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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嘉平、荆长伟、支俊俊编写的《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及其应用》在简要回顾和总结与土壤数据库建设
有关的土壤分类、土壤调查与制图、空间数据库构建等方面的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与浙江省
第二次土壤普查有关的工作流程、技术、方法和成果等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所建设的浙江省1：5万
、1：25万、1：50万和1：100万系列比例尺土壤空间数据库的内容，展示了其在土壤质量评价、土壤
侵蚀风险估算、非点源污染预测、土壤多样性分析、土壤碳库估算以及城市化对土壤资源的影响等方
面的应用案例。《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及其应用》可以作为浙江省土壤资源的工具书，也可作为有关土
壤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的参考书，供农林、环保、国土、水利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工作者使
用。
在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新近建成了浙江省大、中、小全系列比例尺土壤数据库。本
书以此为基础，全面介绍了浙江系列土壤数据库建设的理论基础、构建方法及其在土壤参比制图、有
机碳估算、城市化、环境污染模拟、水土流失估算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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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吴嘉平、荆长伟、支俊俊编写的《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及其应用》是国内第一本针对省域土壤数据库构
建的专著，全面介绍了浙江省全系列比例尺土壤数据库的构建技术，实例介绍了浙江省土壤数据库的
具体应用，如基于大比例尺土壤数据库的浙江省有机碳估算等，为国内基于大比例尺土壤数据库应用
的开创性工作。本书内容主要共分十章。
第1章绪论
1.1工作背景与目标
1.2浙江省土壤数据库的特点
第2章土壤数据库采用的土壤分类系统
2.1国际土壤分类现状
2.1.1俄罗斯土壤发生分类体系
2.1.2 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体系
2.1.3世界土壤参比基础
2.2浙江省土壤分类
2.2.1 浙江省土壤发生分类
2.2.2 浙江省土壤系统分类
2.2.3 浙江省土壤分类参比研究
第3章 土壤类型及相关信息的调查与制图
3.1 国内外土壤调查制图的现状与进展
3.1.1 中国
3.1.2俄罗斯
3.1.3 美国
3.1.4其他国家
3.1.5联合国及国际组织
3.1.6 国际上主要土壤制图体系
3.1.7数字土壤制图技术
3.2浙江省土壤调查与制图发展概况
3.3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流程
3.3.1 准备工作
3.3.2 野外调查
3.3.3 室内资料汇总
3.3.4成果验收
3.3.5 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的全省汇总
3.4 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数字化技术流程
第4章土壤空间数据库
4—1土壤空问数据库基本概念
4.2土壤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
4.2.1 土壤空间数据类型和特点
4.2.2土壤空间数据结构
4.2.3土壤空间数据管理
4.3土壤空间数据库发展概况
4.3.1 国际上土壤空间数据库发展概况
4.3.2 国内土壤空间数据库发展概况
4.3.3土壤空间数据库发展趋势
4.4主要土壤空间数据库介绍
4.4.1加拿大土壤空间数据库
4.4.2全球统一土壤空间数据库
4.4.3 澳大利亚土壤空间数据库

Page 4



《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及其应用》

4.4.4 美国土壤空间数据库
4.4.5 欧洲土壤空间数据库
4.4.6韩国土壤空间数据库
4.4.7 中国土壤空间数据库
第5章土壤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5.1土壤空间数据库设计
5.I.1 土壤空间数据库设计原则
5.1.2土壤空间数据库设计过程
5.1.3数据库概念设计
5.I.4数据库逻辑设计
5.2土壤空问数据获取
5.2.1 土壤空间数据获取方法
5.2.2土壤空间数据获取流程
5.3土壤空间数据质量及其控制
5.3.1 土壤空间数据质量概述
5.3.2土壤空间数据质量问题
5.3.3土壤空间数据质量评价
5.3.4土壤空间数据质量控制
5.4土壤空间数据库安全管理与维护
5.4.1 空间数据库管理制度
5.4.2 空间数据库的安全
5.4.3 空间数据库的维护
5.5浙江省土壤数据库的建立
5.5.1 土壤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5.5.2土壤属性数据库的建立
第6章浙江省小比例尺土壤空间数据库
6.1浙江省1：100万土壤空间数据库
6.1.1 空间数据源介绍
6.1.2 土壤空间数据库简介
6.2浙江省1：50万土壤空间数据库
6.2.1 空间数据源介绍
6.2.2 土壤空间数据库简介
6.2.3土壤图质量评价
第7章浙江省中比例尺土壤空间数据库
7.1空间数据源介绍
7.2空间数据库简介
7.3土壤图质量评价
第8章浙江省大比例尺土壤空间数据库
8.1空间数据源介绍
8.2空间数据库简介
8.3土壤图质量评价
第9章浙江省土壤普查图件数字修复与更新及土壤分类参比
9.1土壤普查图件数字修复
9.1.1数学基础修复
9.1.2 图斑要素修复
9.1.3符号注记修复
9.2土壤普查图件数字更新
9.2.1数学基础更新
9.2.2行政区划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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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图斑要素更新
9.2.4分类系统更新
9.3基于浙江省土壤数据库的土壤分类参比
9.3.1 分类参比
9.3.2分类转换
9.3.3 系统分类制图
第l0章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应用案例
10.1土壤有机碳估算
10.1.1数据来源
10.1.2研究方法
10.1.3结果分析
10.2城市化与土壤资源动态变化
10.2.1 宁波市区概况
10.2.2城市化动态特征分析
10.2.3 城市化与土壤资源变化时空特征
10.2.4结论
10.3土壤多样性分析
10.3.1数据基础
10.3.2研究方法
10.3.3结果分析
10.3.4 结论
10.4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0.4.1研究区概况
10.4.2研究数据及预处理
10.4.3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0.4.4结果分析
10.4.5 结论
10.5土壤养分变化规律分析
10.5.1 海宁市区域概况
10.5.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0.5.3 结果分析
10.5.4 结论
10.6 浙江省土壤数据库在非点源污染预测中的应用
10.6.1研究区简介
10.6.2模型简介
10.6.3模型基本原理
10.6.4模型数据库准备
10.6.5结果讨论
10.6.6 结论
附录1浙江省土壤系统分类代码表
附录2浙江省土壤分类系统代码表
缩略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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