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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
,

土壤制图是土壤科学的重要内容及组成部分
,

也是土壤地理学科的研究手段

和表现研究成果 的形式之一
。

由于土壤图具有各类 土壤 的空间分布
、

组合结构
、

发育阶段等

规律性的表现
,

并且便于量算
,

所 以
,

可作为土壤资源评价
、

估算
、

土壤利用和改 良
、

以及

自然区划
、

农业 区划和国土整治的科学依据
。 、

因而在生产建设和科研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

随着我国土壤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

土壤制图工作也得到 了发展
。

从 50 年代起
,

我国的土壤制图就紧密地围绕着生产建设的需要而展开的
。

例如
,

在黑龙

江
、

新疆
、

云南
、

西藏等省区及华南
、

甘
、

青等地 区开展 的宜农宜林 荒地开垦
; 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 ; 自然资源考察
; 边远地区的科学考察及长江流域规划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 华北平原

土壤调查
; 国营农场荒地资源勘测和规划中

,

都根据各自的目的和要求
,

编制了大量不同比

例尺的土壤图
。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前半期
,

则开展 了以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和全国土壤普查为 中心的土

壤制图工作
,

是我国土壤制图史上重要的发展 时期
。

1 9 5 6年
,

中国科学院决定开展 自然区划

工作
,

提出了具体的任务
,

并成立了 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
。

由马溶之和文振旺首先 编 制 :1

40 0万 中国土壤类型图
,

并在这个基础上
,

完成 1 : 4 00 万中国土壤 区划图
。

1 9 5 8年
,

随着第一次

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开展
,

各省
、

区先后编制了一系列区域性土壤类型图和土壤 区划图
。

1 9 6 1

年
,

又开展了土壤详测和土壤航判制图的研究
。

1 9 6 5年
,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图集 》编制

了 1 : 1 0 0 0万中国土壤图和 1 : 1 5 0 0万中国土壤区划图
,

并配有若干典型图
,

在该图集 中构成

了一个独立的图组
。

这个图组不仅在印刷技术和整饰及多层平面处理上
,

较为协调醒 目
,

而

且在分类系统的建立及制图理论和方法上也有所进展
。

近 10 多年来
,

我国广大土壤工作者积极参加以查清土壤资源为中心的第 2 次全国
_

L壤普

查 ;
进行了黑龙江

、

新疆荒地资源考察以及西藏主体及横断山区科学考察
,

三峡库区调查
,

黄

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 1 : 1 0。万国家土壤图的编制等课题
,

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

在土壤

制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编制出版 了国家级 1 : 谨00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图及拟定了 1 : 10 0万中国土壤图制图规范和全国 1 : 10 0万土壤图部分图幅的编制
; 在第 2 次

全国土壤普查及国家各项重大任务中
,

广泛开展大
、

中
、

小型 比例尺土壤系列成图
,

以综合性

土壤图为基础
,

编制了各种派生图以更好的服务于生产
:

编制了中国境内成土风化壳的地球

化学类型图
、

中国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图
、

中国成土母质类型图
、

中国粘土矿物图
、

中国土壤

质地图
、

中国土壤有机质图
、

中国土壤磷素养分潜力图
、

中国土壤钾素养分潜力图和中国土

壤有效态微量元素图等全国性和地区性 的专题图
;
还首次编纂和出版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

,

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土壤专业图集—
《中国土壤图集》 ,

以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多年来土

壤各学科分支的研究成果
,

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土壤基本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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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特点
,

上壤分区及利川概貌
。

与此卜J时
,

还开展 了应用遥感图象
、

运感数据处理和地理

信息以编制大
、

中
、

小比例尺的上壤图及其派生图件
。

利用遥感资料编制了腾冲
、

宁芜
、

三

峡和全国许多地区的土壤图及其派生图件
。

表明我国在上壤制图方面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
。

许多国家对上壤制图工作极其重视
。

在国际土壤学会的建议下
,

从 60 年代起
,

在联合囚

粮农组织和科教文组织下
,

陆续编制和出版 了按世界各大洲分幅的 1 : 5 00 万世界
_

L壤 }刽
。

最

近又发起编制世界土地资源退化图
。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开展丫 1 : 0] 0万土壤一地形 ( 5 0 11一

r o r ar 扭 )制图
,

并建立了数据库和编制土壤退化 ( 水蚀
、

风蚀
、

砂化
、

盐化
、 _

卜壤养分退化 )

图
。

美国 8 0 %的州
、

县都完成了编制以土系为单位的大比例尺土壤图
。

苏联
一

旱在 5 0年代就大

规模进行了全苏 1 : 1 00 万土壤图
,

并于 1 9 9 0年完成
。

1 9 7 5年苏联部长会议测绘 总局还出版了

1 : 1 0 0 0万世界土壤图
。

70 年代末
,

加拿大已 完成了全国 1 : 1 0 0万土壤图
,

同时撰 写 并 出版

J
’

“

加拿大上壤制图系统
”

一书
,

对制图理论及方法进行了总结
。

从 8 0年代初
,

又着手编制了

1 : 1 00 万 L壤景观图
,

并将薄幅土壤景观进行数字化而贮存到加拿大土壤信息系统 中
,

使地

】斗义件与数据文件 (
_

l二壤样本点数据 )连接起来
。

日本从大比例尺彩色航空摄影着 手
,

以墓本

地形图
、 _

卜地利用图
、

土壤图为基础
,

在同一时期统一规格下进行系列制图
。

撰西 哥山总坑

主持
,

利 Jll 遥感技术编制一 套 1 : 5 万的系列图
,

以满足社会土的各种需要
,

并随 着 遥感资

料的积累而对图件进行不断的修正
。

与国际
_

L
_

L壤制图及困内有关地理学科制图的进展情况

有l比
,

我 l{tI 上壤制图虽有进展
,

但在定量化和规范化方面显得不够
,

制图理论尚不够系统化
,

制图方法亦不够完善
。

我们尚须急起直追
,

以开创我国土壤制图工作 的新局面
。

为 了促进我国制图理论
、

研究方法和实际应少日的发展
,

推进制 图定量化
,

系列化和规范

化
。

使土壤制图工作更好地为生产
、

科研和教学服务
,

今后我们必须
:

1
.

提高土壤制图的质量
,

加强不同比例尺士壤图编制理论方法的 研 究
,

特另iJ是
_

L壤图

选题
、

内容
、

图型和表示方法的研究
。

2
.

加强具有特定服务对象的土壤派生 专题图的编制
,

发抖
一

专题图的作川和捉 高 其使用

效益
。

3
.

积极应用新技术
、

新工艺
,

以加快成图速度和提高上壤图 的质 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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