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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文若重讨 论卫片解译对编制南京幅1 :1 0 0万土壤图 的过渡 图件—
江苏部分1 :5 0万土壤图 的作用 , 不同

地 貌区解译效果的差异等问题
。

一
、

工作区的特点

(一 )江苏省地处我 国东部沿海
,

属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区
,

水热条件良好
,

土壤类型

较多
,

人烟密集
,

耕作历史悠久
。

平原谷地一般都是农作区
,

丘陵山地以人工林或经济林为

主
。

由于人为作用
,

破坏了地表生物与土壤的相关性
,

给卫片解译制 图带 来 了 较 大 的 困

难
。

(二 )本区以平原为主
,

包括长江冲积平原
、

滨海平原
、

徐淮黄泛平原
、

里下河湖积平原
。

由于各平原沉积环境和沉积物质来源不同
,

造成的水文及水文地质特征和农业利用方式差异

在卫片图象上有所反映外
,

其它解译标志的差异不甚明显
。

低山丘陵中
,

宁镇扬地区的主要由灰岩
、

砂页岩组成
,

盯胎地区的由玄武岩构成
,

连云

港地区的主要由古老变质岩组成
。

徐州
、

铜山等地的主要由石灰岩组成
。

在宁镇扬丘陵区及淮

兆泅洪等地还有由第四纪下蜀黄土组成的泥质岗地
。

上述不同地貌类型和组成物质
,

对土壤

的产生和特性有深刻影响
,

它们在卫片上都有较清晰的反映
,

影象特征分异明显
,

为高级土

壤单元的解译提供了方便
。

(三 )本区地带性土壤多分布在低山丘陵岗地
,

主要有褐土 (西北部 )
、

棕壤 (东北部 )
、

黄

棕壤 (中西部 )
。

它们的分布面积不大
* * 。

非地带性土壤在本区占据优势
。

主要有分布在沂沐河流域的淡潮土 ; 黄河故道两侧的石

灰性潮土 ; 长江两侧古堤岸部位的潜育潮土 ; 主要分布于徐淮地 区岗间洼地的砂姜黑土
。

滨

海地区的盐土
。

里下河地区
、

太湖地区和长江两侧新好区的各种类型的水稻土
。

此外
,

还有粗骨土
、

紫色土
、

石灰岩土
、

玄武岩类饱和石质土
、

沼泽土
,

等等
,

呈零星

状态分布
。

唇

二
、

对土壤目视解译的认识和体会

(一 )土坡解译制圈的技术路线
夕

* 本项工作在研究过粗中
,

受到南京土级研究所李铭
、

张俊民与江苏省农林尸喻长 断
、

李桂单等老郊的断密合作并指

导
,

特此致谢
·

_

专
** 本项工作的土镶类翼及制图单兄根据钟国 ” 1 00 万土壤图试点幅统 , 土城单元系统》划分

。

中国土镶学会分类委员

会和全国土镶普查所采用的察统未进行对比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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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者

卫片对地貌
、

植被
、

水文等因素有清晰的反映
,

其影象宏观性强
,

信息丰富
,

直观通真
。

因高级土壤单元往往有较明显的发生学特征
,

其分布规律明显地受地貌
、

植被
、

水文等因素

的制约
,

所以
,

利用卫片解译高级土攘单元具有明显优势
。

对中
、

低级土壤单元中不 同种类

的土壤
,

母质
、

质地
、

有机质
、

湿度等性质的差异在光谱特性上也往往有所反映
,

使解译成

为可能
。

然而
,

由于这些特征的光谱反映差异微小
,

并伴有地表物的遮蔽
,

因此
,

仅根据影

象信息进行解译是难以满足制图要求的
,

还需采用多种光学和计算机处理
,

以获取更多的信

息
,

提高解译效果
。

即使如此
,

仍有不少土壤类型
,

在图象上不能被分异出来
,

必须利用专

家经验及地面资料进行综合解译
,

才能达到精度要求
。

(二 )
“

综合解译
”

系统中的遥感技术

1
.

找出解译土壤类型的固定性标志
。

为了防止
“

同土异象
”

和
“

同象异土
”

引起的误判
,

我

们将土壤类型在分布区域和形成条件上具有的独特信息
,

确定为图象上的固定性标志
,

作为

可判读依据
。

例如
,

砂页岩发育的普通黄棕壤
,

其分布都在淮河以南的残丘部位
,

林木稀疏

或裸露
,

质地轻
,

水分含量少
,

颜色浅等信息
,

可以被确定为固定性标志
。

若在图象
_

!二符合

上述状况的便可推断为该类型
。

2
.

建立
“

土壤一景观一影象特征三者相关性典型样区
” 。

根据全省的土类分异
,

共建立了

5 3个典型样区
,

作为全面进行土壤解译的参比推断依据
。

3
.

采用密度分割和计算机图象处理技术
。

对土壤类型之间光谱特征差异小
,

在图象上不

易反映出明显变异的地区
,

例如
,

沿海区域
,

为了提高制图精度
,

我们采用了图象密度分剖

技术
,

使在图象上变化本来不明显的土壤盐分和质地等性质
,

被明显地分割出来了
。

此外
,

还在部分丘岗地区
,

采用了计算机图象处理的监督分类
,

使复杂而破碎的细小图

斑
,

也收到较好的解译效果
。

(三 )不同地貌区域解译精度的比较

卫片土壤解译制图的效果与精度
,

受地貌的影响很大
。

丘陵山地与平原农区所提供的信

息量不同
,

地物及土壤可判读程度也不一样
。

因而
,

反映在制图精度上
,

图斑数量及图斑准

确性也就不同
。

山地丘陵区
,

其地形
、

地貌
、

水文
、

岩性等差异显著
,

而且通常是 自然状态
,

人为的破

坏不大
。

植被虽隐盖了一些土壤特征
,

但 自然植被本身也能反映一定的土壤状况
,

所以丘陵

山地的卫片影象比较清晰
,

较易判读
,

精度也较高
。

平原地区
、

地形地貌条件变化不大
,

又多为农区
,

人为耕作种植隐盖
,

改变了土壤表面

光谱信息
,

所以影象的差异及轮廓不明显
,

图斑的可离析程度差
,

判读较为困难
,

精度也较

丘陵山地差
。

由于土壤判读是综合间接判读
,

所以土壤可判读的程度取决于其成土 因素的可判读程度

和土壤分类级别所依据的因素在影象上的可

判读程度
。

表 1
、

表 2 、

表 3 分别表示了不 表 1 不同地貌区影响土壤分布规律因

同地貌区土壤的可判读状况
。

素可判读程度的对比

(四 )卫片土壤解译对主壤分布规律性的

体现程度

一幅土壤图能否较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不

同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性
,

是衡量图件

质量和精度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

在这次编

地貌 区

丘 陵山地

平原农 区

地貌

+

岩性

+

植被

0

水文

+

X I X ! X

香 注 . “ 十 ”可判读或利于土壤解译 ; “ x ”难判读成不易

土城解译
, “ 。 ” 不一定

。

一定条件可判读
,

另一条件下则

较难判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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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左 陵 山 地 黄 棕 壤 分 类 依 据 及 其 瓦 判 读 程 度
.

~. .〔日匡 , ` . ` 习. 之 ` . .
_

. . .

飞一

一
一~ = ; . , `

, 口
.

一
夏

一
~

一一
. ` 吮

~
. ,

一
二 . 泊

一
产切曰 , ~

名 称

黄棕壤

黄棕壤
漂白黄棕壤

粘盘黄棕壤

花 岗片麻岩母质 黄棕壤

砂页岩母质 黄棕壤

红砂岩母质 黄棕坡

漂 白黄棕壤

枯盘 黄棕壤

分 类依据 :

土类 硅铝层
、

与土类 同

漂白层

粘盘层

温 度状 况

可判读程 度

牢

万
亚类

这两亚类为黄土

母质
,

其地形不同

土属

都是根据岩性划分
,

可以从

地质资料中得 到 :

与亚类 同

注 : “ * ”
容易判读

, “ + ” 可 以判读
。

表 3 平 原 区 潮 土 分 类 依 据 及 其 可 判 读 程 度

可 判读程度

土 类 潮土

亚类

淡潮土

石灰性淡潮土 (黄潮土 )

潜育淡潮土 ( 灰潮上 )

X+X十只X土 属

砂质淡潮土

砂壤质淡潮土

维质淡潮土

粘质淡淡土

砂质石灰性潮土

砂维质石 灰性潮土

壤质石灰性潮土

粘质石 灰性潮土

砂质潜育性潮土

砂壤质潜育性潮土

壤质潜育性潮土

粘质潜育性潮土

冲积母质
,

淡色表层
,

潮湿的水分状况

无 石性反应 (沂沐河冲积物 )

有 石性性反应 (黄河 冲积物 )

有潜育层 (长江 冲积物 )

质地砂

质地砂壤

质地壤

质地粘

质地砂
!于也砂壤

质 地维

质 地粘

质 地砂

质 地砂维

质地壤

质 地粘 +

二 . 二勺吃 . , . . . . 旧 . 二 . 翻. . 导 . , ` . . 二二刀 ,̀ 二. . . . , . . 刁 . . . , . .
.

.口 二 二目

注 : “ * ”
容易判读

, “ + ”
可 以判读

, “ x ” 难判读 :

制图件过程中
,

卫片土壤解译对反映宏观规律性
,

诸如山地
、

丘岗
、

平原
、

洼地等地貌类型

之间
,

土壤分布的规律比较容易把握
。

困难的是在平原区内
,

如何反映出彼此联系的土壤组

合系列的规律性
。

诸如丘岗地区岗
、

垮
、

冲部位的土壤系列
,

平原碟形洼地上
、

中
、

下框部

位的 ;: 壤系列
,

黄泛冲积平原的土壤系列等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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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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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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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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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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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土性或潮土性淹育型或储育型水稻土处理来客观地反映土壤实际
,

逐步完善制图内容
。

通过对中国 1: 1 00 万国家土壤图的试点分幅图的编绘
,

必将会进一步丰富
“

制图规范
” ,

健

全编绘 1 : 1 00 万分幅图的程序
,

完善土壤制图单元系统
,

为全面完成全国 1 : 10 0万分幅图积累

宝贵经验
,

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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