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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部分的卫片应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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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遥感影象在土壤解译编图中应用 的原理及其具体工作过程 和步骤
。

一
、

引 言

南京幅 1: 1 00万土壤图中的山东省部分位于本幅的东北部
。

约占全幅面积的四分之一
。

属

华北地区
,

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

东部受海洋影响较为湿润
。

全区垦殖系数较高
,

平原

农田密布
。

本区地带性土壤有棕壤
、

褐土
,

还分布有潮土
、

砂姜黑土等土壤
。

为编制 1 : 1 0 0万南京幅土壤图
,

我们于 1 9 85年下半年接受了编制山东省部分 1 : 50 万土壤过

渡图的任务
* 。

主要采用卫星影象目视综合解译配合有关资料和野外考察编制方法成图
。

本文

备 仅将应用卫片进行土壤解译编图过程和体会加以论述
。

二
、

原 理 与 实 践

(一 )卫片土坡解译编图的基本原理 卫片目视土壤解译是建立在地物电磁波辐射理论基

础上的
。

由于不同地物发射
、

吸收
、

反射
、

散射和透射电磁波的波长和频率不一样
,

这些差

异以不 同形态和色调的图象信息特征真实地记录在卫星象片上
。

人们据此通过不同的解译方

法识别不同的地物
,

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壤这一特定地物
。

由于土壤上覆有植物
,

大多数情况下其特征不能在卫片上直接反映
。

但土壤 是 在 各 自

然成土 因素和人为活动的综合作用下发生
、

发展和演化的
,

是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
,

也是自

然景观的一面镜子
。

成土因素的变化导致土壤的变化和景观的差异
。

因此
,

在一定的意义上
,

景观加剖面就是土壤
。

为此
,

我们通过卫片影象特征先解译景观类型
,

分析各种景观要素特

点
,

推断土壤分异规律
、

确定土壤类型
,

勾绘土壤图斑
,

再配 以典型地段实地调查
,

就能绘

制出需要的图件
。

这是卫片土壤解译制图的基本方法
。

(二 )卫片土坡解译编图过程 卫片土壤解译编图需在结合野外工作和已有的成果 资料
,

建立判读标志
,

掌握土壤分布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

`

1
.

准备工作
:

( 1) 搜集和评选卫片
。

选择影象清晰
、

色彩丰富
、

层次分明的卫片是土壤目视解译的基

* 编图工作是在 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永昌教授主持下 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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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我们搜集有本区 1: 100万
、

1:5 0万的黑自片
、

假彩色合成片和印刷合成影
.

象 图
,

有 M S S

图象和 T M图象
。

此外
,

还有济南幅
、

徐州幅 1 : 20 万假彩色片
。

并以第 5颗陆地卫星象片和部

分 T M图象作为解译主片
,

同时也选择应用了部分 M S S 4个波段的黑白片
。

( 2) 制作卫片略图
。

主要是为了获得对编图区域的宏观总体印象
。

所用卫片为 1: 1 00 假彩

色影象图
。

制作时将相邻象幅的城镇
、

水系等按经纬线进行细心调整
,

使其大致对好镶接而

成
。

( 3) 检查卫片比例尺
。

所用卫片是由原片放大而成
,

其比例尺的精度对编土壤图影响甚

大
,

必须认真检查
。

具体方法是
: A

。

分别量测卫片和同比例尺地形图上三个以上同名地 物

点的直线距离
,

并加以比较
,

若点间距离近时
,

距离基本相等 ; 点间距离远时略有误差方可

应用 ; B
。

将透明聚脂片地形图覆于同比例尺卫片之上分块与同名地物的卫片影象对 准
,

基

本无误差 时也可应用
。

( 4) 确定地理底图
,

搜集参考资料
。

以 1 : 50 万聚脂片地形图作为转绘土壤图斑界线的地

理底图
。

其它参考资料有 1 :5 万
、

1 : 20 万地形图
、

1 : 1 00 万地貌图
、

1 : 50 万地质图
、

水文地质

图
、

森林植被图
、

1 : 20 万地质矿产图
、

1 : 20 万华北平原土壤图以及有关地
、

市
、

县的土壤图

和文字资料
。

( 5) 整理分析资料
,

统一土壤单元系统
。

根据资料确定本区的土壤制图单元
,

列表找出

与试点幅统一土壤单元系统的对应关系
,

另将基础图件统一缩放到 1: 50 万
,

供编图时使用
。

( 6) 选取典型象幅进行解译
。

为了取得解译经验
,

选择了我们熟悉制图区的济南幅为解

译典型象幅
。

利用该幅的 1 : 50 万假彩色合成片
,

假彩色合成影象图
、

4波段黑白片进行解释
,

运用分析对比方法找出影象特征与土壤类型的相关关系
,

从而解译出各种土壤类型
。

2
。

进行景观要素影象特征与土壤类型之间关系的分析
:

根据土壤发生学的观点
,

土壤特性的变化
、

土壤类型的分异与景观要素的性质
、

空间位

置
、

人类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关系
。

在同一范围内
,

诸多景观要素中
,

地形和地貌
、

母岩和

母质
、

植被和农业利用是影响土壤形成最重要的要素
。

故在典型象幅解译的基础上
,

我们对

全区卫片
_

L获得客观
、

详细反映的这些要素进行认真解译
,

并大体掌握了它们与土壤之间的

关系
。

( 1) 地形地貌特征与土壤之间的关系
。

地貌类型是利用卫片进行土壤解译编图首先要考

虑的
,

因地形影响水热条件的重新分配
,

不同地貌类型组成物质不同
,

土壤母质也不同等
,

这

对土壤的形成
、

特性和发育程度均有较大的影响
。

从全区卫片略图看
,

本区可分为山地丘陵

区和平原区
。

山丘区系燕山运动时隆起
,

喜马拉雅运动时又上升而形成的
。

一些部分被切割
,

地形显

得破碎
,

阴影明显
。

其中以位于山丘区中部的蒙山最高
,

主峰龟蒙顶海拔 1 15 6米
,

它突出在

海拔仅 5 00 米左右的低山丘陵当中
。

从卫片上看
,

山丘区河流多发源于此
,
呈白色或蓝色曲线

往四周放射且较为短促
。

此外
,

沂沐河从本区略成东北西南方向穿过
,

形成河谷地
,

地势低

平
,

红色农田影象明显
。

沐河以东的丘陇区以北部及中西部最高
,

其中有几条小 河 呈东 南

向独流入海
,

地面分割极为破碎
,

色调不匀
。

总体而言
,

本区 由于地面起伏不平
,

反射同样

波段的电磁波能量不一
,

形成了以岭脊为界的阴阳坡
,

阳坡色调浅
,
阴坡色调深

。

山愈高
,

切

割愈深
,

色调差异愈大
。

山脊线若较宽平
,

卫片色调差异小则表示山体较平缓
。

山丘因地势

高
,

逗流强
,

排水易
,

地下水位深
,

受当地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大
,

往往形成地带性 土 壤 ,

但坡度较大处
,

由于侵蚀作用
,

致使土层薄
,

其成土过程多处于幼年阶段
,

土壤具薄层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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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特点
,

并伴生粗骨土
。

山麓地带由于地形比较平缓
,

有利于残积坡积物和洪积物的堆积
,

土层较

厚
。

在稳定的成土环境中往往形成普通棕壤
、

普通褐土与淋溶褐土
,

卫片上影象多成狭长带

状
,

色调或色彩随土壤而异
,

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母岩种类及母质类型有关
,

如在花岗片麻岩

山丘区的缓坡丘陵中下部和山麓地带易形成普通棕壤
,

因土层厚
,

色调 比花岗片麻岩类粗骨

土为深
。

枣庄盆地为本区最大的盆地
,

·

周 围基本被石灰岩丘陵所环绕
,

多受洪冲积物的堆积
,

易

形成淋溶褐土和潮褐土
,

这些土壤在 1 9 8 5年的M S S假彩色合成片上表现为较大斑块状分布的

红色影象
。

本区山间河谷平原以沂沐河平原最大
,

在河道两旁有大片红色影象
,

发育着大 面积的淡

潮土及砂姜黑土
。

平原区系为燕山运动以来下沉 占优势的地区
。

其中鲁西南平原是由黄河厉次决 口改道
、

泛

滥沉积形成的波状平原
,

沉积物常交错分布
,

岗
、

坡
、

洼并存
,

整个地形西南高东北低
,

同

河流方向一致
,

其主要地貌类型有河滩高地
、

决 口扇形地
、

缓平坡地
、

浅平注地
、

背河槽状

洼地等
。

在卫片解译时
,

这些地貌类型与土壤类型的对应关系极好
。

大体规律是
:
河滩高地

— 脱潮土 ; 决 口扇形地— 沙质石灰性潮土
;
缓平坡地— 壤质石灰性潮土

;
浅平洼地—

粘质石灰性潮土 ; 背河槽状洼地— 盐化潮土
。

这种相关性除直接可在卫片上解译外
,

还可

借助当地地形地貌的成因分析得到更为可靠的信息
。

河滩高地系由洪水期河流挟带大量泥沙

溢出河床以后在主流旁沉积而成
,

其组成物质较粗
。

地势高亢
。

在 1 9 7 5年 6月 1日M S S S波段

的黑白片上可见西南东北走向不整齐的条带
,

即为古河道及遗留下来的自然堤
,

自然堤色调

浅
,

古河道则有断续积水
,

色调深
。

决 口扇形地多距黄河较近
,

系由黄河决 口急流沉积
,

地

面常有起伏
,

砂丘
、

砂岗
、

砂洼并存
,

图形多呈扇状
,

色调灰白且不均匀
。

缓平坡地是黄河

泛滥漫流沉积
,

范围广
,

地面平坦开阔
,

因在平原区有较大面积分布
,

其灰色色调也是平原

区的基本色调
。

浅平洼地是黄河泛滥缓流静水沉积而成
,

其地势低平
,

多呈蝶形
,

色调加深

呈暗灰色
,

假彩色合成片与 7波段卫片对照看则更清楚
。

背河槽状洼地地势低洼呈槽状
,

色调

不匀
。

南四湖以东及临 (沂 )
、

郑 (城 )
、

苍 (山 )低洼地的湖沼平原地势低洼
,

由湖积物和洪一冲积

物所组成
,

土质粘重
,

多有砂姜层埋藏
,

在徐州幅 19 7 5年 10 月 31 日的黑白片上呈暗灰色
、

块

状图形
,

其间可见到河网分布
,

这是砂姜黑土分布区
。

( 2) 母岩母质特征与土壤之间的关系
。

母岩母质是形成土壤的物质基础
,

母质类型本身

往往是区分土属的重要依据 ; 在本区甚至影响到棕壤与褐土的划分
。

花岗片麻岩类的山体在

卫片上多呈团块状或不规则形状
,

水系多呈树枝状
,

微观的圆形也常为树枝状或呈网格状花

纹
。

在 1 9 8 5年 5月初的 T M假彩色合成片上有植被覆盖时为亮红色
,

无植被覆盖时为青绿 色
,

有时甚至呈浅白色
,

山间有许多蓝色色彩的小水库散布
,

山地多形成花岗片麻岩类母质粗骨

土
。

在酸性岩区的山麓缓坡地段堆积有洪积物
,

多见不均匀的黄绿色不规则图形并点缀有红

点及红线条为普通棕壤分布区
。

在沟谷和山地河流两岸母质为洪冲积物
,

出现呈条带状分布

的红色图形
,

为潮棕壤的影象特征
。

在灰岩地 区一般多有基岩出露
,

山峰和分水岭尖峭
,

可见短小的树枝状结构
,

其水系稀

少
,

植被不发育
,

色彩多为蓝绿色
。

与酸性岩区的山麓缓坡地段堆积的洪积物不同
。

来源于

灰岩地区的堆积物
,

主要发育成淋溶褐土和普通褐土
,

卫片上色彩为暗绿色 ; 河 流两岸的洪

冲积物呈条带状分布的褐红色图形
,

为潮褐土的影象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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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区
,

由于花岗片麻岩与石灰岩相间分布
,

棕壤与褐土亦相间存在
。

各西南黄泛平原是本区石灰性潮土分布区
。

土壤表层质地是区分石灰性潮土土属的依据
,

鉴别不同土属的卫片解译一般是根据不 同土壤质地的组成物质的光谱反射能力在卫片影象上

出现的差别
。

如在黑白片上沙质土壤色调浅
,

壤质土壤色调加深
,

粘质土壤色调发暗
。

同时

根据
“

紧沙慢淤
”

和
“

近沙远淤
”

的河流沉积分选规律来加以推断
。

但是卫片上反映的除土壤质

地差异本身的光谱特性外
,

还有土壤某些性状
、

所处环境条件的光谱特性
。

如地表植被的覆

盖
,

土壤的水分含量
,

地下水位的高低
,

土壤结构的好坏
,

土壤有机质的丰缺
,

地表的平整

与粗糙程度等
,

因而将各种地物的混合光谱用来反映表层质地的状况还不完全确切
。

运用河

流沉积分选规律解译土壤表层质地
,

在鲁西南也不完全适宜
。

经调查
,

这里的主要河流沫赵

新河
、

万福河和红卫河均为人工新开河道
,

故还要结合植被和农业利用进行综合解译
,

即使

如此
,

该区也难以解译得十分确切
。

本次工作中
,

为了保证精度精确曾用实地检查资料进行

了校核修改
。

( 3) 植被
、

农业利用与土壤的关系
。

植被是自然景观形成
、

发展中最活泼
、

最敏感的因

素之一
,

可以从植被类型及农业利用方式推断出土壤类型
,

本区山地丘陵属暖温带落叶阔叶

林区
,

但原始森林已遭砍伐
,

荡然无存
,

现有林地面积不多
,

成片次生落叶阔叶林多见于蒙

山一带
,

一般分布在山体的中上部气候比较湿 润的地段
,

在 1 9 8 5年 5月 初沂水幅的 T M假彩色

片上以醒 目的亮红色与周围色彩明显对比
。

多为花岗片麻岩不饱和粗骨土
。

在其周围淡 白色

基底上点缀着红色斑点成线条者是坡耕地及山麓梯田分布区
,

为棕壤影象
。

而在其中仅见稀

疏红点者则是土层薄
、

植被稀疏且多为草本灌木的石灰岩类石灰性粗骨土
。

在山丘区的农田

基本色彩为红色
,

是潮棕壤
、

潮褐土
、

淋溶褐土和褐土的分布区
。

湖东山前倾斜平原的大面

积高产稳产农田区
,

农作物长势好
、

在近红外波段有较高的反射率
,

成片均匀的红色色彩突

出
,

主要土壤亦为潮褐土
。

砂姜黑土是脱沼泽而形成的一种古老耕作土壤
,

在卫片上有其独

特的影象
。

如在 1 9 8 5年 5月旧郊城幅 1: 50 万 M SS 假彩色合成片上 因农作长势不好
,

叶面指数

低
,

不能消除地面背景的影响
,

卫 片上所反映出的
,

实际上是农作物与土壤的综合影象
,

表现

为黄红色基底上衬有紫黑色的不规则图形
。

在 1 9 7 3年 1 1月 18 日同一幅卫片的假彩色片上
,

因

当时小麦处于苗期
,

叶面指数更低
,

卫片上反映的主要是土壤的影象特征
,

为在不规则图形

上呈现成片的兰黑色彩
,

其间点缀一些红色斑点
。

砂姜黑土区为农业利用修建了排水沟渠
,

由

于与背景反差较大
,

卫片上还呈现出较为密集的沟渠河网影象
。

整个西部平原为粮棉产区
,

以 1 9 8 5年 5月 7日商丘幅M S S假彩色片为例
。

5月初正值小麦抽

穗灌浆期
,

棉花苗期
,

首先由于两种作物生育期不同
,

长相长势也不一
。

小麦正进入生育旺

期
。

又是密生作物
,

茎叶基本上覆盖了地面
,

卫星影象主要反映了小麦的光谱特性
。

而棉花

正处于营养生长阶段
,

又属中耕作物
,

群体密度小
,

棉株个体也矮小
,

其地面盖度低
,

卫片

影象主要反映了棉田土壤的特性
。

其次生育阶段不同所采取的土壤管理措施不同
,

为了促进

小麦的后期生长
,

需进行灌溉
,

增加土壤水分含量
,

因水分对光谱的吸收作用
,

色调会变暗 ;

相反
,

为了促进棉苗早发
,

根系下扎
,

需进行中耕松土
,

土表含水量降低
,

反光率增强
。

这

种土壤利用上的差异又进一步扩大了影象特征的差异
。

但并非不同作物即为不同土壤
。

为了

从农业利用上获得有利于解译土壤类型的有用信息
,

必须根据因土种植的客观实际和当时的

农事活动对作物光谱特性的影响来综合分析
,

如本区的壤质石灰性潮土无论在肥力上或理化

性状上都较好
,

最宜于小麦生长
,

也适子棉花生长
。

由于土地生产力较高
,

小麦长势好
,

其红

外反射峰值高
,

卫片影象上红色色彩饱和度高
。

在这种色彩中
,
往往出现近似裸地的淡黄色

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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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毒

色调
,

无疑是处于苗期阶段的棉田的影象特征 (当然也不排除是玉米等春田的影象色彩
,

但所

占面积较小 )
。

同时
,

由于这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较高
,

村庄影象较密集
。

故根据这些影象结构

组合特征可解译为壤质石灰性潮土
。

粘质石灰性潮土地处低洼地区
,

不宜棉花生长
,

多种小麦
,

由于土质粘重
、

结构不良
,

离村远
,

往往管理跟不上
,

长势不及壤质石灰性潮土
,

红色色彩

饱和度较低
,

土壤面积较大的一般卫片色彩较均匀
。

砂壤质石灰性潮土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

低
,

所处地势高亢
,

易于干早
,

卫片上可见发白的沟渠影象
,

色彩也较浅淡
,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下垫面的土壤性质
。

砂质石灰性潮土在沿黄地区成片分布
,

植被少
,

有的与风沙土呈

复区
,

卫片图形斑块状
,

色彩淡黄色
,

基本上反映了土壤信息特征
。

黄泛区盐化潮土上生长

的作物易短苗断垅
,

影象色彩不匀
,

呈浅蓝至红褐色云彩状分布
。

位于湖西 的潜育潮土因近

年常稻麦两作
,

可见水田格网影象
,

其水分条件较好
,

麦苗长势旺
,

卫片色彩为紫红色
。

3
.

采用 目视综合解译编图
:

用景观要素单因子影象特征解译土壤类型
,

仅能从一个侧面间接反映土壤状况
,

只 在少数
,

情况可解译出一部分土壤
,

多数情况下要进行多因素
、

多波段
、

多时相分析
,

划分景观类型
,

并

在调查和掌握土壤分布规律的基础上与已知资料结合综合解译土壤类型
,

勾绘土壤图斑轮廓
。

( l) 解译编图步骤
。

总的原则是从整体到局部
、

从粗到细
、

从易到难
、

从已知到未知
、

从

一般到个别
。

①对卫片开始解译时
,

首先应确定所用象幅的成象时间
,

它在区域中的位置
,

可能

分布的土类和出现的编图单元 ; ②上覆聚脂薄膜片
,

以地貌类型解译为先导
,

采用
“

形
” 、

.

“

色
” 、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直接判读
,

勾绘出差异明显的较大图斑作为高级别土壤单元的界线 ; ③深

入粗勾图斑的细部
,

从几何形态和色调的较小差异
,

结合对母岩母质
、

植被及农业利用现状

的解译进行综合分析和逻辑推理
,

逐级勾绘出次小差异的图斑
,

作为低级别土壤单元的界线
;

④发现影象特征相似的图斑
,

结合已知资料
,

采用外推法
,

将全象幅作业范围内的土壤全部

解译勾绘出来
,

并按统一单元系统逐块初填图斑代号 ; ⑤对把握不准
,

不便填写代号的图斑

则作好记号
,

尊重影象的客观实际
,

待进行野外校核
、

补充验证确定后再填写
。

( 2) 处理好几种主次关系
。

① 形与色的关系
。

卫片土壤目视解译主要依据影象的色调和形态特征信息
。

通过解译发

现形态或图形特征在不同的卫片上变化不大
,

是一稳定要素
,

可信度大
。

而色调或色彩常有

变化
,

是一很不稳定的动态要素
,

土壤解译不能单以此勾绘图斑
,

必须根据成象时间
,

所在

地点
、

农事历
、

卫片合成方式
、

各种标志
、

形态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来判定
,

也就是说
“

色
”

只是附在一定的
“

形
”

上
, “

色
”

才有意义
。

② 彩色片与黑白片的关系
。

假彩色合成片由多波段卫片合成
,

信息量多 ; 由于进行了增

强处理
,

图象更清晰
,

解译对象相对突出
,

所以土壤解译应尽量采用假彩色片
。

黑白片记录

了地物在不同波段对电磁波反射的差异
,

如M S S第 7波段有利于对土壤湿度的判别
,

第 5 波

段对植物解译具有特殊作用
,

通过这些可间接解译土壤
。

因此
,

黑白片可作为彩色片的补充

判读资料
。

③ 卫片影象与已知资料的关系
。

运用已知资料结合卫片影象进行土壤解译能提高卫片解

译精度
。

通过对资料的搜集
、

分析与整理
,

有助于掌握制图区土壤形成发育条件和分布规律
。

地貌资料有利于景观类型的判读
,

而地质与地质矿产资料对判别母岩
、

母质及第四纪沉积物

的性质特别有用
,

各种比例尺的土壤图件资料可作为解译时的重要辅助资料或参考资料
。

④ 地形骨架与图斑定位的关系
。

由于卫片影象比例尺与同比例尺地形图不一致
,

卫片土

壤判读必须解决图斑准确定位
。

其方法是将聚脂片覆在与解译卫片同比例尺地形图上
,

蒙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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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

铁路
、

城镇等地理要素
,

然后将聚脂片覆于卫片上
,

在小范围内使这些要素与卫片上

同名地物对准
,

进行逐块解译编图
,

直至全幅图件编完为
.

止
。

若所选地理要素能大体均匀又

配置合理
,

确能对图斑定位起控制作用
。

4
.

选线布点进行野外校核验证
:

卫片土壤解译勾图并不是编图工作的结束
,

勾好后必须进行野外校核验证工作
。 、

土壤无

固定的几何形状
,

而且生长其上的植物常常遮盖了土表
,

使土壤信息不能在卫片上得到直接

反映 ; 即使没有植物覆盖
,

一般也只能反映土壤表面情况
,

难以表现垂直剖面的性状
。

野外

校核工作却可 以弥补这一缺陷
,
无论卫片解译做得多么细致

、

精密
,

这一步骤也不可少
。

因

此编图中我们即选择了几条线路分别对山地丘陵区
、

平原区及不同农业利用地区进行了野外

校核验证
,

对解译有把握的土壤类型及其界线少量检验
,

对没有把握和有疑问的土壤类型及

界线则详细验证
,

并据此对土壤图作了必要的修改
。

如南四湖的湖西地区的潜育潮土在卫片

影象上呈交角明显的水田格网图形
,

色彩呈表现植被生长茂盛
、

土壤含水量较多的紫红色
,

在

开始解译时
,

我们将其定为水稻土
,

但经实地考察
,

该地区原为涝洼地
,

后经整治改种水稻
,

种稻年限短
,

主要实行水早轮作
,

还不具有水稻土的剖面特征
,

故而改为潜育潮土
。

又如
,

在

各西南平原实地校核时发现
,

有一部分卫片的成象时间是在 1 9 7 5年 6 月初
,

用它进行土壤解

译时
,

将盐化潮土的面积定得偏大
,

与实际情况不符
。

为此
,

我们改用最新卫片并结合新近
.

资料再一次进行解译
,

从而提高了编图质量
。

5
.

认真清绘成图
:

经室内解译和野外校核验证
,

在基本肯定解译结果后
,

即可着手进行清绘
。

清绘前先将

它瞿于与成图比例尺相同的聚脂薄膜透明地形图上
,

并对地理要素进行必要的选取 (水系主

要包括河流
、

湖泊
、

大中水库
、

运河等 ; 铁路基本上全部保留; 公路只选主要的 ; 居民点选

县以上的城镇 )
,

同时打好经纬线
,

以便对土壤图斑进行定位
,

显示土壤分 布 状况与环境因

素间的相互关系
,

并依此对制图内容及土壤界线及勾绘的准确性
,

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校核
。

因

此
,

在解译草图与地形图套合后
,

需进行地图分析
,

检查图斑界线的勾绘是否符合地形特点 ;

图斑内容是否符合其中土壤类型的分布状况以及土壤的分布规律
。

若发现山区的土壤勾绘到

平地
,

平原的土壤图斑界线进入了湖区等现象
,

都必须进行必要的修改
,

误差大的还要对照

卫片重新解译
。

卫片中的水体轮廊常随季节而变化
,

在清绘时
,

则以地形图上的图形轮廓为

准
。

进行解译编图时
,

宜用光面的聚脂薄膜片
。

因为这种膜片透视性能好
,

衰在卫片上
,

影

象很清楚
,

有利解译
,

但对绘图墨汁的粘附强度小
,

勾图时墨汁太稠
,

或线条较粗均易脱墨
,

因

而在清绘时则宜用毛面的薄膜片
。

其粗糙度增加
,

表面积增大
,

有利于墨汁的粘附
。

清绘时

还须保持薄膜表面的清洁
,

使墨汁易于浸润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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