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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1 : 10 0 万乌各木齐幅土壤 图区域的自然条件
,

土壤 分布特点及土坡图 的编制方法和 取 褂 的进展作了

较详细地 论述
。

1 : 10 0万乌鲁木齐幅土壤图代表我国暖温带温带干旱地区
,

高山盆地土壤类型
,

是我们

为编制国际分幅 1 : 10 0万全国土壤图取得经验
,

研究其制图原则
、

内容和方法而选择的第一个

试点图幅 1[ 〕
。

本幅地处北纬 40 一 44
。 ,

东经 84 一 9 0
“ 。

天山横贯东西
,

位于图幅北部
。

天山西段宽度较大
,

分为北
、

中
、

南三部
,

海拔 4 0 0 0米以上
,

其间有大
、

小尤尔都斯盆地和焉省盆地
,

并有开都

河谷将其连接起来
。

东段范围较窄
,

有博格达 山位于图幅东北
,

海拔一般 4 0 0 0米以上
,

最高

峰达 5 4 4 5米 , 其南有觉罗塔克低山丘陵
,

两山之间为吐鲁番盆地 ; 再南有库鲁克塔格中低山

及其与觉罗塔克间的山间盆地
。

幅内的天山北麓山前平原南北所占面积不大
,

在奇台与昌吉之

间为山前凹陷带
,

沉积了厚约 3 00 一 5 00 米的第四纪疏松沉积物
。

天山北麓山前平原范围较大
’

为冲积洪积物覆盖
。

其南有塔里木河平原
,

河流冲积物与风积物两者交替出现
。

塔河以南则

为广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

占本图 1/ 4弱
。

本图域位于欧亚大陆中心
,

远离海洋
,

气候干旱
。

以天山为界
,

其南麓山前平原属暖温

带极端干早荒漠气候
,

年均温 10 一 1 1
.

5 ℃ ,

年降水量 50 一80 毫米
,

蒸发量 2 3 0。一 2 9 0 0毫米
,

蒸

发量为降水量的 40 一 45 倍
,

干燥度
* “

12 一 13
。

其北麓山前平原夙温带于早荒漠气候
,

年均温

4
.

2一 6
.

5 ℃
,

年降水量 15 0一 2 00 毫米
,

蒸发量 1 7 0 0一 2 2 0 0毫米
,

是降水量的 10 倍左右
,

干燥

度 4 一 8
。

天 山山间的焉省盆地气候条件处于南北疆的过渡
,

偏近于南疆 ; 吐各番盆地则年

均温高达 12 一 14 ℃降水量仅 20 多毫米
,

蒸发量为 2 9 0 0毫米
,

大于降水皿 110 一 15 0倍
,

干燥度

50 一60
,

是我国最干早也是世界罕见的干旱地区之一
。

天 山本身
,

则随着高度增加
,

温度降

低
,

湿度增大
,

生物气候由基带的干早荒漠逐步向上渐变为高寒草原
、

草甸状况
。

温度由年

均温 10 ℃以上降到高山冰雪带附近 一 5 ℃以下
,

年降水量 7 00 毫米或以上 2[ 一透〕
。

干早的气候状况
,

高山盆地的地貌特点
,

直接影响到本区土壤的形成和分布
。

一
、

区域土壤分布特点

(一 )千旱类型的高山垂直带谱

`
* 参加本 图编制工作 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柯

究所雷文进
、

曹锦终
周
触

、

曾志远
,

新班生产建设兵 团劫察 设

, 计院蒋寒荣
,

中国科学 院新孤生物土坂沙淇研究所 张累德
、

樊 自立
、

程 心俊
。

州
,

千燥度
二

( 日平均气温 > 10 ℃的积温 /同时期的降水量 》 x o
.

16

3 1 7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9. 06. 009



J子

1
.

土壤垂直带谱属于干旱类型
,

由于高度较大
,

绝对高度多在3 0 0 0米以上
,

相对高度达

到 30 0 0一 4 0。。米
,

垂直带谱非常完整
。

与水热条件和植被更替相应
,

从低到高
,

北侧由灰漠

土
、

棕钙土
、

栗钙土
、

黑钙土
、

灰褐色森林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甸土所组成
,

南侧由棕

漠土
、

棕钙土
、

栗钙土
、

亚高山草原土
、

高山草甸土所组成
。

其上均为冰川雪被
。

2
、

天山山体高峻
,

是温带和暖温带的天然分界线
,

由于它阻挡了北面北冰洋和大西洋冷

湿空气的影响
,

因而北疆略显冷湿
,

南疆更为干暖
,

土壤垂直带呈现 明显的南北侧差异
。

如

北侧多由棕钙土或灰漠土开始
,

南侧则由棕漠土开始
。

北侧 (普通 )灰褐色森林土可成片分布
,

它常与黑钙土或高山草甸土交互成为一个带幅
,

南侧只局部地区有石灰性灰褐土
,

见于亚高

山草甸草原土带幅
,

无黑钙土带
。

北侧亚高山带为亚高 山草甸土
,

南侧为亚高山草甸草原土

和亚高山草原土
。

3
.

垂直带谱中随着水热的变化
,

阴阳坡土壤的分异状况不同
。

靠近基带的干早荒漠下阴

阳坡土壤分异不明显
。

较高的半干早条件下
,

阴阳坡则有明显的土壤分异
,

如黑钙土与亚高

山草甸土占据阳坡的地带
,

阴坡常为灰褐色森林土
。

再高的高寒地段
,

阴阳坡往往是土壤和非

土壤形成物的区别
,

如高山草甸土出现在阴坡的同时
,

阳坡为倒石堆
。

最高处的倒石堆和冰

雪带则没有什么分异了
。

(二 )平原土坡分布的总特点
1

.

在降水很少
,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许多倍的情况下
,

风化和成土作用都比较弱
,

洪积
、

冲

积扇上部的自成型土壤主要是棕漠土
,

土层一般比较薄
,

多砾幂
,

具有干早水分状况
、

淡色

表层
、

变质粘化层
、

石介层
、

盐积层等
,

细土物质发育者具有龟裂特征
。

老洪积扇上的往往

有古老成土过程的影响
,

其石介层和盐盘层十分发育
。

天山北麓山前平原黄土母质上分布有

灰漠土
,

与棕漠土基本层次相同
,

但土层较厚
,

剖面分化无棕漠土明显
。

2
.

由于气候干旱
,

土壤多有盐渍化
,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冲积
,

洪积扇下部和扇缘
,

以及

冲积平原上
,

主要是潮土
、

林灌草甸土和盐土
,

部分沼泽土
,

不仅盐土 (表层 。一30 厘米含

盐量在 2 %以上 )面积大
,

而且潮土
、

林灌草甸土
、

沼泽土中也多盐渍化 (表层 O一30 厘米含

盐量 0
.

5一 0
.

2% )类型
,

自成型土壤的石膏层和盐积层也是盐渍特征的呈现
。

3
.

本区不仅干早少雨
,

且多风沙
,

全疆以西北风最多
,

年平均风速南疆为 1
·

5一 5
.

0米 /秒
,

北疆为 1
.

5一 2
.

5米 /秒
,

一般以 5 一 6 月最大
,

在南疆还常有沙暴伴生
,

不仅使沙丘移动
,

危

害农 田
,

而且常使土壤上部有覆盖沙层
,

甚至沙土包
,

形成了相当数量的风沙土
。

4
。 “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
”

是干早区农业的基本特点
,

旱作农业仅见于部分山地的栗钙土

及黑钙土
。

耕地土壤主要类型有灌淤土
、

灌淤潮土
、

灌淤灰漠土
、

灌淤棕钙土
,

它们大部分

分布在冲积
、

洪积扇的中
、

下部
,

大河三角洲的上
、

中部
,

冲积平原的沿河部位
。

灌淤潮土

由于地下水位较高
,

其中有的还常受到盐渍化的威胁
。

此外还有面积不大的耕种栗钙土和耕

种黑钙土
。

(三 )与地貌类型相联系的中域土壤分布规律

新疆地貌分异比较明显
,

除山地外
,

可以分为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
、

冲积平原
、

山间盆

地等地貌类型
。

因地貌条件影响土壤水文地质状况和母质的再分配
,

故不同的地貌类型有不

同的中域土壤分布规律和 土壤组合特点
,

本图幅内中域土壤分布可概括为三种土 壤 组 合 形

式
:

1
.

洪积冲积倾斜平原 由棕漠土
、

灌淤土
、

灌淤潮土
、

盐土组成的扇形土壤组合
。

2
.

塔里木河 冲积平原主要由暗林灌草甸土
、

潮土
、

干林灌草甸土
、

干潮土穿插分布而成

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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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条带状土壤组合
。

晓)牙 3
、

山间盆地环状土壤组合
。

中
、

低位山间盆地焉省盆地
、

吐鲁番盆地 因非单一地貌类型
,

故呈环状复合型土壤组合
,

而高位山间盆地大
、

小尤尔都斯盆地土壤组合则比较单一
。

各盆

地土壤组合成分受到所在基带生物气候条件以及湖泊水文状况的影响 1[ 〕
。

二
、

编 制 方 法

乡

知

(一 )工作基础

1
.

50 年代初新疆荒地勘察设计局作了大量的中比例尺土壤制图工作 ; 1 9 5 6一 1 9 6 2年
,

中

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广泛地考察了南北疆地区
,

进行了生产和科学总结
;
70 一 80 年代

,

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勘察设计院又进行

了新疆荒地资源综合考察
,

新疆还进行了土壤普查
。

2
.

参加本幅编制的部分同志曾参加历次的考察
,

进行了中
、

小比例尺的制图工作以及生

产和科学总结
,

对该地区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

(二 )工作方法和实施要点

本幅制图区域
,

虽然前人已做过多次土壤调查
,

土壤图件和文献资料都比较丰富
,

但是

区域之间还不够平衡
,

而且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
。

为了提高制图质量
,

我们采用基本图幅资

料
、

野外路线考察和卫星象片判读三结合的编制方法
,

而在不同区域获取信息的途径又各有

所侧重
。

根据本幅的工作基础和区域特点
,

编制时我们注意了如下要点
:

1
.

全面地收集和分析资料
:

我们汇集了 1 9 6 1年文振旺主编的 1 : 10 0万新疆土壤图 ; 1 9 78年

雷文进等编制的 1: 40 万塔里木盆地北部土壤图 ; 1 9 8 2年蒋寒荣等编制的 1 : 20 万部分新弧土壤

图
,

还收集了地貌图
、

卫星象片和各种文字资料
。

并进行资料分析研究
,

评定图件内容质量

和精度
,

确定各种资料的可利用程度
。

分区选择细度较大
,

分布规律清楚
,

现势性强的不同

土壤图件为基本资料
。

2
.

野外土壤路线考察
:

为了验证基本图幅资料的正确性
,

建立卫片目视判读标志
,

掌握
`

土壤分布规律和组合特点
,

开展空 白地区的补充调查
,

在编图中我们分两组对制图区域进行

了土壤路线考察
,

行程约 60 0多公里
,

在山区穿越了8条土壤垂直带
,

在平原区考察了天 山南

北麓山前平原
、

焉省盆地
、

吐鲁番盆地
、

塔里木河中下游冲积平原
。

考察路线选择在制图资
.

料少 ; 经过资料分析和卫片初判
,

发现 问题较多而需要验证的地区 ; 穿越较多的地貌
、

母质

植被
、

土壤类型
,

卫片影象色调图型变化较多
,

以及土壤垂直带谱完整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地

区
。

3
.

发挥卫片的校核和推断作用
:

根据各种成土因素与土壤类型的地学相关分 析
,

以 及

土壤某些性质和利用状况所反映的影象特征
,

结合掌握土壤分布规律
,

可判读部分土壤类型
,

勾绘图斑界线
,

因此利用卫片可发挥校核已有资料和推断未知土壤情况的作用
。

由于卫片的

影象色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即使是同一时相的不同卫片
,

同一地区在相邻卫片上的色调也

不尽相同
,

为此
,

在考察中
,

必须建立各张卫片判读标志
。

土壤解译可通过影象从逐级区分

地貌类型入手
,

再根据土壤利用状况
、

母质和植被类型以及土壤水
、

盐
、

质地等性质判定土

壤
。

同时注意影象内容的区域分异和综合分析
,

如假彩色合成片的蓝色
,

在洪积冲积扇上部是

棕漠土砾幂的表现
,

而在洪积冲积扇中
、

下部及扇缘则常是氛化物盐土的特征等
,

这不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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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判读
,

还易于解决同谱异土
、

同土异谱的现象
。

4
.

正确掌握制图综合方法
:
由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缩编成 1 : 1 00 万土壤图

,

必须进行制图

综合
,

才能保证土壤图的质母
。

而正确的制图综合来源于编图者对制图区域中土壤分布规律

和组合特点的了解
,

决定于对资料和实地的研究深度
。

制图综合是一个科学概括的过程
。

对

不 l司地区我们采用不同的制图综合方法
。

对平原地区采用图斑选取
、

合并
、

界线轮廓形状概括制图综合方法
。

根据图幅表示的可

能性以及有些土壤分布零散的特点
,

规定图斑选取的最小面积为 0
.

2平方厘米 (相当于实地 20

平方公里 )
。

大于选取标准的以独立图斑表示 ; 小于最小图斑面积的则以下列三种方式处理
:

( l) 相距很近的同一土壤类型的小图斑根据土壤空间分布的形式进行合并
,

保证其形状与实

地分布相一致
,

合并中舍去与保留部分的面积应大 致相等
; ( 2) 相距较远的小图斑

,

为了反映

其零星分布的特点
,

可将其中大的图斑适当夸大表示
。

沿河两侧条形分布的图斑
,

当界线由于

比例尺的缩小
,

而近乎与河流重合时
,

其界线可适当向两侧移位
,

以保特其分布特点和图幅

内容的清晰性 ; ( 3) 在地理上有一定发生联系
,

并毗连分布的不 同土壤
,

以组合土壤单元表

示
。

平原地区土壤图斑细小密集的地方
,

需防止制图综合过度
,

以免造成不同类型图斑相对

密度比例的改变
。

对山地土壤的制图综合主要采用图斑合并和界线轮廓形状概括的方法
。

天 山山体 高 峻
,

土壤垂直带谱明显
,

制图综合要反映其完整性和连续性
。

为此
,

以如下三种方式处理
:

( 1) 随

着图娘骊比例尺的缩小
,

使本来已经很窄的不同土类的土壤带变得更窄
,

这时必须在制图精度

允许范围内适当夸大表示或者以组合土壤单元表示 ; ( 2) 断续分布的土壤带
,

其地图空间随

比例尺缩小而越来越小
,

遇此情况时
,

或以土壤组合单元表示或归并于邻带土壤 ; ( 3) 交叉

分布的土壤类型常以组合土壤单元表示
。

简化图形轮廓应遵循以下原则
:

图斑界线与土壤类型所处地形特征相符 ; 图斑位置与实

地土壤分布墓本一致 ; 保持各类土壤面积相对比率不变
。

(三 )因地制宜
,

有所侧重

根据各地原有资料情况不 同
,

三结合制图方法的侧重点有所不 同
。

1
.

对吐鲁番盆地
、

焉省盆地
、

库尔勒三角洲和塔里木河中
、

下游冲积平原等基本 土 壤

图件资料充足的平原地区
,

主要以过去编制的各种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为基础
,

结合多光谱

偎彩色合成卫片图象和野外考察资料进行编制
。

在分析评价各种土壤图件后
,

把资料分成基

本资料
、

补充资料和参考资料
。

编图中以基本资料为基础
,

利用卫片目视解译和野外考察修

改某些土壤图斑界线和图斑内容上的误差
。

如吐鲁番盆地的连木沁
、

鲁克沁
、

三堡附近的灌

淤潮土 (古老绿洲耕作土 )资料上面积比较大
,

个别位置也有偏移
,

依据卫片影象作了 修 改
。

库尔勒三角洲普惠西北
,

不同资料上有差异
,

有的资料上为大片沙丘
,

通过路线考察
,

这里

是大片干盐土和干潮土
,

上复有沙土包
,

作了修改
。

2
。

对天 山山地资料较为粗略地区
,

进行野外考察
,

结合假彩色卫片影象特征和土 壤 图

件资料编制
。

为了掌握制图区域内各地段土壤垂直带的土壤分布规律
,

考察了夭山南
、

北侧

和东西段的土壤随水热条件改变和植被更替在空间上的变化
,

确定各地段各类土壤分布的高

度
,

同时注意不同坡向
、

不同地段土壤垂直带组成类型和分布高度的差异以及土壤的组合特

点
,

结合已有资料编制
。

如对博格达山北侧灰褐色森林土根据其分布高度利用地形图勾 绘 以

后
,

再用卫片暗红色的影象特征加以修改
,

使图斑位置更符合客观分布的实际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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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制 图 进 展

如

在制图中
,

我们重视图斑内容的定量表示
,

确立 了单区与复区并重 的制图原则
,

采用三

结合的制图方法
,

使制图质量和精度有所提高
。

与 1 9 6 1年的 1 : 1 00 万新疆土壤图中乌各 木 齐

幅比较
,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

(一 )详化了土壤分布的规律性
,

更客观地反映土嫂分布的实际状况 由于充分参考了 70

一 80 年代编制的 1 : 20 万和 1 : 4。万南疆部分地区的土壤图
,

同时改变了过去按地带套土类以单

区为主的作法
,

使用单区与复区并重
,

加大了制图的细度
。

在平原地区详化了以复区表示的与

小地形变化有关的土壤分布规律
,

如库尔勒地区在 19 6 1年图上以单区表示的地段
,

本图表示 了

潮盐土 (小地形起伏高处 )与盐化潮土 (小地形起伏低处 )
、

不同类型盐土的复区
,

反映了土壤

微域分布规律 ; 该范围内 16 平方厘米中本图有 36 个图斑
, 1 9 6 1年图只有26 个图斑

。

山区表示了

由阴阳坡差别形成的黑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 (阳坡 )与灰褐色森林土 (阴坡 )的复区 , 由坡度陡

缓不同造成的栗钙土或棕钙土 (较缓处 )与石质土 (较陡处 )的复区
,

比过去夸大
、

归并表示灰

褐色森林土和不表示石质土的作法更符合于土壤分布的实际
。

在塔里木河平原表示了盐化林

灌草甸土 (沿河两岸 )与盐化潮土 (河间地 )
、

干林灌草甸土与千潮土的复区
,

这比过去模拟规

律化的方式划单一类型也更符合实际
,

有利于统计和评价土壤资源
。

(二 )提高了图斑界线勾绘的准确性 1 9 6 1年编制的 1 : 1 00 万土壤图是根据大旦野外考察

资料
,

参考 50 年代新疆荒地勘查设计局及 自治区土壤普查资料编制而成的
,

仅部分运用了已有

的航片进行粗略地校核
,

当时尚无卫片可以利用
。

这次制图不仅充分地参考了 70 一 80 年代的土

壤制图资料
,

而且采用 1 : 50 万假彩色合成卫片
,

进行土壤卫判目视解译
,

还使用了最新的地形

图作为地理底图
。

由于根据各种成土因素 (如地形
、

植被等 )和土壤类型的相关分析
,

以及土

壤水
、

盐
、

质地状况的变化
,

通过影象色调和 图型可以区别土壤单元和组合土壤单元的界线
,

特别是地貌条件分异清楚
、

植被覆盖度差别显著
,

耕地与非耕地之间的土壤表现出的界线轮

廓更为清晰
,

同时新的地形图也提供了比旧图更为准确和新的地理信息
,

因而提高了图斑几

何形状和面积勾绘的准确度
,

这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

(三 )增强了图件内容的现势性 由于利用了最新资料
,

又进行了实地考察
,

故本图图件现

势性较强
,

反映了已变化的情况
,
特别是反映开垦利用对土壤所造成的变化

,

如焉省盆地开都

河三角洲在 1 9 6 1年土壤图上有大面积苏打一氯化物一硫酸盐草甸盐土和盐化草甸土
,

现多已

开垦农用
,

在本图上多为灌淤潮土或灌淤潮土与苏打碱化盐土的复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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