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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系统分类在大比例尺土壤制图中的应用 
— — 以安徽宣城样 区为例 

昌成文 顾也萍 刘付程 魏 翔 贾宏傻 
(安蕾， 蓖大学医土费曩与j皇瓣学院 芜期 24l∞O) 

捕 基 挺出了材膻的指导息想，授订了上田单元类理，在此基础上详雏地阐述了#区太比例尺土壤 

目的过程。 

美 键词 直城样区；土暴；蛆台；复台 

大 比例尺土壤制图是土壤基层分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基层分类成果 的表现 

形式．也是基层分类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桥梁。大比例尺土壤制图工作过去做得很多．但 

主要是以发生分类为基础的，以系统分类为基础的大 比例尺土壤制图工作在国内才刚刚开 

始。随着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基层分类工作的开展，建立与完善以系统分类为基础的大 比 

例尺土壤制图理论、方法十分迫切。本文以安徽宜城样区为倒具体就大比例尺土壤制图问 

题进行探讨 

l 制图指导思想 

1．1 反映土壤微域分布规律 

自然界土壤的分布不是杂乱无章的．各类土壤及其组台结构在形成上总有一定的原因， 

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lj。土壤制图就在于揭示各类土壤及其组台群体的分布规律， 

当然在不同制图尺度上其。规律”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的：在小比例尺图上揭示的是一种宏 

观的分布规律，对于大比例尺制图来说揭示的是土壤徽域 的分布规律。现实制图中应充分 

把握这一思想．深入研究制图区土壤微域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着手大比例尺制图工作，谨 

防对制图区土壤进行机械地填绘或临摹。 

1．2 体现土壤 系统分类的定量化要求 

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层、诊断特性为基础。以发生学理论为指导．一种面向世界、国际 

通行的定量化分类方式 J。作为土壤系统分类中基层分类成果的表达形式，土壤制图应能 

充分体现系统分类的定量化要求，例如：界定上图单元类型、明确图斑组成分的比例关系等。 

所有这些不仅有益于土壤信息系统建立，也有益于基层分类成果在生产实践 中的应用。 

1．3 考虑土壤利用管理方向的一致性 

土壤基层分类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3J．而土壤制图又是确保基层分类成果通向应用的 

桥粱。因此，在现实大比例尺土壤制图中不能为制图而制图，而要把制图与生产应用结合起 

来。根据土壤利用管理需要，对基层分类成果进行科学地归纳、整理、表达，可以对图上相邻 

且利用方向相似土壤合并在一个图斑中，也可运用土相对某一土系单元作进一步的细分。 

当然．具体操作要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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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图单元的划分 

2．1 拟订上图单元类型 

拟订上图单元类型是土系制图工作的前提，根据土壤系统分类的特点及要求，上图单元 

拟采用单区、组台、复区等多种方式并重表示u．一-。各上图单元类型含义表述如下： 

(1)单区 指某一图斑内容至少有 75％以上的聚台土体属于同一土系单元。作为内古 

物的土壤，如果与主成分土壤在利用方向上反差过大，则不应超过 15％； 

(2)组合 两种或两种以上规律出现的土系所组成的单元模式。组合图斑中各组分面 

积应不少于图班总面积的 15％： 

(3)复区 指某一图斑内某个土系具有很细碎的轮郭。常常与其它土系形成复杂的地域 

结合。以至在大比例尺图上不可能单独地勾绘出来的单元模式。复区图斑中各上图组分面 

积应不少于 图斑总面积的 15％。 

2．2 确定 限量图斑 

限量图斑也称最小上图图斑。它是制图综台的产物，通过限量图斑有效地控制细碎图斑 

的上图。以确保地图的清晰易读性。 

本区制图拟采用 1：1万的比例尺。考虑到地图的内容、使用价值和绘图技术并参照国外 

制图经验，最小限量图斑拟订为0．4∞ 。 

需要说 明的有两点：1)甩量图斑并不等于单区图斑，其本身也有可能是组台图斑。2)限 

量图斑是指上图图斑的最低标准，并非是凡大于限量标准的图斑就一定要上图．一个图斑能 

否上图。除了受限量图斑标准限制外，还要考虑到图斑自身的重要程度、制图区域地理特征、 

实际制图的可能性等。 

2．3 勾绘上 图单元 

上图单 元的勾绘建立在土壤微域景观基础上，同一上图单元内在土壤性状及土地利用 

方向上应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具体工作环节可分为3步：1)根据室内、外资料。分析并把握 

土壤基层分类单元(以土系为主)的分布特征及其组合规律 ；2)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野 

外调查资料勾绘图斑界线；3)对勾绘结果进行野外抽样复核、校正。 

在宣城样区土壤制图中．我们采取局部解剖与全面调查相结合方法，对制图区内土壤个 

体及其组台特征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宜城样区位于安徽省南部宣郎广丘陵过渡带，在地质 

构造上，属于江南古陆和南京边缘凹陷的过渡地带，为新生代的红色构造盆地。盆地基地由 

白垩纪紫红色泥岩和砂砾岩构成，上覆中更新世红粘土。再上覆晚更新世黄土。由于造山运 

动及新构造运动影响，在白垩纪红砂岩、中更新世红粘土及晚更新世黄土各自形成过程中都 

曾经历过一段时问的剥蚀和侵蚀作用。这一过程使得剖面中的土体颜色及土层排列状况变 

得十分复杂。根据样区土壤景观分布特征。并结合土系划分的有关指标，拟将样区内土壤划 

分 3个土纲，计 l5个土系。各土系分布特赶以及特赶土层排列状况参考顾也平等人的“安 

徽宣城样区土系划分 一文．这里不在赘述。现着重以祝公、宣城、胡村、梅村、黄门口等5个 

土系为例，说 明图斑界线的勾绘过程： 

从 5个土系分布的地形位置看。构成了一条从岗顶到岗脚的土链，祝公系多分布于中岗 

(海拔 60--100m，相对高度 >2Ore)岗顶，受新构造运动的抬升作用，表层黄土、均质红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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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巳全部侵蚀殆尽，底部泥砾层或网状红土层出露地表；宜城系、胡村系多分布于 中岗的中 

上部，表层黄土巳全部侵蚀，少数保存完好的地方有一定厚度的均质红土层 出露(胡村系)， 

其它多 为焦斑红土层直接出露地表(宜城系)；梅村系、黄门口系多分布于中岗下部，在岗脚 

缓坡处。焦斑红土层上多覆盖一层薄薄的黄土层(梅村系)，在一些低凹处黄土层覆盖相对较 

厚(黄门口系)。从土壤利用上看，祝公系、宜城系、胡村系多为林地，其中祝公系因土层较薄 

地利用上较差。梅村系、黄门口系多为旱地。根据这些特征，并结合航片及野外观察点资 

辩。在地形图上对上图单元进行勾绘。勾绘中，祝公系分布相对独立。制图中采用了单区圈 

斑上圈。宜城系和胡村系、梅村系和黄门口系多相互穿插分布，且在利用上技此间具有很多 

相似性。分别采用组合图斑上图。 

需要强调的是把握规律是制图的前提， 

但仅仅依赣规律是不够的，大 比例尺土系制 

图需要有足够数量的观察点(包括主剖面、检 

查剖面)来支撑，原则上每十圈斑不能少于 1 

个观察点。本样区计挖 16十主剖面，检查剖 

面及观察点 40个。 

根据样区土系分布特点，并结合野外观 

察点资料。在样区计勾绘上圈单 元 41十。其 

中单区 20个，组合图斑 21十。并对划分出 

的土系单元进行了野外抽样校核。 

2．4 各类图斑组成分比例及面积统计 

根据野外调查确定各类组合单元组合比 

例关系。并在图上量算出各类图斑的面积，统 

计结果如下(表 1)： 

衰 1 各粪圈斑组成 比例殛面积 

注 表中上图单元符号含义参见表 2：宣城样 区图悄 

3 土系图的编绘 

3．1 地理底图的编制 

地理底图是专题地图制图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专题内容的控制骨架，也是 

专题内容的背景衬托。因此，编好地理底图对于整个制图工作十分重要。根据样区特点，并 

结合制图实际需要。我们对底图要素作了下面处理：1)水系要素基本全部选取，尤其是与土 

壤利用相关的水渠 、水塘尽可能全部表示；2)交通要素中，除了考虑道路等级外，着重考虑选 

取对专题内容具有控制骨架意义的路线；3)居民点要素中，主要根据其大小以及土系命名需 

要进行取舍；4)地形要素中，考虑到图面载负量。对地形等高线原则上不作选取，但对于具有 

地形指示意义的高程点以及特殊地形符号作适当选取；5)其它社会经济要素原则上不作选 

取。 

底图编绘工作是在安徽省测绘局 1986年出版的 1：1万地形图上进行的，同时运用了 

1997年航摄的 1：2．5万黑白航片对图上新近变化要素如水渠、居民点等进行校正。 

3．2 专题内容的表达 

专题内容的表达是地图设计的核心部分，表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图信息传输效果。 

根据大比例尺制图特点，我们采取设色和符号相结合的手段对专题内容按 2个层次表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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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颜色将土纲一级的差异区分开来，人为土纲下的各土系，基本色调设绿色 ；淋溶土锕下 

各土系，基本色诃设红色；雏形土纲下各土系，基本色调设黄色；组合图斑 中．按主成分土系 

属位置归于相应的土纲下。其次，各制图单元问土系差异用符号表达式予以区分(图 1)。 

图斑符号 的设计借鉴美国土壤制 图经 

验H、 -．采用 3～4位英 文字 母组合表 

示．如 I-ImDB．前两个字母 Hm表示土系 

或土系组合名称(第 1个大写字母为土 

系拼音名缩写，组合图斑 中首字母取主 

成分土系名，m 为用以进一步区分的后 

缀)．第 3、4两个字母 D、B分别用以表 

示土相，土相选择应 以对当地土壤利用 

影响最为重要 的因子 (选择 I～2个土 

相)。在宣城样区中．我们选择了土壤表 

层质地、地形坡度两个因子。上述符号 

表达式在宣城样区土壤 图中可解译为： 

黄 门口系，粘壤土，徽起伏地形。详细代 

码含义见宣城样区图例(图 I)。 

3．3 图例编排 

圈 i 宣城样区圈倒 

图例系统按土壤类型、图斑代号表达式、各 土相分级与代码、其它符号顺 序依次排列。 

其中土壤类型，按土系或土系组合名字母顺序排列。(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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