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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制图方法的初步研究
① 

 

杨志强， 潘剑君*， 黄礼辉， 李占胜， 刘世峰， 雷学成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南京  210095) 

                                     

摘  要： 我国的土壤系统分类方案已经基本形成，但还没有相应的土壤调查方法技术研究。按照传统土壤调查的主要剖面、

检查剖面、定界剖面的思想与办法，采用空间内插技术，在研究区的 4 条实验路线上共挖掘了 64 个剖面点，通过这些剖面点的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确定了研究区的土壤类型并勾绘了土壤类型界线。再用 1 条检验路线对勾绘的土壤图进行检查，结果表明，在

检验路线上设置的 20 个检查剖面点中，其中 19 个剖面点与实际情况相符，正确率 95%，说明使用内插法进行面向土壤系统分类

的土壤调查制图是可行的。再结合土壤景观可以辅助土壤调查工作者更高效地确定土壤类型、勾绘土壤界线。 

关键词： 土壤系统分类；土壤调查；土壤景观 

中图分类号： S159-3 

 

土壤系统分类是通过诊断土层和诊断土壤特性来

分类土壤的定量分类[1-3]。我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以发生学理论为指导、与世界

接轨又充分注重我国特色的分类系统[1,4]。我国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了土壤系统分类的研究，经过 4次修改，

共拟定了 11 个诊断表层、20 个诊断表下层、2 个其他

诊断层及 25 个诊断特性[1]。用于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

特性指标反映了气候、水分、养分、质地、土层厚度

等土壤性质与背景信息，是土地利用的基础。 

我国早期在进行土壤调查时所使用的土壤分类系

统属于地理发生学土壤分类体系[2]，是定性的分类系

统。根据发生学理论，土壤是在地形、母质、气候、

生物、时间等成土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

且具有一定的土壤剖面形态和理化性状的土壤[5]，依

据不同的土壤景观就可以推断不同的土壤发生过程，

也就可以推断不同的土壤类型[6-7]。基于土壤发生分类

的土壤调查正是根据土壤景观来进行综合判断土壤类

型及土壤边界的，在鉴别土壤和分类时，比较注重将成

土条件、土壤剖面性状和成土过程相结合而进行研究。 

面向土壤发生分类的土壤调查制图是以定性化的

指标来判断土壤类型的[2-3]。但土壤性质在水平方向上

是过渡性渐变的，两种不同的土壤类型间没有非常明

显边界存在，因此土壤调查者难以用定性的指标准确

找出两种不同土壤类型间的边界。而土壤系统分类是 

 

 

 

 

定量化的分类体系，用以判断土壤类型的鉴别特征（即

诊断层和诊断特性）都有定量的描述。因此基于土壤

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制图可以用定量的诊断指标准确

判断其土壤类型，并且其土壤边界也应该是明晰的
[8-9]。但我国现阶段与土壤系统分类相对应的土壤调查

制图技术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10-12]，本研究以实地土

壤调查为基础，探索了面向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

制图方法技术，以期能够为土壤调查工作者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南京东郊句容市北山水库以东的区

域，地理位置 119°10′33″ ~ 119°10′26″E, 32°3′56″ ~ 

32°5′27″ N，高程 30 ~ 200 m。气候为北亚热带湿润气

候，年降雨量 900 ~1 000 mm，年平均气温为 15.2℃，

年积温 4 897℃，常年无霜期 229 天，干湿冷暖，四季

分明。区内地形复杂，有高山陡坡、低山丘陵，平原

区等分布，土壤成土母质以砂岩为主。该区植被资源

丰富，区系上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与中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的过渡地带，共有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植物

等多种，平原区农业利用方式主要以季节性种植水稻

与油菜为主。 

1.2  研究方法 

1.2.1  剖面的设置——内插法    本研究共设立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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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研究路线和 1 条检验路线，在每一条研究路线上都

挖掘了主要剖面（基本剖面）、检查剖面（次要剖面）

和定界剖面，其中主要剖面是用来研究某个土壤类型

的全面性状特征而开挖的土壤垂直断面，利用主要剖

面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就可以从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系

统中检索到该剖面相对应的土壤类型名称即确定土壤

类型；检查剖面是用来观察土壤属性的变异性、稳定

性以及观察土壤变化规律的剖面，检查剖面可以确定

土壤分布规律，为土壤类型定界提供推理依据；定界

剖面就是用来确定土壤界线而设置的剖面，为勾勒土

壤界线提供依据。 

找寻土壤界线时所采用的方法为内插法（图 1）。

首先根据地形、母质、农业利用或植被的差异布置主

要剖面点（图 2），根据主要剖面点的诊断层和诊断特

性判断剖面的土壤类型。两个空间上相邻但土壤类型

不同的主要剖面点之间必定存在着土壤边界，然后逐

段挖掘检查剖面和定界剖面来缩小边界的找寻范围，

按此法逐渐内插下去直到找寻出两种土壤类型的边界

为止，再结合遥感影像和 DEM 把找寻出的土壤边界点

连接起来构成土壤界线。 

 

 

 

 

 

 

 

 

 

 

 

 

 

 
高程（m） 
34.7~ 55 
55 ~ 75 
75 ~ 95 
95 ~ 115 
115 ~ 135 
135 ~ 155 
155 ~ 175 
175 ~ 195 0 170 340   680  1 020  
195 ~ 213.5 主要剖面 次要剖面 土壤界线 定界剖面 m 
主要剖面 

图 1  内插法示意图                                             图 2  主要剖面设置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polation                                  Fig. 2  Distribution of major soil profiles 

 

 

1.2.2  检验、修正土壤界线    勾绘出研究区土壤类

型及边界后，再用一条路线检验前一步骤所绘制的土

壤界线是否准确。在检验路线上沿土壤边界两侧任意

设置 20 个检验剖面点，通过检验剖面的诊断层及诊断

特性对检验剖面进行命名并与勾绘的土壤图进行比

较，若检验剖面的土壤类型名称与所处的图斑内土壤

名称相同，则说明土壤界线勾绘正确，若存在差异，

则重新寻找并修正土壤界线。 

1.2.3  遥感影像解译与地形图    经实地踏查，分析

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与遥感影像的关系，建立遥感影

像解译标志，并对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形成该区域的土

地利用现状图；提取地形图高程信息并形成数字高程

模型（DEM），通过 DEM 分析该区域坡度、高程等

与土壤类型及土壤特性变化的关系。最后通过土地利 

 

用现状图与 DEM 判断土壤类型的分布范围及边界。

GPS 用于土壤剖面定位，为制图提供准确的空间参

考。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土壤类型及土壤界线 

在研究区共挖掘剖面 64 个，通过分析剖面的诊断

层和诊断特性共划分出新成土、雏形土、淋溶土、人

为土等 4 种土纲，在亚类上共分为石质湿润正常新成

土、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普

通简育干润淋溶土、普通铁渗水耕人为土、普通简育

水耕人为土、普通肥熟旱耕人为土等土壤亚类。其中

实验路线 1 的部分剖面性状按高程由高到低（山顶到

平原）的顺序由表（1）列 。 出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4%b8%bb%e8%a6%81%e5%89%96%e9%9d%a2&tjType=sentence&style=&t=major+soil+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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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路线 1 部分剖面性状 

Table 1  Profile characters of experimental line one 

土壤类型 高程(m) 土壤层 土层厚度(cm) 土体描述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斑纹简育湿润淋溶土 

 

 

 

普通铁渗水耕人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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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2 

C 

A 

P 

E 

Br 

BC 

0 ~16 

16 ~ 

0 ~20 

20 ~ 

0 ~ 27 

27 ~ 

0 ~ 24 

24 ~ 

0 ~ 26 

26 ~ 32 

32 ~ 

0 ~ 28 

28 ~ 33 

33 ~ 

0 ~ 26 

26 ~ 34 

34 ~ 

0 ~ 22 

22 ~ 36 

36 ~ 

0 ~ 20 

20 ~ 38 

38 ~ 

0 ~ 26 

26 ~ 49 

49 ~ 

0 ~ 24 

24 ~ 50 

50 ~ 

0 ~ 25 

25 ~ 52 

52 ~ 

0 ~ 24 

24 ~ 51 

51 ~ 

0 ~ 26 

24 ~ 50 

52 ~  

0 ~ 24 

24 ~ 52 

52 ~ 

0 ~ 23 

23 ~ 50 

50 ~ 

0 ~ 26 

26 ~ 53 

53 ~ 

0 ~ 21 

21 ~ 43 

43 ~ 60 

60 ~ 

0 ~ 20 

20 ~ 56 

56 ~ 80 

80 ~ 

0 ~ 13 

13 ~ 30 

30 ~ 53 

53 ~ 80 

80 ~ 

暗灰色、土体松散、砂壤质、含较多石块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灰色、土体松散、少量根系、含较多石块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灰色、砂壤质、松散、少量根系、含石块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棕、松散、砂壤质、少量根系、含石块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棕、松散、砂壤质、石块较少 

暗黄橙、砂壤质、土体松散、过渡性变化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灰色、较多根系、砂壤质、土体松散 

暗黄橙、砂壤质、松散、多石块、过渡变化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灰色、砂壤质、松散、少量石块 

暗黄棕、砂壤质、多石块、过渡性变化 

石质接触面、砂岩 

暗灰色、土体松散、根系较多、砂壤质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40% 

紫色砂岩 

暗灰色、砂壤质、土体松散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35% 

紫色砂岩 

暗灰色、土体松散、砂壤质、根系较多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30% 

紫色砂岩 

灰色、土体松散、有机质丰富、较多根系 

暗黄橙、黏粒胶膜体积＜5%、碎石体积约 25% 

紫色砂岩 

暗黄棕、砂壤质、较多根系、土体松散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18% 

紫色砂岩 

暗黄棕、砂壤质、土体松散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15% 

紫色砂岩 

暗黄棕、砂壤质、土体松散 

暗黄橙、黏粒胶膜数量＜5%、碎石体积约 5% 

紫色砂岩岩性特征 

暗棕色、壤质、有机质丰富 

淡红棕、紧实、黏粒胶膜数量＞5%、铁锰锈斑 

准石质接触面 

暗棕色、壤质、有机质丰富 

淡红棕、紧实、黏粒胶膜数量＞5%、铁锰锈斑 

准石质接触面 

暗灰、壤质、土体松散、有机质丰富 

淡棕、紧实、明显粘化、黏粒胶膜数量＞5%、铁锰锈斑

准石质接触面 

暗灰棕、壤质、土体较松散、有机质丰富 

淡红棕、土体紧实、黏粒胶膜数量＞5%、铁锰锈斑 

红棕、土体坚实、粒块状结构 

红棕、块状结构 

暗棕、壤质、土体较松散、少量根系 

淡红棕、土体紧实、黏粒胶膜数量＞5%、铁锰锈斑 

暗红棕、土体坚实、棱块状结构、铁锰锈斑 

紧实、块状结构 

青灰色、少量根系、壤土、有根锈 

浅黄橙色、壤砂质、稍紧 

浅黄色、有锈纹锈斑、稍紧 

灰色、潜育特征明显 

冲积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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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试验路线 1 的剖面性状比较，确定试验路线 1

的土壤类型分界点为（ 1 ：新成土-雏形土：

119°11 ′2.5″E,32°4 ′41.3″N, 雏 形 土 - 淋 溶 土 ：

119°10 ′58.4″E,32°4 ′34.4″N, 淋溶土-人为土：

119°10 ′52″E, 32°4 ′30″N），由研究区其他 3 条路

线也分别确定了土壤类型及分界点。通过分析土壤分

布范围与土壤景观的关系[8]，按照景观相似或相近的

原则，把相同类型的土壤分界点连接起来形成土壤草

图。最后在土壤草图的土壤界线两边设置了 20 个剖面

点对土壤草图进行检验，其中 19 个剖面点的土壤类型

与土壤草图图斑相符，说明土壤草图基本符合要求，

再经边界修正就可以正式成图。 

2.2  研究区土壤景观与土壤类型、土壤界线的关系 

分析 

景观是土壤、地形、母质、气候、生物的综合体，

是具有三维框架的区域综合特征反映。土壤在景观中

的发育和分布是多种成土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壤

是景观的组成部分之一，景观又是土壤的一面镜子，

当景观改变时，土壤的类型也将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二者相互衬托[6-7]。因此建立土壤-景观关系，研究景

观因子中一个或者多个成土因素对土壤类型、土壤性

质和分布规律的影响，对于土壤调查与制图具有重要

意义。 

2.2.1  研究区土壤景观与土壤类型的关系分析   研

究区面积较小，母质基本相同，相对于研究区所属的

不同土壤类型，母质不是影响土壤性质与土壤类型分

异的主要驱动因子，在研究区影响土壤性质分异的主

要因素为地形、生物与土地利用方式等。由 DEM（数

字高程模型）以及提取的坡度图分析得知，研究区山

体顶部（高程＞126 m、坡度＞21°）的区域受侵蚀最为

严重，土壤中石块较多且体积一般较大，土壤层次浅薄

且无明显分层，该区域主要发育为新成土。山体中上部

（高程：80 ~ 126 m、坡度：16° ~ 21°）土壤侵蚀程度

介于山体顶部与下部之间，由土壤剖面可以看出，土壤

表层含有机质较多且颜色较深，表层含石块较少且体

积稍小，土体稍厚于新成土且有 B 层发育，但 B 层没

有发生明显黏化且土层较薄，B 层石块较多且土体较

松散，该区域土壤主要发育为雏形土。而山体中下部

及坡脚（高程：42 ~ 80 m，坡度＜16°），土壤侵蚀微

弱，土体得以保存，土壤由于发生淋移淀积与次生黏

化作用，土壤 B 层已满足黏化层的诊断指标要求，该

区域土壤主要发育为简育干润淋溶土等淋溶土类。小

丘陵及平原地区的土壤发育受农业利用方式的影响较

大。小丘陵一般以旱作为主，土壤经长期旱作一般发

育为旱耕人为土；平原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水

源丰富，土地利用方式以种植水稻为主，土壤一般发

育为水耕人为土。由研究区土壤类型与土壤景观的关

系可以看出，土壤景观对土壤调查制图具有很好的指

导作用。 

2.2.2  研究区土壤景观与土壤界线的关系分析   土

壤界线与景观也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从农业利用方式

上分析，研究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或季节性水田

土层中一般都有潜育层、潴育层、水耕表层等诊断层

的出现，而以种植蔬菜、油菜、玉米、小麦为主的旱

地土壤中主要发育有肥熟表层等诊断层。由此可以分

析得知，不同的农业利用方式下土壤类型明显不同，

而不同的农业利用方式都有明显的景观界线，并且农

业景观界线与土壤类型界线基本一致。从地形上分析，

山体坡脚的淋溶土中一般发育有黏化层和有机质含量

丰富的腐殖质表层，而山体中上部的土壤中一般黏化

很弱且土体中含较多碎石，不满足黏化层的条件，因

此研究区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土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也

有明显区别，可以利用高程、坡度等地形信息勾绘土

壤界线。综上所述，土壤景观是土壤的一面镜子，可

以为土壤调查者提供一个映像界线，但要准确判断土

壤界线还是需要实地挖掘剖面验证。 

2.3   诊断层、诊断特性在确定土壤类型及土壤界线 

 中的应用 

2.3.1  诊断层、诊断特性在研究区确定土壤类型中的

应用分析    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

基础、以定量化为特点的土壤分类系统。判断任何一

种土壤类型时都要以诊断层和诊断特点为依据，依次

从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系统中从高级到低级逐级检索，

从而确定土壤类型。 

通过对研究区山体坡脚（坡度 3° ~ 6°）的土壤剖

面进行研究发现，土层中部一般都具有黏化层（B 层），

而黏化层的存在是淋溶土的必备条件，若其表观阳离

子交换量≥24 cmol/kg，则该土壤为淋溶土，再结合其

他诊断特性就可以给该土壤类型进行正确命名；对山

体中上部的土壤剖面进行研究发现，该区域土层中一

般有暗沃表层，也有 B 层出现，但 B 层的黏化不具备

形成淋溶土的条件，结合其他诊断特性可以判断该类

土壤为普通紫色湿润雏形土。由此分析得知，定量化

的诊断指标为区分土壤类型提供了有利依据，不再像

土壤发生分类那样存在对过渡土壤类型难以准确命名

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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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诊断层、诊断特性在研究区确定土壤界线中的

应用分析    深刻理解土壤系统分类的定量化对寻找

土壤界线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种土壤类型都有定量

的诊断指标对其进行土体描述，每一个土壤实体有且

只能有一个土壤名称，因此空间上相邻的两种不同土

壤类型之间都必然存在一条确切的土壤界线把两种土

壤分隔开来。若欲在野外实地寻找两种土壤类型之间

的界线就必须依据定量化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对土壤

类型进行判断，进而用内插法找出其土壤边界。 

研究区山体中上部的雏形土与山体坡脚的淋溶土

都有B层，要把这两种土壤区分开来，在实地中找到两

种土壤类型的分界点，就要以B层的黏化度来判断，若

B层表观阳离子交换量≥24 cmol/kg，则为淋溶土，若

不能达到黏化指标则为雏形土（在野外土壤调查时，

要测定阳离子交换量较困难，一般以形态上黏胶膜数

量≥5% 或色调更红，较紧实来为诊断指标来判断其

为淋溶土，否则为雏形土。）。研究区的新成土与雏形

土的区分是以剖面的分异状况来判断的，若土壤没有

明显的层次分异则为新成土，若土层有层次分异且B

层厚度＞10 cm但不构成黏化层的则为雏形土。旱耕人

为土与水耕人为土的诊断层与诊断特性比较容易辨

别，在此不再做阐述。总之，寻找土壤界线时，首先

要确定是以什么诊断指标来区分空间上相邻的两种土

壤，再用空间内插法逐步挖掘土壤剖面并寻找土壤界

线。 

3  讨论 

3.1  土壤剖面的设置原则 

 

由于每一种土壤都必然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和分布

规律，土壤调查者可以依据 3 种剖面的不同用途和特

点，在调查区域根据土壤景观特性来合理布置剖面点

的位置。其中主要剖面的设置最为重要，因为主要剖

面代表了一定区域范围的土壤特征（即每个主要剖面

都有一定的控制面积）。 

对本研究区所挖掘的土壤剖面进行比较分析得

知，山地、丘陵区土壤性状呈过渡性变化，从山顶到

山脚，土层逐渐增厚，土壤黏粒逐渐增加，富于规律

性；平原区及岗地由于农业利用方式多样，土壤变化

规律性难以掌握。因此，在土壤性状变化富有规律的

区域可较大间距的设置主要剖面，在土壤变异较大的

区域应较小间距的设置主要剖面点。在本研究中，对

4 条研究路线中的剖面点与土壤类型边界范围进行比

较分析，山地与丘陵区土壤类型跨度超过 600 m，平

原区土壤类型跨度超过 300 m，若按照《中国土壤普

查技术》中主要剖面点设置间距（1∶1 万）原则在本

研究区布置剖面点是完全合理的。结合《中国土壤普

查技术》中主要剖面的设置原则，笔者参考《中国土

壤普查技术》[13]提出面向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剖面设

置方法（表 2）供土壤调查者参考使用。检查剖面与

定界剖面是用来观察土壤性状变化及找寻土壤边界

的。这两种剖面的设置方法为内插法，即首先以较大

间距（主要剖面调查间距的四分之一）设置检查剖面

点，观察土壤性状变化，当土壤类型向另一土壤类型

过渡时，以较小间距（10 ~ 100 m）设置定界剖面点，

寻找土壤界线，但最后两个定界剖面点之间的距离要

小于允许误差（图上 2 mm）。 

表 2  主要剖面的控制面积及调查路线间距 

Table 2  Control area of main profiles and survey line spaces 

每个主要土壤剖面所代表的面积（hm2） 调查路线间距 土壤制图 

比例尺 I II III IV V 地面（m） 图上（cm） 

主要的土壤 

制图单位 

1:1 万 

1:5 万 

1:10 万 

1:20 万 

25 

120 

300 

733.3 

20 

100 

250 

600 

18 

88 

200 

450   

15  

64  

150 

357   

10 

40 

75 

200 

300 ~ 500 

1 000 ~ 1 500 

1 500 ~ 2 000 

2 000 ~ 3 000 

3 ~ 5 

2 ~ 3 

1.5 ~ 2 

1.0 ~ 1.5 

土系 

土族 

土族 

亚类 

    注：I、II、III、IV、V 为地区地形复杂程度等级。I 代表冲积平原与高平原，II 代表切割平原与冲积平原，III 代表丘陵、洼涝平原与河谷平原，

IV 代表山地、盐碱地、沼泽地、水稻区，V 代表高度集约的农地。 

 

3.2  土壤剖面的挖掘标准与记述 

挖掘土壤剖面时，挖掘的深度一般以能够准确判

断诊断层、诊断特性并能判断土壤类型为宜。对于薄

层的石质土、粗骨性土及火山灰土等一般要求挖至石

质层或准石质层即可，其余土壤剖面一般要求挖至 100 

~ 150 cm。挖掘主要剖面时一般用铁锹挖掘，剖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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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一般宽 1 m，长 1.5 m，深度根据不同土壤而异；检

查剖面可以用土钻钻孔观察，若遇到土壤剖面变异性

较大则应该将其改挖为主要剖面；定界剖面一般用土

钻即可。土壤剖面的记述主要包括地名、高级分类单

元检索号、生境条件、土壤形态特征、土壤主要形状

及分异、主要生产性能描述、单个土体描述等。 

3.3  遥感在土壤调查中的应用 

遥感影像是土壤景观最直接的反映，土壤景观界

线也是土壤类型的映像界线。本研究中，应用遥感影

像所反映的土地农业利用方式，就直接判断了旱耕人

为土、水耕人为土的分布范围；应用遥感影像所反映

的植被类型与地形特点又划分出了雏形土、新成土、

淋溶土的分布范围 。实践证明，遥感影像在研究区土

壤调查中勾绘土壤分布范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

用。土壤调查者在实地土壤调查工作开展之前，可以

通过遥感影像判断土壤的发生发育过程，勾绘土壤类

型的分布范围并初步确定土壤调查路线。但遥感影像

只能提供土壤映像界线，实地土壤类型可能存在变异，

要正确勾绘土壤分布范围还需要实地挖掘剖面验证。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证明，在面向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制

图时，根据土壤系统分类定量化的特点，以土壤剖面

的诊断层、诊断特性为基础，采用主要剖面确定土壤

类型，内插法寻找土壤边界是可行的。土壤调查者在

实际土壤调查中参考土壤发生学原理，结合土壤景观

可以提高土壤调查的速度和精度。结合本研究，笔者

针对面向土壤系统分类的土壤调查制图提出以下建

议。 

（1）充分利用诊断层与诊断特性。土壤系统分类

是以诊断层与诊断特性为基础，以定量化为特点的分

类系统。土壤调查工作者在调查区要充分利用定量化

的诊断层与诊断特性对土壤类型进行准确命名，命名

每一种土壤时都必须做到判断有据，命名合理。寻找

土壤边界时也要充分利用定量化这一特点，根据诊断

指标的差异把空间上相邻的两种土壤区分开来，以找

出其土壤界线。  

（2）重视景观因子在土壤调查中的作用。土壤是

五大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土壤景观对土壤的发

生、发育有着很大的驱动作用。虽然土壤系统分类并

不研究土壤的发生过程，但土壤调查者可以利用土壤

发生学理论来指导我们对土壤类型进行判断及边界的

寻找。不同的景观因子驱动着不同的土壤发生、发展

过程，最终会形成不同的土壤类型，土壤调查者要充

分利用土壤景观与土壤的关系在调查区域合理设置剖

面点，既要做到土壤调查结果准确又要做到尽量少地

挖掘土壤剖面，使得土壤调查工作又好又快。 

（3）充分利用 3S技术。遥感（RS）、地理信息系

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土壤调查制图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4-16]。利用遥感影像的解译

成果可以勾绘土壤的分布范围，分析土壤形成条件推

断土壤类型等[17]，为土壤调查节约时间和成本；利用

GPS可以为土壤剖面定点、也可以为土壤调查工作者

导航；GIS为土壤调查制图成果提供了最为有效、快速

的编制与输出土壤图的功能。总之利用 3S技术为土壤

调查制图服务可以大大提高土壤调查制图的效率并节

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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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oil Survey and Mapping for Soil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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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 

 

Abstract:  Chinese Soil Taxonomy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but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study on soil survey methods. Based on 

major soil profiles, checking soil profiles and delimitation soil profiles, by using the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s 64 points of soil profiles were dug 

in four experimental lines, the diagnostic horizons and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profil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oil types in the studying 

area and to draw the boundary lines of soil map. A checking line was used to check the precision of the soil map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rate was as high as 95%, which proved it possible to use the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s on the soil survey and mapping based on soil 

taxonomy. Combined with the soil landscapes, it can help soil investigators to determine the soil types and draw the boundary lines of soil map more 

efficiently. 

Key words:  Soil taxonomy, Soil survey, Soil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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