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U�@'U

�0�UB(��	����*L�K0�����
����L��������.����)�(.�
����	����F(���8�=�����8
����0���TK��:�"�$�	���)
����A�����N��M����7����
��������P���=�/�$���!�7

��K0� ������M��3���

���� � ���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

目　 次

１　 适用范围 　８６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８６
３　 术语与定义 　８６
　 ３ １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 　８６
　 ３ ２　 土壤发生层 　８６
　 ３ ３　 土壤剖面 　８６
　 ３ ４　 整段土壤标本 　８６
　 ３ ５　 纸盒土壤标本 　８６
　 ３ ６　 土壤新生体 　８６
　 ３ ７　 土壤侵入体 　８７
　 ３ ８　 耕作层厚度 　８７
　 ３ ９　 有效土层厚度 　８７
　 ３ １０　 土体厚度 　８７
　 ３ １１　 绿肥作物 　８７
　 ３ １２　 高标准农田 　８７
４　 外业调查前期准备 　８７
　 ４ １　 工作计划制定 　８７
　 ４ ２　 调查队伍组建 　８７
　 ４ ３　 外业调查培训 　８８
　 ４ ４　 调查物资准备 　８８
５　 预设样点外业定位 　９０
　 ５ １　 样点定位 　９０
　 ５ ２　 样点局地代表性核查 　９０
　 ５ ３　 预设样点现场调整 　９０
６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 　９１
　 ６ １　 样点基本信息 　９１
　 ６ ２　 地表特征 　９１
　 ６ ３　 成土环境 　９４
　 ６ ４　 土壤利用 　９７
　 ６ ５　 景观照片采集 　１００
７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 　１０１
　 ７ １　 采样深度 　１０１
　 ７ ２　 耕作层厚度观测 　１０１
　 ７ ３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集 　１０１
　 ７ ４　 表层土壤容重样品采集 　１０２
　 ７ ５　 表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１０３
　 ７ ６　 表层土壤样品包装 　１０３
　 ７ ７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照片采集 　１０３
　 ７ ８　 表层土壤样品暂存与流转 　１０４
８　 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 　１０４
　 ８ １　 剖面设置与挖掘 　１０４

４８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 (修订版)

　 ８ ２　 土壤发生层划分与命名 　１０６
　 ８ ３　 土壤剖面形态观察与记载 　１０８
　 ８ ４　 剖面土壤样品采集 　１１７
９　 外业调查与采样质量控制 　１２０
　 ９ １　 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家技术指导 　１２０
　 ９ ２　 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质量控制 　１２０
　 ９ ３　 样品采集质量控制 　１２０
　 ９ ４　 样品暂存与流转质量控制 　１２１
　 ９ ５　 调查数据提交质量控制 　１２１
附录 Ａ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及表层土壤采样信息采集项目清单及填报说明 　１２２
附录 Ｂ　 母质类型的划分 　１２８
附录 Ｃ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１２９
附录 Ｄ　 土壤样品交接表 　１３４
附录 Ｅ　 土壤剖面形态调查信息采集项目清单及填报说明 　１３５
附录 Ｆ　 土壤主要发生层命名与符号标准 　１３８

５８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

１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 “土壤三普” ) 外业调查与采样的工作内容、 工

作流程和技术要求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ＧＢ １９３７７—２００３　 «天然草地退化、 沙化、 盐渍化的分级指标»
ＧＢ / Ｔ １７２９６—２００９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Ｔ 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　 «耕地质量等级»
ＮＹ / Ｔ ２９９７—２０１６　 «草地分类»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 ３０６００—２０２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第三版) »
«土壤学大辞典»
«野外土壤描述与采样手册»

３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规范ꎮ

3 1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

指采用梅花法、 棋盘法或蛇形法等布设方法ꎬ 从同一个田块或样地的多个采样点按同一深度、 同

一重量采集并混合均匀的表层土壤样品ꎮ

3 2　 土壤发生层

指由成土作用形成的ꎬ 具有发生学特征的土壤剖面层次ꎬ 能反映土壤形成过程中物质迁移、 转化

和累积的特点ꎮ

3 3　 土壤剖面

指由与地表大致平行的层次组成的从地表至母质的三维垂直断面ꎮ

3 4　 整段土壤标本

指从野外用木盒等套取并经加工制作而成的保持自然结构形态的原状土柱标本ꎬ 可反映土壤剖面

性状ꎮ 主要服务于辨识土壤类型、 理解土壤形成过程、 发现障碍层等科研、 教学、 科普等任务ꎮ

3 5　 纸盒土壤标本

指土壤剖面调查过程中ꎬ 从野外采集并保存于纸盒中的一组保持自然结构形态的土壤发生层土块

标本ꎬ 每组土块标本的排列顺序与剖面发生层次序保持一致ꎮ 主要服务于比土评土、 展示等任务ꎮ

3 6　 土壤新生体

指土壤发生过程中物质淋溶淀积和重新集聚的生成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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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土壤侵入体

指非土壤固有的ꎬ 而是由外界进入土壤的特殊物质ꎮ

3 8　 耕作层厚度

指经耕种熟化而形成的土壤表土层厚度ꎮ

3 9　 有效土层厚度

指从地表起植物根系垂直延伸到可吸收养分的土层厚度 (不含半风化体及粒径大于 ２ ｍｍ 的砾石

或卵石含量超过 ７５％的碎石层)ꎮ 当土体中有障碍层时ꎬ 为障碍层上界面以上的土层厚度ꎮ 当土体中

既无碎石层也无障碍层时ꎬ 为母质层上界面以上厚度ꎮ

3 10　 土体厚度

指母岩层以上ꎬ 由松散土壤物质组成的ꎬ 包括表土层、 心土层、 母质层 (不含半风化体及粒径

大于 ２ ｍｍ 的砾石或卵石含量超过 ７５％的碎石层) 在内的土壤层总厚度ꎮ

3 11　 绿肥作物

指以其新鲜植物体就地翻压或经堆沤后施入土壤作肥料用的栽培植物的总称ꎮ

3 12　 高标准农田

指田块平整、 集中连片、 设施完善、 节水高效、 农电配套、 宜机作业、 土壤肥沃、 生态友好、 抗

灾能力强ꎬ 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 稳产高产的耕地ꎮ

４　 外业调查前期准备

4 1　 工作计划制定

地方各级土壤普查办根据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全国土壤普

查办” ) 的相关要求ꎬ 结合地方具体情况ꎬ 组织制定本辖区的外业调查工作计划ꎬ 包括外业调查队

伍组建、 调查物资准备、 剖面和表层样点复核、 学习与培训、 调查时间和调查路线拟定、 现场踏勘、
工作调度、 样品暂存与流转、 质量控制、 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计划ꎮ 县级组织的各外业调查采样机构的

工作计划应具体到人员、 样点、 时段ꎬ 并经县级土壤普查办审核确认后ꎬ 由县级土壤普查办统一呈报

省级土壤普查办备案ꎮ
关于调查时间ꎬ 依据全国土壤普查办规定的土壤普查总体进度与当地适宜时间节点ꎬ 进行外业调

查ꎮ 对于耕地、 园地等样点ꎬ 各地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 物候条件、 土地利用方式、 种植制度和耕作

方式等因素ꎬ 充分利用耕种前、 收割后的窗口期ꎬ 因地制宜地安排调查工作时间ꎬ 避免施肥、 灌水、
降水、 耕作等的影响ꎮ 耕地土壤应在播种和施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采集ꎬ 园地土壤应在果品采摘后至

施肥前采集ꎬ 盐碱土调查和采样应尽可能在旱季进行ꎮ

4 2　 调查队伍组建

地方各级土壤普查办依据土壤三普外业调查专业要求和工作需求ꎬ 结合本地实际ꎬ 组建外业调查

队伍ꎮ 表层样点外业调查队伍一般由县级土壤普查办组建ꎮ 剖面样点外业调查队伍由省级土壤普查办

统一组建ꎮ 每个外业调查队至少包含 １ 名现场技术领队ꎬ 持证上岗ꎮ 表层样点外业调查现场技术领队

需具有土壤学相关专业背景ꎬ 受过全国土壤普查办或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的土壤三普外业培训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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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考核ꎬ 获得培训合格证书ꎮ 剖面样点外业调查现场技术领队需具有土壤分类、 土壤剖面调查等工

作背景ꎬ 受过全国土壤普查办组织的土壤三普外业培训ꎬ 通过培训考核ꎬ 获得培训合格证书ꎮ 每个外

业调查队必须有本县农技骨干人员全程深度参与ꎬ 对一线质控负责ꎬ 协助与调查样点农户对接并完成

调查任务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ꎬ 外业调查队一般还应配备联络、 后勤保障、 劳动力保障等人员ꎮ
各地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土壤调查专业人员的技术骨干作用ꎮ

4 3　 外业调查培训

在明确土壤普查工作任务基础上ꎬ 对实际参与外业调查的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ꎬ 分为外部培训

和内部培训两个方面ꎮ 外部培训是指每个外业调查队的技术领队需参加全国土壤普查办或省级土壤普

查办组织的外业调查培训ꎬ 并通过培训考核ꎬ 获得培训合格证书ꎮ 内部培训是指外业调查队内部开展

的外业调查培训和实习ꎮ 外部和内部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ꎮ
(１) 开展调查区域自然地理状况和成土因素 (气候、 地形地貌、 成土母质、 土地利用等)ꎬ 成土

过程ꎬ 土壤类型、 特征与分布ꎬ 土壤利用与改良ꎬ 农业生产、 农田建设及其历史变化等内容的培训和

学习ꎮ
(２) 开展外业调查需要的基础土壤学知识ꎬ 包括本技术规范在内的外业土壤调查与采样、 主要

形态学特征的识别与描述等内容的培训和学习ꎮ
(３) 开展外业调查全流程的现场实操培训和实习ꎬ 现场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方案ꎮ
(４) 开展外业调查理论与实操考核ꎮ

4 4　 调查物资准备

按功能用途划分ꎬ 准备的调查物资可大致分为图件文献类、 摄录装备类、 采样工具类、 现场速测

仪器类、 辅助材料类、 生活保障类、 集成软件类ꎮ 具体说明如下ꎮ
４ ４ １　 图件文献类

图件: 预布设样点分布图、 土壤图、 地形图、 地质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 交通图、 行政区划图

等ꎬ 剖面调查点应同时准备每个点位的工作底图ꎬ 一般是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 “二
普” ) 土壤类型图分别叠加显示在土地利用、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ＤＥＭ)、 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和地质图上ꎬ 建议放大到 １５ ０００比例尺ꎬ Ａ３ 或 Ａ４ 幅面打印出图并装订成册ꎬ 以有效

显示剖面点位及周边区域成土环境信息ꎬ 便于野外调查使用ꎮ
所有工作图件应叠加较为致密的经纬度网格ꎬ 并标示线段比例尺ꎬ 便于野外随时读取当前位置和

判断地物距离ꎮ 上述图件资料一般由省级土壤普查办统一制作和下发ꎮ
有条件的县级土壤普查办ꎬ 尽可能收集县域植被类型图、 农用地整理复垦规划或现状图、 土地利

用规划图、 国土空间规划图等ꎬ 以供普查工作需要及成果总结时使用ꎮ
文献资料: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第三

版) »、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Ｔ １７２９６—２００９)、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暂行土壤分类系统

(试行) » 及二普文献资料等ꎮ 同时ꎬ 应当注重自然成土环境资料、 农业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资料的

收集与整理ꎮ
(１) 自然成土环境资料ꎬ 收集和掌握调查区气温和降水数据ꎬ 以及水文和水文地质资料等ꎬ 主

要用于了解本地区影响主要作物生育和产量的关键阶段的热量和降水的分布特征、 水系分布、 水利资

源禀赋、 地下水水量和水质、 土壤沼泽化和盐渍化等潜在土壤利用问题等ꎬ 为解决土壤盐渍化、 旱、
涝等问题提供参考ꎮ 对于园地ꎬ 应了解和收集园地利用与变更历史、 作物类型、 产量和经济效益等ꎮ

(２) 农业生产及农田建设情况资料ꎬ 县域内农业生产情况ꎬ 包括现有耕地、 园地、 林地和草地

生产布局ꎬ 主要作物类型及复种、 轮作、 连作、 休耕与撂荒情况ꎬ 土地利用类型及变更情况ꎬ 历年施

用肥料品种、 施肥量、 施肥方式、 施肥时间、 秸秆还田、 有机肥施用和绿肥作物种植情况ꎬ 深翻深松

和少耕免耕情况ꎬ 障碍因素种类 (包括连作障碍) 与影响及改土情况ꎬ 自然灾害类型与影响情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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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保证率情况ꎬ 农作物产量及变化情况等ꎮ 农田建设情况资料ꎬ 包括耕地和园地平整、 梯田建设、
灌排设施和电力设施情况资料等ꎮ
４ ４ ２　 摄录装备类

(１) 数码相机ꎬ 主要用于拍摄调查样点的剖面照、 土壤形态特征照、 景观照等ꎮ
(２) 无人机ꎬ 主要用于航拍样点所在景观或地块单元的俯拍视角景观图ꎮ 相对数码相机ꎬ 无人

机拍摄更能宏观地反映景观或地块单元的整体地貌、 植被、 土地利用等成土环境信息ꎮ
４ ４ ３　 采样工具类

４ ４ ３ １　 表层土壤调查与样品采集

不锈钢刀、 不锈钢锹 (避免使用铁质、 铜质等材质的工具直接接触样品ꎬ 以免造成污染)、 不锈

钢土钻、 竹木质或塑料质刀具和铲子、 不锈钢环刀和环刀托、 聚乙烯塑料簸箕和塑料布、 橡皮锤、 地

质锤、 尼龙筛 (筛孔直径 ５ ｍｍ)、 弹簧秤或便携电子秤、 刻度尺 (塑料质、 木质或不锈钢质) 等ꎮ
４ ４ ３ ２　 剖面土壤调查与样品采集

除配备与表层土壤调查与样品采集相同的工具外ꎬ 还需配备不锈钢质的锨、 镐、 剖面刀ꎬ 统一定

制的剖面尺 (要求为黑底、 白字、 白色刻度、 不缩水、 不易反光的帆布质标尺ꎬ 不得使用其他颜色

的标尺)ꎬ 土壤比色卡ꎬ 微型标尺 (拍摄土壤形态特征照时使用)ꎬ 塑料水桶ꎬ 喷水壶ꎬ 放大镜 (≥
１０ 倍)ꎬ 剪刀 (林地区根系较粗ꎬ 建议备用 “果树剪” )ꎬ 滴管ꎬ 去离子水ꎬ １０％稀盐酸试剂ꎬ 邻菲

咯啉试剂等ꎮ 其中ꎬ 关于土壤比色卡ꎬ 为统一土壤三普的土壤颜色和命名系统ꎬ 优先使用 «中国标

准土壤色卡»ꎬ 其次是日本 «新版标准土色贴»ꎬ 再次是美国 Ｍｕｎｓｅｌｌ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ｏｒ Ｂｏｏｋ 最新版ꎬ 不得使

用其他土壤比色卡产品ꎮ
４ ４ ３ ３　 整段土壤标本采集

挖土坑工具: 锨、 锹、 镐、 铲等工具ꎮ
修土柱工具: 剖面刀、 油漆 (灰) 刀、 平头铲、 木条尺、 手锯、 修枝剪、 绳子、 宽布条、 泡沫

塑料 “布” 等ꎮ
装标本的木盒: 内部尺寸为高 １００ ｃｍ、 宽 ２２ ｃｍ、 厚 ５ ｃｍꎬ 木盒的框架、 前盖板和后盖板用 ２ ｃｍ

厚木板制成ꎮ 前、 后盖板用螺钉固定在框架上ꎬ 可随时卸离ꎮ 依据整段土壤标本制作方法ꎬ 所使用木

盒为一次性用品ꎮ 为便于后期统一制作ꎬ 不使用聚氯乙烯 (ＰＶＣ) 盒和铁皮盒等ꎮ
４ ４ ３ ４　 地下水和灌溉水样品采集

硬质塑料瓶等ꎮ
４ ４ ３ ５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固定形状的容器ꎬ 包括硬质塑料盒、 广口塑料瓶等ꎮ
４ ４ ３ ６　 纸盒土壤标本采集

统一定制的纸盒 (长 ３２ ５ ｃｍ、 宽 ８ ５ ｃｍ、 高 ３ ５ ｃｍꎬ 内部等分 ６ 格)、 不锈钢刀 (小号ꎬ 便于

修饰) 等ꎮ 纸盒盖面设计的填报项应包括样点编号、 地点、 经纬度、 土壤发生分类和系统分类名称、
海拔、 地形、 母质、 植被、 土层符号、 土层深度、 采集人及单位、 采集日期等ꎮ
４ ４ ４　 现场速测仪器类

(１) 地质罗盘仪 (主要用于测量方位角、 坡度、 坡向等ꎬ 若手机 Ａｐｐ 或其他手持终端设备可以

使用ꎬ 则不必购置)ꎮ
(２) 便携式土壤 ｐＨ 计 (可选)ꎮ
(３) 便携式电导率速测仪 (可选ꎬ 用于盐碱土区域)ꎮ
(４) 土壤紧实度仪 (可选ꎬ 用于基于土壤紧实度变化判断耕作层厚度)ꎮ

４ ４ ５　 辅助材料类

土样布袋、 塑料自封袋、 样品标签、 棉质和乳胶手套、 记录本、 橡皮筋、 黑色记号笔、 铅笔、 胶

带等ꎮ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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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６　 生活保障类

太阳帽、 太阳镜、 雨伞、 雨靴、 常规和急救药品、 卫生纸、 压缩食品和饮用水、 急救包、 荧光背

心等ꎮ
４ ４ ７　 集成软件类

移动终端 Ａｐｐ 等ꎬ 样点成土环境、 土壤利用、 剖面形态、 土壤类型等外业调查信息统一填报至

移动终端 Ａｐｐ 中ꎬ 并经审核后ꎬ 将信息上传至桌面端土壤普查工作平台ꎮ
同时ꎬ 通过移动终端 Ａｐｐ 在调查样点附近一定范围内ꎬ 设定 “电子围栏”ꎬ 约束外业调查工作人

员在限定范围内完成外业调查和采样工作ꎮ

５　 预设样点外业定位

针对每个预设调查样点ꎬ 按如下流程进行外业定位ꎮ

5 1　 样点定位

通过移动终端 Ａｐｐꎬ 导航逼近预设样点位置范围ꎬ 不要求到达准确点位坐标ꎬ 到达预设样点电子

围栏内ꎬ 即可进行 “样点局地代表性核查”ꎬ 必要时进行样点现场调整ꎮ

5 2　 样点局地代表性核查

外业调查人员进入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ꎬ 现场确定预设样点是否符合目标景观和土壤类型的要

求ꎬ 主要参考以下标准ꎮ
(１) 表层样点代表性核查ꎬ 在以预设样点为中心、 １００ ｍ 为半径的电子围栏范围内ꎬ 无明显修建

沟渠、 道路、 机井、 房屋等人为影响ꎬ 土地利用方式 (包括耕作模式、 作物类型) 具有代表性ꎮ 如

明确在电子围栏范围内ꎬ 无符合条件的采样点ꎬ 则应该调整预设样点的位置ꎬ 方法参见 ５ ３ 节ꎮ 样点

通过代表性核查或必要位置调整后ꎬ 在电子围栏内选择面积较大的田块ꎬ 以其中心位置作为梅花法、
棋盘法或蛇形法等混样方法的中心点ꎬ 并读取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ꎬ 并确定承包经营者等基本信息ꎬ
进行成土环境和土壤利用调查及土壤样品采集工作ꎮ 耕地采样中心点一般定在电子围栏内较大田块的

中央ꎮ
(２) 剖面样点代表性核查ꎬ 电子围栏限定范围为剖面样点所在的二普县级土壤图图斑边界

(主要是土种图斑ꎬ 部分为土属图斑)ꎮ 结合土壤图、 遥感影像、 数字高程模型、 土地利用图等野

外工作底图ꎬ 在预布设样点所在土壤图的图斑范围内进行踏勘ꎬ 核实确定图斑范围内主要土壤类

型ꎬ 注意此处ꎬ 不是野外寻找预布设样点的赋值土壤类型ꎬ 而是核实预布设样点所在图斑范围内

主要土壤类型ꎮ 在图斑内主要土壤类型的典型位置进行土壤剖面的设置、 挖掘、 观察、 描述和采

样ꎮ 要求剖面样点所处田块、 景观单元在该范围内具有代表性ꎬ 地形地貌、 成土母质、 土地利用

及其组合模式相对一致ꎮ

5 3　 预设样点现场调整

若预设样点未通过局地代表性核查ꎬ 需按下述要求进行现场样点调整ꎬ 以达到 ５ ２ 节所述要求ꎬ
并上报省级土壤普查办审核ꎮ

(１) 针对表层样点ꎬ 若其所在图斑未被建设占用ꎬ 且可到达ꎬ 原则上不允许调整ꎮ 若一定要调

整ꎬ 必须给出明确理由和现场佐证材料ꎮ
(２) 针对表层样点ꎬ 必须在二普县级土壤图同一图斑范围内调整ꎬ 除该图斑已被建设占用外ꎬ

只要满足道路可达性ꎬ 即使土壤类型已发生变化ꎬ 或二普土壤图图斑存在边界偏差、 土壤类型错误ꎬ
预设样点的调整仍然限定在该图斑范围内ꎮ

(３) 针对表层样点ꎬ 在平原、 盆地地区ꎬ 土壤类型、 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方式分异相对较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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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调整距离一般在电子围栏边界之外的 ２００ ｍ 以内ꎮ
(４) 针对表层样点ꎬ 在岗地、 丘陵或山地区ꎬ 土壤类型空间分异随地形起伏变化较平原地区大ꎬ

最大调整距离一般在电子围栏边界之外的 １００ ｍ 以内ꎬ 并寻找相似的地形部位ꎮ
(５) 针对表层和剖面样点ꎬ 若该预设样点所在图斑完全或绝大部分被建设占用ꎬ 图斑内已无合

适位置调整ꎬ 或整个图斑范围内均不可达ꎬ 须在相同土壤类型的其他图斑里ꎬ 且尽量选择距离预设样

点较近的符合要求图斑ꎬ 针对表层样点还需尽可能保持土地利用类型不变ꎬ 布设替代样点ꎬ 沿用原样

点编号ꎬ 此种情况的调整除省级土壤普查办审核外ꎬ 还需上报全国土壤普查办审定ꎮ
样点现场调整流程主要有 ３ 个步骤ꎬ 首先野外通过移动终端 Ａｐｐ 在拟调整后的样点位置提出样

点现场调整申请ꎻ 然后通过移动终端 Ａｐｐ 提交样点现场调整的图片、 文字等申请资料至省级土壤普

查办ꎬ 重点说明预布设样点不符合要求的理由ꎻ 最后由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审核ꎬ 审核通过后ꎬ 即可

在新调整后的样点位置开展调查与采样ꎮ

６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

包括样点基本信息调查、 地表特征调查、 成土环境调查、 土壤利用调查、 景观照片采集等ꎮ 每个

调查点位 (包含表层样点和剖面样点) 均须采集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信息ꎮ
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及表层土壤采样信息采集项目清单ꎬ 见附录 Ａꎮ 外业调查时ꎬ 需同时完

成移动终端 Ａｐｐ 电子版和纸质版调查表信息填报ꎬ 纸质版调查表填报完成后ꎬ 提交至省级土壤普

查办ꎮ

6 1　 样点基本信息

记录调查样点的行政区划、 地理坐标、 海拔高度、 采样日期、 天气状况、 调查人员及其所属单

位、 调查机构、 样点所在地块的承包经营者、 县级一线质控人员、 国家级和省级专家指导与质控情

况等ꎮ
(１) 样点编码ꎬ 统一编码ꎬ 已经赋值ꎬ 以下所有工作流程均使用同一编码ꎮ
(２) 行政区划ꎬ 依据 “省 (区、 市) —市—区 (县、 市) —乡 (镇、 街道) —建制村” 顺序ꎬ

记录调查采样点所在地ꎮ 每个样点已经赋值ꎬ 野外核查确认ꎮ
(３) 地理坐标ꎬ 参照国家网格参考系统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ꎬ 经纬度格式采

用 “十进制”ꎬ 单位: 度 (°)ꎬ 如 ３２ ３３０ １１１°Ｎ、 １１８ ３６０ ２１４°Ｅꎮ 每个样点确定位置后ꎬ 由移动终

端自动采集坐标信息和赋值ꎮ
(４) 海拔高度ꎬ 每个样点确定位置后ꎬ 由移动终端采集和赋值ꎬ 单位: ｍꎮ
(５) 采样日期ꎬ 采用 “２０２×年××月××日” 格式ꎬ 如 “２０２２ 年 ０８ 月 ０５ 日”ꎬ 自动赋值ꎮ
(６) 天气状况ꎬ 从 “晴或极少云、 部分云、 阴、 雨、 雨夹雪或冰雹、 雪” 选项中选择ꎮ
(７) 调查人员ꎬ 填写现场技术领队的姓名及所属单位ꎮ 调查人所属单位即调查人编制或劳动合

同所在的法人单位ꎮ
(８) 调查机构ꎬ 填写调查任务承担机构全称ꎮ
(９) 承包经营者ꎬ 填写耕地和园地样点所在地块的承包人姓名、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ꎮ 林地和草

地样点无须填报ꎮ
(１０) 县级一线质控人员ꎬ 填写每个样点的县级一线质控人员姓名、 单位、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ꎮ
(１１) 国家级和省级专家指导与质控情况ꎬ 填写样点是否接受了国家级和省级专家在线或现场技

术指导和质控及专家姓名、 单位、 手机号和身份证号ꎮ

6 2　 地表特征

(１) 土壤侵蚀ꎬ 观察和记述样点所在景观单元内是否存在土壤侵蚀ꎬ 以及侵蚀类型、 侵蚀强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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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标准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ꎮ

表 １　 土壤侵蚀类型

编码 　 　 类型 描述

Ｗ 水蚀 以降水作为侵蚀营力ꎬ 与坡度关系较大ꎬ 并随坡度增加而加剧

Ｍ 重力侵蚀
在重力和水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土体下坠或位移的侵蚀现象ꎬ 包括崩塌、
滑坡、 崩岗等

Ａ 风蚀
在风力作用下发生的侵蚀ꎬ 在降水量少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侵蚀明显ꎬ
与植被关系甚大

Ｆ 冻融侵蚀
土壤及其母质孔隙中或岩石裂缝中的水分在冻结时ꎬ 体积膨胀ꎬ 使裂隙
随之加大、 增多ꎬ 导致整块土体或岩石发生碎裂ꎬ 消融后其抗蚀稳定性
大为降低ꎬ 在重力作用下岩土顺坡向下方产生位移的现象

ＷＡ 水蚀与风蚀复合 同时存在水蚀和风蚀

表 ２　 土壤侵蚀程度

编码 　 程度 描述

Ｎ 无　 Ａ 层没有受到侵蚀

Ｓ 轻　 地表 １ / ４ 面积的 Ａ 层受到损害ꎬ 但植物还是能够正常生长

Ｍ 中　 地表 １ / ４~３ / ４ 面积的 Ａ 层明显被侵蚀ꎬ 植物生长受到较大影响

Ｖ 强　 Ａ 层丧失ꎬ Ｂ 层出露并也受到侵蚀ꎬ 植物较难生长

Ｅ 剧烈 Ｃ 层也被侵蚀ꎬ 植物无法生长

(２) 基岩出露ꎬ 样点所在景观单元内ꎬ 是否有基岩 (或大块岩石) 裸露ꎬ 并对耕作产生直接

影响ꎬ 应当记录基岩出露丰度和间距信息 (表 ３、 表 ４)ꎮ
注意: 区别于 “ (３) 地表砾石”ꎬ 基岩是 “根植于” 土壤底部深处ꎬ 无法移动且影响耕作ꎮ

其中ꎬ 丰度为基岩出露面积占景观单元内地表面积的比例ꎬ 单位: ％ꎬ 记录数据范围ꎻ 间距为基岩

出露的平均间隔距离ꎬ 单位: ｍꎬ 记录数据范围ꎮ

表 ３　 基岩出露丰度

编码 描述 丰度 / ％ 说明

Ｎ 无　 ０ 对耕作无影响

Ｆ 少　 <５ 对耕作有一定影响

Ｃ 中　 ５~１５ 对耕作影响严重

Ｍ 多　 １５~５０ 一般不宜耕作ꎬ 但小农具尚可局部使用

Ａ 很多 ≥５０ 不宜农用

表 ４　 基岩出露间距

编码 　 描述 间距 / ｍ 编码 　 描述 间距 / ｍ

ＶＦ 很远 ≥５０ Ｃ 较近 ２~５

Ｆ 远　 ２０~５０ ＶＣ 近　 <２

Ｍ 中　 ５~２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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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表砾石ꎬ 指分布在地表的、 除出露基岩以外的砾石、 石块、 巨砾等ꎮ 对表层土壤的适耕性

产生了影响ꎬ 记录其丰度、 大小等信息 (表 ５、 表 ６)ꎮ 其中ꎬ 丰度为砾石覆盖地表面积占地表面积的比

例ꎬ 单位: ％ꎬ 记录数据范围ꎻ 大小为占优势丰度的砾石直径范围ꎬ 单位: ｃｍꎬ 记录数据范围ꎮ

表 ５　 地表砾石丰度

编码 描述 丰度 / ％ 说明

Ｎ 无　 ０ 对耕作无影响

Ｆ 少　 <５ 对耕作有影响

Ｃ 中　 ５~１５ 对耕作影响严重

Ｍ 多　 １５~５０ 不宜耕作ꎬ 但小农具尚可局部使用

Ａ 很多 ≥５０ 不宜农用

表 ６　 地表砾石大小

编码 描述 直径 / ｃｍ 编码 　 描述 直径 / ｃｍ

Ｆ 细砾石 <２ Ｓ 石块 ６~２０

Ｃ 粗砾石 ２~６ Ｂ 巨砾 ≥２０

(４) 地表盐斑ꎬ 由大量易溶性盐胶结成的灰白色或灰黑色盐斑ꎬ 记录其丰度、 厚度两个指标

(表 ７)ꎮ 其中ꎬ 丰度为地表盐斑覆盖面积占地表面积的比例ꎬ 单位: ％ꎬ 记录数据范围ꎻ 厚度为地表

盐斑的平均厚度ꎬ 单位: ｍｍꎬ 记录数据范围ꎮ

表 ７　 地表盐斑丰度和厚度

盐斑丰度 盐斑厚度

编码 描述 丰度 / ％ 编码 描述 厚度 / ｍｍ

Ｎ 无　 ０ Ｔｉ 薄　 <５

Ｌ 低　 <１５ Ｍ 中　 ５~１０

Ｍ 中　 １５~４０ Ｔｋ 厚　 １０~２０

Ｈ 高　 ４０~８０ Ｖ 很厚 ≥２０

Ｖ 极高 ≥８０

(５) 地表裂隙ꎬ 富含黏粒的土壤由于干湿交替造成土体收缩ꎬ 在地表形成的空隙ꎬ 记录其丰度、
宽度 (表 ８) 等指标ꎮ 主要调查普遍出现地表裂隙的土壤类型ꎬ 包括半水成土中的砂姜黑土、 盐碱土

中的碱土、 干旱土等ꎮ 其中ꎬ 丰度为单位面积内地表裂隙的个数ꎬ 单位: 条 / ｍ２ꎬ 记录具体数据ꎻ 宽

度为地表裂隙的平均宽度ꎬ 单位: ｍｍꎻ 记录数据范围ꎮ

表 ８　 地表裂隙宽度描述

编码 描述 裂隙宽度 / ｍｍ
ＶＦ 很细 <１
ＦＩ 细 １~３
ＭＥ 中 ３~５
ＷＩ 宽 ５~１０
ＶＷ 很宽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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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土壤沙化ꎬ 具有沙质地表环境的草地受风蚀、 水蚀、 干旱、 鼠虫害和人为不当经济活动等

因素影响ꎬ 致使原非沙漠地区的草地ꎬ 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ꎬ 类似沙漠景观的草地退化过

程ꎮ 野外记载沙化程度等级ꎬ 参考标准如表 ９ 所示ꎮ

表 ９　 土壤沙化指标与分级

项目
沙化程度分级

未沙化 轻度沙化 中度沙化 重度沙化

植物
群落特征

植被组成
沙生植物为一般
伴生种或偶见种

沙生植物为主要
伴生种

沙 生 植 物 为 优
势种

植被稀疏ꎬ 仅存少量沙
生植物

草地总覆盖度相
对 百 分 数 的 减
少率 / ％

０~５ ６~２０ ２１~５０ >５０

地形特征
未 见 沙 丘 或 风
蚀坑

较平 缓 的 沙 地ꎬ
固定沙丘

平缓沙地ꎬ 小型
风蚀坑ꎬ 基本固
定或半固定沙丘

中、 大型沙丘ꎬ 大型风
蚀坑ꎬ 半流动沙丘

裸沙面积占草地总表面积相对
百分数的增加率 / ％ ０~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４０ >４０

　 　 注: 参照 «天然草地退化、 沙化、 盐渍化的分级指标» (ＧＢ １９３７７—２００３)ꎮ

6 3　 成土环境

６ ３ １　 气候

各个样点均已赋值ꎬ 野外不做记录ꎮ
６ ３ ２　 地形

地形是影响区域性景观分异、 水热条件再分配的主要因素ꎮ 土壤普查时ꎬ 应对每个样点所在的地

形进行准确记述ꎮ
具体分为大地形、 中地形和小地形 ３ 个级别ꎬ 附加以地形部位、 坡度、 坡形、 坡向 ４ 个辅助特

征ꎬ 需在野外加以描述ꎮ
(１) 大地形分类ꎬ 大地形分为山地、 丘陵、 平原、 高原、 盆地 (表 １０)ꎮ

表 １０　 大地形分类

编码 名称

ＭＯ 山地

ＨＩ 丘陵

ＰＬ 平原

ＰＴ 高原

ＢＡ 盆地

(２) 中地形分类ꎬ 中地形分为低丘、 高丘、 低山、 中山、 高山、 极高山、 黄土高原、 冲积平原、
海岸 (海积) 平原、 湖积平原、 山麓平原、 洪积平原、 风积平原、 沙地、 三角洲ꎮ 高原大地形上区

分低丘、 高丘、 低山、 中山、 高山、 极高山等中地形时ꎬ 首先要依据相对高差进行判断ꎬ 当相对高差

小于 ５００ ｍ 时可判断为低丘或高丘ꎬ 其次当相对高差超过 ５００ ｍ 时ꎬ 根据绝对高程判断低山、 中山、
高山、 极高山等 (表 １１)ꎮ

(３) 小地形分类ꎬ 详见表 １２ꎮ
注意: 大、 中、 小地形是由大及小ꎬ 逐级内套的ꎬ 如大地形的高原类型内ꎬ 中地形可以出现山麓

平原、 洪积平原等ꎮ 中地形的冲积平原类型内ꎬ 小地形会出现河间地、 阶地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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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中地形分类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描述

ＡＰ 冲积平原 ＬＨ 低丘 相对高差<２００ ｍ

ＣＰ 海岸 (海积) 平原 ＨＨ 高丘 相对高差 ２００~５００ ｍ

ＬＰ 湖积平原 ＬＭ 低山 绝对高程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ｍ

ＰＥ 山麓平原 ＭＭ 中山 绝对高程 １ ０００~３ ５００ ｍ

ＤＦ 洪积平原 ＯＭ 高山 绝对高程 ３ ５００~５ ０００ ｍ

ＷＩ 风积平原 ＥＭ 极高山 绝对高程≥５ ０００ ｍ

ＳＬ 沙地 ＬＯＰ 黄土高原

ＤＴ 三角洲

表 １２　 小地形分类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ＩＦ 河间地 ＬＡ 潟湖

ＶＡ 沟谷地 (含黄土川地) ＢＲ 滩脊

ＶＦ 谷底 ＣＯ 珊瑚礁

ＣＨ 干 /古河道 ＣＡ 火山口

ＴＥ 阶地 ＤＵ 沙丘

ＦＰ 泛滥平原 ＬＤ 纵向沙丘

ＰＦ 洪积扇 ＩＤ 沙丘间洼地

ＡＦ 冲积扇 ＳＬ 坡 (含黄土梁、 峁)

ＤＢ 溶蚀洼地 ＬＴ 黄土塬

ＤＥ 洼地 ＲＩ 山脊

ＴＦ 河滩 /潮滩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４) 地形部位ꎬ 详见表 １３ꎮ

表 １３　 地形部位分类

丘陵山地起伏地形 平原或平坦地形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ＣＲ 坡顶 (顶部) ＩＮ 高阶地 (洪－冲积平原)

ＵＰ 坡上 (上部) ＬＯ 低阶地 (河流冲积平原)

ＭＳ 坡中 (中部) ＲＢ 河漫滩

ＬＳ 坡下 (下部) Ｂｏｌ 底部 (排水线)

ＢＯｆ 坡麓 (底部) ＳＺ 潮上带

ＩＺ 潮间带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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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坡度ꎬ 是指样点所处地形部位的整体坡度ꎮ 如样点处于坡麓部位ꎬ 则测量整个坡麓坡度ꎬ
不是上、 中、 下坡的平均坡度ꎬ 也不是样点局部的坡度ꎻ 如果是梯田ꎬ 记录样点田块所处地形部位的

自然坡整体坡度ꎬ 而不是平整后的田块内部坡度ꎮ 野外用罗盘测量可得到较为精确的数据ꎮ 野外需测

量并填报具体坡度 (°) 数据ꎬ 其中坡度分级可见表 １４ꎮ

表 １４　 坡度分级

编码 坡度 / (°) 名称

Ⅰ ≤ ２ 平地

Ⅱ ２~６ 微坡

Ⅲ ６~１５ 缓坡

Ⅳ １５~２５ 中坡

Ⅴ >２５ 陡坡

(６) 坡形ꎬ 在本次调查中ꎬ 坡形的变化分为拱起、 凹陷和平直 ３ 类ꎬ 对应 ３ 种主要的坡形类

型———凸坡、 凹坡和直坡ꎮ
(７) 坡向ꎬ 坡向是指样点所处的从坡顶到坡麓一个整坡的朝向ꎬ 其中图 １ 为罗盘中的方向ꎬ 也

可以用 ＧＰＳ 或者手机 Ａｐｐ 确定坡向ꎮ 平原或平坦地形区的样点ꎬ 不存在坡向ꎬ 坡向信息填报为

“无”ꎮ 表 １５ 为坡向分类ꎮ

图 １　 罗盘中的方向

表 １５　 坡向分类

角度 / (°) 坡向 角度 / (°) 坡向

６８~１１３ 东 ２４８~２９３ 西

１１３~１５８ 东南 ２９３~３３８ 西北

１５８~２０３ 南 ３３８~３６０ (０) ~２３ 北

２０３~２４８ 西南 ２３~６８ 东北

６ ３ ３　 母岩母质

(１) 母岩类型ꎬ 下伏或出露母岩常见于山地丘陵区ꎬ 已赋值ꎬ 野外需进行校核确认ꎬ 错误或空

缺者修正填报ꎮ 受近现代冲积、 洪积、 沉积等过程影响ꎬ 土被较深厚的平原、 沟谷等区域ꎬ 母岩深

埋ꎬ 母岩类型均填报第四纪松散沉积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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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母质类型ꎬ 需野外判断并填报ꎬ 具体母质类型的划分ꎬ 参见下述类型ꎬ 详细内容见附录 Ｂꎮ
其中ꎬ 原位风化类型有残积物、 坡残积物ꎬ 水运积物类型有坡积物、 洪积物、 冲积物、 河流沉积物、
湖泊沉积物、 海岸沉积物ꎬ 风运积物类型有风积沙、 原生黄土、 黄土状物质 (次生黄土)ꎬ 其他类型

有崩积物、 冰川沉积物 (冰碛物)、 冰水沉积物、 火成碎屑沉积物、 有机沉积物、 (古) 红黏土、 其

他 (需注明ꎬ 如上层为河流沉积物ꎬ 下层为湖泊沉积物的二元母质)ꎮ
６ ３ ４　 植被

填报调查样点及周边 (以电子围栏范围或景观单元范围为准) 的植被类型以及植被覆盖度等

信息ꎮ
(１) 植被类型ꎬ 详见表 １６ꎮ

表 １６　 植被类型

编码 植被类型 编码 植被类型

１ 针叶林 ７ 草丛

２ 针阔混交林 ８ 草甸

３ 阔叶林 ９ 沼泽

４ 灌丛 １０ 高山植被

５ 荒漠 １１ 栽培植被

６ 草原 １２ 无植被地段

(２) 植物优势种ꎬ 调查样点及其周边的植物群落的优势种ꎬ 如马尾松、 嵩草等ꎬ 野外可以利用

相关植物识别 Ａｐｐ 协助辨识ꎮ 耕地此处统一填报 “农作物”ꎬ 具体信息在 ６ ４ ３ 节耕地利用中填报ꎮ
(３) 植被覆盖度ꎬ 适用于耕地类型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ꎮ 植被覆盖度是指样点及周边乔灌草植

被 (包括叶、 茎、 枝) 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ꎬ 用 “％” 表示ꎮ 植被覆盖

度分为植被总覆盖度和乔木、 灌木、 草本等分项覆盖度ꎮ 分项覆盖度之和应不小于植被总覆盖度ꎮ 野

外估算以 ５％为等级间隔ꎬ 填报植被总覆盖度、 乔木覆盖度、 灌木覆盖度、 草本覆盖度的具体数值ꎮ
耕地样点不填报植被覆盖度ꎬ 其他地类需要填报ꎮ

6 4　 土壤利用

６ ４ １　 土地利用

(１) 土地利用现状ꎬ 已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ꎬ 对调查点位土地利用现状进行赋值ꎬ 外

业调查时根据实际调查情况进行确认ꎬ 如果与已赋值信息不同ꎬ 填报调查时的实际土地利用类型ꎮ 具

体土地利用现状分类ꎬ 参考附录 Ｃꎮ
(２) 土地利用变更ꎬ 调查 ２０００ 年至今ꎬ 是否存在土地利用变更ꎮ 若存在土地利用变更ꎬ 需填报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二级类间的变更类型及变更年份ꎬ 如果存在多次变更ꎬ 均需填报ꎮ 土地利用变更填

报模式: ２０００ 年及对应的二级类ꎻ 变更年份及对应的二级类ꎻ 调查年份及对应的二级类ꎮ 示例:
２０００ 年 (起始年份)ꎬ 旱地ꎻ ２００８ 年 (变更年份)ꎬ 水田ꎻ ２０１９ 年 (变更年份)ꎬ 水浇地 (蔬菜地)ꎻ
２０２３ 年 (调查年份)ꎬ 水浇地 (蔬菜地)ꎮ

(３) 蔬菜种植ꎬ 属于蔬菜用地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ꎬ 填报蔬菜地设施农业状况ꎮ 包括以下两

类ꎮ 设施农业类型ꎬ 包括露天蔬菜地、 塑料大棚、 日光温室 (有两侧山墙、 后墙体支撑)、 玻璃温

室、 其他 (需注明)ꎮ 蔬菜种植年限为填报连续种植蔬菜的年限ꎬ 单位: 年ꎮ
(４) 特色农产品ꎬ 确定调查样点的农产品是否属于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ꎮ

６ ４ ２　 农田建设

适应于 ６ ４ １ 节土地利用的 ０１ 耕地、 ０２ 园地类型ꎬ 其他类型不需填写本节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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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标准农田ꎬ 确定样点所在田块是不是高标准农田ꎬ 并记录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是否实施过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ꎮ
(２) 灌溉条件ꎬ 调查和填报灌溉保证率和灌溉设施配套类型两项指标ꎮ 灌溉保证率是指预期灌

溉用水量在多年灌溉中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年数出现的概率ꎬ 用百分率 (％) 表示ꎮ 灌溉设施配套

的特征指标为未配套、 局部配套、 配套完善ꎮ 若为局部配套和配套完善类型ꎬ 需调查灌溉方式ꎬ 其特

征指标为不灌溉、 土渠输水地面灌溉、 渠道防渗输水灌溉、 管道输水灌溉中滴灌 (微喷灌、 喷灌)、
其他 (需注明)ꎮ

(３) 排水条件ꎬ 指由地形起伏、 水文地质和人工排水设施状况共同决定的雨后地表积水、 排水

情况ꎮ 农田排水条件可分为 ４ 个等级ꎮ 其中ꎬ 充分满足为具备健全的干、 支、 斗、 农排水沟道 (包
括人工抽排)ꎬ 无洪涝灾害ꎻ 满足为排水体系基本健全ꎬ 丰水年暴雨后有短时间洪涝灾害 (田间积水

时长 １~２ 天)ꎻ 基本满足为排水体系一般ꎬ 丰水年大雨后有洪涝发生 (田间积水时长 ２~３ 天)ꎻ 不满

足为无排水系统ꎬ 一般年份在大雨后发生洪涝灾害 (田间积水大于 ３ 天)ꎮ
(４) 田间道路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的道路通达条件ꎬ 记录其最高等级道路类型和路面硬化类型ꎮ

田间道路包括机耕路和生产路ꎮ 机耕路是指路面宽度 ３~６ ｍ、 可供大型生产机械通行的道路ꎻ 而生产路

是指路面宽度小于 ３ ｍ 的田间道路ꎮ 路面类型分为水泥路、 碎石路、 三合土路、 土路、 其他 (需注明)ꎮ
(５) 梯田建设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是不是梯田ꎬ 适用于丘陵、 山地地区ꎮ

６ ４ ３　 耕地利用

适用于 ６ ４ １ 节土地利用类型中 ０１ 耕地类型的ꎬ 填报本节内容ꎮ
(１) 熟制类型ꎬ 一年一熟、 两年三熟、 一年两熟、 一年三熟ꎮ 蔬菜地和临时药材种植地等按当

地粮食作物熟制填报ꎮ
(２) 休耕与撂荒ꎮ 休耕是让受损耕地休养生息而主动采取的一种地力保护和恢复的措施ꎬ 也是

耕作制度的一种类型或模式ꎮ 当前凡是根据耕地土壤退化和地力受损情况ꎬ 主动计划不耕种或主动种

植绿肥作物养地的措施ꎬ 都确定为休耕ꎮ 撂荒是耕地承包经营者在地力没有受损或土壤没有功能性退

化的情况下ꎬ 不继续耕种、 任其荒芜的行为ꎮ 记录样点所在田块近 ５ 个熟制年度的休耕与撂荒情况ꎮ
包括ꎬ 休耕类型ꎬ 无、 季节性休耕、 全年休耕ꎻ 休耕频次ꎬ 近 ５ 年休耕的累计频次ꎬ 如一年两熟且全

年休耕ꎬ 则该年度休耕频次为 ２ꎻ 撂荒类型ꎬ 无、 季节性撂荒、 全年撂荒ꎻ 撂荒频次ꎬ 近 ５ 年撂荒的

累计频次ꎬ 如一年两熟且全年撂荒ꎬ 则该年度撂荒频次为 ２ꎮ
(３) 轮作制度ꎬ 针对两年三熟、 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熟制类型ꎬ 按自然年内作物的收获时序

进行填报ꎻ 针对一年一熟地区的熟制类型ꎬ 按不同年份作物的收获时序进行填报ꎮ 分为年内或年际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收获作物类型ꎮ 注意: 是填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５ 个熟制年度的主要轮作作

物ꎻ 蔬菜一年收获超过三季的按三季填写ꎮ
第一季收获作物类型参考: 水稻、 玉米、 冬小麦、 春小麦、 大麦、 燕麦、 黑麦、 青稞、 谷子、 豆

类、 高粱、 油菜、 棉花、 花生、 烟草、 马铃薯、 甘薯、 甘蔗、 甜菜、 木薯、 芝麻、 蔬菜 (填报具体

名称ꎬ 如黄瓜、 番茄、 辣椒、 大白菜、 青菜、 芹菜、 胡萝卜、 茄子等)、 中药材 (填报具体名称)、
休耕、 撂荒、 其他 (填报具体名称)ꎮ

第二、 第三季收获作物类型: 水稻、 玉米、 谷子、 豆类、 高粱、 油菜、 棉花、 花生、 烟草、 马铃

薯、 甘薯、 甘蔗、 甜菜、 木薯、 芝麻、 蔬菜 (填报具体名称)、 中药材 (填报具体名称)、 休耕、 撂

荒、 其他 (填报具体名称)ꎮ
(４) 轮作制度变更ꎬ 调查近 ５ 个熟制年度内是否存在轮作制度变更ꎬ 如果有ꎬ 以上述轮作制度

为基准ꎬ 填报次要轮作作物ꎬ 同样分为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收获作物类型ꎬ 如双季稻休耕变为单

季稻ꎬ 则轮作制度为 “水稻－水稻”ꎬ 轮作变更为 “水稻－休耕”ꎮ
(５) 水田稻渔种养结合ꎬ 针对水田样点ꎬ 调查近 １ 个熟制年度内是否存在稻渔共作ꎮ 若存在稻

渔共作ꎬ 需调查稻渔共作制度类型ꎬ 分为稻－虾共作、 稻－鱼蟹共作、 其他 (需注明)ꎻ 估算样点所在

田块内围沟和十字沟的宽度和深度 (单位: ｃｍ)、 水面占田块面积的比例 (单位: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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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当季作物ꎬ 填报样点所在田块采样时的作物类型 (指待收获或刚收获的)ꎮ 针对套种和间种

等情况ꎬ 需分别记录作物类型ꎮ 注意: 中药材要细化到品种ꎬ 如黄芪ꎻ 特色农产品要填报作物类型ꎮ
(７) 产量水平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１ 个熟制年度内不同作物的产量ꎮ 分季分作物填报全年的

作物产量ꎬ 单位: ｋｇ /亩ꎮ 需记录作物产量的计产形式ꎬ 如棉花的籽棉重ꎮ 针对套种和间种等情况ꎬ
需分别记录作物的产量ꎮ

(８) 施肥管理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１ 个熟制年度分作物施用的肥料种类、 实物用量、 有效养

分含量、 养分总用量ꎬ 肥料施用方式ꎮ 针对套种和间种等情况ꎬ 需分别记录不同作物的肥料用量、 施

用方式等ꎮ
肥料种类包括化学肥料、 有机肥料、 有机－无机复混肥等ꎮ 其中ꎬ 化学肥料: 如尿素、 碳酸氢

铵、 硫酸铵、 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 过磷酸钙、 钙镁磷肥、 氯化钾、 硫酸钾、 三元复合 (混) 肥ꎬ
缓控释肥等ꎻ 有机肥料: 商品有机肥、 土杂肥、 厩肥等ꎮ

化学肥料用量 (单质化肥、 复合肥、 复混肥、 有机－无机复混肥中的无机肥部分等) 调查填报实

物用量 (ｋｇ /亩)、 有效养分含量 (％) 和养分总用量 ( ｋｇ /亩)ꎬ 并以折纯氮 (Ｎ)、 五氧化二磷

(Ｐ ２Ｏ５)、 氧化钾 (Ｋ２Ｏ) 形式填报有效养分用量 (ｋｇ /亩)ꎬ 养分总用量根据实物用量和有效养分含

量计算得出ꎻ 同时要调查基肥占比、 追肥占比ꎬ 单位: ％ꎮ
商品有机肥 (含有机－无机复混肥料中的有机质部分) 调查填报实物用量ꎬ 单位为 ｋｇ /亩ꎻ 有机

质含量ꎬ 单位为％ꎻ 并折算为有机质用量ꎬ 单位为 ｋｇ /亩ꎮ
土杂肥、 厩肥等填报用量体积ꎬ 单位: ｍ３ /亩ꎮ
施用方式分为沟施、 穴施、 撒施、 水肥一体化、 其他 (需注明)ꎮ
(９) 秸秆还田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是否实施了秸秆还田ꎬ 并调查秸秆还田比例、 还田方式和还

田年限ꎮ 还田比例和还田方式: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１ 个熟制年度的秸秆还田情况ꎮ 还田比例分为无

(<１０％)、 少量 (１０％~４０％)、 中量 (４０％ ~ ７０％)、 大量 ( >７０％)ꎮ 还田方式分为留高茬还田、 粉

碎翻压还田、 地面覆盖还田、 堆腐还田、 其他 (需注明)ꎮ 分季、 分作物填报ꎮ 还田年限: 近 １０ 年

实施秸秆还田的年数ꎮ
(１０) 少耕与免耕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是否实施了少耕和免耕ꎬ 填报近 ５ 年实施少耕和免耕的季

数之和ꎮ
(１１) 绿肥作物种植ꎬ 调查和记录样点所在田块是否实施了绿肥种植ꎬ 按绿肥品种及种植季节填

报绿肥类型ꎮ 常见绿肥品种有豆科绿肥: 紫云英、 草木樨、 苜蓿、 苕子、 田菁、 箭筈豌豆、 蚕豆、 柱

花草、 车轴草、 紫穗槐、 其他 (需注明)ꎻ 非豆科绿肥: 肥田萝卜、 油菜、 金光菊、 二月兰、 其他

(需注明)ꎮ 若种植的苜蓿等作物是用作牧草ꎬ 则不属于绿肥ꎮ 按季节分为夏季绿肥、 冬季绿肥、 多

年生绿肥、 其他绿肥 (需注明)ꎮ
６ ４ ４　 园地利用

(１) 园地作物类型ꎬ 属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 中园地类型的ꎬ 此处填报具

体作物类型ꎬ 如茶树、 柑橘树等ꎮ 针对果园套种农作物包括绿肥作物等情况ꎬ 需填报农作物类型ꎮ
(２) 园地林龄ꎬ 记录作物生长年龄ꎬ 单位: 年ꎮ
(３) 产量水平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１ 年的全年作物产量ꎬ 单位: ｋｇ /亩ꎮ 野外需记录茶园、 枣

园、 苹果园等样点作物产量的计产形式ꎬ 如干毛茶、 干果、 鲜果ꎮ 针对园地套种、 间种农作物等情

况ꎬ 需填报近 １ 年的农作物产量ꎬ 单位: ｋｇ /亩ꎮ
(４) 施肥管理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近 １ 年的全年施用的肥料种类、 实物用量、 有效养分含量、

养分总用量ꎬ 肥料施用方式ꎮ 针对果园套种农作物等情况ꎬ 需填报近 １ 年的农作物施肥情况ꎮ
化学肥料用量 (单质化肥、 复合肥、 复混肥、 有机－无机复混肥中的无机肥部分等) 调查填报实

物用量 (ｋｇ /亩)、 有效养分含量 (％) 和养分总用量 ( ｋｇ /亩)ꎬ 并以折纯氮 (Ｎ)、 五氧化二磷

(Ｐ ２Ｏ５)、 氧化钾 (Ｋ２Ｏ) 形式填报有效养分用量 (ｋｇ /亩)ꎬ 养分总用量根据实物用量和有效养分含

量计算得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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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有机肥 (含有机－无机复混肥中的有机肥部分) 调查填报实物用量 (ｋｇ /亩)、 有机质含量

(％)ꎬ 并折算为有机质用量 (ｋｇ /亩)ꎮ
土杂肥、 厩肥填报用量体积 (ｍ３ /亩)ꎮ
肥料施用方式分为沟施、 穴施、 撒施、 水肥一体化、 其他 (需注明)ꎮ
(５) 绿肥种植ꎬ 调查样点所在田块是否实施了绿肥种植ꎬ 按绿肥品种和种植季节填报绿肥类型ꎮ

常见绿肥品种有豆科绿肥: 紫云英、 草木樨、 苜蓿、 苕子、 田菁、 箭筈豌豆、 蚕豆、 柱花草、 车轴

草、 紫穗槐、 其他 (需注明)ꎻ 非豆科绿肥: 肥田萝卜、 油菜、 金光菊、 二月兰、 其他 (需注明)ꎮ
若种植的苜蓿等作物是用作牧草ꎬ 则不属于绿肥ꎮ 按季节分为夏季绿肥、 冬季绿肥、 多年生绿肥、 其

他绿肥 (需注明)ꎮ
６ ４ ５　 林草地利用

适用于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 中的林地、 草地、 沼泽地、 盐碱地、 沙地等

与林业、 草业生产相关的区域ꎮ 植被类型和覆盖度等已在 ６ ３ ４ 节中出现ꎮ 此处填报如下信息ꎮ
(１) 林地类型ꎬ 生态公益林包括防护林、 特种用途林ꎻ 商品林包括用材林、 经济林和能源林ꎮ

针对林地套种、 间种农作物等情况ꎬ 需记录农作物类型ꎮ
(２) 林地林龄ꎬ 记录林地乔木生长年龄ꎬ 单位: 年ꎮ
(３) 林农套作和间作管理ꎬ 针对林地套种、 间种农作物等情况ꎬ 按照耕地施肥管理和产量水平

填报方式ꎬ 记录近 １ 个熟制年度农作物施肥和产量情况ꎮ
(４) 草地类型ꎬ 依据 «草地分类» (ＮＹ / Ｔ ２９９７—２０１６)ꎬ 草地类型划分为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ꎮ

天然草地包括温性草原类、 高寒草原类、 温性荒漠类、 高寒荒漠类、 暖性灌草丛类、 热性灌草丛类、
低地草甸类、 山地草甸类、 高寒草甸类ꎮ 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 栽培草地ꎮ

6 5　 景观照片采集

移动终端或数码相机拍摄ꎬ 拍摄者应在采样点或剖面附近ꎬ 拍摄东、 南、 西、 北 ４ 个方向的景观

照片ꎮ 为保证照片视觉效果ꎬ 取景框下沿要接近但避开取土坑ꎮ
无人机拍摄ꎬ 一般应距离地面 ３０~５０ ｍꎬ 倾斜视角拍摄 ４ 个方向的景观照ꎮ
景观照片应着重体现样点地形地貌、 植被景观、 土地利用类型、 地表特征、 农田设施等特征ꎬ 要

融合远景、 近景ꎮ 例如设施蔬菜地景观照ꎬ 除拍摄大棚或温室内近景外ꎬ 还需走出大棚或温室ꎬ 在样

点附近的视野开阔处拍摄近景和远景相结合的信息ꎬ 并将样点所在位置纳入取景框下半部分的中心

处ꎮ 例如园地样点景观照ꎬ 除拍摄园地内近景外ꎬ 还需走出园地ꎬ 在样点附近的视野开阔处拍摄近景

和远景相结合的信息ꎬ 并将样点所在位置纳入取景框下半部分的中心处ꎮ 图 ２ 为景观示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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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景观照片示例

７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

7 1　 采样深度

耕地、 林地、 草地样点采样深度为 ０~２０ ｃｍꎬ 园地样点采样深度为 ０~４０ ｃｍꎮ 若耕地、 林地、 草

地有效土层厚度不足 ２０ ｃｍ 和园地有效土层厚度不足 ４０ ｃｍꎬ 采样深度为有效土层厚度ꎮ

7 2　 耕作层厚度观测

每个耕地样点至少调查 ３ 个混样点的耕作层厚度ꎬ 求平均值后ꎬ 记录为该样点的耕作层厚度ꎮ 挖

掘到犁底层ꎬ 测量记录耕作层厚度ꎻ 没有明显犁底层的ꎬ 调查询问农户样点所在田块的实际耕作深

度ꎮ 单位: ｃｍꎮ 在野外根据土壤紧实度 (若采用紧实度仪ꎬ 可根据压力突变情况判断耕作层厚度)、
颜色、 结构、 孔隙、 根系等差异综合判断耕作层厚度ꎮ

7 3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集

在电子围栏内确定采样点后ꎬ 采用梅花法、 棋盘法或蛇形法等多点混合的方法采样ꎮ 根据田块形

状、 土壤变化等实际情况ꎬ 选择上述采样方法中的一种进行采样ꎬ 并按照下述要求操作ꎮ
(１) 每个样点的混样点数量为 ５~１５ 个ꎬ 要求所有混样点须均匀分布于同一个田块或样地ꎮ 混样

点不能过于聚集ꎬ 一般要求耕地、 林地和草地混样点两两间隔在 １５ ｍ 以上ꎻ 一般要求园地样点所选

择的代表性的树与树之间的间隔在 １５ ｍ 以上ꎮ 不能满足 ５ 个及以上间隔 １５ ｍ 的混样点的小田块ꎬ 应

在电子围栏内选择面积较大的田块ꎬ 混样点分布应覆盖整个田块且距离田块边缘不低于 ２ ｍꎮ
(２) 所有混样点均应避开施肥点ꎬ 并去除地表秸秆与砾石等ꎬ 每个混样点挖掘出 ２０ ｃｍ (耕地、

林地和草地) 或 ４０ ｃｍ (园地) 深的采样坑后ꎬ 采集约 ２ ｋｇ 土壤样品ꎮ 耕地样点应使用不锈钢锹等

工具挖坑采样ꎬ 以便同时观测耕作层厚度ꎬ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样点可使用不锈钢锹或不锈钢土钻采

样ꎮ 要求每个混样点不同深度的土壤采集体积占比相同ꎬ 不同混样点采集的土壤样品重量相等ꎮ
(３) 将所有混样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堆放于聚乙烯塑料布上面ꎬ 去除明显根系后ꎬ 充分混匀ꎬ

然后采取 “四分法” 去除多余样品ꎬ 留取以风干重计的样品重量不少于 ３ ｋｇ (建议留取鲜样

５ ｋｇ)ꎻ 对设置为检测平行样的样点ꎬ 留取以风干重计的样品重量不少于 ５ ｋｇ (建议留取鲜样

８ ｋｇ)ꎮ 使用聚乙烯塑料布 (建议准备多个) 混样后ꎬ 需及时将其清理干净ꎬ 避免下次使用时造成

样品间交叉污染ꎮ
(４) 园地样点ꎬ 按梅花法、 棋盘法或蛇形法等方法选择至少 ５ 棵代表性的树 (或其他园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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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ꎬ 每棵树在树冠垂直滴水线内外两侧约 ３５ ｃｍ 处各选择 １ 个混样点 (类型 １ꎬ 典型园地)ꎻ 若幼龄

园地滴水线距离树干不足 ３５ ｃｍꎬ 则在以树干为圆心、 半径 ５０ ｃｍ 的圆周线上ꎬ 选择 ２ 个混样点ꎬ 两

个混样点与圆心的连线夹角保持 ９０° (类型 ２ꎬ 幼龄型园地)ꎻ 若园地株距很小、 行距较小 (如茶

园)ꎬ 则完整采集滴水线至树干之间土壤 (类型 ３ꎬ 密植型园地)ꎻ 若滴水线半径超过 ２００ ｃｍ (如橡

胶树、 板栗树等)ꎬ 则在滴水线处及其与树干连线中间处各选择一个混样点 (类型 ４ꎬ 大型园地)
(图 ３)ꎮ 所有混样点均应避开施肥沟 (穴)、 滴灌头湿润区ꎮ 每个样点的所有混样点样品ꎬ 混合成一

个样品ꎮ

图 ３　 园地土壤混合样点选择示意图

(５) 含盐量高或渍水的样品ꎬ 对于盐碱土或渍水样品ꎬ 应先装入塑料自封袋后ꎬ 再装入布袋ꎬ
避免交叉污染和土壤霉变等ꎮ

(６) 表层土壤内含砾石的样品ꎬ 野外需估测并填报表层土壤内所有砾石的体积占表层土壤体积

的百分比ꎬ 即砾石丰度 (％)ꎬ 可用目测法、 砾石重量和密度计算法、 体积排水量法等方法估测砾石

丰度ꎮ 采样时ꎬ 野外需使用 ５ ｍｍ 孔径的尼龙筛分离出较大砾石ꎬ 野外称量并记录较大砾石的重

量 (ｇ)ꎬ 将过筛后的细土样品 (粒径小于 ２ ｍｍ) 和较小砾石 (粒径 ２~５ ｍｍ) 全部装入样品袋ꎬ 舍

弃较大砾石ꎮ 待样品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风干后ꎬ 称量并记录全部细土和较小砾石样品重量 (ｇ)ꎬ
按土壤样品制备要求ꎬ 均匀分出需要过孔径 ２ ｍｍ 尼龙筛的样品ꎬ 称量并记录过筛样品重量 (ｇ)、 过

筛后细土重量 (ｇ)、 过筛后较小砾石重量 (ｇ)ꎮ 其余风干样品不需研磨和过 ２ ｍｍ 筛ꎬ 留作土壤样品

库样品ꎮ 针对含砾石的样品ꎬ 野外在样品过 ５ ｍｍ 孔径尼龙筛前ꎬ 不可舍弃细土样品和砾石ꎮ 采集的

小于 ２ ｍｍ 粒径的细土样品重量ꎬ 以风干重计需不少于 ３ ｋｇꎻ 若设置为检测平行样ꎬ 以风干重计需不

少于 ５ ｋｇꎮ

7 4　 表层土壤容重样品采集

利用不锈钢环刀 (统一用 １００ ｃｍ３体积的环刀) 采集表层土壤容重样品ꎮ 当表层土壤中砾石体积

占比不超过 ２０％时ꎬ 需使用环刀采集土壤容重样品ꎬ 估测并填报砾石体积占比 (％)ꎻ 当砾石体积占

比超过 ２０％时ꎬ 不采集土壤容重样品ꎮ 土壤容重样品采集具体操作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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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针对耕地、 草地和林地样点ꎬ 选择以中心点为中心并包含中心点的 ３ 个邻近混样点作为

容重采样点ꎬ 每个混样点采集 １ 个容重样品ꎬ 每个样点共采集 ３ 个容重平行样ꎮ 针对园地样点ꎬ
选择包含中心点的邻近的两棵树ꎬ 在每棵树的两个混样点处各采集 １ 个容重样品ꎬ 每个园地样点

共采集 ４ 个容重平行样ꎮ 采集容重时ꎬ 移除地表树叶、 草根、 砾石等ꎬ 削去地表 ３ ｃｍ 厚土壤后ꎬ
使地表平整ꎮ

(２) 将环刀托套在环刀无刃口的一端ꎬ 环刀刃口朝下ꎬ 借助环刀托和橡皮锤均衡地将环刀垂直

压入地表平整处的土中ꎬ 在土面接近触及环刀托内顶时ꎬ 即停止下压环刀ꎮ 注意切忌下压过度ꎬ 导致

环刀托压实环刀内土壤ꎮ
(３) 用不锈钢刀等工具把环刀周围土壤轻轻挖去ꎬ 并在环刀下方将环刀外的土壤与土体切断

(切断面略高于环刀刃口)ꎮ
(４) 取出环刀ꎬ 刃口朝上ꎬ 用小号不锈钢刀逐步削去环刀外多余的土壤ꎬ 直至削平有刃口端土

壤面ꎬ 盖上环刀底盖并翻转环刀ꎬ 卸下环刀托ꎬ 用刀逐步削平无刃口端的土壤面ꎮ
(５) 将环刀中的土壤完全取出ꎬ 装入塑料自封袋中ꎬ 并做样品编号标记ꎮ 每个容重样品单独装

入一个自封袋中ꎮ

7 5　 表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表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样点与容重样品采样点一致ꎬ 采样深度与表层土壤混合样品的采

样深度相同ꎮ 采样时土壤湿度不宜过干或过湿ꎬ 应在土不粘锹、 经接触不变形时采样ꎮ 采样时避免使

土块受挤压ꎬ 以保持土壤原始的结构状态ꎮ 剥去土块外面直接与不锈钢锹接触而变形的土壤ꎬ 均匀地

取内部未变形的土壤样品ꎬ 采样量以风干重计不少于 ２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３ ５ ｋｇ)ꎬ 将多个混样点采

集的原状土壤样品置于不易变形的容器 (如硬质塑料盒、 广口塑料瓶等) 内ꎬ 合并成一个样品ꎮ 对

于设置为检测平行样的样点ꎬ 采样量以风干重计不少于 ４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７ ｋｇ)ꎬ 平均分装成两

份ꎬ 每份 ２ ｋｇꎮ

7 6　 表层土壤样品包装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一般可直接装入布袋ꎬ 含盐量高和渍水样品需先装入塑料自封袋再外套布袋ꎻ
土壤容重样品可装入塑料自封袋中ꎻ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需装入固定体积的容器中ꎮ

统一印制或现场打印样品标签ꎬ 一式两份ꎬ 附带样品编码、 二维码、 采样日期等基本信息ꎮ 在样

品包装内外各粘贴一份样品标签ꎮ 对于表层土壤混合样品ꎬ 一份标签可贴在样品袋口的硬质塑料基底

上ꎬ 另一份标签先置入微型塑料自封袋中ꎬ 再装入样品袋内ꎮ 对于表层土壤容重样品或表层土壤水稳

性大团聚体样品ꎬ 一份标签直接贴在塑料自封袋或塑料瓶 (盒) 的外部ꎬ 另一份标签先置入微型塑

料自封袋中ꎬ 再装入容器内ꎮ

7 7　 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照片采集

需要拍摄的照片类型除景观照外ꎬ 还包括如下类型ꎮ
(１) 技术领队现场工作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拍摄技术领队现场工作正面照ꎬ 照片中含采样工具ꎮ
(２) 混样点照ꎬ 每个混样点 １ 张ꎬ 需定位准确后再拍照ꎮ 若使用不锈钢锹采样ꎬ 拍摄时ꎬ 采样

坑需挖掘至规定深度ꎬ 且已摆好刻度尺 (木质、 塑料质或不锈钢质刻度尺)ꎬ 针对耕地样点ꎬ 照片应

清晰完整展示耕作层厚度ꎻ 若使用不锈钢土钻采样ꎬ 拍摄时ꎬ 土钻应入土至规定深度ꎮ
(３) 土壤混合样品采集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拍摄充分混匀后的土壤样品状态ꎮ
(４) 土壤容重样品采集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首先将不锈钢环刀打到位ꎬ 且还未从土壤中挖出环

刀ꎬ 此时把环刀托取下ꎬ 拍摄环刀无刃口端的土壤面状态ꎮ
(５)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照ꎬ 适用于采集该样品的样点ꎮ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拍摄样品装

入容器后的土壤样品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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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其他照片ꎬ 外业调查队认为需要拍摄的其他照片ꎮ

7 8　 表层土壤样品暂存与流转

土壤样品采集后ꎬ 应及时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ꎬ 采集后至流转前的暂存期间ꎬ 应妥善保存

于室内ꎮ 暂存样品的室内环境应通风良好、 整洁、 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ꎬ 并避免阳光直射ꎮ 装有

表层土壤混合样品的布袋应单层摆放整齐ꎬ 使样品处于通风状态ꎬ 避免样品堆叠存放ꎬ 避免土壤

霉变、 样品间交叉污染及受外界污染等ꎮ 针对含水量高的土壤样品ꎬ 外业调查队需先对土样进行

风干处理ꎬ 再流转ꎮ 表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在运输和暂存期间ꎬ 特别需要避免剧烈震动造

成的土体机械性破碎并及时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ꎬ 以保持田间含水量状态ꎬ 避免原状土壤样品

变干、 变硬和破碎ꎬ 导致制样困难和测定异常ꎻ 若不能及时流转ꎬ 外业调查队应及时与样品制备

实验室对接ꎬ 外业调查队在样品制备实验室确认样品状态合格后ꎬ 并在其指导下进行风干处理ꎬ
然后再流转ꎮ

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样品检测指标存在差异ꎬ 样品流转时ꎬ 按照耕地和园地表层土壤样品、 林

地和草地表层土壤样品两大类别ꎬ 分类组批流转ꎮ
土壤样品交接表ꎬ 详见附录 Ｄꎮ

８　 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

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工作除进行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外ꎬ 还包括剖面设置和挖掘、 土壤发生

层划分与命名、 土壤剖面形态观察与记载、 剖面土壤样品采集等ꎮ 土壤剖面形态调查信息采集项目清

单ꎬ 见附录 Ｅꎮ 外业调查时ꎬ 需同时完成移动终端 Ａｐｐ 电子版和纸质版调查表信息填报ꎮ 纸质版调查

表填报完成后ꎬ 提交至省级土壤普查办ꎮ

8 1　 剖面设置与挖掘

８ １ １　 剖面设置

基于预设样点的外业定位核查结果ꎬ 确定剖面样点的具体位置ꎮ 为核实确定土壤类型图斑内主要

土壤类型ꎬ 在图斑内踏勘时ꎬ 应至少选择 ３ 个踏勘点ꎬ 要求所有踏勘点两两之间的间距原则上不低于

５００ ｍꎻ 不满足 ５００ ｍ 间距要求的ꎬ 应在图斑内尽可能增大踏勘点间距ꎮ 记录每个踏勘点的经纬度坐

标ꎬ 拍摄每个踏勘点东、 西、 南、 北 ４ 个方向的景观照片ꎮ
８ １ ２　 剖面挖掘

剖面挖掘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剖面挖掘地点应在景观部位、 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等方面具有代表

性ꎻ ②剖面的观察面应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ꎬ 避免阴影遮挡ꎻ ③剖面的观察面上部严禁人员走动或堆

置物品和土壤ꎬ 以防止土壤压实或土壤物质发生位移ꎬ 干扰观测和采样ꎻ ④挖出的表土和心底土应分

开堆放于剖面坑的左右两侧ꎬ 观察完成后按土层原次序回填ꎬ 以保持表层土壤的肥力水平ꎮ
(１) 平原与盆地区ꎬ 在平原与盆地等平缓地区ꎬ 剖面观察面宽度为 １ ２ ｍ、 观察面深度为 １ ２ ~

２ ｍ (如遇岩石ꎬ 则挖到岩石面)、 观察面长度为 ２~４ ｍ (一般 ２ ｍ)ꎬ 见图 ４ꎮ

图 ４　 平原与盆地区标准土壤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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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山地与丘陵区ꎬ 受地形和林灌植被等影响ꎬ 在无法选取相对平缓、 植被遮挡少的景观部位

挖掘剖面时ꎬ 可选择裸露的断面或坡面作为剖面挖掘的点位ꎬ 但是为了保证剖面的完整性和样品免受

污染ꎬ 修整剖面时ꎬ 应向自然断面或坡面内部延伸 ３０ ｃｍ 以上ꎬ 直至裸露出新鲜、 原状土壤ꎮ
８ １ ３　 剖面照片采集

标准剖面照片作为土壤单个土体的 “身份证件照”ꎬ 能够直观地反映土壤的发生层及其形态学特

征ꎬ 是认识和理解土壤发生过程和土壤类型的直接证据ꎮ 因此ꎬ 标准剖面照片应当清晰、 真实、 完整

地呈现土壤形态学描述特征ꎮ
标准剖面照片的具体要求如下ꎮ
(１) 剖面挖掘完成后ꎬ 观察面左边的 １ / ３ 宽度范围内修整为自然结构面 (或称为毛面)ꎬ 用剖面

刀自上而下修成自然结构面ꎬ 避免留下刀痕ꎻ 观察面右边的 ２ / ３ 宽度范围内保留为光滑面ꎮ 自然结构

面可直观反映土壤结构、 质地、 斑纹特征ꎬ 以及根系丰度、 砾石含量、 孔隙状况、 土壤动物痕迹等ꎻ
光滑面则可更加清晰地反映土壤边界过渡特征、 颜色差异、 结核等特征ꎮ

(２) 自上而下垂直放置和固定好帆布标尺ꎬ 标尺起始刻度要与观察面上沿齐平ꎮ
(３) 剖面照片须用专业数码相机拍摄ꎬ 避免出现颜色失真ꎮ
(４) 剖面摄影时ꎬ 摄影者可趴在地面进行拍摄ꎬ 尽可能保持镜头与观察面垂直ꎮ
(５) 晴天拍摄时注意遮住观察面的阳光ꎬ 避免曝光过度和出现部分阴影ꎮ
(６) 标准剖面照片须拍摄两种类型ꎬ 一种是剖面上方不放置纸盒 (指纸盒土壤标本用的纸盒)ꎬ

另一种是剖面上方放置带样点编号的纸盒ꎮ 放置纸盒时以剖面或剖面尺为中心ꎬ 纸盒底部外侧用黑色

记号笔清晰标记剖面样点编号ꎮ 样点编号字体工整、 大小适中ꎬ 拍照时清晰可见ꎮ 剖面整修完毕后ꎬ
剖面照片拍摄前ꎬ 切勿利用刀具等刻画剖面ꎬ 避免出现刻画的层次界限、 发生层次代号等情况ꎮ 剖面

照片拍摄时ꎬ 观察面除剖面尺外ꎬ 避免悬挂发生层符号等无关物品ꎮ
图 ５ 为剖面照片示例ꎬ 图 ６ 为新生体照片示例ꎮ

图 ５　 剖面照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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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新生体照片示例

8 2　 土壤发生层划分与命名

剖面挖掘与拍照完毕后ꎬ 即可对土壤发生层进行划分与命名ꎮ
８ ２ １　 发生层划分

根据剖面形态特征差异ꎬ 结合对土壤发生过程的理解ꎬ 划分出各个土壤发生层ꎮ 剖面形态特征观

察主要从目视特征和触觉特征两个角度进行ꎮ
(１) 目视特征ꎬ 观察肉眼可见的土壤形态学差异ꎬ 包括颜色、 根系、 砾石、 斑纹－胶膜－结核等

新生体、 土壤结构体的类型和大小、 砖瓦陶瓷等人造物侵入体、 石灰反应强弱、 亚铁反应强弱等的

差异ꎮ
(２) 触觉特征ꎬ 通过手触可感受到的土壤质地、 土体和土壤结构体坚硬度或松紧度、 土壤干湿

情况等的差异ꎮ
８ ２ ２　 发生层命名

根据剖面样点的土壤发生层特点ꎬ 依据基本发生层类型及其附加特性ꎬ 命名并记录土壤发生层名

称与符号ꎮ 首先确定剖面的基本发生层ꎬ 符号以英文大写字母表示ꎬ 如表 １７ 所示ꎻ 然后确定不同发

生层的附加特性ꎬ 符号以英文小写字母表示ꎬ 如表 １８ 所示ꎮ

表 １７　 基本发生层及其描述

编码 描述

Ｏ 有机层 (包括枯枝落叶层、 草根密集盘结层和泥炭层)

Ａ 腐殖质表层或受耕作影响的表层

Ｅ 漂白层

Ｂ 物质淀积层或聚积层ꎬ 或风化 Ｂ 层

Ｃ 母质层

Ｒ 基岩

Ｋ 矿质土壤 Ａ 层之上的矿质结壳层 (如盐结壳、 铁结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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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８　 发生层特性描述

符号 描述

ａ 高分解有机物质ꎬ 如 Ｏａ 高腐有机物质

ｂ 埋藏层ꎬ 如 Ａｐｂ 埋藏耕作层

ｃ 结皮ꎬ 如 Ａｃ 孔泡结皮层

ｄ 冻融特征ꎬ 如 Ａｄ 片状层

ｅ 半分解有机物质ꎬ 如 Ｏｅ 半腐有机物质

ｆ 永冻层ꎬ 如 Ｃｆ 永冻层

ｇ 潜育特征ꎬ 如 Ｂｇ 潜育层

ｈ 腐殖质聚积ꎬ 如 Ａｈ 腐殖质表层ꎬ 包括暗沃、 暗瘠和淡薄表层

ｉ 低分解和未分解有机物质ꎬ 如 Ｏｉ 枯枝落叶层

ｊ 黄钾铁矾

ｋ 碳酸盐聚积ꎬ 如 Ｂｋ 钙积层

ｌ 网纹ꎬ 如 Ｂｌ 网纹层

ｍ 强胶结ꎬ 如 Ｂｔｍ 黏磐、 Ｂｋｍ 钙磐、 Ｂｙｍ 石膏磐

ｎ 钠聚积ꎬ 如 Ｂｎ 碱积层

ｏ 根系盘结ꎬ 如 Ｏｏ 草毡表层

ｐ 耕作影响ꎬ 如 Ａｐ 表示耕作层ꎬ 水田和旱地均可用 Ａｐ１ 和 Ａｐ２ 表示ꎬ Ａｐ１ 表示耕作层ꎬ Ａｐ２ 分别
表示水田的犁底层和旱地的受耕作影响层次

ｑ 次生硅聚积ꎬ 如 Ｂｑ 硅粉淀积层

ｒ 氧化还原ꎬ 如 Ｂｒ 氧化还原层或水耕氧化还原层

ｓ 铁锰聚积ꎬ 自型土中的铁锰淀积和风化残积

ｔ 黏粒聚积ꎬ 只用 ｔ 时ꎬ 一般专指黏粒淀积ꎻ 次生黏粒就地聚积者以 Ｂｔｘ 表示ꎬ 黏磐以 Ｂｔｍ 表示

ｕ 人为堆积、 灌淤等影响ꎬ 如 Ａｕｐ 灌淤表层或堆垫表层

ｖ 变性特征ꎬ 如 Ｂｖ 带有变性特征的雏形层

ｗ 就地风化形成的显色、 有结构层ꎬ 如 Ｂｗ 雏形层

ｘ 固态坚硬的胶结ꎬ 未形成磐ꎬ 如 Ｂｘ 紧实层ꎬ Ｂｔｘ 次生黏化层ꎻ 与 ｍ 不同在于后者因强胶结ꎬ 结
构体本身不易用手掰开ꎬ 而 ｘ 则为弱胶结ꎬ 结构体本身易掰开

ｙ 石膏聚积ꎬ 如 Ｂｙ 石膏层

ｚ 可溶盐聚积ꎬ 如 Ａｚ 盐积表层

φ 磷聚积ꎬ 如 Ｂφ 磷积层、 Ｂφｍ 磷质硬磐

注意: 在需要用多个小写字母作后缀时ꎬ ｔ、 ｕ 要在其他小写字母之前ꎬ 如具黏淀特征的碱化层

为 Ｂｔｎꎻ 灌淤耕作层为 Ａｕｐ、 灌淤耕作淀积层为 Ｂｕｐ、 灌淤斑纹层为 Ｂｕｒꎻ ｖ 放在其他小写字母后面ꎬ
如砂姜钙积潮湿变性土的 Ｂ 层为 Ｂｋｖꎮ

(１) 基本发生层类型ꎬ 大写字母对应的是土壤基本发生层ꎬ 代表了土壤主要的物质淋溶、 淀积

和散失过程ꎮ
(２) 发生层特性ꎬ 指土壤发生层所具有的发生学上的特性ꎮ 英文小写字母 (除磷聚积用希腊字

母 φ 外) 并列置于基本发生层大写字母之后 (不是下标)ꎬ 用以表示发生层的特性ꎮ 野外描述土壤发

生层名称时ꎬ 需要使用发生层符号和对应的中文名称ꎮ 例如ꎬ Ａｈ 为自然土壤腐殖质层、 Ａｐ１ 为耕作

层、 Ｂｔ 为黏化层、 Ｂｒ 为水耕氧化还原层 (潴育层)、 Ｂｒ 为水耕氧化还原层 (渗育层)、 Ｂｒ 为水耕氧

化还原层 (脱潜层)ꎮ
(３) 发生层或发生特性的续分和细分ꎬ 基本发生层或特性发生层可按其发生程度差异进一步细

分为若干亚层ꎮ 均以大写字母与阿拉伯数字并列表示ꎬ 例如 Ｃ１、 Ｃ２、 Ｂｔ１、 Ｂｔ２、 Ｂｔ３ꎮ 特性发生层的

细分: 例如将 Ａｐ 层 (受耕作影响的表层) 分为 Ａｐ１ 层 (耕作层) 和 Ａｐ２ 层 (犁底层)ꎮ 耕作层是指

长期受耕作影响而形成的土壤表层ꎮ 耕作层厚度一般为 １０ ~ ２０ ｃｍꎬ 部分深耕之后ꎬ 可达到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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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ｃｍꎬ 与下伏土层区分明显ꎮ 养分含量比较丰富ꎬ 土壤为粒状、 团粒状或碎块状结构ꎮ 耕作层由于

经常受农事活动干扰和外界自然因素影响ꎬ 其水分物理性质和速效养分含量的季节性变化较大ꎮ 处于

经常耕作深度之内的各种不同土层都能形成耕作层ꎬ 标记为 Ａｐ１ꎮ 犁底层ꎬ 通常称作 “耕作表下层或

亚耕层”ꎬ 是指位于耕作表层之下ꎬ 长期受耕犁挤压和黏粒随灌水沉积形成的ꎬ 较为紧实的土层ꎮ 常

见于水田土壤ꎬ 部分旱作土壤也有出现ꎬ 厚度一般为 ３~１０ ｃｍꎬ 标记为 Ａｐ２ꎮ 异元母质土层: 用阿拉

伯数字置于发生层符号前表示ꎬ 例如在二元母质土壤剖面 (Ａ－Ｅ－Ｂｔ１－Ｂｔ２－２Ｃ－２Ｒ) 的发生层序列

中ꎬ Ａ－Ｅ－Ｂｔ１－Ｂｔ２ 和 ２Ｃ－２Ｒ 不是同源母质ꎮ 过渡层: 用代表上下两发生层的大写字母连写ꎬ 将表示

具有主要特征的土层字母放在前面ꎬ 例如 ＡＢ 层ꎻ 具舌状、 指状土层界线的两发生层ꎬ 用斜线分隔号

( / ) 置于两者中间ꎬ 前面的大写字母代表该发生层的部分在整个过渡层中占优势ꎬ 例如ꎬ Ｅ / Ｂ 层、
Ｂ / Ｅ层ꎮ

(４) 发生层类型与附加特性常见组合ꎬ 本规范在上述发生层描述和命名规则的基础上ꎬ 编制了

土壤主要发生层命名与符号标准ꎬ 供野外描述使用ꎬ 见附录 Ｆꎮ

8 3　 土壤剖面形态观察与记载

外业调查应记录每个土壤发生层的形态学特征ꎬ 包括发生层深度、 边界、 颜色、 根系、 质地、 结

构、 砾石、 结持性、 新生体、 侵入体、 土壤动物、 石灰反应、 亚铁反应等指标ꎮ
８ ３ １　 发生层性状

(１) 深度ꎬ 记录每个发生层的上界和下界深度ꎬ 如 ０~１５ ｃｍ、 １５~３２ ｃｍꎮ 位于矿质土壤 Ａ 层之上

的 Ｏ 层和 Ｋ 层ꎬ 由 Ａ 层向上记载其深度ꎬ 并前置 “＋”ꎬ 例如 Ｏｉ ＋４~０ ｃｍꎻ Ｏｅ ＋２~０ ｃｍꎻ Ｋｚ ＋１~０ ｃｍꎮ
(２) 边界ꎬ 描述相邻发生层之间的过渡状况 (表 １９)ꎬ 记录其过渡形状 (图 ７) 和明显度两个

指标ꎮ

表 １９　 发生层层次过渡描述

过渡形状 明显度

编码 描述 说明 编码 描述 交错区厚度 / ｃｍ

Ｓ 平滑 指过渡层呈水平或近于水平 Ａ 突变 <２

Ｗ 波状 指土层间过渡形成凹陷ꎬ 其深度<宽度 Ｃ 清晰 ２~５

Ｉ 不规则 指土层间过渡形成凹陷ꎬ 其深度>宽度 Ｇ 渐变 ５~１２

Ｂ 间断 指土层间过渡出现中断现象 Ｆ 模糊 ≥１２

　 　 注: 不规则过渡土层的厚度或深度应按实际变幅描述ꎬ 如 １０ / １２~１６ / ３０ ｃｍꎮ

图 ７　 土层间的过渡形状

(３) 颜色ꎬ 土壤颜色使用芒塞尔体系表征ꎬ 野外统一获取润态土壤颜色ꎬ 可使用喷水壶调节土

壤湿度ꎮ 如果野外不具备比色条件ꎬ 回到室内ꎬ 利用采集的纸盒土壤标本ꎬ 需先比干态颜色ꎬ 再滴水

比润态颜色ꎬ 并及时补充上报颜色数据ꎮ 若同一土层两种物质相互混杂ꎬ 有两种以上土壤底色时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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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底色分别加以描述ꎬ 并描述不同颜色面积占比ꎮ 土壤颜色信息获取ꎬ 统一使用 «中国标准土壤

色卡»、 日本 «新版标准土色贴» 或美国 Ｍｕｎｓｅｌｌ Ｓｏｉｌ Ｃｏｌｏｒ Ｂｏｏｋ 最新版ꎬ 颜色名称须规范化翻译ꎮ 格

式: 浊黄棕色 (１０ＹＲ ４ / ３ꎬ 干)ꎬ 暗棕色 (１０ＹＲ ３ / ３ꎬ 润)ꎮ
(４) 根系ꎬ 记录土体中植物根系的形态特征ꎬ 包括丰度、 粗细以及根系性质 (表 ２０)ꎮ 其中ꎬ

丰度分为 ５ 级ꎬ 分别为无、 很少、 少、 中、 多ꎬ 单位为条 / ｄｍ２ꎻ 粗细按直径 (ｍｍ) 分为极细、 细、
中、 粗、 很粗ꎻ 根系性质可分为活的、 已腐烂的木本植物根系或已腐烂的草本植物根系ꎮ

表 ２０　 根系描述

丰度 粗细

编码 描述
极细和细根 /
(条 / ｄｍ２)

中、 粗和很粗
根 / (条 / ｄｍ２) 编码 描述 直径 / ｍｍ

Ｎ 无　 ０ ０ ＶＦ 极细 <０ ５

Ｖ 很少 <２０ <２ Ｆ 细　 ０ ５~２

Ｆ 少　 ２０~５０ ２~５ Ｍ 中　 ２~５

Ｃ 中　 ５０~２００ ≥５ Ｃ 粗　 ５~１０

Ｍ 多　 ≥２００ ＶＣ 很粗 ≥１０

(５) 质地ꎬ 根据简易质地类型ꎬ 在野外快速判断土壤质地ꎮ 其中ꎬ 砂土为松散的单粒状颗粒ꎬ
能够见到或感觉到单个砂粒ꎮ 干时若抓在手中ꎬ 稍一松开后即散落ꎬ 润时可呈一团ꎬ 但一碰即散ꎮ 砂

壤土干时手握成团ꎬ 但极易散落ꎬ 润时握成团后ꎬ 用手小心拿起不会散开ꎮ
壤土松软并有砂粒感ꎬ 平滑稍黏着ꎮ 干时手握成团ꎬ 用手小心拿起不会散开ꎻ 润时握成团后ꎬ 一

般性触动不至于散开ꎮ 粉壤土干时成块ꎬ 但易弄碎ꎬ 粉碎后松软ꎬ 有粉质感ꎮ 润时成团ꎬ 为塑性胶

泥ꎮ 干、 润时所呈团块均可随便拿起而不散开ꎮ 湿时以拇指与食指搓捻不成条ꎬ 呈断裂状ꎮ 黏壤土破

碎后呈块状ꎬ 土块干时坚硬ꎮ 湿土可用拇指和食指搓捻成条ꎬ 但往往经受不住它本身重量ꎮ 润时可

塑ꎬ 手握成团ꎬ 手拿起时更加不易散裂ꎬ 反而变成坚实的土团ꎮ 黏土干时为坚硬的土块ꎬ 润时极可

塑ꎬ 通常有黏着性ꎬ 手指间搓成长的可塑土条ꎮ
(６) 结构ꎬ 指土壤颗粒 (包括团聚体) 的排列与组合形式 (表 ２１、 表 ２２、 图 ８)ꎮ 野外调查中ꎬ

主要记载土壤结构的类型、 大小和发育程度ꎮ 观察时应注意 ４ 点: ①最好在土壤含水量润态条件下观

察土壤结构ꎬ 可以用喷壶适量喷水ꎻ 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结构体时ꎬ 应分别记载ꎻ ③观察时ꎬ 应注意

胶结物质的类型 (腐殖质、 碳酸盐、 铁铝氧化物等)ꎻ ④注意剖面发生层上下的结构差异ꎮ

表 ２１　 土壤结构形状描述

编码 形状 描述 编码 形状 描述

Ａ 片状 表面平滑 Ｉ 团粒状 浑圆多孔

Ｂ 鳞片状 表面弯曲 Ｊ 屑粒状 多种细小颗粒混杂体

Ｃ 棱柱状 边角明显无圆头 Ｋ 楔状 类似锥形木楔形状

Ｄ 柱状 边角较明显有圆头 Ｌ 单粒状 无结构单元ꎬ 颗粒间无黏结性

Ｅ 角块状 边角明显多面体状 Ｍ 整块状 无结构单元ꎬ 连续的非固结体

Ｆ 团块状 边角浑圆 Ｎ 糊泥状 无结构单元ꎬ 出现于潜育层中

Ｈ (核) 粒状 浑圆少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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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土壤结构体形状

表 ２２　 土壤结构描述

形状大小 (指结构单元最小维度的尺度)

编码 描述 大小 / ｍｍ 编码 描述 大小 / ｍｍ

片状、 鳞片状

ＶＦ 很薄 <１
ＦＩ 薄　 １~２
ＭＥ 中　 ２~５
ＣＯ 厚　 ５~１０
ＶＣ 很厚 ≥１０

柱状、 棱柱状、 楔状

ＶＦ 很小 <１０
ＦＩ 小　 １０~２０
ＭＥ 中　 ２０~５０
ＣＯ 大　 ５０~１００
ＶＣ 很大 ≥１００

角块状、 团块状、 核状

ＶＦ 很小 <５
ＦＩ 小 ５~１０
ＭＥ 中 １０~２０
ＣＯ 大 ２０~５０
ＶＣ 很大 ≥５０

粒状、 团粒状、 屑粒状

ＶＦ 很小 <１
ＦＩ 小　 １~２
ＭＥ 中　 ２~５
ＣＯ 大　 ５~１０
ＶＣ 很大 ≥１０

整块状

ＦＳ 细沉积层理

ＦＭＡ 风化矿物结晶

发育程度

编码 描述

ＶＷ 很弱 (保留大部分母质特性)
ＷＥ 弱 (保留部分母质特性)
ＭＯ 中 (保留少量母质特性)
ＳＴ 强 (基本没有母质特性)
ＶＳ 很强 (没有母质特性)

　 　 注: 片状、 鳞片状ꎬ 柱状、 棱柱状、 楔状ꎬ 角块状、 团块状、 核状衡量大小的指标为厚度ꎻ 粒状、 团粒状、 屑粒

状衡量大小的指标为直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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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土体内砾石ꎬ 指土体中能够从土壤分离出的ꎬ 大于 ２ ｍｍ 的岩石和矿物碎屑 (表 ２３)ꎮ 主要

记载砾石的丰度 (指每个发生层内所有砾石的体积占相应发生层体积的百分比ꎬ 可用目测法、 砾石

重量与密度计算法、 体积排水量法等方法估测ꎬ 单位: ％)、 重量 (指野外利用 ５ ｍｍ 孔径尼龙筛分离

的直径大于 ５ ｍｍ 的砾石重量ꎬ 单位: ｇ)、 大小、 形状、 风化状态等ꎮ 填报土体内砾石丰度时ꎬ 用实

际估测的砾石体积百分比 (％) 数值表示ꎬ 不超过 ５％时ꎬ 可填 ０、 ２％、 ５％ꎻ 超过 ５％时ꎬ 以 ５％为

等级间隔填报具体数字ꎮ

表 ２３　 土体内砾石 (岩石和矿物碎屑) 描述

指标 编码 描述 说明

大小　 　

Ａ 很小

Ｂ 小

Ｃ 中

Ｄ 大

Ｅ 很大

直径<５ ｍｍꎬ 与地表砾石相当等级: 细砾

直径 ５~２０ ｍｍꎬ 与地表砾石相当等级: 中砾

直径 ２０~７５ ｍｍꎬ 与地表砾石相当等级: 粗砾

直径 ７５~２５０ ｍｍꎬ 与地表砾石相当等级: 石砾

直径≥２５０ ｍｍꎬ 与地表砾石相当等级: 巨砾

形状　 　

Ｐ 棱角状

ＳＰ 次棱角状

ＳＲ 次圆状

Ｒ 圆状

风化程度

Ｆ 微风化 (包括新
鲜) 没有或仅有极少的风化特征

Ｗ 中等风化
砾石表面颜色明显变化ꎬ 原晶体已遭破坏ꎬ
但部分仍保新鲜状态ꎬ 基本保持原岩石强度

Ｓ 强风化
几乎所有抗风化矿物均已改变原有颜色ꎬ
施加一般压力即可把砾石弄碎

Ｔ 全风化 所有抗风化矿物均已改变原有颜色

(８) 结持性ꎬ 记录土壤结构体在手中挤压时破碎的难易程度ꎮ 结持性受土壤含水量影响而变化ꎬ
野外可喷水调节湿度ꎬ 观察润态条件下的结持性ꎮ 松散为土壤物质间无黏着性 (两指相互挤压后无

土壤物质附着在手上)ꎮ 极疏松为在大拇指与食指间施加极轻微压力下即可破碎ꎮ 疏松为土壤物质有

一定的抗压性ꎬ 在拇指与食指间较易压碎ꎮ 稍坚实－坚实为土壤物质抗压性中等ꎬ 在拇指和食指间难

压碎ꎬ 但以全手挤压时可以破碎ꎮ 很坚实为土壤物质的抗压性极强ꎬ 只有全手使劲挤压时才可破碎ꎮ
极坚实为在手中无法压碎ꎮ

(９) 新生体ꎬ 从成分上包括易溶性盐类、 石膏、 碳酸钙、 二氧化硅、 铁锰氧化物、 腐殖质等ꎮ
从形态上分为斑纹、 胶膜、 粉状结晶、 结核、 磐层胶结等ꎮ 斑纹是与土壤基色不同的线状物或斑块状

物ꎬ 一般是由氧化 (干态) 还原 (湿态) 交替形成ꎮ 图 ９ 为铁 (锰) 斑纹ꎬ 斑纹描述见表 ２４ꎮ 胶膜

指土壤孔隙壁、 土壤结构体或矿质颗粒表面ꎬ 由于土壤某种成分的凝聚或细土物质就地改变排列所形

成的膜状物ꎬ 颜色可因组成成分不同而有棕、 黄、 灰等颜色 (表 ２５、 图 １０)ꎮ 矿质瘤状结核是土壤

发生过程中形成的粉状、 瘤状、 管状物等ꎬ 主要由无机物质的次生晶体、 微晶体、 无定形结核构成

(包括易溶盐、 碳酸钙等形成的粉状物质)ꎬ 描述其丰度、 种类、 大小、 形状、 硬度、 组成物质等项

目 (图 １１、 表 ２６)ꎮ 磐层胶结是坚硬的层次ꎬ 组成磐层的物质湿时具有强烈结持性ꎬ 在水中 １ ｈ 不分

散 (表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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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新生体———铁 (锰) 斑纹 (特写照片须配微型标尺作为参照)

表 ２４　 斑纹描述

丰度 组成物质

编码 描述 面积占比 / ％ 编码 描述

Ｎ 无　 ０ Ｄ 铁氧化物

Ｖ 很少 <２ Ｅ 锰氧化物

Ｆ 少　 ２~５ Ｆ 铁锰氧化物

Ｃ 中　 ５~１５ Ｂ 高岭石

Ｍ 多　 １５~４０ Ｃ 二氧化硅

Ａ 很多 ≥４０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大小 位置

编码 描述 直径 / ｍｍ 编码 描述

Ｖ 很小 <２ Ａ 结构体表面

Ｆ 小　 ２~６ Ｂ 结构体内

Ｍ 中　 ６~２０ Ｃ 孔隙周围

Ｃ 大　 ≥２０ Ｄ 根系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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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５　 胶膜描述

丰度 组成物质

编码 描述 面积占比 / ％ 编码 描述

Ｎ 无 ０

Ｖ 很少 <２

Ｆ 少 ２~５

Ｃ 中 ５~１５

Ｍ 多 １５~４０

Ａ 很多 ４０~８０

Ｄ 极多 ≥８０

位置

编码 　 描述

Ｐ 结构面

ＰＶ 垂直结构面

ＰＨ 水平结构面

ＣＦ 粗碎块

ＬＡ 薄片层

ＶＯ 孔隙

ＮＳ 无一定位置

Ｃ 黏粒

ＣＳ 黏粒－铁锰氧化物

Ｈ 腐殖质 (有机质)

ＣＨ 黏粒－腐殖质

ＦＭ 铁锰氧化物

ＳＩＬ 粉砂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与土壤基质对比度①

编码 　 　 　 　 描述

Ｆ 模糊

Ｄ 明显

Ｐ 显著

　 　 注: ①模糊: 只有用 １０ 倍的放大镜才能在近处的少数部位看到ꎬ 与周围物质差异很小ꎻ 明显: 不用放大镜即可

看到ꎬ 与相邻物质在颜色、 质地和其他性质上有明显差异ꎻ 显著: 胶膜与结构体内部颜色有十分明显的差异ꎮ

图 １０　 新生体———黏粒胶膜 (左)、 铁锰胶膜 (中、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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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新生体———铁锰结核 (左)、 砂姜 (碳酸钙结核ꎬ 中)、 铁管 (右)

表 ２６　 矿质瘤状结核描述

丰度 形状

编码 描述 体积占比 / ％ 编码 描述

Ｎ 无 ０
Ｖ 很少 <２
Ｆ 少 ２~５
Ｃ 中 ５~１５
Ｍ 多 １５~４０
Ａ 很多 ４０~８０
Ｄ 极多 ≥８０

种类
编码 描述
Ｔ 晶体
Ｃ 结核
Ｓ 软质分凝物
Ｂ 假菌丝体
Ｌ 石灰膜
Ｎ 瘤状物
Ｒ 残留岩屑

大小
编码 描述 直径 / ｍｍ
Ｖ 很小 <２
Ｆ 小 ２~６
Ｍ 中 ６~２０
Ｃ 大 ≥２０

Ｒ 球形
Ｅ 管状
Ｆ 扁平
Ｉ 不规则
Ａ 角块
Ｐ 粉状

硬度
编码 描述
Ｈ 用小刀难以破开
Ｓ 用小刀易于破开
Ｂ 硬软兼有
Ｐ 软

组成物质
编码 描述
ＣＡ 碳酸钙 (镁)
Ｑ 二氧化硅
ＦＭ 铁锰氧化物
ＧＹ 石膏
ＳＳ 易溶盐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表 ２７　 磐层胶结与紧实状况描述

指标 编码 描述 指标 编码 描述

胶结程度

成因　 　

Ｎ 无

Ｙ 紧实但非胶结

Ｗ 弱胶结

Ｍ 中胶结

Ｃ 强胶结

ＮＡ 自然形成

ＭＭ 机械压实

ＡＰ 耕犁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胶结物质

Ｋ 碳酸盐

Ｑ 二氧化硅

ＫＱ 碳酸盐－二氧化硅

Ｆ 铁氧化物

ＦＭ 铁锰氧化物

ＦＯ 铁锰氧化物－有机质

ＧＹ 石膏

Ｃ 黏粒

ＣＳ 黏粒－铁锰氧化物

(１０) 滑擦面ꎬ 指砂姜黑土 (变性土) 由于 ２１ 胀缩型黏粒矿物含量高ꎬ 表下层土壤受挤压相

对移动过程中由黏粒致密排列而形成的磨光面 (不是黏粒胶膜) (表 ２８、 图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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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８　 滑擦面描述

编码 描述 面积占比 / ％ 编码 描述 面积占比 / ％

Ｎ 无 ０ Ｍ 多 １５~５０

Ｖ 少 <５ Ａ 　 很多 ≥５０

Ｃ 中 ５~１５

图 １２　 滑擦面示例

(１１) 侵入体ꎬ 一般描述和记录侵入体类型和丰度 (表 ２９)ꎮ

表 ２９　 土壤侵入体描述

组成物质 丰度

编码 类型 编码 描述 体积占比 / ％

ＣＨ 草木炭 Ｎ 无 ０
ＣＦ 陶瓷碎片 Ｖ 很少 <２
ＩＤ 工业粉尘 Ｆ 少 ２~５
ＰＳ 砖、 瓦、 水泥、 钢筋等建筑物碎屑 Ｃ 中 ５~１５
ＢＦ 贝壳 Ｍ 多 ≥１５
ＣＣ 煤渣

ＷＬ 废弃液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１２) 土壤动物ꎬ 在描述中ꎬ 除了描述和记录土壤动物的类型和丰度 (表 ３０)ꎬ 同时更要注重观

察和描述土壤动物活动对土壤性状、 土壤利用的影响ꎬ 如动物孔穴、 蚯蚓粪等数量对根系、 适耕性产

生的影响ꎮ

表 ３０　 土壤动物描述

种类 丰度

编码 类型 编码 描述 动物个数

ＥＷ 蚯蚓 Ｎ 无 ０
ＡＴ 蚂蚁 /白蚁 Ｆ 少 <２
ＦＭ 田鼠 Ｃ 中 ３~１０
ＢＴ 甲虫 Ｍ 多 ≥１０
ＯＴ 其他 (需注明)

　 　 注: 如观察到动物粪便ꎬ 其丰度描述由观察者决定ꎬ 编码和描述同动物个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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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野外速测特征ꎬ 石灰反应 (盐酸泡沫反应) 测定石灰性土壤中的碳酸盐含量ꎬ 用 １０％稀盐

酸滴定ꎮ 亚铁反应适用于可能具有潜育化过程或特征的土壤类型ꎬ 野外鉴定还原性土壤中的 Ｆｅ２＋ꎬ 加

入邻菲咯啉试剂ꎬ 形成橘红色配合物ꎮ 土壤碱化反应判别碱化土壤ꎬ 用酚酞指示剂测定ꎮ 土壤酸碱反

应可利用混合指示剂比色法速测土壤酸碱度 (表 ３１)ꎮ

表 ３１　 土壤简易化学反应描述

项目 编码 描述 等级 项目 编码 描述 等级

石灰
反应

Ｎ 无气泡 无 ( / )

ＳＬ 有微小气泡ꎬ 但
听不到声音

轻度石灰性
(＋)

ＭＯ 有明显气泡ꎬ 有
微弱声音

中度石灰性
(＋＋)

ＳＴ 气泡 发 生 激 烈ꎬ
并能听到声音

强石灰性
(＋＋＋)

ＥＸ 气泡发生剧烈ꎬ 并
能听到明显声音

极强石灰性
(＋＋＋＋)

土壤
碱化
反应

Ｎ 无色 无 ( / )

ＳＬ 淡红色
轻度碱化
(＋)

ＭＯ 红色
中度碱化
(＋＋)

ＳＴ 紫红色
强度碱化
(＋＋＋)

亚铁
反应

Ｎ 无色 无 ( / )

ＳＬ 微红色或微蓝色 轻度 (＋)

ＭＯ 红色或蓝色 中度 (＋＋)

ＳＴ 深红色或深蓝色 强度 (＋＋＋)

土壤
酸碱
反应

Ｃ ｐＨ<６ ５ 酸性

ＮＥ ｐＨ ６ ５~７ ５ 中性

ＡＬ ｐＨ>７ ５ 碱性

８ ３ ２　 土体性状

(１) 有效土层厚度ꎬ 观察并记录有效土层厚度ꎮ 单位: ｃｍꎮ
(２) 土体厚度ꎬ 观察并记录土体厚度ꎬ 单位: ｃｍꎮ 土体厚度超过 １２０ ｃｍ 时ꎬ 记录到剖面挖掘的

１２０ ｃｍ 深度ꎬ 或者记录野外实际观测深度ꎮ
８ ３ ３　 地下水出现的深度

挖掘剖面时ꎬ 观察并记录地下水出现的深度ꎬ 单位: ｃｍꎮ 挖掘剖面时ꎬ 若观察到地下水出现ꎬ
地下水深度描述为地下水实际出现时的深度ꎬ 如 ６０ ｃｍꎻ 若未观察到地下水出现ꎬ 地下水深度描述为

大于剖面挖掘的深度ꎬ 如大于 １５０ ｃｍꎮ
８ ３ ４　 土壤类型野外判断

本次土壤普查采用中国土壤地理发生分类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两套分类体系并行的方式ꎬ 外业调

查时需判定剖面样点土壤类型ꎮ
中国土壤地理发生分类依据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暂行土壤分类系统 (试行) »ꎬ 鉴定到土种级

别 (森林土壤可根据实际调查情况ꎬ 到土属级别)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依据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第三版) »ꎬ 检索到亚类级别ꎮ

８ ３ ５　 土壤剖面野外评述

对土壤剖面形态学特征、 成土环境等观察与描述后ꎬ 应对所观察的剖面进行综合评述ꎬ 主要内容

分为针对土壤剖面形态的发生学解释与土壤生产性能评述等ꎮ
(１) 土壤剖面形态的发生学解释ꎬ 也就是针对土壤剖面的形态学特征ꎬ 分析其与成土环境条件、

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ꎮ 例如ꎬ 剖面中出现铁锈斑纹新生体ꎬ 说明剖面中具有 (或曾经有) 水分上下

运动的过程ꎬ 从而出现了氧化还原交替ꎮ 对于某些野外难以理解的特征ꎬ 应标注现象、 特征与疑问ꎬ
以便在室内进一步分析时再做判定ꎬ 并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进行专家远程咨询ꎮ

(２) 土壤生产性能评述包括记录和评价土壤适耕性、 障碍因素与障碍层次、 土壤生产力水平及

土宜情况ꎬ 提出土壤利用、 改良、 修复等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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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剖面土壤样品采集

８ ４ １　 土壤发生层样品采集

按照剖面发生层顺序ꎬ 自下而上取样ꎮ
每个发生层内部ꎬ 在水平方向上均匀布设几个采样条带ꎬ 在垂直方向上每个采样条带需全层

采样ꎮ
使用竹木质、 塑料质、 不锈钢质等工具采集土壤样品ꎮ
剔除明显可见的根系等ꎮ
每个发生层采集以风干重计的土壤样品不少于 ３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５ ｋｇ)ꎻ 设为检测平行样的样

点ꎬ 土壤剖面 Ａ 层 (第一个发生层) 以风干重计的土壤样品不少于 ５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８ ｋｇ)ꎬ 以其

他发生层采集以风干重计的土壤样品不少于 ３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５ ｋｇ)ꎮ
针对含砾石的剖面土壤采样时ꎬ 野外需使用 ５ ｍｍ 孔径的尼龙筛分离较大砾石ꎬ 野外称量并记录

较大砾石的重量 (ｇ)ꎬ 将过筛后的细土样品 (粒径小于 ２ ｍｍ) 和较小砾石 (粒径 ２~５ ｍｍ) 全部装

入样品袋ꎬ 舍弃较大砾石ꎮ 待样品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风干后ꎬ 称重并记录全部细土和较小砾石样

品重量 (ｇ)ꎬ 按土壤样品制备要求ꎬ 均匀分出需要过孔径 ２ ｍｍ 尼龙筛的样品ꎬ 称量并记录过筛样品

重量 (ｇ)、 过筛后细土重量 (ｇ)、 过筛后较小砾石重量 (ｇ)ꎮ 其余风干样品不需研磨和过 ２ ｍｍ 筛ꎬ
留作土壤样品库样品ꎮ

针对含砾石的剖面土壤样品ꎬ 野外在样品过 ５ ｍｍ 孔径尼龙筛之前ꎬ 不可舍弃细土样品和砾石ꎮ
采集的小于 ２ ｍｍ 粒径的细土样品重量以风干重计需不少于 ３ ｋｇꎻ 若设置为检测平行样ꎬ 以风干重计

需不少于 ５ ｋｇꎮ
当土壤发生层中砾石体积占比超过 ７５％时ꎬ 不采集土壤样品ꎮ

８ ４ ２　 土壤发生层容重样品采集

用不锈钢环刀 (统一用 １００ ｃｍ３体积的环刀) 采集剖面土壤容重样品ꎮ 具体操作如下ꎮ
(１) 每个发生层均采集 ３ 个容重平行样品ꎮ
(２) 每个发生层的 ３ 个容重平行样的采样位置在该发生层内垂直方向上均匀分布ꎮ 若发生层较

薄ꎬ 需在发生层内水平方向上均匀分布ꎮ
(３) 针对 Ａ 层ꎬ 可垂直于观察面横向打入环刀ꎬ 也可垂直于地表纵向打入环刀ꎻ 针对 Ａ 层之下

的其他层次ꎬ 垂直于观察面横向打入环刀ꎮ
(４) 针对含砾石的土壤ꎬ 当土体内砾石丰度不超过 ２０％时ꎬ 需采集容重样品ꎻ 当土体内砾石丰

度超过 ２０％时ꎬ 不采集容重样品ꎮ
(５) 采集过程中ꎬ 不可压实环刀内的土壤样品ꎬ 也不可松动环刀内的土壤样品ꎮ 削平环刀两端

的土壤面后ꎬ 要求环刀内的土壤样品处于原始结构状态ꎬ 并充满整个环刀ꎮ
(６) 把容重样品从环刀中取出ꎬ 装入塑料自封袋ꎮ 每个容重样品ꎬ 均单独标记入袋ꎮ

８ ４ ３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采集耕地和园地样点土壤剖面 Ａ 层 (第一个发生层) 的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ꎬ 以风干重计

的采样量不少于 ２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３ ５ ｋｇ)ꎻ 设为检测平行样的样点ꎬ 以风干重计的采样量不少于

４ ｋｇ (建议采集鲜样 ７ ｋｇ)ꎬ 平均分装成两份ꎬ 每份 ２ ｋｇꎮ 采集的原状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需置

于不易变形的容器 (硬质塑料盒、 广口塑料瓶等) 内保存和运输ꎮ 林地和草地剖面样点不采集土壤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ꎮ
８ ４ ４　 纸盒土壤标本采集

剖面样点中属于国家整段土壤标本采集点的ꎬ 采集纸盒土壤标本一式四份 (其中ꎬ 国家 ３ 份、
省级 １ 份)ꎬ 其他剖面样点采集纸盒土壤标本 １ 份ꎮ

(１) 位置选择ꎬ 按发生层分别选择代表该层特征的部位ꎮ 若某层具有明显不均质的形态特征时ꎬ
则需同时选择该层具有不同形态特征的部位ꎮ 若某发生层较厚时ꎬ 可在该层垂向上ꎬ 按性状分异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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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２ 个部位ꎬ 占用 ２ 个纸盒格子ꎮ 若出现基岩ꎬ 应采集岩石样本放入纸盒最后一格ꎮ
(２) 标本采集ꎬ 在选定的部位上按格子大小划出轮廓ꎬ 削去周围土壤ꎬ 挖出土块ꎮ
用小刀切去大于盒中格子体积的土壤ꎬ 剪除露出的根系ꎬ 放入盒中的格子内ꎬ 土块应尽量填满盒

中的格子ꎬ 剥离出自然结构面ꎬ 并与盒中格子的边沿基本齐平ꎮ
纸盒内土块上下方向应与剖面保持一致ꎬ 土块的展示面与剖面观察面一致ꎮ
在盒中格子的侧面注明相应的土壤发生层的层次上下界深度ꎬ 盒盖上应清晰工整填写样点编号、

地点、 经纬度、 土壤发生分类和系统分类名称、 海拔、 地形、 母质、 植被、 土层符号、 土层深度、 采

集人及单位、 采集日期等信息ꎻ 纸盒底部外侧利用黑色记号笔清晰工整地标记样点编号ꎮ
８ ４ ５　 整段土壤标本采集

挖土壤剖面ꎬ 用锨、 锹、 镐、 铲等工具在确定的位置挖土坑ꎬ 为便于实地操作ꎬ 所挖的土坑尺度

应比标准剖面稍大ꎮ
修整剖面ꎬ 先用平头铲将剖面表面略微修平ꎬ 再用木条尺在表面反复摩擦ꎮ 有尺痕处即为凸面ꎬ

应用油灰刀铲去ꎬ 如此反复ꎬ 直至剖面表面修平ꎮ
修切土柱ꎬ 用剖面刀在剖面上划出土柱尺寸ꎬ 用刀切去线外多余土壤ꎬ 整修出与木盒内部尺寸相

同的长方形土柱ꎮ 在铲挖土柱 ２ 个侧面时ꎬ 要用木条尺反复摩擦ꎬ 多次修正ꎬ 直至侧面光滑平整ꎮ
框套土柱ꎬ 将土柱底部挖空ꎬ 将木框架套入ꎬ 用大剖面刀削平土柱ꎬ 盖上后盖并用螺钉固定ꎮ 同

时用一棍杖等物品顶住木盒ꎬ 使勿倾倒ꎮ
分离土柱ꎬ 自上而下小心在木盒两侧将土柱切出ꎬ 可以用手锯将土柱从背面锯断ꎮ 遇到植物根系

可用修枝剪去除ꎮ 当上部的部分土柱与坑壁分离后ꎬ 即用约 １０ ｃｍ 宽的布带绕捆木盒和土柱ꎬ 以防土

柱倒塌ꎮ 当绕捆至土柱大半时ꎬ 插入铲子或撬棒等ꎬ 将土柱向后倾倒ꎬ 抬出土坑ꎬ 平放地面ꎮ
封装与运输ꎬ 解开布带ꎬ 去除表面多余土壤ꎮ 铺上塑料薄膜并将面板盖上ꎬ 用螺钉固定ꎮ 在木盒

上写明样点编号后ꎬ 用大块泡沫 “布” 等包裹木盒ꎮ 外面用宽布带捆牢ꎬ 即可运输至室内制作ꎮ
注意上述方法在采集多砾石、 疏松或湿土时需要小心谨慎操作ꎮ
剖面样点中属于国家整段土壤标本采集任务点位的ꎬ 应同时采集国家整段土壤标本ꎬ 一式三份ꎮ

８ ４ ６　 剖面样点地下水与灌溉水样品采集

盐碱地普查和盐碱土调查区ꎬ 需要采集剖面样点的浅层地下水及地表灌溉水样品ꎮ 地下水和灌溉

水样品各采集 １ Ｌꎬ 盛装于塑料瓶中ꎮ 一般应采集清澈的水样ꎮ 取样前ꎬ 应先用采集的水样荡洗塑料

瓶ꎮ 取样后ꎬ 立即将塑料瓶盖紧、 密封ꎬ 写明样点编号、 取样日期和时间、 水样类型ꎮ 水样运输过程

需低温 (４ ℃) 保存ꎮ 确保采样、 保存、 运输等过程中ꎬ 水样不被污染ꎮ
８ ４ ７　 剖面土壤样品包装

剖面土壤样品一般可直接装入布袋ꎬ 含盐量高和渍水样品需先装入塑料自封袋再外套布袋ꎻ 土壤

容重样品可装入塑料自封袋中ꎻ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需装入固定体积的容器中ꎮ 统一印制或现场

打印样品标签ꎬ 一式两份ꎬ 附带样品编码、 二维码、 采样日期等基本信息ꎮ 样品包装内外各一份样品

标签ꎮ 对于剖面土壤发生层样品ꎬ 一份标签可贴在样品袋口的硬质塑料基底上ꎬ 另一份标签先置入微

型塑料自封袋中ꎬ 再装入样品袋内ꎮ 对于剖面土壤容重样品或剖面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ꎬ 一份标

签直接贴在塑料自封袋或塑料瓶 (盒) 的外部ꎬ 另一份标签先置入微型塑料自封袋中ꎬ 再装入容

器内ꎮ
纸盒土壤标本盖上盒盖后ꎬ 用橡皮筋捆绑ꎬ 以防盒子松散、 标本混撒ꎮ 纸盒土壤标本正面朝上ꎬ

单独妥善存放于纸箱或塑料箱等容器内ꎬ 避免运输过程中造成标本损坏ꎮ
剖面土壤标本使用长方体木盒封装ꎮ

８ ４ ８　 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照片采集

需要拍摄的照片类型除景观照和剖面照外ꎬ 还包括如下类型ꎮ
(１) 技术领队现场工作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拍摄技术领队现场工作正面照ꎬ 照片中含采样工具ꎮ
(２) 剖面坑场景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照片应清晰完整地展示挖掘完毕的剖面坑、 修整好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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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以及挖出的堆放在剖面坑两侧的土ꎮ
(３) 土壤容重样品采集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首先将不锈钢环刀打到位ꎬ 且还未从土壤中挖出环

刀ꎬ 此时把环刀托取下ꎬ 拍摄环刀无刃口端的土壤面状态ꎮ
(４)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拍摄样品装入容器后的土壤样品状态ꎮ
(５) 纸盒土壤标本采集照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野外利用数码相机拍摄纸盒土壤标本采集后的照片ꎮ

拍照时ꎬ 取下纸盒顶盖ꎬ 展示出土壤标本ꎬ 并将顶盖与底盒并排摆放整齐ꎬ 纸盒顶盖完整标记样点编

号、 采样深度等全部信息ꎬ 将数码相机镜头垂直纸盒土壤标本进行拍摄ꎮ
(６) 整段土壤标本采集照ꎬ 适用于国家整段土壤标本采集的样点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野外利用数

码相机拍摄整段土壤标本采集后、 未安装上盖的照片ꎮ 照片内容应包含整段土壤标本的全貌、 样点编

号等信息ꎮ
(７) 剖面形态特征特写照ꎬ 适用于有明显的新生体、 结构体、 侵入体或土壤动物活动痕迹等的

剖面样点ꎬ 每个样点 １ 张ꎬ 野外利用数码相机拍摄ꎬ 且应摆放微型标尺ꎮ
(８) 剖面点所在景观位置断面图照片ꎬ 手绘出剖面点所在景观位置断面图ꎬ 拍照或扫描上传土

壤普查平台ꎮ 断面图应反映剖面点所在位置的景观特征 (地形、 土地利用、 母质等)、 断面方位、 水

平距离、 剖面点位置、 剖面编号等信息 (图 １３、 图 １４)ꎮ
(９) 其他照片ꎬ 外业调查队认为需要拍摄的其他照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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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丘陵区断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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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平原区断面图示例

８ ４ ９　 剖面土壤样品暂存与流转

土壤样品采集后应及时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ꎬ 采集后至流转前的暂存期间ꎬ 应妥善保存于室

内ꎮ 暂存样品的室内环境应通风良好、 整洁、 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ꎬ 并避免阳光直射ꎮ 装有土壤发生

层样品的布袋应单层摆放整齐ꎬ 使样品处于通风状态ꎬ 避免样品堆叠存放ꎬ 避免土壤霉变、 样品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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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污染及受外界污染等ꎮ 针对含水量高的土壤发生层样品ꎬ 外业调查队需先对样品进行风干处理再流

转ꎮ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在运输和暂存期间ꎬ 特别需要避免剧烈震动造成的土体机械性破碎ꎬ 特

别需要及时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ꎬ 以保持田间含水量状态ꎬ 避免原状土壤样品变干、 变硬和破碎ꎬ
导致制样困难和测定异常ꎻ 若不能及时流转ꎬ 外业调查队应及时与样品制备实验室对接ꎬ 外业调查队

在样品制备实验室确认样品状态合格后ꎬ 在其指导下进行风干处理ꎬ 再流转ꎮ
外业调查队采集纸盒土壤标本后ꎬ 于室内打开盒盖进行风干ꎮ 避免纸盒土壤标本霉变、 不同发生

层样品间的交叉污染、 不同纸盒标本间的交叉污染及外界环境的污染等ꎮ 若外业调查时未进行润态土

壤颜色比色ꎬ 外业调查队需利用纸盒土壤标本进行室内干态和润态比色ꎬ 补录、 上报颜色数据ꎮ 之

后ꎬ 将风干的纸盒土壤标本流转至省级土壤普查办指定的存储位置ꎬ 以便完成土壤类型室内鉴定ꎮ 最

后ꎬ 将纸盒土壤标本流转至国家土壤样品库和省级土壤样品库ꎮ
剖面样点中属于国家整段土壤标本采集任务点位的ꎬ 应同时采集国家整段土壤标本一式三份、 纸

盒土壤标本一式三份ꎬ 在标本采集后ꎬ 整段土壤标本无须加工制作ꎬ 纸盒土壤标本需经风干处理ꎬ 然

后即可通过公共物流渠道分别流转至 ３ 家国家土壤标本库建设单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全国农业展览馆)ꎮ 托运时ꎬ 每个整段土壤标本木盒先

用泡沫塑料包裹缠紧ꎬ 再打制木架或木盒盛装运输ꎬ 且务必附带标本采集所在剖面样点的编号及相关

信息ꎮ
盐碱地普查和盐碱土调查剖面样点的水样应及时流转至省级质控实验室ꎬ 暂存和流转过程中需低

温 (４ ℃) 保存ꎮ
按照耕地和园地剖面土壤样品、 林地和草地剖面土壤样品两大类别ꎬ 分类组批流转ꎮ

９　 外业调查与采样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的全流程包括内业筹备、 外业调查采样、 室内样品整理、 样品流转等环节ꎬ
涉及人员和部门多、 工作周期长、 任务量大、 需要相互配合的环节多ꎮ 因此ꎬ 需要做好各个关键环

节、 关键部门的精度核查和普查质量控制工作ꎬ 主要包括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家技术指导、 预设样

点定位与信息描述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质量控制、 样品暂存与流转质量控制、 调查数据提交质量控制

等 ５ 个方面ꎮ

9 1　 外业调查人员培训与专家技术指导

土壤普查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普查工作参与者能力的强弱ꎬ 尤其是一线调查人员的

专业知识素养与外业工作应变处置能力的水平ꎮ 在土壤三普试点以及全面普查铺开期间ꎬ 须对各省

(区、 市)、 各县 (市、 区) 土壤调查人员开展持续性、 系统性、 专业性的技术培训和考核ꎬ 提升一

线调查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ꎻ 国家级和省级专家技术指导组要认真组织开展在线和现场技术指

导ꎬ 确保外业调查采样有序推进ꎮ

9 2　 预设样点定位与信息描述质量控制

在前期样点校核基础上ꎬ 设定预布设样点电子围栏范围ꎬ 外业调查队依据局地代表性核查要求ꎬ
在电子围栏内选择代表性的采样中心点ꎮ 当预设样点未通过局地代表性核查时ꎬ 须按照要求进行样点

现场调整ꎮ 使用移动终端 Ａｐｐ 完成信息描述与记载工作ꎬ 完成所有填报数据检查ꎬ 如填写不合格ꎬ
不能完成数据提交ꎮ

9 3　 样品采集质量控制

地方土壤普查办和外业调查队对样品采集质量负责ꎮ 全国土壤普查办组织抽查土壤样品采集质

量ꎮ 加强内部和外部质量控制ꎬ 确保表层土壤混合样品、 剖面土壤发生层样品、 容重样品、 水稳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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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体样品、 整段土壤剖面标本、 纸盒土壤标本、 浅层地下水和地表灌溉水样品等采集符合普查相关

质量要求ꎮ

9 4　 样品暂存与流转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完成后ꎬ 应及时流转至样品制备实验室ꎮ 流转前的暂存期间ꎬ 确保土壤不损耗、 不污染

和不被破坏ꎮ 样品流转时ꎬ 务必做到 “样品有数、 无一遗漏、 责任到人、 遗失可查”ꎮ

9 5　 调查数据提交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队采用日结日清方式完成数据上报前的调查描述信息数据自查ꎬ 全国土壤普查办和地方

各级土壤普查办组织数据审核ꎬ 严控数据填报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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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样

点
所

在
地

块
的

承
包

经
营

者
耕

地
和

园
地

样
点

所
在

地
块

的
承

包
经

营
者

姓
名

、
手

机
号

和
身

份
证

号
县

级
一

线
质

控
人

员
每

个
样

点
的

县
级

一
线

质
控

人
员

姓
名

、
单

位
、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国
家

级
和

省
级

专
家

指
导

与
质

控
情

况

国
家

级
技

术
指

导
专

家
是

否
接

受
了

国
家

级
专

家
的

技
术

指
导

ꎬ
若

是
ꎬ

需
填

报
在

线
或

现
场

技
术

指
导

专
家

的
姓

名
、

单
位

、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ꎮ

特
别

说
明

ꎬ
有

国
家

级
整

段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任

务
的

剖
面

样
点

ꎬ
必

须
有

国
家

级
专

家
进

行
在

线
或

现
场

指
导

省
级

技
术

指
导

专
家

是
否

接
受

了
省

级
专

家
的

技
术

指
导

ꎬ
若

是
ꎬ

需
填

报
在

线
或

现
场

技
术

指
导

专
家

的
姓

名
、

单
位

、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国
家

级
现

场
质

控
专

家
是

否
属

于
国

家
级

现
场

质
控

样
点

ꎬ
若

是
ꎬ

需
填

报
国

家
级

现
场

抽
查

样
点

的
专

家
姓

名
、

单
位

、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省
级

现
场

质
控

专
家

是
否

属
于

省
级

现
场

质
控

样
点

ꎬ
若

是
ꎬ

需
填

报
省

级
现

场
抽

查
样

点
的

专
家

姓
名

、
单

位
、

手
机

号
、

身
份

证
号

土
壤

侵
蚀

侵
蚀

程
度

无
、

轻
、

中
、

强
、

剧
烈

侵
蚀

类
型

水
蚀

、
重

力
侵

蚀
、

风
蚀

、
冻

融
侵

蚀
、

水
蚀

与
风

蚀
复

合

基
岩

出
露

丰
度

无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间
距

很
远

、
远

、
中

、
较

近
、

近

地
表

砾
石

丰
度

无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大
小

细
砾

石
、

粗
砾

石
、

石
块

、
巨

砾

地
表

盐
斑

丰
度

无
、

低
、

中
、

高
、

极
高

厚
度

薄
、

中
、

厚
、

很
厚

地
表

裂
隙

丰
度

具
体

数
据

信
息

ꎬ
单

位
:

条
/ｍ

２

宽
度

很
细

、
细

、
中

、
宽

、
很

宽
土

壤
沙

化
未

沙
化

、
轻

度
沙

化
、

中
度

沙
化

、
重

度
沙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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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信
息

项
信

息
填

写
规

则
说

明

成
土

环
境

信
息

地
形

母
岩

母
质

植
被

大
地

形
山

地
、

丘
陵

、
平

原
、

高
原

、
盆

地

中
地

形
冲

积
平

原
、

海
岸

(海
积

)
平

原
、

湖
积

平
原

、
山

麓
平

原
、

洪
积

平
原

、
风

积
平

原
、

沙
地

、
三

角
洲

、
低

丘
、

高
丘

、
低

山
、

中
山

、
高

山
、

极
高

山
、

黄
土

高
原

小
地

形
河

间
地

、
沟

谷
地

(含
黄

土
川

地
)、

谷
底

、
干

/古
河

道
、

阶
地

、
泛

滥
平

原
、

洪
积

扇
、

冲
积

扇
、

溶
蚀

洼
地

、
洼

地
、

河
滩

/潮
滩

、
潟

湖
、

滩
脊

、
珊

瑚
礁

、
火

山
口

、
沙

丘
、

纵
向

沙
丘

、
沙

丘
间

洼
地

、
坡

(含
黄

土
梁

、
峁

)、
黄

土
塬

、
山

脊
、

其
他

(需
注

明
)

地
形

部
位

坡
顶

、
坡

上
、

坡
中

、
坡

下
、

坡
麓

(底
部

)、
高

阶
地

(洪
—

冲
积

平
原

)、
低

阶
地

(河
流

冲
积

平
原

)、
河

漫
滩

、
底

部
(排

水
线

)、
潮

上
带

、
潮

间
带

、
其

他
(需

注
明

)
坡

度
具

体
坡

度
(°

)
数

值
坡

形
凸

坡
、

凹
坡

、
直

坡
坡

向
无

、
东

、
东

南
、

南
、

西
南

、
西

、
西

北
、

北
、

东
北

母
岩

野
外

填
报

和
校

核

母
质

风
积

沙
、

原
生

黄
土

、
黄

土
状

物
质

(次
生

黄
土

)、
残

积
物

、
坡

残
积

物
、

坡
积

物
、

洪
积

物
、

冲
积

物
、

海
岸

沉
积

物
、

湖
泊

沉
积

物
、

河
流

沉
积

物
、

火
成

碎
屑

沉
积

物
、

冰
川

沉
积

物
(冰

碛
物

)、
冰

水
沉

积
物

、
有

机
沉

积
物

、
崩

积
物

、
(古

)
红

黏
土

、
其

他
(需

注
明

ꎬ
如

上
层

为
河

流
沉

积
物

ꎬ
下

层
为

湖
泊

沉
积

物
的

二
元

母
质

)

植
被

类
型

针
叶

林
、

针
阔

混
交

林
、

阔
叶

林
、

灌
丛

、
荒

漠
、

草
原

、
草

丛
、

草
甸

、
沼

泽
、

高
山

植
被

、
栽

培
植

被
、

无
植

被
地

段
植

物
优

势
种

自
然

植
被

填
乔

、
灌

、
草

的
优

势
种

ꎬ
耕

地
此

处
统

一
填

报
“农

作
物

”
植

被
覆

盖
度

植
被

总
覆

盖
度

及
乔

木
、

灌
木

、
草

木
植

被
分

项
覆

盖
度

(％
)

土
壤

利
用

信
息

　
　

土
地

利
用

农
田

建
设

类
型

现
状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类

的
二

级
类

名
称

类
型

变
更

调
查

２０
００

年
至

今
ꎬ

是
否

存
在

土
地

利
用

变
更

ꎮ
若

存
在

土
地

利
用

变
更

ꎬ
填

报
模

式
:

２０
００

年
及

对
应

的
二

级
类

ꎻ
变

更
年

份
及

对
应

的
二

级
类

ꎻ
调

查
年

份
及

对
应

的
二

级
类

ꎮ
示

例
:

２０
００

年
ꎬ

旱
地

ꎻ
２０

０８
年

ꎬ
水

田
ꎻ

２０
１９

年
ꎬ

水
浇

地
(蔬

菜
地

)ꎻ
２０

２３
年

ꎬ
水

浇
地

(蔬
菜

地
)

蔬
菜

种
植

设
施

农
业

类
型

露
天

蔬
菜

地
、

塑
料

大
棚

、
日

光
温

室
、

玻
璃

温
室

、
其

他
(需

注
明

)
蔬

菜
种

植
年

限
连

续
种

植
蔬

菜
的

年
限

ꎬ
单

位
:

年
特

色
农

产
品

样
点

所
在

地
块

的
农

产
品

是
否

属
于

全
国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登

记
产

品
高

标
准

农
田

是
否

是
高

标
准

农
田

灌
溉

条
件

灌
溉

保
证

率
指

预
期

灌
溉

用
水

量
在

多
年

灌
溉

中
能

够
得

到
充

分
满

足
的

年
数

出
现

的
概

率
ꎬ

用
百

分
率

(％
)

表
示

灌
溉

设
施

配
套

类
型

未
配

套
、

局
部

配
套

、
配

套
完

善
ꎮ

若
有

配
套

设
施

ꎬ
还

需
填

报
灌

溉
方

式
ꎬ

包
括

不
灌

溉
、

土
渠

输
水

地
面

灌
溉

、
渠

道
防

渗
输

水
灌

溉
、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中
的

滴
灌

(微
喷

灌
、

喷
灌

)、
其

他
(需

注
明

)
排

水
条

件
充

分
满

足
、

满
足

、
基

本
满

足
、

不
满

足

道
路

工
程

田
间

道
路

类
型

机
耕

路
(３

~６
ｍ
)、

生
产

路
(<

３
ｍ
)

路
面

类
型

水
泥

路
、

碎
石

路
、

三
合

土
路

、
土

路
、

其
他

(需
注

明
)

梯
田

建
设

是
否

是
梯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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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信
息

项
信

息
填

写
规

则
说

明

土
壤

利
用

信
息

　
　

耕
地

利
用

熟
制

类
型

一
年

一
熟

、
两

年
三

熟
、

一
年

两
熟

、
一

年
三

熟
ꎮ

蔬
菜

地
和

临
时

药
材

种
植

地
等

按
当

地
粮

食
作

物
熟

制
填

报

休
耕

与
撂

荒

休
耕

撂
荒

类
型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近
５
个

熟
制

年
度

的
休

耕
情

况
ꎮ

无
、

季
节

性
休

耕
、

全
年

休
耕

频
次

近
５
年

休
耕

的
累

计
频

次
(如

一
年

两
熟

且
全

年
休

耕
ꎬ

则
该

年
度

休
耕

频
次

为
２)

类
型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近
５
个

熟
制

年
度

的
撂

荒
情

况
ꎮ

无
、

季
节

性
撂

荒
、

全
年

撂
荒

频
次

近
５
年

撂
荒

的
累

计
频

次
(如

一
年

两
熟

且
全

年
撂

荒
ꎬ

则
该

年
度

撂
荒

频
次

为
２)

轮
作

制
度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近
５
个

熟
制

年
度

的
主

要
轮

作
作

物
ꎬ

按
自

然
年

内
或

年
际

作
物

的
收

获
时

序
进

行
填

报
ꎬ

分
为

第
一

季
、

第
二

季
、

第
三

季
收

获
作

物
类

型
ꎮ

蔬
菜

收
获

超
过

三
季

的
按

三
季

填
写

轮
作

制
度

变
更

近
５
个

熟
制

年
度

内
(针

对
二

年
三

熟
、

一
年

两
熟

、
一

年
三

熟
)

或
年

际
间

(针
对

一
年

一
熟

)
是

否
存

在
轮

作
制

度
变

更
ꎬ

如
果

有
ꎬ

以
上

述
轮

作
制

度
为

基
准

ꎬ
填

报
次

要
轮

作
作

物

水
田

稻
渔

种
养

结
合

针
对

水
田

样
点

ꎬ
调

查
近

１
个

熟
制

年
度

内
是

否
存

在
稻

渔
共

作
ꎮ

若
存

在
稻

渔
共

作
ꎬ

需
调

查
稻

渔
共

作
制

度
类

型
ꎬ

分
为

稻
－ 虾

共
作

、
稻

－ 鱼
蟹

共
作

、
其

他
(需

注
明

)ꎻ
估

算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内

围
沟

和
十

字
沟

的
宽

度
和

深
度

(单
位

:
ｃｍ

)、
水

面
占

田
块

面
积

的
比

例
(单

位
:
％

)

当
季

作
物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采
样

时
的

当
季

作
物

类
型

(指
待

收
获

或
刚

收
获

的
)ꎮ

针
对

套
种

和
间

种
等

情
况

ꎬ
需

分
别

记
录

作
物

类
型

ꎮ
注

意
:

中
药

材
要

细
化

到
品

种
ꎬ

如
黄

芪
ꎻ

特
色

农
产

品
要

填
报

作
物

类
型

产
量

水
平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近
１
个

熟
制

年
度

作
物

产
量

ꎮ
分

季
分

作
物

填
报

全
年

的
作

物
产

量
ꎮ

单
位

:
ｋｇ

/亩
ꎮ

需
记

录
作

物
产

量
的

计
产

形
式

ꎬ
如

棉
花

的
籽

棉
重

ꎮ
针

对
套

种
和

间
种

等
情

况
ꎬ

需
分

别
记

录
作

物
的

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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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信
息

项
信

息
填

写
规

则
说

明

土
壤

利
用

信
息

耕
地

利
用

施 肥 管 理

施
肥

量
(

针
对

套
种

和
间

种
等

情
况

ꎬ
需

分
别

记
录

不
同

作
物

的
肥

料
用

量
、

肥
料

施
用

方
式

等
)

施
肥

方
式

秸
秆

还
田

少
耕

免
耕

绿
肥

种
植

化
学

氮
肥

氮
肥

种
类

尿
素

、
碳

酸
氢

铵
、

硫
酸

铵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缓
控

释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氮
肥

总
用

量
(Ｎ

)
单

位
:

ｋｇ
/亩

基
肥

和
追

肥
比

例
基

肥
占

比
、

追
肥

占
比

ꎬ
单

位
:
％

化
学

磷
肥

磷
肥

种
类

磷
酸

一
铵

、
磷

酸
二

铵
、

过
磷

酸
钙

、
钙

镁
磷

肥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磷
肥

总
用

量
(Ｐ

２Ｏ
５)

单
位

:
ｋｇ

/亩

基
肥

和
追

肥
比

例
基

肥
占

比
、

追
肥

占
比

ꎬ
单

位
:
％

化
学

钾
肥

钾
肥

种
类

氯
化

钾
、

硫
酸

钾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钾

肥
总

用
量

(Ｋ
２Ｏ

)
单

位
:

ｋｇ
/亩

基
肥

和
追

肥
比

例
基

肥
占

比
、

追
肥

占
比

ꎬ
单

位
:
％

商
品

有
机

肥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有

机
肥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有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ꎮ

针
对

套
种

和
间

种
等

情
况

ꎬ
需

分
别

记
录

不
同

作
物

的
施

肥
情

况
ꎮ

有
机

质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有
机

质
用

量
单

位
:

ｋｇ
/亩

土
杂

肥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用

量
体

积
ꎬ

单
位

:
ｍ

３
/亩

厩
肥

实
物

用
量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用
量

体
积

ꎬ
单

位
:

ｍ
３
/亩

沟
施

、
穴

施
、

撒
施

、
水

肥
一

体
化

、
其

他
(需

注
明

)

还
田

比
例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近
１
个

熟
制

年
度

内
秸

秆
还

田
情

况
ꎮ

还
田

比
例

分
为

无
(<

１０
％

)、
少

量
(１

０％
~
４０

％
)、

中
量

(４
０％

~７
０％

)、
大

量
(>

７０
％

)ꎮ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还
田

方
式

留
高

茬
还

田
、

粉
碎

翻
压

还
田

、
地

面
覆

盖
还

田
、

堆
腐

还
田

、
其

他
(需

注
明

)
还

田
年

限
近

１０
年

实
施

秸
秆

还
田

的
年

数
少

耕
近

５
年

实
施

少
耕

的
季

数
之

和
免

耕
近

５
年

实
施

免
耕

的
季

数
之

和

绿
肥

品
种

豆
科

绿
肥

:
紫

云
英

、
草

木
樨

、
苜

蓿
、

苕
子

、
田

菁
、

箭
筈

豌
豆

、
蚕

豆
、

柱
花

草
、

车
轴

草
、

紫
穗

槐
、

其
他

(需
注

明
)ꎻ

非
豆

科
绿

肥
:

肥
田

萝
卜

、
油

菜
、

金
光

菊
、

二
月

兰
、

其
他

(需
注

明
)ꎬ

若
种

植
的

苜
蓿

等
作

物
是

用
作

牧
草

ꎬ
则

不
属

于
绿

肥

种
植

季
节

夏
季

绿
肥

、
冬

季
绿

肥
、

多
年

生
绿

肥
、

其
他

绿
肥

(需
注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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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信
息

项
信

息
填

写
规

则
说

明

土
壤

利
用

信
息

园
地

利
用

作
物

类
型

具
体

作
物

类
型

ꎬ
如

茶
树

、
柑

橘
树

等
ꎮ

针
对

果
园

套
种

农
作

物
等

情
况

ꎬ
需

填
报

农
作

物
类

型

林
龄

作
物

生
长

年
龄

ꎬ
单

位
:

年

产
量

水
平

样
点

所
在

田
块

全
年

作
物

产
量

ꎮ
单

位
:

ｋｇ
/亩

ꎮ
野

外
需

记
录

茶
园

、
枣

园
、

苹
果

园
等

样
点

作
物

产
量

的
计

产
形

式
ꎬ

如
干

毛
茶

、
干

果
、

鲜
果

ꎮ
针

对
果

园
套

种
、

间
种

农
作

物
等

情
况

ꎬ
需

填
报

近
１
年

的
农

作
物

产
量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施 肥 管 理

施
肥

量
(
针

对
园

地
套

种
和

间
种

农
作

物
等

情
况

ꎬ
需

分
别

记
录

不
同

作
物

的
施

肥
情

况
)

化
学

氮
肥

氮
肥

种
类

尿
素

、
碳

酸
氢

铵
、

硫
酸

铵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缓
控

释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氮
肥

总
用

量
(Ｎ

)
单

位
:

ｋｇ
/亩

化
学

磷
肥

磷
肥

种
类

磷
酸

一
铵

、
磷

酸
二

铵
、

过
磷

酸
钙

、
钙

镁
磷

肥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磷
肥

总
用

量
(Ｐ

２Ｏ
５)

单
位

:
ｋｇ

/亩

化
学

钾
肥

钾
肥

种
类

氯
化

钾
、

硫
酸

钾
、

三
元

复
合

(混
)

肥
、

其
他

(需
注

明
)

实
物

用
量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化

学
肥

料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无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效

养
分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钾
肥

总
用

量
(Ｋ

２Ｏ
)

单
位

:
ｋｇ

/亩

商
品

有
机

肥

实
物

用
量

全
年

实
物

用
量

ꎮ
有

机
肥

、
有

机
－ 无

机
复

混
肥

中
的

有
机

肥
部

分
ꎬ

单
位

:
ｋｇ

/亩

有
机

质
含

量
百

分
比

ꎬ
单

位
:％

有
机

质
用

量
单

位
:

ｋｇ
/亩

土
杂

肥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用

量
体

积
ꎬ

单
位

:
ｍ

３
/亩

厩
肥

分
季

、
分

作
物

填
报

用
量

体
积

ꎬ
单

位
:

ｍ
３
/亩

施
肥

方
式

沟
施

、
穴

施
、

撒
施

、
水

肥
一

体
化

、
其

他
(需

注
明

)

绿
肥

种
植

绿
肥

品
种

豆
科

绿
肥

:
紫

云
英

、
草

木
樨

、
苜

蓿
、

苕
子

、
田

菁
、

箭
筈

豌
豆

、
蚕

豆
、

柱
花

草
、

车
轴

草
、

紫
穗

槐
、

其
他

(需
注

明
)ꎻ

非
豆

科
绿

肥
:

肥
田

萝
卜

、
油

菜
、

金
光

菊
、

二
月

兰
、

其
他

(需
注

明
)

种
植

季
节

夏
季

绿
肥

、
冬

季
绿

肥
、

多
年

生
绿

肥
、

其
他

绿
肥

(需
注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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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信
息

项
信

息
填

写
规

则
说

明

土
壤

利
用

信
息

林
草

地
利

用

林
地

类
型

生
态

公
益

林
:

防
护

林
、

特
种

用
途

林
ꎻ

商
品

林
:

用
材

林
、

经
济

林
和

能
源

林
ꎮ

针
对

林
地

套
种

、
间

种
农

作
物

等
情

况
ꎬ

需
记

录
农

作
物

类
型

林
地

林
龄

林
地

乔
木

生
长

年
龄

ꎮ
单

位
:

年

林
农

套
作

和
间

作
管

理
针

对
林

地
套

种
、

间
种

农
作

物
等

情
况

ꎬ
按

照
耕

地
施

肥
管

理
和

产
量

水
平

填
报

方
式

ꎬ
记

录
近

１
个

熟
制

年
度

农
作

物
施

肥
和

产
量

情
况

ꎮ

草
地

类
型

天
然

草
地

:
温

性
草

原
类

、
高

寒
草

原
类

、
温

性
荒

漠
类

、
高

寒
荒

漠
类

、
暖

性
灌

草
丛

类
、

热
性

灌
草

丛
类

、
低

地
草

甸
类

、
山

地
草

甸
类

、
高

寒
草

甸
类

ꎻ
人

工
草

地
:

改
良

草
地

、
栽

培
草

地

表
层

土
壤

调
查

与
采

样
混

样
点

个
数

单
位

:
个

表
层

土
壤

样
点

耕
作

层
厚

度
单

位
:

ｃｍ

含
砾

石
表

层
土

壤
混

合
样

品
采

集

砾
石

丰
度

指
野

外
估

测
的

表
层

土
壤

内
所

有
砾

石
体

积
占

整
个

表
层

土
壤

体
积

的
百

分
比

ꎮ
单

位
:
％

砾
石

重
量

指
野

外
分

离
的

粒
径

大
于

５
ｍ
ｍ

的
砾

石
重

量
ꎮ

单
位

:
ｇ

表
层

土
壤

调
查

与
采

样
照

片
采

集

景
观

照
(表

层
和

剖
面

调
查

ꎬ
都

需
要

)
每

个
样

点
４
张

ꎬ
拍

摄
者

应
在

采
样

点
或

剖
面

附
近

ꎬ
拍

摄
东

、
南

、
西

、
北

４
个

方
向

的
景

观
照

片
ꎮ

为
保

证
照

片
视

觉
效

果
ꎬ

取
景

框
下

沿
要

接
近

但
避

开
取

土
坑

ꎮ
景

观
照

片
应

着
重

体
现

样
点

地
形

地
貌

、
植

被
景

观
、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
地

表
特

征
、

农
田

设
施

等
特

征
ꎬ

要
融

合
远

景
、

近
景

技
术

领
队

现
场

工
作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拍

摄
技

术
领

队
现

场
工

作
正

面
照

ꎬ
照

片
中

含
采

样
工

具

混
样

点
照

每
个

混
样

点
１
张

ꎬ
需

定
位

准
确

后
再

拍
照

ꎮ
若

使
用

不
锈

钢
锹

采
样

ꎬ
拍

摄
时

ꎬ
采

样
坑

需
挖

掘
至

规
定

深
度

ꎬ
且

已
摆

好
刻

度
尺

(木
质

、
塑

料
质

或
不

锈
钢

质
刻

度
尺

)ꎬ
针

对
耕

地
样

点
ꎬ

照
片

应
清

晰
完

整
展

示
耕

作
层

厚
度

ꎻ
若

使
用

不
锈

钢
土

钻
采

样
ꎬ

拍
摄

时
ꎬ

土
钻

应
入

土
至

规
定

深
度

土
壤

混
合

样
品

采
集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拍

摄
充

分
混

匀
后

的
土

壤
样

品
状

态

土
壤

容
重

样
品

采
集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首

先
将

不
锈

钢
环

刀
打

到
位

ꎬ
且

还
未

从
土

壤
中

挖
出

环
刀

ꎬ
此

时
把

环
刀

托
取

下
ꎬ

拍
摄

环
刀

无
刃

口
端

的
土

壤
面

状
态

土
壤

水
稳

性
大

团
聚

体
样

品
采

集
照

适
用

于
采

集
该

样
品

的
样

点
ꎮ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拍

摄
样

品
装

入
容

器
后

的
土

壤
样

品
状

态

其
他

照
片

外
业

调
查

队
认

为
需

要
拍

摄
的

其
他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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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母
质
类
型
的
划
分

母
质

类
型

的
划

分
见

表
附

录
Ｂ－

１ꎮ

表
附
录

Ｂ
－ １

　
母
质
类
型
划
分

编
码

母
质

类
型

定
义

ＡＳ
风

积
沙

指
由

风
力

将
其

他
成

因
的

砂
性

堆
积

物
侵

蚀
、

搬
运

、
沉

积
而

成

ＬＯ
原

生
黄

土
是

干
旱

、
半

干
旱

气
候

条
件

下
形

成
的

第
四

纪
陆

相
沉

积
物

ꎬ
灰

黄
色

、
钙

质
结

核
、

柱
状

节
理

、
遇

水
易

崩
解

、
具

有
湿

陷
性

ＬＯ
Ｐ

黄
土

状
物

质
(次

生
黄

土
)

指
原

生
黄

土
被

流
水

冲
刷

、
搬

运
再

沉
积

而
成

的
黄

土
ꎬ

具
有

层
理

ＬＩ
残

积
物

指
未

经
外

力
搬

运
迁

移
而

残
留

于
原

地
的

风
化

产
物

ＬＧ
坡

积
物

指
山

坡
地

区
的

风
化

碎
屑

ꎬ
经

重
力

作
用

ꎬ
加

上
雨

水
或

融
雪

水
的

侵
蚀

作
用

ꎬ
搬

运
到

山
坡

中
、

下
部

的
堆

积
物

Ｍ
Ａ

洪
积

物
指

由
山

洪
搬

运
的

碎
屑

物
质

在
山

前
平

原
地

区
沉

积
而

形
成

的
洪

水
沉

积
体

ꎮ
通

常
在

近
山

部
分

物
质

较
粗

ꎬ
分

选
较

差
ꎬ

随
着

流
水

营
力

变
弱

ꎬ
堆

积
物

质
也

逐
渐

变
细

ＦＬ
冲

积
物

指
岩

石
风

化
碎

屑
经

河
流

搬
运

沉
积

而
成

的
沉

积
物

ꎮ
由

于
河

水
多

次
沉

积
ꎬ

往
往

土
层

深
厚

ꎬ
质

地
因

流
水

分
选

作
用

ꎬ
而

层
次

明
显

ꎬ
沉

积
物

成
分

比
较

复
杂

ＰＹ
海

岸
沉

积
物

在
海

岸
地

带
由

碎
屑

沉
积

物
堆

积
而

成
ꎮ

沉
积

物
由

砾
石

组
成

的
ꎬ

叫
砾

滩
ꎻ

由
砂

组
成

的
ꎬ

叫
沙

滩
ꎻ

在
波

浪
的

长
期

作
用

下
ꎬ

砂
粒

具
有

良
好

的
分

选
性

和
磨

圆
度


成

分
单

一
ꎬ

不
稳

定
矿

物
少

ꎬ
以

石
英

砂
最

为
常

见
ꎮ

沙
滩

表
面

具
有

不
对

称
波

浪
ꎬ

内
部

具
有

交
错

层
理

ＡＬ
湖

泊
沉

积
物

指
沉

积
物

在
湖

泊
中

进
行

的
沉

积
ꎬ

包
括

机
械

的
、

有
机

的
和

化
学

的
沉

积
ꎮ

机
械

沉
积

的
物

质
来

源
于

河
流

和
击

岸
浪

破
坏

湖
岸

的
产

物
ꎬ

有
机

沉
积

有
贝

壳
的

堆
积

、
有

机
淤

泥
、

腐
殖

质
和

泥
炭

等
ꎬ

化
学

沉
积

有
岩

盐
、

石
膏

、
碳

酸
钙

和
沼

铁
矿

等

ＶＡ
河

流
沉

积
物

地
面

水
流

汇
入

河
流

ꎬ
常

常
携

带
陆

地
表

面
物

质
ꎬ

与
水

流
一

起
向

下
游

输
送

ꎮ
当

河
流

的
输

沙
能

力
小

于
其

来
沙

量
时

ꎬ
引

起
泥

沙
迁

移
速

度
下

降
并

停
留

在
河

床
上

或
向

道
两

侧
ꎬ

形
成

了
河

流
沉

积
物

ꎮ
它

包
括

河
槽

沉
积

物
、

河
漫

滩
沉

积
物

两
种

基
本

亚
类

和
其

他
一

些
亚

类
(或

过
渡

类
型

)

ＣＯ
火

成
碎

屑
沉

积
物

由
火

山
碎

屑
物

质
堆

积
而

成
的

岩
石

碎
屑

沉
积

物
ꎮ

其
特

征
介

于
熔

岩
与

正
常

沉
积

岩
之

间
ꎮ

直
径

小
于

２
ｍ
ｍ

的
叫

火
山

灰
ꎬ

凝
固

后
即

为
凝

灰
岩

ꎻ
火

山
砾

较
大

ꎬ
火

山
弹

则
比

火
山

砾
更

大
ꎬ

常
呈

锭
子

状
ꎻ

火
山

块
为

大
型

角
状

碎
屑

ꎬ
火

山
喷

发
时

以
固

态
喷

出

ＧＴ
冰

川
沉

积
物

(冰
碛

物
)

又
称

“冰
碛

物
”ꎬ

在
冰

川
堆

积
作

用
过

程
中

ꎬ
所

挟
带

和
搬

运
的

碎
屑

构
成

的
堆

积
物

ꎬ
又

称
冰

川
沉

积
物

ꎮ
它

是
冰

川
消

融
后

ꎬ
以

不
同

形
式

搬
运

的
物

质
堆

积
而

成
ꎮ

它
实

质
上

是
未

经
其

他
外

力
特

别
是

未
经

冰
融

水
明

显
改

造
的

沉
积

物

ＧＦ
冰

水
沉

积
物

冰
川

融
化

形
成

的
水

称
为

冰
水

ꎬ
由

冰
水

搬
运

和
堆

积
的

沉
积

物
为

冰
水

沉
积

物
ꎬ

它
具

有
一

定
的

分
选

性
、

磨
圆

度
和

层
理

构
造

ꎬ
但

又
保

存
着

冰
川

作
用

的
痕

迹
ꎬ

如
在

沉
积

砾
石

上
有

冰
擦

痕
与

磨
光

面
等

ꎮ
与

一
般

河
流

冲
积

物
的

区
别

是
ꎬ

冰
水

沉
积

物
夹

有
漂

砾
和

冰
碛

透
镜

体

ＳＡ
有

机
沉

积
物

(古
)

湖
泊

中
生

长
的

大
量

植
物

、
藻

类
在

滞
水

还
原

环
境

中
分

解
ꎬ

并
可

能
和

淤
泥

一
起

组
成

富
含

有
机

质
的

沉
积

物

ＣＤ
崩

积
物

陡
峻

斜
坡

上
的

土
石

体
突

然
向

坡
下

翻
滚

坠
落

所
形

成
的

堆
积

物
ꎮ

产
生

于
土

体
的

“土
崩

”ꎻ
产

生
于

岩
体

的
称

“岩
崩

”ꎻ
规

模
巨

大
的

ꎬ
涉

及
山

体
稳

定
者

称
“山

崩
”ꎻ

产
生

于
河

、
湖

岸
坡

的
称

“岸
崩

”ꎮ
崩

落
大

小
不

等
的

土
石

碎
屑

物
ꎬ

堆
积

于
坡

脚
ꎬ

总
称

为
“崩

积
物

”

ＱＲ
(古

)
红

黏
土

属
第

三
纪

和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ꎬ

是
古

代
较

湿
热

的
生

物
气

候
条

件
下

形
成

的
ꎮ

由
于

强
烈

的
风

化
和

淋
溶

作
用

ꎬ
使

矿
质

颗
粒

遭
到

强
烈

的
破

坏
和

分
解

ꎬ
盐

基
离

子
大

量
淋

失
而

铁
锰

氧
化

物
相

对
聚

集
ꎬ

故
呈

暗
红

色
或

棕
红

色

ＯＴ
其

他
需

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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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类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类

见
表

附
录

Ｃ－
１ꎮ

表
附
录

Ｃ
－ １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类

一
级

类
二

级
类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
称

含
义

０１
耕

地

指
种

植
农

作
物

的
土

地
ꎬ

包
括

熟
地

ꎬ
新

开
发

、
复

垦
、

整
理

地
ꎬ

休
闲

地
(含

轮
歇

地
、

休
耕

地
)ꎻ

以
种

植
农

作
物

(含
蔬

菜
)

为
主

ꎬ
间

有
零

星
果

树
、

桑
树

或
其

他
树

木
的

土
地

ꎻ
平

均
每

年
能

保
证

收
获

一
季

的
已

垦
滩

地
和

海
涂

ꎮ
耕

地
中

包
括

南
方

宽
度

<１
０

ｍ
ꎬ

北
方

宽
度

<２
０

ｍ
固

定
的

沟
、

渠
、

路
和

地
坎

(硬
)ꎻ

临
时

种
植

药
材

、
草

皮
、

花
卉

、
苗

木
等

的
耕

地
ꎬ

临
时

种
植

果
树

、
茶

树
和

林
木

且
耕

作
层

未
破

坏
的

耕
地

ꎬ
以

及
其

他
临

时
改

变
用

途
的

耕
地

０１
０１

水
田

指
用

于
种

植
水

稻
、

莲
藕

等
水

生
农

作
物

的
耕

地
ꎮ

包
括

实
行

水
生

、
旱

生
农

作
物

轮
种

的
耕

地

０１
０２

水
浇

地
指

有
水

源
保

证
和

灌
溉

设
施

ꎬ
在

一
般

年
景

能
正

常
灌

溉
ꎬ

种
植

旱
生

农
作

物
(含

蔬
菜

)
的

耕
地

ꎮ
包

括
种

植
蔬

菜
的

非
工

厂
化

的
大

棚
用

地

０１
０３

旱
地

指
无

灌
溉

设
施

ꎬ
主

要
靠

天
然

降
水

种
植

旱
生

农
作

物
的

耕
地

ꎬ
包

括
没

有
灌

溉
设

施
ꎬ

仅
靠

引
洪

淤
灌

的
耕

地

０２
园

地

指
种

植
以

采
集

果
、

叶
、

根
、

茎
、

汁
等

为
主

的
集

约
经

营
的

多
年

生
木

本
和

草
本

作
物

ꎬ
覆

盖
度

>５
０％

或
每

亩
株

数
大

于
合

理
株

数
７０

％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用

于
育

苗
的

土
地

０２
０１

果
园

指
种

植
果

树
的

园
地

０２
０２

茶
园

指
种

植
茶

树
的

园
地

０２
０３

橡
胶

园
指

种
植

橡
胶

树
的

园
地

０２
０４

其
他

园
地

指
种

植
桑

树
、

可
可

、
咖

啡
、

油
棕

、
胡

椒
、

药
材

等
其

他
多

年
生

作
物

的
园

地

０３
林

地

指
生

长
乔

木
、

竹
类

、
灌

木
的

土
地

ꎬ
及

沿
海

生
长

红
树

林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迹

地
ꎬ

不
包

括
城

镇
、

村
庄

范
围

内
的

绿
化

林
木

用
地

ꎬ
铁

路
、

公
路

征
地

范
围

内
的

林
木

ꎬ
以

及
河

流
、

沟
渠

的
护

堤
林

０３
０１

乔
木

林
地

指
乔

木
郁

闭
度

≥
０

２
的

林
地

ꎬ
不

包
括

森
林

沼
泽

０３
０２

竹
林

地
指

生
长

竹
类

植
物

ꎬ
郁

闭
度

≥
０

２
的

林
地

０３
０３

红
树

林
地

指
沿

海
生

长
红

树
植

物
的

林
地

０３
０４

森
林

沼
泽

以
乔

木
森

林
植

物
为

优
势

群
落

的
淡

水
沼

泽

０３
０５

灌
木

林
地

指
灌

木
覆

盖
度

≥
４０

％
的

林
地

ꎮ
不

包
括

灌
丛

沼
泽

０３
０６

灌
丛

沼
泽

以
灌

丛
植

物
为

优
势

群
落

的
淡

水
沼

泽

０３
０７

其
他

林
地

包
括

疏
林

地
(指

树
木

郁
闭

度
≥

０
１、

<０
２

的
林

地
)、

未
成

林
地

、
迹

地
、

苗
圃

等
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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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一
级

类
二

级
类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
称

含
义

０４
草

地

指
以

生
长

草
本

植
物

为
主

的
土

地

０４
０１

天
然

牧
草

地
指

以
天

然
草

本
植

物
为

主
ꎬ

用
于

放
牧

或
割

草
的

草
地

ꎬ
包

括
实

施
禁

牧
措

施
的

草
地

ꎬ
不

包
括

沼
泽

草
地

０４
０２

沼
泽

草
地

指
以

天
然

草
本

植
物

为
主

的
沼

泽
化

的
低

地
草

甸
、

高
寒

草
甸

０４
０３

人
工

牧
草

地
人

工
种

植
牧

草
的

草
地

０４
０４

其
他

草
地

树
木

郁
闭

度
<０

１
ꎬ

表
层

为
土

质
ꎬ

不
用

于
放

牧
的

草
地

０５
商

服
用

地

指
主

要
用

于
商

业
、

服
务

业
的

土
地

０５
０１

零
售

商
业

用
地

以
零

售
功

能
为

主
的

商
铺

、
商

场
、

超
市

、
市

场
和

加
油

、
加

气
、

充
换

电
站

等
的

用
地

０５
０２

批
发

市
场

用
地

以
批

发
功

能
为

主
的

市
场

用
地

０５
０３

餐
饮

用
地

饭
店

、
餐

厅
、

酒
吧

等
用

地

０５
０４

旅
馆

用
地

宾
馆

、
旅

馆
、

招
待

所
、

服
务

型
公

寓
、

度
假

村
等

用
地

０５
０５

商
务

金
融

用
地

指
商

务
服

务
用

地
ꎬ

以
及

经
营

性
的

办
公

场
所

地
ꎮ

包
括

写
字

楼
、

商
业

性
办

公
场

所
、

金
融

活
动

场
所

和
企

业
厂

区
外

独
立

的
办

公
场

所
ꎻ

信
息

网
络

服
务

、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

电
子

商
务

服
务

、
广

告
传

媒
等

用
地

０５
０６

娱
乐

用
地

指
剧

院
、

音
乐

厅
、

电
影

院
、

歌
舞

厅
、

网
吧

、
影

视
城

、
仿

古
城

以
及

绿
地

率
小

于
６５

％
的

大
型

游
乐

等
设

施
用

地

０５
０７

其
他

商
服

用
地

指
零

售
商

业
、

批
发

市
场

、
餐

饮
、

旅
馆

、
商

务
金

融
、

娱
乐

用
地

以
外

的
其

他
商

业
、

服
务

业
用

地
ꎮ

包
括

洗
车

场
、

洗
染

店
、

照
相

馆
、

理
发

美
容

店
、

洗
浴

场
所

、
赛

马
场

、
高

尔
夫

球
场

、
废

旧
物

资
回

收
站

、
机

动
车

、
电

子
产

品
和

日
用

产
品

修
理

网
点

、
物

流
营

业
网

点
ꎬ

及
居

住
小

区
及

小
区

级
以

下
的

配
套

的
服

务
设

施
等

用
地

０６
工

矿
仓

储
用

地

指
主

要
用

于
工

业
生

产
、

物
资

存
放

场
所

的
土

地

０６
０１

工
业

用
地

指
工

业
生

产
、

产
品

加
工

制
造

、
机

械
和

设
备

修
理

及
直

接
为

工
业

生
产

等
服

务
的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０６
０２

采
矿

用
地

指
采

矿
、

采
石

、
采

砂
(沙

)
场

ꎬ
砖

瓦
窑

等
地

面
生

产
用

地
ꎬ

排
土

(石
)

及
尾

矿
堆

放
地

０６
０３

盐
田

指
用

于
生

产
盐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晒
盐

场
所

、
盐

池
及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０６
０４

仓
储

用
地

指
用

于
物

资
储

备
、

中
转

的
场

所
用

地
ꎮ

包
括

物
流

仓
储

设
施

、
配

送
中

心
、

转
运

中
心

等

０７
住

宅
用

地

指
主

要
用

于
人

们
生

活
居

住
的

房
基

地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的

土
地

０７
０１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指
城

镇
用

于
生

活
居

住
的

各
类

房
屋

用
地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ꎬ
不

含
配

套
的

商
业

服
务

设
施

等
用

地

０７
０２

农
村

宅
基

地
指

农
村

用
于

生
活

居
住

的
宅

基
地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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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一
级

类
二

级
类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
称

含
义

０８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指
用

于
机

关
团

体
、

新
闻

出
版

、
科

教
文

卫
、

公
用

设
施

等
的

土
地

０８
０１

机
关

团
体

用
地

指
用

于
党

政
机

关
、

社
会

团
体

、
群

众
自

治
组

织
等

的
用

地

０８
０２

新
闻

出
版

用
地

指
用

于
广

播
电

台
、

电
视

台
、

电
影

厂
、

报
社

、
杂

志
社

、
通

讯
社

、
出

版
社

等
的

用
地

０８
０３

教
育

用
地

指
用

于
各

类
教

育
的

用
地

ꎮ
包

括
高

等
院

校
、

中
等

专
业

学
校

、
中

学
、

小
学

、
幼

儿
园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ꎬ
聋

、
哑

、
盲

人
学

校
及

工
读

学
校

用
地

ꎬ
以

及
为

学
校

配
建

的
独

立
地

段
的

学
生

生
活

用
地

０８
０４

科
研

用
地

指
独

立
的

科
研

、
勘

察
、

研
发

、
设

计
、

检
验

检
测

、
技

术
推

广
、

环
境

评
估

与
监

测
、

科
普

等
科

研
事

业
单

位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０５

医
疗

卫
生

用
地

指
医

疗
、

保
健

、
卫

生
、

防
疫

、
康

复
和

急
救

设
施

等
用

地
ꎮ

包
括

综
合

医
院

、
专

科
医

院
、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等
用

地
ꎻ

卫
生

防
疫

站
、

专
科

防
治

所
、

检
验

中
心

和
动

物
防

疫
站

等
用

地
ꎻ

对
环

境
有

特
殊

要
求

的
传

染
病

、
精

神
病

等
专

科
医

院
用

地
ꎻ

急
救

中
心

、
血

库
等

用
地

０８
０６

社
会

福
利

用
地

指
为

社
会

提
供

福
利

和
慈

善
服

务
的

设
施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ꎮ
包

括
福

利
院

、
养

老
院

、
孤

儿
院

等
用

地

０８
０７

文
化

设
施

用
地

指
图

书
、

展
览

等
公

共
文

化
活

动
设

施
用

地
ꎮ

包
括

公
共

图
书

馆
、

博
物

馆
、

档
案

馆
、

科
技

馆
、

纪
念

馆
、

美
术

馆
和

展
览

馆
等

设
施

用
地

ꎻ
综

合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

文
化

馆
、

青
少

年
宫

、
儿

童
活

动
中

心
、

老
年

活
动

中
心

等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０８

体
育

用
地

指
体

育
场

馆
和

体
育

训
练

基
地

等
用

地
ꎮ

包
括

室
内

外
体

育
运

动
用

地
ꎬ

如
体

育
场

馆
、

游
泳

场
馆

、
各

类
球

场
及

其
附

属
的

业
余

体
校

等
用

地
ꎬ

溜
冰

场
、

跳
伞

场
、

摩
托

车
场

、
射

击
场

ꎬ
水

上
运

动
的

陆
域

部
分

等
用

地
ꎬ

以
及

为
体

育
运

动
专

设
的

训
练

基
地

用
地

ꎬ
不

包
括

学
校

等
机

构
专

用
的

体
育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０９

公
用

设
施

用
地

指
用

于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的

用
地

ꎮ
包

括
供

水
、

排
水

、
污

水
处

理
、

供
电

、
供

热
、

供
气

、
邮

政
、

电
信

、
消

防
、

环
卫

、
公

用
设

施
维

修
等

用
地

０８
１０

公
园

与
绿

地
指

城
镇

、
村

庄
范

围
内

的
公

园
、

动
物

园
、

植
物

园
、

街
心

花
园

、
广

场
和

用
于

休
憩

、
美

化
环

境
及

防
护

的
绿

化
用

地

０９
特

殊
用

地

指
用

于
军

事
设

施
、

涉
外

、
宗

教
、

监
教

、
殡

葬
、

风
景

名
胜

等
的

土
地

０９
０１

军
事

设
施

用
地

指
直

接
用

于
军

事
目

的
的

设
施

用
地

０９
０２

使
领

馆
用

地
指

用
于

外
国

政
府

及
国

际
组

织
驻

华
使

领
馆

、
办

事
处

等
的

用
地

０９
０３

监
教

场
所

用
地

指
用

于
监

狱
、

看
守

所
、

劳
改

场
、

戒
毒

所
等

的
建

筑
用

地

０９
０４

宗
教

用
地

指
专

门
用

于
宗

教
活

动
的

庙
宇

、
寺

院
、

道
观

、
教

堂
等

宗
教

自
用

地

０９
０５

殡
葬

用
地

指
陵

园
、

墓
地

、
殡

葬
场

所
用

地

０９
０６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指
风

景
名

胜
景

点
(包

括
名

胜
古

迹
、

旅
游

景
点

、
革

命
遗

址
、

自
然

保
护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湿
地

公
园

等
)

的
管

理
机

构
ꎬ

以
及

旅
游

服
务

设
施

的
建

筑
用

地
ꎮ

景
区

内
的

其
他

用
地

按
现

状
归

入
相

应
地

类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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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一
级

类
二

级
类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
称

含
义

１０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指
用

于
运

输
通

行
的

地
面

线
路

、
场

站
等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民
用

机
场

、
汽

车
客

货
运

场
站

、
港

口
、

码
头

、
地

面
运

输
管

道
和

各
种

道
路

以
及

轨
道

交
通

用
地

１０
０１

铁
路

用
地

指
用

于
铁

道
线

路
及

场
站

的
用

地
ꎮ

包
括

征
地

范
围

内
的

路
堤

、
路

堑
、

道
沟

、
桥

梁
、

林
木

等
用

地

１０
０２

轨
道

交
通

用
地

指
用

于
轻

轨
、

现
代

有
轨

电
车

、
单

轨
等

轨
道

交
通

用
地

ꎬ
以

及
场

站
的

用
地

１０
０３

公
路

用
地

指
用

于
国

道
、

省
道

、
县

道
和

乡
道

的
用

地
ꎮ

包
括

征
地

范
围

内
的

路
堤

、
路

堑
、

道
沟

、
桥

梁
、

汽
车

停
靠

站
、

林
木

及
直

接
为

其
服

务
的

附
属

用
地

１０
０４

城
镇

村
道

路
用

地
指

城
镇

、
村

庄
范

围
内

公
用

道
路

及
行

道
树

用
地

ꎬ
包

括
快

速
路

、
主

干
路

、
次

干
路

、
支

路
、

专
用

人
行

道
和

非
机

动
车

道
ꎬ

及
其

交
叉

口
等

１０
０５

交
通

服
务

场
站

用
地

指
城

镇
、

村
庄

范
围

内
交

通
服

务
设

施
用

地
ꎮ

包
括

公
交

枢
纽

及
其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
公

路
长

途
客

运
站

、
公

共
交

通
场

站
、

公
共

停
车

场
(含

设
有

充
电

桩
的

停
车

场
)、

停
车

楼
、

教
练

场
等

用
地

ꎬ
不

包
括

交
通

指
挥

中
心

、
交

通
队

用
地

１０
０６

农
村

道
路

在
农

村
范

围
内

ꎬ
南

方
宽

度
≥

１
０
ｍ
、

≤
８

０
ｍ
ꎬ

北
方

宽
度

≥
２

０
ｍ
、

≤
８

０
ｍ
ꎬ

用
于

村
间

、
田

间
交

通
运

输
ꎬ

并
在

国
家

公
路

网
络

体
系

之
外

ꎬ
以

服
务

于
农

村
农

业
生

产
为

主
要

用
途

的
道

路
(含

机
耕

道
)

１０
０７

机
场

用
地

指
用

于
民

用
机

场
、

军
民

合
用

机
场

的
用

地

１０
０８

港
口

码
头

用
地

指
用

于
人

工
修

建
的

客
运

、
货

运
、

捕
捞

及
工

程
、

工
作

船
舶

停
靠

的
场

所
及

其
附

属
建

筑
物

的
用

地
ꎬ

不
包

括
常

水
位

以
下

部
分

１０
０９

管
道

运
输

用
地

指
用

于
运

输
煤

炭
、

矿
石

、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等

管
道

及
其

相
应

附
属

设
施

的
地

上
部

分
用

地

１１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指
陆

地
水

域
ꎬ

滩
涂

、
沟

渠
、

沼
泽

、
水

工
建

筑
物

等
用

地
ꎮ

不
包

括
滞

洪
区

和
已

垦
滩

涂
中

的
耕

地
、

园
地

、
林

地
、

城
镇

、
村

庄
、

道
路

等
用

地

１１
０１

河
流

水
面

指
天

然
形

成
或

人
工

开
挖

河
流

常
水

位
岸

线
之

间
的

水
面

ꎮ
不

包
括

被
堤

坝
拦

截
后

形
成

的
水

库
区

段
水

面

１１
０２

湖
泊

水
面

指
天

然
形

成
的

积
水

区
常

水
位

岸
线

所
围

成
的

水
面

１１
０３

水
库

水
面

人
工

拦
截

汇
聚

而
成

的
总

设
计

库
容

≥
１０

万
ｍ

３ 的
水

库
正

常
蓄

水
位

岸
线

所
围

成
的

水
面

１１
０４

坑
塘

水
面

指
人

工
开

挖
或

天
然

形
成

的
蓄

水
量

<１
０
万

ｍ
３ 的

坑
塘

常
水

位
岸

线
所

围
成

的
水

面

１１
０５

沿
海

滩
涂

指
沿

海
大

潮
高

潮
位

与
低

潮
位

之
间

的
潮

浸
地

带
ꎮ

包
括

海
岛

的
沿

海
滩

涂
ꎬ

不
包

括
已

利
用

的
滩

涂

１１
０６

内
陆

滩
涂

指
河

流
、

湖
泊

常
水

位
至

洪
水

位
间

的
滩

地
ꎻ

时
令

潮
ꎬ

河
洪

水
位

以
下

的
滩

地
ꎬ

水
库

、
坑

塘
的

正
常

蓄
水

位
与

洪
水

位
间

的
滩

地
ꎬ

包
括

海
岛

的
内

陆
滩

地
ꎬ

不
包

括
已

利
用

的
滩

地

１１
０７

沟
渠

指
人

工
修

建
ꎬ

南
方

宽
度

≥
１

０
ｍ
、

北
方

宽
度

≥
２

０
ｍ
ꎬ

用
于

引
、

排
、

灌
的

渠
道

ꎬ
包

括
渠

槽
、

渠
堤

、
护

堤
林

和
小

型
泵

站
ꎮ

１１
０８

沼
泽

地
指

经
常

积
水

或
渍

水
ꎬ

一
般

生
长

湿
生

植
物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草
本

沼
泽

、
苔

藓
沼

泽
、

内
陆

盐
沼

等
ꎮ

不
包

括
森

林
沼

泽
、

灌
丛

沼
泽

和
沼

泽
草

地

１１
０９

水
工

建
筑

用
地

指
人

工
修

建
的

闸
、

坝
、

堤
路

林
、

水
电

厂
房

、
扬

水
站

等
常

水
位

岸
线

以
上

的
建

(构
)

筑
物

用
地

１１
１０

冰
川

及
永

久
积

雪
指

表
层

被
冰

雪
常

年
覆

盖
的

土
地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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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一
级

类
二

级
类

编
码

名
称

编
码

名
称

含
义

１２
其

他
土

地

指
上

述
地

类
以

外
的

其
他

类
型

的
土

地

１２
０１

空
闲

地
是

指
城

镇
、

村
庄

、
工

矿
范

围
内

尚
未

使
用

的
土

地
ꎮ

包
括

尚
未

确
定

用
途

的
土

地

１２
０２

设
施

农
用

地
指

直
接

用
于

经
营

性
畜

禽
养

殖
生

产
设

施
及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ꎻ
直

接
用

于
作

物
栽

培
或

水
产

养
殖

等
农

产
品

生
产

的
设

施
及

附
属

设
施

用
地

ꎻ
直

接
用

于
设

施
农

业
项

目
辅

助
生

产
的

设
施

用
地

ꎻ
晾

晒
场

、
粮

食
果

品
烘

干
设

施
、

粮
食

和
农

资
临

时
存

放
场

所
、

大
型

农
机

具
临

时
存

放
场

所
等

规
模

化
粮

食
生

产
所

必
需

的
配

套
设

施
用

地

１２
０３

田
坎

指
梯

田
及

梯
状

坡
地

耕
地

中
ꎬ

主
要

用
于

拦
蓄

水
和

护
坡

ꎬ
南

方
宽

度
≥

１
０
ｍ
ꎬ

北
方

宽
度

≥
２

０
ｍ

的
地

坎

１２
０４

盐
碱

地
指

表
层

盐
碱

聚
集

ꎬ
生

长
天

然
耐

盐
植

物
的

土
地

１２
０５

沙
地

指
表

层
为

沙
覆

盖
、

基
本

无
植

被
的

土
地

ꎮ
不

包
括

滩
涂

中
的

沙
地

１２
０６

裸
土

地
指

表
层

为
土

质
ꎬ

基
本

无
植

被
覆

盖
的

土
地

１２
０７

裸
岩

石
砾

地
指

表
层

为
岩

石
或

石
砾

ꎬ
其

覆
盖

面
积

≥
７０

％
的

土
地

　
　

注
:

摘
编

自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分

类
»

(Ｇ
Ｂ
/Ｔ

２１
０１

０—
２０

１７
)ꎮ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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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土
壤
样
品
交
接
表

土
壤

样
品

交
接

见
表

附
录

Ｄ
－ １

ꎮ

表
附
录

Ｄ
－ １

　
土
壤
样
品
交
接

样
品

交
接

人
(签

字
)

物
流

信
息

物
流

单
号

:
联

系
电

话
:

样
品

交
接

人
手

机
号

交
接

日
期

２０
年

月
日

样
品

交
接

人
单

位

样
品

信
息

样
品

类
型

样
品

数
量

□
耕

地
　

□
园

地
　

□
林

地
　

□
草

地

□
表

层
土

壤
混

合
样

品

□
表

层
土

壤
容

重
样

品

□
表

层
土

壤
水

稳
性

大
团

聚
体

样
品

□
剖

面
土

壤
发

生
层

样
品

□
剖

面
土

壤
容

重
样

品

□
剖

面
土

壤
水

稳
性

大
团

聚
体

样
品

□
盐

碱
地

剖
面

样
点

水
样

□
剖

面
土

壤
纸

盒
标

本

□
剖

面
土

壤
整

段
标

本

样
品

接
收

时
情

况

样
品

和
包

装
情

况

□
样

品
外

包
装

良
好

□
样

品
外

包
装

异
常

□
样

品
状

态
良

好

□
样

品
状

态
异

常

□
样

品
重

量
达

到
要

求

□
样

品
重

量
未

达
到

要
求

样
品

接
收

人
(签

字
)

样
品

接
收

时
间

２０
年

月
日

样
品

接
收

人
手

机
号

样
品

接
收

人
单

位
样

品
交

接
备

注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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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调
查
信
息
采
集
项
目
清
单
及
填
报
说
明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调
查

信
息

采
集

项
目

清
单

及
填

报
说

明
见

表
附

录
Ｅ－

１ꎮ

表
附
录

Ｅ
－ １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调
查
信
息
采
集
项
目
清
单
及
填
报
说
明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特
征

描
述

项
描

述
项

规
则

说
明

发
生

层
性

状

发
生

层
深

度
每

个
发

生
层

的
上

界
和

下
界

深
度

ꎬ
如

０~
１５

ｃｍ
、

１５
~３

２
ｃｍ

发
生

层
名

称
每

个
发

生
层

的
名

称
ꎬ

如
耕

作
层

、
犁

底
层

、
水

耕
氧

化
还

原
层

(潴
育

层
)、

水
耕

氧
化

还
原

层
(渗

育
层

)
发

生
层

符
号

每
个

发
生

层
的

符
号

ꎬ
如

Ａｐ
１、

Ａｐ
２、

Ｂｒ
(潴

育
层

)、
Ｂｒ

(渗
育

层
)

边
界

明
显

度
突

变
、

清
晰

、
渐

变
、

模
糊

过
渡

形
状

平
滑

、
波

状
、

不
规

则
、

间
断

颜
色

蒙
塞

尔
颜

色
野

外
润

态
比

色
ꎬ

或
者

室
内

干
态

、
润

态
比

色
ꎮ

格
式

:
浊

黄
棕

色
(１

０Ｙ
Ｒ

４/
３ꎬ

干
)ꎬ

暗
棕

色
(１

０Ｙ
Ｒ

３/
３ꎬ

润
)

根
系

丰
度

无
、

很
少

、
少

、
中

、
多

大
小

极
细

、
细

、
中

、
粗

、
很

粗

根
系

性
质

活
的

或
已

腐
烂

的
木

本
或

草
本

植
物

根
系

质
地

砂
土

、
砂

壤
土

、
壤

土
、

粉
壤

土
、

黏
壤

土
、

黏
土

结
构

形
状

及
大

小

片
状

:
很

薄
、

薄
、

中
、

厚
、

很
厚

柱
状

、
棱

柱
状

、
楔

状
:

很
小

、
小

、
中

、
大

、
很

大

角
块

状
、

团
块

状
、

核
状

:
很

小
、

小
、

中
、

大
、

很
大

单
粒

状
:

无
结

构

粒
状

、
团

粒
状

、
屑

粒
状

:
很

小
、

小
、

中
、

大
、

很
大

整
块

状
:

细
沉

积
层

理
、

风
化

矿
物

结
晶

、
其

他
(需

注
明

)
糊

泥
状

:
无

结
构

发
育

程
度

很
弱

(保
留

大
部

分
母

质
特

性
)、

弱
(保

留
部

分
母

质
特

性
)、

中
(保

留
少

量
母

质
特

性
)、

强
(基

本
没

有
母

质
特

性
)、

很
强

(没
有

母
质

特
性

)

土
内

砾
石

丰
度

指
野

外
估

测
的

土
壤

发
生

层
内

所
有

砾
石

体
积

占
整

个
发

生
层

体
积

的
百

分
比

ꎬ
不

超
过

５％
时

ꎬ
可

填
０、

２％
、

５％
ꎻ

超
过

５％
时

ꎬ
以

５％
为

等
级

间
隔

填
报

具
体

数
字

重
量

指
野

外
分

离
的

粒
径

大
于

５
ｍ
ｍ

的
砾

石
重

量
ꎬ

单
位

:
ｇ

大
小

很
小

、
小

、
中

、
大

、
很

大

形
状

棱
角

状
、

次
棱

角
状

、
次

圆
状

、
圆

状

风
化

程
度

微
风

化
(包

括
新

鲜
)、

中
等

风
化

、
强

风
化

、
全

风
化

结
持

性
松

散
、

极
疏

松
、

疏
松

、
稍

坚
实

—
坚

实
、

很
坚

实
、

极
坚

实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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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特
征

描
述

项
描

述
项

规
则

说
明

发
生

层
性

状

新 生 体

斑
纹

丰
度

无
、

很
少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大
小

很
小

、
小

、
中

、
大

组
成

物
质

铁
氧

化
物

、
锰

氧
化

物
、

铁
锰

氧
化

物
、

高
岭

石
、

二
氧

化
硅

、
其

他
(需

注
明

)
位

置
结

构
体

表
面

、
结

构
体

内
、

孔
隙

周
围

、
根

系
周

围

胶
膜

丰
度

无
、

很
少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

极
多

位
置

结
构

面
、

垂
直

结
构

面
、

水
平

结
构

面
、

粗
碎

块
、

薄
片

层
、

孔
隙

、
无

一
定

位
置

组
成

物
质

黏
粒

、
黏

粒
－ 铁

锰
氧

化
物

、
腐

殖
质

(有
机

质
)、

黏
粒

－ 腐
殖

质
、

铁
锰

氧
化

物
、

粉
砂

、
其

他
(需

注
明

)
与

土
壤

基
质

对
比

度
模

糊
、

明
显

、
显

著

矿
质

瘤
状

结
核

丰
度

无
、

很
少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

极
多

种
类

晶
体

、
结

核
、

软
质

分
凝

物
、

假
菌

丝
体

、
石

灰
膜

、
瘤

状
物

、
残

留
岩

屑

大
小

很
小

、
小

、
中

、
大

形
状

球
形

、
管

状
、

扁
平

、
不

规
则

、
角

块
、

粉
状

硬
度

用
小

刀
难

易
破

开
、

用
小

刀
易

于
破

开
、

硬
软

兼
有

、
软

组
成

物
质

碳
酸

钙
(镁

)、
二

氧
化

硅
、

铁
锰

氧
化

物
、

石
膏

、
易

溶
盐

类
、

其
他

(需
注

明
)

磐
层

胶
结

胶
结

程
度

无
、

紧
实

但
非

胶
结

、
弱

胶
结

、
中

胶
结

、
强

胶
结

组
成

物
质

碳
酸

盐
、

二
氧

化
硅

、
碳

酸
盐

－ 二
氧

化
硅

、
铁

氧
化

物
、

铁
锰

氧
化

物
、

铁
锰

氧
化

物
－ 有

机
质

、
石

膏
、

黏
粒

、
黏

粒
－ 铁

锰
氧

化
物

成
因

或
起

源
自

然
形

成
、

机
械

压
实

、
耕

犁
、

其
他

(需
注

明
)

滑
擦

面
面

积
无

、
少

、
中

、
多

、
很

多

侵
入

体
种

类
草

木
炭

、
贝

壳
、

陶
瓷

碎
片

、
煤

渣
、

工
业

粉
尘

、
废

弃
液

、
砖

、
瓦

、
水

泥
、

钢
筋

等
建

筑
物

碎
屑

、
其

他
(需

注
明

)
丰

度
无

、
很

少
、

少
、

中

土
壤

动
物

种
类

蚯
蚓

、
蚂

蚁
/白

蚁
、

田
鼠

、
甲

虫
、

其
他

(需
注

明
)

丰
度

无
、

少
、

中
、

多

影
响

情
况

动
物

孔
穴

、
蚯

蚓
粪

野
外

速
测

特
征

石
灰

反
应

无
、

轻
度

石
灰

性
、

中
度

石
灰

性
、

强
石

灰
性

、
极

强
石

灰
性

亚
铁

反
应

无
、

轻
度

、
中

度
、

强
度

土
壤

碱
化

反
应

无
、

轻
度

碱
化

、
中

度
碱

化
、

强
度

碱
化

土
壤

酸
碱

反
应

酸
性

、
中

性
、

碱
性

土
体

性
状

耕
作

层
厚

度
针

对
耕

地
样

点
ꎬ

单
位

:
ｃｍ

有
效

土
层

厚
度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记
录

ꎬ
单

位
:

ｃｍ
土

体
厚

度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记

录
ꎬ

单
位

: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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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特
征

描
述

项
描

述
项

规
则

说
明

地
下

水
出

现
的

深
度

挖
掘

剖
面

时
ꎬ

观
察

并
记

录
地

下
水

出
现

的
深

度
ꎬ

单
位

:
ｃｍ

ꎮ
挖

掘
剖

面
时

ꎬ
若

观
察

到
地

下
水

出
现

ꎬ
地

下
水

深
度

描
述

为
地

下
水

实
际

出
现

时
的

深
度

ꎬ
如

６０
ｃｍ

ꎻ
若

未
观

察
到

地
下

水
出

现
ꎬ

地
下

水
深

度
描

述
为

大
于

剖
面

挖
掘

的
深

度
ꎬ

如
大

于
１５

０
ｃｍ

土
壤

剖
面

野
外

述
评

土
壤

剖
面

形
态

的
发

生
学

解
释

针
对

土
壤

剖
面

的
形

态
学

特
征

ꎬ
分

析
其

与
成

土
环

境
条

件
、

形
成

过
程

之
间

的
关

系
ꎮ

例
如

ꎬ
剖

面
中

出
现

的
铁

锈
斑

纹
新

生
体

ꎬ
说

明
剖

面
中

具
有

(或
曾

经
有

)
水

分
上

下
运

动
的

过
程

ꎬ
从

而
出

现
了

氧
化

还
原

交
替

ꎮ
对

于
某

些
野

外
难

以
理

解
的

特
征

ꎬ
应

标
注

现
象

、
特

征
与

疑
问

ꎬ
以

便
室

在
内

进
一

步
分

析
时

再
做

判
定

ꎬ
并

通
过

在
线

平
台

进
行

专
家

远
程

咨
询

土
壤

剖
面

的
生

产
性

能
评

述
生

产
性

能
评

述
包

括
记

录
和

评
价

土
壤

适
耕

性
、

障
碍

因
素

与
障

碍
层

次
、

土
壤

生
产

力
水

平
及

土
宜

情
况

ꎬ
提

出
土

壤
利

用
、

改
良

、
修

复
等

的
建

议

土
壤

类
型

名
称

中
国

土
壤

地
理

发
生

分
类

名
称

鉴
定

到
土

种
级

别
ꎬ

土
纲

—
亚

纲
—

土
类

—
亚

类
—

土
属

—
土

种

中
国

土
壤

系
统

分
类

名
称

检
索

到
亚

类
级

别
ꎬ

土
纲

—
亚

纲
—

土
类

—
亚

类

剖
面

土
壤

调
查

采
样

照
片

采
集

剖
面

踏
勘

点
景

观
照

每
个

剖
面

点
至

少
３
个

踏
勘

点
ꎬ

每
个

踏
勘

点
４
张

ꎮ
为

核
实

确
定

土
壤

类
型

图
斑

内
主

要
土

壤
类

型
ꎬ

在
图

斑
内

踏
勘

时
ꎬ

应
至

少
选

择
３
个

踏
勘

点
ꎬ

要
求

所
有

踏
勘

点
两

两
之

间
的

间
距

原
则

上
不

低
于

５０
０
ｍ
ꎬ

拍
摄

每
个

踏
勘

点
东

西
南

北
４
个

方
向

的
景

观
照

片

剖
面

点
景

观
照

每
个

样
点

４
张

ꎬ
拍

摄
者

应
在

采
样

点
或

剖
面

附
近

ꎬ
拍

摄
东

、
南

、
西

、
北

４
个

方
向

的
景

观
照

片
ꎮ

为
保

证
照

片
视

觉
效

果
ꎬ

取
景

框
下

沿
要

接
近

但
避

开
取

土
坑

ꎮ
景

观
照

片
应

着
重

体
现

样
点

地
形

地
貌

、
植

被
景

观
、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
地

表
特

征
、

农
田

设
施

等
特

征
ꎬ

要
融

合
远

景
、

近
景

标
准

剖
面

照
每

个
样

点
２
张

ꎬ
一

种
是

剖
面

上
方

不
放

置
纸

盒
ꎬ

另
一

种
是

剖
面

上
方

放
置

带
样

点
编

号
的

纸
盒

ꎮ
放

置
纸

盒
时

以
剖

面
或

剖
面

尺
为

中
心

ꎬ
纸

盒
底

部
外

侧
用

黑
色

记
号

笔
清

晰
标

记
剖

面
样

点
编

号

技
术

领
队

现
场

工
作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拍

摄
技

术
领

队
现

场
工

作
正

面
照

ꎬ
照

片
中

含
采

样
工

具

剖
面

坑
场

景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照

片
应

清
晰

完
整

展
示

挖
掘

完
毕

的
整

个
剖

面
坑

、
修

整
好

的
观

察
面

以
及

挖
出

的
堆

放
在

剖
面

坑
两

侧
的

土

土
壤

容
重

样
品

采
集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首

先
将

不
锈

钢
环

刀
打

到
位

ꎬ
且

还
未

从
土

壤
中

挖
出

环
刀

ꎬ
此

时
把

环
刀

托
取

下
ꎬ

拍
摄

环
刀

无
刃

口
端

的
土

壤
面

状
态

土
壤

水
稳

性
大

团
聚

体
样

品
采

集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拍

摄
样

品
装

入
容

器
后

的
土

壤
样

品
状

态

纸
盒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照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野

外
利

用
数

码
相

机
拍

摄
纸

盒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完

成
后

的
照

片
ꎮ

拍
照

时
ꎬ

取
下

纸
盒

顶
盖

ꎬ
展

示
出

土
壤

标
本

ꎬ
并

将
顶

盖
与

底
盒

并
排

摆
放

整
齐

ꎬ
纸

盒
顶

盖
完

整
标

记
样

点
编

号
、

采
样

深
度

等
全

部
信

息
ꎬ

将
数

码
相

机
镜

头
垂

直
纸

盒
土

壤
标

本
进

行
拍

摄

整
段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照
适

用
于

国
家

整
段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的
样

点
ꎬ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野

外
利

用
数

码
相

机
拍

摄
整

段
土

壤
标

本
采

集
后

、
未

安
装

上
盖

的
照

片
ꎮ

照
片

内
容

应
包

含
整

段
土

壤
标

本
的

全
貌

、
样

点
编

号
等

信
息

剖
面

形
态

特
征

特
写

照
适

用
于

有
明

显
的

新
生

体
、

结
构

体
、

侵
入

体
或

土
壤

动
物

活
动

痕
迹

等
的

剖
面

样
点

ꎬ
每

个
样

点
１
张

ꎬ
野

外
利

用
数

码
相

机
拍

摄
ꎬ

且
应

摆
放

微
型

标
尺

剖
面

点
所

在
景

观
位

置
断

面
图

照
片

手
绘

出
剖

面
点

所
在

景
观

位
置

断
面

图
ꎬ

拍
照

或
扫

描
上

传
土

壤
普

查
平

台
ꎮ

断
面

图
应

反
映

剖
面

点
所

在
位

置
的

景
观

特
征

(地
形

、
土

地
利

用
、

母
质

等
)、

断
面

方
位

、
水

平
距

离
、

剖
面

点
位

置
、

剖
面

编
号

等
信

息

其
他

照
片

外
业

调
查

队
认

为
需

要
拍

摄
的

其
他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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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土
壤
主
要
发
生
层
命
名
与
符
号
标
准

土
壤

主
要

发
生

层
命

名
与

符
号

见
表

附
录

Ｆ－
１ꎮ

表
附
录

Ｆ－
１　

土
壤
主
要
发
生
层
命
名
与
符
号
标
准

发
生

层
符

号
发

生
层

命
名

发
生

学
释

义

表
层

类

Ｏｉ
枯

枝
落

叶
层

未
分

解
的

有
机

土
壤

物
质

组
成

的
表

层
ꎬ

层
中

仍
以

明
显

的
植

物
碎

屑
为

主

Ｏｅ
半

腐
有

机
物

质
表

层
由

半
腐

有
机

土
壤

物
质

组
成

的
表

层
ꎬ

层
中

仍
以

植
物

纤
维

碎
屑

为
主

Ｏａ
高

腐
有

机
物

质
表

层
由

高
分

解
的

泥
炭

质
有

机
土

壤
物

质
组

成
的

表
层

ꎬ
植

物
碎

屑
含

量
极

少

Ｏｏ
草

毡
表

层
高

寒
草

甸
植

被
下

具
高

量
有

机
碳

有
机

土
壤

物
质

、
活

根
与

死
根

交
织

缠
结

的
草

毡
状

表
层

Ａｈ
暗

沃
、

暗
瘠

、
淡

薄
表

层
具

有
不

同
程

度
腐

殖
质

累
积

形
成

的
腐

殖
质

表
层

ꎬ
结

构
良

好
ꎬ

颜
色

较
暗

Ａｐ
耕

作
层

统
一

表
示

受
耕

作
影

响
的

表
层

Ａｐ
１

旱
地

耕
作

表
层

或
水

耕
表

层

Ａｐ
２

水
稻

土
的

犁
底

层
或

旱
地

受
耕

作
影

响
的

土
层

Ａｐ
ｂ

耕
作

埋
藏

层
曾

经
的

耕
作

层
ꎬ

后
因

故
被

掩
埋

ꎬ
在

表
下

层
层

段
出

现
颜

色
深

暗
、

有
机

质
累

积
的

土
层

Ａｕ
ｐ

灌
淤

表
层

或
堆

垫
表

层
受

人
为

淤
积

过
程

或
堆

垫
过

程
影

响
形

成
的

耕
作

层

Ａｃ
孔

泡
结

皮
层

、
干

旱
表

层
在

干
旱

水
分

条
件

下
形

成
特

有
的

孔
泡

结
皮

层

Ａｄ
片

状
层

Ｋｚ
盐

结
壳

由
大

量
易

溶
性

盐
胶

结
成

灰
白

色
或

灰
黑

色
表

层
结

壳

表
下

层
类

Ｅ
淋

溶
层

、
漂

白
层

由
于

土
层

中
黏

粒
和

/或
游

离
氧

化
铁

淋
失

ꎬ
有

时
伴

有
氧

化
铁

就
地

分
凝

ꎬ
形

成
“颜

色
主

要
由

砂
粉

粒
的

漂
白

物
质

所
决

定
”

的
土

层

Ｂｇ
潜

育
层

长
期

水
分

饱
和

ꎬ
导

致
土

壤
发

生
强

烈
还

原
的

土
层

Ｂｈ
具

有
腐

殖
质

特
性

的
表

下
层

Ｂ
层

中
伴

有
腐

殖
质

淋
淀

或
重

力
积

累
特

征
的

土
层

ꎬ
结

构
体

内
外

或
孔

道
可

见
腐

殖
质

胶
膜

Ｂｋ
钙

积
层

、
超

钙
积

层
含

有
含

量
不

同
的

次
生

碳
酸

盐
、

未
胶

结
的

土
层

ꎬ
常

见
各

种
次

生
碳

酸
盐

新
生

体

Ｂｋ
ｍ

钙
磐

(强
胶

结
ꎬ

手
无

法
掰

开
)

由
碳

酸
盐

胶
结

或
硬

结
ꎬ

形
成

磐
状

土
层

ꎬ
手

无
法

掰
开

Ｂｌ
网

纹
层

发
生

在
亚

热
带

、
热

带
地

区
第

四
纪

红
黏

土
上

具
有

网
纹

特
征

的
土

层

Ｂｎ
碱

积
层

钠
聚

集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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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发
生

层
符

号
发

生
层

命
名

发
生

学
释

义

表
下

层
类

Ｂｒ
氧

化
还

原
层

在
潮

湿
、

滞
水

或
人

为
滞

水
条

件
下

ꎬ
受

季
节

性
水

分
饱

和
ꎬ

发
生

土
壤

氧
化

、
还

原
交

替
作

用
而

形
成

锈
纹

锈
斑

、
铁

锰
凝

团
、

结
核

、
斑

块
或

铁
磐

Ｂｓ
铁

锰
淀

积
层

在
非

人
为

影
响

下
的

自
然

土
壤

(如
黄

褐
土

、
黄

棕
壤

等
)

的
位

于
Ｂ
层

上
部

的
铁

锰
淀

积
层

Ｂｔ
黏

化
层

由
于

黏
粒

含
量

明
显

高
于

上
覆

土
层

的
表

下
层

ꎬ
在

土
壤

孔
隙

壁
、

结
构

体
表

面
常

见
厚

度
大

于
０

５
ｍ
ｍ

的
黏

粒
胶

膜

Ｂｖ
具

有
变

性
特

征
的

土
层

具
有

变
性

特
征

的
土

层
ꎬ

层
内

可
见

密
集

相
交

、
发

亮
且

有
槽

痕
的

滑
擦

面
ꎬ

或
自

吞
特

征

Ｂｗ
雏

形
层

无
或

基
本

无
物

质
淀

积
、

无
明

显
黏

化
但

具
有

结
构

发
育

的
Ｂ
层

Ｂｘ
紧

实
层

(弱
胶

结
ꎬ

手
可

以
掰

开
)

固
态

坚
硬

ꎬ
但

未
形

成
磐

状
层

Ｂｔ
ｘ

次
生

黏
化

层
发

生
原

位
黏

化
(或

次
生

黏
化

)ꎬ
黏

粒
含

量
明

显
高

于
上

层
的

紧
实

层

Ｂｔ
ｍ

黏
磐

(强
胶

结
ꎬ

手
无

法
掰

开
)

形
成

黏
粒

胶
结

的
磐

状
层

ꎬ
手

掰
不

开

Ｂｙ
石

膏
层

、
超

石
膏

层
富

含
不

同
含

量
的

次
生

石
膏

、
未

胶
结

和
未

硬
结

的
土

层

Ｂｙ
ｍ

石
膏

磐
(强

胶
结

ꎬ
手

无
法

掰
开

)
由

石
膏

胶
结

形
成

的
磐

状
层

Ｂｚ
盐

积
层

、
超

盐
积

层
易

溶
性

盐
类

富
集

的
土

层

Ｂｚ
ｍ

盐
磐

(强
胶

结
ꎬ

手
无

法
掰

开
)

以
氯

化
钠

为
主

的
易

溶
性

盐
类

胶
结

或
硬

结
形

成
的

磐
状

层

Ｂｐ
耕

作
淀

积
层

旱
地

土
壤

中
受

耕
作

影
响

而
形

成
的

一
种

淀
积

层

Ｂφ
磷

聚
积

层
具

有
富

磷
特

性
的

土
层

Ｂφ
ｍ

磷
质

硬
磐

由
磷

酸
盐

和
碳

酸
钙

胶
结

或
硬

结
形

成
的

磐
状

土
层

母
质

层
Ｃ

母
质

层
岩

石
风

化
后

的
残

积
物

层
或

经
过

机
械

搬
运

的
沉

积
层

ꎬ
未

见
任

何
土

壤
结

构

母
岩

Ｒ
基

岩
形

成
土

壤
的

基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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