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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土壤侵蚀图通过专家鉴定

湖南省土壤侵蚀图
,

是根据水利部遥感中心 拟定 的
“
应用遥感技术调查全国王壤侵蚀现状与

绘制全国土壤侵蚀 图工作细则
” 和 1 9 8 3年 10 月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规划处印发的

“
关于长

江流域水土保持若干技术标准
”

(暂行规定 )
,

利用遥感技术和地学专家系统精心编绘而成
。

本图主要采用美国第四 号和第五 号陆地卫星 M S S最舒资料 ( 1 9 8 4年 ) 和水利部提供的 1 “ 50

万地理底图
,

加上参考本省地貌 图
、

地质 图
、

森林植被图
、

土壤图
、

气候图和水 文 图 等
,

以 及

1 : 25 万
, 1 : 5 0万地形 图

, 1 : 5 0万历年的彩色卫片 印刷 图等有关图件和资料
。

在收集资料
,

熟悉和整

理资料的基础上
,

先做小区实验
,

在 室内用薄膜对主 卫片影象信 息和生物 圈 ( 植被 )
、

土圈 ( 土

壤及母质母岩 )
、

地貌圈 (形态 ) 等
,

进行模拟判读
,

建立典型水土流失的各个不 同类型等级的解

译标志
,

先做小区
,

后做大区乃至全省
。

经路线踏勘
,

实况调查
,

现场记录校正
,

室内再进行解

译
,

利用地学分析进行反复判读— 解译
。

采取植被
、

地貌
、

土壤 (包括母质母岩 ) 三 同步的解

译法
,

运用 多波段
、

多时相
、

多因素和 多技术的优势综合研究
,

分析归纳
,

直至客观
,

`

再检查
、

清绘
、

整饰成图
。

主要成果包括
: 1 : 5 0万湖南省土壤侵蚀图

, 1 : 1 0 0万湖南省土壤侵蚀 图 及 说

明书
,

课题报告
,

各专题报告
,

野外图片集等
。

湖南省土壤侵蚀图将地表组成物质 ( 土壤
、

母质母

岩 )
、

地貌
、

植被等融为一体
,

同时反 映了侵蚀强度和潜在危 险程度定性指标
。

无疑
,

这种按多

因素双 指标分 类方法进行编制土壤侵蚀 图
,

是科学的
,

先进的
,

实用的
。

这在湖南省土壤侵蚀编

图史上
,

尚属首次
,

填补 了省内空 白
。

根据定量测试精确计算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 6 4
,

36 9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30
.

4 %
。

整

个课题 由湖南省经济地理研 究所和湖南省水土保持领导小组联合攻关完成
。

主要研究人员有邵家

驹
、

蔡嘉增
、

李永寿
、

潘佑堂
、

刘足 征等
。

湖南省土壤侵蚀 图运用遥感这个新技术手段
,

客观反

粱了湖南省近期土壤侵蚀现状
,

分布规律和特点
。

1 9 8 8年 已用于
`

中国 1 : 25 0万土壤侵蚀 图的编制 ;

今年初 已收集在湖南省国土局主编的湖南省经济地图集中
;
湖南省水利厅 已用作制定全省水土保

持规划及其治理的依据
。

该图对全省 国土整治与开发
,

农业
、

林业
、

畜牧业等生态环境的平衡
,

经济的振兴
,

将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使用价值
。

卫片资料新颖科学 (光学处理
、

假彩色合成技术 ) 和反映准确 ( 目视信息解译 十 专家系统 )
,

对用户提供方便
。

4 月上句已通过省 内外水土保持专家教授方华荣
、

曹互 术
、

马霭乃
、

余剑如
、

李万
、

李鉴澄
、

李邦贵
、

朱国南等专家鉴定
,

在 国内同行 列研 究中处于领先水乎
,

并建议继续进

一步进行科学研究
,

为 四化建设服务
。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 究所遥感室 李永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