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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 以偏制 1
.

100万安多幅土壤 图为基础
,

对宵 藏高原小 较例 尺土垠 图的编制间题进行 了讨 论
。

本幅地处北纬 32 一 36
“ ,

东经 90 一 9 6
。 。

行政上除南部唐古拉山以南属西藏的那 曲
、

昌都

地区外
,

其余都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
、

治多
、

曲麻莱
、

囊谦四县和海西蒙古族
、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

是青南高原的主体
,

亦是江 (长江
、

澜沧江
、

怒江 )
、

河 (黄河 )的发源

地
。

整个区域深居内陆
,

远离海洋
,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

对占全国近四分之一面积的青藏大

高原有较大的代表性
。

本文 以编制 1 : 10 。万安多幅土壤图为基础
,

对青藏高原小比例尺土壤图的编制方 法进行

初步探讨
。

一
、

成土条件和土壤分布

加

(一 )成土条件

本图域北部为东昆仑山
,

南部为唐古拉山
,

海拔均在 5 0 0 0米以上
,

其间为广阔的高平源

海拔 4 5 0 0

—
4 9 0 0米

。

成土母质按成因类型可划分为残积物
、

坡积物
、

洪积物
、

冲积物和风积物外
,

还有高山
、

高原常见的重力堆积物 〔1]
、

冰啧物
、

湖积物等
。

由于大部分成土风化壳都含有大旦石砾
,

表

明高原土壤发育的年青性是与成土年龄短及母质风化弱有关
。

年均温为 0
.

2一 5
.

9 ℃
,

年降水量 2 68 一 5 14 毫米
。

夏季温和多雨
, 6一 g月降水量 2 31 一 425

毫米
,

占年降水量的 79 一 89 % ; 冬季寒冷干燥
、

多风
、

冬半 年 ( n 一 4 月 )除 4月外
,

各月降水

很少超过 10 毫米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48 一 58 %左右
,

冬半年则低于此值①
。

冬半年成土作用

微弱
,

夏半年气温不高
,

昼夜温差大
,

化学风化受到了夜间低温的限制
。 ’

多年冻土发育普遍

其厚度可达 1 0 0多米 (河谷 )至 3 0 0一 4 0 0米 (山地 )
。

夏季地表可出现 0
.

5一 2 ( 3 )米的融化层 〔2
、
3〕

。

本图域东部江河发源区的平整滩地上
,

因多年冻土的隔水作用使水分不易垂直下渗
,

常年水

分饱和
,

有利冰泥炭土的发育
。

高原虽属高寒区
,

但其气温远高于 同纬度低海拔地区同高度处
,

因而它并非终年冻结的

冻原
,

生长有草本植物
、

灌木
、

甚至森林
。

其植被可划分为高山稀疏垫状植被 ;高山草甸
;
高

山草原 ; 高山灌丛草甸 ; 山地草甸 ; 山地草原 ; 寒温针叶林 ; 草甸和沼泽等类型
。

植被均 以

耐寒的高 山型植物占优势
,

且部分还兼具耐早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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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编分布

本幅高原平均海拔在 4 0 0。米以上
,

由于地势高耸
,

高原面广阔
,

高原土壤分布具有垂直

地带性和水平地带性两种特性
。

通常在高原面上出现与同纬度低海拔地区迥然不同的土壤水

平地带结构 ; 随着高原上山地 的起伏
,

又在土壤水平地带分异的基础上形成高原特有的土壤

垂直带结构
,

这是高原土壤分布的最大特色
。

1
.

土壤水平分布
。

水幅虽处于 中纬度温暖带位置
,

但由于高原的大幅度隆起
,

破坏了延续于亚洲南部的土

壤垃带结构
,

使高原土壤地带主要由高原特有的土壤类型所组成
,

其地带的划分是按类同的

土壤垂直带谱来进行归纳
,

它们更替的特点与水热状况和植被的空间变化趋势相一致
,

都是

向者同一的西北方向递变
。

土壤地带从东南向西北表现出以下的变化
:
灰褐土

、

亚高草甸土

地带一高山草甸土地带一高山草原土地带一干早高山草原土 (高山荒漠草原土 )地带
。

2
.

土壤垂直分布
。

耸立在高原面
一

上的山地
,

及高原面遭切割而成的高山峡谷
,

土壤都是随海拔高度
、

坡向

以及气候
、

植被的变化
,

有规律地排列组合成一定的垂直带谱
,

可归纳为三个类型
:

( l) 高

山峡谷半干润垂宜带谱型
:

主要见于东南部高山峡谷的解曲河谷及其大支流下段地区
。

因处

高原内部
,

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较弱
,

海拔 4 0 0 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大
,

森林土壤面积较小
。

土

壤垂直带谱由栗钙土
、

灰褐土
、

亚高山草甸土
、

高山草甸土和冻粗骨土
、

冻石质土组成
;
( 2)

高原面上半干润垂直带谱型
: 主要见于中部以东高原面上

。

地面海拔 4 0。。米以上
,

森林 消

失
,

墓带为高山草甸土 (阴坡为饱和高山草甸土
,

阳坡为石灰性高山草甸土 )
,

土壤类型的垂

直分异弱
,

带谱结构简单
,

高山草甸土直接与冻粗骨土
、

冻石质土相接 ; ( 3) 高原面上干早

垂立带谱型
: 主要见于中部以西地区

。

气候寒冷较干旱
,

高山草甸土带消失而代之 以高山草

原土带
,

土壤类型的垂直分异弱
,

带谱结构亦简单
,

高山草原土直接与面积增大的冻粗骨土

冻石质土衔接
。

至西北部
,

地面海拔升至 4 8 0 0一选9。。米
,

气候寒冷干旱
,

基带土壤为干早高

山草原土
。

3
.

土壤地域分布
。

在范围较小
,

相对高差不大的条件下
,

由于中地形和永久冻土的影响
,

导致母质
、

水文

地质条件的变化而使植被发生相应的区域改变
,

使土壤在地带性分布的基础上
,

与非地带性

土坟镶嵌分布的形式与内容也发生改变
。

如在东南部峡谷区
,

可出现与河谷伸展近于平行的

栗钙土或亚高山草甸土与潜育土的组合 ; 而在 4 6 0 0一 4 8 0 0米以上的 山地高处
,

可出现冻粗骨

上
、

冻石质土与淡高山草甸土的组合
。

在中部宽广的倾斜平原上
,

可出现土壤的扇形组合
,

如青藏公路东侧的北麓河北岸 20 一 25 公里宽的倾斜平原上
,

上部山麓地带为狭带状的高山草

原土
,

而宽阔的倾斜平原由于强劲的西北风吹拂而增加干早
,

代之为干旱高山草原土
,

至河谷

滩地和低阶地
,

则出现小块状的风沙土和潜育土
。

但在高寒湿润的宽广滩地
,

永久冻土特别

发育
,

如当曲上游形成大面积的冰泥炭土
,

而其中一些孤立的小高地常为高山草甸土占据 ;

而河源地区
,

如 口前曲源头地区
,

冻粗骨土
、

冻石质土 以下的山地缓坡为大面积的冰泥炭土
。

高寒干早的西北部
,

则出现干旱高山草原土与冻石质土或冻粗骨土的镶嵌分布
。

货

二
、

制图单元的等级和排列

为更好地反映高原山地土壤的分布状况
,

我们采用组合发生的制图原则
,

以土壤类型和

类型组合作为制图单元的主要内容
。

因此
,

分类单元与制图单元不完全一致
,

土壤复区较多
,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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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占有 一定空 间的非土壤形成物
,

如冰川雪被
、

裸岩等也均以图斑或符号同时标出
,

更增

加了分类单元与制图单元的不一致性
。

本幅上层制图单元为土类
,

起综合概括之用 ; 基本制图单元是亚类或亚类组合
。

为了正确表现土壤的分布规律
,

我们对制图单元系统以山地土壤
;
隐域性土壤

;
高山土壤

的顺序由南向北
,

自东往西
,

先低后高的原则进行排列
。

复区图斑排在单区之后
,

非土坟形

成物排在最后
。

人协

三
、

图斑的结构和类型

为了比较客观地反映本图域内的土壤存在状况
,

制图时我们采用单区与复区图斑相结合

的方式
。

由于制图区域人烟稀少
,

交通闭塞
,

基础资料的地区差异大
。

因此
,

在资料相对丰

富地区
,

最小图斑以。
.

2平方厘米为限 ; 而基础资料不足的地区
,

限度适当放宽
。

在此 基 础

上
,

图斑能以某个分类单元单独表示时
,

则呈单区图斑
,

否则 以分类单元组合表示
,

而出现

复区图斑
,

一般复区图斑以两个分类单元的组合为限
。

在西北部的干早高原面上
,

海拔 4 8 0 0

一 5 2 0 0米
,

地形条件较为一致
,

土壤类型单调
,

带谱宽度较大
,

以单区图斑为主
,

面积也大
。

在东南部半干润区
,

降水较多
,

是江河源头地 区
,

地形切割破碎
,

相对高差悬殊
,

土壤类型

众多
,

犬齿交错分布不易定量分开
,

故图斑较小
,

复区图斑也多
。

本幅复区图斑常是因地形

变化导致水热条件差异而形成的
。

有以热量差异为主引起的 ; 有因水分状况不 同引起的 ; 也

有因发育程度不同引起的 (表 1 )
。

但在小比例尺图上难以全部表示
。

复区图斑中主次成分的

比例控制在 50 一70 %和 30 一 50 %
。

声
表 1 复区图斑的土壤组合类型

1
.

由坡度陡缓引起的
,

如粗骨 土与石质土
。

2
.

由坡向差别引起的
,

如饱和 高山草甸土与石 灰

性高山草甸土 , 琳溶灰竭 土与 石灰性灰褐 土等
。

3
.

由海拔高度不 同引起 的
,

如冻粗骨土与淡高 山

草甸 土 , 淡高 山草甸土 与饱和高山草甸土 , 亚 商山

草甸土与石 灰性灰褐土等
。

4
.

由水分差异为主 引起 的
。

如 纤维质 冰泥炭土与

半分解冰泥炭土
, 泥炭土与泥炭潜育 土等

。

5
.

由小地形改变造成土堆水 分差异引起的
,

如高

四
、

制图方法

系地形列

_ !山竺包护
冰泥

丝
或泥兰乡

、

潜育土等
。

…物理 风化强引起 的
,

如寒性石 灰性粗 骨土与千早

…高山草原土
, 冻粗 骨土与石灰性高山草原 土或淡高

}山草甸土
。

寒风冻化系列

. . 、二 .
、

. . ~奋~ 曰二̀ `
之

J亡如 J, 口 月, r招二匕 , 、
,

J 泊 r , J , . ` , ` . , “ 记等 , ` . 1 ` 二 ` 仁 . 动 一
`

人 ` . . 口 ` , . ` 人
』
甲 `、 . ` . `

( 一 )方法的确定

编绘区域小比例尺土搜图
,

常用两种方

法
,

其一是缩编制图方法
,

由于制图区只有

1 9 8 5年出版的 1 : 10 0 万的青海省土坡图和 :1

25 。万西藏自治区土壤图可作参考
,

没有较大

比例尺的土坡图和相 当详细的土壤资料
,

故

缩编制图方法当前 尚无应用条件
;
另一为卫

片解译法制图
,

因在广大区域不易收集到适

用的相 同时相的卫片
,

对区域内按发生层不

同或按物理性质
、

化学性质差异划分的土壤

不易直接识别
,

尤其卫片没有立体象对
,

海拔

少

高度不易直接解译
,

垂直带划分困难
,

而高原上垂直分布又特别明显 ; 同时
,

卫片解译依赖

于地面解译标志的建立 (建标 )
,

而地面建标要求穿越地貌变化最复杂
、

土壤类型最丰富的路

线来核对卫片上不同的色斑和影象的内涵
。

但由于区域地形与交通条件的限制
,

实际难以完

全做到甚至 目前完全没有条件能做
。

因此
,

单纯应用卫片解译图法编也没有可能
。

鉴于上述
,

故我们采用基本地形图资料
、

卫片影象解译
、

已有小比例尺土壤图与补充调

3 2刀



杏所获得的区域土壤分布规律三方面结合进行编绘成图的方法
。

以地形图的高程和地貌变化

特点为墓础
,

卫片的影象特征为标志
,

区域土壤分布规律为依据进行综合
,

同时参考其它邻

近学科和邻近地 区的资料
,

特别是草场
、

植被
、

土壤及地质等方面的文字
、

图件进行编绘
。

制

图时分两步进行
。

第一步依地形 图上地貌变化和海拔高度为基础
,

根据卫片影象— 形态
、

色

调和阴影特征确定图斑界线 ; 第二步依 以前对该区域路线调查记录 中各调查点土壤类型在卫

片上的影象特征
,

以及区域土壤的分布规律 ; 参考地形图上的各种注记
,

如草地
、

沙漠沙砾
、

沼泽湿地
、

裸岩
、

冰川雪被及其它学科的图件
、

文字资料和访间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来确定

图斑内容
。

不同地区
,

资料基础不同
,

确定图斑内容的侧重点可有差异
,

如东南部和青藏公

路沿线一带
,

实际调查资料较多
,

我们以路 线调查 中各类土壤卫片的影象特征为主
,

并结合

其它学科资料和地形图注记对卫片影象进行解译来确定图斑内容进行编绘 ; 对资料较少甚至

空白的地区
、

如西及西北部一带
,

侧重于地形图注记
,

邻近学科资料
,

结合卫片影象特征和

土壤分布规律
,

并参考青海
、

西藏的小比例尺土壤图
,

用解译与编绘相结合的方法制图
。

为

保证成图精度
,

先编 1 : 50 万的过渡图
,

并在部分地区进行路线考察来核对与修改
,

最后照相

缩制成 1 : 10 0万的土壤图
。

(二 )地理底图和卫片的选择

由于区域条件限制
,

这次制图对地理底图和卫片的依赖性较大
。

地理底图不但是土壤图

的骨架
,

也是其数学基础的体现
。

我们选用了国家测绘总局 19 8 1年出版的 1 : 1 00 万国际分幅的

地形图作基础底图
。

在编制 1 : 50 万过渡图时
,

选用了青海省测绘局 1 9 8 0年编制出版的 1 : 50 万

地形图作底图
,

它是双标准纬线正轴等角园锥投影
, 1 9 5 6年黄海高程系

,

现势性强
,

注记较

多
,

准确度也高
,

可与同比例尺的卫片套用
。

卫片是编制和修编土壤图的重要资料
。

我们收集了 1 : 50 万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多光谱

扫描图象 (即M S s) 的假彩色合成片 (中科院地理所 1 9 8 2年 2 月版 )作解译的基础资料
,

同时
,

还

收集了 1 : 100 万的M S S假彩色片作参考
。

(三 )卫片影象的解译原则

土壤的特征特性很少能在卫片影象上得到直接显示
,

因此
,

土壤类型难以根据影象特征

直接判读
。

但卫片影象是地面地物反射光谱和发射光谱的真实记录
。

不同地物的光谱特征不

同
,

在卫片上反映的影象特征就不同
,

对假彩色合成片而言
,

实质是反映地物光谱特征改变

的色彩变化和反映地貌条件差异的形态组合特征改变
。

如 1 45 一 38 卫片
,

其上淡青绿色色调有

二种形态
,

一种是细条状的
,

时隐时现
,

多分枝
,

分布在地形最低处
,

对照地形图不难确定

为水系 ; 另一种是斑块状
,

其中还夹有深色的阴影或条纹
,

常出现于地形高处
,

沿山脊线方

向伸展
,

与山顶重合
,

这常是冻粗骨土
、

冻石质土或裸岩
,

可按形态特征
,

如坡度陡缓
,

影

象的粗糙感
,

深色的阴影或条纹状况等进一步判断是冻粗骨土
、

冻石质土或裸岩
。

卫片解译

时
:

1
.

要注意色彩与形态特征结合进行分析
。

同一区域的形态特征
,

在不 同时相或不同卫片上
,

表现相对稳定
,

而色调易于变化
。

如

摄于生长盛期 ( 7 月 16 日 )的 14 9一 35 幅卫片
,

底色青灰
,

带红黄色斑块
,

在雪山以下的沟谷阴

坡出现条带状的棕红色斑 ; 而摄于 10 月 2 日的 1 50 一 35 幅卫片
,

底色黄绿
,

完全没有红黄色的

斑块
,

即使在 1 49 一 35 幅卫片上出现棕红色斑块的沟谷阴坡
,

其色斑也完全消失
。

这是不同时

相卫片
。

因土壤水分和植被盖度改变
,

其反射光谱和发射光谱不同造成的
。

又如摄于 1 9 7 6年

1明 1阳 的 14 7一 36 幅卫片与摄于第二天的 14 8一 3 6幅卫片
,

成象日期仅相隔一天
,

土壤水分和

金
少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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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复盖等条件不可能产生实质性变化
,

但即使都是风火 山地区
,

形态特征一致
,

而色调一

为红黄色
,

另一为青灰色
。

这可能是卫片制作工艺的差异造成的
。

因此
,

卫片色调改变的原

因是多样的
,

其中有与土壤性态有关的
,

也有与土壤性态改变无关的
。

但不同时相或不同卫

片色调差异的原因我们常难以判定
,

故色调只有在同一卫片上才有相对比较的意义
。

我们不能

以色调改变作为判读土壤类型改变的唯一依据
,

而应结合形态特征和其它原则进行综合分析

2
.

要注意影象特征与土壤区域分布规律相结合
。

在成土条件特殊的青藏高原
,

成土因素对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不同于平原地区
。

如高山

土壤都具有年青性
,

成土年龄的影响相对较小
,

而造成水热条件区域分异的气候
、

地貌
、

海拔

高度等的影响相对深刻
。

在某一区域
,

不同成土因子对成土过程的影响强度不可能完全一致
,

其中必然某个因素对土壤发育起主导作用
。

当然不同区域的主导因素可以不 同
。

在解译时要

考虑到不同区域中相应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以判读相应的土壤类型
。

根据掌握的分布规律
,

及

幅内各区域影响土壤发育的主导因素
,

有助于提高卫片解译的准确度
。

3
.

要注意卫片解译的区域差异
。

卫片影象是地面景观的综合反映
,

而土壤是地面景观的组成分之一
。

土壤信息常与其它

地理信息共同反映在卫片上
,

这有可能出现不同土壤在各种地理信息配合下出现相似的光谱

特征
,

或相同土壤在不 同的地理信息配合下出现不 同的光谱特征
,

从而导致卫片影象上出现
“

同土异象
”

或
“

异土 同象
”

的发生
。

因此
,

卫片解译要进行地面
“

建标
”

工作
,

借以揭露土壤与

景观要素之间的相关性
,

查明土壤类型与卫片影象的内在联系
。

当然
“

建标
”

季节最好与成象

季节一致
。

但解译标志有地域性
,

通常在同一卫片区域内可靠性较大
。

不可在某一区域内建

立解译标志后向其它区域无限扩展
,

否则会降低精度甚至出现错判
。

如 1 48 一 37 幅卫片
,

温泉

谷地的兰紫色汐冰泥炭土
,

但同一土类在 1 4 7一 37 幅卫片上的当曲河源地区却表现为黄绿色
、

浓淡不匀的斑块 ; 而在 1 46 一 36 幅卫片的科欠曲源头
,

又表现为黄红色浓淡不匀的斑块
,

并伴

生大量热融湖塘
。

由此可知
,

相同土壤在不同地域可出现差异很大的卫片影象
。

因此
,

不同

地域要分别建立解译标志
,

这虽增加了制图的工作量和难度
,

但有利于提高准确度
,

是完全

必要的
。

、

4
.

要掌握单因子与多因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原则
。

如图幅西北部的西金乌兰湖南侧
,

内陆时令河谷下段及倾斜平原前缘
,

在 1 49 一 36 幅 ( 1 9 7 6

年 n 月 )上表现为明显的纯 白色斑块
,

与冰川雪被相似
。

但分布地段与位于 山峰高处的冰川雪

被相反
,

处于地形洼处
,

在其它幅冬半年的卫片上
,

白色斑块表现稳定
,

但其面积及形状有

所差异
。

由于该湖为矿化度很高的盐湖
,

湖边洼地有可能在早季地表积聚大量白色盐分
,

使

反射光谱增强而卫片显示 白斑
,

如是
,

则应判读为盐土
。

但当我们查看 6 月卫片时
,

没有发

现该地的白色斑块
,

由此推测
,

如果是盐分在地表大量积聚造成卫片白斑的存在
,

则它一定

是硫酸盐
,

而不可能是使地表呈现灰褐色的碳酸盐 (碱土 )或氯化物 (盐土 )
。

但如果是硫酸盐
,

在当地极干早
,

湿度很小的环境中
,

常风化失水呈粉末状
。

冬半年是当地多大风的季节
,

粉

状硫酸盐难以在地表原状保留
,

为此是硫酸盐的可能不大
。

考虑水文地质条件时
,

西金乌兰

湖如此巨大的湖泊
,

在干旱地区所以能长期存在
,

必然有大量的水分补给
,

但从卫片肴
,

其

周围都是干枯的时令河
,

因此估计 湖水主要 由时令河 的地下潜流所补充
。

至冬半年
,

土壤冻

结
,

潜流入湖受到抑制而溢出地表
,

此时地表温度已低
,

溢出的潜流冻结成冰而复盖广大地面
。

至夏半年
,

土壤解冻
,

潜流通畅
,
地表冰层也融化

,
卫片上的白色斑块则趋于消失

。

由此认为

(下转 第3 3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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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
、

抚远
、

哈尔滨幅体现暗棕壤
、

黑土
、

白浆土
、

潜育土 (沼泽土 )等各种类型及类型组合
。

综合后仍要显示出各图幅之间及 图幅内不同区域间土壤分布的特点
,

以保证土壤图质量
。

第

三
、

严格按制图规范中的规定进行制图综合
。

由于各种小比例尺的制图综合都是根据编图 目

的和图幅所表达的可能性来进行的
,

在制图规范中提出了编制的内容和要求
,

也提出了制图

综合的要求和指标
,

因此根据制图规范才能况保证制图的精度
、

质量和各图幅的统一 协 调
。

以上这三条原则在制图综合过程中同时考虑
、

同时应用
,

不是分割进行的
。

(二 )制图综合的内容 制图综合的内容包括地理底图各要素的综合和土壤专业内容的制

图综合两个方面
。

对底图要素来说
,

直接影响到土壤图的数学基础
。

因而
,

应尽量选择稳定

因子及与土壤专业内容有密切相关的因子
。

如水系综合尽量小
,

保留其自然弯曲
,

这有利于

增强土壤图的真实感
,

又是确定土壤分布位置和界线的重要标志
。

对易变因子则尽量多删去

一些
,

只保留其必要的公路
、

铁路
、

居民地等
。

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物则应保留而不受等级的

限制
,

如新疆乌鲁木齐幅南边的阿尔干是土壤和地质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

虽属小居民点

还是选取
。

总之
,

底图要素是土壤专业图件的骨架
,

是它的数学基础所在
,

并能起到校核土

壤专业内容的作用
,

它反映了土壤图的精度
。

土壤专业内容的制图综合
,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

它既影响到精度
,

又影响到质量
。

其做法首先是根据土壤图的比例尺
、

用途
、

区域特征对图例系统进行归纳
,

即以概括的分类

代替详细的分类
,

减少制图单元的层次
,

用高一级单元概括低一级单元
,

然后对图斑内容进

行综合
,

同时又对图斑界线进行综合取舍
,

除去微小弯曲及过小图斑心
、

0
.

2平方厘米 )
,

显示

和强调 图形 (轮廓 )的主要形状和特点
。

如干旱区山地垂直带谱中黑钙土
、

灰褐色森林土绝大

部分是成带状或斑块状分布
,

通过综合必须仍显示这一特点
,

即保留了大 的
、

本质的特征性

弯曲
,

至于那些细小的
、

非本质的碎部则应删去
。

在丘陵地区 (如吉泰盆地 )土壤分布往往会

出现犬牙交错 (或很小图斑相间 )
,

缩小后难以区分时
,

可归并为一个图斑或采用复区图斑以

更好地显示其特征
。

这就能保证土壤图的质量
。

制图综合虽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

只要我们循序渐进
,

掌握土壤分布规律
,

根据上

述原则是不难克服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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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可能是湿地
。

因当地海拔在 4 8 0 0米左右
,

温度低
,

故定为冰泥炭土
。

由上例可知
,

卫片解译不能仅从一个因子考虑
,

而应对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提高解

译的准确度
。

3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