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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叙述了编绘土 维图的程序和制图经脸
。

强调 了系统地全面地搜集具有现 势性和科学性的各种土城 资料

是保证成图精度的关键
。

1 : 100万南京幅土壤图的编制由南京土壤研究所负责
,

该幅 1: 50 万过渡 图的河南 省 部分

由河南农业大学
、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负责编绘
,

19 8 6年底完成了编绘原图
。

南京土壤研究所为编绘土壤分幅图拟定了制图规范
、

土壤分类系统
、

土壤制图单元
,

并

提供了 1 : 50 万地形图等有关资料
。

一
、

编 : 绘三程 序

老
(一 )熟悉

“

中国 1 : 1 00 万土滚图的制图规范
”

的内容
。

(二 )收集编绘资料 此次收集到的编图资料有
,
1 9 8。年以来的河南省不同比例尺土壤图

,

包括部分土壤普查图件和报告 ; 各有关成土因素 (地貌
、

水文地质
、

地质
、

气候 )图 , 以及卫

片与航片等
,

并对资料内容的现势性
、

科学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

以确定各种资料的使用

程度
。

(三 )编写
“
1 : 50 万土坡图

”

设计书 根据
“

制图规范
”

要求
, 1: 50 万土壤图设计书包括制图

资料的收集
、

土壤图区域特点及土壤基本概况的分析研究
、

编图方案和预期成果等内容
,

作

为编绘 1 : 5 0万土壤过渡图的基本依据
。

( 四 )拟定土壤制图单元
,

作出对照表 根据 1 : 1 0 0万土壤图试点图幅统一土壤单元系统
,

与资料图上的土壤分类系统相对应
,

作出对照表
,

并用统一土壤单元系统中的统一代号命名

之
。

(五 )编制:1 20 万过渡土玻图 将不同地区各种比例尺的土壤图统一缩放成 1 : 20 万
,

并与

:1 20 万国家基本地形图相重迭套合
,

根据规定的图例系统代号标绘各图斑的同时
,

分块按主

要地物修订土壤轮廊界线
。

将经过修订的过渡稿图与 1 : 20 万假彩色卫片图象
、

水文地质图
、

地

貌类型图相对照
,

运用地理相关法
,

对某些土壤类型的典型和集中分布区或地形复杂的区域

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核对
,

修改有疑义的制图单元和图斑界线
。

然后将编制和经过室内外核对

的着墨土壤界线图套绘于 1 : 20 万地形图上
,

按确定的图斑界线与代号着墨
。

(六 )缩编 1 : 50 万土坡图
,

井普色
、

校核 把 1 : 2 0万新编着墨土壤图复照缩成 1 : 50 万
,

并

在其晒出的蓝图上按亚类着色
,

着色过程中
,

若发现图斑
、

代号有错误和疑义之处
,

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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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片和有关图件加以更正
,

着色起到再一次全面检查和核实的作用
。

(七 )初审接边 将着色的 1 : 50 万土壤图与鲁
、

苏
、

皖三省接界处图斑拼接
,

有异义处接边

双方考虑成土条件和分布规律
,

根据实际资料
,

参照 卫片影象特征等
,

商定修正图斑界线
,

确

定下来
,

并着墨
。

(八 )清绘成图
,

撰写说明书 将着墨的 1 : 50 万土壤图的图斑界线转绘到 1 : 50 万地形图上
,

再上墨
,

经检查核对而成为正式的编稿原图
。

土壤说明书主要阐述区域内的成土条件
、

土壤

性状特点
、

土壤分布规律
,

编制方法和存在问题等
。

二
、

制 图 经 验

(一 )系统全面的搜集现有土壤资料
,

并对其现势性与科学性作出评价
,

是保证成图精度

的基础 编图时我们全面收集了 1: 10 。万南京幅河南部分所覆盖的历年来各种比例尺 的 土壤

调查报告与土壤图以及各有关学科的图件和资料
,

加以综合分析和利用
,

其中包括现势性较

强
、

比例尺较大的土壤普查图件和资料
,

保证了成图的精度和较高的科学性
。

(二 )统一制图规范与制图单元系统是编好图的基本保证 此次承担编绘南京幅河南部分

1: 50 万土壤图
,

我们首先对
“

制图规范
”

进行了反复学习
,

对其提出的采用基本图幅资料
,

必要

的土壤调查
,

卫星像片判读三者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及
“
土壤组合发生

”

的制图原则
,

反映到土

属一级为主的制图单元系统
,

单区复区结合表示的制图方式
,

保留最小图斑面积 0
.

2平方厘

米的规定
,

及制图程序与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与熟悉
。

按照 中国 1 : 1 00 万试点幅统一

土壤单元系统
,

结合使用资料的实际情况
,

反复琢磨
,

列出两种土壤单元 对 照 表
,

并 给以

1 : 10 0万南京试点幅土壤图统一的代号
,

对于试点幅统一土壤单元系 统 包括不了的土壤类型

与土壤组合
,

或合并或增加制图单元
,

并给于延续序号
。

经过反复研究
,

对制图规定作了补

充
,

保证了制图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

(三 )熟悉区内已有土壤资料
,

进行盆点的野外考察及卫片校核
,

掌握土坡分布的规律性
,

是编好土坡图的重要环节
。

首先反复阅读有关资料
,

熟悉区内土壤分布的一般规律和土壤

组合规律
,

作到心中有数
。

区内土壤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
石灰性潮土主要在沙河以北豫东

、

北冲积平原
,

无石灰性

淡潮土多分布于沙河 以南的河流沿岸冲积平原 ; 潮褐土主要分布在沙河以北洪积扇下缘与冲

积平原过渡地带的京广沿线
,

盐碱化土壤主要分布在颖河以北冲积平原中的洼地
,

砂姜黑土

主要分布在颖河以南淮河干流以北的广大低洼地区
。

风沙土主要分布在黄河故道
,

水稻土主

要分布在淮河干流沿岸及其以南的垄岗起伏地区和低山丘陵中的山间盆地
。

黄褐土多分布在

沙河以南淮河干流以北的丘陵垄岗地区
,

黄棕壤多分布在淮河干流以南低山丘陵
。

·

土壤组合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
,

如淮南丘陵垄岗地区有水稻土几个亚类的复区 分 布
,

南部低山丘陵地区
,

有黄棕壤与粗骨土的复区分布 ,

砂丘地区有风沙土与砂质淡潮土的复区

分布
,

黄河故道与现黄河两侧有盐碱化土壤与盐土
、

碱土的复区分布 , 黄河两岸十多年来引

水种稻的水早轮作地区的潮土与一般潮土不同
,

应加以区别
,

该区也往往存在两者的复区
。

熟悉上述土壤和土壤组合分布规律的基本概念
,

可以随时检查出错误
,

并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土壤图的精度
。

对于制图中产生的疑点
,

必须通过重点野外考察与卫片校核
,

加以澄清
。

如周 口地区的

砂姜黑土
,

图斑面积似嫌过大
,
我们根据卫片上反映砂姜黑土的暗灰色的影象特征

,

加以校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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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老

正
。

如盐碱土与盐碱化土壤则以卫片上灰白色的影象特征与石灰性潮土区别之
,

对潮褐土可

用卫片上明显可见的洪积扇下缘与平原过渡的地形部位确定之
。

对黄河两岸水早轮作区
,

卫

片上是一片稻田影象
,

但通过野外重点考察
,

发现没有明显的水稻土剖面特征
,

故不能作为

水稻土
,

则以基础土壤加水 田符号区别于石灰性潮土或盐碱化土壤
。

( 四 )两次缩放
,

两次综合取舍
,

是保证土壤图精度的关键 这次编绘 1: 50 万土壤过渡图
,

采取两次缩放
,

两次综合取舍的方法进行
,

即第一次由搜集到的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土壤图
,

统

一缩放成 1 : 2 0万的土壤图
,

与 1 : 20 万国家基本地形 图重迭套合修订
,

并检查其比例尺精确程

度
,

如比例尺不准确的
,

按 1 : 20 万的地形 图缩放原有的土壤图
,

然后在土壤图上
,

根据拟出

的土壤单元系统对照表
,

将原来的图斑归并或分出
,

并代之以新土壤单元的统一符号 ; 第二

次是将编绘成的 1 : 20 万着墨土壤图进一步缩制成 1 : 50 万土壤图
,

并进行着色校核
。

这样就保

证了制图精度
。

在综合取舍图斑时
,

考虑了以下 5 个方面
:
第一

,
凡是图斑面积小于 0

.

5平方厘米的
,

一

般并入周围较大且土壤性质近似的图斑
,

因为 1 : 1 00 万南京分幅图规定保留最小图斑面积为

0
.

2平方厘米
,

1 : 50 万图上 0
.

5平方厘米的图斑缩成 1: 1 0 0万图时仅为 0
.

1 25 平方厘米
,

因此在

允许的精度范围之内 , 第二
,

原来两个以上临近的图斑所代表的土壤制图单元不同
,

而新的

制图单元相同的
,

则应归并成一个图斑
.

并给以新的统一代号
。

若原为一个图斑
,

但编绘时

发现明显不合理的部分
,

应参考其他有关资料给以分出
。

如在低洼砂姜黑土地区的较大河流

两侧
,

应有潮土分布
,

如果砂姜黑土图斑直达河岸
,

一般来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应参考

该河流的上
、

下游的图斑情况及其他成土 因素图件与卫片等给以分出 , 第三
,

对 于 细 而 长

的图斑
,

虽然面积超过 0
.

5平方厘米
,

但图斑宽度不足。
.

2平方厘米的
,

亦并入附近图斑 , 第

四
,

对分类上有特殊意义的图斑
,

虽然面积小于 O
。

5平方厘米
,

仍保留之
,

如盐碱土及碱化
、

盐化土壤的图斑 , 第五
,

根据土壤图
、

成土因素图
、

卫片等资料
,

从宏观上检查土壤类型分

布是否符合规律
,

不符合规律者予以修订
,

如许昌市附近京广线以东
,

原土壤图为褐潮土
,

按

土壤分布规律
,

同时参考水文地质图修改为潮褐土
,

并缩小其图斑范围
。

(五 )合理地勾绘土滚复区是保证科学性的制图措施 在编制小比例尺土壤图时
,

只用单

区图斑表示
,

难以反映客观实际
,

必须用复区图斑表示
。

我们在 1: 50 万土壤过渡图中以复区

图斑制图的有三种情况
:
第一

,

垄岗地区储育型
、

漂洗型与潜育型水稻土多作复区处理
,

在

岗地坡度较缓时
,

冲田较小
,

中下部多以醋育型为主要成分
,

潜育型为次要成分的水稻土组

成复区 ; 在岗地坡度较陡时
,

冲沟较大
,

中下部以潜育型为主要成分
,

储育型为次要成分的

水稻土组成复区 ; 在粘重的下蜀黄土母质岗地
,

坡度较缓处
,
漂洗型与储育型水稻土组成复

区 ; 第二
,

在风沙土区
,

砂丘与丘间洼地分布的风沙土与砂质石灰性潮土
,

二者区分不开时

作复区处理 ; 第三
,

黄河故道与现河道两侧槽形洼地
,

由于小地形的不「
,

盐化
、

碱化潮土
,

盐土与碱土往往呈复区分布
,

而不易分开
,

故均作盐碱土复区处理
。

(六 )重视制图区域中的实际问题
,

是不断完兽制图内容的前提 利用黄河水源种稻改良

盐渍土问题
,

在豫东北黄河两岸一般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

由于连年进行麦稻水早轮作
,

加之

黄河水中泥沙较多
,

因之不易形成水稻土典型剖面
。

但是这些土壤剖面中物质的移动和 淀积
,

与石灰性潮土 已经有所分异
,

例如土壤表层普遍存在铁锈斑块
,

土壤粘层中时有铁锰斑块的

迹象
。

为此
,

在制图时亢这类土壤均以
“
P

”

缀于石灰性潮土代号之后
,

以示区别
。

今后还应

作进一步详细调查
,

把具备淹育层
、

犁底层与赌育层的土壤
,

从盐碱土与潮土中区别开来
,

作为

( 下转第 3 0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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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左 陵 山 地 黄 棕 壤 分 类 依 据 及 其 瓦 判 读 程 度
.

~ . .〔日匡 , ` . ` 习. 之 ` . .
_

. . .

飞一

一
一~ = ; . , `

, 口
.

一
夏

一
~

一一
. ` 吮

~
. ,

一
二 . 泊

一
产切曰 , ~

名 称

黄棕壤

黄棕壤
漂白黄棕壤

粘盘黄棕壤

花 岗片麻岩母质 黄棕壤

砂页岩母质 黄棕壤

红砂岩母质 黄棕坡

漂 白黄棕壤

枯盘 黄棕壤

分 类依据 :

土类 硅铝层
、

与土类 同

漂白层

粘盘层

温 度状 况

可判读程 度

牢

万
亚类

这两亚类为黄土

母质
,

其地形不同

土属

都是根据岩性划分
,

可以从

地质资料中得 到 :

与亚类 同

注 : “ * ”
容易判读

, “ + ” 可 以判读
。

表 3 平 原 区 潮 土 分 类 依 据 及 其 可 判 读 程 度

可 判读程度

土 类 潮土

亚类

淡潮土

石灰性淡潮土 (黄潮土 )

潜育淡潮土 ( 灰潮上 )

X+X十只X土 属

砂质淡潮土

砂壤质淡潮土

维质淡潮土

粘质淡淡土

砂质石灰性潮土

砂维质石 灰性潮土

壤质石灰性潮土

粘质石 灰性潮土

砂质潜育性潮土

砂壤质潜育性潮土

壤质潜育性潮土

粘质潜育性潮土

冲积母质
,

淡色表层
,

潮湿的水分状况

无 石性反应 (沂沐河冲积物 )

有 石性性反应 (黄河 冲积物 )

有潜育层 (长江 冲积物 )

质地砂

质地砂壤

质地壤

质地粘

质地砂
!于也砂壤

质 地维

质 地粘

质 地砂

质 地砂维

质地壤

质 地粘 +

二 . 二勺吃 . , . . . . 旧 . 二 . 翻. . 导 . , ` . . 二二刀 ,̀ 二. . . . , . . 刁 . . . , . .
.

.口 二 二目

注 : “ * ”
容易判读

, “ + ”
可 以判读

, “ x ” 难判读 :

制图件过程中
,

卫片土壤解译对反映宏观规律性
,

诸如山地
、

丘岗
、

平原
、

洼地等地貌类型

之间
,

土壤分布的规律比较容易把握
。

困难的是在平原区内
,

如何反映出彼此联系的土壤组

合系列的规律性
。

诸如丘岗地区岗
、

垮
、

冲部位的土壤系列
,

平原碟形洼地上
、

中
、

下框部

位的 ;: 壤系列
,

黄泛冲积平原的土壤系列等
。

` 、

一
, · ,

一
护 q 勺。 卜 电 . 。 ` 、 勺 魂 . , 勺 d 护 , 勺 。夕 , 、一

护 、 一。 沪
、 一

` . ` 。 。 .
’
,

一
护一 勺

一
户 。 , 一 口口 d ,

一
声 q 勺 . 户 , 、 。护 尸助 、 , 心

` ,

, 。 声一 、 , 。 , 、 一 户, . 、 . 夕一
叱 p 一口 l 一,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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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土性或潮土性淹育型或储育型水稻土处理来客观地反映土壤实际
,

逐步完善制图内容
。

通过对中国 1: 1 00 万国家土壤图的试点分幅图的编绘
,

必将会进一步丰富
“

制图规范
” ,

健

全编绘 1 : 1 00 万分幅图的程序
,

完善土壤制图单元系统
,

为全面完成全国 1 : 10 0万分幅图积累

宝贵经验
,

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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