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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 1 : 1 00 万土壤 图的编制工作经验
,

就如何提高小比例尺土壤图稍度及质公问题 进行 了令门讨 论
。

认

为必须 把握好信息源 的搜集
,

制 图单位 的确定
,

特号 的设计等环节
。

随着我国土壤制图日益广泛的实践
,

小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制和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

编制

了大量的国家级
、

省级和地区级小比例尺土壤图
,

在制图理论与方法上也有一定积累
。

1 9 8 6

年所制订的 1 : 10 0万土壤图制图规范 (草案 )①
,

其中技术要求和制图成果的审查验收 涉 及了

精度和质量问题
,

笔者发表的
“

关于小比例尺土壤图的质量评价问题
”

和
“

小比例尺土壤 图 的

制图综合探讨
” ,

对精度和质量作了初步研究
。

为使土壤制图逐步做到定量化和规范化
,

成为

能提供可靠数据的科学依据
,

以适应 土壤普查
、

土地资源清查及国土整治等图件编制的要求
,

必须提高土壤图的精度与质量
。

本文结合 1 : 10 0万土壤图的编制工作
,

拟就如何提高小比例尺

土壤图精度与质量问题作专门的讨论
,

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
、

精度与质量的含义

精度是指土壤图要素形状
、

位置
、

大小的准确性
,

图斑界线位置的正确性
,

地理底图数

学基础的精确性等等
。

而图的质量除了要求一定的精度外
,

还包括土壤图图斑内容与实际土

壤类型的符合程度
,

复区图斑组成分的面积对比与实地组成类型比例的一致性
,

地理底图和

各专业要素间位置的协调情况
,

以及图中各种线划符号设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

还应包括土

壤图的彩色设计
、

印刷质量等等
。

精度与质量是两个概念
,

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关系
。

精度

只能体现部分质量
,

精度高并不完全代表质量高
。

要保证制图质量和精度
,

必须注意编图过程中影响质量和精度的每一个环节
。

同时
,

由

于小 比例尺土续图的概括性较强
,

往往要利用较大比例尺的土壤图进行编制
,

需要进行制图

综合
,

制图综合进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制图质量和精度
。

因此
,

如何保证土壤 图的精度与质量

是制图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

它贯穿在下述每一个制图程序中
。

二
、

信息的来源与处理

资料的收集与野外调查
,

是取得编图信息的来源
。

信息收集越多越全越好
,

应广泛收集

①中国 1 : 1。。万土绝 图试点 图幅编辑 领导组
,

中国 1 : 1 00 万土雄图制图规范 (第一稿 ) , 内部材料
, 19 8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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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实地调查的土壤和有关其它因子的图件和资料
,

包括大
、

中
、

小比例尺的土壤图
、

地势

图
、

地形图
、

地质图
、

植被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

航片
、

卫片以及文献资料等等
。

资料的准

确
、

可靠程度直接影响到土壤信息的使用和土壤图的精度
,

所以必须在对信息源进行分析评

价的基础上对图件
、

资料进行选择
,

按照它们的来源
,

比例尺大小
、

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
、

地

理底图的精确与详细程度
、

完成时间等进行排列比较
。

选出来源于实地调查或实测图
、

内容

与图斑界线精确
、

具有一定细度
、

资料现势性强
、

地理底图有较好的数学墓础者作为编制小

比例尺土壤图的墓本信息
,

这是保证所编图件精度的第一步
。

若有补充资料则更好
。

如黄淮海

主要低产土壤类型图① 和砂姜黑土分布图② ,

可作为 1 : 1 00 万南京幅中盐演土
、

沙土
、

砂姜黑

土等土壤方面的补充
。

在编制过程中发现矛盾时
,

可用参考资料验证校核
,

如用植被图
、

地

貌图
、

地质图
、

土地利用现状图
、

地势图以及有关文献资料等等
。

卫片是现代土壤制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资料
。

不同地区
、

不同目的及不同的人
,

对卫片

使用程度大不一样
,

有的作先基本资料 (如 1 : 1 00 万南京幅山东部分 )
,

主要由卫片判读来获

得土壤信息编制土壤图
。

有的将之作为补充某一地区资料的不足
,

充实土壤图 (如 1 : 1 0 0万新

疆乌鲁木齐幅 )
。

比较普遍的是用以校核土壤图斑界线及部分图斑内容
。

所以卫片是一种特殊

的编图资料
,

正确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土壤图精度和质量
。

为了保证精度
,

对编图的基本资料必须认真地进行标描
,

照相和
’

转绘
。

三
、

制图单元 中土壤类型分类级别及最小图斑面积的确定

土壤制图单元是表示土壤客体在空间分布的单位
。

它与土壤分类有着密切关系
,

但又不

伺于土壤分类单元
。

它必须根据制图目的
、

比例尺
、

地区特点来确定
。

基本制图单元中土壤

类型分类级别的高低
,

直接影响到土壤图的质量
。

1 : 1 00 万土壤图若定为土类
,

级别高了
,

图

斑太大
,

图的内容不足
。

若定为土种
,

级别低了
,

又使图斑过细
,

图幅载负量过大
,

影响土

壤图的制图精度及阅读性
。

一般定为土属为宜
。

根据生产利用的需要和研究工作的深度
,

部

分山地和高山高原可到亚类
,

或部分农耕区可到土种
。

所以
,

制图单元确定得是否合理
,

是

影响土壤图质量的重要方面
。

最小图斑面积的确定是否恰当也是影响土壤图质量的重要因素
。

如果最小图斑面积确定

过大
,

使许多小图斑都不能表示
,

就会失去土壤分布规律的真实性
,

也就不能更好地揭示土

壤分布特点
。

如最小图斑面积确定过小
,

将使图斑过密
,

载负量过大
,

也影响到土壤图的质

量
。

因此
,

如何确定最小图斑面积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对 1 : 1 00 万小比例尺土壤图
,

确定最小图斑面积要考虑如下几点
:

1
.

最小图斑的确定
,

要能清晰地反映土属级别制图单元所占的空间位置以及主要土壤的

分布规律
,

更好地显示区域特征 ;

2
.

单位面积内所有线画
、

符号
、

注记所占的面积比率在25 ~ 35 %之间
,

否则起过 40 %图

面就会产生混糊
;

3
.

保持图面清晰
,

易读 ;

4
.

小比例尺土壤图为生产规划的科学依据
;
而非直接施工图件

。

参考过去小比例尺土壤

① 戴昌达等编制
,

黄淮海平原主要低产土壤类 型图
,

内部用 图
,
工9 8 4年

。

② 张俊 民编制
,

砂姜黑 土分 布图
,

内部资料
, 1 9 8 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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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制图经验
,

以及兄弟学科的制图规定
,

最小图斑面积定为 0
.

2平方厘来
,

能附合编图要求
。

四
、

资 料 转 绘

资料转绘是保证土壤图精度的重要环节
。

供转绘用的地理底图要素必须是精确可靠且较

详细的
,

过渡图的投影必须与成图底图一致 (包括经纬网格 )
。

为了能更好地保证转绘精度
,

转绘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1
.

选择较稳定因子作为控制的依据
,

如水系
、

经纬网格
、

大的城镇等 ;

2
.

将资料分为若干片
,

在片内再分块逐步转绘 ;

3
.

被转绘的图斑界线与地物要素的关系必须清楚
,

转绘之后并注上统一代号 ;

4
.

控制转绘的要素必须严格重合
。

若有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

必须统筹兼顾
,

均匀误差
,

切

忌将误差集中到一个地方
。

否则
,

必须找出原因
,

增加控制要素
,

再细分小块
,

逐块重新转

绘方能保证转绘精度
。

如选择河流作为控制时
,

注意上下游弯曲重合度
,

因为一条长的河流
,

自上游到下游
,

由于为两种资料来源或先后编制的
,

很难完全一致
,

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变形
,

可采用分段套合
,

逐块逐段进行转绘
,

这样来保证土壤图的精度
。

五
、

制 图 综 合

制图综合是编制小比例尺土壤图极为重要的环节
,

即是保证土壤图的精度又是保证图斑

质金的关键
。

制图综合可因各类编制人员掌握的综合准则和方法的不同
、

着重点及水平的不

同而导致综合程度的不同
,

得不到统一的结果
,

这必须影响到土壤图的编制工作
。

如新疆乌

各木齐幅 1 : 50 万过渡图是几个人综合的
,

结果就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

造成接边的困难
。

经

过在 1 : 100 万图上进一步综合 (参考卫片 )
,

才保证了全图精度
。

因此
,

提高制图综合的技术
,

是提高小比例尺土壤图精度的重要措施
。

同时
,

制图综合是在制图规范指导下进行的
,

它不

是简单的机械的将图形缩小
,

舍去小的保留大的
,

而是通过科学的高
,

度概括
,

把图形和内容

统一起来
,

并进行各图形和内容间的协调
,

突出土壤分布规律
,

客观地反映土壤分布特征
,

这

就保证了土壤图的质量
。

(一 )制图综合的原则娜在编图过程中
,

由于遵循的制图综合原则不同
,

得出的质量结果

也不同
,

为了能更好地保证制图综合后的质量
,

我们在制图综合过程中
,

第一
、

遵循土壤发

生学的原则
:
土壤是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和演变的

,
’

土壤外部形成条件与内部成土过

程
,

剖面构型及其性质有其一致性
,

或者说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必然进行一定的成土过程
,

从而形成一定的土壤类型
。

根据制图 目的和比例尺的要求
,

土壤类型凡能单独表示者以单区

图斑表示
,

不能单独表示的
,

综合每一个图斑时
,

都必须考虑它们在发生上有什么联系
,

从

而决定它们如何归纳
,

如新疆乌鲁木齐幅 ( 19 87 年 )
,

天 山北坡灰褐色森林土与黑钙土
、

亚高

山草甸土组合 ; 又如南京幅 ( 1 9 8 8年 )潮土的各种组合以及江西吉泰盆地土壤图 ( 1 9 8 4年 )的红

壤与耕种红壤的各种组合等等
。

第二
、

小比例尺土壤图必须揭示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的区域特

征的原则
。

由于地区不同
,

它们的形成条件不同
,

主要土壤类型及土壤组合状况也不同
,

在

此原则下
,

综合后的图必须真实地体现不同地区土壤分布特征
。

如 1: 1 0 0万南京幅土壤图
,

主

要表示公东南低山丘陵褐土与棕壤及其组合
、

黄泛平原各种石灰性潮土
、

淮北平原大面积砂

姜黑土
、

里下河地区较多潜育和脱潜育水稻土
、

东部沿海有盐化潮土和滨海盐土等等
。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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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幅体现暗棕壤
、

黑土
、

白浆土
、

潜育土 (沼泽土 )等各种类型及类型组合
。

综合后仍要显示出各图幅之间及 图幅内不同区域间土壤分布的特点
,

以保证土壤图质量
。

第

三
、

严格按制图规范中的规定进行制图综合
。

由于各种小比例尺的制图综合都是根据编图 目

的和图幅所表达的可能性来进行的
,

在制图规范中提出了编制的内容和要求
,

也提出了制图

综合的要求和指标
,

因此根据制图规范才能况保证制图的精度
、

质量和各图幅的统一 协 调
。

以上这三条原则在制图综合过程中同时考虑
、

同时应用
,

不是分割进行的
。

(二 )制图综合的内容 制图综合的内容包括地理底图各要素的综合和土壤专业内容的制

图综合两个方面
。

对底图要素来说
,

直接影响到土壤图的数学基础
。

因而
,

应尽量选择稳定

因子及与土壤专业内容有密切相关的因子
。

如水系综合尽量小
,

保留其自然弯曲
,

这有利于

增强土壤图的真实感
,

又是确定土壤分布位置和界线的重要标志
。

对易变因子则尽量多删去

一些
,

只保留其必要的公路
、

铁路
、

居民地等
。

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物则应保留而不受等级的

限制
,

如新疆乌鲁木齐幅南边的阿尔干是土壤和地质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

虽属小居民点

还是选取
。

总之
,

底图要素是土壤专业图件的骨架
,

是它的数学基础所在
,

并能起到校核土

壤专业内容的作用
,

它反映了土壤图的精度
。

土壤专业内容的制图综合
,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

它既影响到精度
,

又影响到质量
。

其做法首先是根据土壤图的比例尺
、

用途
、

区域特征对图例系统进行归纳
,

即以概括的分类

代替详细的分类
,

减少制图单元的层次
,

用高一级单元概括低一级单元
,

然后对图斑内容进

行综合
,

同时又对图斑界线进行综合取舍
,

除去微小弯曲及过小图斑心
、

0
.

2平方厘米 )
,

显示

和强调 图形 (轮廓 )的主要形状和特点
。

如干旱区山地垂直带谱中黑钙土
、

灰褐色森林土绝大

部分是成带状或斑块状分布
,

通过综合必须仍显示这一特点
,

即保留了大 的
、

本质的特征性

弯曲
,

至于那些细小的
、

非本质的碎部则应删去
。

在丘陵地区 (如吉泰盆地 )土壤分布往往会

出现犬牙交错 (或很小图斑相间 )
,

缩小后难以区分时
,

可归并为一个图斑或采用复区图斑以

更好地显示其特征
。

这就能保证土壤图的质量
。

制图综合虽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

只要我们循序渐进
,

掌握土壤分布规律
,

根据上

述原则是不难克服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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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可能是湿地
。

因当地海拔在 4 8 0 0米左右
,

温度低
,

故定为冰泥炭土
。

由上例可知
,

卫片解译不能仅从一个因子考虑
,

而应对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提高解

译的准确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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