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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壤地理分布的卫星

图象解译与验证

王 庆 云

华中农学院

湖北省土壤的地理分布有明显的南北过渡的特点
。

长期以来
,

由于土壤调查手段的

限制和分类诊断指标不齐全
,

迄今不仅对土壤分类命名有争议
,

而且对土壤分布界线也无

定论汾 随着全国
、

全省土壤普查成果资料汇总工作的需要
,

急待研究与确定我省境内

的土坡类型及其分布界线
。

遥感图象具有宏观性
、

多时间性
、

多波段性
、

综合性等特点
,

为客观地解译土壤类型和

分布界线提供了科学手段
。

近年来国内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一 。

本研究旨在应用卫片

的宏观性
,

解译我省境内红壤
、

黄棕壤
、

黄褐土的地理分布
,

并提出核查验证的土壤分类诊

断指标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选定 万假彩色合成卫片和 万地形图作为解译成图的基础
。
另收集有 万多波段黑

白片
、

万地质图
、

少数县的 万土壤图等专业图件和资料
。

从 。年开始
,

在咸宁
、

黄冈
、

襄阳三个地区和武汉市等地
,

采取
“

实地建标一室内解译一核查验证

一清绘成图”的程序及遥感图象综合分析方法
,

编制了土壤带界图 图
。

为了核查验证
,

对红壤系列
,

黄棕壤系列等的剖面分析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数理统计
,

寻求各类土壤的中心概念  ! “

 
。”

及区分的诊断指标
。

然后在省境内从南到北
,

迂迥于土壤带界两侧的 多个县
、

市
,

进行实地核查与资

料验证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 土城地理分布的卫星图象解译

土壤是自然景观的组成部分
,

又是自然景观的一面镜子
。

因此
,

只要在实地建立
“

景

观
一

影象
一
土壤

”三者的相关性
,

就有可能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
,

卫片上的宏观景观特征
,

客

观地解译土壤类型及其分布界线
。

作者以中国土壤分类暂行草案‘”和湖北省第二次士
、

壤

普查土壤工作分类暂行方案 作为解译红壤
、

黄棕壤
、

黄褐土地理分布的依据
。

本文承蒙杨补勤教授指导
,

深表谢意
。

参加此项研究的还有贺铁
、

徐千均同志
。

珍 溯北省土坡普查办公室 年拟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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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与黄棕壤土类带界的卫片解译

根据卫片上反映的地貌
、

母质
、

土壤和农业利用等自然景观的影象特征
,

解译了红

壤
、

黄棕壤土类及其带界 图
,

现分鄂南
、

鄂西和鄂东三线分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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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湖北省红壤
、

黄棕壤
、

黄褐土带界土壤 值
、

粘粒硅铁铝率
、

盐基饱和度
、

残留石灰结核点位图
, 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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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
, 、 一 ,

比 达

鄂南线段 区内的梁子湖为一断裂凹陷
,

其南为海拔 米以上 的 垄岗和石 质低丘

陵
,

其北为海拔 米左右的低垄岗地形
。

是中更新世红色粘土母质 与上更新世下蜀

黄土母质 的交接带
。

在武汉幅彩卫片 月 日 上
,

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基色
,

上方呈白色
,

下方呈黄

色
,

两交接处有一狭窄的淡黄色的过渡条带
,

呈
“
、尸

,

形分布
。

根据成象机理
,

界南卫片上

反映的是裸露的红色土体所反射的光谱特征
,

而呈黄基色
,

局部低丘残存
,

母质上形成

的黄棕壤则呈白斑点影象
。

界北卫片上反映的是裸露的黄棕壤土体所反 射的光谱特征
,

呈 白基色
,

局部高丘露出的古红土和红砂岩形成的红土
,

在卫片上亦呈明显的黄色斑点斑

块影象
。

这既证明了上述成象机理的可靠性
,

又反映了带界附近两类土壤交错分布的客

观实际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尹形基色差异是高阶地 母质发育的红壤与低阶地
,

母质发育的黄棕壤带界的客观反映
。

带界西起汉阳县索河
,

经黄陵
、

金 口
、

纸坊
、

涂镇
、

沼

山
、

泽林
,

东至鄂城县燕矾
。

鄂西线段 在枝江至宜昌长江两岸的低丘和石首县桃花山一三菱湖北缘有红壤零星

分布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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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线段 在黄冈至黄梅一线的低丘和黄冈的路 口 、

黄肢的横店一带有红壤零星分

布
。

黄棕壤与黄褐土亚类带界的卫片解译

黄棕壤与黄褐土的水热条件
、

土壤属性
、

农业利用
、

耕作制度都有明显的区别
,

其影象

特征作为卫片土壤解译是十分有效的
。

现分鄂北和鄂西北两线概述如下
。

鄂北线段 鄂北岗地属南阳盆地的南缘
,

是黄褐土主要分布区域
。

其中部为残余碳

酸盐 含有砂姜 的下蜀黄土
, ,

盆地边缘为无石灰性丛状红土 一 和石灰岩
、

红砂

岩
、

辉绿岩
、

武当片岩
、

云母片岩等的残积坡积物
。

农耕地以麦稻和麦棉的一年两熟制为

主
。

从而构成独有的景观特色
。

纵观宜城幅 月 日
、

襄阳幅 月 日 彩卫片
,

岗地土壤呈橙黄
、

天蓝色调影

象
,

与丘陵黄棕壤的红色影象轮廓十分明显
。

黄褐土中
,

红砂岩发育的呈醒目的黄绿色

调 砂姜黑土显特异的乌云影象 典型黄褐土呈白
、

灰
、

绿
、

蓝等杂色图象
,

隐见暗灰
、

红紫

色的
“

梳子状
”
条岗影象

,

是裸露的黄揭色土体
、

水体
、

中稻等的光谱特征的反映
。

而低丘

黄棕壤区
,

多为双季稻
,

在彩卫片上显示红色
“树枝状

”
冲垄田早稻的影象

,

这是赖以区别

岗地黄褐土与低丘黄棕壤的主要标志
。

该段黄褐土带界大体定为 西起丹江
,

南至钟祥

千山
,

绕过大洪 山
,

南至随县厉山
,

西沿桐柏低山丘陵北上至刑川出境
。

鄂西北线段 分布于均县
、

郧县
、

郧西一线以及房县
、

竹山
、

竹溪
、

保康
、

阳日等的山间

盆地和河谷阶地中的黄褐土的影象色调浅淡
,

轮廓清晰
,

带界见图
。

二 卫片土镶带界解译的核查验证

土壤的地理分布与生物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

从图 看出
,

咸宁的降水量 蒸发量
,

其

年均温 ℃
,

水热系数为
,

属湿润气候
,

土壤的淋溶
,

富铝化作用较强
,

形成红壤
。

随

县的蒸发量 降水量
,

年均温 巧 ℃
,

水热系数为  ,

属半湿润气候
,

土壤的淋溶和

富铝化作用都较弱
,

属黄棕壤发育
,

因水热等条件的影响
,

黄棕壤土类带幅不宽
,

性质有明

显的地区变异
。

西北部较干冷
,

属黄褐土亚类
。

中部和东部较湿热
,

属黄棕壤亚类
。

分布于我省南北黄土状成土母质系第四纪不同时期的古老风化壳
,

每个时期的沉积

物具有不同的特征
,

因而我省在第四纪沉积物上形成的土壤
,

是在新构造运动以后
,

近代

侵蚀和生物气候的作用下形成的
。

因此
,

北部和南部均有与地带性不相称的土壤的分布
。

如黄褐土区插花分布有酸性至弱酸性土壤
。

或者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有两个土类插花分

布
。

这表明仅以某一气候等值线代替土壤分界线是不符实际的
,

而应以能反映土壤性质

土壤的形态特征和理化性质 的诊断指标作为土壤分类
、

定界的依据
。

在形态特征中
,

土壤颜色虽因母质
、

土壤侵蚀
、

水湿条件等不同而稍有差异
,

但它是土

壤形成过程中物质变化
、

迁移淀积的直观反映
,

是重要的发生学形态特征
,

可作为野外核

查土壤及带界的诊断指标
。

土体中的铁锰淀积物
、

网纹的发育
,

以及残余碳酸钙结核等在

我省都有明显的地理分布
,

因而土壤新生体是野外核查土壤类型和带界的重要标志
。

在理化性质中
,

对常用于土壤分类的土壤 值
、

代换量
、

盐基饱和度
、

粘粒的硅铝率
、

硅铁铝率等项 目进行了文献资料及测定结果的数理统计 以 层为准
,

算出平均数
、

标准

差和变异系数
。

试图以土壤中心 概念值 “ 牙士 为准则
,

选择分异大
、

变异小
、

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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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湖北省南北几个点的月平均降水蚤
、

蒸发且和气温曲线
正 ,

    

少的土壤性质作为土壤分类
、

定界的数量诊断指标 图
。

土壤代换量  
,

因受矿物组成
、

胶体类型及数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变幅

宽
,

变异系数大(高的达 54 务)
,

各土类间逐级重迭大
,

不能作为我省土壤分类
、

定界的可

靠指标
。

但粘粒代换量
,

红壤
、

黄棕壤
、

黄褐土依次增加
,

这与粘土矿物组成相关
,

可作为

我省土壤分类
、

定界的参考指标
。

(
2
) 粘粒的硅铝率

、

硅铁铝率
,

其均值反映出自北向南逐渐变小的规律性
。

褐土
、

棕

壤的数值大
,

变异系数小(< 10 外);而砖红壤
、

红壤的数值小
,

变异系数大(23
.
6一29

.
9% )

,

且各土类间逐级重迭大
。

因此
,

我们认为粘粒的硅铝率
、

硅铁铝率虽能反映成土母质风化

度或土壤富铝化程度的一般趋势
,

但从我省实际情况验证
,

它不能作为土壤带界定位的可

靠的发生学指标
。

(
3
) 土壤盐基饱和度

,

是反映土壤胶体类型和淋溶程度的一种较稳定的土壤性质
。

它

自北向南逐渐变小
,

且逐级很少甚至没有重迭
,

可选作我省土壤分类
、

定界的诊断指标
。

(
斗)土壤酸碱度(pH 值)

,

是土壤中多种化学性质和盐基状况的综合反映
。

从 图 3 看

出
,

土壤 pH 值总的特点是稳定
,

变异系数小(均< 10 沁)
。

南部各类土壤的 困 值基本一

致
,

多为 4
.
5一5. 5

,

重迭度大;而北部各类土壤的声 值也趋于一致
,

多在 7一8 之间
,

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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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唯中间过渡地带的土壤 pH 分异明显
,

基本不重迭
。

因此
,

我们认为土壤 pH 值也可

作为我省红壤
、

黄棕壤
、

黄褐土的分类
、

定界的诊断指标
。

(
, ) 土壤粘粒的粘土矿物组成

,

能反映土壤形成过程的特点
,

具有一定的地带分布规

律
。

据粘粒的 x
一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

红壤的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组合单一;黄棕镶

和黄揭土的粘土矿物具有明显的过渡特点
,

既有高岭石
,

又有水云母和蛙石
,

但黄棕壤和

黄褐土在优势矿物含量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因此
,

粘土矿物组成可作为本省地带土

壤分类的诊断指标
。

综上所述
,

目前还没有任何单项性质可作为土壤带界定位的唯一指标
,

必须以综合数

量指标为依据
。

根据统计和分析比较
,

选定土壤颜色
、

新生体
、

哪 健味盐基饱和度和粘拉

的指示矿物作为本省地带土壤分类和定界的诊断指标
,

以粘粒代换量
、

硅铝率或硅铁铝率

1)徐凤琳等同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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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值
、

盐基饱和度
、

si q l凡仇
、

粘拉代换 t
、

土色均为 B 层指标
。

作为参考指标 (表 1)
。

根据上述土壤诊断指标
,

对卫片解译的红壤
、

黄棕壤和黄褐土及其带界进行了实地核

查
,

并采集了分析土样
。

对带界附近交错分布的土壤
,

以诊断指标作为分类和定界的根

据
。

如在下蜀黄土母质(Q
3
)发育的黄棕壤区

,

将红色古风化壳 (Q
:,

Q
:

)

、

酸性基岩上发育

的酸性土(可能与 Q
:,

Q

:

是同期的风化产物)划人红壤
,

可以更确切地反映过渡带土墩的

分布特点
。

最后
,

将调查
、

测定和收集的土壤 pH 值
,

盐基饱和度
、

51 0
:

/
R 户
3
值

、

残余碳酸钙结

核点标注在所在地理位置上
,

绘制成点位图 (图 1)
。

经综合分析所勾绘的土壤带界与卫

片解译的土坡带界基本吻合
,

从而证明了所解译的土壤及其带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

三
、

小 结

1.自然界的土壤分布是狗牙交错和逐渐过渡的 ,

其土壤带界不是一条非此即彼的截

然界线
。

单靠野外实地调查
,

不仅花工多
,

速度慢
,

而且精度也难以保证
。
应用卫片上反

映自然景观的宏观影象特征
,

能客观地解译本省的地带土壤及其带界
。

这不仅花工少
,

速

度快
,

而且与单纯的生物气候定界相比
,

提高了精度
,

更有利于因地制宜管理土壤
。

它为

中
、

小比例尺土壤资源调查开辟了新的途径
。

2
.
“
实地建标

、

室内解译
、

核查验证和清绘成图
.
是卫片土壤及带界解译的可行程序

。

充分应用 自然景观的影象特征
、

多种补充信息资料
,

采取实地核查与资料验证相结合的方

法
,

能提高卫片解译的可靠性
。

3

.

在卫片解译与核查验证中
,

选定了土壤较稳定的性状
,

如土壤颜色
、

新生体
、
p
H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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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盐基饱和度以及粘粒中的指示矿物等作为本省地带土壤分类和定界的综合诊断指标

,

符

合卫片的影象特征和土壤地理分布的客观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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