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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L壤地球化学图是一种 专题地图
。 `

已足将土壤元素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按照类型或等级划

分
,

选择有代表性的元素或一定数量的元素为标志
,

制作成反映有关地区土壤元素含量
、

空

问分布
、

组合和相互联系等信息的地图
。

这种地图由于具有表达特定主题的意义
,

能将普通

土壤类型图中一种或 几种相关联的要素显示得 比较详尽
; 同时还能显示出土壤类型图普遍所

没有和地 l苗上看不见的数量 ( 绝对量或相对量 )和质量特征的空间分布
。

所以
,

近 1。多年来 :
L

壤地球化学制图得到了迅速发展
。

在土壤地球化学兴起 的五六十年代
,

我 国首先编制了土壤

元素图和地球化学特征图
。

70 年代以来
,

由于地球化学研究与生态及环境科学 的结合
,

故又

编制了一定数虽的土壤地球化学图
,

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了一定的积累
。

近年来
, :七壤

地球化学图的种类还在继续增加
,

制作方法也在不断更新
,

并已开展了用计算机辅助制图的

方法实验
,

同时对生态环境要素进行相关分析和比较
,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

本文仅以 1 : 1 4 0 0

万中国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图为例
,

说明编图原则和运用〔 1〕及土壤地球化学图的发展前景
。

一
、

编制土壤地球化学图的原则及其运用

(一 )分类分级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的划分和分类
,

是拟订该种地图图例的科学基础 〔2〕 。

吸收 国外土壤地

球化学制图的优点
,

结合我国目前土壤地球化学研究程度等具体情况
,

我们采用类型和亚型

两级划分制
。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的划分 以元素迁移累积 的环境
,

即氧化还原条件结合介质的

酸碱性为依据
。

因为这两个标志在我国土壤地球化学内部差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川
“

在图上划分的碎屑状土
、

石膏型土
、

碳酸盐型土
、

硅铝型土
、

铁铝型土
、

富铝型土和盐渍型

土等 7 个土壤地球化学类型
,

代表着氧化条件下土壤发育的地球化学阶段
,

而渍水离铁型土

则反映还原条件下与氧化系列相对应的土壤地球化学阶段
。

在上述每一个类型的范围内
,

按

照毋岩 (母质 ) 的性质
,

部分按照某些其它特征可进一步区分若干亚型
。

例如
、

在碳酸盐型 仁

类型中
,

可以划分 出由青藏高原湖积物
,

洪积一冲积物及残积一坡积物发育的碎屑状碳酸盐

型土 ; 由黄上发育 的碳酸盐型土 ; 由半干旱区残积一坡积物
、

冰啧物
、

河湖相沉积和风积物

安育的淋溶碳酸盐型土
,

由黄泛冲积一洪积母质发育的次生堆积碳酸盐型土
; 由湿润

、

半湿

润区石灰性紫色砂页岩
、

石灰岩和白云岩发育的残余碳酸盐型土
。

又如渍水离铁型土类型则

按照地域性沉积物的起源
、

特点和渍水离铁程度的配合
,

划分出碳酸盐渍水离铁型土
、

饱和

渍水离铁型土
、

不饱和渍水离铁型土
、

酸性硫酸盐渍水离铁型土
。

在划分出大量土壤地球化

学类型之后
,

还必须加以归类
,

分别归入不同土壤发育阶段的类别
。

然后按照土壤地球化学

过程的阶段性
,

先氧化系列
,

后还原系列
,

从幼年到老年
,

自高到低进行排列
,

并用一定图

例把它们表示在图 卜
。

同时
,

还必须解决类型命名的问题
。

因为图
_

卜所反映 的每个土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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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类型
,

都是以许多指标为特征的
,

如果在图例中把所有指标都罗列出来
,

则因载负过多

而难以阅读
。

为此
,

我们仅指出最重要和最突出的特征
。

而其余 的特征很容易用逻辑方法推

测出来
。

例如根据
“

饱和硅铝型土
”

的称谓
,

可以断定此种土壤属于波雷诺 夫 ( n o llJ , 飞: oB ) 元

素迁移系列的第三阶段
,

盐基高度饱和
,

呈中性反应
。

为此
,

我们将全国主要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分为碎屑状土
、

石膏型土
、

碳酸盐土
、

硅铝型

土
、

富铝型土
、

盐渍型土
、

渍水离铁型土等 8 个类型及 26 个亚类型
。

( 二 )内容的取舍与概括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图与其它各类土壤图一样
,

图上要素的取舍与概括受地图的比例尺和

制图区域特点所制约
,

但在具体取舍与概括时
,

又应考虑到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图 本 身 的 特

点
。

( 1)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的选取
。

凡是面积达到足以勾绘出一个图斑的土壤地球化学类型

都应收入
,

而对局部零碎不足表示的可舍去
;
对个别有特殊意义或在分布数量较少的地区

,

可

适当夸大或用非比例尺符号予以表示
,

但必须保持地区的面积对比和密度的比例关系
; 大面

积类型和小面积类型分布在一起 时
,

可适当缩小前者而夸大后者
;
数种类型交错分布在一起

时
,

则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予以表示
,

并且只舍不并
,

能定位的类型
,

用定位表示
,

不能定

位表示的类型
,

只标志其分布区
。

( 2) 土壤地球化学广域分布规律的选取
。

我国地域辽阔
、

土壤地球化学类型众多
,

在空

间分布上独具格局
。

为了突出显示全国土壤地球化学地带性分异的规律
,

这就需要根据土壤

元素迁移和积累特点与一定成土条件的适应程度进行适当的取舍
。

例如
,

东部地区
,

受强烈

的东南季风影响
,

就着重表示富铝型土
、

铁铝型土
、

硅铝型土和碳酸盐型土的自南而北的更

迭
,

呈东西向伸展的水平地带性
;
暖温带内陆地区

,

只表示从硅铝型土到碳酸盐型土
,

再到

石膏型土和盐渍型土的东西相性变化
;
喜马拉雅山南翼山地

,

因地势特别高
,

制约了气侯的

变化
,

则表示由铁铝型土直到碎屑状土的完整垂直地带谱
。

( 3) 土壤地球化学 中域分布规律的选取
。

由于地形和岩性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
,

我 国

土壤地球化学的中域分布状况也是十分复杂的
,

不仅有湿润
,

半湿润地区的类型组合
,

还有

干早
、

半干早地区的类型组合
、

又有极端干旱地区及山区的类型组合
。

根据编图的目的
,

主

要是为认识我国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组合结构特征的规律
。

因此
,

在东部湿润
、

半

湿润地区
,

表示面广量大的硅铝型土
、

铁铝型土
、

富铝型土与部分残余碳酸盐型土和不饱和

渍水离铁型土的组合分布
;
中北部干早

、

半干旱地区
,

表示各种碳酸盐型土与零 星的碳酸盐

渍水离铁型土
、

盐渍型土的组合分布
; 西北部极端干早地区

,

表示各种石膏型土与硫酸盐一

氯化物盐渍土
、

石膏盐盘 (盐壳 )盐渍型土的组合分布
;
在山区

,

表示土壤地球化学类型垂直

结构的区域性差别
。

( 三 )色调选择与符号系统

色调的运用和符号系统是表达土壤地球化学要素的基本手段
。

其设计除考虑所表示的内

容主次
、

用途
、

色彩本身的象征意义及图面载负量等因素外
,

还必须注意美观
、

形象等感受

效果
。

参考景观地球化学图〔 3〕的表现形式
,

我们用 8 种不同的底色表示 8 种土壤地球化学类

型
,

用不同色阶表示 27 种亚型
。

为了便于读者看图识物
,

在设计普染不同的底色时
,

力求反

映土壤的自然景色
,

又强调其对比性
。

所 以
,

所用颜色色差宜大
,

而同一类型范围内的各个

亚型则用类似色
,

色差宜小
,

力求协调
。

与此同时
,

还用某些符号来 补充显示一些面积不大

而具有发生学意义的类型及非土壤形成物
。

1 5 3



二
、

编制和研究土壤地球化学图的前景
_

L壤地球化学图怂存储土壤地球化学信息的载体
,

又是传递上壤地球化学信息 的 通道
。

因为 :
}: 壤地球化学图

_

}二所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的数量和质量特征是比较详尽的
,

便于对单一要

素或多种要素进行定量
、

定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

反映和预测土壤中元素的含量及其发展变化

的方 l; J
。

卜可时
, _

仁壤地球化学图的制作
,

需要具备相当可 观的化学分析和测定数据
,

而这些

数据义为分伏建立我 国土壤数据库提供最基本 的数据资料
,

作为全国土壤信息数据库的组成

部分
。

士壤
,

地球化学数据库的建立
,

可以及时满足国家规划部门对土壤墓本性质的不同形
J

屹

组合数据的需要
,

从而把土壤地球化学研究成果的定性定量分析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质

址提高到新水干
l 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土壤地球化学制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并推动若它

迅速发展
。

可以预料
,

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土壤图编制任务完成后
,

随着工作重点的转

移
,

今后土壤制图将有 !句土壤地球化学制图方向发展的趋势
。

但 廷
,

从我国土壤地球化学图编制和应用的现状来看
,

土壤地球化学图在普及和提高两

个方而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

就土城地球化学制图的理论和方法而 言
,

如何把土壤地球化学分类
,

分级与制图 目 的
、

比例尺和 制图区域打
J

点结合起来
,

在制图中又如何具体化
,

从而实现土壤地球化学制图规范

化 ; 如何改进和提高制图工艺和表示方法
; 如何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等都是今后研究的主要

课题
。

否则不仅会影响制图理论水平的提高
,

而且 还会影响土壤地球化学图的使用和推广
。

目前
,

我国土壤地球化学图只在农业
、

地学
、

找矿和环境科学等少数部门有所应用
,

_

且

应用范围较狭窄
,

涉及的图种也较单一
。

这不仅限制了土壤地球化学制图工作 自身的 发 展
,

而且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指挥与管理方面的功能
。

这对生产部 门来说
,

无疑是一种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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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点位控制图斑的密度
:

即至少有 1 个 以上点位的图斑 占全图斑的密度
。

中比例尺土壤

图质量的检评不能 以调查区观测点平均代表面积数的密度为依据
。

因为中比例尺调查区域范

围大
,

土壤图的点位布局不可能均一
,

因此
, 1个点位不能代表一种土壤的实际控制面积

。

而

且由于比例尺精度和调查强度的限制
,

图斑边界线基本上是根据地面景观特征推 断 而 确 定

的
。

按加拿大的范围
,

中比例尺土壤图的点位控制图斑密度达 50 % ~ 70 %是适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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