄河河道在西北部由西东向转向西北
、

东南向流过
,

并有古河道从兰考开始

横贯图幅的偏北部 ; 南部有淮河主流横穿
,

支流遍布 ; 东南隅还有长江穿越
。

它们在断陷盆

地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大的冲积平原
,

其中包括黄河下游冲积扇和冲积平原
、

淮河中下游冲积

平原
、

长江下游冲积平原
、

里下河古泻湖平原
,

此外还有东部的滨海平原
。

图幅东北部为发

育在断块山和地堑谷基础上的鲁中南山地丘陵和河谷平原
,

西北角有太行山东南低山丘陵
,

南

缘有大别 山北麓低山丘陵台地
、

苏皖江淮丘陵
、

宁镇低山丘陵
,

此外 中部徐州市
、

淮北市一

半乡加本临 1 : 50 万过 渡土壤 图编制工作的有 山东农 业大 学李永 吕
、

蒋蔚然
、

施洪云
、

张 万青
,

河南农业大学魏克循

黄治业
、

吴 克宁
,

河南省地理研究所毛继周
、

张天校
,

南京 农业大学朱克贵
、

徐盛 荣
、

丁应祥
,

安做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胡积琳
、

程新德
。

中科 硫南京土坡研究所陆彦椿参加 了本幅部分修改工作
,

蒋晓参加了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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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带也有丘陵分布
。

山地以鲁中南一带最高
,

一般海拔在55 0一 1 0 0。米左右
,

其中龟蒙顶 1 1 5 6米

为图幅之冠
,

其它山地
,

除个别山峰达 40 0一60 0米外
,

多数为 30 0米以下的低山
、

丘陵
、

台地
* 。

冲积平原的母质受河流流经地区母岩类型的影响甚大
。

因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
,

黄河

下游平原由富含碳酸钙的黄土沉积物形成
。

淮北大支流沙颖河
、

淮河主流
、

淮南各支流分别

发源于伏牛 山
、

桐柏山和大别山
,

除伏牛 山有部分石灰岩和砂页岩外
,

绝大部分山地均为花

岗片麻岩
,

故淮河沉积物多为微酸性
,

但因淮北其它诸支流又大都发源于黄河以南或黄河故

道以南
,

淮北平原还明显受到黄河历次泛滥影响
,

以沙颖河为界
,

其东常受黄泛物质狡盖
,

其

西则基本上未曾波及
。

长江下游沿江平原沉积物有含量较低的碳酸钙
。

里下河平原以湖相沉

积物为主
,

滨海平原由滨海沉积物组成
。

鲁东南山地丘陵主要为片麻岩
、

花岗岩
、

砂页岩和

石灰岩组成
,

在较高的中山部分如蒙山中山及其边缘丘陵则常以片麻岩为主
,

低山丘陵 (多为

4 00 一 7 00 米 )常为古生代的石灰岩
、

页岩不整合于前震旦纪变质岩之上
,

形成帽顶式的结构山

地
,

变质岩埋藏地下深处的石灰岩页岩低山丘陵
,

岩层产状平缓
,

顶部平坦
,

成为桌状山
,

当

地称为
“

尚
” ,

此外还有花岗岩构成的低山丘陵如五莲山等
。

太行山东南低山丘陵为石灰岩和

变质岩风化的残积
、

坡积物
,

大别山北麓低山丘陵台地主要为花岗片麻岩及其坡积残积物
。

江

淮丘陵其高丘 (及小面积低山 )由花岗片麻岩
、

石灰岩
、

砂页岩等组成
,

低丘则多为下蜀黄土
。

宁

镇低山丘陵除由石灰岩
、

砂页岩和花岗岩等组成的山地外
,

为大面积的下蜀黄土丘陵
。

徐州

市
、

淮北市的低丘 (大部海拔高度 10 。余米 )为石灰岩组成的岛状残丘群
。

苏北的盯胎丘陵则主

要是玄武岩低丘 (海拔10 。一20 0米 )
。

这一地区是我国的古老农区
,

受到人类的长期耕作利用
,

除山地有自然植被外
,

平原区

和大部分丘陵区均辟为农田
,

大致以秦岭
、

淮河
、

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为界
,

北部多为早作地
,

两年三熟
,

南部主要为水稻田
,

一年两熟
,

近些年来此线以北种植水稻面积增加
,

发展了一

些新的水稻田
,

成为稻麦两熟区
。

鲁中南山地丘陵及其南延的云台山有代表性的落叶阔叶林

可见麻栋
、

栓皮栋等
,

针叶林有赤松
、

油松
、

侧柏等
,

在 6 00 米以上的山顶部常有山地 灌 丛

草甸分布
,

灌木中的优势种有胡枝子
、

绣线菊等
。

宁镇山地丘陵除风景区有人工保护的高大

林木外
,

天然植被多为灌丛和草坡
,

残存的林木以麻栋
、

栓皮栋
、

白栋
、

饱树
、

枫香等为主
,

栽培的或残存的马尾松亦多
,

常绿的耐寒树种有紫楠
、

苦储
、

青刚栋等
,

从北到南
,

常绿树

种渐增
。

由于受到人为的影响
,

一些天然植被具有明显的次生性质
。

二
、

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一 )土壤地理分布的总特点

土壤分布总的特点是反映了过渡带的特征和明显的区域分异
。

1
.

地带性土壤类型较多
。

幅内有棕壤
、

褐土
、

黄棕壤
、

黄褐土
。

从北而南
,

由暖温带到

北亚热带
,

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
,

以北为棕壤
、

褐土
,

以南为黄棕壤
、

黄褐土
。

从东到西
,

随

着湿度的变化
,

北面由棕壤到褐土
,

南面由黄棕壤到黄褐土
。

褐土与黄褐土的分布既与生物

气候条件有关
,

也与含碳酸盐的母质有关
,

因为这种母质延缓了土壤形成过程的阶段
,

造成

了处于棕壤向褐土过渡时
,

鲁中南山地出现在酸性母质上发育棕壤
,

石灰岩母质上发育褐土
,

* 中国 1 : 1。。万地貌图南京幅编制组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研究所
,

中国 1 : 1 0。万南京幅地貌图及其说明书 (待 刊

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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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皇交错分布的现象
。

2
.

水成土
、

盐成土
、

岩成土的分布特点
。

水成土壤中以潮土的面积最大
,

由于沉积物的

来源不同
,

分石灰性潮土与 (无石灰性 )淡潮土
,

石灰性潮土分布在黄河三角洲平原及黄泛影

响所及的淮北支流两岸
,

而沂沫河河谷冲积平原和长江沿江冲积平原则为淡潮土
。

从宏观的

角度
,

暖温带平原土壤常有盐渍化
,

故而有盐化
、

碱化潮土
,

盐化
、

碱化砂姜黑土及盐土
,

呈

花斑状分布 ; 而北亚热带平原
,

除滨海外
,

土壤基本没有盐渍化
。

石灰岩山地的土壤在淮河

以北可以发育成普通褐土与石灰性褐土等亚类
,

而淮河以南则为红色石灰土 (P H> 7 )
,

与呈

酸性和微酸性的黄棕壤有较大差异
。

3
.

土壤类型及其组合状况的区域分异十分明显
。

如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主要是棕壤
、

褐土

和粗骨土 ; 江淮丘陵
、

宁镇低山丘陵区主要为黄棕壤和水稻土 ; 黄泛平原区主要为潮土及部

分盐土 ; 淮北平原区主要是砂姜黑土 ; 里下河古泻湖平原区为潜育
、

漪育水稻土和沼泽土
;
滨

海平原为盐土和各种脱盐的潮土等
,

形成一个既有区分
,

又有发生联系的分布图式
。

(二 ) 山地丘陵区土壤分布特点

1
·

山地不高
,

垂直带组成简单
。

除鲁中南蒙山为超千米以上外
,

都是 6 00 米以下的低山
,

蒙山土壤的垂立分布是潮褐土一淋溶褐土 (少数石灰性褐土 )一棕壤与粗骨土一 山地灌丛草甸

土
。

棕壤与褐土的上下分布
,

有生物气候的影响
,

与母质特性关系密切
。

6 00 米以下的低山

山地土壤只是水平地带土壤的变型
,

垂直分布就更不明显了
。

山地土壤建谱类型随水平基带

而有区别
,

如鲁中南山地为如前所述 的暖温带半湿润型
,

而宁镇山地则为以黄棕壤为主的北

亚热带湿润型
。

2
.

山坡陡缓对土壤发育有明显影响
。

各山地在坡度比较陡
、

风化物难于伫积的地方
,

均

为石质初育土的粗骨土
,

特别是鲁中南变质岩山地往往山坡陡峭
,

岩石裸露
,

粗骨土面积相当

大
,

蒙山上部成大片的粗骨土甚至有垂直带的假象
,

而在坡度比较平缓的地方才分布具有 A
、

B
、

C层的发育程度较高的土壤
。

3
.

丘陵区排水良好的土壤和排水不良的土壤呈链状组合
。

这是由于从丘顶
、

丘坡到谷底

不 同的地形部位
,

有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而形成的
。

生物气候带不同组合的土壤类型也 不 同
。

同时
,

母岩或利用的差别
,

往往强化了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
。

如东海
、

赣榆剥蚀丘陵岗地为

花岗片麻岩的古老洪积物
,

岗间低地为河湖相沉积物
,

从上而下形成白浆棕壤
、

普通 棕 壤
、

砂姜黑土的组合
,
苏皖江淮丘陵和宁镇丘陵区母质均为下蜀黄土

,

常形成粘盘黄棕壤
、

漂 白

水稻土
、

储育水稻土 (或潜育水稻土 )的组合
。

(三 ) 平原区土壤分布特点

平原区面积很大
,

占图幅总面积 70 %以上
。

其地貌形态成因类型和母质状况影响土壤的

区域分布规律和土壤组合成份
。

1
.

黄河冲积扇和冲积平原
。

黄河 冲积扇西起孟津附近的宁咀峡 口
,

东北延伸至鲁西的山

前洼地
,

东南可到毫县
、

沈丘
,

北到幅边
,

南与淮北平原相接
,

海拔在 3。一 1 00 米
,

从顶点向

东面扩散呈扇形展开
,

经徐州再向东形成弧形条带
,

脊轴为经开封
、

兰考
、

商丘
、

徐州
、

宿

迁
、

淮阴直至滨海横贯图幅中部的黄河故道 ( 1 128 一 18 5 5年南迁之故道 )
,

其两侧又有诸多分

叉泛道
,

构成黄泛扇体的大小脉络
。

黄河下游为地上河
,

河床高出两侧地面 3一 5米
,

个别地

段可高出 10 米
`

,

故道古河滩地上段高出两侧地面 8 一 10 米
,

下段高出 3 一 4 米
,

均为高滩地
,

其上分布砂质
、

壤质
、

少数粘质脱潮土
。

高滩地两侧大堤外沿为堤旁洼地
,

是 地下 水 溢 出

带
,

地下水位较高
,

分布盐化潮土
、

碱化潮土和潮盐土
。

分叉泛道形成微高地
,

泛道之间为

2 9 0



奏

魂

河间洼地
,

两者过渡处为倾斜平原
,

从微高地
、

倾斜平原到洼地
,

一般顺序是砂质
、

砂壤质
、

壤质
、

粘质石灰性潮土
,

在砂壤质
、

砂质石灰性潮土范围有花斑状的盐化潮土
、

碱化潮土和

盐土分布
。

黄河故道和现河道两侧因大堤溃决常形成大小冲积扇
,

多分布砂质和砂壤质潮土
,

扇间地有粘质潮土
,

较大的扇形地如涟水处从扇顶到扇缘有砂质
、

壤质到粘质潮土的顺次分

异
。

同时
,

整个黄河大型冲积扇从扇顶到扇下部
,

坡度减缓
,

物质变细
,

有从砂质
、

砂壤质和

壤质
、

粘质潮土渐次分布的趋势
。

在扇顶还因古泛道洪流区和决 口扇形地上的沉积物质经风

力再搬运形成沙丘
、

沙岗
、

波状沙地及其上的风沙土
。

但由于泛道多次改道和交叉
,

以及决

口扇形地的生成
,

使这个扇形土壤组合分布图式内部复杂化了
。

2
.

淮河冲积平原
。

由河湖相沉积物形成
。

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
,

海拔在 15 一 40 米左

右
。

整个地面起伏不大
,

但因古河流的交互沉积和历次黄河南泛时俊蚀沉积的影响
,

局部地

面不太平整
。

自西而东依次有洪河
、

谷河
、

润河
、

泉河
、

颖河
、

西讹河
、

芡河
、

湃河
、

侩河
、

沱河
、

滩河等
,

基本平行地从西北往东南流入淮河
,

除颖河发源于伏牛山外
,

其他都发源于

黄河和黄河故道以南的平原中
。

河床一般都呈槽形嵌于平原面下
,

颖河
、

泉河等大河及局部淮

河干流因经常泛滥堆积有自然堤形成
,

各河之间为河间平原
。

整个平原地下水位 1一 3米
,

矿化

度不高
。

河间平原广泛分布砂姜黑土
,

其中以普通砂姜黑土面积最大
,

平原边缘接近潮土
,

受到

黄泛薄层覆盖的地方有石灰性砂姜黑土
,

其耕作层有 C a C O
3 ,

平原的低洼处零星分布碱化砂

姜黑土
,

部分地段出现漂白砂姜黑土
。

颖河
、

涡河等大河
,

有的河流部分地段
,

以及正阳关以下

的淮河干流因受黄泛影响
,

分布石灰性潮土
,

小河两岸少受和未受黄泛影响
,

排水条件又比较

良好
,

则为潮棕土
,

形成了淮北平原石灰性淡潮土 (或潮棕土 )一砂姜黑土的梭状土壤组合
。

3
.

里下河古泻湖平原
。

是在海湾的基础上
,

由长江北岸沿江沙咀延伸和滨海岸 外沙 堤

发育而形成的
。

北 以灌溉总渠为界
,

南抵通扬运河
,

西到大运河
,

东至串场河
。

整个里下河

平原海拔 1
.

6一 4 米
,

四周高
,

中间低
,

西部沿运河地区海拔 3 一 4米
,

主要由壤质 或 粘质

黄淮冲积物组成
,

中部湖荡地区海拔 1
.

6一 2
.

2米
,

由湖积物组成 ; 东部沿串场河地区
,

海拔

2
.

6一 3
.

5米
,

由海积一冲积物组成
,

土层上部较粘
,

下部壤质 ; 南部海拔 2
.

4一 3
.

2米
,

由砂

壤一轻壤质长江冲积物组成
。

地下水位四周 1
.

0一 2
.

0米
,

中部低
,

小于 0
.

33 米
,

地下水矿化

度从西到东
,

由 < 1 克 /升到 2 克 /升
。

中域土壤分布从东西边缘到中部
,

大体由储育水稻土
、

脱潜水稻土
、

潜育水稻土到沤田腐殖质潜育土
,

成为拟碟状土壤组合
。

近些年来
,

湖荡地的腐殖

质潜育土仅零星残留
,

一熟水稻的沤田面积逐渐减少
,

经沤改早的稻麦两熟各种水稻土逐年

增加
。

此外
,

在湖荡及沤田地区还由于人工修筑好田及耕作施肥
,

形成了高差变化在 1米以

内的人工微地形
:
下框田 (一熟沤田 )

、

中框田 (过渡 )
、

上框田 (稻麦两熟田 )
,

因地制宜地利用

和改造了沤 田
。

4
.

滨海平原
。

幅内主要位于 串场河以东的江苏滨海
、

响水
、

灌云
、

连云港东部沿海
,

海

拔 1
.

5一 5米
,

由粘质和壤质滨海沉积物组成
,

地下水位较高
,

近滨海者小于 1 米
,

远者 1 一

3米
,

距海愈近者矿化度愈高
,

反之则愈低
,

整个平原区在 1 一 30 克 /升范围内
,

其中滨海区

可达 30 克 /升
。

由于成土母质是含盐的滨海沉积物
,

所以积盐和脱盐是滨海土壤演变过 程 中

的重要矛盾
,

因之成陆年龄愈远
,

开垦利用历史愈长
,

随着自然淋盐和人为脱盐的影响
,

土

壤脱盐熟化程度愈高
,

反之则愈低
,

因此与地下水位和矿化度的变化相应
,

从海滨到内陆顺

序分布着盐泥
、

粘质氯化物滨海盐土
、

粘质或壤质盐化潮土
,

形成了与海岸平行成带状的土

壤组合
。

盐泥带许多已用作制盐的盐田
。

70 年代以来
,

在滨海盐土和盐化潮土地区的河流两

岸有淡水水源的地方已部分地种植了水稻
,

但因成土时间短
,

尚未能形成水稻土的剖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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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三
、

编图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 ) 关干主要土壤类型划分的指标和界线

过渡带土壤类型复杂多样
,

要确切地反映土壤的分布和组合规律
,

必须了解各种土壤的

形成条件
、

形成过程及属性
,

特别是属性所反映的划分指标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别
。

如
:

1
。

区分棕壤
、

褐土
、

黄棕壤
、

黄褐土
:
棕壤具有弱腐殖质表层和棕色 B 层

,

不含游离

C
a C O

3 ,

铝饱和度 < 1 %
,

粘粒5 10 :
/ R

2
0 3 2

.

4上下
,
5 10 2

/ A 1
2

0
3 3

.

0上下
。

其中酸性棕壤
p H多 < 5

.

0
,
B层盐基饱和度小于 50 %

,
`

普通棕壤和其它棕壤 p H 6
.

。一 6
。

8
,

呈微酸性
,

盐基

饱和度 80 % 以上
,

游离铁则均在 1
。

7以下
。

褐土具有饱和弱腐殖质表层或早耕表层和饱和次生

粘化层
,

中性至微碱性
, p H 7

.

2一 8
.

3 ,

含有或多或少的游离 C a C O 3 ,

盐基饱和度 > 50 %
,

粘

粒 5 10 2
/ R

2
0 3 2

。

3一 3
.

0 ,
5 50 2

/ A 1
2
0

3 3
.

4一 4
.

0
,

游离铁 ( i
。

4
。

黄棕壤具有黄 棕 色 风 化 B

层
,

酸性
, p H S

.

0一 6
.

。 ,

盐基饱和度普通黄棕壤为 20 一 60 %
,

粘盘黄棕壤为 50 一 80 %
,

铝饱

和度普通黄棕壤 B层可达 50 一 70 %
,

粘盘黄棕壤接近于 2 %
。

粘粒51 0
2

/ R
2

0
3 2

.

2上下
,

iS -

0
2

/1A
2
O 3 2

.

8上下
,

游离铁 B层以下均大于 2
。

黄褐土具有黄褐色粘化 B层或粘盘 层
,

中性偏

碱
, p H 7 一 8 ,

游离 C a C O 3
没有或含量甚微

,

盐基高度饱和
,

不含活性铝
,

`

粘粒 51 0
2

/ R
:

一 0 3
大体为 2

.

6一 3
。

o
,

51 0 2
/A I : O

。 3
.

4一 3
。

8
,

B层游离铁 > 2 %
,

铁的游离度 > 40 %
。

综上

所述
,

棕壤
、

褐土的粘粒 51 0
:
/A l么0

3
除酸性棕壤 ( > 2

.

4 )外
,

均> 3
.

0
,

B层游离铁均 < 2%
,

为硅

铝土
。

黄棕壤粘粒 51 0
:

/ A 1
2

0
3

> 2
.

4 ,

黄褐土粘粒 51 0
:
/ A 1

2
O

:

> 3
.

0
,

两者 B层游离铁均》

2 %
,

属铁硅铝土
。

棕壤 p H < 7 ,

褐土 p H > 7 ,

棕壤粘粒 51 0 2
/ A 1

2
O

3

小于褐土
,

没有游

离 C a C O : ,

褐土含有不同程度和深度的游离碳酸钙
,

甚至钙积层
、 两者在风化程度 和 粘 化

特点上是有区别的
。

黄棕壤 p H S
.

0一 6
.

0 ,

黄褐土 p H 7
.

0一 8
.

0
,

黄棕壤 B 层活性铝至少 >

2 %
。

黄褐土则不含活性铝
,

黄褐土粘粒土 51 0
2

/ A 1 2
O

3
大于黄棕壤

,

盐基饱和度也高于黄

棕壤
,

而且两者在剖面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

2
.

区分淡潮土与石灰性潮土
: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脱钙程度和 C a C O 3
含量

。

石灰性潮

土 C
a
C O

3
含量一般 5 一 20 %

,

有的还更高
,

呈碱性反应
, p H S一 8

。

5%
。

淡潮土一般不含 C a -

C O 3
或含量 < 1 %

,

中性至微碱性
, p H 7

.

5一 8
。

O
,

上部 C a C O 3
含量 < 1 %

,

底土 可 达 5 %

( p H相应提高到 8
.

5) 者
,

也划归其中
。

由于潮土中 C a
C 0

3
含星与沉积物质的来源有关

,

湿润

地区还与成土年龄有关
,

因此它受到地区性和地带性的双重影响
。

3
.

戈J分盐土和盐碱化土壤
:
本幅盐土 以滨海盐土面积较大

,

其地下水矿化度较高
,

可达

20 一 30 克 /升
,

重度滨海盐土上层 20 厘米盐分含量 > 2 %
,

中度的 1一 2 %
,

轻度 的 0
.

6一
1

.

0%
,

盐分组成以级化物为主
。

潮盐土面积很小
,

在背河洼地与盐化潮土成为复区
,

属低矿

化度盐渍化
, 0 一 2。厘米全盐量 1 % 以上

。

盐化土壤主要为盐化潮土
,

其次为盐化砂姜黑土
,

0 一 20 厘米全盐量均达到。
。

2%以上
。

碱化土壤有碱化潮土和碱化砂姜黑土
,

表层呈强碱性
,

p H均在 9
.

0 以上
,

交换性钠 2 一 5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碱化度 常 > 40 %
,

但是 无 柱 状 结

构
。

(二 ) 关于复区图斑的科学表示

在区分土壤类型的基础上
,

根据本幅实际情况决定单区和复区图斑
,

科学地表示复区图

斑
,

是提高制图质量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

因本幅有平原
、

丘陵和 山地各种地形
,

又处于过渡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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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带
,

故其复区图斑的成因系列和成因类型比较复杂
,

成因类型中的组成份也有差异
。

1
。

平原地区
:
往往是河流沉积规律 (紧砂慢淤 )导致的母质质地分异而形成的土壤复区

,

如砂质 十砂壤质石灰性潮土 (或潮土 ) ; 自然和人工造成的水分和水盐变化形成的复区如沤 田

腐殖质潜育土 + 沤田湖积物质潜育水稻土
,

砂壤质石灰性潮土 + 苏打盐化潮土
。

2
.

丘陵地区
:

地形起伏
,

比较破碎
,

在小比例尺土壤图上其复区要比平原和 山地 所占

面积大
,

主要为不 同地形部位上排水状况差别引起的
,

如黄土质漪育水稻土 + 黄土质潜育水

稻土 (起伏较大的岗垮冲地区 )
,

黄土质储育水稻土 + 黄土质漂白水稻土 (起伏较缓的岗垮地

区
,

其冲不明显 )
,

黄土质漂白水稻土 + 黄土质潜育水稻土 (处于两者过渡情况的地区 )
,

这些

丘陵的岗地上部往往是粘盘黄棕壤 (早作为主 ) ; 其次为同一种地形部位
,

不同利用方式下的

土壤复区
,

如粘盘黄棕壤 十黄棕壤起源淹育水稻土 ; 此外
,

也有复合因素形成的复区
,

如不

同地形部位
,

不同利用方式的粘盘黄棕壤 + 黄土质储育或漂白
,

或潜育水稻土
,

又如不同地

形部位
,

不 同母质类型的安山岩类母质黄棕壤 + 黄土质储育水稻土等
。

3
.

山地区
:

山地有不同的母岩
,

甚至交叉分布
,

因此有受母质影响的如花岗片麻 岩 类

母质棕壤 + (包含石灰岩 )洪积物质淋溶褐土
,

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棕壤 十 砂页岩类母质棕壤 ;同

时
,

山地的坡度变化较大
,

有在陡缓不同坡度上形成的土壤复区
,

如花岗片麻岩类母质棕壤
+ 花岗片麻岩类不饱和粗骨土 (或饱和粗骨土 )

,

花岗片麻岩类母质黄棕壤 + 花岗片麻岩类不

饱和粗骨土 ; 还有在不 同地形部位上土壤的复区
,

如酸性棕壤 + 潮棕壤
,

淋溶褐土 + 潮褐土

等
。

总的说
,

本幅平原和 山地复区图斑较少
,

丘陵地区复区图斑较多
,

不同的丘陵形态复区

图斑常见的组成分也有差别
。

过渡带的生物气候特点和土壤的多样性使复区图斑中组合土类

的类型更加复杂
。

(三 ) 关于统一制图规范
,

保证制图质量

南京幅跨越四个省级行政区域
,

采用了分省区编制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
,

统编完成 1 : 1 0 0

万土壤图的方法
,

为了保证制图质量
,

需要统一土壤制图规范和采取必要的制图程 序 和 措

施
。

首先根据
“

中国 1: 100 万土壤图制图规范
”

和
“

南京幅 1: 1 00 万土壤图分类系统初拟
”

的要

求
,

分省初拟各省土壤制图单元系统
,

汇总后我们拟制了全幅的土壤制图单元系统
,

接着各省

再编制 l : 50 万土壤过渡图
。

在编制过渡图的过程中
,

我们还分别与四省有关同志对各种代表性地区进 行了 行 程 约

7。。。公里的实地路线考察
,

以便全面了解本幅土壤分布规律及组合特点 ; 探索不同土壤类型

的卫片判读指标 ; 采集为确定和区分制图单元的土壤标本 ; 检验已有编图资料的准确性
,

进

一步统一编图思想和方法
,

并为 1 : 10 0万土壤图统编工作作准备
。

编制过渡图时
,

有的省以已有资料为主
,

结合野外考察和卫片校核 , 有的省以卫片目视

解译为主
,

参考有关资料和进行野外考察
。

过渡图完成后
,

通过接边
、

互审及统编
、

统审看

出
,

1 : 1。。 万土壤图在掌握实际土壤类型和分布规律的基础上
,

以编制为主
,

使用卫片进行

校核
,

比较能确切地反映制图的内容和细度
。

若分区而论
,

平原地区微地形的高低在卫片上

不易判别
,

逐渐过渡的不同土壤类型的区分界线不清晰
,

作物的覆盖也影响土壤 性 质 的 反

映
,
因此尤其应以较大比例尺土壤图作为基础资料

,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编制为宜 , 而山

区
,

在图象上地形分异比较清楚
,

母质的差别和植被覆盖度的大小有所反映
,

在垂直带变化

不大的本幅范围内
,

参考已有土壤和地质
、

地貌
、

植被等相关学科的图件资料进行编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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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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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8了
。

〔3〕 中国科学院 (中国 自然地理 )编辑委员会
,

中国 自然 地理 一地貌
,

科学出版社
,

19 800

〔 4〕 孙 庆基
、

林育其等主编
,

山东省地理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 9 8 7

。

〔的 张俊民主编
,

山东省 山地丘陵区土攘
,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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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魏克循主 编
,

河南土壤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 7 9
。

〔 7 〕 《江苏农业地理 》编写组
,

江苏农业地理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 7 9
。

〔的 安徽省水 利局勘测设计院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著
,

安徽淮北平原 的土壤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1 9 7 6
。

〔 9〕 口文进
、

朱洪官
,

江苏里下 河地 区的土坡和改良利用途径
,

土维专报
,

36 号
,

1 30 一 1 7了
,

1 9 6 2
。

〔 1 0〕 店淑英等
,

苏北滨海盐演土 的形成和演化
,

土澳学报
,

15 卷 2 期
,

1 9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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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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