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HY-JZXCS-2023014-A 包（表层土壤外业调查） 

一、项目背景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是我国继第二次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

壤二普”）40 年来的首次全国范围内土壤资源、农业生产状况的摸底调查。40年以来，我国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土地利用，尤其是农用地土壤利用强度、方式和障碍问题等都发生了深刻

变化。 

土壤普查是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等的重要方法，普查结果

可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也可为经济、社会、

生态建设等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开展土壤三普是守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 

二、项目目标 

本次土壤普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调查，目标是在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农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和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等工作基础上，以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模型模拟技术和现代化验分析技术等为科技支撑，全面查明查

清屯昌县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形状和利

用状况等，形成土壤普查成果。为后续开展土壤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等提供支撑，为守

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

实基础。 

三、工作内容 

对屯昌县内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开展普查。其中，林地、草

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 

调查内容包括土壤剖面性状调查、土壤类型校核及完善、土壤表层理化性状分析、土壤立

地情况调查、土壤利用情况调查、普查成果汇交与应用。 

成交移交：完成屯昌县剖面样点和表层样点调查采样、土壤样品风干暂存及流转至制备实

验室、土壤容重检测，提交完整的调查记录、表层样点数据清单。 

四、技术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基于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

地质量调查评价、森林资源清查固定样地体系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成果，在国家建立统一的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的基础上，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土壤类型名称校

准与完善工作指南》《土壤属性图与专题图编制技术规范》《土壤类型图编制技术规范》《土

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和《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等相关文件要求，高效规范完成土壤普查任务。 

根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机构单位的专业资质、队伍组建、工

作业绩及剖面土壤调查、分类和制图能力等条件，按照法定程序选定表层土壤调查采样和剖面

土壤调查采样专业机构，并报省土壤普查办。专业机构人员需接受国家或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

的相关培训并通过培训考核，持培训合格证上岗作业。 

五、工作内容 

1.前期筹备 

（1）依托统一开发的工作平台，通过省级管理员下发的县级管理员账号，创建采样机构

和采样队账号，一个账号对应一台设备。 

（2）预先进行内业数据收集整理，梳理立地条件调查信息，提高外业填报准确度及调查

效率。 

（3）合理安排调查进度，如农田预先沟通放水晾晒，提前协调农户，同时进行园地、林

地等样点的先行调查。 

1.1 物资准备。外业调查采样机构依据采样任务自行采购相关物资，物资主要有以下六类： 

①图件文献类：土地利用现状图、国土三调影像图、行政区划图、地形图、样点分布图、

土壤图等；野外调查技术规范、自然成土环境资料、农业生产建设资料等。 

②摄录装备类：定制化调查终端设备、自拍杆等。 

③采样工具类：不锈钢质锹、塑料桶、手持秤、打印机、采土袋、自封袋、簸箕等（注意：

避免使用铁质、铝制、铜质等材质的工具直接接触样品，造成污染）。采集表层容重样品时，

需要体积 100 立方厘米环刀、环刀托整套、橡皮锤、不锈钢削土刀、推土刀等。 

④辅助材料类：蓝牙打码机、标签、记录本、笔、标识旗、双面胶等。 

⑤生活保障类：太阳帽、雨伞、手套、应急药品、创口贴、卫生纸、压缩食品和饮用水、

急救包、荧光背心等。 

⑥集成软件类：外业调查终端 App。 

1.2 组建采样队伍。外业采样机构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和实际采样需求组建队伍，配备人员，

队伍组成要求如下： 



表层样每个调查采样队一般由 5人组成，其中技术领队 1名，质量检查员 1名，采样人员

2名，司机 1 名。剖面样增加 1名采样人员。技术领队和质量检查员必须分开单设，其他岗位

可以兼职。技术领队与质量检查员需通过全国或省土壤普查办组织的培训考核，负责技术把关、

样点现场确认及立地条件调查等工作。基层农技人员负责与农户对接、协助开展样点定位、部

分调查数据核实等工作。 

1.3预调查。为合理规划外业调查采样路线，提高采样工作效率，在开展调查采样前进行

预调查工作。各外业调查采样队安排调查人员与各乡镇基层农技人员一起寻找并确定全部样点

点位，同时收集部分调查信息。 

2.外业调查与采样 

外业调查与采样机构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和《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要求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该工作须在 2023 年 8月底前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包

括立地与生产信息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剖面土壤样品采集、样品流转等。具体调查采样

工作流程如下： 

（1）样点确认与调整。外业调查采样队根据统一布设的样点和调查任务，按照统一的采

样标准，通过手持终端 APP 利用“电子围栏”现场确认样点位置，现场确定预设样点是否符合

目标景观和类型的要求。如明确在电子围栏范围内，无符合条件的采样点，则调整预设样点的

位置。 

（2）样点调查信息与填报。调查人员以国家统一编制的工作底图为基础，对调查样点所

在区域的立地条件、土壤利用情况等信息现场调查，在外业调查采样 App 上完成填报。 

（3）样品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集，根据表层样点周边的地形地势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变

异程度，选取对角线法、梅花法、蛇形法或棋盘法采集表层混合土样。表层容重样品采集，选

取三个临近混样点，使用“环刀法”，分别采集一个容重重复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选取三个临近混样点，分别采集一个重复样品。剖面土壤样品采集，发生层样品采集、土壤容

重样品采集、土壤大团聚体样品采集、纸盒标本采集、整段标本采集。 

（4）数据提交。质控人员全程跟随，确保采样过程符合规范，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制

止纠正不符合规范的操作，采样完成，质控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保存，提交数据。 

3.样品暂存与流转 

（1）样品风干与暂存。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应按相关规范进行相关样品风干与暂存工作。

土壤样品暂存场所应保持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无污染。应有环境条件视频监控设备、样

品存放区域的空间标识和样品编号的检索引导。 



（2）样品审核和流转。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应安排专人对调查采样数据进行全面检查与审

核，审核无误后及时向省土壤普查办提交数据，同时对存疑数据进行修改与调整。数据提交后，

分批次将土壤样品流转至相应的制备实验室（每个批次不超过 50个样品）。 

（3）土壤容重检测。外业调查采样机构按《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对土壤容重

样品进行检测与称重，做好数据留存并按时提交上传容重数据至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平台。 

4.数据审核 

（1）现场检查。县土壤普查办不定期对外业调查采样机构的采样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检

查内容包含采样位置、立地条件调查、采样方法、采样记录、样品状态和样品交接等。 

（2）资料检查。县土壤普查办对调查采样机构上传到土壤三普工作平台的样点信息、记

录等进行抽检，重点是对偏移“电子围栏”的点位信息、立地条件调查信息、表层混样方式、

剖面发生层划分与发生层性状描述进行检查，并责令采样机构对问题数据进行整改。 

六、表层土壤外业调查指标 

调查指标 适用样点 是否必填项 

立地条件调查 

基本信息 

样点编码、行政区划、

地理坐标、海拔高度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日期、天气 所有样点 是 

调查人及所属单位 所有样点 是 

地表特征 

侵蚀状况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基岩出露 多土层浅薄的山地土壤 是 

地表砾石 多林地草地土壤，少见于耕地 是 

地表盐斑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盐成土或盐碱地 否 

地表裂隙 
砂姜黑土（系统分类中的变性土）分

布区 
否 

土壤沙化 草地 否 

成土环境信息 

地形地貌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母岩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母质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地下水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土地利用 利用现状分类 所有样点 系统赋值，外业校核 



农林业生产 

种植制度 耕地样点 否 

施肥管理 耕地样点 否 

农田建设情况 耕地样点 否 

园地建设情况 园地样点 否 

林草地生产情况 林草地样点 否 

 

 

 

  



HY-JZXCS-2023014-B 包（剖面土壤外业调查） 

一、项目背景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是我国继第二次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

壤二普”）40 年来的首次全国范围内土壤资源、农业生产状况的摸底调查。40年以来，我国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土地利用，尤其是农用地土壤利用强度、方式和障碍问题等都发生了深刻

变化。 

土壤普查是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等的重要方法，普查结果

可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也可为经济、社会、

生态建设等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开展土壤三普是守牢耕地红线，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 

二、项目目标 

本次土壤普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调查，目标是在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农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和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等工作基础上，以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模型模拟技术和现代化验分析技术等为科技支撑，全面查明查

清屯昌县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形状和利

用状况等，形成土壤普查成果。为后续开展土壤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等提供支撑，为守

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

实基础。 

三、工作内容 

对屯昌县内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开展普查。其中，林地、草

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潜力相关的土地。 

调查内容包括土壤剖面性状调查、土壤类型校核及完善、土壤表层理化性状分析、土壤立

地情况调查、土壤利用情况调查、普查成果汇交与应用。 

成交移交：完成屯昌县剖面样点和表层样点调查采样、土壤样品风干暂存及流转至制备实

验室、土壤容重检测，提交完整的调查记录、剖面样点数据清单。 

四、技术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基于土壤二普、国土三调、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业普查、耕

地质量调查评价、森林资源清查固定样地体系等工作形成的相关成果，在国家建立统一的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的基础上，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土壤类型名称校



准与完善工作指南》《土壤属性图与专题图编制技术规范》《土壤类型图编制技术规范》《土

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和《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等相关文件要求，高效规范完成土壤普查任务。 

根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机构单位的专业资质、队伍组建、工

作业绩及剖面土壤调查、分类和制图能力等条件，按照法定程序选定表层土壤调查采样和剖面

土壤调查采样专业机构，并报省土壤普查办。专业机构人员需接受国家或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

的相关培训并通过培训考核，持培训合格证上岗作业。 

五、工作内容 

1.前期筹备 

（1）依托统一开发的工作平台，通过省级管理员下发的县级管理员账号，创建采样机构

和采样队账号，一个账号对应一台设备。 

（2）预先进行内业数据收集整理，梳理立地条件调查信息，提高外业填报准确度及调查

效率。 

（3）合理安排调查进度，如农田预先沟通放水晾晒，提前协调农户，同时进行园地、林

地等样点的先行调查。 

1.1 物资准备。外业调查采样机构依据采样任务自行采购相关物资，物资主要有以下六类： 

①图件文献类：土地利用现状图、国土三调影像图、行政区划图、地形图、样点分布图、

土壤图等；野外调查技术规范、自然成土环境资料、农业生产建设资料等。 

②摄录装备类：定制化调查终端设备、自拍杆等。 

③采样工具类：不锈钢质锹、塑料桶、手持秤、打印机、采土袋、自封袋、簸箕等（注意：

避免使用铁质、铝制、铜质等材质的工具直接接触样品，造成污染）。采集表层容重样品时，

需要体积 100 立方厘米环刀、环刀托整套、橡皮锤、不锈钢削土刀、推土刀等。 

④辅助材料类：蓝牙打码机、标签、记录本、笔、标识旗、双面胶等。 

⑤生活保障类：太阳帽、雨伞、手套、应急药品、创口贴、卫生纸、压缩食品和饮用水、

急救包、荧光背心等。 

⑥集成软件类：外业调查终端 App。 

1.2 组建采样队伍。外业采样机构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和实际采样需求组建队伍，配备人员，

队伍组成要求如下： 

表层样每个调查采样队一般由 5人组成，其中技术领队 1名，质量检查员 1名，采样人员

2名，司机 1 名。剖面样增加 1名采样人员。技术领队和质量检查员必须分开单设，其他岗位

可以兼职。技术领队与质量检查员需通过全国或省土壤普查办组织的培训考核，负责技术把关、



样点现场确认及立地条件调查等工作。基层农技人员负责与农户对接、协助开展样点定位、部

分调查数据核实等工作。 

1.3预调查。为合理规划外业调查采样路线，提高采样工作效率，在开展调查采样前进行

预调查工作。各外业调查采样队安排调查人员与各乡镇基层农技人员一起寻找并确定全部样点

点位，同时收集部分调查信息。 

2.外业调查与采样 

外业调查与采样机构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和《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要求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该工作须在 2023 年 8月底前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包

括立地与生产信息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剖面土壤样品采集、样品流转等。具体调查采样

工作流程如下： 

（1）样点确认与调整。外业调查采样队根据统一布设的样点和调查任务，按照统一的采

样标准，通过手持终端 APP 利用“电子围栏”现场确认样点位置，现场确定预设样点是否符合

目标景观和类型的要求。如明确在电子围栏范围内，无符合条件的采样点，则调整预设样点的

位置。 

（2）样点调查信息与填报。调查人员以国家统一编制的工作底图为基础，对调查样点所

在区域的立地条件、土壤利用情况等信息现场调查，在外业调查采样 App 上完成填报。 

（3）样品采集。表层土壤样品采集，根据表层样点周边的地形地势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变

异程度，选取对角线法、梅花法、蛇形法或棋盘法采集表层混合土样。表层容重样品采集，选

取三个临近混样点，使用“环刀法”，分别采集一个容重重复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

选取三个临近混样点，分别采集一个重复样品。剖面土壤样品采集，发生层样品采集、土壤容

重样品采集、土壤大团聚体样品采集、纸盒标本采集、整段标本采集。 

（4）数据提交。质控人员全程跟随，确保采样过程符合规范，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制

止纠正不符合规范的操作，采样完成，质控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保存，提交数据。 

3.样品暂存与流转 

（1）样品风干与暂存。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应按相关规范进行相关样品风干与暂存工作。

土壤样品暂存场所应保持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无污染。应有环境条件视频监控设备、样

品存放区域的空间标识和样品编号的检索引导。 

（2）样品审核和流转。外业调查采样机构应安排专人对调查采样数据进行全面检查与审

核，审核无误后及时向省土壤普查办提交数据，同时对存疑数据进行修改与调整。数据提交后，

分批次将土壤样品流转至相应的制备实验室（每个批次不超过 50个样品）。 

（3）土壤容重检测。外业调查采样机构按《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对土壤容重

样品进行检测与称重，做好数据留存并按时提交上传容重数据至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平台。 



4.数据审核 

（1）现场检查。县土壤普查办不定期对外业调查采样机构的采样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检

查内容包含采样位置、立地条件调查、采样方法、采样记录、样品状态和样品交接等。 

（2）资料检查。县土壤普查办对调查采样机构上传到土壤三普工作平台的样点信息、记

录等进行抽检，重点是对偏移“电子围栏”的点位信息、立地条件调查信息、表层混样方式、

剖面发生层划分与发生层性状描述进行检查，并责令采样机构对问题数据进行整改。 

六、剖面土壤外业调查指标 

土壤形态学特征描述项 适用剖面点 是否必填项 

发生层

性状 

厚度 所有剖面点 是 

边界 所有剖面点 是 

颜色 所有剖面点 是 

根系 所有剖面点 是 

质地 所有剖面点 是 

结构 所有剖面点 是 

土内砾石 不适用于建设条件较好的农用地 否 

孔隙 所有剖面点 是 

结持性 所有剖面点 是 

 

 

 

 

 

新生体 

斑纹 地下水位升降频繁的土壤 否 

胶膜 

水稻土中的水耕淀积层、旱地耕作淀积层、湿润气

候条件下的黏化层（如棕壤、黄棕壤、黄褐土、红

壤、黄壤等） 

 

否 

矿质瘤状结核 
半干润、半干旱、干旱地区石灰性土壤具有不同程

度的碳酸盐淀积形成的核状、瘤状、块状新生体 

 

否 

层胶结与紧实状况 

古河湖盆地等稳定地质体上发育的磐状层（黏磐、

盐结壳、钙磐、石膏磐等）；人为影响（机械压

实）形成的紧实层 

 

否 

滑擦面 变性土 否 

侵入体 城镇地区、受人为活动影响强烈的城市土壤 否 

土壤动物 所有剖面点 是 



 

 

野外速

测特征 

石灰反应 所有剖面点 是 

亚铁反应 地下水浸渍土壤或还原性土壤 否 

盐化反应 盐碱类土壤 否 

酚酞反应 盐碱地碱化特征明显的土壤 否 

酸碱度 所有剖面点 是 

土体性 

状 

有效土层厚度 所有剖面点 是 

土体厚度 所有剖面点 是 

土体 

构型 

均质质地剖面构型 所有剖面点 是 

夹层质地剖面构型 所有剖面点 是 

体（垫）层质地剖

面构型 
所有剖面点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