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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就编制黄土高原地 区小 比例 尺土壤 图的编制毯础
、

土城图的内容
、

信息采集 和编图方法 同题作了全面地

论述
。

黄土高原地区大致介于东经 n o
。

一 1 15
“ 、

北纬 33一 44
“

之间
。

北起阴山
、

南抵秦岭
、

西 自日

月山
、

东到太行山
,

大部分属黄河中游流域
。

包括山西和宁夏全省 ( 区 )
、

陕西中北部
、

甘肃中

南部和东部
、

内蒙南部
、

青海东部和河南西部
。

总面积约 68 万平方公里
。

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调查制图研究
,

前人曾作了大量的工作
,

积累 了丰富的资料
。

然而

有关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专门研究却鲜见报道
。

本文将结合参加 1: 1 00 万太原幅土壤图编制的

实践
,

对黄土高原地区小比例尺土壤图编制的方法进行了初步讨论
,

以期对本区小比例尺土

壤图的编制与研究有所促进
。

一
、

黄土高原地 区小比例尺土壤图编制的基础

区域土壤是区域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活动的产物
。

只有综合地考虑区域地理环境的各组

成因子 (实际上也是土壤形成的条件 )
,

才能合理的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
。

区域土壤制图必须

以区域地理环境
、

区域土壤地理特征及其研究资料和成果为基础
。

(一 )区域地理环境 本区地处中纬度内陆地区
,

为干早半干早的森林和森林草原 景 观
。

第四纪以来
,

黄土的沉积与地表松散物质的侵蚀交替进行
,

形成了以各类黄土地貌为主体的

黄土高原地貌景观
,

山
、

川
、

原皆备
。

本区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古文化的发样地
,

开发较早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也很深刻
。

区域生物气候条件
、

地表松散物质的不断侵蚀与堆

积
,

人类生产活动影响等共同作用形成了本地区地理环境和土壤发生
、

分布的基本面貌
。

(二 )区域土壤地理特性 本区土壤可划分为褐土
、

埃土
、

黑沪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等约

30 个土类
。

其主要发生分布特征为
:

1
.

黄土的孤盖
,

强烈的侵蚀与剥蚀
,

土地的过渡垦殖与不合理的利用等
,

使广大范围内

的土壤发育多处于幼年土的阶段
,

如黄绵土
、

粗骨土
、

紫色土等
。

2
.

风水的强烈侵蚀和 自然或人为的堆积覆盖
,

使广大的黄土区和风沙区的地带性 土 壤

多呈零星状或埋藏状
。

3
.

各类侵蚀沟道
、

河湖岸边
,

局部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下因常年或季节性地下水 位 上

升
,

地表排水不畅
,

盐分相对集中或基岩出露而形成水成
、

盐成
、

岩成的隐域性土壤
,

如潮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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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

土
、

沼泽土
、

盐土
,

红色土
、

露岩等
。

4
.

河谷阶地
,

山间盆地
,

黄土原地
,

风沙区的湖积平原
,

发育了稳定的旱作与水 作 农

业土壤
,

如续土
、

黑沪土
、

水稻土
、

梯田黄绵土等
。

5
.

山区平缓坡地残积环境下
,

随生物气候带的更替
,

发育有褐土
、

灰褐土
、

棕壤
、

山地

草甸土等类型
,

表现出一定的垂直分布形式
。

6
.

土壤的分布规律
,

首先在于表现出与水平或垂直的生物气候带相吻合的土壤地带性
,

其

次便是各类幼年土 (黄绵土
、

风沙土等 )与其同域的隐域性土壤及呈零星分布的地带性土壤构

成一定形式的组合
,

还具有大范围的均一性和局部的丰富性共存的特征
。

( 三 )资料基础 本区土壤调查始于 30 年代
。

早在建国前研究者的足迹所至 已遍及黄土高

原地 区
。

但当时的研究尚比较初步和零散
,

仅有一些概图
、

路线图附于调查报告中
。

50 年代
,

结合农业生产和水土保证
,

进行了全区性调查
,

提出了埃土
、

黑沪土
、

黑褐土等发生土类
,

形

成了本区发生学的土壤分类系统的雏形
,

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 1 : 1 0 0万土壤图
。

1 9 7 9年开始的

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
,

取得了大比例尺实测资料
,

具有一定的现势性和系统性
,

对指导地区

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本区土壤地理研究的主要资料
。

1 9 8 5年以来
,

中

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的
“

土壤资源与评价
”

课题组
,

又先后赴各地区进行了路线

调查和流域详查
,

收集和积累了不少资料
。

随着科技的进步
,

遥感影象已运用于本区土壤制

图
,

并成为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重要资料
。

二
、

土壤图的内容

乡

每
、

土壤制图具有明确的生产性— 清查土壤资源
,

评价与合理利用资源
,

总结与推广先进

的农业耕作技术与土壤改良利用方法
。

土壤制图也是土壤地理学与专题地图制图学相结合的

产物
。

黄土高原地区小比例尺土壤图表现的主要内容有
:

(一 )土城的类型 土壤的类型是丰富而多彩的
。

然而由于地图表现能力和 负 载量 的 限

制
,

.

土壤图上只能表现那些能够体现地方特色
,

具有生产或科学意义且具有一定分布面积 (真

实的或夸大处理后的 )的类型 (制图单元 )
。

土壤图上表现的类型 (单元 )的多寡
,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土壤图的精度和土壤地理学及制图学的研究水平
。

(二 )土坡类型的界线 各类型的土壤均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 间范围 (或区域 )
。

具有特定

的属性与生产性能
,

因而土壤类型的界线便成为土壤图的基本内容之一
。

划定不同类型土壤的

地理分布边界
,

科学地处理这些界线与土壤属性
、

成土条件
、

土壤改良利用等方面的 关 系
,

是土壤制图的基本任务
。

而研究与制订各类土壤的分类边界指标
,

同时不断地 总结和运用土

壤分布
、

组合的规律
,

则是土壤图表现土壤界线的前提
。

( 三 )土峨的分布 土壤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与土壤分布密切相关
,

必须予以表示
。

土壤分

布主要有
:

1
.

土壤地带性
:
指与生物气候带相联系的土壤水平分布或垂直分布特征 ;

2
.

土壤组合
: 一般指地域上共生存在

,

重复出现并可以确定的一组土壤
。

土壤组合常是

一定规模的土壤改良利用的单元和结果
。

大量实测大 比例尺土壤图
,

高分辨率的遥感影象资料

等
,

是黄土高原小比例尺制图表现土壤组合
,

增加土壤图信息量的基础 ;

3
.

土壤的区域
:
某一群土壤类型或与之相关的组合在特定的地区以特有的和规律性 的

空间组合结构共同存在
,

在地区上具有不重复性 (区域共扼性 )特征
,

即为土壤区域
。

每一土壤

3 2 3



区域都是现实存在的
,

也具有相类似的土壤生产性能
,

因而与生产的关系更密切
。

( 四 )忠遍的资源特征 土壤资源指土壤可利用于生产的价值
。

在黄土高原地区
,

土壤资

源主要与土攘的俊蚀
、

土层厚度
、

土壤水分与养分
、

有害理化性质与属性
、

剖面构型
、

植被

的复盖及区位特征等有关
。

而这些方面不一定在分类中有所反映
,

可以用符号的方法或设计

一些土相予以反映
。

(五 )土壤的改良利用 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
,

土壤是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其进行不断

改良利用的产物
。

土壤的利用方式 (农林牧等 )
、

平原地区高产稳产农业土壤的培育
、

宜农地

的垦殖
、

以梯田为主体的基本农田
、

盐碱土的改良等
,

均是土壤利用与改良的成果
。

土壤改

良利用的表现
,

对土壤地理研究
,

土壤资源合理利用均有具重要意义
。

才

三
、

土壤图的信息采集

其主要任务是采集编图所需要的各种土壤学信息
。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 )地图及文字资料的综合分析 对现势性较好的中小比例尺土壤图及其相关文字资料

进行分析
,

是土壤制图中土壤信息采集的主要途径之一
,

并能弥补其它方法的不足
,

为遥感

影象判读提供一些面状的资料依据
。

1
.

地图资料的分析处理
:

对分类 (或制图单元 )系统
,

土壤的界限及其关系
、

图式图例
、

土壤图的内容及其表现
、

制图精度
、

地理基础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

对于较大比例尺的土壤

图
,

可通过标描
、

复照
、

制图单元的归纳等手段和技术
,

以制成较小比例尺土壤图
,

作为基

本资料运用
。

2
.

地图及文字资料的综合运用
:

根据统一的制图规范要求
,

参考遥感影象和补 充 性图

件
、

文字资料等
,

对基本地图资料进行全面的修编和订正
,

转绘到统一的工作底图上
。

较小

比例尺的土壤图及有关的各专业图件可用作参考
,

研究总结土壤分布的规律性
,

制订技术方

案
。

较大比例尺土壤图
,

可与航片结合运用
,

进行典型地段的深入研究
,

分析土壤的微域分

布和组合情况
。

3
.

地形图
:

运用其数学基础和定位控制系统
,

准确的地形特征等方面的信息
,

也可参考

其规范化的图式图例等
。

4
.

调查记录及分析测试数据
:

可以为我们提供土壤剖面构型
、

理化性质
、

肥力水平
、

改

良利用
、

资源面积及环境特征等信息
,

而地图和影象资料一般却不能或不能精确地提供这些

信息
。

(二 )遥感影象的分析判读

1
.

遥感影象的土壤制图学意义
: 主要表现在影象记录了土壤

、

土壤组成分或属性
、

或与

之相关的地表覆盖物等 的影象特征
。

遥感影象具有现势性强和综合程度高的特点
,

可借以减

少野外调查工作量
,

节省人力和财力
。

2
.

遥感影象的土壤解译
:
黄土高原地区小比例尺土壤制图可考虑以 T M为主

,

结合运用

M S S 及其它种类卫星影象和典型地区的航片
。

主要以目视解译分析的手段进行土壤的判读
。

( 1) 解释标志
:
结合野外调查和有关资料

,

通过综合分析建立间接的或直接的解译标志
。

同

时通过多时相的影象或不同种类的影象分析建立多时相多层次的解译标志
。

( 2) 解译方法
:

采用景观综合分析法
,

即从明显易辨的植被
、

地貌
、

地表及地下水分
、

母质
、

土地利用类型
、

区域景观结构及其时序变化等方面进行影象特征分析
,

判定土壤类型
,

划出界线
。

土壤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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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大多是间接的
,

所以解译时应着重于结构形态
、

各因子相关位置关系和发生关 系 的 辨

认
,

配合运用色彩特征的分析
。

( 3) 误差纠正
,

以地形图为准
,

对具有控制意义的地物
,

特

别是地表水系进行转绘并对影象上 的误差加以纠正
。

当所用的影象没有经过精纠正时这一工

作更见重 要
。

3
.

遥感影象判读土壤的局限性
: 主要表现在

:

( 1) 难以反映和记录土壤本 身的特征如

剖面层次结构和诊断特征
,

对母质类型的反映也难以满足土属一级土壤类型划分的要求
,
( 2 )

在生长季节里通常都是主要记录了植被 (作物 )的信息而不是土壤的信息 ; ( 3) 影象对面积很

小而意义重大的土壤类型反映不出来或反映不充分
。

这些使得遥感影象判读不能作为土壤图

信息采集的唯一途径
。

(三 )野外调查与区域地理研究 野外调查是为了从实地清查土壤的类型及分布规律
,

调

绘卫片或航片并对照建立解译标志
,

检验基本地图资料的现势性
,

总结土壤改良利用
,

补充

调查资料不足的地区情况等
。

区域地理研究
,

则是满足土壤区域划分和运用地理相关分析法从有关图件中采集土坡信

息等区域地理背景信息和影象分析的需求
。

四
、

编图的方法

乡

行

是指把所采集到的土壤信息
,

运用制图学的方法
,

表现到地图上的所有程序
。

(一 )图例系统

1
.

制图单元系统
:

制图单元是表示土壤图专业内容 (图斑内容 )的墓本单元
。

黄 土 高原

地区小比例尺 ( ]
.

: 50 万一 1: 1 0 0万 )土壤图的制图单元可以根据分类系统中土属一级分类单元
,

结合土壤分布
、

土壤的生产性能及制图表现的方法等设计
。

地域上相邻并具有发生上 的联系的

分类单元
,

如资料足以表明其分布状况或大致的面积关系
,

当其实际的或经夸大处理后的线

状和面状特征值大于制图的最小允许指标
,

而表现效果良好时
,

应 以各单元分别上图
,

如小

于最小允许值时则 以两个或数个分类单元的组合上图
。

如资料不足
,

其发生
、

分布特征和面

积对比关系不甚明了时
,

以较高分类级别的单元或以主要土壤类型上 图
。

为了更好地表示土

壤的资源特征
,

可考虑设计一些土相以便对某些单元进行进一步细分
。

例如黄绵土可按仅蚀

方式
、

质地
、

地形 (坡地
、

平地等 )等进行细分
。

为了便于制图处理
,

制图单元中的土壤单元可划分两级
。

第一级大体对应于分类单元的

土类一级
,

一般不直接上 图
。

第二级是基本制图单元
,

相当于土壤分类单元的土属一级
,

资

料不足时可以土类或亚类 (这 时才 以土类或亚类直接上图 )
,

资料充足时也可 以是土种的组合

或归纳
。

同一等级制图单元的排列可 以考虑从东南到西北
、

从低地到高地 的分布方式或生产

潜力的由高到低
,

改良利用 的由易到难
。

2
.

图例系统
:

图例是指代码
、

色彩及其相关的符号
、

注记
、

线划等组成的符
一

号系统
。

代码
:

是在图面上代表制图单元的符号
,

代码要求简单明了
,

含意确切
,

系统性强
,

便

于扩展
。

黄土高原地区小比例尺土壤图的代码格式可以为
:

lD
, , 。

由三部分组成
:

主体部分

大写英文字头 D I( D a r k l o e s s i a l 5 0 115 )取自土类名 (黑沪土 )
,

上角小写英文字头 ( t y p i e a l d a r k

fo e s s

ial
5 0

115 )取自亚类名 (典型黑沪土 )
。

下角自然序号 1表示一个基本制图单元 (盖黄典型黑沪

土 )
。

由于分幅 (省 )编图的需要
,

代码的前两部分宜全图统一规定
,

以便相互 比 较并保持全

图的完整
。

表示蓦本制图单元的自然序号
,

各图幅 (或各省 )顺次排序
,

以保持图幅的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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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和制图单元的系统性
。

图面上
,

同一土类下的诸制图单元
,

可按上角标 (亚类 )分组排列

以便直观的体现制图单元系统与分类系统的关系
。

色彩
:

黄土高原地区小比例尺土壤图的用色
,

可 以亚类为基本用色单元
,

依据土壤剖面

自然色
,

土壤图的某些习惯用色
,

参考相邻专业图件及地形图的用色方法而设计
。

基本用色

为
:

( 1) 以灰黄色为基调
,

表示黄土广布
、

沙丘连绵
,

干早和半干早的区域地理特征 ; (2 )

褐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等
,

用褐一棕色
,

大致相当于剖面的自然色 ; 填土用灰绿色
,

表明其

平坦和肥沃 ; ( 3) 灰褐土
、

棕壤
、

山地草甸土等山地土壤可以绿为基调 ; ( 4) 水成土壤 (潮土

沼泽土
、

水稻土等 )用兰绿色 ; ( 5) 风沙土 以土黄一黄绿为主 ; 岩成
、

盐成 土 用 棕 红 色 表

示
。

符号与注记
:
符号 (线状

、

面状和个体符号 )用 以补充代码与色彩的不足
,

表示土壤的某

些属性 (如质地等 )
,

土壤资源的利用与改良方面的内容
。

注记主要用以表示与说明基础 地理

内容
。

(二 ) 编绘方法与程序

1
.

表现方法
: 土壤图的全部内容可分三个层次

:
第一层显示河流

、

大城市
、

主要交通 网
,

是为骨架和定位控制基础 ; 第二层显示土壤专题要素 ; 第三层为地理要素的其它内容
。

专题内容
,

基本的表示方法为质底法
。

用代码加色彩区分不同的图斑
,

同时用范围法符

号法等表示土壤资源及其利用
、

土壤的区域划分等
。

2
.

制图程序与工艺
:
根据本区土壤调查及其研究资料积累的实际情况

,

黄土高原地区小

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制
,

采用分省 (区 )初编
,

集 中汇编的编图程序
。

分省 (区 )初编
:

根据统一的制图规范
,

由各省区有关业务单位完成所在地区的土壤图
。

比例尺等大或稍大
。

这可更真实地反映地区土壤地理
、

土壤资源及其利用与保护的特征
,

总

结地方土壤调查研究的成果
,

也可 以对本图的编图方法和技术规范以实践的检验与充实
。

全区统一汇编
:
各省 ( 区 )土壤图

,

经严格的检验和接边处理
,

按国际分幅统一汇编
,

汇

编的主要问题
:

( l) 消除省 (区 )间同土异名和异土同名现象
,

使制图单元达到真 正 的统一
,

( 2) 消除研究资料和 图面负荷在地区上不尽协调的现象
,

以达到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 ( 3) 区

域土壤地理特色的表现
:
黄土丘陵区正负地形中不同土壤组合特征

,

风沙区不同沙丘及其丘间

低地
,

湖积平原的不同土壤类型及其组合
,

山地土壤的垂直分布以及隐域性土壤与地带性土

壤
、

岩石性幼年土壤的组合特征等的研究和表现
。

夜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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