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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00 万土壤图是小 比例尺土壤图
,

它要求能概括地反映土壤分布规律和区域分布特征
,

是编制全国或某一区域的农业区划
,

土地资源开发规划的重要资料
。

本 文 就 编 制 七海 幅

1 : 1 0 0万土壤图有关制图综合及编图资料应用谈一点休会与浅见
。

一
、

制 图 综 合

土壤制图综合是编制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重要 程序
,

在编制 1 : 1阳万土攘图时
,

从地区

(市 )级 1 : 25 万土壤图缩编成 1 : 50 万土壤图
,

进而再缩编成 :1 10 0万土壤图
,

因而地区 ( 市 )

级 中比例尺土壤图上的大部分图斑都要经过归并
、

取舍和图例概括
,

由于各编图人员掌握的

制图综合的原则和方法不同
,

往往影响成果图件的质量
。

因此
,

提高制图综合技术
,

是提高

:1 1 00 万土壤图质量的重要措施
。

制图综合应遵守以下 4 项原则
:

1
.

图斑结构和形状应能反映土壤分布规律和 区域分布特征
;

2
.

必须综合运用地貌和土壤区域分布之间的关系
,

进行图斑归并
、

取舍和图形概括
;

3
.

充分了解编图区域 内各个制图单元的土壤属性和发生 上的联系性
,

便于确定制图单元

和图斑的制图综合与弃舍
;

4
.

严格掌握面积和比例尺的概念
,

尤其对南方丘陵
、

山地沟谷等的水稻土图斑
,

其面积

与宽度
,

应从严控制
,

根据上述原则
,

在不同地貌单元 内
,

采用相适应的制图技术进行制图综合
。

(一 )盆地丘陵区的土壤制图综合

南方丘陵
、

山地 中盆地分布较广
,

盆地构造边界线和盆 内河谷阶地分界线
,

在 1 : 1 00 万

卫片上还清晰可见
。

这些界线和 土壤分布基本是一致的
。

从主江道到 山麓顺序排列有新河漫

滩一老河漫滩一第四纪红土阶地一 红紫砂岩低丘陵一丘陵 山地
。

其 相 应 的 土壤类型有灰潮

土一渗育型水稻土一储育型水稻土一红壤与淹育型水稻土一紫色土与淹育型水稻土一红壤一

黄红壤
。

在盆地两侧 山地中的溪沟
,

流经低丘陵时
,

将红 层阶地切割成许多冲沟
,

在小比例

图上
,

似成羽状图形
。

这和大比例尺 ( 1 : 5 万 )地图上地貌图形很不相同
。

制图综合时可 以参

照这些羽状图形进行归并
、

取舍
。

在低丘陵红土阶地
、

红砂岩丘陵
、

紫砂岩丘陵和玄武岩台地上
,

常见有水稻土与红壤
、

水

稻土与紫色土
,

水稻土与红砂土呈交错分布
,

其面积比例变化较多
,

在浙江 以 4 : 6
、

5 : 5

或 6 : 4 居多
,

单独的水稻土
、

红壤或紫色土
,

即便是 16 平方毫米 (相当于 2
.

4万亩 )的独立图

斑也是很少见的
。

在大 比例尺土壤图中常见到的竿节状
、

树枝状水稻土图斑
,

在小比例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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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则为羽状复 区图斑所代替
。

(二 )太湖平原区的土壤制图综合

在杭嘉湖平 原区内长期受灌溉及挖沟开河的影响
,

渗育型
、

储育型
、

脱潜型水稻土和堆

迭灰潮土常呈交错分布
,

实地面积小至 几亩
、

几十亩
、

大至几千亩
。

在 1 : 1 00 万土壤图上即

使 ltJ 亚类上图也很难勾绘单 独图斑
,

应采用以下技术处理
:

( )[ 分析成土毋质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

太湖平原区的沉积物
,

由于水动分选作用及淡水
、

海水技灌的彩响
,

构成毋质类型不一
,

是划分土属主要依据
。

这些沉积物的原地形特征清晰
,

后来经 `日识活动而成不规则的
一

了
。

!芍此制图综合 l才
,

要在错综复杂的图斑中
,

找 出其规律性
,

进行正确地勾绘
。

例如脱潜型的青紫泥田
,

前身是 湖泊
,

其图斑综合成湖泊状
; 潞育型的黄

斑田
,

前身是古 草甸 :匕 第王次海侵时被淹没而成沙 岛
,

综合时应综合成 岛状
。

渗育型的水

粉田
,

其底
_

!: 似保持若残余碳酸钙
,

系海水潮没动水沉积体
,

综合时复原川 河道状或湖泊状

的图形
。

(助 采川复区图斑
。

平原中的桑基灯田 区
,

堆迭灰潮土分布十分零散
,

占水稻土面积的

」 / : ; 一 ` / l
`

!以
.

}比
,

_

只能 与水稻土组成红区图斑
,

才能正确地反映桑甚灯田 区的土壤 区域

分布 l、勺马丫不x}
, 。〕

:;( ) 川注 认二符号
,

在衰基渔塘集
,

扣分布的乡 渔塘 水旧积 占土地总 lll] 积的创 一 8 0%
,

而

1 : 100 万地形图 卜
.

勿、记水 l盯比例却很小
。

对这些特殊地区」几壤如何综合了
一

若标 记灰潮土 (堆

迭
_

!二)与实际相左 太人
,

若标水 而地理底图中又没有
,

应作一个特殊的制图
一

单元处理
,

即在灰

潮土图斑
`
!
“
加渔塘泪 记符 号

。

(三 )丘陵山区土壤制图综合

1
.

沟谷水稻 卜图斑的综合处理
。

在沉积岩地区 以 U 字形的沟谷为主
,

沟底较 平缓
’ :

飞树枝

状
,

’

宽度 j叭丫米至一
、

三千米
,

水稻土和村庄分布其内
。

只有宽 度 > 1 0 0 0米 ( 图 卜> 1毫 米 )

的沟谷水稍土能上 !锐
。

囚此水稻土图斑大多只能在沿二级或三级水系的两侧才能表示出
。

在

火山岩地区 以 V字形的沟谷为主
,

沟底较窄
,

坡度较大
,

沟底农田较少
,

或呈链珠状分 布 另

外
,

在山坡腰常有块状的水稻
_

仁分布在村庄 )司围
。

若山区水稻土股小 日约*flt 积保 留列 通平方

毫米
,

山区梯田净而积按 6 5 %计算
,

只有大于 3 9 0 0亩的水田才能作单区图斑勾出
。

囚此
,

在

山区连片大 J
“ 2 9 0 01 茸的水稻 J: 除县城和少数乡镇外

,

适很少见到的
。

鉴于上述情 况
,

对沟谷水稻土图斑的综合同采取 3 种方式处理
:
( 1) 达到最小

_

!: 图 而 积

( > 4o m “ ,

宽度夕 l m m “
)作单区图斑

; ( 2) 在夷平面或缓坡地
,

水稻土分布相对集中地方
,

可

山儿个小而积 }、勺相加达最小图面积时
,

与其母土组成复区图斑
; ( 3 )零散分布的小面积水柏

_

L
,

可选择其 中儿个较大的 ( < 4 ln n , “ )作水柏土注记符号
。

2
.

土壤垂
_

}气带上图斑的校核和概括
。

南方 丘陵山地上壤垂直分布自下而
_

!二依次为红坟一

黄红壤一黄壤一黄棕壤一灰棕壤等几个建谱类型
。

这些土壤界线常与等高线的走向相 l勿合
。

在

制图综合时
,

必先丁解垂直带
_ _

匕各类土壤分布的高程
,

然后与地形图套 合起米勾绘
、

校核和

概括
。

3
.

毋质类型 的校核及图形的修正
。

山地土壤的母质类型
,

是划分
_

L属主要依据
。

在编图

前
,

应对基本资料进行仔细审阅
,

或采取连审带编 的办法
,

参考简比例尺地质 111 对图斑还个

飞}了核
。

( 四 ) 岛屿丘陵区土壤的制图综合

我 l日东南沿海岛屿和平岛众多
。

常见有几平方公里或十 ) L平方公 叨 }勺海积小平原
、

从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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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主山谷之内
,

呈月牙状分布
,

土壤依次为滨海潮滩盐土一滨海盐上一灰潮土一渗育型水稻

土一漪育型水稻土一淹育型水稻土等
,

这些海湾小平原在 1 : 1 00 万地形图
,

上有几个或十几个平

方毫米 ( 舟山岛中最大的近 30 m m
“

)
。

即使 以面积较大的一个土类上图
,

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土壤

分布特征
。

可确立一个独立的制图单元 (即滨海盐土 + 灰潮土 + 水稻土 )和代号上图
,

在图例

中列在湾海盐土或水稻土 的后面
。

岛屿丘陵最小面积按 1 : 100 万地形图上 岛屿最小上图面积为Z m m “ _

!二图
。

以起到定位和确

定边疆的作用
。

为了减轻图面负担
,

在上壤类型相 同的岛屿区内
,

可作注记标在 > 4 m m
“
的岛

屿旁
,

或儿个 岛屿
`
卜内标一个代

一

号注记
。

二
、

编图资料的应用

编制 1 : 1 00 万土壤图必须收集编图区域 内1 : 2 0一 50 万土壤图
、

地质图
、

地形图
、

卫片及有

关省
、

市
、

地土壤志和土壤考察报告
。

对这些资料的内容和质量作出全面分析
,

然后分别归

为墓本资料
、

辅助资料和参考资料
,

以供编图中应用
。

( 一 )基本资料

1
.

地理墓础底图
。

编制 1 : 1
一

00 万土壤图地理底图时
,

应根据最新资料对变化的要素进行

修编
。

这是由于冲积平原的河 口海岸地形易变
,

而所用的地形底图常常是前些年的资料编绘

而成的结果
。

2
.

1 : 20 一 50 万的地区
、

市级和省级土壤图
。

这是编绘 1 : 10 0万土壤图的主要依据
。

但对

这些图件的质量要作分析
,

首先应要了解其编图程序和方法
,

了解其野外调查的工作基础
,

并

与同比例尺的地形图
、

卫片
、

地质图作目视检查
。

其次应熟悉其制图单元的内含
,

即图斑结

构
、

土壤属性
、

分类级别等
,

以便选择那些制图单元列为 1 : 1 0 0万土壤图的基本制图单元
,

以

便在制图综合时归并
、

取舍
。

(二 )辅助和参考资料

1
.

地质图资料的应用
。

地质图是编制土壤图的重要参考资料
。

在审阅 1 : 20 一 50 万土壤图

时
,

对丘陵山地土壤图斑的界线
,

如花岗岩与凝灰岩风化物 的土壤图斑界线
、

玄武岩与凝灰
落

岩风化物土壤图斑界线
,

第四纪红土的边界等等
,

均可参照地质图校核土壤图斑
,

弥补野外

调查时对深山地区外业工作之不足
。

但是地质图是地层分布图
,

不是母质类型图
,

有许多土

壤类型的确定还得依靠野外调查资料
。

2
.

卫片资料的应用
。

卫片能综合反映地面信息
,

是编制 1 : 1 0 0万土壤图重要的辅助资料
。

山于土壤表面被植被所覆盖
,

农田受灌溉水的影响
,

卫片就很难正确反映上壤光谱性能
。

卫

片属多时性的
,

但所得资料却是单时性的
。

仅用目视解译法完成卫片判读就图
,

工作尚有不

足之处
。

另外
,

应用卫片对土壤图斑进行较核
,

其方法有三
:

一是 目视校核
,

即用 1 : 1 00 万卫片

与 :] 1 00 万上壤编稿图进行套合校核
,

发现有疑点之处
,

对照卫片图象适 当纠正土壤草图
;二

是先编卫片影象图斑
,

然后套在土壤编稿图下
,

修改土壤草图图斑 ; 三是做卫片判读图
,

再

与编稿图进行校核
。

作者认为采用第一
、

二种方法比较切实可行
,

且能达到提高编图质量的

目的
。

3
.

海洋带调查资料应用
:

与全国土壤普查同时进行的海洋带调查
,

也是编制 1 : 1 00 万土

壤图重要的辅助资料
。

有关海岸线变迁
,

潮间滩涂的范围及面积量测
,

岸线外土壤分布图等

资料
,

可作为编制 :1 0] o万土壤图的依据
。

而岸线内10 公里调查资料则可供编图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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