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3卷第 5期
1 9 9 3年 1 0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l le tin o f0511

a

nd W
a ter C o n e sr va ti

o n

V o l
.

1 3No
.

5

o c t
. ,

1 9 9 3

地 块 图 的 编 制 与 讨 论几

—
以长武王 东沟试验区地块图编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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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以长武王东试验示范区为例
,

将地块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中信息采集与存贮的基本单

元
,

对地块的形成
、

分类
、

地块图的编制方法及与之有关的几个间题
,

如地块图的理论基础和实

践意义
、

地块图的显示内容
、

地块图的稳定性等
,

进行了初步讨论
.

关键词
:

长式王东试区 地块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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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是指一些与调查和制图比例尺相适应的 自然一农业景观分异单元
。

每一个这样的单元中
,

各种自然和农业经济方面的景观要素 (地形
、

小气侯
、

植被
、

土地利用
、

土地生产力和综合治理措施

等 )相对一致
,

具有清晰的
、

稳定的和可以被客观划分的界限
。

而每个地块的划分都具有明显的生产

实践或科学研究意义
.

把某一区域划分为若干地块单元的地图
,

称地块图
。

一
、

王东试区地块的形成

(一 )地表形态的阶梯式分异 王东沟为径河支流黑河的一级支流
。

由于河流 (沟道水流 )的冲

刷
,

地壳构造运动的间歇性抬升造成的河床下切和黄土的不断堆积
,

使试区内的地形发生了 自源面

向河 (沟 )谷的阶梯式下降
。

古夷平面上堆积了厚层黄土形成源
。

在黑河和王东沟的阶地和阶坡上

覆盖黄土形成现在的源 (梁 )坡 (残留黄土沟谷坡地 )
。

新构造运动引起的沟道进一步下切形成了现

代沟谷
。

这三个地貌单元之间
,

有两条明显的坡折线一源边线和沟边线
,

它们分别是古代的和现代

的沟谷边缘线
,

其第二条常迭加于第一条之上
。

这种源一古沟坡一沟谷地的地貌形态
,

导致了地表

水热条件的再分配
,

影响了现代土壤和植被的发生与演化
,

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人们开垦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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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空间格局
,

是景观分异的基础
。

(二 )植被
、

土被结构 在上述地貌形成的过程中
,

气候发生了多次冷暖和干湿交替
。

在适宜的

水热条件下发生了土壤形成过程
,

并以古土壤的形式残留和记录在黄土地层中
。

进入第四纪以来
,

王东试区地块的分类系统

黄土台状地黑护土黄绵土早耕地

黄土源地黑沪土早耕地

平坦源地覆盖粘黑护土早耕地

倾斜黄土源地侵蚀粘黑沪土— 黄绵土早耕地

黄土梁源地侵蚀黑沪土黄绵土早耕地

平缓黄土梁源侵蚀黑沪土黄绵土早耕地

倾斜黄土梁源黄绵土早耕地

黄土丘陵黄绵土旱耕地和草地

黄土丘陵黄绵土早耕地

黄土丘陵黄绵土草地和林地

残留黄土沟谷黄绵土 (及红土 )

— 黑沪土早耕地和林草地

黄土阶地

高黄土阶地侵蚀黑沪土— 黄绵土早耕地
、

果园

低黄土阶地黄绵土林地和草地

黄土残留谷坡黄绵土红土耕地和林草地

黄土缓谷坡黄绵土梯田耕地
、

果园

黄土陡谷坡黄绵土梯田耕地和果园

黄土陡谷坡红土
、

黄绵土林草地

黄土侵蚀劣地林草地

黄土侵蚀沟谷红土及中积土林草地

黄土沟谷坡红土林草地

阳坡林草地 滑坡体林地

阴坡林地 泻留坡堆积物草地

现代沟床冲积土林草地

沟床坡积冲积物林草地

人工沟坎地草地

黄土喀斯特

陡直黄土崖
、

黄土柱
、

黄土墙及黄土桥

黄土洞穴

在现代地貌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黑护土
。

在

平坦的源面和高阶地上分布有黑庐土
,

而在

源坡较缓部位则因为坡面冲刷只有发育不完

全的黑沪土
,

坡地较陡处及现代沟谷因侵蚀

严重而只有黄土层的覆盖
,

未形成发育层次
。

现代沟谷中的河床有冲积物和坡积物
,

沟 口

可见到基岩裸露
。

(三 )现代侵蚀 现代侵蚀的表现形式主

要有坡面 (特别是坡耕地
,

不标准的水平梯

田 )的径流 冲刷
,

源面及源边道路侵蚀
,

沟谷

中滑坡
、

泻溜
、

崩塌等重力侵蚀
。

现代侵蚀对

地表的作用
,

首先是沟道的发育非 但使现代

沟谷加深
、

展宽
,

源面沟头 向源地中心伸展和

前进
,

而且使地形 日渐破碎
。

在沟坡下部及低

阶地上
,

由于洞穴侵蚀常形成侵蚀劣地
,

这些

作用使地表形成一些次一级的地貌形态单

元
,

使原有三大地貌单元成 为复杂的组合单

元
。

其次坡面冲刷使源边漫坡的黑沪土被冲

刷和侵蚀
,

改变和复杂化了原有的土被结构
。

第三
,

本地区垦殖历史较久
,

加之位于古丝绸

之路上
,

各类道路常造成源面
、

特别是坡面的

侵蚀
,

并形成了侵蚀沟
。

这种作用使地表地貌

类型和土被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 ,

( 四 )土地利用与开发 首先是源地和源

坡地上开垦 自然植被
,

并形成了以种植业为
」

主体的旱作农业用地体系
。

据 1 9 8 6 年土地利

用调查
,

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50
.

1纬
,

林地和荒草地分别为 19
.

27 %和 12
.

9%
,

自

然植被已基本不复存在
。

其次是本区长期以

来具有沿沟边开挖窑洞 修建住宅的生活习

惯
,

这种方式下的生产和生活取土
,

窑洞坍塌等导致了源面或源边坡径流向沟谷集中下 }曳
,

加速了

沟头前进
,

沟岸扩张并形成了新的侵蚀沟
。

第三由于 自然条件的限制及农业生产的自身发展
,

形成

了明显的农业地域分异现象
,

如源地农 (果 ) 区一坡地农 (果 )林交错区一沟谷地林业区
。

第四
,

该试

区水土流失严重
,

从 50 年代起
,

特别是
“

农业学大寨
”

时期
,

开展了大规模的平整土地
,

植树造林运

动
,

使坡地修成水平梯 田
,

沟道多被人工林地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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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块的划分

(一 )地块划分的原则 地块划分以王东试区土地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为基础
,
遵循 了

土地分类的一般原则
,

即主导因素原则
,

服务子综合治理的原则
,

与制图比例尺相适应的原则
。

因为

已经把土地利用和综合治理措施纳入了分类
,

所以划分出的类型在土地利用和土地类型方面均具

有相对的一致性
。

其它因子如土壤等部分
,

运用了复区的方法
。

命名上采用了
“

地貌一土壤一土地

利用
”

联名法
,

并与通俗 的群众名称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

(二 )分类系统 (详见王东试区地块的分类系统 )

(三 )地块图编制的技术方法
1

.

资料基础
。

长武王东试区地块图编制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有
:
( 1 ) 1 9 8 7 年和 1 9 9。 年两次航摄

的 l
:

1 0 0 0 0 彩红外航片
; l

: 1 0 0 0 0 地形 图 (放大到 1
: 5 0 0 0 ) ; ( 2 )综合治理专题系列 图 (土地类

型图
、

土地利用图
、

土地评价图
、

综合治理评价图
、

土壤侵蚀图
、

坡度分级 图
,

… )这些 图均是 1 9 8 8

~
’

1 990 年间在现场用航片编制的 ; ( 3) 长武王东试区 自然资源和 自然条件综合考察及规划报告和
“
七五

”

科技攻关总结报告
; (4 )居民地为实测资料

。

2
.

制图单元
。

长武王东试区地块图基本制图单元据地块分类系统的最低一级单元及土地经营

权属决定
。

土地利用方面一般为代个单独的利用类型
。

地貌方面一般是一个坡度相同或相近的地

段
。

对于坡耕地
、

不标准的梯田
、

覆盖度不高的自然坡面
,

运用坡度对其进行次一级单元的划分
,

分

级标准见表 1
。

土壤方面
,

在农业地貌一土地类型单元内以占优势的土壤单元或其组合表示
。

表 1 坡度分级标准
,

3
.

主要技术环节
。

( l) 地形图分析
:

地形图提供了

土土地类型型 分级标准 (
。

))) 阵地类型型 分级标准 o( )))

农农地地 0 ~ 333 良好好 < 333

和和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被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

有有良良 3 ~ 555 的坡坡 3~ 2 555

好好被被被被被被被被被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覆覆坡坡 斤~ 1 55555 2 5~ 3 555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11111 5~ 255555 3 5~ 4 555

22222 5~ 3 5
’’’

> 4 555

33333 5~ 4 5555555

>>>>> 4 5555555

地图精度控制的基础
。

编图前
,

应结合航片的调绘
,

对

地形图各要素的现势性及精度等作出评价和必要的校

正
。

必要的时候
,

还要通过合适的方法进行 比例尺的变

换
。

( 2) 航片调绘
。

在近期拍摄的航片上进行室内的和

野外的解译和判读
,

判识土地利用的变化和综合治理

的进展
。

同时依其为准
,

对地形图的现势性作出必要的

补充
。

( 3) 专题地图的分析与迭加
。

对收集到的各种专

题地图进行科学性
、

现势性与精度的分析评价
。

用统一

的比例尺和基础地理要素
,

对各专题地图要素进行协调处理
。

然后按地块发生分异的逻辑次序逐一

进行各专题图的迭加
。 ’

绘制地块边界线
,

(四 )地块图边界线勾绘程序与方法 地块图的综合性很强
,

其边界线与各种专题图发生或多

或少的联系
,

其勾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程序与方法
。

长武王东试区地块图编绘时遵循了从共有界线

(要素 )到专有界线
,

从清晰界线到模糊界线
,

从线状界线到面状界线的顺序逐次绘制
。

1
.

流水线
。

是十分清晰
、

且具有唯一确定的地理空间位置的重要地理界线
.

流水线是根据地形

图勾绘
。

’

其较大的变化据航片校正
。

图上据实际情况区分有无常流水
。

`

么
’

沟缘线
、

坡脚线
。

高原沟壑区的沟缘线一般有两条
,

即古代的沟缘线 (源边界 )和现代的沟缘

线 (沟边线 )
,

其地理意义如表 2 所示
。

源边线常被沟边线切断而呈不连续状
,

沟边线则一般呈封闭

状
。

坡脚线则只有在河 (沟 )床或漫滩发育的河 (沟 )段才表现出来
。

’

3
.

居民地
、

境界线和道路系统
。

农村居民地既是土地利用的一种形式
,

更主要的是人与土地进

行物质交换的一个端点
。

境界线是土地经营权的分界线
,

其两边在土壤肥力
、

土地经营管理和土地

生产力方面常有一些差别
,

因而也是地块边界线
。

道路是物质流通的通道
,

源平地的道路常有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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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作用
。

我们用实测的方法确定了这三种界线的位置
。

’

表 2
`

高原沟壑区沟缘线
、

坡脚线之地理意义

项项目目目 源边线 字字勾边线 坡月月却线线

地地 貌貌 源梁源源 阶地
、

古沟坡坡 现代沟坡坡 河漫滩河床床

坡坡度 (
。

)))< 555 (2 555)2 5553 ~ 1 000

土土 壤壤 黑沪土
、

黄绵土土 黄绵土
、

黑沪土土 黄绵土
、

红土土 冲积物物

侵侵蚀蚀 较微微 轻一中
、

面蚀一沟蚀蚀 重力侵蚀
、

沟蚀蚀 堆积
、

切割割

土土地利用用 以农为主主 农
、

果
、

林林 林
、

荒荒 林
、

草草

治治理方式式 保源固沟沟 道路防蚀整地地 造林固沟沟 造林
、

打坝坝

4
.

现代地表被覆
。

在农

业区
,

现代地表植被与土地

利用基本相同
。

土地利用和

植被的界线
,

是地块图的基

本边界线之一
。

我们根据航

片和土地利用现状图
,

主要

表示了相对稳定的农田和果

园
,

已产生 生态或经济效益

的乔 (灌 )木林
,

向成林地发展演化的疏林地和幼林地
,

难以利用和治理的裸土和裸岩
。

另外
,

还可以

根据植被图 (或林草地资源图 )对林
、

草地进行覆盖度 (或郁闭度 )
、

生产力等方面的细分
。

5
.

地面坡度
。

植被覆盖度低而仍在发生地面冲刷的疏林地和草地
,

坡耕地和不标准的梯田
,

按

坡度进行图斑的进一步划分
。

以坡度图和地形图为资料
。

(五 )地块边界线的综合协调 基本图斑勾绘出来后
,

运用专题地图制图的理论和方法
,

对所有

地块边界线及各相关地物
,

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
,

力求能正确地反映地块及其边界与诸多形成因子

间的关系
,

并使图斑定位准确
。

三
、

关于地块图的讨论

(一 )地块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地块图是土地系列制图研究和综合治理实践的产物
,

其理论

和实践基础表现为
:

1
.

土地类型研究
。

首先是土地类型研究中对土地给予 了科学的理解
,

对其发生和演化过程的分

析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方法
。

其次是在小比例尺 (及一些大比例尺 )土地类型图中
,

把植被和土地利

用的分类纳入了土地分类中
。

另外
,

近年来配合黄土高原综合治理
,

编制了为数众多的土地系列图
。

这些成为地块图的编制实践和资料基础
。

2
.

土地利用调查制图
.

土地利用调查和制图中
,

耕地的分类考虑了土地类型和坡度
,

有的大比

例尺图对果园也进行了类似的处理
。

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地类型的结合
,

使划分出的图斑已具有 了地

块的意义
。

3
.

动态评价制图
。

专题地图的编制研究已由静态的反映地理现象发展为动态监测与评价地理

过程的发展
。

如土地资源评价
、

综合治理评价和土壤侵蚀评价等
。

动态评价和监测要求对地表各自

然一社经因子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分析
,

建立不同图件及同一图件 (种 ) 不同期间的协调和衔接关

系
。

这是地块图产生的地图学基础
。

4
.

综合治理实践
。

小流域综合治理要求对流域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全面的治理和开发
,

通过提高

每块土地的生产力全方位地开发
、

利用和保护土地
,

这就是地块图产生的生产实践基础
。

(二 )地块图的基本内容

1
.

地块及其边界
。

地块反映在图上是一系列封闭曲线围成的图斑
。

地块图上对地块划分的级

别
、

表示的地块的多少 (及相应的地块平均面积 )
,

要求与制图目的
、

制图比例尺
、

制 图资料
、

制 图区

域特点
、

制图成果的管理手段 (指常规的或计算机的 )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软硬件等相适应
。

地块边

界指地块的范围界限及其 间的关系
。

2
.

地块的注记
。

有两种方式
,

其一
,

以地块类型为基础
,

每一个类型单元中的各个体用序号表

示
。

这种方法要求有一个很精细的分类系统
,

使每一地块都被纳入其中
,

但这常常是很困难的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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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直接以某种排列方式的序号注记每个地块
,

而对用以区分地块的自然一社经 因子则以符号简单

明了的标示
。

这种方法要求序号的排列能体现地块的空间分布规律
。

长武王东试区地块图运用了

第二种方法
。

3
.

地块的组合
,

包括两种形式
,

一是地块形成的逻辑关系的组合
。

如长武王东试区地块图上的

源地
、

梁地
、

源 (梁 )坡地
、

沟谷坡地
,; 二是反映土地利用和改造治理等方面的组合

,

如长武王东试区

的沟坡地带
,

可以划分为
:

百子 山
、

百草坡
、

杜家坪
、

梨坡 山
、

双嫁山等单元
。

每个组合其生产潜
.

力
、

改用改良途径
、

经营管理等方面是相对一致的
。

(三 )地块图编制的相对稳定性 因为土地利用的变化和综合治理的进展
,

使地块具有一定的

动态性
。

但是地块图作为地理信息系统中空间信息的基本采集和存贮单元
,

地块图却要求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
。

我们初步设想可以在 5年以内保持地块图不变
。

而对于其动态性则采用组合单元对各

种面积予 以统计
。

如滑塌地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表现为
:

林地 ( 1 00 % )~ 林 ( 90 % ) + 果 ( 10 % )
。

亦

即以图斑的相对稳定性和 图斑内容的动态性来表现地块图的动态性和相对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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