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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壤学齐学科分支的深入研究和相互渗透
,

以及生产土的需要
,

小比例尺土壤专业

图逐渐从 3。年代开始的
一

单一的土 壤图或 纽壤图及相应的少数性质图幅
,

发展到 0G 年代结合国

家 自然地图集的任务编制土壤图组
,

80 年代又进一步发展到运用系列成图的观点和方法编制

中国土壤图集
, 二打

`

火 厂 t: 壤制图的研兀领域
,

使小 比例尺土壤制图进入综 合系列成图的新

阶段
。

笔者稗有机会参与
“

中国土壤图集
”

的编制工作
,

现 以该图集为例
,

i自炎我国小比例尺土

壤系列成图的研完现状及发展途径
。

一
、 “

图集
”

的主题思想

系列成图的图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而不是图幅的叠加
,

均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
。

不同

的制图 目的有不同的系列成图类型
。

根据制图内容
,

系列成图一般 是指在同一个地区
,

有系

统地编制一系列不同内容的专题地图
; 或在同一地区

,

编制一系列不同比例尺的同一种专题

地图 ; 以及在同一地区为反映历史演化而制作的一系列同一种专题地图
。

即分为多学科
、

多

比例尺
、

多纬}遭河 3 种类型
。 “

中国土壤图集
”

是多分支学科的
、

全国性 l份小比例尺综介系列成

图
。

其主题思 ;涅是
:

1
.

云观与傲观相结合
,

以地图形式全而综 f
:

地总结和反映土块学科的研究内弃
;

2
.

利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
,

使图集有广泛的应用价 f l注

二
、 “

图集
”

的系列成图特点

(一 )
“

图集
”

结构的整体性 主要表现在图集内容的全面综合 以及图幅之间的逻辑 关 系

上
。 “

图集
”

由自然条件图 (序图 )
、

土壤图
、 :
!二壤性质及成土母质图和土壤分区图 4 大图组

,

共 32

幅图如
.

成
。

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前提下
,

既从具有综合特征的土壤类型方面
,

又从土壤性

质的各个单川素方面
,

迸行地理规律性的反映
:
在价学 改与生产性相结合的六大手思想下

,

既

有反映自然规律的图幅
,

也有与衣业生产直接百关的应用性图幅
,

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

各种图幅板据先总体
、

后局部
,

先基础
、

后派生
,

先 自然面貌
、

后利用改 良的原则依次排列
,

体现结构上的逻辑性
。

(二 )图幅间的统一协调 表现在全国土壤图与典型区域上壤图
、

土壤图与土壤性 质 图
、

各种性质图
,

以及土壤图或土壤性质图与应用性图幅之间呈现着密切的相关性
。

中国土壤图和按不同生物气侯带结合各种地貌 单元选编的 8 个典型地区土壤图
,

在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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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系统和颜色符号整饰方面都要求局部与全局的统一协调
,

但是典型区域十壤图细度大
,

而

封 都右各 自的区域特征
,

其墓本制图单元的分类 等级低
,

排列顺序不强求一致
,

不同图幅中

的相同类型可在同种色调的深浅和明暗程度甚至类似色
_

L有所变化
。

山于上壤的属性是各种理化和生物等性质的综合反映
,

土壤类型不同
,

_

仁壤性质了日 i 迥

异
,

这种 内容 :.[ 的相关性在图上就具体表现为地理分布规律上的相应关 系以及图幅之间丫f关

界线的 协调
,

所以各平{
,

土壤性质图的编制主要是按土壤性质木身的变化规律划分类型和数最

等级
,

但在勾绘 图斑界线时则参考土壤图
、

成图母质图
。

同时
,

齐种性质之间常有密切的关系
。

如土壤质地主要取决于成土毋质类型及其矿物组

成
,

所以
_

}
_

: 壤质地图的编制以成 : L母质图为底图
,

并参考全国土壤图
。

土壤钾素状况与土壤

粘粒矿物
,

卜含钾的高低和保持钾素的能力密切相 关
,

所 以土壤钾素养分潜力图的图斑界线要

与粘粒矿物图上的相应界线协调一致
(

应用性图幅按一定的 日的进行编制
,

一般以土壤图作基础
,

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进行分 区
。

如土壤区划图为因地制宜
、

合理利用和改 良土壤服务
,

根据生物气侯一土壤组合和地貌土壤

组合的原则对我 国土壤分 区划片
,

以反映我国土被有规律的地域分异
。

最后需要指出
,

统一协调时
,

一

首先要统一基础底图
。

(三 )制图单元划分指标和图幅表示方法可 多样性 根据
“

图集
”

的主题思想
,

不同妙图幅

内容可 以分别用质量分类
、

数量分级和土被分 区的指标划分制图单元或者采取两种结合
。

如

土 壤图
、

成土母质图
、

质地图
、

粘粒矿物图
、

磷素养分潜力图用质量分类
,

有机质图
、

钾素

养分潜力图
、

微量元素图用数量分级
,

各种分 区图用土被分 区
,

土壤利用现状和分 区图则结

合用质量分类和土被分区
。

表示方法主要决定于科学 内容
,

为了符合图幅内容的客观实际
,

各 图幅的表示方法也不

强求一致
。

如
“

图集
”

一般采用底质法
,

以示连续成片的内容
。

而对非连续成片的内容则用其

他方法表示
。

如点数法用于侵蚀土壤分布和分 区图
,

表示不同侵蚀程度的土壤断续连片分布

的位投和相对数量
。

又如土壤利用现状和分区图中的土壤利用类型有零散
、

细小和交错的分

布特点
,

故采用了星点状范围法
。

此外
, “

图集
”

中除图幅外
,

还辅以 85 帧照片
,

以图谱的形

式配合地图
,

说明和补充图幅内容
。

三
、 “

图集
”

科学内容的评价

1
.

在总结土壤学各分支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图幅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 有 较

大扩展
。

与 1 9 6 5年 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地图集土壤图组的图幅相 比增加了 2 倍
,

典型

地区土壤图由 5 幅增加到 8 幅
,

性质 图由 2 幅增加到 14 幅
,

分区图由 2 幅增加到 4 幅
。

其中

以性质图增加最多
,

除土壤酸度和粘粒矿物图外
,

绝大部分都是首次编制
。

与60 年代出版的

新西兰土壤图集相比
,

其图幅内容也大为丰富
,

这样全面和综合性大型土壤专题图集在国内

为 首次出版
,

在国外也很少见
。

2
. “

图集
”

形象
、

生动
、

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土壤主要类型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区域分异
,

特别

是结合成土过程和岩石风化的影响
,

阐明了土壤基本性质的地理特点
。

由于生物气侯的影响
,

我 国境 内自北而南
、

自西向东或从高到低
,

风化作用逐渐加强
。

生物的物质循环则自北而南

速度逐渐加快
,

自西向东生物量 由少到多
,

矿化作用由强变弱
。 、

从高到低则因基带不同分别

出现上述 由北而南或从西向东的相应变化
。

因之土壤性质亦呈有规律的变化
。

如土壤质地状

况与风化强度呈正相关
,

颗粒由粗到细
,

质地由砾质砂土
、

砂土
、

壤土到粘土
。

土壤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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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决定于土壤中生成的生物量及其矿化强度的消长
,

有从东向西
、

山北到南逐渐减少的

趋势
,

但南方红壤地区因每年生成的生物量极大
,

因而有机质含量又有所上升
。

钾素养分潜

力与不同地区风化淋溶强度密切相关
,

自南而北
,

缓效性钾的含量有随土壤中高岭减少及水

云母增多而逐渐增高的趋势
。

3
. “

图集
”

主要反映土壤及其性质的广域分布规律
,

难以和不需要反映小范围的 易 变因

素
,

所 以
,

土壤图及各种性质图制图单元的划分
,

一般都选用相对稳定的指标
。

如土壤图表

示的高
、

中级分类单元是根据比较稳定的性质指标划分
。

磷素养分潜力图不用速效磷
,

而用

磷的形态类型作为制图单元
,

钾素养分潜力图不用速效钾而用缓效性钾的含量区 分 制 图 单

元
。

4
. “

图集
”

中图幅的种类较多
,

内容广泛
,

并将科学性与生产性结合起来
,

比土壤图组

更能多方面地服务于生产实际
。

不仅可为国土整治
、

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
、

土壤培肥和改 良

提供科学依据
,

其中如磷
、

钾
、

微量元素等肥力要素图还可作为肥料生产布局的参考
,

侵蚀

土壤分布和分区图还服务于土壤资源评价和水土保持工作
,

土壤利用现状及分区图结合土壤

区划图及其他图幅
,

可为全国农林牧规划提供基本资料
。

此外
,

还可在国防
、

环保
、

卫生等

部门得到应用
。

四
、

小比例尺土壤系列成图的研究途径

综合系列成图是上壤制图的发展方向
,

为了不断提高系列成图的编制水平
,

需要从 以下

途径进行研究
:

1
.

适应世界资源
、

生态
、

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

扩大综合性和应用性图幅的研究
。

如

增加土壤资源图
、

土壤生态系统图
、

土壤退化图
、

土壤环境背景值与
、

容量图等
。

2
.

重视土壤系列成图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如进一步研究系列图设计编制的原则和方法
,

包括的内容有制图单元类型
、

划分依据和系统
,

图斑结构的组成和类型等
。

3
.

逐步实现系列成图的定量化和标准化
。

如以土壤单元定量化和土壤性质指 标 的数量

化为基础实现制图单元划分的进一步定量化
,

研究图斑结构的定量表示
,

应用遥感技术增加

综合信息和提高制图精度
,

以及制图方法及表示方法的规范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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