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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用格网判别法
,

利用微型计算机对海南岛土壤资源作适宜性评价并选择其最合理

的利用方向
。

为此
,
将该岛划分为 个格网

,

并选用其中现实利用最成功的 。个格网作

为典型格网 将这些典型格网按最合理利用方式分为 个起始组 选择 个变量 即评价项

目
,

并进行数字化
。

经多组逐步判别分析后
,

经调整的 个最终分组可视为土壤资源适宜性

评价的标准
。

应用判别函数将一般格网归入其最适宜的组内
。

微型计算机自动输出该岛土壤

资源合理利用方向的格网图
。

在此基础上
,

对该岛进行适宜性分区
。

研究表明该岛在发展热

带作物
、

农业和林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

本文试图应用格网判别法
〔卜

“, ,

对海南岛土壤资源进行适宜性评价并选择其最合理的

利用方向
。

右 一
、

格 网 的 划 分

将海南岛 含陆地水面 划分为 个长方形格网
。

每个格网实地南北长 公

里
,

东西宽 公里
,

面积 公里
。

这些格网代表了我们对该岛土壤资源进行评价的

基本单元
。

就是说
,

可以认 为在一格网内
,

自然条件
、

土壤资源质量及其利用方向是基本

一致的
。

对每一格网
,

评价其土壤资源适宜性
,

评定一种最合理的利用方向
。

这种处理
,

在中
、

小比例尺自然资源研究中是可行的
。

伊藤等
‘
曾将 日本爱知县划分为 个格网

,

评定每一格网的合理利用方式
,

获得满意效果
。

二
、

数据的获取和整理

我们在 一 年对海南岛土壤资源进行过考察
‘ 。

考察结果及其他专业的成

果 是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
。

也

我们确定
,

目前及将来一段时期内
,

海南岛土壤资源的利用方式主 要 有 如下 类

丁又燕藐瘾丽蔽漏
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数据计算承蒙陈爱华同志协助
, 图件 , 绘及复照由本所地理室绘

图室完成
。

在此一并致谢
。

参加土壤资源考察的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赵其国
、

刘朝端
、

曹锦铎和熊国炎 广东土壤所邹国础
、

林美

莹
、

郑汉文
、

杨良满和王向军 海南行署区划办滕昭礼和陈强
。

匀 海南行政公署农业区划委员会
、

海南岛热带农业区划综合考察队汇编
‘海南岛衣业区 划报告集

》 ,

年 ,

月
。



。 土 坡 学 报 卷

农 评价项 目

曰 〕 泣

地地形形 坡度度
,

值值 说明 值 说明

中山山 沪一

一 低山山
。

一

一 高丘丘
。

一

一  低丘丘
。

一

一 丘间盆地地 斗 一

一月
,

能坡地地
。

一    趁平原原原原

一 阶地地地地

一 一 台地地地地
。

海成平原原原原

冲积平原原原原

月月月 斗斗河谷平原原原原
·

山谷平原原原原

月月月 山间盆地地地地
。

熔岩台地地地地
与与与与火山锥锥锥锥

说说明

奄
干澡度 风害程度

说明 值 说明

· ·

, 一“
·

。

一

无 无台风
,
常风

速 米 秒

一

基本无 无台风
一 米 秒

微 台风频率
一

米 秒

轻 台风频串
一

米 秒

日弓 七」

…
,‘二‘二,‘,‘

中 台风频率
一 一
米 秒

强 台风颇率
一碍关

米 秒

工工目,,,

烈 台风频率
弓 ,

·

米

毯

— —
水田

,

这是该岛的基本粮田 旱地
,

主要为糖
、

油料等经济作物用地 林业 指

生产热带珍贵林木的土地 林业
,

指着生人工林及防护林的滨海砂地 习 牧业
,

包括山地草坡及稀树草原牧地 热带作物
,

指发展稳产高产橡胶林的土地 热

带作物
,

指发展一般橡胶林及其他热带作物的土地  其他
,

包括城市
、

矿 山
、

盐场等

非农林业用地
。

为了进行判别分析
,

我们把上述 类土壤资源利用方式作为初始分组
,

并选择 个

典型格网 训练样本 作为它们的代表
。

所谓典型格网
,

必须是现实土壤资源利用较为成

功
,

或认为较理想者
。

例如
,

作为热带作物 组的典型格网
,

必须是土壤深厚
,

基本无风

害
、

无寒害并无旱害的砖红壤地域
,

且多为高中产橡胶园所在地
。

这些典型格网尽量均匀

地分布于条件许可的全岛各地
,

并按每一初始分组分配如下数目 水田组
,

早

地组
,

林业 组
,

林业 组
,

牧业组
,

热带作物 组
,

热带作物 组
,

其他组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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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资源评价中
,

确定评价项目及评价标准具有重要意义冈
。

考虑到海南岛在我

国热作生产中的地位
,

选择土壤资源评价项目时
,

必须充分考虑影响热带作物生长的因

素
。

我们选定了 fl 个评价项目
,

它们可以归属如下 3个范畴
:

1
.
土壤类型及其属性

:
这是土壤资源利用的基础

。

包括土壤类型
、

土层厚度和腐殖

质储量三项
。

2

.

自然地理环境
:
包括海拔高度

、

地形
、

坡度
、

风害程度
、

干燥度
、

温度状况和植被类

型七项
。

这些条件影响成土过程
,

支配土壤水
、

气
、

热状况
,

从而直接影响土壤肥力
。

因

此
,

可以把这些条件看作是土壤资源生产力的构成因素
。

3

.

人类经济活动
: 土地利用状况一项大体上可以综合反映人类经济活动对土壤资源

利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

为进行数值分析
,

我们根据本岛土壤资源的情况
,

依据下列原则对每一评价项 目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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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变量进行赋值
〔, ,41 ( 表 1)

。

1

.

连续变量离散化
:
海拔高度

、

土层厚度
、

腐殖质储量
、

千燥度和坡度等
,

属于连续变

量
,

其中大部分尚属比例变量
。

考虑到各格网的每一变量均有一定变幅
,

为使每一变量在

给定格 网中有唯一确定值
,

我们对连续变量进行简单变换
,

使变量的某一变化范围仅由一

确定值来表示
。

如海拔高度 400 一 65 0米范围定值为 6
.
, ,

等等
。

2

.

有序多态变量 (如风害程度
、

温度状况)
:
按 自然顺序排列

,

并按其对土壤资源生产

力影响大小序列进行赋值
。

这些变量往往带有某些数量化成分 (如构成风害程度的因素

之一的常风风速 )
,

对它们的赋值往往也只要求简单的变换
。

3

.

无序多态变量(地形
、

植被类型
、

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现状)
:
按其各状态对土壤资

源生产力及适宜性影响的性质和强度进行归类和排序
,

然后按排序结果赋值
。

对一给定

变量而言
,

对生产力和适宜性影响性质和量度均相近的状态
,

赋予相近的值; 影响性质和

量度相去较远的状态
,

赋予相差较大的值
。

例如
,

在土壤类型这一变量中
,

水稻土各亚类

(该变量的数种状态)赋值相近
,

而砖红壤各亚类(同一变量的另几种状态)赋值也相近
。

但

该两土类属性相去较远
,

生产力和适宜性也大有差异
,

故它们 (也是该变量意义稍广的两

种状态)之间赋值也相差较大
。

这样做的 目的
,

是为了使事物类间方差增大而类内方差变

小
,

直接加强判别分析的效果
。

我们将各变量赋值范围限制在(0
,

1
0) 区间

,

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

另外
,

根据各变量在

评价中的地位
,

给予不同待遇
,

对作用小的变量取值区间适 当缩小
。

这样做
,

实际上是给

影响较大的变量以较大的权
。

确定变量及赋值原则后
,

依据考察资料。 ,

并参照地形图及历年的资料和图件
,

得出各

典型格网和一般格网的各变量之值
。

对一给定格网
,

如某变量变幅较大
,

则按其平均状态

定值;若此变量为多态变量
,

则按最具代表性的状态定值
。

由于格网在图上的大小与一般

专业图件单一图斑大小相近
,

这样处理仍是合理的
。

经过这一步骤
,

4 0 9 4 个格网的 11 个

变量均各有唯一确定值
。

表 2 给出 , 70 个典型格网 11 个变量的均值
、

标准差和变异系

数
。

表 2 典型格网橄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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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
三

、

利用方向的判定

我们应用贝叶斯准则下的多组逐步判别法
‘, ,s, ” ,

实现土壤资源利用方向的判定
,

判定

过程由微型计算机执行
。

现将判别分析结果介绍如次
:

(一) 变 , 的筛选

前述 11 个变量是凭经验初步选择的
。

在逐步判别分析中
,

这些变量依次引人进行计

算
、

筛选
。

结果
,

n 个变量全部人选
,

无一剔除
。

这表明原确定的 11 个变量对判别分析

全都十分重要且非常有效
。

( 二) 判别函数的形式

f
,

(
‘
) 一 ‘n p ,

+
c 0’ + 习

C梦, x “,

g = l
,

2
,

… G (l)

式中
: p: 为先验概率( p

,
~ , ,

/
N

, 。 , 为初始分组中第 g 组的典型格网数
,

N 为

典型格网总数);v 为选人的变量数 ;‘ 为判别分组个数 ; c 、
,

c 护为判别系数 (表 3)
。

令 九
*
(二 ) ~ m

a x
几(

二
)

g 一 l ,
2

,

… G (2)

奋 则被判别格网归属 广 组
。

( 三) 典型格网判别率

判另”率 一

(

‘- 误判格网数

初始分组格网数)
“

“。%

经过判别分析调整
,

5 7 0 个典型格网仍然分为 8 组
。

判别率反映了判别分组的调整

情况及初始分组的合理性
。

判别率愈高
,

初始分组愈合理
。

由表 4 可见
,

各组判别率都相

当高
,

说明选取的典型格网质量较高
,

判别分组的物理意义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

例如
,

判

别率最高的是牧业组
,

反映了稀树草原和山地草坡的牧业利用方向比较明确
。

( 四) 判别分组的有效性及其统计检验

如

表 , 列举了典型格网经判别分组后
,

各组在多维空间的马氏距离 (口)
。

马氏距离大

体反映各组(即各类土壤资源适宜性评价标准)之间的差异
。

距离小者
,

两组适宜性较相

似;距离大者
,

适宜性相差较大
。

例如
,

热带作物 l 组(6 组 )同热带作物 2 组 (7 组)之间

距离最小
,

说明两类热作用地适宜性相似
,

自然条件和生产管理上都有相同之处
。

但此二

组的 F 值(12
.
57)仍大大高于 F

。二0. 。,

一 2
.
4。 ,

说明两组之间仍有显著差异
,

分组有效
。

就

是说
,

必须建立评价标准
,

将这 两组土壤资源区分开来
,

在利用方式和生产管理上区别对

待
。

纵观各两组间的 F 值
,

全部高于临界值
,

说明建立起来的 8 组 适宜性评价标准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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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国炎等 : 海南岛土壤资源利用方向的判别分析

早
(五 ) 一般格网的判别分组

按上述评价标准可判定全岛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方向
。

按判别公式(l) 和(2 )对其余

三千多一般格网判别分组的过程
,

就是对各格网适宜性评价的过程
,

结果就是它们的最合

理利用方向
。

图版 I
,

图 1 是判别分组的结果
,

是微型计算机输出后
,

稍加整饰而成
。

图

廓上的格网号(参照图 2) 可帮助读者查出每一格网的地理位置
,

从而查出每一地域土壤

资源的合理利用方向
。

梦

(六) 各格网的判别值

利用(l) 式可计算每一格网的判别值
。

从判别值可以判断土壤资源对各利用方向的

适宜性程度
。

生产实践中
,

除按(2 )式判定土壤资源的最合理利用方向外
,

尚可注意次大

判别值
,

作为计划用地的参考
。

此外
,

还应注意最小判别值
,

因为它表示某格网对某利用

方向的最不适宜性
。

因此
,

判别分析可帮助计划人员扬长避短
,

充分发挥土壤资源的潜

力
。

如图 2 是一小地域(约位于五指 山北
,

琼中县城西)的各格网对各利用方向的判别值
。

大部分格网以林业 1 组的判别值最大 ;而次大判别值往往落在牧业组上
。

这一地域为低
、

中山地区
,

历史上和目前皆以森林覆盖为主
,

但森林已屡遭破坏
,

部分已转变为草坡
。

判别

分析表明这一地域最合理利用方向为恢复森林
,

发展热带珍贵林木
。

但也可利用部分草

坡发展养牛业
。

最小判别值多落在
“

其他组
”

内
,

表明五指山及其边缘地域不宜进行大规

模非林业性开发
,

以利水土保持
。

上述分析
,

是符合该地域的实际情况
。

( 七) 格网判别结果的统计分析

土壤资源利用方向的判别结果(表 6)同广州地理研究所实地量算结果
‘,对比表明

,

水

田
、

林地
、

牧地等按格网判别统计的面积与现实利用面积均比较接近
,

这显示现实土地利

用合理 的一面
。

但热作和旱地两项
,

格网判别的面积比现实利用面积大得多
,

表明本岛宜

热作和宜经济作物的土壤资源利用率还很低
。

水田
、

旱地
、

橡胶热作
、

林
、

牧
、

其他用地的

大致比例
,

应由目前的 2:l
.
5:l:2 :0

.
5:3 ,

按格网判别结果调整为 1
.
5:2 :4 :0.4 :0

.
1 为宜

。

约

农6 各种格网(利用方向)统计

T a碗e 6 N u :nb ers of various type: of grids (U
tiliz:tio n typ es)

利利用方向向 水田田 旱地地 林业 lll 林业 222 牧业业 热作 lll 热作 222 其他他 水而而 总 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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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网数数 55888 88888 66999 12777 1斗333 3 7 666 1 2 8 666 3斗斗 l 333 斗0
‘、斗斗

面面积积 4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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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 5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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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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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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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 成的热带作物土壤资源是本岛的优势
,

是我国绝大部分其他地区土壤资源不能替代

的
。

总之
,

格网判别结果表明
,

从土壤资源适宜性看
,

海南岛是以发展以橡胶为主的热带

作物为重点
,

热作
、

农
、

林
、

牧全面发展的良好基地
。

赚

四
、

土壤资源利用分区

由于海南岛内部水热
、

地貌条件的分异
,

土壤资源的类型及利用方向也呈现复杂情

况
。

按实际情况划分不同地域
,

按不同区域进行管理
,

将有助于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为

此
,

我们试用格网判别的结果
,

对海南岛土壤资源的利用进行分区
。

根据图版 I图 1
,

并参照习惯的自然地理分区来观察某一地域的土壤资源利用方向
。

若该地域以某一组
,

或性质相近的两组合成一类(如水田和旱地合为农类
,

热作 1 和热作

2 组合为热作类等)的格网占同地域格网总数 70 多以上者
,

则将该地域划为该多数格网

的适宜区
。

若某地域中有数种利用方向格网出现频率均较高
,

但无一占绝对优势者
,

则将

该地域划为该数种利用方式的发展区
。

结果
,

全岛划出七个利用分区
,

其中两个区下各续

分两个亚区(图 2)
。

1

.

琼中南山地赤红壤
、

黄壤重寒害宜林区
。

占全岛面积 18
.
80 多

。

n

.

琼中丘陵砖红壤轻寒害
、

轻风害宜热作区
。

占全岛面积 ”
.
08 关

,

下续分两个亚

区
。

m

.

琼南山间盆地砖红壤无寒害
、

无风害
、

无旱害宜胶区
。

占全岛面积 10
.
09 务

。

I V

.

琼北台地砖红壤
、

水稻土有寒害
、

有风害宜农区
。

占全岛面积的 24
.
23 多

,

下续分

两个亚区
。

v

.

琼府台地砖红壤城郊经济发展区
。

占全岛面积 1
.
54 界

。

vi

.

琼东南砖红壤水稻土
、

重风害宜农区
。

占全岛面积 5
.
37 多

。

v n

.

琼西南燥红土
、

砖红坡
、

砂土有早害农林牧发展区
。

占全岛面积 6
.
81关

。

以上分区
,

同 198 1年有关专业所作的农业
、

热作区划大致吻合
,

各类适宜区面积比例

亦和各组土坡资源合理利用方向判别结果的面积比例大致相同
。

这说明用格网判别分析

结果来进行区划的方法是可行的
。

镶

[l]
12]
[3]

[呼]
[ 5 ]

l.JI胜J1.J‘U翻/
8

f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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