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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L壤图集 》( 简称图集 )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土壤专题图集

。

图集总结 了大约半个

世纪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土壤学的研究成果
,

较全面
、

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土壤的主要

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

土壤基本性质的地理特点
,

土壤分区和利用概貌
,

展示了我国土壤资源

和土壤肥力概况山
。

它的编制标志着我国土壤制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总结 图集

编制的经验
,

对于探索专题图集编制的理论方法和推动我 I习土壤制图的发展是不无 裨 益的
。

笔者根据图集编制的实践
,

就图集编制设 计中的儿个 问题谈些心得体会
。

一
、

选题和编辑设计特点

选题是 图集编制的核心
,

它决定了图集的内容
、

开本
、

成图工艺和生产成本
。

选题的依

据是编图目的
,

用途和要求
。

中国土壤图集编制 目的在于用地图的手段来反映我 国土壤学及

其分支 学科的研究成果
,

为 国土整治
、

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和土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图集选 取了 32 个主题
,

全面介绍我 国土壤 的基本情况
,

图集分 4 个图组编排
。

第一部分
:

序图组
,

共 5 幅
。

有中国政区
、

地势
、

气候
、

植被图等
。

介绍我国上壤的成

上条件
,

以便理解我国土壤类型繁多的原 因
。

第二部分
:

土壤图组
,

共 9 幅
。

有反映我 国主要土壤类 型和广域分布规律的 中 国 上 壤

图
,

全 面展示我国的 L壤资源
;
有显示我 国不同地带中平原

、

盆地
、

山区
、

高原和海岛的上

壤类型及其组合规律的典型区域土壤 图
,

阐述我 国土壤的区域分布特征
。

第三部分
:

上壤性质及成土母质图组
,

共 14 幅
。

包括中国成土母质类型
、

上壤地球化学

类型
、

质地
、

粘粒矿物
、

有机 质
、

酸盐度
、

磷素养分潜力
、

适用磷肥及作物反应
、

钾素养分

潜力
、

有效俐
、

硼
、

锰
、

锌
、

铜图
。

这些图幅全面地反映了我囚上壤地球化学的地理分布特

点和上壤肥力概况
。

第四部分
:

!
_

: 壤分区图组
,

共 凌幅
。

包括中国土壤区划
、

上壤盐演分区
、

侵蚀上壤分布

和分区
、

土壤利用现状和分区图
。

提 出了我 国土壤的利用和改 良方向
。

图集还附有 85 帧照片
,

包括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剖面及景观
,

某些土壤的主要微形态特征

和主要的土壤粘粒矿物照片〔“ 〕
。

图集的编辑设计有以下 4 个特点
:

从 图幅编排结构严谨
。

图幅编排按先全国后区域
,

先 自然面貌后改 良利用的原则
。

这种

由整体到局部的编排方式
,

符合人们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
,

突出了图集的主题
,

使图幅合则

成册
,

分则成组
。

具有严密的科学性
,

在实用上 又可分组或分幅单独使用
。

2
. ,

1
:

关文对照
。

为 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
,

图集采少!1中英文对照的形
J臼 }}版

。

rJ
`

利 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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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际学术交流
,

也为 国内读者提供了学习专业英语的机会
。

3
.

地图和照片结合成一个整体
。

图集以各种地图为主体
,

配 以真实反映我国 土壤景观

和剖面形态特征的照片
,

不仅增添图集的生气和光彩
,

而且加深读者对我国主要土壤类型的

认识
。

理
.

较详尽的文字说明
。

图集附有 7 万字的 中文说明
,

随图而置
,

弥补了许多无法用图形

来表示的信息
,

阐述了制图单元 等级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

编图的资料基础
,

制图单元等等
。

二
、 “

图集
”

的编制程序

图集的编制大致可分为准备工作
、

编绘作业和制印出版 3 个阶段
。

1
.

准备工作
。

包括图集开本设计
,

图幅比例尺的确定
,

收集工作底图和专题资料
,

制作

图集样本
、

编写编辑设计书
。

图集的编制首先要确定图集的开本
,

而开本 的确定又要受到制图范围和内容
,

图幅比例

尺的制约
。

本图集为 8 开本
,

主要考虑 以下下两点
:

( 1 )图集大多数图幅的制图范围为我 国

领土
,

部分为平原
、

盆地
、

高山等典型区域
,

采用框图
,

图集牟比例尺定为 1 : 1 4 0 0万
,

因而

8 开本就可以了
。

对于 1 : 1 4 0 0万的全国土壤图来说
,

制图单元可 以反映到土类及部分亚类
。

( 2)

国内已出版的一些图集
,

例如中国地图集
、

气侯图集
、

大文地质图集
、

’

占地理图集等均为 8

开本图集
。

从配套角度出发
,

中国土壤图集也 以定为 8 开本为宜
。

通常
,

确定图幅比例尺的主要根据是
:

( 1) 制图内容
、

精度要求和川途 ; ( 2) 整个图集

比例尺的种类不宜过多
; ( 2) 同一制图范围的比例尺应该相 同

,

便于比较
,

不同制图范围而

同一图组的比例尺尽可能相同和接近
。

据此
,

本图集对全 国比例尺定为 1 : 1 4 0 0 万
,

典型 区

域上壤图的比例尺基本上定为 1 : 1 00 万
。

对于大型的专题图集来说
,

一定要先制作出一个样本
,

以便看到未来图集的规模
,

检查

图幅编排是否正确合理
,

便于进行装帧和封面设计
。

根据开本
、

比例尺
、

用途对制图内容的要求
,

收集基础底图和专题资料以及对资料进行

分析评价是图集编制准备工作的中心
。

基础底图的比例尺要求和所编图幅的比例尺一致
,

不

一致的要进行统一
。

内容要详尽
,

现势性要强
,

作为编绘专题内容定位的依据
。

专题资料有

图件的
,

文字的以及各种图表
。

对资料都要进行分析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从而确定其使

用程度
。

准备工作的最终成果是编写出图集的总设计书
,

总设计书是图集编制的指导性文件
,

它

贯穿于制图生产尔全过程
。

2
.

编绘作业
。

图集的编制分二条线进行
。

一是 由土壤专业人员编制作者原图
;二是 由地

图制图人员编绘出版底图
。

采用薄膜编稿
,

分版刻绘的制图工艺
,

以便提高编图精度
。

其方

法是将预先编制好的基础底图
,

兰晒在聚脂薄膜片上
,

再在聚脂片上编绘专题要素
。

经审查

无误后
,

接触翻版成阴片
,

再用阴片翻制刻图膜进行刻图
,

制出出版原图
,

这样可以不经过

照相而可直接制版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

在成图过程中编图工作都在聚脂片上进行
,

克服了纸张 伸 缩误差
,

保证专题内容和地理要素的密切配合
,

提高了制图精度
。

刻图法制作的出版 原 图线划精细
,

具有良好的绘图质量
。

在成图过程中
,

为了保证套合精度
,

必须预先在基础底图上绘制套合

规矩线和内图廓线
。

然后在刻绘 出版原图上刻出相应的规矩线
。

图集的全闪图基础底图是山地图出版社提供的
,

省去了编绘个国图地理底图的工序
,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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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 省时
,

又保证精度
,

只要在基础底图上对内容进行适当取舍
,

就成为地理底图的出版原

图
。

代号注记采用透明注记剪贴
,

免去照相工艺而可直接制版
。

由于压敏胶遇热溶化会使注
一

记位移
。

因此
,

注记版制成后或流布保护膜或翻片保存
。

制作总色样和分色样
。

总色样图是印刷用色配网的依据
。

因此
,

总色样 色彩设计的好坏

直接影响科学内容触表现及成图质量
。

总色样的制作往往经过多次反复比较才能成功
。

分色样是分版工艺的依据
。

分色样图的质量不但影响制版工作
,

而且直接影响成图质量
。

分色样图的制作是在蓝图或打样的单色图上进行
。

1 色一幅
,

也可 2 一 3 色一幅
。

3
.

制印出版
。

该项工作 由工厂来完成
,

但编图单位应协助工厂做 以下二项工作
。

( 1) 图集的制印工艺方案设计
。

制印工艺方案是指导制印生产中各工序采用什么方法作

业的依据
。

工艺方案设计合理
,

可以保证成图质量
,

缩短生产周期
,

降低生产成本
。

制印工

艺方案设计主要是图集印刷色彩设计
。

只 有把总色样图的全部色相利用地图色谱转换成相应

的各种颜色网线的组合
,

才能作为分版的依据
。

( 2) 样图审校
。

为 了消除制版各工序中的错漏以及印刷原图中尚存在的问题
,

图集在正

式付印之前打 出样图以供审校
,

把各种问题解决在正式印刷之前
。

审校方法是对照编稿原图

和总色样按要素内容逐项进行检查
,

将错
、

漏注于图外
,

并注明改正方法
。

三
、 “

图集
”

的制图艺术

众所周知
,

地图的使 J目价值除了科学性外
,

还决定于地图的艺术性
。

丰富的科学内容要

用精湛的艺术手段来表达
,

才能收到理想的感受效果
。

.] 地图的符号设计
。

地图是客观世界的模型
,

而它对于客观世界的描述是借 助 于专 门

的符
一

号 (包括注记 )和图形来实现的
。

因此
,

地图符号是一种图形传输的特殊语言
,

并有其构

图规律
。

本图集的符号设计充分运用形状
、

方向
、

亮度
、

密度
、

尺寸和色彩等符号的基本要

素
,

设计出比较理想的图形符号
,

收到了和谐的感受效果
。

2
.

设色
。

色彩是地图符号的基本要素之一
。

地图上正确运用色彩
,

不仅可以突出地图主

题
,

增加地图的表现力
,

而且提高了地图的艺术性和使用价值
。

由于我国成上条件复杂
,

土

壤类型繁多
,

往往一幅土壤图就有几十个上壤制图单元
,

这些制图单元的区分
,

除了借助于

土壤代
一

号外
,

主要的就是依靠色彩来区分了
。

因此
,

只有掌握色相
、

饱和度
、

明度色彩三要

索
,

严格遵循地图设色中彩色变化规律
,

正确运用和熟练握掌色彩的对比
、

调和
、

配置 等技

巧
,

才能制作出色彩感受丰窗
、

类型区别清楚的土壤图
。

本图集是由许多图幅组成的
,

它的设色与单幅图不同
,

首先必须考虑每图设色都有一个

墓本色调
,

以区分各 自的主题
。

同时还要考虑图幅之间色调的彼此配合
,

相互协调
,

以便从

整体
_

L给人 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感受
。

地图的颜色不仅表现了编图人员的设色技巧
,

而且取决于彩印水平
。

即使是同一印刷版
,

山
一

于调色水平不同和色彩饱和度的差异
,

也可制印出艺术效果大不相同的彩图
。

因此
,

只有

层层把关
,

才能达到浅而素雅
、

深而明快鲜艳的效果
。

3
.

封面设计与装帧
。

图集的封面设计与装帧是一门艺术
。

而艺术的创作在 于 着意追求

创新
。

中困土壤图集的封面加上标志我国土壤水平分布的图案
,

使封面清新而有生气
。

图集的编制出版是现阶段七壤制图水平的体现
,

故图集的 装 帧采 用 精 装 本
。

日 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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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等 )条件下的侵蚀危害
。

以便于裸露土壤与有植被复盖土壤之问仅蚀危害的比较
,

也可以提

供哪些土壤在开垦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容易引起严重水
二

L流失的信息
。

评价结果表明
,

有植

被复盖的土壤 比裸露土壤危害低一个 等级
。

牧草地 比农田低一个等级 ( 表 3 )
。

在评价风蚀危害时
,

考虑列加拿大的冰碳丘陵坡度因子与作物残茬囚 j几在抗 蚀 中 的 作

川
,

因而具丫!
`

以下两个特点
:

( )] 冰丘地形的风蚀危害大于其它 地形
; ( 2 ) 植被影响很 明显

,

牧 草地的危杏小于农 田 (表通)
。

( 四 )计算机制图与危害面积统计

对逐个图斑解译的下一步是归并侵蚀等级相同的图斑
,

用手工绘制出两区
:
L壤水蚀和风

蚀危害草图
。

然后在 V 八 X 一 7 80 机上用 A R C / I N F O软件
,

对所编草图分别进行数字化
,

再调

用绘图指令
,

让绘图仪绘制出土壤水蚀和风蚀危害等级图
。

川 八 R C / I N F O 软件对图斑进行数字化的同时
,

计算机会自动补缺产生各图斑的面积参

数
,

经统计可得 出各图四个等级的侵蚀面积 (表 5
、

6 )
。

由面积统计可见
,

维罗膨契的土壤流

失比雷加爱娜严重
,

总面积占70 % 以上
。

而雷加爱娜的风蚀危害面积达 1 00 %
,

应引起重视
。

表 5 试验区的水土流失危害面积 (公项 ) 表 6 试验区风蚀面积的统计 (公顷 )

危害等级 } 维 罗膨契 { 份 加爱娜 危害等级 } 维罗膨契 宙加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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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 5 6 0
.

6 8

5 6 9 , 5 2 1 3 2

2 7 1 , 8 1 2
.

4 5

3 0
,

0 4 6
.

2 0

3 6 9
.

0 5 5

4 1 1
.

6 9 4 {(

19 4
.

34 6 , 1 6

4 7 8
.

9 3 T , 9 6

2在0
.

6 9 3 , 3 2

1 4 9
.

0 9 6 , 0 1

3 8 8 ,
9 8 1

.

6 4

2 0 3 , 3 9 0
.

2 8

3 1 1一 G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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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映其科学和艺术价值
,

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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