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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用 卫片判读与常规制 图相结合方法对编制三江平原地 区 1 : 10 0万土壤图进行 了尝试
。

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提

高编图质量和编 图速度
。

在编制中国 1 : 100 万土壤图试点幅的过程中
,

我们采用卫片判读与常规制图法相结合的方

法编制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对提高编图质量
,

加快编图速度是有利的
。

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 (半幅 )二幅半图位于我 国黑龙江省东部
,

西起东经 1 29
” ,

东至中苏

边境 , 在东经 1 3 2。

以西
,

南起北纬 4 4
“ ,

北至北纬 4 5
。

; 在东经 1 32
。

以东
,

北至中苏界河
。

行政

区包括佳木斯
、

伊春
、

牡丹江等八市的全部或一部
。

总面积达 14
.

14 万平方公里
,

其中3八属

黑龙江
、

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带
,

又称三扛平原地区
。

现以这二幅半图为例
,

谈谈卫片

判读与常规制图法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编制中小比例尺土壤图的认识
。

一
、

编图程序与方法

(一 )资料收集工作

本区是我国东北开发较晚的地区
,

其三江平原部分
,

素有
“

北大荒
”

之称
。

建国以来
,

为

开发三江平原自然资源
,

曾多次进行土壤及有关学科的调查工作
,

积累了大量资料
。

广泛收

集并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

是完成本区编图工作的前提条件
。

我们所收集的资料 包 括
: 1

.

土

壤图件
,

这些图件概括了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历次土壤调查的成果
,

有局部的
,

也有全区的 ;有

中
、

小比例尺的
,

也有大比例尺的
,

而 以 1 : 20 万至 1 : 50 万图件为主
; 2

.

具有代表意义的区域

性土壤学科的著作
、

论文及调查报告 , 3
.

相邻学科的资料
,

包括中比例尺的地质图
、

水文地

质图
、

植被图
、

地貌图等以及有关文字资料 ,
.

4
.

卫片资料 , 5
.

地理图件资料
,

包括 1: 50 万
、

1: 1 0 0万地形图
,

局部 1: 2 0万甚至更大比例尺地形图
,

以及 区域性的行政图等 ; 6
.

区域性的

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及资料
。

(二 )资料的阅读

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从中提取对这次编图工作有用的信息
。

因此
,

在广泛收集有关资料

的基础上
,

认真阅读了所有文字及图件
,

以便
:

1
.

了解工作的概况
: 主要了解工作区的地形地貌

,

植被及气候特点等
。

2
.

了解前人工作
:

.

本区大面积开垦土地的历史只有 10 0一 15 0年
,

建国后
,

为适应国家建

设需要
,

曾组织过多次土壤调查
,

如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
、

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
、

荒地资源

3 0 7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9. 06. 007



调查及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等
,

有关学科也做了许多工作
。

所积累的大量图件及文字资料
,

是

完成本次编图工作的基础
。

3
.

了解主要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
:
本区主要有暗棕壤

、

白浆土
、

黑土
、

潮土
、

潜育土
、

粗骨土等土壤
,

还有少量的寒棕壤
、

水稻土
、

泥炭土
、

冲积土
、

风沙土及石质土
,

共十二个

土类
。

其中暗棕壤分暗棕壤
、

白浆暗棕壤
、

潮暗棕壤三个亚类 ; 白浆土分 白浆土
、

潮白浆土

和潜育白浆土三个亚类 ; 黑土分黑土
、

暗棕壤型黑土
、

白浆黑土及潮黑土四个亚类 , 潮土分

暗潮土
、

石灰性暗潮土
、

白浆暗潮土
、

潜育潮土和盐化潮土五个亚类 ;潜育土分潮潜育土
、

泥

炭腐殖质潜育土
、

泥炭潜育土及淤泥潜育土四个亚类
。

在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
、

老爷岭和完达山等山地丘陵地区
,

中山顶部海 拔 8 00 一 1 0 0 0米 以

上
,

呈岛状分布有寒棕壤
,

面积很小
,

其自然植被为暗色针叶林
,

一般为残积坡积母质
。

山

地丘陵上大面积分布的是暗棕壤及粗骨土
,

植被为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或次生林
,

母质

为坡积残积物
。

坡度较缓的山麓或坡地上则分布有白浆暗棕壤或潮暗棕壤
,

植被多为柞桦次

生林
,

母质为坡积物或洪积坡积物
。

在山间沟谷底部
,

分布有潮土或潜育土
,

植被一般是草

甸或沼泽
。

在山地丘陵边缘的山前岗地和漫岗地上
,

覆盖着河湖沉积的重壤土和粘土
,

大部分布白

浆土
。

仅在佳木斯
、

集贤
、

宝清一带的漫岗上发育黑土 ; 俊肯河谷地两岸漫岗上
,

黑土与白

浆土交错分布
。

平原地区土壤分布状况有三
:
在萝北

、

绥滨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的三角地带
,

砂质垅岗

与粘质
、

壤质平地及古河道中的沼泽地交错出现
,

砂质垅岗为砂质潮暗棕壤 ; 平地为潮土或

潮白浆土 ;
J

而洼地为潜育潮土或潜育土 ; 古河道则为潜育土或泥炭土
。

在桦川
、

富锦
、

集贤

一带
,

平地分布潮黑土和潮土
,

洼地为潜育土
。

三江平原及穆棱兴凯平原
,

随着微地形变化
’

土壤分布序列从高到低为
:
白浆土

、

潮白浆土
、

潜育白浆土
、

潜育土和泥炭土 ;在河流两岸
,

有少量潮土
。

4
.

制定新的制图单元系统 (初稿 )
:

在认真阅读各种图件及文字资料之后
,

即着手制定新

的制图单元系统 (初稿 )
,

供本次编图使用
。

制图单元包括土壤单区与复区两部分
,

根 据 1 :

10 0万土壤图编图的需要
,

制图单元分二级
,

第一级制图单元相当于土类
;
第二级为基本制图

单元
,

相当于亚类
、

土属及土壤复区
。

制图单元系统 (初稿 )应既能反应土壤科学的发展
,

尤

其是土壤分类学的发展
,

又利于前人资料的充分利用
。

(三 )图件资料的处理

1
.

土壤图
:
在编图中

,

收集了本区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土壤图共百余幅
,

这些图件

比例尺不一
,

精度各异
,

在阅读所有图件后
,

根据可利用的程度将图件分成四种
:

( 1) 基本

资料
: 比例尺适当

,

覆盖区较广
,

资料可靠
,

精度高
,

现势性强的土壤图
,

是编图中最主要

的资料
。

我们选定三江平原土壤资源遥感复查组 1 9 8 5年编的 1 : 20 万三江平原土壤图及有关市

的最新土壤调查图件为基本编图资料
。

( 2) 主要参考资料
:
在部分地区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

或

比例尺过大或过小但参考价值较大的土壤图
,

做为编图中的参考
。

( 3) 参考资料
; 一般是只

具局部意义的资料
,

编图中作为前二类资料的补充资料
。

( 4) 无参考价值的资料
:
这包括不

可靠的资料
,

过时资料或其内容已被概括进其它图件的资料
。

此类资料阅读后一般存档
,

不

再使用
。

土壤图分类后
,

所做的工作有
:

( 1) 将基本资料和所有参考资料用静电复印法统一放缩成 1: 50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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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乡

(2) 制定每幅资料图的图例系统与新的制图单元系统 (初稿 )的对照表
。

(3) 在 1 : 0 5万资料图上标出精确的经纬阿格
。

网格密度与 1 : 0 5万地形图相对应
,

即纬度

20
` ,

经度 30 ` ,

在网格交叉点画上 4 x 4毫米的十字
。

标注方法是以 :1 5D 万地形图为底图
,

在透图台上根据明显地物定位
,

保证交叉点位移不大弓
“

0
.

2毫米
。

当资料图变形较大时
,

可采

用逐块位移法消除或减少误差
。

( 4) 缩小倍数较大
,

图斑过密者可在 1 : 50 万资料图上进行必要的制图综合
。

( 5) 所有具有参考价值的图件进行编号
,

以便利用
。

( 6) 绘制 1 : 1 00 万资料分布图
,

`

将每幅具有参考价值的土壤图的利用程度级别
、

编号
、

图

幅范围统一标在图上
,

既利于应用又可 了解工作区内土壤资料占有情况
,

确定各种不同范围

编图工作方法
。

2
.

卫片及其它图件
:
我们选择的是 1 : 50 万及 1: 1 00 万重氮印放的 M S S 彩色合成片

,

在

1 : 5。卫片上参照上述方法标出经纬网格
。

其它学科的图件
,

如地质图
、

水文地质图
、

植被图

等
,

都进行分类
、

缩放
、

编号
、

标注经纬网格及绘制资料分布图
,

以供编图中应用
。

3
.

地理底图
:
根据中国1 : 1 00 万土壤图制图规范的要求

,

以 1: 50 万与1 : 1 00 万地形图为工

作底图
。

将工作底图制成晒兰聚脂片
,

供工作中使用
。

( 四 )编制 1 : 50 万土壤过渡周草图

编制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草图分二个阶段
:

1
.

编制 1 : 50 万土壤资料汇总图
:

资料汇总图是在野外调查与卫片判读前
,

根据对本区

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的了解
,

充分利用前人工作成果所编的图件
。

其编制方法是
:

先将晒兰聚

脂片以经纬网格准确定位蒙在基本资料图上
,

根据地理要素检查基本资料图的位丑精度
,

土

壤图斑的类型是否正确
,

图斑的轮廓是否合理
,

然后将基本资料图转绘到晒兰聚脂片上
。

为

便于修改
,

可采用铅笔转绘
。

转绘中
,

所有图斑中注记一律改用新拟定的制图单元系 统 的

注记
。

转绘过程不是机械描绘
,

而是集描绘
、

判断
、

修改于一体的创造性劳动
,

这一过程须

由编图人员亲自完成
。

发现疑问应根据资料分布图选取有关土壤图件和相邻学科 (与成土因

素有关 )的图件
,

根据土壤发生学观点判别
。

在资料图比例尺误差较大
,

整幅套合困难时
,

则

分块套合以消除误差
。

一幅基本资料图转绘完后
,

再以同样方法用其它基本资料图补充空 白

部分
。

基本资料图未能覆盖地区
,

则顺序以主要参考资料
、

参考资料加以补足
。

转给结束后
,

将资料汇总图蒙在其它土壤资料图上和相邻学科图件上
,

一一检查土壤图

斑的类型是否正确
,

图廓有无大的出入
,

必要时进行修改
。

在矛盾较大而又无法判别时则记

下
,

留待以后解决
。

同时
,

记下每一区域资料图的可靠程度
。

2
.

卫片初判
,

与 1 : 50 万土壤资料汇总图相对照
:

卫片判读的首要目的是确立解译标志
。

我们认为
,

工作地区已有大量前人的资料
,

而且其中大部份经过野外实地调查工作
,

是可信

的
。

但由于 当时工作条件
、

调查 目的
,

或学科发展水平及观点的差别
,

使各种资料图不能完

全满足今 日之需要
。

利用卫片形象和现势的特点
,

采用资料与卫片影象相结合的判读 方 l法
。

具体做法是将资料汇总图蒙在卫片上
,

精确定位后
,

观察土壤图斑与卫片影象之间的
`

关 系
,

以建立每一类土壤 (土壤单元 )特有的色斑
,

这就是该土壤单元在这张卫片上 (或这一区域 )的

解译标志
。

根据解译标志
,

采用演绎法可对照资料汇总图上的图斑内容及其形状
,

在资料汇

总图与卫片二者相矛盾的地方
,

则参考其它资料
,

先判别是由于其它因素 (如植被
,

人为影

响
,

偶然因素 ) 作角造成的同土异象
,

还是资料汇总图本身的错误
,

然后加以修改
。

如根据

所有资料仍无法判别时
,

则记下
,

留待野外调查中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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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片初判
,

编制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过程中
,

工作区可分成几种类型
:

( l) 土壤 资料

齐全可靠
,

并与卫片吻合较好的地区
:
如岗地

、

丘陵白浆土
、

黑土分布区
,

只需做少量野外

路线检验工作
。

( 2) 土壤资料齐全可靠
,

但与卫片影象有较多矛盾的地区
:

主要是地形起伏

不大的农业区
,

卫片影象因受人为作用
,

如耕作
、

灌概
、

作物物候差异等的影响
,

所反映的

土壤类型信息受到干扰 ; 限于工作条件
,

又难以取得多时相卫片消除这种影响
。

同时这里开

发较早
,

历次土壤调查工作较细
,

资料可靠
,

在这些地区则以土壤资料图为主
,

参考卫片判

读进行修改
,

也只需做少量野外验证
。

( 3) 土壤资料较差
,

卫片较易判读的地 区
,

如平地
、

低

平地中面积较大的湿地
、

沼泽
、

开发程度低
,

交通不便
,

以往土壤图资料互相间矛盾较多
,

加

之地势平坦
,

地貌分异不大
,

母质单一
,

又缺乏详细植被图
,

依据各种参考资料编图都很困

难
。

但从阅读资料中发现
,

这里微地形的起伏决定了地表水分状况与植被类型的再分配
。

由

于受人为干扰小
,

地表水与植被又与土壤类型紧密相关
,

如在季节性积水的低平地上
,

往往

是沼柳一小叶章一修氏苔草沼泽草甸植被
,

土壤为潜育白浆土或者潜育潮土 ; 凹地中
,

积水

0 一 10 厘米处
,

往往是苔草一小叶章沼泽
,

为潮潜育土 ; 凹地较低处
,

积水 10 一30 厘米
,

为

毛果苔草沼泽或毛果苔草一漂筏苔果沼泽
,

发育泥炭腐殖质潜育土
。

通过卫片影象所反映的

地表水与植被差异
,

可间接判读土壤类型
。

因此
,

在这类地区
,

可以卫片判读为主
,

参考土

壤图件资料
,

但要进行细致的野外调查
,

以建立解译标志
。

`4) 土壤资料较差
,

卫片资料也

较差的地区
,

如某些 山地与丘陵地区
,

历次土壤调查工作较粗
,

不能满足需要
,

而植被覆盖

度又较大
,

卫片判读也有一定困难
,

但因地势起伏大
,

土壤分布与地势
、

母质
、

植被有一定

关系
,

可参考各种资料暂时成图
,

并需进行野外补充调查
。

对工作区进行上述分析后
,

则可选择相 应的野外调查路线
,

确定野外调查工作方法
。

(五 )野外调查

野外调查工作内容包括
:

( 1) 对已编成的 l : 50 万土壤过渡图进行路线检 查 ; ( 2) 对判

读中具有重大疑点的地区和上述的 ( 3 )
、

( 4) 类地区进行重点调查
,

了解卫片解译成图的可能性

并建立解译标志 ; ( 3) 补充收集资料 ; ( 4) 深入了解土壤分布规律 ; (5 ) 采集样品 ; ( 6) 请

当地专家审查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及制图单元系统
。

野外调查的路线
,

我们选择了前进
、

创业农场横穿白浆土一潮白浆土一潜育白浆土一潮

潜育土一泥炭腐殖质潜育土
;
集贤县中横穿暗棕壤型黑土一黑土一潮黑土一潮土 ;萝北

、

绥滨

一带砂质潮暗棕壤一暗潮土一潜育潮土一潜育土
;
完达山暗棕壤一白浆暗棕壤一白浆土

;
以及

穿越老爷岭等
。

在这些地段
,

进行详细调查
,

现场审定土壤图
,

进行卫片判读
,

采集土壤标

本
,

为下步编图打下了坚实基础
。

在具有不同时相
、

不同处理方法的假彩色合成片的地 区
,

通过野外工作可比较其优劣
,

选择最佳时相与处理方法
。

(六 )编制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是为了保证 1 : 1 00 万土壤图的质量而编制的
。

编图工作在经野外调查

修改后的 1 : 50 万资料汇总图上进行
。

1
.

确定制图单元系统
:
在前段工作基础上

,

对原来制定的制图单元系统进行修正
,

制定

出新的
、

适于 1 : 10 0万土壤图的制图单元系统
。

这个系统必须完全符合制图规范的规定
。

2
.

修改补充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草图
:
首先根据卫片初判和野外工作的情况

,

选定各个地

区的解译效果 (包括时相
、

卫片质量等 )最佳的卫片
,

以保证卫片解译质量
。

然后
,

分别不同

地区
,

进行编图工作
: ( 1) 对于土壤资料齐全可靠

,

并与卫片吻合较好
,

野外调查经过验证

的地区
,

只需按新的制图单元系统
,

依据卫片对资料汇总图进行判读修改
,

即可 成 图
。

( 2)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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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对于资料齐全可靠
,

但与卫片影象有较多矛盾的地区
,

经野外验证
,

查明矛盾确系卫片影象本

身的问题
,

则应以资料为主
,

参考卫片及多种相邻学科资料进行判读修改
,

谨防误判
。

( 3) 对

于土壤资料较差
,

卫片资料较好的地区
,

经过野外现场调查
、

判读
,

建立解译标志后
,

可主

要依据卫片判读成图
。

但仍应注意参考多种资料
。

( 4) 对于土壤资料较差
,

卫片资料也较差

地区
,

则应依据野外调查资料及补充收集的资料
,

结合卫片判读综合成图
。

3
.

转绘成图
:
修改补充了的图件经检查后

,

转绘到 1 : 50 万晒兰聚脂片底图上
,
接边

,

整

饰后成图
,

并请专家初审
。

(七 )编制 1 : 1 0 0万土壤图

1 : 10 0万土壤图是在 1: 50 万土壤过渡图基础上缩制完成的
。

其过程是
:

.1 将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采用静电复印法或照相法缩成 1 : 100 万
。

2
.

以 1 : 1 0 0万晒兰聚脂片为准
,

采用蒙绘法
,

将土壤图图斑过渡到聚脂片上
,

同时进行

必 要的制图综合
,

即根据 1 : l 。。万土壤图制图规范的要求
,

对缩制图的内容
、

细小图斑
、

图

形细部加以概括
。

在制图综合过程中
,

务使土壤图斑的轮廓形状
,

走向与自然界景观及地形

要素相吻合
,

能反映土壤分布规律及区域特征
,

并使图形美观自然
,

保持位丑精度
。

3
.

卫片判读
。

将 1 : 10 0万土壤图蒙在同比例尺卫片上
,

再次判读
,

检查制图综合质金
,

进行必要修改
。

4
.

清绘和整饰
。

此过程中
,

在 1 : 10 0万土壤图上添加必要的地理要素
,

使其成为完整的

土壤图
。

乡
二

、

编图中的几点体会

协

(一 )卫片 目视解译在编图中的应用

随着空间遥感技术的发展
,

从 70 年代起
,

遥感资料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土壤制图中
,

目前
,

采用卫片目视解译与常规制图相结合编制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成了主要方法
。

实践证明
,

这

种方法适于我国现阶段的设备
、

经费及人员素质现状
,

可以提高成图质量
,

加快编图速度
,

降

低工作成本
。

实践还证明
,

卫片 目视解译
,

甚至计算机识别制图
,

并不能解决土壤编图中的所

有问题
。

尽管近十几年中
,

国内许多单位做了大量的土壤光谱测定工作
,

为土壤类型解译提

供了宝贵资料
,

但因卫片所反映的不仅是土壤本身信息
,

而是地形
、

植被
、

地表水分状况
、

母

质以及土地利用等的综合信息
。

解译土壤类型时往往依靠环境因子 (与成土 因素有关的 )在卫

片上的综合表现与土壤类型的相关性
,

这种表现有时会被偶然因素
,

或与土壤类型相关性小

的因素所掩盖
。

因而
,

在相关性明显的区域
,

如上文所述湿地
、

沼泽分布区卫片解译效果很

好
。

而在卫片影象特征
,

与土壤分布情况相关性不大
,

如在受人为影响很大的地区
,

利用卫

片解译困难则较多
。

同时
,

无论在什么地区
,

进行卫片解译都必须注意排除干扰因素
,

以防

误判
。

(二 )在编图中资料的综合运用

编图中
,

我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

如各个时期的土壤图
,

不 同时相和不同处理方法的卫

片
,

地质图
,

水文地质图
,

植被图
,

土地利用图
,

地形图等等
,

在不同地区
,

各种资料运用

程度各不相同
。

但在任何地区
,

都必须十分注意这些资料的综合运用
,

以大大减少编图中的

失误
。

(兰 )编图中位置精度的控制 (下转第 3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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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酸性盐渍水稻土
、

粘质冲积物质潜育水稻土
、

粘质冲积物质醋育水稻土
。

本组土壤组合
,

除滨海沙土和滨海盐土在卫星图象
.

上有比较清晰的表现外
,

其余土壤类型则比较模糊
,

要准

确地勾出其图斑界线
,

必须有现场的调去材料或大比例尺的航天照片作参照
。

四
、

图斑内容的综合处理

本图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
,

面积广大
,

地形变化复杂
,

土壤类型丰富
,

由于人多耕

地少
,

大部分的谷地及低丘缓坡地已辟为耕地
,

其中山谷因水源条件较好都辟为水田
。

这是本

图幅的重要土壤类型之一
。

然而
,

坑田 一般面积不大
,

多为十几米到几十米宽
,

要把该类土壤

全部反映在图上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依据
“

规程
”

要求
,

对某些土壤类型
,

必须从内容
、

面积

及图形三个方面进行综合
,

其做法是
:

(一 )对地形破碎
、

丘谷交错的地方
,

因缓坡地多被垦殖
,

耕种土壤与自然土壤之间有一

定发生关系
,

如复盐基赤红壤及其谷底的冲积母质潞育水稻土等不能以单区表示时
,

一般划

为复区
,

把面积大 的土壤类型摆在首位
,

面积少的土壤类型以一符号相连放于其后
。

(二 )对山丘面积较大
,

坑田狭小而且分布稀疏的地方
,

则以合并的方法处理
,

即舍去窄

小弯曲大的坑田
,

而夸大在地 图上位置比较显著
,

能反映该土壤类型分布规律的主坑田土壤
“

使其相应面积不致因未能上图而减少
。

(三 )复盐基赤红壤
,

是本区发展经济作物的主要土壤类型
,

但面积小而分散
,

多以镶嵌

式分布于各种母质的赤红壤之中
,

不易单独勾绘出来
,

我们在编制时
,

则以复盐基赤红壤为

主
,

把交错其间未被利用的赤红壤组成复区
,

以反映该山体的利用状况
。

龟
五

、

结 语

(一 )应用卫星图象进行土壤系统判读编制土壤图是可行的
。

它以土壤发生学和地理景观

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和依据
,

把土壤发生分类
、

成土因素及在卫星图象中的影象特征三者联系

起来
,

通过建立卫星图象中的判读标志
,

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断而实现
。

实践证明
,

按照 目前

的土壤分类系统
,

与有关资料结合
,

一般判读到土属一级是完全可以的
。

(二 )各种土壤类型
,

都是通过各 自的剖面结构和诊断特征来确定的
。

而卫星图象主要是

反映地球表面的自然景观特征
,

综合程度高
,

其影象特征又受地表水分
、

植被和人为活动等

影响
,

因此
,

通过图象特征的分析推断进行土壤类型的判读
,

必须对卫星图象特点有充分的

了解
。

要准确地判读土壤
,

编图人员对制图区域必须比较熟悉
,

对一些自己较生疏的地方或

面对图象难以下结论时
,

还需查对有关地质图
、

土壤图或航片等辅助资料进行分析推断
,

以

确保制图质量要求
。

(上接第31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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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收集到图件的投影
、

地物标记
、

制图精度等都各不相同
,

又经几次缩放
,

虽然统

一成 1 : …50 万或 : 10 。万比例尺图时尽量控制
,

但仍有一定误差
。 犷
这给各种资料的应用带来困

难
,

主要是难以精确定位
。

为保证制图精度
,

我们以 1 : 50 万地形图及 1 : 1 00 万地形用图为

准
,

以纬度 2 0,
,

经度 3 0, 的密度
,

在所有资料图及中间图件上标出经纬网格
,

在变形较大
,

超

出位置精度要求的图件上
,

根据地物分块消除误差
。

以后编图中每一步骤
,

都严格按经纬网

格定位
,

保证了制图的位置精度
。

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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