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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 1 1 0 0万土壤图是国家的基本图幅
,

其编制钓 目的在于反映全国和大地区的主要土

雄类型
,

组合及其分布规律
,

并体现土坡的区域特征
,

全面展示我国土壤资源的概况
,

粗略

堵估计和评价我国土壤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

它既是编制全国和大地区土壤资源图
、

土壤性质

图
、

土坡肥力用的基础图
,

也可为国家及省 (区
、

市 )进行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
、

土壤利用改

良分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在发展国民经济中
,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农业生产的

合理配置
,

国土整怡以及国防建设均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同时
,

对加强土壤分类
,

土壤分布

和土城制图的研究
,

以及土壤地理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

,
一

土城制圈 ( 包括玉: 1 00 万土壤图 )起源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

它的发展深受土壤分类思想
、

分

布概念以及制图定量化程度的影响
。

19 世纪中期因受农业地质学派和农业化学派观点的影响
,

根据土壤的某个性质或某些性质进行单因素制图
。

1 9世纪 8 0一90 年代以 B
.

A
.

口。
盯二

。 B
为

代表的地理发生学
4

派的建文 , 促使俄国由单因素制图转变为主要以发生学单个土坡类型为制

圈单元的综合特征制图阶段
,

并广泛传播到其他国斌 : 。世纪 3。年代英国学者 M IIn 。 提出了

土链的概念后
,

美国土集制图中开始普追地应用了土壤类型组合作为制图单元
。

40 年代以来

苏联在B
.

A
.

八。 K y , ae 。提出的士壤地形学的基础上
,

逐步形成了土壤复域的概念
,

并开始进

行土被结构和 以土攘复域为制图单元的土被结构秘图研究
。

因而
,

目前国际上有三种制图体

系
,

(一 )以苏联为代表的土壤类型制图 ; (二 ) 以美国
、

_

联合国为代表的土壤组 合 制图
; (三 )

以苏联 B
.

M
.

中 p班江二 a R双等人为代表的土被结构制图〔 i 〕
。

我国土壤调查制图开始于 20 世纪
、

破 年代
,

·

解放前小比例尺土坡图仅编制了一些小于 :1

1 00 万的约图和概图
。

解放后 50 一 60 年代在借鉴苏联发生学基础上
,

结合自然区划
、

流域规划
、

水

土保持
、

荒地开垦
、

宜林地选择和农业区划
,

先后编制了新疆
、

内蒙
、

东北
、

江苏
、

广东
、

广

西
. 、 】

云贵南部
,

长江流域等省区 1: 1 00 万土壤图
,

并编制了更小比例尺的全国土壤图
。

7 0一 80

年代结合土壤资源调查和土壤普查
,

继续编制了部分省区如宁夏
、

黑龙江
、

青海等 1 : 1 0 0万土

壤图
,

并进一步编制和出版了各种比例尺全耳 编制中逐步应用了卫片目视判读等遥

感技术 ; 在总结和吸取国内外经验的墓 础上孙 土城制图方法论的研究
。

过去虽然完成

了许多省区 1 : 1。。万土攘图
,

但对于编触全国 1: 1 00 万国家分幅土坡图还缺少统一的原则和方

法
。

近年来根据国家科研规划的重点任务
,

我们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

其结果有 1 9 8。年发表的
“

编制全国 1 : 10 。万土城图的原财和方法试拟
”
一文 〔 “ 〕 ,

1 98 3 年在全国 l : 10 。万土壤图协作会

*
.

中国科学院科学攀金资助译题
。

本文是完成 中国科学院全国 l : 工00 万土雄阳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的 阶段 工作总结 ,曾

在 1 9 8 5年 8 月在南京召开 的编制中国百万分之一土集图试点图幅协作会议上进行过交流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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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的报告稿
“

中国1 :` ”0 万土壤图的制图纲要 (草案)
”

(李锦执笔)
, ` 98 5年在编制中国:1 1的

万土壤图试点图幅会议上 的报告稿
“

中国 1 : 1 00 万 上壤图制图规范 (讨论稿 )
”

(李锦
、

曹锦铎
、

王鹤林 )
。

并于 1 9 8 4
一

勺三开展
一

j’ 1 : 1 00 万
.

乌鲁木齐幅 的土壤调查制图工作
* ,

根据土壤组合发生的

医 制图原则
,

采用基本图幅资料
,

必要 的土壤调查
,

卫星象片判读三者相结合的制图方法
,

以

单区和复区图斑结合的方式制图
,

取得了干早地 区制图的经验
,

这些工作为全面开展国家分

幅 1 : 1 00 万土壤图的编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

二
、

制图原则和依据

土壤图是 以图形的方式客观而概括地反映自然界土壤空间分布的型式和面积比 例 关系
。

由于各种土壤在自然界的空间分布以组合形式出现
,

同时各种组合格局的形成在发生上有一

定原因
,

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
,

因此
,

土壤制图不应简单地表现土壤信息的空间分布和

组合现象
,

而必须以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图斑内部之间土壤组合的发生原因
、

土壤组合中组成

分 的内在联系 以及各种土壤组合的图形特征
,

并以此为基础
,

经过科学的综合
,

将土城类型
、

组合的数量范围及其分布规律反映在图上
,

这种制图原则可称为
“

土壤组合发生
”

原则
。

1 : 1 00 万 土壤图反映与生物气候条件相联系的土壤广域分布规律
,

如土壤的水平分布规

律
,

土壤的垂直分布规律
,

高原土壤的水平和垂直复合分布规律
。

同时
,

还反映受大地貌的

影响而形成的各种土壤分布的区域性特征
,

对于与中地形
,

母质
,

水文地质条件有联系的中

域土壤组合规律也可以单区或复区图斑体现
。

如在塔里木盆地 (干早内陆盆地 )
、

华北平原 (半

干早平原地区 )
,

江南丘陵低山 (湿润丘陵山区 )的土壤分布就各具特色
。

编制 1 : 1 0 0万土壤图的依据如下
:

1
.

土壤制图单元以土壤分类系统的相应级别 的分类单元 或分类单元的组合为基础 ,

2
.

图斑结构和图斑之间的组合以土壤分布规律为依据 ,

3
。

区域性特征根据制图单元的内容
、

细度以及图斑之间组合形状的差异来体现 ;

4
.

图幅内容的生产性除不同土壤类型本身所表示的以外
,

还根据所确定的相 ( p h as e
)和

与生产有关的非土壤形成物
。

三
、

制图单元及系统

土壤制图单元是表示图斑内容的单位
,

它虽主要以土壤分类系统的各级分类单元为基础
,

但制图单元与分类单元两者并不等同
。

作为反映在图上的内容
,

制图单元还应根据制图体系

(土壤类型图
、

土壤组合图
、

土被结构图等 )
、

比例尺大小
、

制图 目的来确定
。

为适应土壤资源清查和利用的目的
,

1 : 100 万土壤图宜根据土壤组合发生的制图原则
,

以

土镶类型和类型组合作为制图单元的主要内容
,

并表示其它与生产利用有关的成分
,

用单区

和复区图斑相结合的方式制图
,

在一幅图上可视具体情况确定各种图斑的具体结构形式
。

制图单元的成分除包括相应级别的各种分类单元外
,

还包括冰川
、

雪被
、

盐壳
、

盐泥
、

岩

石露头等非土坡形成物
。

此外
,

可以根据各类土壤及不同地区确定一些相
,

如侵蚀
、

石质戈

壁
、

有效土体的厚度等等
。

它们表明与利用
、

管理有关的土壤和环境条件上的差异
,

而不一

定属于分类单元之间的差别
,

每一个分类级别都可 以出现不同的相
。

这些相不作为单独的制

* 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新皿生物土镶沙漠研究所
、

新粗生产建设兵团勘察设计院二分院进行
。



图单元
,

但却是区分制图单元的因素
。

`
制图单元中土壤类型的分类级别大体相应于成图比例尺

。

分类级别过高
,

不足以反映土帐
壤的实际情况

,

过低则图面繁琐
、

复杂
,

难以清楚地表示土壤的分布规律
。
1: 1 0 0万土壤图的

万

最低一级制图单元一般反映到土属
,

少数可到土种或亚类
,

不 同地区可不尽相 同
,

大体上 山

区高于平原地区
,

农区低于非耕作区
。

平原区尽量到土属
,

山区到土属或亚类
。

制图单元的等级宜少
,

系统宜简明
。

1 : 1 00 万土壤图采取制图单元与分类单元间等级不一

致的方式
,

使用两级制
,

第一级为上层制图单元
,

相当于土类
,

阐明土壤类型间的发生关系
,

主要作归纳用
。

第二级为基本制图单元
,

即实际上图单元
,

可 以是土属
、

土种和亚类
。

在排

列上不论是土属
、

土种或亚类均作为第二级制图单元统一排列
。

制图单元系统的排列以正确表现土坡分布规律和图幅内容清晰易读为前提
,

将分类系统

作为结构的基础
,

但不一定与分类系统排列完全一致
,

复区图斑中的制图单元依主要土壤成

份排在单区制图单元之后
。

中国 1 : 1 00 万土城图制图单元中的土壤成分
,

除将初育土排在前

面外
,

可以按地带性土壤
、

隐域性土壤的顺序
,

由北往南
,

由西向东
,

由高到低进行排列
。

而

作为制图单元成分的冰川
、

雪被
、

盐壳
、

盐泥等非土壤形成物排在其后
。

耕种土壤类型能成

为独立制图单元成份者如各种水稻土
、

黑沪土
、

潮土
、

灌淤土等
,

以单区或复区图斑表示
,

反

之
,

则以各种符号定位或定量标出
。

高山土壤和分布在垂直带中而水平带没有的建谱山地土

城类型
,

应作为独立的制图单元列出
,

如属主要成分
,

则在图斑中加斜线或山地符号 ; 山地

土城在水平带中有相似类型者
,

不单列制图单元
,

但在图斑中也应附加斜线或符号表示
。

四
、

图斑结构和组合

图斑是制图单元在图上所表示的有区界的空间范围
,

每个图斑均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面

积
。

图斑结构是指单个图斑中制图单元存在的基本形式
,

包括组成分
,

面积对比关系
,

结构

形成的基础等
。 1 : 10 0万土城图采取单区与复区图斑兼有的方式

,

并重视复区图斑中各 组成

分之间的联系和组合的发生原因及几何形状
。

根据图幅成图比例尺表达的可能性以及编图的目的
,

首先确定保留的最小图斑面积为 0
.

2

厘米
2 。

在最小图斑允许的范围内
,

土族类型能够单独表示 的则以单区图斑表示
,

否则以复区

图斑表示
。

一般来讲
,

在生物气候条件类似的地区
,

如地形变化不大
,

或垂直带的更替幅度

较宽
,

在一个带内土壤类型又比较一致
,

不同类型容易分开者
,

多用单区图斑 , 而中域或微

域地形变化复杂
,

母质变异大
,

或土壤垂直带幅度较窄
,

或一个带内不同类型交义分布
,

或

者耕作活动强烈的地区
,

不 同土壤类型难以完全分开表示者
,

多用复区图斑
。

复区图斑主要

是指在地理上有一定发生联系
,

并毗连分布的土城组合
。

其主要和次要组成分的面积比
,

初

步考虑分别为 50 一70 %和 30 一50 %
,

农耕地次要成分可到 10 %
,

一般土壤为 10 一 30 %者可作

为在命名上不表示的内含物计算面积
。

根据成因
,

复区图斑可以归纳为地形系列
、

母质系列
、

历史演化系列
、

耕种系列等成因

系列
,

每一系列下可分为许多成因类型
。

例如
:

地形系列下可分为
: 1

.

山地地形高差悬殊垂直带过渡迅速引起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喜马

拉雅山南侧边缘山地的黄城与黄棕坡组合 ; 2
.

山区坡度陡缓引起的
。

如各种山地土壤 与 石

质土的组合 , 3
.

山地坡向差别引起的
。

如天山北坡的黑钙土 (阳坡 )与灰褐色森林土 (阴坡 )的

组合 , 4
.

丘陇起伏引起的
。

如南方丘陵区红壤与潮泥田或冷侵田组合 , 5
.

平原区水分状况

功



吞

诊

或水盐状况变化引起的
。

如太湖平原不同类型水稻土的组合
,

华北平原潮土与盐溃化土城的

组合
。

毋质系列下可分为
: 1

.

风沙覆盖引起的复区图斑组合
、

如
二

l
:

早的塔里 木盆地流动风沙」:

与普通龟裂土的组合
,

半固定风沙
_

七
一

与盐化胡杨荒漠林土的 f1I 合等
; 2

.

仗蚀作用引起的
。

如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黄绵土与红粘
二卜的组合 ; 3

.

不同毋岩交叉分布引起的
。

如南方丘陵区红

坡与紫色土的组合
,

中性紫色土与酸性紫色土的组合
。

历史演化系列下可分为
: 1

.

荒漠化作用引起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塔里木盆地普通龟裂土

与荒漠化草甸土的组合 , 2
.

成土年龄不同引起的
。

如淮北平原的砂姜黑土和潮土
,

西北黄土

高原黄绵土与黑庐土的组合
。

耕种系列下可分为
: 1

.

不同耕种类型组合的复区图斑类型
。

如西北干早区的 灌淤熟化

绿洲土与灌淤普通绿洲土的组合
,

南方湿润区的漪育性水稻土与潜育性水稻土的组合
; 2

.

耕

种与非耕种类型组合的
。

如西北干早区灌淤绿洲潮土与草甸盐土的组合
,

南方湿润区淹育性

水稻土与红壤的组合
。

图斑组合主要是不同规模的上壤组合规律在图形上的显示
。

中国 1 : 1 00 万土壤图图斑组

合应总体反映土壤的广域分布规律
,

即土壤水平分布规律
、

土壤垂直分布规律
、

高原土壤水

平一垂直复合分布规律
,

而不 同地区的图斑组合则表示土壤分布的区域性特征
,

如塔里木盆

地的环形带状的图斑组合
,

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的平行状 图斑组合
,

黄土高原区的树枝状图

斑组合等等
。

在编制 1 : 1 0 0万 土壤图时
,

为了剖析复区图斑的组成
、

面积比例和发生原因
,

研究不同地

区图斑组合的特点
,

还需要进行典型地区的中
、

大 比例尺的调查制图
。

五
、

1 : 100 万土壤图制图程序和方法

制图程序分以下四个阶段
:

(一 )准备阶段 主要是收集资料
,

分析资料
,

勾绘影象图和做好编图与野外工作的物质

准备
,

准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下步工作的进行
,

甚至影响到土壤图的质量
。

1
.

收集资料

( l) 专业资料收集
:
编制 1 : 1 00 万土壤图需要收集已有的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以及有关的

调查报告
、

文献资料
。

图件比例尺一般 1 : 20 万到 1 : 1 00 万之 间为适宜
。

还需收集与编制土城图

有关的邻近学科的资料
,

其中包括地貌图
、

地质图
、

第四纪地质图
、

水文地质图
、

植被图
、

森

林图
、

草场图
、

土地利用图
、

气候图等及有关的文字资料
。

( 2) 卫片的收集
:

卫片是编制和修编土壤图的重要资料
。

收集时特别要注意卫片质 t
,

即

信息损失少
,

图象清晰易读
,

层次丰富
,

反差适当
,

无云或少云
。

还要注意收集各地 区不同

时期的卫片
,

特别是不同地区最适当的时相
,

以便取得较多的信息
。

( 3) 地理底图的收集
: 以国家测绘总局新编 1 : 10 0万与 1 : 50 万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和制

作出版底图的基础
。

为了剖视典型地段土坡分布情况
,

还需收集部分航片
,

以便进行大
、

中比

例尺土壤图的编制
。

: 2
.

资料分析

( 1) 将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仔细研究分析
,

通过读图和 比较来评定内容质量
,

从而确定基

本资料
、

补充资料
、

参考资料
。

在图历簿中对三种资料使用情况写出说明
,

并作出基本图幅



资料略图
。

为便于编图
,

应将基本资料图件通过照相或静电复印统一成 1 : 5 0万过渡图
,

并转

绘到 l : 50 万晒蓝聚脂片上
。

( 2 ) 参阅各种图件文字资料
,

熟悉地区基本情况
,

了解土壤大致分布规律
,

拟订初步的

土城制图单元系统
。

( 3) 对卫片初步判读
:
首先在假彩色合成卫片上打好经纬线网 , 然后在卫片上判读地理

要素
,

如水系
、

水库
、

居民地
、

道路
、

地貌等
,

并对应地形图加以显示
,

同时将名称注于卫片上

同一要素旁 , 接着应对卫片影象色斑
、

图型等进行判读
,

判读的方法是从大到小
,

由粗到细
,

从

地貌到土壤
,

逐级勾绘出深
、

浅
、

暗
、

淡各种色斑图型
,

初判出的这些色斑
、

图型
,

有的就是

土坡界线
,

有的可能不是
,

这均有待在野外建立判读标志后加以判断
。

通常
,

这些界线都需

转绘到 1 : 50 万晒兰聚脂片上
。

但在土壤资料充足的部分尽量勾绘出土壤界线
,

而不充足的部

分则先勾出不同的自然景观界线
。

( 4) 分幅设计书的编写
:
通过资料分析和卫片初判

,

编写分幅设计书
。

设计书是根据统

一规范编写的一份体现该幅土壤图区域特点
、

编制方案和预期成果的重要文件
。

(二 )好外润查阶段 野外调查的目的是
:
对已有编图资料加以验证

;
对资料不足 的地区

作补充调查 , 建立土坡卫片判读标志
;
分析区域土壤分布规律及土壤组合特点

。

根据对卫片初判进行布点和考察路线的选择
。

考察路线应选择交通便利
,

能穿越较多的

地貌类型
、

母质类型
、

植被类型
,

而且在卫片影象上色调变化也较多
,

这样能反映较多的土

城类型
,

易于掌握土城分布规律
。

对资料较差地区重点进行野外工作
,

研究各种土壤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

在资料较

好地区
,

将卫片影象与基本土壤资料对照起来判读
,

利用卫片修改土壤界线
。

为了建立土城判读标志
,

必须解剖典型地段
,

详细记载土壤剖面特征
、

地形部位
、

地表

植被
、

母质类型
、

并与卫片影象色调进行相关分析
。

( 三 )编制阶段

1
.

1 : 5。万土壤过渡图的编制
:

( l) 在室内初判与野外工作的基础上确定土集制图单元及其系统
。

将各种图件资料统一为
l : 50 万

,

其制图单元应与新拟订的制图单元系统相对应
,

并作出统一对照表
。

( 2) 进行室内判读
:
根据野外路线调查或典型解剖地段掌握的判读标志

,

结合地形图
、

地

质图
、

植被图及利用现状图等资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并对不同时期卫片影象色调进行对比分

析
,

进一步判读土城内容
,

整理修改卫片初判的土壤界线
。

( 3) 编制:1 50 万土镶过
.

渡图
:
由于各地原有资料情况的不同

,

所采用 的编制方法也不完

全相同
,

可分为两种情况
: A

.

资料较好地区
。

以基本图幅资料为主
,

结合卫片和野外调查

材料在 1 : 50 万晒蓝聚脂片上进行编制
。

B
.

资料较差地区
。

以野外调查材料为主
,

结合卫片

和补充资料进行编制
。

在编制中对规定标准以下的最小图斑舍去
,

面积虽小但在分布上或生

产上有特殊意义 的土城可适当超标准保留或以符号表示
。

上述两种情况编制时均须转绘到地形图上
。

其转绘方法是采用塑料片蒙脱
。

对基本资料转

绘必须以地形图的经纬网和地物要素作控制
,

逐块转绘 ; 对卫片的转绘要有相应地形地物作

必要的控制
,

若影象变形较大时
,

必须在卫片和地形图上选择相应的同名地物约 9一 12 个点

作控制
,

并分成小块逐个转绘
,

以便保证精度
。

( 4) 对编成的四幅 1 : 50 万土壤过渡图进行接边与初审
。

图幅内容必须达到正确完整
,

界

线精确清楚
。

审完后即着墨
。

食

匆

协



称

肠

.

2
.

1 : 100 万土壤图的编制
:

( 1 )制图综合
:

在 1 :0 5万土壤过渡图编制完成 的基础上
,

燎相缩小成 1 : 1 00 万土壤草图
,

在蓝图上根据 1 : 1 00 万土壤图图例系统和制图规范要求进行制图综合
。

通过综合与取舍
,

要求

仍能客观地反映 自然界土壤的几何特征
、

面积对比
、

组合状况和分布的规律性
。

制图综合取舍的途径和方法是
:

以最小图斑面积和基本制图单元的土壤分类级别为基础
,

从内容综合
、

面积综合
、

图形细部综合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

具体说即以高一级的分类单元归

并低一级的分类单元
; 以面积大的图斑归并面积小的图斑 ; 与地形底图相应

,

舍去单个图斑

次要的
、

非本质的碎部
,

保留基本的
、

典型的和有特征性的部分
。

综合的结果除主要以单区

图斑和复区图斑表示外
,

在生产上和分布上有意义的过小图斑可用非比例符号定位标出
,

复

区图斑中所表示的土壤类型最多不能超过三个
。

此外
,

还有质地
、

相
、

非土壤形成物等均按

统一符号表示
。

( 2) 图幅接边
:
全国 1 : 10 0万土壤图共有 79 幅

,

涉及接边的有64 幅
。

相邻图幅接边的原则

是南边幅去接北边幅
,

东边幅去接西边幅
,

迟完成的图幅去接先完成的图幅
,

接边处留出 2

厘米
。

当接边处土壤情况不一致时应认真研究
,

在精度允许误差范围内 ( 。
.

2厘米 )可以直接

接边
,

若超过允许精度范围较大
,

则根据资料斟酌或协商解决
,

或去野外核实
。

接边完成后
,

各类型线都应对应连接
,

代号一致
,

没有矛盾
。

( 3) 土壤面积量算
:

为摸清全国各类土壤资源面积
,

提高土壤图的利用率
,

各分幅图编

制完成后
,

都要进行面积量算
,

求积方法待进一步探索
。

( 4) 撰写分幅说明书
:
在编绘完成后

,

必须写出该幅图的说明书
,

阐述区域概况
、

土壤特

点及其分布规律
、

编制方法和存在问题等
,

补充土壤图内所不能表示的内容
。

3
.

地理底图及其内容的选取
:

本图采用国家测绘总局新编 1 : 1 00 万地形图为地理底图
,

它是正轴等角圆锥投影
。

东西按经差 6
“

分带
,

南北按纬差 4
。

分带
。

幅内以经
、

纬差 1
“

分格
,

注有经纬度注记
。

由于地理底图是专业地图的骨架
,

同时又是专业地图数学基础的体现
,

所以除选择资料

现势性强
,

地理要素准确而完备
,

符合工作需要的地理底图外
,

对地理底图要素的选取
,

也直

接影响到土壤图的质量
,

十分重要
。

图上地理要素的选取依工作底图和出版底图而不同
。

前者需要保留等高线
、

水系
、

较多

居 民地和沙漠
、

沼泽等特殊地物区界等等要素
,

以便控制专业内容的编制
,

一般就采用现行

地形图
,

不作取舍
。

后者主要保留能够论证土壤地理特证 的要素
,

即与土壤图内容最密切的

地理要素如水系
、

主要交通干线
、

一定数量的居民点 (原则上选取县以上 的居民点
,

在人烟稀

少处可选取到县 以下
,

必须时还需选取一些级别低但对土壤分布有意义的居民点
。

)
,

方便读图

的注记符号
,

以利突出专业内容
,

使土壤图清晰易读
。

4
.

完成 l : 1 00 万土壤图编绘原图
:

土壤图主要由土壤专业内容和地理要素两大部分组成
。

土集专业内容由制图单元和图斑来体现
,

制图单元是图斑所包含的内容
,

图斑是制图单元在

图上所表示的有区界的空间范围
。

地理要素对专业内容起定向和定位的作用
,

有助于揭示土

壤分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间接校核专业内容的准确性
。

因此
,

土

壤专业内容是核心
,

地理要素是骨架
,

两者相辅相成
。

此外
,

为了更好地表述图幅内容和精

度
,

还须配置一些更小比例尺的地势图
、

政区图
、

资料图等
,

这些图与图例系统和其它内容

均排在图廓外适当位置
。

还可根据情况考虑作某些土壤性质图如质地 图
,

一些较大比例尺的

典型地区土壤图
。

同时还要完成面积量算和分幅说明书的撰写
。



心四 )油绘
、

制印与出版阶段

1
.

清绘
: 1 : 10 。万编绘原图要严格按照出版要求清绘

,

为了保证图幅质量和套合精度以

及清绘工作的方便
,

采用分版刻绘
。

2
.

出版前的准备
:
清绘完成后到送印刷厂之前的这一阶段工作称为出版前的准备

。

它包

括照相
、

翻版套合成全要素图
、

晒蓝 (或打样 )
、

彩色设计
、

分色样制作等
,

这里简述总色样的

设计与分色样的制作如下
。

( 1) 总色样图的制作
:

颜色的配置一般要求能反映土壤分布规律
,

作到整个图幅色彩协

调美观
,

科学内粤清晰
。

设色多数选择与土壤本身颜色相近
,

部分使用 习惯色
。

暖热地区用

鲜艳色
,

温凉地区用灰暗色
,

低地用蓝绿等湿润色
,

高地用灰蓝
、

灰绿
、

灰紫等寒冷色
,

水

稻土用蓝色
,

早地土壤用黄绿色
。

上层制图单元以不同色调分开
,

基本制图单元以同一色调

的不同饱和度区别
,

但考虑到颜色太繁杂
,

只区分到亚类
,

同一亚类下的土属可以同色
。

1 : 10 0

万国家统一分幅土壤图
,

图幅与图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因此
,

在设色过程中
,

必须考虑

整个 64 幅图面颜色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

设计时参考门赛尔卡及有关色标
,

逐步制作出 1 : 1 00 万

国家土坡图总色标
。

很据以上原则作总色样
。

总色样是印刷配色网线的依据
,

印刷图的颜色基本上与总色样

相近
,

所以须认真制作
。

可以根据全国土壤图总色标作 2一 3份图
,

相互进行比较
,

选择其中

理想的一份作为厂方配色的依据
。

(2 ) 分色样图的制作
:
在 总色样的基础上

,

制作分色样
,

分色样包括线画
、

符号
、

注记

分色样和图斑普染色分色样两种
。

它们的分版数取决于总的设色的多少
,

采用多层平面印刷
。

3
.

制印与出版
:
清绘原图

,

分幅说明书
,

总色样
,

分色样经检查验收后即送工厂制版
、

打样
、

印刷
。

.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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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卜 户 r

某些尼日利亚土壤的热传导率
、

热扩散率和热容量

2 0种质地不 同 ( 从砂壤到粘土 )的土壤处

于不同的起始含水量时
,

进行热性质的测定
。

从热传导率的结果来看
,

它随土壤含水量增

加而增加
,

在试验的含水量范围内
,

粘土较

砂土具有较低的热传导率
。

含水量为 0
.

02 一

。
.

16 立方厘米 /立方厘米时
,

热传导率 (毫卡

/秒
·

厘米
·

℃ )范围为
:
砂壤从 0

.

37 到 1
.

42
,

集土从 0
.

3 7到 i
,

9 0
,

砂粘壤从 0
.

3 8到 ]
.

7 1 ,

粘土从 0
.

39 到 0
.

41
。

土壤中热传导率在含水

量低时差别较小
。

在含有落 1 厘米粒径砾石

的土壤较没有砾石者热传导率低得多
。

G h u -

m a n ,

B
,

5
.

和 L al
,

R
.

在田间测得的热传

导率较实验室测得的为低
,

说 明原位测定土

壤热性质的必要性
。

砂土或壤土的热扩散率随含水量增高而

增至峰值
,

以后逐渐下降
。

富含粘粒的土壤并

不出现明显的热扩散率的峰值
。

除粘土外
,

从

测得的热传导率和热扩散率的数值计算容积

的热容量与用 de V r i se 方程式估算的土壤组

分的容积分数十分一致
。

风千后湿润粘土 的

热容量较砂土为高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i s g : 7 4一 8 0
,

1 9 8 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