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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 国以来
,

我国围绕 国土整 治与区域治理任务 , 在各地开展 了土坡调查
、

制图及分类工作
,

为土壤资源的

开发利用
、

建立土壤 信息系统 以及制定以诊断层 为基础的土壤 分类系统作 出了贡献
。

今后应加强遥感
一

技术与土
.

城信息系统的结合
,

使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

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壤分类研究是土壤科学的重要内容及组成部分
,

也是土壤学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
。

我国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壤分类工作近半个世纪来有了较大进展
,

它是随着我

国国民经济建设需要及土壤科学发展而不断推进的
。

在当前形势下
,

开展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

壤分类工作
,

对我国土壤资源的综合评价与合理利用规划
,

特别是对缓解所面临的人 日一资源

一环境矛盾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本文仅就我国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壤分类工作作一回顾

与展望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一
、

回 顾

土壤调查是土壤制图与土壤分类研究的基本手段与重要基础
。

我国土壤调查工作
,

从 50

年代开始
,

就一直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
,

另有部分土壤调查
,

是针对科研任务

及其他要求开展的
。

具体讲来
,

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围绕国土整治与区域治理进行的土坡调查 如东北地区土地整治与粮食 增 产 调 查

( 50 年代 )
,

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水土保持与土壤资源调查 ( 50
、

60 年代 )
,

华北平原土壤调查

( 60 年代 )
,

甘
、

新
、

青
、

藏综合考察 ( 60
、

70 年代 )
,

南方红黄壤利用改 良土壤调查 ( 80 年代 )
,

黄淮海平原早涝
、

盐碱
、

风沙
、

贫有综合治理考察 (6 口一 90 年代 )
,

三峡库区土地承载力调查

( 90 年代 )等
。

这些土壤调查
,

都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与区域治理
,

起到明显的推动与

保证作用
。

(二 ) 结合专项种植与荒地开旦进行的土滚调查 如华南
、

海南橡胶宜 林 地综 合考 察

( 50 一 60 年代 )
,

黑龙江
、

新疆地区的荒地资源考察 ( 70 年代 )
,

三江平原沼泽地的综合考察 ( 80 年

代 ) 等
。

这些调查
,

对促进我国热带作物发展与荒地开发
,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如我国橡

:胶栽培面积 目前 已达 9 01 万亩
,

年产干胶25 万吨
,

r

分别占世界第 4 及第 5 位
;
近 20 年荒地开垦

*
曾志远

,

周慧珍同志提供了部份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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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亿亩
,

增产粮食近 40 0亿公斤
,

所有这些都说明土壤资源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

(三 )以农业发展与提高土地生产力为 目标的土坡调查 如 19 5 8年及 19了9年开展的两次全

国性土壤普查
。

这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
,

在摸清我国现有土地资源
,

特另
!

{是耕地生产潜力

及促进农业发展土
,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

( 四 )针对土壤改良与特定项目进行的土城调查 如盐碱土改 良
、

风沙固定
、

水土 保 持
、

平整土地及梯田建设等土壤调查
,

这些调查 自50 年代以来在全国及各个地区
,

均 有广 泛 开

展
。

此外
,

为提高太湖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稻土的肥力与增产潜力
,

也进行过长期的

调查
,

所有这些
,

对不同地区土壤改 良措施及利用规划
,

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

(五 )为科研任务积累资料进行的土壤调查 如 自50 年代至今尚在进行的珠峰地区
、

横断

山区及西沙群 岛的土壤科学考察等
,

这些考察
,

特别是珠峰地区的土壤考察
,

对阐明高山地

区土壤重点分布规律及高原抬升理论
,

具有国际影响
。

(六 ) 为其他 目的所进行的土滚调查 如有关建设项 目
、

交通设置
、

旅游 规 划
、

军 事 运

输
、

试验地选择等所需要进行的土壤调查
,

曾在不同区域内进行
,

它们都是土壤调查不可分

害组的部分
。

随着土壤调查与土壤科研工作的开展
,

我国土壤制图工作也得到了发展
。

从 50 年代起
,

到 60 年代中
,

结合黑龙江
、

新疆
、

云南
、

西藏等省区及华南
、

甘
、

青等地的荒地调查
,

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
,

华北平原土壤调查
,

开展了以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和全国土壤普查为中心的

土壤制图工作
,

这些是我国土壤制图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 1 9 5 6年

,

中国科学院决定开展 自

然区划工作
,

首先编制 1 : 4 0 0万中国土壤类型 图
,

并在此基础上
,

完成了 1: 4 0 0万中国土壤区

划图 ; 1 9 5 8年
,

随着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的开展
,

各省
、

区先后编制了土壤详测和土壤

航判制图的研究
; 19 65 年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图集
”

编制了 1 : 1 0 0 0 万中国土壤图和 1: 5 0 0

万中国土壤 区划图
,

并配有若干典型图幅
,

在该图集中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图组
,

此图组在技

术
、

整饰和分类系统上均有新的进展
。

近 10 多年来
,

结合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
,

西藏及横断山区科学考察
,

三峡库区调查
,

黄

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 1 : 1 00 万全国土壤图编制课题等
,

在土壤制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显

著成绩
。

编制出版了 1 : 4 0 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 ( 1息8 0年 ) 及全国 1 : 1 0 0万土壤普查图部

分 图幅的编制和制定了 1 : 1 0 0 万中国土壤图制图规范 ( 1 9 9 0 )
。

在 第 二次全国土壤普查及完

成国家件项任务中
,

广泛开展大
、

中
、

小比例尺系统成图
,

并以综合性土壤图为基础
,

编制

了各种派生图
,

如中国境内成土风化壳的地球化学类型图 ( 1 : 1 4 0 0万
,

19 85 )
,

中国土壤有机

质 图 ( 1 : 4 0 。万
,

19 8 6 )
,

中国土壤磷素养分潜力图 ( 1 : 1 4 00 万
,

19 8 5 )
,

中国土壤钾素养分潜

力图 ( i : 1 4 0 0万
, 1 9 8 5 )和中国土壤有效态微量元素图 ( 1 : 14 0 0万

, 19 8 4 )等
。

此外
, 2 9 8 6年亡11

版 了我国第 一部综合性的土壤专业 图集— 中国土壤图集 ( 1 : 1 0 0 0一 2 0 0 0万 )
,

该图集系统总结

了多年来我国土壤各学科分支的研究成果
,

是我国第一部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重要专业

图集
,

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
。

我国从 50 年代初
,

即开始应用航片技术进行土壤调查制图
,

70 年代中期
,

结合全国第二

次土壤普查
,

我国将近有 60 %的地区应用 了狱片制图
,

并应用卫片对土壤图进行校核
。

当前

我国已应用全色片
、

彩红外片
、

M S S
、

T M
、

S PO T芳遥感信息进行土壤调 查 制 图
。

80 年

代初
,

不少地区 已采用 G ls 技术进行土樱研究
。

总之
,

我国土壤制图随国民经济发展
,

正在不

断推进
。

在制图单元上
,

由70 年代前采用单个土类上图法
,

发展到 80 年代开始采用土被结构和

土壤组合作为制图单元
。

在制图比例尺上
,

基本上采用大
、

中
、

小 3 种不同比例 尺 进 行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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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在制图内容与出版形式上
,

除编制各种专业图组及图集外
,

还出版了大量有关制图理论

与方法的著作
,

如土壤地理研究法 ( 19 8 8年 )等
,

所有这些
,

都是土壤制图进展的具体表现
。

我国近代土壤分类工作
,

自30 年代开始
,

当时受美国马伯特分类学派影响
,

以土类为基

本单元
,

土系为基层单元
。

建国后
,

随着大量的土壤资源考察
,

土壤分类才 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展
。

在此期间
,

大体可分为 3 个阶段
。

第一阶段自1 9 5 4一 1 9 5 8年
,

采用前苏联的土壤发生

分类系统
,

以土类为基本单元
,

包括土类
、

亚类
、

土属
、

土种和变种 5 级分类制
,

并陆续提出如

黄棕壤
、

黑土
、

白浆土
、

砖红壤
、

红壤等新土类
。

第二阶段
, 1 9 5 8一 1 9 7 8年

,

通过群众性土

壤普查运动
,

在总结耕种土壤分类命名的基础上
,

应用发生学的观点
,

对土壤肥力演变
、

熟

化过程
、

定向培育等有了新的认识
,

推动了耕种土壤包括水稻土在内的深入研究
。

第三阶段
,

从 19 7 8一 1 9 8 4年在发生分类体系基础上
,

受土壤系统分类和联合国土壤制图单元的影响
,

采

用了土壤系统分类的某些术语
,

列举了 13 个诊断层
,

提出了寒冷土
、

有机土
、

新成土和人为

土等 11 个土纲
。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
,

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
,

从 1 9 8 5年才真正开始
,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组织全国 3 6个单位共 同合作开展的土壤系统分类
,

通过 5 年的努力
,

初步建立

了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体系
,

这一新的分类体系开创了我国土壤

分类的新途径
,

使我国土壤分类工作有了新的推进
,

并逐渐为国际所公认
。

二
、

进 展

在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粮食矛盾 日益尖锐的今天
,

土壤调查的 重 点 已 逐 渐 向资 源 与

环境间题的方向转移
,

而农业开发与粮食增产
,

成为当今土壤调查的核心
。

例如
:

近 儿 年
,

为了扩大商品粮基地建设
,

开展了黄淮海平原及三江平原的土壤考察
;
为防治水土流失

,

进

行了黄土高原的土壤调查 ; 为建立巨型水库
、

防止环境恶化
,

开展了三峡库区考察 ; 为综合

利用红壤资源
,

进行了南方重点地区的土壤考察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前土壤调查与过去相

比
,

还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

由面上调查转向点
、

片
、

面调查相结合
,

注意利用典型与一般

地区的经验与资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第二
,

由一般调查转向定位试验
,

通过土壤资源的定位

研究
,

作出试验示范
,

指出土壤资源的利用方向 ; 第三
,

由比较地理方法转向农业环境生态等

多学科综合方法来解决土壤资源调查与利用问题
。

总之
,

近些年来
,

随着生产与土壤学的发

展
,

我国土壤调查逐渐由单一走向综合的发展阶段
,

并对土壤制图及土壤分类
,

产生明显影

响
。

8 。年代后半期
,

我国主要采用航空航天技术
,

并利用彩红 外 航 片
,

N S S
、

T N
、

S P O T

等图象和磁带计算机处理
,

进行土壤资源制图
。

例如
: 1 9 8 5一 19 9 。年完成了长江三 峡 巨 型

水电工程区 ( 约 12 万平方公里 )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和 1 : 10 万上壤资源评价图
。

1 9 8 6一 19 9 0年运

用彩红外航片判读
,

完成了安塞点土壤植被及水土流失系列图
。 1 9 9工年进行了中国华东地区

六省一市 1 : 25 万土壤资源遥感图的编制
。

1 9 9 1年中国科学自然资源综考会及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分别完成 了全国 1 : 1 0 0万 中国土地资源图集及 1 : 1 00 万中国土地利用图集
。

1 9 9 1年西藏

自治区和中国科学院遥感所
,

采用卫星图象目视判读方法
,

编制了西藏全区 1 : 2 0万土 壤 图
、

土

地利用图和土地资源 图
。
1 9 9 0年中国科学院

、

中国林业科学院
、

有关的高等院校等单位
,

使用彩

红外航片判读法
,

完成了三北 (东北
、

华北
、

西北 )防护林资源系统图 (包括土壤图 ) 的编制
。

日前
,

农业部正在主持和汇总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
,

编制了 1 : 5一 1 : 50 万各种比例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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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壤图及分省区的土壤图集
。

1 92 9年起中国科学院正在进行全国 1 :2 5万及 1 : 0 5万土地资源遥

感宏观区域图
。

此外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运用 G IS 系统
,

进行大
、

小比例尺土壤制图
,
已在我 国

开始兴起
。

例如
: 1 9 9 1年开展了东北三江流域 ( i : 5万 ) G I S制图

,
1 9 5 9一 29 9 1 年完成了 z : 5 0

万的 G I S土壤图与数据库的建立
。

19 90 年完成了江西红壤生态试验站 1 :5 万 G IS 土壤侵蚀图
。

在完成上述 G IS 制图的同时
,

还出版了不少有关 G ls 土壤制图的报告与文集
。

从当前的进展看
,

我国土壤制图除注意采用航天遥感技术与G IS 系统外
,

并注意运用土

被结构和土壤组合制图 (如海南岛 1: 50 万土壤图
, 19 9 1年编 )

,

同时单纯的土壤信息已 不 能

满足制图要求
,

而土壤信息与土地信息相结合
,

将是今后土壤制图的发展方向
。

我国土壤分类工作
,

当前的进展主要是对土壤系统分类的进一步完善
。

19 90 年
,

在中国

科学院的支持基础上
,

此项研究同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

现有 36 个 单 位
,

近

2 0 0余科技人员参与研究
。

现已提出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首次方案 )
。

这一分类 总 结 了国内

外土壤分类的经验
,

采用了 3 Q个诊断土层
、

16 个诊断特性
,

提出了 12 个土纲
,

建立 了土纲
、

亚纲
、

土类的分类体系
,

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土壤分类检索系统
,

同时以这一分类为基础
,

编制了 10
.

5幅 1 : 1 0 0万土壤图及大
、

中比例尺土壤图
,

可 以预见
,

这一分类制的建立
,

将使我

国的土壤分类由定性走向定量
,

从静态走向动态
,

建成一个定量化
、

指标化和国际化的符合
,

卜国国情的土壤系统分类体系
。

三
、

展 望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与土壤科学不断进步
,

今后土壤调查
、

制图与土壤分类工作
,

必将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
。

首先
,

土壤调查的重点
,

将与土壤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更加紧密联系
,

1司时将缓解

人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粮食矛盾
。

今后土壤调查除面向一般性区域治理外
,

更多的应倾向于持

续农业发展
、

土壤资源退化
、

生态环境改善
、

土壤全球变化等方面
,

同时
,

土壤调查也将由

调查走向试验
,

由面走向定点
,

由单一走向综合
,

并通过遥感与信息技术与土壤制图相结 合
,

为国民经济建设与土壤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

其次
,

今后的土壤制图
,

必需以航天技术为手段
,

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
。

通

过新技术
,

如 T er ar 一 M ar 遥感图象处理
,

遥感信息源的选择与评价
,

遥感图象处理与土壤自动

识别制图的运用
,

以促进其不断发展
。

在此情况下
,

今后计划编制下列土壤图
:

采用G IS 技术
,

在全国范围内
,

完成 1 : 1 0 0万世界 S O T E R 图
,

即建立全国 1 : 1 00 万土壤与土地制图网和相应

的土壤与土地属性数据库
。

并在此基础上
,

对土壤退化动态进行监测制图
; 选择 典 型 地 区

( 如南方红壤
、

西藏
、

西北及黄淮海等地 )结合区域调查和动态监测的系统研究
,

编制大
、

中比

例尺 (航卫片 )的土地利用图
,

建立全国性土壤资源环境基本数据库和资源环境动态信息系统

和资源图 ; 利用航片及新技术
,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资源
,

特别是耕地的评测与制图 (中
、

大比例尺 )
。

所有这些制图工作
,

均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
。

关于我国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
,

今后应针对系统分类存在的
,

如诊断层与诊断特性
、

重

点土纲及基层分类等问题进行解决
,

同时应注意上壤系统分类与我国实际应用相结合及运用

土壤信息系统与新技术对各种土壤类型
,

特别是对人为土
、

亚热带 土
、

干早 ( 下转第 3 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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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形系列土壤表层元素含量 ( g/ k g )

土土 号号 8 5 0 555 8 5 0 777 8 5 0 666 8 5 1 000

土土体体 KKK 2 1
.

999 2 2
.

111 1 8
.

888 1 3
.

777

CCCCC aaa 1 0
.

888 8
.

555 7
.

111 5
.

444

NNNNN
aaa 18

.

333 17
.

444 1 2 999 1 0
.

222

SSSSS iii 3 16
,

666 3 4 4
.

777 3 3 3
.

333 3 5 1
.

777

AAAAA III 8 0
.

999 7 2
.

888 7 4
.

777 5 5
.

888

FFFFF e
/ T iii 7

.

5 111 6
.

4 888 6 3
.

000 4 9
.

555

枯枯牧牧 S iii 2 1 0
.

000 2 0 2
.

888 2 3 2
.

333 2 2 9
.

999

FFFFF eee 7 6
,

999 7 4
.

888 7 2
.

555 6 8
.

222

TTTTT iii 7
.

999 7
.

111 5
.

999 5
.

888

FFFFF e
/ T iii 9

.

7 333 1 0
.

5333 11
.

3 333 1 1
.

7 666

[ l ] H ug g e t t
,
R

.

[2 ] D u e h a u fo ur
,

a n d U n w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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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寒土四大土纲进行深入研究
。

可以预见
,

通过全国的通力合作与不断努力
,

我国必将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新的土壤系统分类制
,

并对国际土壤分类作出应有贡献
。

总之
,

土壤调查
、

制图及土壤分类是土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工作
,

虽然在发展中

还面临不少值得注意改进的问题
,

但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这些学科都必将有很

大进展
,

并将对土壤科学及社会经济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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