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作用
,

落淤 30 至 4。厘米厚
,

五至八年不返盐
,

落淤

50 至 70 厘米厚
,

十至十五年不返盐
。

且淤泥中含粘粒

较多
,

可增加土壤的代换性盐基总量
,

这就为降低土

坡碱化度创造了先决条件
。

黄水淤泥中富含碳 酸 钙
,

若结合种稻淤灌
,

对碱化苏打盐土则起着
“

化学 改 良

剂
”

的作用
。

2
.

改良盐碱土
、

沙质土的物理性状 引黄 淤

灌
,

对黄水中大量的悬浮物质入田
,

与沙质土混合
,

使

土壤物理性得到改良
。

如原阳引黄试验分析
,

在轻壤

质盐碱土上
,

落淤 5 厘米厚的胶泥
,

与其下 15 厘米厚

的土壤翻耕掺和后
,

可将原来含物理粘粒 32 % 的轻壤

土
,

变成含物理粘粒 4 0
.

3 %的中壤土
。

根据我们在中

牟杨桥灌区试验
,

在距淤方进水口 124 米处
,

共落淤 20

厘米厚
,

其中两合土厚 1 厘米
,

细沙土厚 7 厘米
,

胶

泥厚 12 厘米
,

然后将两合土
、

细沙土与胶泥进行 耕 作

匀和
,

可得到保水保肥的两合土偏粘的土壤
,

改变了

原来土壤的漏水漏肥的性状
,

增加了防盐
、

保墒保肥

作用
。

3
.

提高土堆肥力
,

增加单位面积产且 据人

民脏利渠灌区测定
,

黄 水 淤 泥 中 含 有 机 质。
.

8 8一

1
.

0 %
,

速 效 氮 0
.

004 一 0
.

0 07 %
,

速 效 磷 0
.

0 02一
。 .

00 4 %
,

速效钾 0
.

0 74 一 0
.

05 %
,

若落淤 5 厘米厚
,

每

亩地随淤泥进入田中的速效氮为 3
.

94 一 6
.

54 市斤
,

相

当于 1 8一 32 市斤硫酸按的肥效
。

群众说
: “

淤厚两三寸
,

顶施十车粪
” 。

因此
,

引黄淤灌可使产量大增
。

如开封

杜 良公社
,

淤灌前平均亩产只有5。一 80 斤
,

淤灌后增

产六倍 , 杨寨公社第一生产队
,

197 2年淤灌种稻改良

盐碱地
,

平均亩产 802 斤
,

一季上
“

纲要
” 。

一般说
,

引

黄淤灌改土后
,

比淤灌前增产一至五倍
。

此外
, :

引黄淤灌还可抬高地面
,

相对地降低了地

下水位
,

加固堤防
,

削弱黄水洪峰
,

抑制河床上升等
。

现在黄河下游大堤两侧
,

尚有 1 5。。万亩适宜引黄淤灌

的盐碱地和沙土地
,

今后应因地制宜
,

科学地利用黄

河水沙资源
,

有计划的进行引黄淤灌
,

改良土坡
,

为

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

参 考 文 献

〔 1〕 钱宁等
,

黄 河下 游河床 演变
,

科学 出版 杜 , 19 6 5

年
。

电子计算机自动绘制土壤图的尝试
*

—
以 云南腾冲侍朝坝土壤图为例

周慧珍 赵 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娘研究所 )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一
、

问邃的提出

现代遥感技术出现以来
,

传感器
、

运载工具
、

讯息

传输处理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

使得获取遥感数据的

周期越来越短
、

数量越来越大
。

然而大量反映地面实况

的遥感数据必须及时分析判读
,

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

息
,

并绘制成各种专业图件
,

才能供给有关部门使用

而发挥其功效
。

所以遥感数据的自动识别分类与自动

制图
,

越来越成为令人关注的研究课题
。

早在五十年代
,

制图自动化的研究就 已引起人们

重视
。

开始时主要研究解决把各种数字资料 (包括分析

测定数据
、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 ) 输入计算机进行处

理
,

然后 自动制出各种图表的理论与方法
。

以后研制了

图数转换设备
,

发展了数字化技术
,

能够把各种图形

资料和图象资料数字化
,

再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与制

图
。

近年某些发达国家又在着手建立直接应用遥感数

据 (磁带 ) 进行自动识别分类与自动制 图的方法与系

统
,

并开始应角于土地利用调 查制图及地质普查制图

等〔 1
,

2
,

3〕。

在土坡研究方面也取得一些成 功 的 实 例

〔2
,
3〕 。

不过至今比较成熟的方法还只有利用训练 区 的

监督分类法
。 、

这是由于土壤的特殊性
、

复杂性
、

土壤分

类指标不易形态化
、

分类系统不够严密等原因
,

所以应

用这种方法
,

除开始需去实地调查研究
,

掌握试验区实

况
,

训练计算机对试验区进行 自动识别分类
,

然后让

冲 本文曾得到戴昌达同志的布助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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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对整个制图区的土澳单元进行识别分类
。

最后

还需进行实地核对
。

H at re 等人曾在计算机上
,
应用聚类分析法对 四

个波段的卫星磁带数据进行处理
,

成功地绘制出一份

有 12 种土地类型的土地利用图
。

K
.

W
.

W a n g 等人〔幻

根据 n 种定量地形因子自动识别土集类型与性质的微

小差异
,

获得满意结果
。

他们提出今后应继续改进从

数字化地形资料与遥感资料计算定t 地形因子
、

发展

统计预测技术
、

检验这些因子在土坡预测和识别中的

有效性等方向上努力
,

并认为可望建立定量的土坡学

体系
,

使土坡自动分类技术能适用于世界各地和各主

要土城类型
。

我国基础薄弱
,

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四化的宏伟

目标
,

既要着眼于世界先进水平作为我们赶超的起点
,

又要从我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开始起步
。

基于这样的考

虑
,
我们一方面部署土壤波谱特性及其变化规律的研

究 , 另一方面利用兄弟单位可提供的数字计算机进行

有动绘制土城图的尝试
。

期望将来能够建立一个以土

集波谱变化规律为理论依据
,

直接运用遥感磁带数据
,

实现计算机自动识别
、

区分土壤类型
,

自动绘制土澳图

的全自动化作业过程
。

二
、

计算机自动幼翻土坡圈的依据

土城是母质
、

地形
、

植被
、

气候
、

成土年龄… … 等成

土因子的函数
。

一个具有丰富判读经验的土坡工作者
,

可以通过影象的儿何特征与光学特征
,

在航空象片和

卫星象片上辨认出土坡所处的地面形态
、

侵蚀程度
、

植

被夜盖
、

土地利用
、

母质类型等等
,

从而勾出各种土壤

界线
,

判断其类型与性质
。

如果我们把这一人工识别

过程
,

用一种特定的语言告诉计算机
,

让计算机根据

成土因子来判读土壤类型
,

确定其分布范围
,

这就完

成了土坡自动识别与制图的任务了
。

数宇电子计算机

恰好具备了与常规过程十分一致的思维逻辑过程
,

它

可以根据一
、

两项主导因子划分出几个大类
,

然后由几

项次要因子细分出更多的类型 , 而且电子计算机具有

快速和储存的优点
,

因而它可以接受比人工判读数目

更多的内容
。

由于计算机可 以一次愉入众多的单因子

数据
,
因此经过程序编排

,

它既能输出土族图
,

也能

输出分析土坡形成的各种单因子图
。

又由于本实脸的

土壤图是通过宽行打印机打出的
,

所以它具有一定的

行列规格
,

很容易估算各种土城类型的面积
。

这些逻

辑思维功能是土城自动识别与制图的基础
* 〔 1〕

。

不同地区不同的土壤类型是由几个影响它形成的

不同因子组成的
。

如果将这几个单因子组合起来
,

就

可以确定它是什么土坡
。

假定绝对高度为3 3 00米以上
,

母质为花岗岩
,

植被为草甸灌丛
,

这三个因子组合成的

土镶
,

我们很快就可断定它是山地灌丛草甸土
。

因此
,

当我们给不同的因子赋值于一个数字
,

并将这些数字

分别以一个代码或符号表示
,

则不同因子数字的组合

就可合成多种类型的土壤代号 (图 1 )
。

多因子的排列与

组合是 自动识别制图程序的核心
。

计算机中组合出来

绝对高度 母质类型 土地利用

33333 222 222

县县县 333 222

33333 333 222

+ +

33333 222 222

33333 222 111

44444 222 111

土坡数字组合图 土坡类型图

二办

333幼幼 2 2222 理 222

习习3 333 32222 20 111

333 2444 滋滋 20 111

二办

十十十 丫 VVV 甲 铲铲十十十 777 甲甲
+++++ V VVV 铲 了了

+++ 十十十十

公公公
l “ 训训

:
·

:::甲甲甲甲甲
lllll了 口口口

占占占 了 寸寸

:
·

;;;SSSSSSSSSSSSSSS
lllll 侧侧侧

}}}}}v 训训训

图 1 由组合法合成的土壤图示意

* 郑威
:

肠冲地理环境遥感自动分类 的开展 与决策方案
,

1 9 8 0年
。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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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宇
,

就代表了某一种土澳类型
。

对于计算机来说
,

识别组合的数字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

这就是计算机

分自动绘制土竣图的依据
。

三
、

本实脸中自动绘舰土城图的过程

试验区选在土城普查的试点地区— 云南省腾冲

县上云公社侍朗坝水库附近
,

包括一幅 1 : 1
.

6万左右

的航片范围
,

也相当于宽行打印机的80 多列和 50 多行
。

自动制图的大致过程是
:

资 料 的 分 析 处 理 和 数 字 化

试验区内的土壤制图单元主要是根据母质 类 型
、

质地和土地利用状况三大因子来区分的
。

因为我们采

用宽行打印机物出
,

为此首先要把这些资料按8 0 x s 。

矩阵的位里数宇化
,

数字化后每个因子变成一堆电子

计算机可以接收的数字
。

每个位置上的数字都是三维

的
,

即数字包含行数 ( y )
、

列数 ( x )和代号 (代 表 单 因

子类型 )
。

本区母质主要为花岗岩
、

安山岩和玄武岩三

大类
,

分别以代码 1
、

2
、

3表示
。

土地利用状况可分为水

田
、

林地
、

早地
、

水面 (池塘
、

水库等 )
、

居 民点
,

分别以

代码 1
、

2
、

3
、

4
、

5表示
。

土坡质地分粘质
、

粘壤质
、

壤质
、

砂城质
、

砂质
、

砂砾质等 6 种
,

分别以代码 1
、

2
、

3
、

6
、

7
、

8表示
。

4
、

5两个代码留出
,

以免将来三个单因子

图套合时
,

与其它图上的水面及居民点的代码 混 淆
。

作业时
,

首先通过航空象片判读与野外校核及补充调

查勾绘出成土母质
、

土地利用
、

质地三张单因子图
,

随

后将上述代码按格式分别填入单因子图的各种类型界

线内
,

这时还要注意的是在母质和质地图 上 分 别 留

4
、

5两个代码
,

与土地利用图的 4
、

5代码相应
,

也就是

说
,

要使三张单因子图严密套合
。

数字化以后的数字按一定格式愉入计算机进行排

列组合
。

究竟采纳那一种格式
,

取决于数字的多寡和

电子计算机内外存的大小
,

数字少
、

机器内外存大的

可以整个矩阵输入 , 数字多机器内外存小的
,

可以一

行一行地输入
。

我们的工作是用后一种方法进行的
。

数字化代码输入计算机后进行多因子 的 排 列 组

合
,

这一步实际上相当于三张单因子图互相套叠
,

经

过数字代码的排列组合
,

试脸区被区分为以下 15 个上

图单元
:
安山岩母质上发育的粘质火山灰土 (组合数

为2 2 1 )
,

玄武岩母质上发育的粘壤质火山灰土 (组合数

为23 2 )
,

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粘壤质黄红城 (组合数为

2 1 2)
,

耕种粘壤质火山灰土 (黄泥土 ) (组合数为 3 2 2 )
,

耕种旗质火山灰土 (末香土 )( 组合数为 33 3 )
,

耕种沙壤

质红黄壤 (白沙土 )( 组合数为 31 6 )
,

壤质火山灰水稻土

(末香田 )( 组合数为 13 3 )
,

粘坡质火山灰水稻土 (黄泥

田 )( 组合数为 12 2 )
,

城质火山灰水稻土 (黄泥田 )( 组合

数为 1 3 3 )
,

砂砾质水稻土 (细白沙泥田 ) (组合 数 为

1 1 6 )
,

砂砾质水稻土 (粗白沙泥 田 )( 组合数为 11 8 )
,

锈

水田 (组合数为 13 7 )
,

冷浸田 (组合数为 1 17 )
,

水面 (组

合数为 44 4 )
,

居民地 (组合数为5 55 )
。

以上的组合数

第一位数为土地利用代号
,

第 2位为母质类型代号
,

第

3 位为质地代号
。

取得代表各类土城的组合数字以后
,

就要考虑选

择什么样的符号来表示
。

然后在计算机的程序中安排

以符号替换数字的语句来实现这种替换〔 4
,

5〕。

本试验

是采用以初始语句 ( D A D A语句 )输入符号
,

并用重复

打印的办法
,

由简单的几种符号
,

重复打出 10 多 种 符

号来 (图 2)
。

这时计算机里 已经储存了用符号表示的土

壤类型图
。

作为计算机的最后一步工作是按照恰当的格式打

印成图
。

输出的格式既要考虑符号打印的正确性 (例如

字符列用 A I 格式
,

重复打印用 I H + 格式 )
,

还要考

虑制图工作中通常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

如
:
换页

、

图面

位置居中
、

图例排列得当等
。

同时调用打图框
、

写图名

等程序
,

使打印出的土壤图成为一幅完整 的 土 壤 图

(图 2 )
。

最后将打印出的土壤图
,

按不 同的类型符号
,

涂

上不同的颜色
, 以加强土壤图的易读性和艺术性

。

四
、

讨 论

将计算机自动打印的试验区土壤图 (图 2) 与原来

通过航片判读
、

野外校核及补充调查而绘制的上壤图

(图 3 )相比较
,

可 以发现两者在本质上十分相似
,

只

是 每个图斑轮廓的边界线由圆滑的 曲 线变 成 了 宽

行打印机输出的折线而稍有失真
,

说明本试验对电子

计算机 自动识别
、

区分土城类型
,

绘制土坡图的处理

过程是正确的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用这种方法制图具

有成图快
、

人为差错消除
、

一次输入可派生出多种单

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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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图
、

能快速粗略统计各类土坡面积等优点
。

使用

仪 器 也比较简单
,

一般计算站即可完成
。

当然
,

这次

试脸是 很 初浅的
,

只是从已知到已知
,

并没有多大的

生 产 价值
。

但它的意义在于
: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
,

初步掌握了电子计算机 自动绘制土城 图 的基本方法
,

为在我国研究土城制图自动化迈出了第一步
。

今后我

们考虑
:
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开展土坡波谱特性变化规

律 的研究
,

深入掌握它和各种遥感数据的相关性
,

为

从根本上 解决应用计算机处理遥感磁带数据进 行 土

城 自动识别分类与制图的程序
、

模式 等 间题提供可

靠依据 , 另 一方面
,

要系统研究从遥感图象与地形图

上提取与各种土镶 形成发育有关的定量地形数据
,

把

它作为改造
、

整理现有土坡分类系统与指标的蓦础
,

使

之适合于计算机 自动识别
、

制图的要求
。

我们认为如把

这两方面的工作系统开展起来
,

积累起相当的数据
,

将

有可能较完善地建立土城遥感 自动识别与制图的全 自

动化作业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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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甲 嗦 氮 肥 增 效 剂 施 用 效 果
,

印 天 寿

(安徽农学院淮北分院 )

2一甲墓
一 4

,
6一双 (三氛甲墓 )均三嚓简称舰甲嗓

,

是

我省蚌埠化工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一个盆肥增效剂的新

品种
。

与氮肥拌合施用
,

可以提高氮肥肥效
,

促使作

物增产增收
。

为鉴定抓甲嗓的施用效果
,

自1 97 5年起
,

连续地进行了四年试验
。

试验在我所及我场若千大
、

中生产队进行
。

土质

均为粉砂粘族型土壤
,

p H值为 6
.

。一7
.

4
,

土坡有机

质为 2
.

3一 1
.

6 %
,

全氮 0
.

06 2一0
.

0 53
,

全碑 0
.

0 2 4一

0
.

0 30%
,

代换量为 7
.

5一 1 2
.

3毫克 / 1 0 0克土
。

表 1 级甲嗦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作 。 …处

.

{
对

早 稻 }抓甲哪荃脚
(湘般早 “ 号 ) }抓甲嗦 (荃迫肥 )

产 t

(斤 /亩 )

增 产

斤 /亩

{
%

3 7
。

0

7 5
。

0

5
。

2

1 0
。

5

000
ǔ

20..

…
吐曰nU众ù
-自勺月产,二ù勺8

一J性月才目肠才̀开才一J借J弓

双 季 晚 稻

(武 农 早 )

对 照

舰 甲嗓 (荃迫肥 、 3 4
。

8 1 1
。

2

试脸结果和讨论

瓜蔽- 藻一 }
对 ,

}
`沪 农 早 ) }抓 甲嘴 `基追肥 )l

2 3 9
。

6

2 6 4
。

2 2 4
。

6 10
。

3

1
。

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我们施用的抓肥以 碳 酸

组按为主
,

抓甲嗓按施氮肥总氮盘的 3%拌 用
。

在 水

稻
、

油菜
、

小麦
、

棉花上试验
,

均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一般约增产 5一 10 % (表 1 )
。

2
。

对生长发育的作用 舰甲嗓有利于作物 的生

长发育
。

表现为水稻的株高增加
,

叶色较绿
,

能早发多

菜增雄
,

有效称数增加
,

但穆粒数及千粒重则稍 见 减

少 ,油菜的颈较粗
,

开盘较大
,

植株较高
,

分 枝 数 较

对 照

饭 甲嘴 (基迫肥 )

( 7 1一8 15 )

对 照

抓 甲嗦 (追肥 )

3 6 0
。

2

3 7 9
。

2 1 9
。

0

1 6
。

2

5
。

3

注 : 试验一般均重复 2一 3次
。

棉花系籽棉产 t
。

* 本试脸在安徽省白湖农场农 科所进行
。

得到蚌埠化工

研究所及省农科院的帝助
。
还有陆华同志今加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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