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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调查和绘制土壤侵蚀类型图
,

是制定水土保持规划和国土整治的基础工作
。

土壤侵

蚀类型图是土壤侵蚀调查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
。

绘制土壤侵蚀类型图
,

用常规方法需要大量的野外调查和搜集资料工作
,

时间长
,

耗资多
,

而且在数据的可靠性和资料的适时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

如果利用航空象片与常规调查方法相结

合
,

进行土壤侵蚀调查和绘制大比例尺土壤侵蚀图
,

相对说来
,

虽然可以提高制图 的 质 量 和速

度
,

为县级和中小流域制定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规划提供依据
,

但是由于 目前经济条件和技术力

量所限
,

用于省
、

地两级资源调查
,

以说明大范围土壤侵蚀总括情况
,

仍有一定困难
。

七十年代以来
,

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
,

航天遥感技术在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中也逐

步开展起来
。

陆地卫星影象为土壤侵蚀调查和制图开创 了广阔的前景
。

它比航空黑白象片能获得

更多的信息
,

从而帮助我们真实了解地表实物景观
,

正确认识土壤侵蚀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可能和

条件
。

利用卫星影象进行目视解译
,

是遥感技术的基本手段
。

它只需要价钱比较便宜
、

质量 比较

高的卫星影象底片
,

简单的影象处理设备
,

具有相当专业知识和 目视解译技术的人员便能完成
,

因此是适合水土保持工作量大
、

面广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一条可行之路
。

本次我们 以陆地卫星影象为主要制图资料
,

参考了地质
、

地貌
、

土地利用现状
、

水文等有关

图件和资料
,

结合我们多年来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
,

绘制了 1 :

25 万山西省土壤侵蚀类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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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流域面积 0
.

56 %
。

支毛沟内见有大片新开垦的陡坡农地
,

植被覆盖度一般 2 0一 30 %
,

阴坡 30 %
,

沟头和阳坡不少处低于 20 %
。

薄层和浅层滑坡强烈
,

切沟发育
,

侵蚀发展很活跃
,

局

部沟道可达剧烈程度
。

综上所述
,

陡坡开垦对加速土壤侵蚀起着重要作用
,

使土地肥力减退
,

地面破碎
,

水早灾害

频繁
,

破坏了生产基本条件
,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是形成流域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
。

为此对陡坡

耕地的还林还草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

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

才能减少或控制土壤侵蚀
,

杳

子河的水会逐渐变清
,

延河泥沙也会随之减少
,

该流域面貌定会到得改变
。



力求为省级农业区划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

一
、

利用遥感技术划分土壤侵蚀类型的基本原理

影响土壤侵蚀发生
、

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
,

只有充分认识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

规律性
,

并与卫星影象所反映的信息紧密联系起来
,

进行单因子解译
,

结合各要素相关分析
,

野

外实地考察及验证等综合分析
,

根据影响土壤侵蚀的综合因素的均一性和主导因素
,

确定类型界

线及侵蚀程度
、

强度的定性
。

(一 ) 影晌土城慢蚀诸因素的影象分析

气象
、

土壤 ( 地表组成物质 )
、

地形地貌
、

植被和人类活动
,

是影响土壤侵蚀的主要因素
,

其中气象因素包括降雨的形成
、

总量
、

季节分配
、

降水过程
、

雨型和强度等因子
,

特别是降雨强

度是产生土壤侵蚀的基本动力
,

除黄土地区可通过地面特点间接分析外
,

在 目前技术条件下
,

利

用卫星影象是不可解译的
,

而其它因素通过采用直接和间接解译标志
,

均具有较大程度的可解译

性
。

1
、

地表组成物质的影象分析
。

卫星影象是它覆盖区域内地物反射 (辐射 ) 电磁波的记录
,

不同地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同
,

它反射电磁波的能量也不同
,

在影象上反映的灰度也不一样
,

由

它构成的图型结构也各异
。

这种差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不同地表组成物质的主要依据
,

也是识别

其它要素的基本依据
。

地表组成物质指构成地壳表层的土体和基岩 (土壤及成土母质 )
。

本次影象解译
,

利 用 1 :

25 万比例尺的冬态与夏态假彩色专题信息提取的卫星影象
,

经对比分析
,

采用直接与间接解译标

志
,

区分 出各类岩性
,

并将其归为冲洪积黄土 ( Q
`
)

、

黄土 ( Q
3
)

、

黄土与红土 ( Q
3 、

Q
: 、

N
Z

等 )
,

花岗岩 ( Y )
、

变质岩 ( A
r 、

P t )
、

混合岩 (M r )
、

灰岩 ( 任一 O )
、

砂质岩 ( Z
、

C
、

P
、

T
、

J
、

K ) 等岩类
,

并圈定其分布界线
。

2
、

地形地貌 因素的影象分析
。

各种形式的土壤侵蚀强度均与坡度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

就

宏观范围来讲
,

不同的地貌单元具有较明显的 自然景观差异
,

坡度的相对陡缓在影象上也是直观

的
。

我们参考 1 :

25 万地形图
,

依据地形明显起伏所造成的阴影
,

植被垂直分布所形成的色 调 差

异
,

各种水系构成的图型结构
,

便可明显地区分出山地
、

丘陵
、

台地
、

平原等地貌类型
。

同时通

过影象的直接反映可 以看出
:

从平原
、

台地至丘陵
、

山地各单元相对切割逐渐增大
,

地面坡度愈

来愈陡
。

3
、

植被因素的影象分析
。

植被的种类和覆盖程度不同
,

对土壤侵蚀作用的影响各有差异
。

乔
、

灌
、

草在影象上是可以区分的
,

其对地面覆盖的疏密程度也可 以得出概略的分析结果
。

结合

野外建立解译标志
,

依据夏态 M S S
。 、 。 、 7

(青
、

黄
、

蓝 ) 天然植被的信息提取片
,

将其覆盖程

度分为高 (覆盖率大于 70 % )
、

中 (覆盖率 30 一 70 % )
、

低 (覆盖率小于 30 % ) 三类
,

位于本省

几大天然林区的亚高山中下部
、

中山上部
,

影象呈深绿色
,

森林覆被率约达 70 % 以上
,

除河谷边

缘地区外
,

基本上具备森林生态环境的特征
。

分布在林区边缘
,

以落叶灌木
、

阔叶落叶树种及草

丛为主的疏林地带
,

影象以绿色为主
,

间有水系冲沟发育
,

某些地区出现黄土或基岩 的 影 象 特

征
,

其森林覆被率约达 30 一 70 % ;
在本省亚高山和中山山地顶部分布着 山地草甸植被

,

以草本植物

覆盖为主
,

其影象色调呈淡草绿色
;
大部分砂页岩

、

灰岩低山山地仅于阴坡残存着稀疏的灌木丛

和草本植物
,

影象色调呈浅绿色
,

阳坡呈现为暗褐色的基岩影象
,

森林覆被率小于 30 %
,

基本上

属于基岩裸露的石质山地类型
。

4
、

人类活动的影象分析
。

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来看
,

人类对土地利用的不合理性
,

导致各



种 自然因素促使土壤侵蚀向严重方面发生
、

发展
。

卫星影象以不同的色调反映出耕地的分布及作

物生长现状
。

利用农作物生长旺盛的夏态标准假彩色合成影象
,

可 以看到广大的黄土地区源
、

梁
、

介及坡地上均有浅红色斑点 (农 田 ) 分布
,

证明耕作粗放
,

农作物长势欠佳
,

黄土裸露
;
平原和

·

河谷川地
,

一级黄土台地
,

通过城镇
、

村庄密集的浅兰色斑块 (点 ) 和鲜红色的农田影象
,

可以

分析出是人口稠密集中
、

土地平坦肥沃
、

精耕细作的农业区 ; 海拔较高的天然林区由于人类活动
`

的减少
,

植被茂密
,

覆盖 良好 ; 林区向耕作区过渡地带的琉林草灌地区
,

即中覆被类型
,

多属天

然植被遭受破坏后次生而起的植被
,

在其边缘地带呈现穿插分布的黄土影象及基岩影象
,

是近代

人为垦荒影响的痕迹
,

形成了植被影象残缺
、

破碎的影象特征
。

(二 ) 土坡俊蚀各要家的相关分析

各要素的相关分析
,

既是 目视解译划分土壤侵蚀类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

也是影象分析的

重要补充和印证
。

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复杂多变
,

只有充分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
,

从中寻找出各

因素之间的相关规律性
,

才能大大提高目视解译分类的深度和广度
。

各要素相关分析
,

除植被
、

人类活动在影象分析中已简单阐述外
,

这里重点对影响上壤侵蚀

豹坡度要素及因地表组成物质
、

植被覆盖程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土壤侵蚀形式分析如下
:

1
、

坡度要素的相 关分析
。

在裸露的黄土地区
,

局部地形坡度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
,

而利用 1 :

25 万卫星影象 目视解译识别微地形坡度是有困难的
。

经验证明
,

在黄土覆盖地区沟壑密

度和沟间地
、

沟谷地占地比例与局部地形坡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

沟壑密度及沟谷地占地面积越

大
,

地表形态越破碎
,

局部坡度越陡
。

侵蚀作用所形成的水系冲沟及沟间地
、

沟谷地分布界线
,

在影象上的反映是直观而真实的
。

我们利用 1 :

25 万M S S
,

波段和 l :

25 万 R B V 黑 白影 象解译

量算
,

选取 4 x s 厘米的典型样区 (实际面积为 1 25 平方公里 )
,

对黄土二级台地 (切割严 重 的

台地 )
、

黄土残糠
、

梁状丘陵
、

梁弗状丘陵
、

土石丘陵
、

土石山地等类型选取样区 31 个次
。

用全

透明聚脂薄膜蒙片对每个样区大于 1 毫米 (相当地面 25 0米 ) 以上的水系冲沟进行详细解 译
,

然

后将解译线划蒙片经单投影仪放大 5倍 (相当 1 , 5 万比例尺 ) 用量线仪或角规量算沟壑总长度
,

求得各典型样区的沟壑密度
。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

所量算的沟壑密度值
,

虽有一定误差
,

但从中可 以看出
,

大多数均在

目前生产部门应用值的区间范围
,

且偏于上限
, 对分析不同侵蚀类型的坡度因素是有一定参考价

值的
。

沟间地与沟谷地占地比例的解译量算
,

采用同样的方法
,

利用 1 : 10 万标准假彩色影 象
,

抽

样面积 由1 3
.

8一 1 00 平方公里
,

对残源
、

黄土二级台地
、

梁状丘陵
、

土石丘陵等 类 型 进 行 了 解

译
。

解译蒙片着色后利用美国S D一 1 30 型密度分割仪量算面积
,

经与中阳县高家沟利用 1 : 5 万

地形图量算面积对照
,

面积误差为 士 4 %
。

抽样定量量算结果证明
,

沟壑密度与谷地占地比例值由黄土二级台地
、

黄土残源
、

黄土梁状

丘陵
、

土石丘陵逐渐增大
,

说明其侵蚀程度和强度也是逐渐加大的
。

2 、

土攘侵蚀形式的相 关分析
。

本省山地性高原地貌类型的复杂性
,

决定了土壤侵蚀形式的

复杂多样
,

养分
、

水分的垂直侵蚀
、

面蚀
、

沟蚀及各种重力侵蚀
、

混合侵蚀的形式之间不仅相互

影响
,

相互制约
,

甚至互为因果
,

各具特点
,

它们的发生
、

发展与影响土壤侵蚀的诸因素之间有着

密切的相关关系
。

平原及河谷虽是侵蚀作用的堆积地区
,

但由于降水及不合理的灌溉用水
,

修筑渠

道
,

影响到土体内可溶性矿物和微细粒子随水分的上下垂直移动
,

或造成可溶性矿 物 养 分 的淋

溶
,

或形成土壤的次生盐渍化
,

因此主要以垂直侵蚀为主 , 大面积黄土裸露地区由于雨滴的击溅

作用
,

首先引起土壤表层结构的破坏而形成水分流失
,

进而造成土壤干旱
,

导致面蚀的发生 , 沟



壑密度及沟谷占地的实况
,

直观地反映出沟蚀发展的严重程度 , 破碎的局部地形以及因侵蚀沟下

切
,

基岩及第三纪红土的出露
,

促进了土层的滑塌
、

陷穴
、

泻溜等侵蚀类型的发生
、

发展
,

甚至

有发生泥流的可能性 ; 在基岩裸露的石质山区
,

岩性不同
,

其风化程度和产生的物质也不同 , 此

外
,

上下两层岩层的产状
,

相互之间接触的形式及倾角等均影响着水蚀和重力侵蚀的程度
。

植被

的种类和覆盖程度不同
,

对土壤侵蚀作用的影响也不同
,

覆盖 良好的植被可防止面蚀
、

沟蚀的发

生
、

发展
,

即便在大于 25
“

以上的陡坡
,

当覆被率达到 6。一 70 %
,

其中深根树种 (华北落叶松
、

油松
、

侧柏
、

辽东栋
,

灌木中柠条
、

怪柳
、

黄刺梅等 ) 占30 %时
,

便可减免重力侵蚀的发生
。

由

此可以认为
,

省境几大林区的高覆被山区各种侵蚀形式基本上不会发生 ; 在中覆被山区由于受着

人为活动的影响
,

仍有鳞片状面蚀形式的出现
,
而小于 30 %覆被的基岩地区

,

不仅有鳞片状面蚀

的发生
,

而且由于人为的开荒垦殖
,

破坏了植被草皮
,

常引起砂砾化面蚀
、

沟蚀 (荒沟 )
、

山剥

皮
、

山崩甚至泥石流的发生
。

(三 ) 实况分析

地面实况资料是利用遥感影象目视解译划分土壤侵蚀类型定标
、

校核
、

解译所不 可 少 的 依

据
,

亦是影象解译的重要补充
。

本次解译制图
,

除野外路线调查建立解译标志 (先后四次
,

行程

8 ,

00 。余公里 ) 外
,

尚对目前遥感影象难 以解决的黄土地区地表土壤粒径的分布规律及气象
、

水

文资料进行实地采样
、

化验及资料搜集的分析工作
。

1
、

黄土粒径
、

分布规律的分析
。

黄土粒径的大小及比例的不同
,

直接影响着土壤的抗蚀力及

实际生产中利用价值和治理措施的实施
。

据分析
,

大于 0
.

05 毫米粒径的黄土多沉积于黄河大堤
,

而难于汇流入海
。

因此
,

中游的这一部分地区被视为粗砂区
。

通过卫星影象色调的深浅和水系图

形有规律的变化
,

可以直观地分析 出山西省西部地区由北向南黄土粒径 由粗到细的变化规律
。

如

晋西北地区影象色调浅
,

沟谷稀疏而宽浅
,

地形坡度较缓
,

丘顶多呈浑圆状
,

证明其砂性较大 ;

晋西地区的梁命状丘陵类型
,

色调稍变深
,

冲沟密集
,

地形破碎梁赤顶部浑圆其粗砂含量较前次

之 , 南部的残源地区及切割严重的黄土二级台地类型
,

影响色调较深
,

其台顶
、

源面平坦且较完

整
,

到源边
、

源缘地区沟谷急剧深切
,

冲沟密集分布
,

证明其细粒含量较高
。

但仍缺乏准确的定

量依据
。

我们结合野外考察
,

按影象指示的各地区分别进行了采样
,

由山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土

工实验室进行了土壤粒径组成的分析
。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

五寨 以北地区大于 0
.

05 毫米粗砂含量高达 50 % 以上 , 柳林
、

离石一线

以北粗砂含量大于 40 % ;
汾西

、

乡宁一带粗砂仅占 11 %
。

由此证明
,

晋西与晋西 北 土壤 抗蚀力

弱
,

易被冲刷流失
,

而晋西南土壤粘粒含量高
,

抗蚀力强
。

2 、

气象
、

水文要素的 实况分析
。

卫星影象仅能反映降水形成径流后对地表作用的结果
,

即

土壤侵蚀景观
,

而对于有关气象
、

水文要素的定量问题
,

目前尚难 以解决
。

为提高所划分类型的

准确性及便于实际生产中检查
、

应用
,

尚需利用地面已有的资料校核
、

验证
。

( 1) 降雨量的分布
,

山地大于丘陵
、

台地
、

平原
,

东部大于西部和北部
。

西部黄土地区降

雨量和径流深均较低
,

但洪水模数值最大 ; 高覆被和中覆被类型
,

虽然降雨量和径流深都较大
,

但洪水模数值均较小
。

这反映了森林植被改变降水过程
,

涵养水源
, “

削洪增枯
”
的水文效应 ,

红土由于渗透性小
,

结构致密
,

抗蚀力较强
,

它的产流特征基本与砂页岩相似
。

( 2 ) 洪水模数与土壤侵蚀模数的相关性
,

是受地表覆被物制约的
,

由松散 物 质 组 成的丘

陵
、

山地洪水模数愈大
,

则侵蚀模数愈大 ; 随着松散物质所占比重的减少
,

洪水模数虽有增加
,

但侵蚀模数却呈下降趋势
。

基岩裸露石质山地
,

年径流深虽很大
,

但由于松散物质不发育
,

侵蚀

模数也较小 , 高覆被和中覆被类型
,

降雨量虽高
,

但洪水模数和侵蚀模数都偏低
,

这与森林植被



的水土保持效应基本相符
。

这里应当指出
,

我们选用的代表站并不是十分理想的典型测站
,

但就

目前资料缺乏的情况下
,

这仍是唯一可取的办法
。

目前生产中多采用土壤侵蚀模数作为衡量侵蚀
.

的综合定性指标
,

为保持与实际生产的联系性和一致性
,

我们根据所得测站的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与解译类型的相关性
,

利用相关曲线
,

求得各类型侵蚀模数值
,

以利于实际生产中参考
。

综上所述
,

气象
、

土壤
、

地形是影响土壤侵蚀的潜在要素
,

植被则是制约土壤侵蚀发生
、

发

展的决定因素
,

而人类经济活动是否合理
,

又对以上诸因素起着主导作用
。

这些因素之间相互联

系
,

相互制约
,

形成一个统一的 自然综合体
。

在影象分析
、

要素相关分析和影象实况分析 的 基 础

上
,

便能较准确地识别和判断由不同因素所组合的类型范围
,

分析其土壤侵蚀的现状 (程度 ) 及

今后发展的危险性 (强度 )
。

二
、

土壤侵蚀类型图的分类系统

(一 ) 土城俊蚀分类原则

上壤侵蚀图的绘制
,

除遵循 目视解译的基本原则外
,

还需遵守如下原则
:

l
、

综合因子分析
,

主导因子定性的原则
。

类型的划分必须保证相同类型图斑内诸因子的柑

对均一性
,

并在对诸因子解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
,

确定出定性的主导因子
,

而绝不能凭一两

个因子不经权衡就轻易下结论
。

如本省变质岩
、

混合岩
、

花岗岩及大部分的 灰 岩 山 地
,

虽然地

形坡度陡峻
,

降雨量大
,

但均有较好的植被覆盖
。

因此
,

依据森林植被的覆盖程度结合人为利用的

现状
、

侵蚀模数值等
,

便可做为分析土壤侵蚀强度的依据 ; 黄土台地
,

在地貌类型划分中
,

分为

一级和二级黄土台地
、

黄土断块 台地 (系峨眉台地 ) 及覆有砂黄土的玄武岩台地
。

除 二 级 台地

外
,

在土壤侵蚀类型划分中
,

其它台地因其地势较平坦
,

冲沟稀少
,

有的与洪积倾斜平原渐变过

渡
。

这些地类人 口稠密集中
,

农业生产集约经营
,

均属中度侵蚀类型
。

二级台地多因受地质构造

控制
,

地面坡度较陡
,

切割破碎
,

水系冲沟较为发育
,

人 口较前类地区稀疏
,

农业利用也较一级

台地差
,

侵蚀较强烈
,

故单独划为一个类型
。

2
、

时具有特珠意 义的类型
,

要给 以特殊重视
。

黄土既是河流泥砂的主要物质来源
,

又是山

西省农业生产的主要物质基础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又属重点治理对象
。

由于长期承受内外营力及

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而演变成今 日支离破碎的地表形态特征
。

在这一总的特征内部又可细分为台

地
、

源
、

梁
、

梁赤
、

缓坡等形态
,

它们在土地利用现状
,

土壤侵蚀程度和强度上均有差异
,

因而

治理措施各有特点
,

应划分为儿个不同类型
,

才能全面
、

准确地表达其侵蚀特点
。

且在卫星影象

目视解译技术手段和资料可能的情况下
,

对其物质组成粒径
、

沟壑密度
、

沟间地与沟谷地比例
、

侵蚀模数
、

洪水模数等进行典型抽样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工作
。

(二 ) 土滚侵蚀分类系统

根据上述分类原则
,

并考虑到山西省土壤侵蚀的特点
,

我们采用了二级分类命名法
,

以地貌

类型和地表覆被物为主要命名依据
,

将全省土壤侵蚀类型划分为
:

l 、

一级类型
。

根据一级地貌单元和土地利用现状
,

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目的
,

土地利用

方向等
,

将全省划分为平原与谷地
、

丘陵与台地
、

山地等三个一级类型
。

2
、

二级 类型
。

根据一级类型内部的地表覆被物的差异及土壤侵蚀程度的不同
,

分为十六个

二级类型
,

并将这些类型又附注归入六个侵蚀强度等级 (极强
、

强
、

较强
、

中
、

较轻
、

轻 )
,

具

体类型及特征如下
:

I 一平原与谷地
:

1
1

一冲
、

洪 积平原轻撅侵蚀
、

堆积类型
。

主要分布在由各大河流冲积而成 的 平坦地面
,

或



`

由山地河流形成的洪积倾斜平原
。

冲积平原沿河流方向呈条带状展布在盆地内
,

系河流堆积区 ,

、

洪积倾斜平原一般在盆地边沿至山前呈裙扇状和连续重迭的带状展布
。

水系冲沟不发育
,

灌溉条

件尚好
,

主要为农田用地
。

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小于 10 。吨 /平方公里
。

I
:
一河谷川地轻徽慢性

、

堆 积类型
。

主要是山区
、

丘陵区的河流及较大支流的阶地和滩地
,

是山区基本农田的精华
。

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小于 1 00 吨 /平方公里
。

1一丘陵与台地
:

I
,

一中履盖度丘陡
、

台地较轻微侵 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左云
、

右玉的缓坡丘陵与台 地
,

及

覆有砂黄土的玄武岩台地上
。

多系人工营造的小叶杨林或天然生长的醋柳灌木林与草本牧草
。

植被

覆盖度 30 一 70 %
,

土壤侵蚀模数为 2 00 一 8 00 吨 /平方公里
。

面蚀
、

风蚀轻微
。

I :
一一级黄土台地 中度侵 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万荣
、

临猜
、

傻山等地的峨眉台地和覆 有 砂

黄土的玄武岩台地
,

以及各大盆地周围
。

这些台地或因受构造控制形成断块台地
,

或因玄武岩流喷

溢而后上覆砂黄土形成的台地
。

整个地势平坦
,

仅边缓有沟谷侵蚀
。

土壤侵蚀 模 数 约 为 80 0一
.

1 , 3 00 吨 /平方公里
。

!
:

一二级黄土台地较强烈侵蚀 类型
。

主要分布在各大盆地周围
,

因受构造控制
,

切割 较 严

重
。

其表面较为完整且略具起伏
,

向盆地方向发育有稀琉冲沟
。

土壤侵蚀模数为 1
,

9 00 一 2 , 7 00 吨 /

平方公里
,

沟间地与沟谷地分别为 65 %与 35 %
,

以面蚀
、

沟蚀为主
。

I
`

一黄土残垠状丘陵强烈侵 性类型
。

主要分布在石楼
、

瞩县
、

蒲县
、

大宁
、

吉县
、

乡 宁一

带
。

虽切割得相当破碎
,

但仍见到平坦的源面或平梁
,

源面平均坡度小于 5
“ ,

利于耕作
。

沟壑密

度每平方公里 2
.

7一 2
.

9公里
,

土壤侵蚀模数为 5
.

7 00 一 g , 4 00 吨 /平方公里
,

沟间地与沟谷地 分 别

为 58 %与 42 %
。

面蚀
、

沟蚀与重力侵蚀都活跃
。

亚
。

一黄土梁状丘陵极强烈侵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柳林
、

离石 以南
,

至中阳
、

交 口及孝 义 以

西一带
,

为顶部平坦微倾斜的长梁状地形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2
.

9一 3
.

6公里
,

土壤侵蚀模数为

9 , 4 00 一 1 4
,

5 00 吨 /平方公里
,

沟间地与沟谷地分别占52 %与 48 %
。

面蚀
、

沟蚀
、

重力侵蚀都严重
。

I 。
一黄土梁亦状丘陵极强烈侵蚀 类型

。

主要分布在 山西省西部和西北部
,

从柳林
、

离 石 以

北
,

直到河曲
、

偏关的大部分地域
,

为梁状和命状组合的一种丘陵形态 ; 赤以连续状的为主
,

梁

则系斜梁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3
.

4一 4
.

3公里
,

土壤侵蚀模数大于 1 4
,

5 00 吨 /平方公里
。

面蚀
、

沟

蚀
、

重力侵蚀都相当激烈
。

l
,

一黄土缓坡状丘陵较强烈侵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左 云
、

右玉
、

平鲁及偏关
、

河曲
、

保 德

一带
,

多系砂黄土覆盖
,

坡度缓和
,

沟谷宽浅
,

因受风力侵蚀影响
,

表面有片砂地或雏形砂丘出

现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2
.

5一 2
.

7公里
,

土壤侵蚀模数为 2 , 7 0 0一 5 ,

7 00 吨 /平方公里
,

面蚀
、

风蚀

都较强烈
。

l
。

一黄土与红 土丘陵较强烈侵蚀 类型
。

系指由风成黄土
、

河湖相沉积物及第三纪红土 等 地

表组成物质构成的丘陵
。

主要分布在静乐
、

榆社
、

武乡
、

长治断陷堆积盆地
,

以及垣曲
、

平陆一

带
。

整个地势平缓
,

沟谷不很发育
,

坡缓谷宽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2
.

5公里左右
,

土壤侵 蚀模

数为 1 , 3 00 一 1 , 9 00 吨 /平方公里
。

面蚀
、

重力侵蚀都严重
。

l
,

一黄土与基岩丘陵较强烈侵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 吕梁山东侧汾河灵石峡谷
、

古交峡谷
、

阳

泉盆地的边山
、

长治盆地的南部等地
,

黄土居上或基岩居上
,

二者相间分布
,

黄土与基岩约各占

一半
。

地形破碎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2
.

5公里左右
,

土壤侵蚀模数 1 , 7 00 一 5 ,

70 0吨 /平方公里
,

沟间地与沟谷地各占 44 %与 56 %
。

面蚀
、

重力侵蚀严重
。

I 一山地
:



l
,

黄土与基岩山地较强烈侵蚀 类型
。

主要分布在吕梁山西侧石质山地与黄土丘陵过渡地带
、

偏关河上游
、

奇岚北部和五寨西 邓
、

汾河灵石峡谷东侧及寿阳芦家庄一带等
,

其土石 比例约为 4

, 6 或 3 , 7
。

上壤侵蚀模数为 2 ,

70 。一 5 ,

70 0吨 /平方公里
。

面蚀
、

重力侵蚀都相当严重
。

1
2

一低夜被基岩 山地 中度侵蚀 类型
。

大部分的砂页岩低山和部分灰岩
、

变质岩低山
,

仅 在

阴坡残存着稀疏的灌木丛和草本植物
。

植被 覆盖率小于 30 %
,

土壤侵蚀模数 80 0一 1 , 3 00 吨 / 平 方

公里
。

容易产生山剥皮
、

泥石流等重力侵蚀和混合侵蚀
。

互
:

一中渡被基岩山地较轻微侵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中山山地的中下邵
,

生长着以灌木 为 主

的灌木草丛和疏林地
。

植被覆盖率为 3。一70 %
,

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2 00 一 8 00 吨 /平方公里
。

由 于

受人为放牧
、

樵采及垦荒的影响
,

面蚀
、

沟蚀趋于扩展
。

l
`

一高覆被基岩 山地轻微侵 蚀类型
。

主要在五台山
、

管浑山
、

关帝山
、

太岳山以及上顶山
、

中条山等亚高山的中下部和中山上部
,

为山西省针叶林
、

针阔混交林与阔叶林茂密生长的地 区
。

植被覆盖率大于 70 %
,

由于森林环境的形成
,

土壤侵蚀甚微
。

l
。

一 山地草句较轻微侵 蚀类型
。

主要在五台山和关帝山顶部
、

四十里跑马嫣
、

霍山顶 部
、

芦芽山上的荷叶坪
、

中条山上的舜王坪等夷平面
,

以草本植被覆盖为主
,

坡度缓和
,

水 系 不 发

育
,

冻融作用明显
,

各别边缘地区因过度放牧而引起侵蚀现象
。

三
、

土壤侵蚀类型图的制图方法

( 一 ) 制图程序

卫星影象目视解译土壤侵蚀类型制图
,

除严格遵循遥感解译的基本程序
,

即资料准备阶段
、

野

外建立解译标志
、

解译阶段
、

验证阶段
、

总结阶段外
,

我们首先进行了地貌类型的解译
,

主要内

容包括详细解译黄土及现代沉积物
、

岩类等地表组成物质
,

并勾绘出各种地貌类型界线 , 然后解

译森林植被的分布及覆盖程度
,

分别获得地貌类型图和植被覆盖度图解译蒙片
,

以地貌类型为底

图并叠加植被覆盖度 图蒙片
,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图
,

经综合分析
,

硫定不同侵蚀类型界线 , 再经野

外及典型区验证
,

专业对 口审查后
,

转绘至地理基础底图
,

绘制成图
。

(二 ) 图面裹现方法

做为反映省级面貌的中比例尺土壤侵蚀制图
,

目前全国尚无统一规范可循
,

我们制作着色图
,

根据山西省水土保持工作的实际情况
,

本着直观
、

易读
、

通俗
、

实用的原则
,

采用了如下表现方法
:

1
、

用不 同色别 ( 色相 ) 反映不同的地貌形态 (即一级类型 )
。

结合本省实际
,

平原与谷地
、

丘陵与台地
、

山地
,

又基本上代表 厂三种不同的地表覆被物
,

如森林植被多分布在山地
,

黄土分

布以丘陵与台地为主
,

河流的松散沉积物质多分布在平原与谷地
。

我们将植被用绿色
、

黄土用黄

色
、

平原用淡绿色加深绿色斜线等直观色彩进行了反映
。

忿
、

同一 色别内用不同的 色阶 ( 色层 ) 表示各二级类型的 土壤侵 蚀强度
。

如在山地类型中将

高覆被类型用深绿色
,

中覆被类型用绿色
,

低覆被 (基岩裸露 ) 类型用淡蓝绿色表示
,

绿色由深

到浅反映侵蚀强度随植被覆盖度的减少由弱到强
;
黄土丘陵

、

台地类型中由台地
、

源
、

梁 到 梁

赤
,

分别由淡黄
、

浅黄
、

黄
、

桔黄颜色表示
,

黄色的加深标志着侵蚀强度的加大 , 土石丘酸及土

石山地用棕黄色做了反映
,
对于黄土缓坡状丘陵类型因受风蚀作用强烈

,

采用乳黄色反映等
。

3
、

图面符号及线划色的采用
。

为了充实图面内容
,

充分利用制图空间
,

较详细地反映出与

土壤侵蚀有关因素
。

我们利用第二层平面对山地的不同岩性
、

土壤侵蚀形式
、

水系
、

水体等以不

同颜色符号和线划色做了显示
。

对于不同侵蚀类型
,

分别用黑色大写罗马字加脚注符号在图面上

详细做了标记
,

并在图例中注明了每个类型的侵蚀强度等级
,

用以弥补设色
、

着色的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