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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李 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木文对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
,

认为土壤制图是研究和表达土壤在空

间分布的群体结构形式
。

提出了土博组合发生的瓤图原则
,

以及提高定量化程度的单区与复区

并重的制图方式
。
论述了土壤制图单元的组成分

、

确定的根据
、

相应的分类级别;土壤制图单元

系统的等级及其排列 ; 土壤制图单元与土壤分类单元的关系和异同、 概括了单区与复区两种

图斑结构形式及其形成因素
,

提出首先将复区图斑划分为地形
、

母质
、

历史演化
、

耕作等成因系

列
,

然后翰良据土壤群体组成分间的发生联系
,

细分为许多成因类型的分类观点和实例
。

还阐

述了图斑组合所显示的我国土壤分布的地理规律性
。

·

概述了制图综合在小比例尺土壤制图中

的重要意义
,

综合概括的途径和注意事项
。

最后简述了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展望。
·

土壤制图学是土壤地理学和地图制图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
。

它着重研究如何科学地

以图形反映土壤类型
、

组合及其空间分布的规律性
。

它与土壤分类不同
,

土壤分类是研究

土壤类型的科学区分
,

而土壤制图则是研究和表达土壤在空间分布的群体结构形式
。

小比例尺土壤图是指 < 1: 30 万或 < 1: 50 万的土壤图
,

其编图目的在于反映全国和

大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

组合及其分布规律
,

并体现区域特征
,

全面展示全国或大地区的

土壤资源概貌
,

并可据 以粗略地估计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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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壤肥力图的基础图
,

也可为国家及省 (区
、

市)进行自然区

划
、

农亚区划
、

土壤利用改良区划提供科学依据
,

因此
,

在发展国民经济中
,

不仅对自然资

源的开发利用
,

农业生产的合理配置
、

国土整治
、

环境保护等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而且对国

防建设
、

工程建设提供基础资料
。

同时
,

对促进土壤分类
、

土壤分布的研究
,

以及土壤地理

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

土壤图是土攘制图的成果
,

土壤制图的研究水平直接关系土壤图的质量
。

长期以来
,

特别是建国以后
, 我国全国性和区域性小比例尺土壤制图工作一直在进行

,

有了很大的进

展
‘一 3, 。

但是
,

人们往往将土壤制图仅看作是一种制作土壤图的技术手段
,

多侧重于制图

技术的研究
,

对理论上的探讨较少、影响到土壤制图水平的提高
。
作者在多年来编制全国

性和她区性各种小比例尺土壤图 (l
: 2 50 万

、

1: 4 00 万
、

1: 1 0 0 0 万
、

l : l钓。万
、

l :l 8叻 万
、

l ) 马溶之 , 19 4 9 ; l: 8 00

2) 乌落之
、

文振旺
, 195 ,

3 ) 马落之
、

李锦
、

章扬德
,

万中国土壤概图
。

(内部资料 )

: l : 和。 万中国土壤图
。

(内部资料 )

19 66 : l: 2 , 万中国土壤图
。

厂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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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2 0 0 0 万
、

1 : 100 万等)
一

的制图实践中
,

重视了土壤制图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少 l0J
,

本文主

要就小比例尺土壤制 图在这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

土壤制图原则和依据

土壤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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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是评价土壤资源和因地制宜地利用改良土壤的科学基础
。

(一)
’

土壤制图的原则

由于各种土壤类型在自然界的空间分布呈组合状态
,

而各种组合格局在形成上有一

定的发生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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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应在研究各种土壤组合的发生原囱
、

组成分的内在联系 以及图形特

征的基础上
,

经过科学的综合
,

将土壤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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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具体体现为 :

1
.

为了反映土壤地理分布的实际情况
, 土壤图除比例尺很大以外

,

在最小图斑规定的

范围内
,

很多情况都难以用单区 图斑表示
,

因而采用以单个类型和组合类型为制图单元
,

单区与复区图斑并重的方式制图
,

与土壤分类强调形成条件转变为依据属性的同时
,

改变

过去套地带以单区图斑为主的作法
。

2
.

运用发生学观点研究图斑内部与图斑之间土壤组合的发生原因
、

组成分的内在联

系
、

图形特征
,

探索土壤的群体结构形成的规律
。

3
.

分析和解剖图斑的组成分及其面积比例
,

注意图形的走量表示
。

4
.

在贯彻上述原则的同时
,

还要注意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
,

既要反映自然规律
,

也

要表示与生产密切有关的因素
。

(二) 土壤制图的依据

1
.

土壤制图单元以土壤系统分类的相应级别的分类单元或分类单元的组合为基础 :

2
.

图斑结构与图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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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说明的是
,

上述组合类型单元是泛指
,

它对比于单个类型单元
,

即是土壤类型组

合起来的单元
。

复区图斑是以组合单元为内容的图形
,

它对比于单区图斑
,

不是指苏联的

中
、

小地形相联系的组合 (C 创eT aH h。) 与复区 (K oM而
e此)

一

或是美国在制图上所用的组

合 (A s so e ia tio n ) 和复区 ((〕o m p le、)
。

二
、

制图单元及其系统

制图单元及其系统的拟制是编制土壤图的基础
。

制定一个科学的制图单元系统
,

需

要解决如下几个间题
:

(一 ) 制图单元的定义及组成分
: 制图单元是表示图斑内容的单位

。

从适应土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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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评价祈公用出发
一
它的主要成分是由土壤类型组成的单元

·

我们称之为土壤制图单元
,

其次是在实地上 占有一定面积的非土壤形成物
,

如冰川
、

雪被
、

盐壳
、

盐泥
、

岩石露头等
,

称

之为非土壤制图单元
。

在图上还可根据各类土壤及不同地区确定一些相
,

如山地相
、

侵蚀

相 (包括南方的水蚀
、

北方的风蚀等相)
、

石质戈壁相〔干旱区所特有)等
,

这些相表明与利

用
、

管理有关的土壤和环境条件上的差异
,

它们不作为单独的制图单元
,

但却是区分制图

单元

驾儡
单娜

定
、

。
谁。、、及

、,
; , 土壤分类的理论观点

,

又

不是土壤分类的重复
。

土壤制图单元 以土壤系统分类的各级分类单元为基础
,

但两者并

豁摆彝:撇声驾婴{默
粼垦祥

(三 ) 土镶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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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比例尺土壤图的基本制图单元主要相当于土类
、

亚类或土属
,

在

小比例尺的幅度范围内
,

比例尺愈大
,

分类级别愈低
, 比例尺愈小

,

分类级别愈高
。 从表 ;

看出
,

l:
一

10 。万土壤图大多为土属或亚类 ;i
:
25 0 万一 l :

一

钧。万图以亚类为主 ; 1 :l 00 D 万

图为亚类或土类
: 1: 1 40 0 万图以土类为主月

: 2 0 0 0 万图为土类
。

表 1 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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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类为主
,

少数到土类
, 个别到土属

亚类为主
,

少数土类
,

个别到土属

亚类为主
,

土类为次
.

土类为主
, 部分亚类

土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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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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俐制图目的不同
,

同丫种比例尺甚至同一张图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不尽一致厂
一

般山

区高于平原地区
,

农区低于非耕作区
,

但若以荒地资源开发或宜林地选择为自的
,

厂

则荒地

土壤或林地土壤的细度应增大
。

(四) 土壤制图单元的等级卜土壤制图单元包括基本制图单元及上层制图单元
。

基

木制图单元即实际上图单元
,

是系统中最低的一级
,

上层制图单元主要作为归纳用
,

是阐

默套絮留翼矍骥狐溉默篡竞髯蒙黔粼
在制图中常用的友稀户两煮等舞还全相属{l才尾担景珍蛛冬习尺科国姆面稗韵舞求匀压能以单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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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表示的
,

不同级的分类单元可列为同一级制图单元
,

如 1 : 斗00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

基本制图单元可以是亚类
、

土类或土属
,

制图单元等级较少
,

小比例尺图一般为 l一2 级

(表 1)
。

以组合发生的原则制图
,

制图单元不同于土壤单元
,

基本制图单元包括土壤的单

个类型和组合类型
,

上层制图单元可以按照单个类型和组合类型中的主要成分进行归纳
。

亦宜等级少
,

系统简明
_ ,

如新编的 l : 1 00 万乌鲁木齐幅土壤图
。

(五 ) 制图单元的系统排列
: 制图单元的系统排列以正确表现土壤分布规律和图幅

内容清晰为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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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排在单区制图单元之后
。

全 国土壤图制图单元中的土

壤成分
,

除将发育程度低的初育土排在前面外
,

可按先地带性土壤后隐域性土壤
,

先基带

土壤后垂直带土壤的顺序
,

由南往北或由北往南
、

由东到西
、

由低到高进行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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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制图成分者
,

如各种水稻土
、

黑沪土
、

潮土
、

灌淤土等土类以及各种土壤耕种亚类或耕

种土属等
,

以单区或复区图斑表示
,

反之
,

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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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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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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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斜线或山地符号表明山地相
。

区域性的土壤制

图
,

为反映区域特征
,

排列的方向可以不同
,

如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主要为高山土壤
,

边

缘 !
_

妇地土壤居于次要位置
,

则多由高向低排列 ;太湖地区以水稻土为主体
,

则可先排列水

稻土等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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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幅完整的土壤图即由不同结构
、

不同形状和面积的图斑所构成
。

(一 ) 图斑结构的含意及划分的依据
: 图斑结构是指单个图澎中制图单元存在的基

一

本形式
,

包括组成分
、

面积对比关系及结构形成的基础等
。

概分为单区图斑和复区图斑两

种形式
。

-

在一幅图上具体图斑确定用何种形式则
一

与最小图斑面积 中土壤分布状况有关
。

在最

小图斑允许的范围内
,

与比例尺相应等级的土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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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讲
,

在生物气候条件类似的地区
,

如地形
、

母质变化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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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祷;撇滩厂界⋯;
因系列

,

每一系列下
,
再根据土壤群体组成分间的发生联系

,

又可分为许多成因类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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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复区图斑的成因系,I1 和类型
T 趁b le Z T h e fo r

tn in g fa e t
.

o r : e q u 。丑 e e s , 。d t y p e s o f
e o m p o u n d d

e
lin 。二 t io n

地 形 系 列
r h e r e li

e f s e q u e n c e

母 质
T h e p r 七n t

系 列
m a t e r i a l

历史演化系列
T h e h is t o r ie a

l e v o
lu t l o n

s e q u e丑七 e

耕 种
_

系
’

h e c u lt l v 几t I O n

s e q u e n c e S e q u en C e

复区普润性卜 山地地形高差悬殊垂直带

过渡迅速引起的复区图斑类型
。

l. 风沙覆盖引起的复区图 } 1
.

荒漠化作用引起的复区 L 不同耕种类型组合的

斑类型
。
如干旱的塔里木盆4图斑类型

。

如塔里木盘地普}区图斑类型
。

如西北干旱

如喜马拉雅山南侧边缘山

黄壤与黄棕壤组合

地
万

的 }地流动风沙土与普通龟裂土 }通龟裂土与荒漠化草甸土的 }的灌淤熟化绿洲土与灌淤

的组合
,

半固定风沙土与盐}组合

z. 山区坡度陡缓弓1起的
。 如}化胡杨荒漠林土的组合等 2

.

成 土年龄不同引 起 的
。

各种山地土壤与石质土的组合 2. 侵蚀作用引起的
。

如西}如淮北 平原的砂姜黑土和潮

通绿洲土的组合
,

南方湿
区的漪育性水稻土与潜育

水稻土的组合
·

山地坡向差别引起的汤匡黄土
高原地区的黄绵土与⋯土

, 西北黄土高原黄绵土与

天山北坡的黑钙 上 (阳坡 )与灰

褐色森林土的组合

4.
‘

丘陵起伏引起的
。

如南方

丘障区红壤与潮泥 田或冷侵 田

组合

,
,

平原区水分状况或水盐状

况变化引起的
。

如太湖平原不

同类型水稻土的组合岸北平原
潮土与盐溃化土壤的组合

红粘土的组合

孔不同母岩交叉分布 引起

的
。

如南方丘陵区红壤与紫

色土的组合
,

中性紫色土与

酸性紫色土的组合

黑沪土的组合

2. 耕种与非耕种类型组合

的
。

如西韭干旱区灌淤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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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辫辫辫O !O 20 公里

沙璐质棕漠出; 创
‘

_

砂砾质石膏棕摸土 ;
_

Bs
!

C玩 薄层栗钙土 ; c 卜
:
+ C h ,

薄层栗钙土 十

厚层棕钙土 ; Bs
,

薄层棒钙土 ; Bs
。

厚层淡棕钙
厚层栗钙土 ; C五

,

厚层暗栗钙土 C n ;

厚层黑钙
C nl 十G f.

厚层黑钙土十 灰褐色森林土; Sm
:
十 G f

,

厚层饱和亚高山草甸士+ 灰揭色森林土 ; s m
,
+ Gf

‘

队七七

薄层饱和亚高山草甸土 ; A m
i

饱和高山草甸上 ; G f
l
+ s m

,

灰褐色森林土 干 厚层饱和由二高山草甸士;

如
,

苏打
一
氛化物

一
硫酸盐典型盐土 ; M气 普通草甸土导 o m

,
+ M ‘ , 、

灌淤熟化绿洲潮土十晋通草甸上

图 1

斑争 I T h

1 :工介。方乌鲁木齐幅土壤图博格达山地部分

入rt 讨 “
州

‘
.

M
O

u!t 州毛呼煞
砂 u

_

U I 七 卜‘ a ‘七 o T I. 儿, 以 , 甘

i心 th e s o i l

(l 98 , 年〕

m a p 。f o
r o m 。呈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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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单区和复区图斑的土壤图与以单区为主的类型图相比
,

详细程度

加大
,

能进一步反映在大范围内的中地形与小地形的土壤分布规律b 如 1 : 100 万乌鲁木

齐幅库尔勒地区中下部因受洪水散流影响
,

地形切割破碎
,

起伏不平
。

图上 4 。澎 内
,

19 8 5

年比 196 1 年编制的土壤图多 ]L0 个图斑 ;其山区一些复区如黑钙土与灰褐色森林土复区
、

亚高山草甸土与灰褐色森林土复区
、

不同山地土壤与石质土复区也更符合于土壤分布的

实际情况
。

(图 1)
。

(三 ) 图斑组合所显示的地理规律性
: 小比例尺土壤图图斑组合以图形显示了不同

规模的土壤组合规律
。

第一
、

全国土壤图总体的图斑组合反映与生物气候相联系的土壤

广域分布规律
。

由于我国南北跨热带
、

亚热带
、

暖温带
、

温带
,

寒温带五个热量带
,

东部沿

海深受东南季风影响
,

比较湿润 ;西北地区由于青藏高原对西南季风的屏障以及东北一西

南走向山地对东南季风的层层屏障
,

愈向内地愈趋干旱 ; 青藏高原的隆起
,

使气候干寒
。

植被类型也随水热条件而演变
「

。

由于生物气候的影响
,

我国境内自北而南
、

自西而东或自

高而低
,

风化作用逐渐加强
,

生物的物质循环 则自北而南速度逐渐加快
,

自西而东生物量

由少到多
,

矿化作用由强变弱
。

自高而低则因基带不同而分别 出现土述由北向南或从西

向东的相应变化
,

因之土壤性质亦呈有规律的变化
。

土壤的水平分布规律呈现自南向北

随热量变化的纬度地带性
,

自东向西随湿度变化的经度地带性
。

前者以东部季风区最为

0 10 0 2 0 0 30Q公里

卜
、

栗钙土 乙 棕钙土
5

.

龟裂土 6
. 「

绿洲土

土 ,沐残余盐土 拍
.

嘎土 14
二

斑毡巴嘎土

.

灰棕漠土
’

厂 棕漠土 扭 节 棕漠土 气
·

草甸土 7 ,

灰色草甸土
,

人 林灌草甸土

流动风沙土
1 5

.

高山摸
l

土

1长
‘

草毡土
、

二 12
.

“ 固定风沙生;

黑毡土
r

13
;

;
Tr 早作土盆

L

石膏棕漠土
, ‘

8
·

沼泽土 9.

荒漠莎嘎土
,

14
.

一

矗 戈壁彭 ,

扣
,

月

石膏执盘棕漠土
盐土 瓦 赎冲 盐

巴 嘎丸淤
‘

巴

盐壳 ; 类狠类里

图 2

F 19
.

Z T 五. e o m b in 盆金1 0 ”

前冠
“s ”

表示山地土澳

1: 1 0 。。方塔里木盆地环形带状图斑组合
。f ‘le li公 . a t io n s in th e f o 金m o f

一

r in g lik e ‘
b e lt s

。 r 。 r 、、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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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 00 公里

卜 红壤

果钙土
黄红壤

, 1 2

褐红壤 2. 黄棕壤

草甸士
一

9; 沼泽土 10
.

黑琶土
棕壤

11
.

草毡土

暗棕壤 ,
.

揭土 冬 灰揭土
!乙 巴嘎土

一

13 一莎嘎土 “ 馨
漠土 丫黄壤 土壤类型前冠咭

”

表示山地土壤

图 3

凡乡 3 T 酥 co 也b抽
。“on

一
。主

一

0 f t h e

断山脉睐谷钟区平行状图斑组合
p云al lel d曰切ea tio

。

细而 宫or 邵

称 1
_

00 。万横断山脉

H o g如
: 。 耐

。 u n

tai ns

r e g 才o 及

弯氟粼翼橇瓮翼装霭竖粱霎{凛默
、

鹭霎卖黯翼
山地由味美断郭随高度增加而产生的土壤更替伪垂直地带性

,

并因基带不同而有多种多徉
的垂直带谱、其锵式的姐成类型好似水平带土壤命

或向南竖起
。

一

青
献

原原面辽阔
, ‘

琪并戮热{)
{挤截莎{洋琴磷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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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臼一目. . . . . . . 曰.州. . .

一
一

一
~ -

一
-

一-

龟一坚一
.

J
公里

1
.

褐土

黑沪土

(黄绵土)

黄土 8.

2
.

薄层及粗骨褐土(薄层及石渣肝泥 )
4 、 粘黑沪土和黑壮土 叭 典型黑庐土

6
,

原始黑庐土及少量典型黑沪土 7

3
·

原始粗骨褐土和普通褐土(石渣土和普通肝泥) 4. 粘
, :

典型黑沪土及原始黑笋土 6
.

松质黄土原始黑梦土
砂黄土原始黑庐土(粗黄绵土) 7 :

粗黄绵土
, 7 :

杂砂

原始灰褐色森林土(黑壮土) 8 ,
黄壤厚层

,

士)及耕侵揭土 功
.

侵蚀褐土
、

普通褐土及粘黑庐土

8
,

基岩上薄层
、

粗骨 9 、

侵蚀生荒褐土(山丘黑红
1 1

.

原始黑笋土(黄土
、

黄锦土 )及原始灰褐色森林土

“
图 4

1:1 知 万黄土高原树枝状图斑组合
‘’

-

F ig
·

弓 r h e O o m b in a t io n o 全 d 七li n e a t反o n i n t h e f
o r m “￡ b

r a n c h o n L o e ‘sia l p la t e a u

四
、

制 图 综 合

制图综合的含义是
: 根据制图目的和比例尺的要求

,

对土壤信息进行科学的概括与

取舍
,

以便在一定比例尺图上尽量客观地反映自然界土壤的类型
、

典型形态特征
、

面积对

比和分布规律性
。

它不是简单地缩小图形
,

舍去细小碎部的过程
,

而是一个愈来愈显示规

律性的过程
。

制图综合包括从土壤的客观实体反映到图上
,

以及从比例尺较大的图反映到较小的

图上两个方面
。

一般说
,

不论
一

土壤图比例尺多大
,

都需要进行制图综合
。

小比例尺土壤图

科学内容概括性强
,

并常采用编制的方法
,

要应用许多已有的中
、

小比例尺土壤图
,

因此
,

对制图综合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
。

-
- -

一 卜

制图综合的途径和方法是
: 根据图幅表达的可能性

,

结合编图的 目的
,

确定保留的最

1) 引自朱显滇
, l%处 ” 工,

50 0, 0伽 黄土高原(南部)土壤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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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赤红壤
:

厚层赤红壤
,

1. 花岗岩母质赤红壤 1 :

中有机质层厚层赤红壤
, l :

薄有机质层厚层赤红 壤
, 1 ,

侵蚀

玩 薄有机质层中层赤红壤
,

「

1
,

薄有机质层薄层赤红壤
, 1。 红砂土

2i 薄有机质层厚层赤红壤
, 2 :

侵蚀厚层赤红壤
, 2 ,

厚有机质层中层赤红壤
,

2
;

吞 砂岩母质赤红壤

薄有机质层中层赤红

壤
, 2

,

薄有机质层薄层赤红壤
, 2 。 黄砂土 黄化赤红竣 : 3

.

花岗岩母质黄化赤红壤 3 1

厚有机 质 层

中 层黄化赤红壤 酸性潮土
: 4. 潮抄土 韦 乌沙土

, 气

泥土 淹育性水稻土
: 6. 黄沙泥田 6 、 黄泥底黄沙泥田

松沙土
,

7 .

黄泥田

4 ,

紧沙土 5
.

潮沙泥 土 ,
工

潮沙
7

1

红泥底黄泥田

乳 沙田 趴 黄沙泥垫沙田
, 8 2

黄泥垫沙田 饥 红泥垫沙田
, 8 ‘红泥垫沙石底沙田

,

8 。 黄沙泥底沙田
,

1 0 ,

油沙泥田 11

泥底沙泥田
,

11
:

8 7

黄泥底沙田
, 8 。 黄沙底沙田 9. 结粉沙 田 9

,

黄泥底结粉沙田

储育性水稻土 :

8 ,

焦沙底沙 田
,

10 二油沙泥 田

沙泥田 11
上

沙泥 甲 11
:

黑泥垫沙泥田
, 1巧 黄沙泥底沙泥田

,
11

布

黄泥底沙泥田
, 11

。

焦泥底沙泥田
,

11 卜红泥底沙泥田 12
,

结沙泥 田

砂石垫 黄 沙
12

,

结沙泥

扫 招
.

泥田

潮沙泥田 l又

灰漂性水稻土:

灰沙田
, 1鞠

20
.

青沙尼田

13
3

黄泥底泥田

环
·

潮泥 田 1 6

黄沙底灰沙田
,

王4
.

结泥田 14
,

红泥垫 结 泥 田
,

15
·

潮泥田 17
·

结潮泥
、

田 17
1

结潮泥 田

18
3

红泥垫黄沙底灰沙田
, 18 ‘ 焦沙 底

19
.

青沙田 19
1

青沙田
,

2 0
,

黄泥底青沙泥田
一

青沙泥田 2 3

图 s(1)
F ig

.

5(l) T 五e 5 0 11

2 1. 青泥田 21
,

黑泥垫黄泥底青泥 田

19
,

白
_

泥垫 黄 沙 底 青 沙 田

22
.

结青 沙泥 田 欢
,

结

沙泥质湖洋田 2 子,

黑泥垫沙泥质湖洋田

1: 10 万博罗县土壤图(典型地段)

m a p o f B o lu o C o u n ty (R e p r o s e n t o t i夕e 二 : e a :
)

小图斑面积
,

一般可考虑为 0. 2一。
.

4c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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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形细部综合三个途径进行概括
。

具体说
,

即以高一级

的分类单元归并低一级分类单元 ; 以面积大的图斑归并面积小的图斑
; 与地形图相应

,

舍

去单个图斑次要的月卜本质的碎部
「

,

保留基本的 , 典型的和有特征的部分
。

复区图斑的归并

根据前述面积比例的要求
,

以面积大的 2一 3 个类型为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
,

1 0多一30 拓

作为内容物
,

在发生上有联系的分类单元也可进一步归并为高一级单元
。

例如广东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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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军
戈戈礴鞍莱符 代 /

---

典型赤红壤: 1
.

花岗岩母质赤红壤 2
.

砂岩母质赤红壤 黄化赤红壤
: 3. 花岗岩母质黄化赤 红 壤 酸

性 潮土 : 4
·

潮砂土 5. 潮砂泥土 淹育性水稻土 : 6. 黄泥沙田 潞育性 水稻土 : 仁 沙田 8. 沙 泥 田

9
.

泥田 10
·

潮沙泥 田 11. 潮泥田 灰漂性 (渗育性) 水稻土
: 12

·

灰沙田 潜育性水稻土; 13. 青沙
田 14

·

青沙泥 田 1 5. 青泥 田

图 5 (2) 1 : 3 2 2 5 8 0 博罗县土壤图 (典型地图)
F ig

.

5 (2 ) T h e s o il m a p o f B o lu o C o u n t丫 (R e p r e s e n t a tiv e a r e a s)

罗县土壤图由中比例尺 (1
: 10 万)一小比例尺 (1 : 32 万)时

,

基本制图单元舍去了土种和

变种
,

归纳成土属
,

图斑大大减小
,

但仍保留了低山丘陵地区图斑的几何图形和组合特征
。

由 l : 1 00 万土壤图经过 l : 2 5 0 万过渡图到 l : 4 00 万土壤图
,

基本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由

土属
、

土种归纳为土类
、

亚类
,

同时对图斑进行了归并
,

细部也有所综合
。

(图 ,
、

6 )
。

此外
,

制图综合时
,

图幅比例尺不宜相差过大
,

如果相差较大
,

则宜逐级综合
,

否则由

于高度浓缩
,

可能造成图斑内容模糊及分布规律的混乱
,

或者因底图投影改变
,

图形变形

太大
,

以致编制转绘过程中造成差误
。

综合的结果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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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用非比例尺符号定位标 出
。

五
、

小比例尺土壤制图的展望

” 多年来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小比例尺土壤制图随着国民经济建设任务的

需要而发展
,

并且在国家自然区划
、

农业区划
、

土壤利用改 良区划
、

流域规划和治理
、

荒地

资源开发利用
、

水土保持
、

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应用
。

现在小比例尺土壤图已从编制中国

土壤略图到编制愈益详明的中国土壤图 ; 以土区
、

亚区单元表示到以土壤类型单元表示图

斑内容
,

到类型单元和组合单元共同表示图斑内容 ;从仅编制土壤图到编制土壤图组
,

直

至土壤图集的系列成图 ; 从仅将土壤制图看作是一种技术手段到土壤制图方法论的研究

和总结 ; 从常规制图法到研究遥感和自动化制图方法
,

无论在图幅内容
、

制图理论
、

技犬方

法上都有所进展
。

而且在制图指导思想上注意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
,

既要全面和综合地

反映土壤的类型
、

组合及其分布规律
,

又要利于生产应用 ;力求图幅内容方便易读
,

突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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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荒漠土
3. 残余盐土

1 :

棕色荒漠土
, 1 !

盐化棕色茸模土
,

b 石膏棕色荒漠土 2
·

(宜)龟裂土 2 龟裂性
3 1

龟裂状残余盐土
, 3 2

典型残余盐土 4. 灌溉
一

自成型古老绿洲耕
〕

作土 七 灌溉
一

自

卜土

缪凳)鼎毅够臀薰霏霎赘裂藻鬓
i
口

鬓鬓靡薰璧翼
洲耕作土

沼泽土

8 .

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绿洲耕作土(灰黑土)

,

9 ,

河滩地冲积性草甸沼泽土 10
,

水稻土

8 2

帷)灌溉
一

水成型古老绿洲熟化耕作本‘黑枣土)

11
·

盐土 1 1 ;

(于 )硫酸盐
一

氯化物冲积性草甸盐
n

,

氯化物千三角洲草甸盐土
,

11
3

硫酸盆
一
氯化物干兰角洲草甸盐土

, 11 、氯化物
一

硫酸盐扇缘草

9.土

甸盐土
,

11
,

氯化物冲积性典型盐土
,

11
‘

苏打
一

氯化物
一
硫酸盐冲积性典型盐土

, 封
,

氯化物干三角洲

典型盐土
, 1 1。 (当)次生盐 上 12

膏棕色荒漠土 , 密集大砂土包 ;。

山地棕钙土 12
;

薄层山地棕钙土

稀疏大砂土包 ;。 密集小砂土包 ;“

13
.

山地棕色荒漠土 13
:

山冠石

稀疏小砂土包井三: 流动或半固

定砂丘 ; U 侵蚀起伏地 ;资 基岩露头; /j//, 山线弓分 砂岩和砂砾岩 ;垃页岩
、

泥岩和粉砂岩 ; 其他斜线符号表

示士壤机械组成和成土母质在疏松沉积物上发育的土壤

黔(l) 1:1 00 万新疆土壤图(渭干河地甲
F ig

·

6 (l ) T h e 0 0 工l m a P 0 f X i n iia n g
一

(W ei g ao K iv e r 卜a 公i n )

壤资源特色
,

并具有一定的数量概念
,

有自己的特点
。

-

、缥缥翠胃粼豁默蹂锣瑜拿粼嚣黯
需抹鸳嚣询需扩塑絮馨黯濡震蹂

一

箭傀翼黔髯
究士作的迸展以及遥感和计算机技术在土壤制图上的应用

一

,

还应研究小比例尺土壤制图

的新概念和新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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