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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在地貌及土壤类型均较复杂的低山丘陵区
,

利用航片在概查后依中地貌为单

元进行样区详查的结果
。

另结合立体观察
,

分析了各种土壤的定性特征与影响土壤判读的干

扰因子
。

采取的土壤判读方法是从识别地貌
、

岩性
、

植被(指示植物)和土地利用类型入手
,

结

合其他环境条件的分析
,

间接判读土壤至土属一级
。

经试验
,

土类
、

亚类与土属的定性精度依

次为 98
.

6呱
,
92

.

5% 及 56
.

3呱
。

定量(图斑界线) 精度为 7 5
.

3%
,

如扣除在航片上彼此难以

准确定界的紫色土(自然土壤)与耕型紫色土图斑
,

则为 86
.

6 %
。

令
如何进行土壤航片判读

,

国内外均有文献总结
L, 一4] 。

工作程序主要包括概查
、

建标
、

预

判
、

校核
、

转绘成图等项
。

判读方法多以目视为主
,

采用综合景观分析法
,

间接判读土壤tl] ;

或依地形分析
、

因素分析
、

地文分析等法
,

内插外推
‘刀 。

但具体到地貌及土壤类型均较复

杂的低山丘陵区的土壤判读
,

所见材料不多
。

一
、

试验目的与方法

在地貌与土壤类型均较复杂的低山丘陵区
,

概查后采取
“
依中地貌为单元设立样区及进行土壤详

查
,

实地对照航片建标
,

并从地貌
、

岩性
、

植被(指示植物)的识别入手
,

再间接判读土壤
, ,

的方法
,

以提高

土壤判读精度
。

另以航片为底图
,
野外按田块逐块调查所绘土壤图作为确定判读精度的墓准

。

航片
‘

规

格 1 8 x 一s厘米
, 1 9乃 年 2 1 月航摄

,

航高分别为 13 0 0 米与 1 4 5 0 米
,

摄影机焦距 9 5
.

4 5 5 8 晒米
。

二
、

试点地区及其地貌类型

办

1 , 81 一1 9 8 3 年选湖南省祁阳县文富市及其周围一带作试点区
。

这一地区大体介千东红 1 1 1 . 4 8
’

j l”

一 1 1 1
“
5 5

’

3 ” 及北纬 2 6
0
4 3

‘

1 4
’ ‘

一2 6
0
4 6

’

5 8 ” 之间
,

面积约 s ok m
, 。
全境位于衡邵盆地内

,

并可分为下

列岩性的不同地貌单元 :

1
.

板岩低山高丘 : 大面积分布于试点区东南部
,

海拔 30 。一50 。米之间
。
山体系由寒武系泥质板岩

夹碳质
、

硅质板岩构成
,

呈北西向
。

杉
、

楠竹生长茂密
,

班盖度 80 % 以上
。
另有梨

、

梓
、

柿
、

板栗等阔叶材

零星生长
。
沟谷发育

,

间有山泉
。

2
.

硅质砂岩中丘 : 位于试点区中部
,

由泥盆系硅质砂岩夹砂质页岩等构成
,

与板岩低山高丘
、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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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土低丘
、

灰岩溶蚀残丘和紫色岩低丘交错分布
,

海拔 180 米上下
,

坡度 20
。

左右
。

马尾松
、

油茶
、

杉
、

茶有所发展
,

因上层薄
,

生长不茂密
。

毁林后部分荒山基岩裸露
。

硅质砂岩抗侵蚀性较强
,
沟谷不发

育
。

3
.

第四纪红土低丘 : 在试点区中部偏北沿祁水(沙滩河)及其支流两侧呈断续带状展布
,

局部扭盖

于紫色砂岩之上
。

海拔 1 50 米左右
,

多缓坡
,

坡度 8一 1 2
“ 。

坡顶平阔
,

基部转折圆滑
。

植被为人工林
,

多

为马尾松
,

部分为杉林
。

经济林为油茶
、

茶或柑桔
,

面积均不大
。

植被遭破坏后
,

侵蚀较强烈
,
局部地段

沟蚀较重
,

砾石出露
。

月
.

灰岩低丘 : 位于试点区中部
、

东部及北部边缘
,

主要系泥盆系灰岩构成
,

多为海拔 1 20 一 1 30 米的

低矮残丘
。
丘体平缓

,

基岩裸露
,

溶蚀沟槽发育
,

但丘体内部较少形成明显的冲沟
。

植被稀疏
,

低矮
,

荒

丘较多
,

在泥质灰岩低丘地形略为平坦
、

坡度较小之处
,

间或用于黄花栽培
。

接近公路的灰岩残丘
,

局部

被开采
。

,
.

紫色岩低丘 : 主要分布于试点区西北部
,
以白至系紫泥岩

、

紫色粉砂岩为主
,

岩质较软
,
透水性

差
,

侵蚀
、

切割严重
,
基岩裸露

,

地形破碎
,

冲沟发育
,

多形成单丘
,

基部相接
。
海拔一般不超过 1 50 米

,

相

对高度 30 一50 米
。

丘体多平缓
,

顶部略呈圆形
,

垦殖指数较高
,
多不规则小片旱作

。

自然植被稀少
,
仅

枣
、

侧柏
、

刺槐零星生长
。

6
.

沟谷 : 在试点区低山丘陵间广泛分布
。
在中低丘之间或第四纪红土低丘区多发育成宽谷

,

开阔

平坦
,

其中的杨家冲
,
向北北西折向北延伸 2 公里

,

宽 。
.

, 公里
,

海拔降至 1 10 米以下 ;在紫色岩低丘中
,

冲沟发育
,

但多短而窄
,

最长不超过 1 公里
,

支沟尤短 ;板岩低山高丘间多为狭谷
,
干谷呈北西向

,

谷深而

长
,

最长 4 公里
,

多分枝
。

沟谷内均系近代松散沉积物
。

7
.

阶地 : 呈带状分布于祁水及白地水沿岸
,

为一级阶地
,

地形平坦
。

沉积物多为砂城质
,

上层较厚
,

稻田广布
。

阶地高出河水位 3一 5 米
,

海拔 1 08 米至 102 米之间
。
受地质构造等条件限制

,

阶地面均窄
,

最宽 1 公里
,

最窄 0
.

1 公里
,

在较开阔的坪阳阿及大江湾
,

遍布水塘
。

.

心

三
、

样区详查结果

试点区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

因系海拔不超过 5 80 米的低 山丘陵
,

无垂直带谱分异 ; 非

地带性土壤有紫色土
、

石灰土
、

水稻土及小面积潮土
。

根据样区详查结果
,

不同样区土壤

类型及其分布如下
:

1
.

板岩低山高丘样区 自然土壤为红壤
,

土层多浅薄
,

含石砾
,

有薄腐殖质层
。

谷

地系水稻土
:
地势低洼(海拔 1 50 米以下 )或处于水塘周围时

,

多为潜育型青泥田 ;窄沟两

侧
,

地势较高耸
,

日照时间短
,

且以山泉为水源
,

沟内多为冷浸 田 ; 淹育型浅岩渣田顺沿坡

麓
,

地势高
,

土层薄
,

含半风化物 ;沸育型岩渣子田则见于地势相对较高
、

来水
、

排水条件尚

好之处 ; 沼泽型烂泥田见于地势低洼或数条冲沟汇合处
。

整个样区及其上壤类型与分布

见图版 I图 1 。

2
.

第四纪红土低丘样区 自然土壤为红壤
,

土层较厚
,

质地粘重
,

侵蚀严重之处有

砾石层出露
。

顺沿坡麓为淹育型浅黄泥田
,

一般居于高岸田或冲垄上部
,

耕层较浅
.

,

熟化

程度差 ; 浅黄泥 田下部为沸育型黄红泥
,

多顺沿坡麓中下部的垄田及低排田分布
,

表土略

黄
,

质地轻粘 ; 在宽阔的冲 田
,

排水不畅
,

地下水位较高
,

以潜育型青泥田为主
。

样区及其

土壤类型与分布见图版 I 图 2 。

3
.

灰岩低丘样区 自然土壤为石灰(岩)土
,

基岩露头随处可见
。
丘陵中上部多未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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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开垦
,

耕种的旱土 (耕型石灰土 )散见于缓坡或缓坡下部
。

由于灰岩低丘在试点区内处于

盆地底部
,

水源条件较好
,

未见淹育型水稻土发育
,

甚至在某些残丘上部
,

由于裂隙水涌

出
,

仍可见潜育型水稻土
。

通常
,

顺沿残丘边缘一带的稻田
,

则为沸育型鸭屎泥
。

石灰(岩)

土
、

鸭屎泥
、

青泥 田自高至低依次呈梯状排布
,

但土壤分布规律不如在其他地貌单元内明

显
。

在地势低洼之处
,

如严重漏水
,

可 出现非潜育型
。

样区及其土壤类型与分布见图版 n

图 3 0

4
.

紫色岩低丘样区 自然土壤为紫色土
,

土层浅薄
,

荒地与耕种的旱土分散插花
,

田块零乱
。

水稻土水型与地形有关
:
排田多干旱

,

水源困难
,

以淹育型浅紫泥为主
,

沿等

高线排布 ;储育型紫泥田见于展宽的沟床
,

局部可溯源至沟头 ; 在坡积洪积物与河流冲积

物叠合的二元母质上
,

地形渐趋平缓
,

以沸育型紫黄泥为主 ; 样区三面环河
,

排水条件较

好
,

冲沟内水稻土极少潜育型
,

局部青泥田散见于几个水塘之间
、

地下水位高而较稳定的

洼地上
。

整个样区及其土壤类型与分布见图版 n 图 4 。

5
.

阶地样区 除淤积抬高的心摊或边滩上有小面积潮土外
,

均为储育型水稻土
。

阶

地上未见其他水型的水稻土
,

与阶地面与河水水位相差 3一5 米
、

水源丰富
、

排水 良好
、

地

下水位不易抬 高有关
。

石英砂岩中丘土壤分布较简单
,

而沟谷地貌散见于阶地之外的各个地貌单元中
,

均未

另设样区
。

必
四

、

各种土壤类型的定性特征

森

结合样区详查结果
、

航片影象特征
,

以及在立体镜下观察
,

对不同土壤类型进行的肮

片判读定性研 究结果如下
:

1
.

板岩低 山高丘较高大
、

陡峭
、

带状
,

波浪形起伏
,

山脊线明显
,

发育的红壤可依所处

地貌单元的判读标志
,

准确定性 ;谷地水稻土的冷浸 田
、

青泥田
、

浅岩渣田
、

扁沙泥
、

烂泥田

等可依地形部位
、

沟谷形状(大小
、

宽窄)
、

坡度
、

坡向
、

水文条件等间接定性
,

但锈水田定性

困难
。

2
.

植被破坏后辟为旱土的耕型板岩红壤
,

耕作后田面稍突起
,

色调淡灰
,

不均一
,

与自

然红壤及水稻土易于区别
。

3
.

板岩红壤以杉及楠竹为指示植物
,

影象特征明显
,

杉呈密集黑点
。

色调暗
,

楠竹图

型近似蠕虫状或蚕卵状
,

色调浅
,

两者混交时
,

黑白分明
。

4
.

第四纪红土红壤的分布部位低于板岩及硅质砂岩红壤
,

可依地貌特征定性 ; 在第四

纪红土低丘的谷地水稻土中
,

三种水型的分布面积相差无几
,

其中的浅黄泥
、

红黄泥和青

泥 田可依地形结合影象特征(从高至低依次呈顺沿等高线的狭长距形
、

较宽矩形及与两侧

坡地侧向垂直的不同几何图型)定性
。

5
.

以第四纪红土为母质发育的青泥 田
,

色调杂乱
,

间有花纹(稻草堆 )
,

表明积水迟熟
,

收获晚于淹育及沸育型稻田
,

而醋育型稻田由于排水条件较好
,

常有紫云英栽培
,

色调灰

暗
,

与潜育型及淹育型稻 田明显有别
,

有助于水稻土水型的间接定性
。

6
.

耕型第四纪红土红壤常位于村落周围
,

或位置较高
、

缺乏水源处
,

无稻田的密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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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田面稍突起
,

色调不均一
,

图型不整齐
,

面积也小
,

易于定性
。

7
.

第四纪红土红壤以马尾松
、

杉
、

油茶
、

茶为指示植物
,

马尾松排列较松散
,

灰黑色点

状
,

密集时显不规则花纹
。

茶树呈黑白相间的规则条纹
,

油茶呈斑状或小圆点状
,

疏密不

等
,

与马尾松有时难以分别
。

8
.

硅质砂岩红壤分布部位低于板岩红壤
,

但高于其他岩性的红壤
,

裸露的基岩多呈团

块状图型
,

与裸露灰岩往往有溶蚀沟而形状各异的图型不同
,

可比较后定性
。

9
.

硅质砂岩中丘坡面完整
,

冲沟不发育
,

坡麓及坡麓上部无稻田
,

仅在坡麓最底部坡

积物上有浅岩渣田分布
,

但面积很小
。

10
.

耕型硅质砂岩红壤也多分布于村落附近
,

图型呈条 带 状
,

·

与 自然 土壤易于 区

别
o

11
.

硅质砂岩红壤指示植物与第四纪红土红壤相同
,

但分布部位较高
,

生长不茂密
。

12
.

紫色岩低丘呈脑纹状或馒头状
,

影象独特
,

发育成的紫色土可据地貌影象特征准

确定性
。

13
.

紫色岩低丘中的水稻土多淹育型及沸育型
,

色调区别不大
,

但淹育型浅紫泥田图

型多狭长
,

居坡麓下部
,

紫泥田则居于沟床
,

图型较整齐平直
,

间有小圆环 (幽肥 )
。

14 ,

耕型与非耕型紫色土可据图型划分
,

前者呈细条纹
,

常沿等高线排布
,

或呈小块

状
,

分散插花于紫色土丘陵中
,

色调暗
,

不均一 ;后者无规则图型
,

色调浅
,

有侵蚀沟呈不顺

直暗色细线
,

纵向向下延伸
。

1 5
.

紫色土指示植物为侧柏及枣
,

11 月航摄的影象均呈暗色小圆点状
,

但侧柏圆点稍

钝
,

零星分布
,

很少形成群落
。

1 6
.

灰岩残丘分布部位较低
,

丘体较小
,

图型表面不平整
,

多小突起
,

发育的石灰土多

呈痢痢头状
。

1 7
.

灰岩残丘周围的水稻土
,

地势相对较低
,

水源条件较好
,

很少为淹育型 ; 漪育型鸭

屎泥田块图型狭长
,

顺沿等高线展布
,

而潜育型青泥田的田块
,

图型宽窄
,

长短不一
,

多与

两侧残丘边坡倾向垂直
,

两者地形也有高低差别
,

且后者周围有时水塘较多
。

1 8
.

耕型石灰土田块通常无痢痢头状图型
,

较平坦
,

稍见突起的田面
,

色调稍暗
,

从丘

顶至坡麓中下部呈小块状零星分布
。

1 9
.

石灰土生长的喜钙植物
,

多系旱生低矮灌丛
,

航片上不能显示指示性特征
,

难以利

用自然生长的植被定性
,

但靠近公路的灰岩开采面常显阴影
,

石灰窑呈白色小点
,

有利于

间接定性
。

2 0
.

阶地平坦
,

呈条带状图型分布于河流两侧
,

田块整齐
、

平滑
,

其上发育的潮沙泥
,

广

布白色而略呈放射状花纹
。

21
.

潮土位于呈新月型的心滩或边滩上
,

由于水分条件好
,

色调暗
,

且无稻田几何图

型
。

e

今

五
、

环境条件判读

土壤很少呈现直接的影象特征
,

故从与成土过程有关的
,

而又能在航片上显示其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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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象的环境条件
,

如地貌
、

岩性
、

指示植物及土地利用类型的识别人手
,

再间接判读土壤
。

1
.

地貌类型判读 地貌及岩性依宏观图型
,

地貌形态(山脊线
、

起伏状况
、

坡度
、

裸

露基岩形状 )
、

水系及其发育特征(水系图型
、

密度
、

沟 型
、

比降 ) 等区别定性
。

在试点区 50

公里
2

面积内
,

依前述 7 种不同地貌单元
,

判读后共勾 出 51 个地貌图斑
。

经与实地调查勾

绘的地貌图套合比较
,

有 49 个定性准确
, 1 个判错

, 1 个存疑
,

有 44 个图斑的轮廓基本吻

合
, 7 个不吻合

,

即地貌的定性与定量判读精度分别达到 90
.

0 务及 86
.

3务
。

此外
,

在判读

勾绘的 51 个各种地貌图斑中
,

有 92 处彼此交界
,

其中 83 处
,

即 90
.

2多的交界线高度可

辨
,

尤以冲沟与阶地的界线最为清晰
。

其余 9 处交界线不清晰
,

是 7 个判读图斑与实地调

查勾绘的地貌图不相吻合的原因
。

轮廓基本吻合的图斑比率
,

低于高度可辨的交界线比

率
,

是 由于交界线条数约超过判读的地貌图斑数一半的缘故
。

此外
,

尚漏判 13 个图斑
,

虽

然 占判读图斑数的四分之一
,

但面积均很少 (小于 0
.

5 公里
,

)
。

影响地貌判读精度的因素有
:

(l) 第四纪红土在紫色岩地貌单元中出现
,

第四纪红土

地貌特征不典型 ; (2 )宏观地貌 (板岩低山高丘
,

合计一处 )
,

按判读标志判读
,

可保证精度
,

但小面积地貌单元 (0
.

5 公里
,

以下 )
,

地貌特征不典型
,

以致疏忽
、

漏判而归人就近的地貌

单元之中 ; (3 )与定性判读相比
,

定量判读精度略低
,

这是由于部分不同基岩 (如板岩与硅

质砂岩
、

砾岩与第四纪红土 )过渡不明显
,

或二元母质交错
,

交界线判读困难造成的 ; (4 )存

疑图斑存在于紫色岩区
,

生长马尾松
,

较茂密
,

定性困难
。

这些都影响土壤判读
。

2
.

指示植物与土地利用类型判读 指示植物只判读少数能显示群落特征 的 植 物
,

如杉
、

楠竹
、

马尾松
、

油茶及茶
,

可依群落图型
、

结构及色调定性
。

土地利用类型仅区分与

土壤类 型判读直接有关的水田
、

旱土及林地三类
,

主要依图型定性
。

实际判读中仅判读水

田
、

旱土两类
,

指示植物的判读结果作为林地判读结果统计
,

不另进行林地判该
。

圣与野

外核查结果比较
,

判读为杉及楠竹的图斑各 9 个
,

由于它们的影象独特
,

无错判 ; 马尾松
、

油茶
、

茶合计判读 14 个图斑
,

有 2 个判错
。

五种指示植物定性判读精度为 93
.

7 多
。

此外
,

判读为水 田的 68 个图斑中
,

仅有 1 处判错
,

判读为旱土的 ” 个图斑有 4 处判错
,

与判读

的指示植物图斑三者合计
,

共判读 1” 个土地利用图斑
,

判对 1 48 个
,

判错 7 个
,

即定性判

读精度为 95
.

4 多
。

影响指示植物判读精度的因素是一些树种
,

如马尾松及油茶等可生长于第四纪红土

丘陵及硅质砂岩丘陵中
,

彼此的影象常难区分 ;一些幼林
,

由于不具备成林特征
,

较难判

读
。

但前一情况对林地判读精度无碍
。

少量土地利用图斑定性错误
,

主要在于紫色土区旱土与非旱土(自然土壤 )分散插花
,

当色调或反差区别不明显时
,

常难勾界
。

林地与水田
,

通常影象特征鲜明
,

定性准确
。

抽

查中仅有一小块旱土图斑
,

由于在航片上面积过小 (10 m m x lm m ) 影象欠清晰
,

又与水

田相接
,

因而错判成水 田
。

- J一

/ 、 、 土壤类型判读

盘
依中地貌为单元

,

设样区详查及实地建标后
,

由于相当充分地掌握了航片影象特征与

土壤发生
、

分布及其与成土因素之间的关系
,

明确了试点区存在的各种土壤类型
,

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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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根据 以及影响土壤判读的干扰因素
,

并在识别地貌及岩性
、

指示植物与土地利用类型

的基础上
,

进行土壤判读外推
。

采用的具体方法是综合分析影象特征
,

通过识别地貌及岩

性
,

分辨成土母质 ;通过识别土地利用类型
,

区别农业土壤及 自然土壤 ;再通过识别指示植

物(植被)
,

判读土壤类型 ; 然后结合研究气候
、

地形
、

水文
、

坡度及其他影响成土过程的条

件
,

加以比较分析
,

最终判读土壤至土属一级
。

室内判读外推面积 朽 公里
2 ,

随机核查面积 5 公里
2 ,

占试点总面积 10 拓
。

在核查面

积内
,

实地调查勾出 1 52 个图斑
,

外推判读勾出 1 46 个图斑
。

与实地调查勾绘图斑数相比
,

漏判水稻土
、

红壤及石灰土图斑 8 个
,

但紫色土图斑却额外多勾 2 个
,

以上合计 10 个
,

即

占野外核查勾绘图斑总数的 6
.

6沁
。

土类
、

亚类
、

土属的定性判读精度 依次为 98
.

6务
,

92
.

5并及 8 6
.

3务
。

误判各自占 1
.

4 多
,
7

.

5多 及 13
.

7多
。

有 7 5
.

3多 的图斑
,

与调查勾绘的

轮廓基本吻合
,

如扣除难以定界的紫色土(自然土壤 )与耕型紫色土图斑不计
,

轮廓基本吻

合的图斑为 86
.

6外
。

设样区详查后各种土壤的判读结果如下表 1 。

设样区详查后
,

仍然出现错判
,

在各种土壤上表现的原因不尽相同
,

其中
:

1
.

水稻土
:
土类定性

,

一般确有把握
。

外推判读中出现的一处土类判错与航片模糊
,

图斑过小有关
。

大多数图斑自亚类起 出现错判
,

而亚类中的 8 处错判
,

有 7 处与水型判错

有关
。

水型受地貌
、

岩性
、

水系
、

沟谷形状
、

坡向
、

坡度
、

地下水位
、

水塘密度等多种因素影

响
,

定性较难
。

即使母质依地貌及岩性的影象特征判读正确
,

而水型判错
,

仍造成土属判

错
。

这说明正确判读水型
,

是提高水稻土判读精度的关键
。

土属错判则由于
:

(l) 第四纪红土覆盖在紫色岩上
,

航片倾向显示第四纪红土地貌特

征
,

丘陵下部谷地发育的水稻土
,

其成土母质主要为紫色岩风化物时
,

造成土属判错 ; (2)

有个别土属与地形部位虽有关系
,

但主要与地下水及其水质关系密切
,

而在航片上并无特

殊影象特征
,

如锈水 田等
,

定性困难
。

2
.

紫色土
:
土类

、

亚类一般可准确判读
,

土类一级出现错判也与第四纪红土在紫色岩

地貌单元中出现有关
。

土属定性与定量判读精度最低的原因是紫色土按耕种与未耕种(荒

地 )划分土属
,

但多数旱地与荒地分散插花
,

历年变化不定
,

加之 田块过小
,

在航片上常由

于影象不清晰
,

定界困难
,

以致使判读的图斑数多于核查数
,

影响精度
。

3
.

红壤
:
土类可准确判读

,

亚类以下出现误判
,

但土属定性判读精度仍高达 92
.

3务
,

说 明红壤定性判读一般无大困难
,

这与红壤主要靠宏观判读定性
,

而宏观定性效果较好有

关
。

出现土属错判的原因是
:

(l) 板岩低山高丘向硅质砂岩中丘过渡不明显
,

并互有交

错 ; (2)第四纪红土低丘零星出现时
,

面积较小
,

其地貌特征不典型
。

4
.

石灰土
: 石灰土因基岩裸露

,

影象鲜明
、

突出
,

定性精度一般高于其他土壤
。

虽然

预判的图斑全部准确至土属
,

但并不反映实际精度
。

因为判读的图斑数 目过少
,

而亚类之

下又未细分
,

因而使判读难度大大减少
。

未设样区前出现的土属错判
,

也系耕型石灰土有

时难以区分造成的
。

5
.

潮土
: 野外随机抽查的土壤无潮土

,

未统计精度
。

潮土一般可准确判读
。

20 个错判的土属图斑
,

合计占判读总图斑的 13
.

7外
,

其中由于航片模糊出现的错判

占 0
.

7多
,

制图方法不当占 3
.

4外
,

其他技术性错误以及某些难以预见的因素占 9
.

6外
。

这

心

赎

晓



3 期 黄鸿翔等 : 低山丘陵区土壤航片判读研究 2 75

必

宁

。

术?9润本如哥家呢
。

六缤减田哀呢犯

的.。�.x‘PO已
。�熟二.卜zn的工�o的p
。
工�、脚
。
p�。妇J.。P.日tzo��:‘�。�
。‘n�工�os划。明‘. u.�n�。v1.1山-卜

侧班撼家璐刊硬俐堆凶排以t娜

巷

女

rrr乃乃 r 闷闷 、心心 C ,,,

: 二二
,,, ... ... .......

OOO 、 、OOO r们 口jjj 吸哟 气卜卜 叮、 仁二二二二
MMM 、 臼二二 , 叫 母nnn 曰、 O口口 C JJJJJJJ

,,,,, . 川川川川

创创戈娘娘 口仁仁 嘿誉誉} 一一... }}}}} !!! !!!

胜胜里里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家家
势势

OOO 洲己己 }
试 二二

{
一 二二

}
’ ‘ ’ ---

}}} }}} {
减 二二

口口口 已已

骊骊l
: ··

}}}}}}} ! 一一一
刘刘 盆盆 塑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
侧侧葱葱

UUU
目召君君} 。。 } ,, }}} }}} !!! 1 ,,

口口口 日日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家家家 芍芍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OOOOOOOOOOOOOOOOOOOOO

山山山山 赞居目目
. .创 , . 川川 , . 闷 卜 JJJ

lll 111 lll
r 闷 . ~ 叫叫

友友友琶琶
’ ‘

6 翎翎lll ......... }}}

口口口口 lllllllllllllll

家家家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速速速速奚奚
口〕〕

二二
砚哟哟

二二
. . .. . .. . .

~
目. .. . ...

李李
叫叫叫叫月月

..... .........

目目目目目 卜、 r门门门 、O r闷闷闷闷闷

日日日日日、 口OOOOO r 门 C卜卜卜卜卜

‘‘‘‘‘ ~

一
们

-
,

一- 一一一 一
一.

-
-

- ---------门门门门门门门 .........

探探探探么
二二

二三三立三三
O 、、 CCCCC

: 轰轰............... .......

.............、 侧
叫叫 .r 、 ( 口口口口

洲洲洲洲洲洲洲 1 0 、、 已二二二二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月川川川川

}}} 贾}
. _

一 二二

厂一下下)一下下万一一万一
一一

「一甲甲{{{}}} 二 l未K 只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 {
一 }一 、 。。。。。。。。

___
.

: 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氛氛 宕 号号 ! }}}} 一一} 一一} 一一} {{{{{{
呜呜 :丢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已已 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000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宫宫 吕吕吕吕吕吕吕吕
牲牲 魔毛毛

‘二二 《二二 e ,, C ,,, 匕〕〕

家家 登石石
... ... ... ..... ...

白白白口 ( 〕〕 , r 叹二匀匀 O 、 《匀匀 . 六 巴二二二 州二 C JJJ

心心心
‘))) r哟 C二二 甲门 C JJJ ‘JJJJJ , 卜 C ,,
尸尸尸目闷闷 护司司 . , 曰曰 门. 叫叫叫 , ~ 州 . ~ 叫叫

乡乡”
⋯⋯{ 一一{{{ 一 }}}⋯ !!!⋯ }}}一一

枷枷
·

吕吕 八奢霞
“
尾尾八乏景

,
尾尾}

.
, l

。。 CCC

{
。

_ ‘
.

。 }}} 谊、、、

卜卜日叫 , 二
。。。。

l八 巴水 一 不不
、O CCC 1八 巴水 ’ 到到 扑 . 卜JJJ

rrrrrrrrrrr 闷闷闷 l r、 C:::

}}}}}}}}}}}
: 八 , : ..... }

。 _
_ 。。

}}}}}}}}}}}八 巴承
一
乞

’’’ l d 尹es 、 飞双 UUU

lllllllllllllll八 巴术 一 多多

11111{
·

)))i)i:
‘

{{{i;{:
·

)))i;({
·

{{{;;){
·

)))豪;葛:
_

】】
遥遥坦东 ;;; 层粗东 ;;; 老祖味 ;;; 遥犯东 ::: 层扭承 品品

舞髦
.

孔孔
星星星星星星星甩水 ;;;

___
_

ggg r乃乃 r 闷闷 、心心 C ,,,

: 二二
纂纂圣会

.

奋翼111
,, ... ... .......

鬓鬓鑫能: ;置置
O 、 、OOO r们 口jjj 吸哟 气卜卜 叮、 仁二二二二

薰薰爵;靡:鬓鬓
M 、 臼二二 , 叫 母nnn 曰、 O口口 C JJJJJJJ

姗姗秋 巴 吕 己 考
.

三三三三三
, . 川川川川

卜卜 . , 尸1 、 二少 已已已已已已已已

创创戈娘娘 口仁仁 一一} }}}{ 111{{{{{ ! 一一!!!

胜胜里里
口口

噢誉誉誉誉誉誉誉誉家家
势势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口口口 已已 洲己111;
只 二 ’’!

一 二二

}
”

’ ‘
一 ’’

} 一一 一一{
减 二二

刘刘 盆盆 塑咨咨

翻翻⋯
:

⋯⋯⋯⋯ 一一} 一一! ⋯⋯⋯
侧侧葱葱

UUUUUUUUU 吮 一一一一一

口口口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家家家 芍芍 目召君君} 。。 } , 一一} }}}}
’’

! {{{{ ,,
OOOOOOO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山山山山 赞居目目l 一一
, . 闷 卜 JJJ

lll 】 一一l 一一 r 闷 . ~ 叫叫

友友友琶琶
’ ‘

6 翎翎翎 l 一一一一一 }}}

口口口口 l 111111111111111

家家家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速速速速奚奚
口〕〕

止止
砚哟哟

止
. . .. . . 目.

.
目. .. . ......

才才
叫叫叫叫月月

..... .........

目目目目目 卜、 r门门门 、O r闷闷闷闷闷

日日日日日、 口OOOOO r 门 C卜卜卜卜卜

‘‘‘‘‘

~

一
们

-
,

一- ----- 一 一.

-
-

- 一一一一一lllllllllllll . 一一一一一

探探探探么
二二

二立立立三三
O 、、 CCCCC

: 轰轰............... .......

.............、 侧
叫叫 .r 、 ( 口口口口

洲洲洲洲洲洲洲 1 0 、、 已二二二二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月川川川川

}}} 贾}
. _

一 二二

下一下下{一下下万一⋯⋯下一
一一

「一甲甲{{{}}} 二 l未K 只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一 {
一 }一 、 。。。。。。。。

吕吕吕吕吕吕吕吕吕

氛氛 宕 号号 ! }}}} 一一} 一一} 一一}
:::

{{{
呜呜 :丢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已已 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000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宫宫 吕
’’’’’’’’

牲牲 雇毛毛
‘二二 《二二 e ,, C ,,,

家家 景石石
... ... ... .....

白白白口 ( 〕〕 , r 叹二匀匀 O 、 《匀匀 . 六 巴二二二

心心心
‘))) r哟 C二二 甲门 C JJJ ‘JJJJJ
尸尸尸目闷闷 护司司 . , 曰曰 门. 叫叫叫

乡乡” {{{⋯ ⋯⋯⋯⋯ !!!一 !!!} }}}
枷枷

·

吕吕 1
. _ ‘

二 。。
}

. _
_ 二
JJJ{
_ : ;

:
层
... CCC

{
。

_ ‘
.

。 }}}

lllll八 巴术 ‘ 不不l八 巴术 ‘ 夕夕夕
、O CCC 1八 巴水 ’ 侧侧rrrrrrrrrrr 闷闷闷

}}}}}}}}}}}
: 八 , : .....

}}}}}}}}}}}八 巴承
一
乞

’’’

协协协

111{
·

{{{i)):
‘

{{{i;】:
·

)))i;({
·

)))i;){
·

)))
月月月

遥坦东 ;;; 层粗东 ;;; 老祖味 ;;; 遥犯东 ::: 层扭承 品品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阮阮阮阮阮阮阮阮

哎哎



2 7‘ 土 城 学 报 23 卷

说明如改 用新航片以及改进制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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