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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土地利用图有大、中、小不同比例尺之分，它们的编制方法、表达内容及其容量以
及应用范围各不相同。
 ①大比例尺土地利用图。
一般比例尺是几千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主要是配合小地区的全面详细调查或专题调查而编制，内容
能较详细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特征和微域差异。
这类利用图大都是根据相应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和航摄照片以及实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而编制
，能够为生产布局、特别是农业布局以及农业生产规划和技术改造提供具体的科学资料。
 ②中比例尺土地利用图。
比例尺介于十万分之一至五十万分之一，往往是配合一个大范围地区的调查研究而编制，可以由大比
例尺土地利用图缩制而成，也可以根据相应地区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参考其他专题性地图资料和实地
调查资料汇编而成。
 ③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
其比例尺小于五十万分之一，主要是配合大区域或全国性研究而编制，一般是由大、中比例尺土地利
用图缩制，或根据小比例尺地形图、专题地图、卫星图像以及有关的路线调查和文献资料编制，反映
大地区范围内的各类土地利用的分布大势，可供研究宏观布局、编制大区或全国生产发展规划和经济
区划、国土规划、农业区划工作参考之用。
 植被（类型）图是表示各种植被类型空间分布的专题地图，它不仅能显示各种植被资源的数量和分布
情况，而且还可以综合反映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
由于制图目的及比例尺的不同，植被图所能反映的信息有较大的差别。
 ①小比例尺植被图（1：100万以下）：常用于全世界或亚洲大陆、全国等广阔区域的概观，主要是植
物社区（formation）水平： ②中比例尺植被图（1：100万～1：10万）：例如在日本常用于关东地区或
东京都等地区的概观，群落或优势种群落； ③大比例尺植被图（1：10万～1万）：常用于地域概观，
几乎包括所有的植被单位； ④精密植被图（1：1万以上）：常用于特殊的目的，例如自然公园管理计
划方案设计基础图等，包括下层单位的几乎所有的植被单位。
在日本，作为底图的地形图，多绘制1：25万或1：5万比例尺的，也常绘制1：1万（各市、乡村水平）
的精密图和1：20万（各都道府县水平）的概观图。
 用于植被图的着色虽不一定统一，但一般来说，从干燥地区（温暖地区）的群落向湿润地区（寒冷地
区）的群落，其所着颜色的变化依次为红、黄、绿、蓝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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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影响评价理论与技术》是作者根据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结合近年来有关
规划及开发建设项目生态影响评价的实践及评估要求，对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特点及生态影响评价进
行分析、总结，试图为做生态影响评价的同志提供一本实用的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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