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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宁夏土壤图的编制设计

蒯 本 信

(宁夏农业勘查 设计院 )

1 : 2 5万宁义土壤图为区域性的中比例尺的土壤资源专业 图
。

它全面地展示 了该区各个级

别的土壤类型 的分布
、

组合规律
,

及其区域特征
。

同时
,

它也足编制更小比例尺土壤图和其

他 土壤资源专业图件的基础
。

现就本 图的编制设计有关问题作一阐述
。

一
、

地图投影的选择分幅的确定和 图面配置

为了便于汀
_

;编全囚 1 : 1 0 0万
_

_

l二壤图
,

本图选择 了与全因 1 : 1()0 万地形图相 同的地 l冬! 投 影
,

即双标 准纬线正轴等角圆锥投影
。

标准纬线甲
: 二·

3 6
。

甲 : 二 39
。 。

中央 经线 1 0 6
“ 。

}划中经纬网

密度为经差 1 5 ` ,

纬差 1 0 ` ,

其 1个经纬网格相当于 1幅 1 : 5方地形图
,

以便于在编图过程中
三
!: 壤专

业内容 l飞勺缩编转绘
。

科学地进行地图分幅和图面配置
,

是编图中的一个亚要环节
。

地图的分幅
,

改先要考虑

的 J立地图的用途
,

其次是制图区域的大小和形状
,

以及印图纸张的尺
一

寸及其放置形式等
。

就

该图的用途来说
,

除兼做挂图外
,

主要是桌面用图
。

因此要求各分幅图的幅面不宜过人
,

一

般采川对开幅较为适 :t[J
。

本图总图尺寸 (包括图廓外 自边 )为 2 2 3
.

5厘米 ( 高 ) 又 1 49 厘米 (宽 )
,

采川矩形分幅
,

按框幅分成 10 个对开
,

即东西分成 2行
,

南北分成 5列
,

! }11 0 9 2 x 7 87 毫米规格

纸张
,

对开印刷
。

每幅分幅图均包括了主区图形
,

使幅面较 匀称大方
。

由于宁夏地区的图形呈南北较狭长
,

中间东西较宽状
,

故图形宜竖着放议
。

使小州钊角留.

有较多的空位而便于配置图例和插图等
。

本图在 4角空位处
,

除
一

了配置 图名
、

图例外
,

还配皿

了与土壤类型密切相关的土壤改良利用分区
、

母质类型
、

植被
、 之戈候

、

土壤断而等插图
,

较

充分地利用了图而
,

起大了地图的载负量
,

既丰 乍万
一

了地图的内容
,

又活跃了 )胶olr’ ,

避免 了单

习习
。

二
、

制图资料的选用

没有高质量的制图资料
,

就不可能编制出高质量 l钩成图
。 _

仁壤图也不例外
)

囚
.

此
,

在编

图之 前
,

我们尽一切努力将可能得到的资料搜集齐全
,

并按资料的现势性
、

完备性
、

准确川

称性和方便使用等方面进行评价
,

然后选择使用
。

本图收集选川
一

J
一

下列 资料
:

.1 各市县第三二次土壤普查中绘制的 1 :5 或 1 : 25 万土壤图
、

上地利用现状图
、

文宇资料以

及土壤主剖面记载表
、

分析化验数据等资料
;

2
.

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
,

包括 1 : 25 万宁夏回族 自治区地图
, 1 : 5万

、

1 : 0] 万
、

1 : 0] 0j 衬也

形图和 1 : 2 5万假彩色卫星象片
;

3
.

各种有关专业专题图幅和文字资料
,

其中包括水系图
、

植被图
、

地名图
、

交通图
、

行

政区 划图
、

行政 区 ltj 简册等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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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基础底图的编绘

编绘基础底图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

底图的内容 被用于专业内容的定向定位
,

能揭示

土壤分布与周 围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

是保证成图质量的基础
。

( 一 )对基础底图的要求

1
.

底图的投影
、

比例尺
、

内容和地区范围
,

必须与土壤图的正式成图相 一致
;

2
.

底图上所显示的地理内容现势性要强
,

并与土壤图内容所要求的地理精度相吻合
;

3
.

底图上所表示的各地理要素
,

必须和表示土壤专业要素相协调一致
。

在编图过程中
,

通常有两种基础底图
:

一种是作为编图用的底图
; 另一种是作为印刷 出

版 用的底图
。

为了转绘专题内容的方便
,

作为编图用的底图
,

其地理基础要素应较详细些
。

( 二 ) 1 : 25 万土壤图基础底图的地理要素

底图地理要素的作 用虽然重要
,

但
.

内容过多
,

则图面载负量大
,

影响看读
,

干扰专业内

容 的表示
。

关于要素选取和表示的详细程度
,

应随成图的用途
、

比例尺和区域的地理特点而

异
。

基础底图至少应表示出水系
、

居民地
、

交通网
、

境界和地貌 5个要素
,

其具休选取指标如
一

下
:

1
.

水系
:

河流选取指标为 }纠
_

L长度 2
.

5厘米
,

短于 2
.

5厘米的视其重 要性和河网密度进行

选取
。

沟渠选取指标为图
_

匕长度 3厘米
。

中型 以上的水库全部表示
。

湖泊选取指标为图
_

仁面积

4平方毫米
。

2
.

居民点
:

居民点选取指标为稠密区图上每平方分米选取 15 个左右
,

中等密度区 8一 10

个
,

稀疏区 3一 5个
。

乡
、

镇以上的居 民点一般全部选取
,

但在居 民点密集地区适当舍去一部

分
。

3
.

交通网
:

表示的道路有铁路
、

主要公路
、

一般公路
。

在 交通不发达的地区
,

表示封大

车道
。

4
.

境界
:

表示省 ( 区 )界
、

区辖市和地区界
、

县界 3级行政界线
。

5
.

地貌
:

采用等高线配以山峰符号及高程注记表示
。

等高距为 20 0米
,

山顶和注地的最

小面积为 图上 4平方毫米
。

高程点选取密度为每平方分米 3个左右
。

四
、

制图综合

众所周知
,

普通地图对各要素的制图综合程度是一视同仁的
,

但土壤图则不一样
。

对主

题 内容
,

综合程度应较小
,

表示较为详细
; 而对仅与主题内容有关的补充内容

,

综合程度应

较 大
,

表示较为概略
。

土壤图一般采川质底法表示
。

质底法的制图综合
,

主要是简化现象的分类和轮廓范围的

形状
。

分类详细程度取决于编图的 目的
,

制图现象本身分布的复杂性和对它的研究程度
,

也

取决于图上能表示最小面积的可能性
。

本图在 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

研究分析了各类代表性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刊面性态
,

按

照宁夏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土壤分类系统
,

并考虑成图比例尺和图面载负量
,

确定制图单元
。

本

图采用
_

七层制图单元和基本制图单元 2级
。

上层制图单元相当于土壤分类系统中的土类
,

它起

着归纳的作用
,

而基本制图单
`

元一般相当于土壤分类系统的亚类或土属
。

本图共确定上层制

图单元 17 个
,

基本制图
一

单元 63 个
。

木图
_

仁图最小轮廓 1俪积为 1平方毫米
,

宽度为 .1 5 浮乙米
。

对而积过小但有代表性的土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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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则按 卜
’

列原则处理
:

一是复区上图
,

共轮廓孙积人小
,

一般 以 1一 3
少

仁方厘米为扛
,

堆小

复还轮廓面积为 50 平方毫米
; 二是采用非比例符号表示

。

在简化图斑轮廓范围形状时
,

我们力求使它和不同要素分布图形的协调关系
。

例如
,

_ _

L

壤类型与地貌类型的图形关系
,

土壤类型与地质基岩类型的图形关系等
。

简化图斑时对小轮

廓面积聚集地区
,

可将其合并封高一级别的轮廓中去
;
也可去掉一些次要的小轮廓面积

; 或

合并一些相 同性质的小轮廓面积
。

经过制图综合的图斑轮廓形状
、

走向要与 自然只观及地形单元相吻合
,

能反映出土壤分

布规律和区域特征
。

如在 IL!地和黄土丘险地区
,

对树枝状的轮廓图形
,

在保持轮廓形状从本

相 似的前提下
,

舍去短而密的分枝
,

适当夸大某些长而特征性的支 义
,

并使轮廓界线圆淆自

然
。

相反
,

对宁夏的平原地区某些方形
、

长方形的图斑轮廓形状
,

根据渠网平原分布特点和

土壤成囚
,

作适当修正
,

以使轮廓界线趋子自然
。

五
、

土壤图的色彩设计

色彩设计在整个地图
一

设计中具有吸
l

要怠义
。 ’

臼不仅 汽按影响读图 {为效果
,

制图 j戊本的高

低和 卜艺设 计 ; 而打还问接 ;
,

扮响到 J也图 }、勺载负娜
、

和 !
;

!孑妇均划分
。

我们钊 ! 二壤 1幻的 色彩设 计往

意到以 卜
`

儿点
:

1
.

色彩设 计既要考虑有明显的对 比性
,

义要反映各种土壤颜色的固有特点
,

也就是尽量

采取与 L壤的天然色调相同或相近的颜色
。

如红粘
_

!川付红色调
,

沼洋上 川蓝色调
,

风沙
_ _

L用

黄色调等
;

2
.

借助色彩的浓重
、

轻淡
,

构成土壤图的多层平面
,

使地图内容有主有从
,

仁越突出
,

表现力强
,

达到既美观又清晰易读的效果
。

一般 池讲
,

第一平而主要是县级 以 仁的居 民 点
、

」毛要河流
、

山脉
、

卜要道路等
,

这是土壤 图的基础和骨架
;
第 几平面是土壤专题要素

,

这是

土壤 图的主体 ;
第三平面为其它地理要素

,

这是作为第一
三

平面补充
。

通常
,

第一
、 _ 一

几1

卜面设

色应浓重
,

第三
一

平面设色宜较淡
。

3
.

为了增大 色彩的对比性
,

但又不增加川色数童
,

我们对土壤类型单元除采 川不同的色

相
、

色阶表示外
,

还在底色
_

I几加印了不 1司的彩色线划
。

遭
.

根据地形高低 设计色彩的浓淡
,

即位于海拔高的土壤类型设 色浓重
,

位于海拔低 的土

壤类型设色轻淡
,

这样既反映出上壤类型垂直地带性的分布规律
,

又给人们一种立体感
。

I J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