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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了我国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七次大规模全国尺度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情况ꎬ简要介绍了每次土壤环境质量调

查的工作内容、工作成果及重大意义ꎬ归纳了我国不同行业关于土壤调查、监测的相关标准ꎬ并从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

测指标等方面分别对农业土壤监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和土壤地质环境监测现状进行了阐述ꎮ 生态环境部门主要侧重

于对土壤污染物的调查监测ꎬ农业农村(含林业和草业)部门主要侧重于对土壤营养元素及其有效态和理化指标的调查

监测ꎬ自然资源(含地质矿产)部门则主要侧重于对土壤化学组成元素含量的调查监测ꎮ 本文结合目前我国土壤环境质

量监测情况ꎬ提出了更新现有土壤背景值ꎬ实现土壤指标全面监测ꎬ制定规范化的监测标准体系ꎬ设立土壤长期监测基

站ꎬ搭建土壤自动监测平台等思路ꎬ形成调查、监测、评估一体化ꎬ为后续防治、开发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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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是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ꎬ是农业发展的

物质基础ꎬ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国务院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土十条”)ꎮ “土十条”明确提出深入开展

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工作ꎬ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网络ꎬ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１]ꎮ 按照国家要

求ꎬ近几年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

逐步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壤调查监测工作ꎬ建立了

全国性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耕地土壤质量专

项监测、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质量专项监测

等ꎬ不断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体系ꎬ并取得了

初步成效ꎮ

１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发展历程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ꎬ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大

规模全国尺度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工作[２－３]ꎬ其
中有七次大规模且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土壤调查

工作ꎮ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ꎬ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土壤

普查ꎬ这次普查是以土壤农业性状为基础ꎬ仅以全

国的耕地为主要调查对象ꎬ以了解土壤肥力、指导

农业生产为目的ꎬ总结了农民鉴别、利用、改良土

壤的实践经验ꎬ编制了全国农业土壤图、土壤肥

力概图、土壤改良概图等ꎬ为合理利用土地提供

了宝贵的土壤资料ꎬ奠定了中国土壤地理学的

发展基础[２] ꎮ
１９７９ 年ꎬ我国为解决“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和

因土改良利用”问题ꎬ国务院颁发(７９) １１１ 号文

件ꎬ由原农业部土地利用局牵头开展全国土壤普

查工作ꎬ这也是我国第二次大规模的土壤调查工

作ꎬ即“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ꎮ 通过此次普查工

作ꎬ解决了土壤基层分类的划分与命名问题ꎬ完成

了专著«中国土壤与资源»、不同比例尺的全国土

壤系列图件ꎬ积累了丰富的土壤数据资源ꎬ建立了

数据库ꎬ并将其结果成功应用于测土施肥与配方

施肥方面ꎬ在节约施肥量和增加产量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４]ꎮ
在“六五”和“七五”期间ꎬ我国开展了全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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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环境背景值调查ꎮ １９８２ 年ꎬ原国家经济委员

会、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下达了关于水、土壤环境背

景值的研究课题ꎮ 该调查全面覆盖了当时全国除

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２９ 个省区市以及 ４０ 余个主要

的土壤类型ꎬ历时 ３ 年ꎬ共布置了 ４０９５ 个土壤背

景点位[５]ꎬ确定了全国的土壤环境背景点和背景

值ꎮ 本次调查的背景值一直沿用至今ꎬ调查结果

用于编制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ＧＢ １５６１８—
１９９５)ꎬ该标准指导我国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工作

长达 ２０ 余年ꎮ
第四次全国性土壤调查是 １９９９ 年原国土资

源部开展的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ꎬ针对环境、
地质和农业 ３ 个领域进行多成果综合调查ꎬ至今

仍在开展工作ꎮ 按照国家关于地质工作的要求ꎬ
该调查以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为主导ꎬ以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为动力ꎬ以资源与环境并重为方针ꎬ
实施多目标的地质大调查ꎬ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６]ꎮ 首次系统地获得了我国土地 ５４ 种元素

指标的高精度数据ꎬ查清了我国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状况ꎬ主要服务于基础地质与矿产资源勘查ꎬ获
得了我国主要农耕区土壤有机碳高精度数据ꎬ建
立了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与方法技术体系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完成调查面积 １５０ ７ 万平方千米ꎬ其中

耕地调查面积约 ０ ９２ 亿公顷ꎬ占全国耕地总面积

的 ６８％ꎮ
第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土壤调查ꎬ简称“‘十

一五’调查”ꎬ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原环境保

护部)会同原国土资源部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开

展的全国首次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土壤环境质量综

合调查ꎮ 调查主要针对土壤污染ꎬ调查面积约为

６３０ 万平方千米ꎬ覆盖了我国除高山、湖泊、河流

外的所有陆域面积ꎬ包括耕地、草地、林地、未利用

地、赤壁、沙漠等ꎮ 此次调查工作主要围绕 ５ 项工

作任务进行ꎬ即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与评

价、全国土壤背景点环境质量调查与对比分析、重
点区域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与安全性划分、污染土

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和土壤环境质量监督管理

体系建设[７]ꎮ 基本查明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现

状ꎬ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ꎬ基本查清

了主要类型污染场地和周边土壤环境特征及其风

险程度ꎬ建立了全国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样

品库和调查数据库ꎬ对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ꎬ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ꎬ合理利用和保

护土地资源ꎬ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８]ꎮ 通过此次调查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为:
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ꎬ部分地区土壤

污染较重ꎬ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ꎬ工矿业废弃地

土壤环境问题突出ꎮ 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１６ １％ꎬ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 １９ ４％ꎮ
土壤有问题ꎬ就有可能导致农产品有问题ꎬ进

而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ꎮ 因此ꎬ在 ２０１２ 年ꎬ为
切实加强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ꎬ提升

农产品安全保障水平ꎬ根据国务院批复的«重金

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和«农业部、财政

部关于印发‹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

施方案›的通知»ꎬ由原农业部牵头启动了农产品

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ꎮ 该调查历时五年ꎬ监
测指标为农产品有毒有害的镉、汞、砷、铅、铬
５ 种重金属ꎬ调查面积约为 １ ０８ 亿公顷ꎬ部署监

测点位 １２３ 个ꎬ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耕地数据

最为精确的一次调查ꎬ为对整体耕地进行下一步

风险管控和修复治理提供了依据ꎮ 调查表明ꎬ
我国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约 ０ １２ 亿公顷ꎬ大概

是全国耕地面积的 １０％ ~１５％ꎬ主要集中在南方

地区ꎮ
第七次全国土壤调查是 ２０１７ 年开始至今的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ꎮ 由于之前所有的调查不

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全国土壤的实际污染面

积ꎬ因此国家启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ꎬ以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为重点ꎬ实行分级分类管控ꎻ完成土

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ꎬ建立土壤环境基

础数据库ꎻ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

范ꎬ推进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ꎮ 此次调查目标是

在已有调查基础上ꎬ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

地为重点ꎬ２０１８ 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

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ꎻ２０２０ 年底前

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污染地块的分布及其环

境风险情况[１]ꎮ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共布设

农用地详查点位 ５５ ３ 万个ꎬ大约是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任务量的 １０ 倍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原环境保护部、原国土资源部、原农业部三个部门

联合发文 １６ 件ꎬ组织专家编制了统一指导农用地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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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的系列技术文件ꎬ要求严

格按照统一调查方案、统一实验室筛选要求、统一

评价标准、统一质量控制、统一调查时限的“五统

一”原则开展工作ꎬ并共同编制了«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定» «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

定»«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质量保证与

质量控制工作方案»等专门针对详查质控工作的

技术文件ꎮ 同时ꎬ全国环境监测系统的土壤环境

监测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ꎬ也为今后深入开展土

壤环境调查与监测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生态环境部

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中提到土

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ꎬ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

状况总体稳定ꎻ影响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

污染物是重金属ꎬ其中镉为首要污染物ꎮ

２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现状

从我国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发展历程可以看

出ꎬ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不同

部门都曾经进行过全国范围的土壤调查工作ꎬ但
其目的不同ꎬ各行业部门对土壤调查所提出的要

求和侧重点又有所差异ꎮ 比如前两次大规模的

土壤普查工作主要是原农业部牵头ꎬ对象主要

为耕地和农用地ꎬ主要针对土壤肥力进行调查ꎻ
而背景值调查和多目标区域土壤调查是针对资

源的调查ꎬ主要是原国土资源部牵头ꎻ“‘十一

五’调查”则是由原环境保护部门牵头ꎬ是针对

土壤环境状况的调查ꎮ
根据调查情况及目的的不同ꎬ不同行业还制

定了不同的行业标准ꎬ具体情况如表 １ 所示ꎮ在
表 １　 我国土壤调查、监测相关标准一览表

分类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发布年份 归口单位

国家标准 ＧＢ 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已废止) １９９５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ＧＢ ３６６００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２０１８ 生态环境部

　 ＧＢ 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２０１８ 生态环境部

　 ＧＢ / Ｔ ３６２００ 土壤质量 城市及工业场地土壤污染调查方法指南 ２０１８ 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地方标准 ＤＢ１１ / Ｔ ８１１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２０１１ 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ＤＢ１１ / Ｔ ９２７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２０１２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ＤＢ３３ / Ｔ ２２２４ 土地质量地质调查规范 ２０１９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行业标准 ＮＹ / Ｔ １１１９ 土壤监测规程 ２００６ 原农业部

　 ＮＹ / Ｔ ３９５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２０１２ 原农业部

　 ＬＹ / Ｔ ２２５０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２０１４ 原国家林业局

　 ＨＪ / Ｔ ２５ 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已废止) １９９９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ＨＪ / Ｔ １６６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２００４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ＨＪ / Ｔ １９２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２００６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ＨＪ ２５ １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２０１９ 生态环境部

　 ＨＪ ２５ ２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２０１９ 生态环境部

　 ＨＪ ９６４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２０１８ 生态环境部

　 ＴＤ / Ｔ １０１４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 ２００７ 原国土资源部

　 ＴＤ / Ｔ １０５５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２０１９ 自然资源部

　 ＤＺ / Ｔ ０１４５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规范 １９９４ 原地质矿产部

　 ＤＺ / Ｔ ０２８７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２０１５ 原国土资源部

　 ＤＺ / Ｔ ０２９５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２０１６ 原国土资源部

　 ＤＤ ２００５—０１ 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１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原中国地质调查局

　 ＤＤ ２００８—０３ 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规范 ２００８ 原中国地质调查局

　 ＤＤ ２００８—０６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技术要求(试行) ２００８ 原中国地质调查局

　 ＤＤ ２０１４—１０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监测技术要求 ２０１４ 原中国地质调查局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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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壤监测标准中ꎬ国家标准和环境保护(现
生态环境)行业标准主要侧重于对土壤污染物的

检测ꎬ农业和林业(现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行

业标准主要侧重于对土壤营养元素及其有效态和

理化指标的检测[９]ꎬ地质矿产(现自然资源)行业

标准则主要侧重于对土壤化学组成的元素含量的

检测ꎮ 原环境保护(现生态环境)部门在土壤调

查与监测工作中起到了主导作用ꎬ尤其是近几年

制定了众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ꎻ原农业、原
林业、原国土、原地矿、原地调等部门也相应制

定了很多行业标准ꎬ不同的行业标准对土壤调

查监测也有着不同的要求ꎬ主要在于监测对象、
监测频次和监测指标ꎮ
２ １　 农业土壤监测

农业土壤监测是日常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种植

土壤的监测ꎬ是农业环境监测的基础工作ꎬ对保护

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１０]ꎮ 监测对象是

污染农业区和主要经济农业区的土壤和农作物ꎬ
从而了解种植区域污染物的存留情况ꎬ评价农产

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ꎮ 通过

监测ꎬ对农业土壤作出现状和预测的评价ꎬ同时对

污染的根源进行分析ꎬ提出防治办法和建议ꎬ为国

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ꎮ
农业土壤监测一般围绕肥力、盐度、含水量等

土壤监测信息ꎬ湿度、降水量等气象监测信息ꎬ盐
度、液位等灌溉水监测信息ꎬ重金属、农药、除草剂

等污染物信息ꎬ定点跟踪耕地质量和肥力变化ꎬ为
客观评估轮作休耕成效提供依据ꎮ

２０１８ 年ꎬ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

«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

工作方案(试行)»ꎬ明确了监测对象ꎬ要求开展土

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ꎬ客观评价农产品产地土壤

环境状况[１１]ꎮ 同时ꎬ每年组织年度农产品产地土

壤环境监测工作ꎬ每年采集检测 １ 次土壤样品和

农产品样品ꎮ 土壤监测指标有 ｐＨ 值、有机质等

土壤理化性质和重金属ꎬ农产品监测指标主要为

部分重金属ꎮ
２ ２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我国针对全国农耕地肥力情况的监测工作开

展较早ꎬ现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监测网络系统ꎬ但
针对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起步较晚ꎬ还未形成系

统的网络覆盖[１２]ꎮ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自“十
二五”以来ꎬ以工业污染土壤和农田土壤中有毒

有害污染物为监测重点ꎬ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工作ꎬ以 ５ 年为一个周期ꎬ重点选择农用地、饮用

水源地、重污染企业等区域确定国家监测点位ꎬ跟
踪监测重要敏感区和土壤污染高风险区[１３]ꎮ 针

对监测区域耕地、林草地土壤分布状况ꎬ研究其土

壤污染物含量及其空间变异特征ꎬ国家尺度上耕

地监测网格划定为 ８ｋｍ×８ｋｍꎬ采用网格布点法布

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１４]ꎮ 针对工业企业污

染土壤的调查工作ꎬ开展重点行业企业调查和场

地土壤污染调查工作ꎬ筛选出造成水土污染或可

能造成水土污染的企业进入名录ꎬ企业类别涉及

化工、采矿、冶炼与加工、发电、电镀、电池与电子

器件制造、纺织印染、皮革化纤制品等行业ꎬ后期

再通过初步调查、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来确定场

地的安全性并提出治理方案ꎮ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项目主要包括土壤 ｐＨ

值、阳离子交换量、有机质含量等土壤理化指标ꎬ
砷、镉、铬、铜、汞、镍、铅、锌等常见土壤重金属元

素ꎬ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等有机物以及其他

企业生产工艺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ꎮ 重点区域调

查和污染区域监测则参照相关标准进行ꎬ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的监测ꎮ
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ꎬ国家

实行土壤环境监测制度ꎮ 每十年至少组织开展一

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ꎮ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规范ꎬ会同国务院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卫生健康、
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组织监测网络ꎬ统一规

划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站(点)的设置ꎬ建立国家

监测网[１５] ꎮ
２ ３　 土壤地质环境监测

自然资源部门中近几年的土壤调查监测主要

是针对土壤化学组成开展的元素含量变化趋势跟

踪研究及预测工作[１６]ꎮ 根据土壤元素分布特征ꎬ
参照土地利用现状、规划以及国家与行业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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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ꎬ划定区域监测和重点监测ꎬ筛选有代表性的

地区作为土壤地质环境监测点ꎬ监测对象包括土

壤及其大气干湿沉降、农作物、灌溉水等影响因

素ꎬ其中区域监测主要反映土壤化学物质在宏观

层面上的变化规律ꎬ主要监测土壤与大气干湿沉

降物ꎬ有一定密度控制ꎬ并在网格化基础上ꎬ结合

水系流域、成土母质、地貌成因、土地利用等因素

的数字化图件进行区域监测地质控制单元划分ꎮ
例如在北京市平原区大致按照 ４ｋｍ×４ｋｍ 网度

(每个网格 １ 个点)进行监测点布设ꎬ丘陵区和山

区按照 ８ｋｍ×８ｋｍ 网度(每个网格 １ 个 ~ ３ 个点)
进行监测点布设ꎬ保证每个控制单元中都有一定

数量的监测点ꎮ 重点监测则体现出各工作区监测

点的土壤化学物质的变化特点ꎬ主要监测土壤、农
作物以及灌溉水等ꎮ 同时ꎬ为获得更加准确的监

测成果ꎬ需要在重点监测区加大监测点密度ꎬ达到

网格化成图水平ꎬ使其能够更加精准地表达监测

结果ꎮ 总结并完善监测体系ꎬ对获得的各项参数

进行分析研究ꎬ获得监测成果ꎬ并定期发布ꎬ及时

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ꎬ明确了关于耕地

资源调查、森林资源调查、草原资源调查、地表基

质调查等相关内容ꎬ并特别指出:针对耕地资源的

等级、产能、健康状况等开展调查ꎻ针对森林蓄积

量、森林覆盖率、树种、林种、龄组、权属及其动态

变化等开展调查ꎻ针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草原生

物量、病虫鼠害、毒害草、生物多样性以及草原退

化等开展调查ꎻ针对岩石、砾石、沙、土壤等地表基

质类型、理化性质及地质景观属性等开展调

查[１７]ꎮ 常规项目监测频次为每年 １ 次ꎮ

３　 下一步工作建议

在这几十年中ꎬ我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不同方面对全国土壤环境质量进行了不同阶段

的调查与监测ꎮ 自 ２０１７ 年开始的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更是举全国之力ꎬ联合原农业(现农业

农村)、原环境保护(现生态环境)、原国土资源

(现自然资源)等众多部门和科研机构及高校共

同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工作ꎮ 笔者认为后期应

将重点放在调查与监测数据相结合上ꎬ结合地质

条件、污染源特征等进行综合研究ꎬ充分利用原有

历史资料数据ꎬ不可盲目反复进行调查监测ꎬ应珍

惜历史数据的宝贵性ꎬ形成调查、监测、评估一体

化ꎬ为后续防治、开发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更新现有土壤背景值

目前我国参考使用的背景值历史久远ꎬ各地

的土壤背景值均发生了极大变化ꎬ相关部门应根

据现有调查监测数据得到适用于现阶段的土壤背

景值ꎬ了解土壤中各元素的丰缺和供应状况ꎮ 尤

其在某些地区ꎬ污染地块修复也在一定程度上参

考当地土壤的背景值ꎬ背景值过低可能会造成过

度修复的现象ꎮ 因此应及时更新土壤背景值数

据ꎬ为合理使用微量元素、保护土壤生态环境和地

方病防治提供前提条件ꎮ
(２)实现土壤指标全面监测

与水和空气相比ꎬ土壤系统更加复杂ꎮ 可能

引起土壤污染的物质进入土壤系统后ꎬ不仅会使

得土壤成分发生变化ꎬ还可能会使得土壤自身结

构性质遭受破坏ꎬ从而干扰生物生长ꎬ甚至破坏生

态平衡ꎬ导致荒漠化ꎮ 同样ꎬ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

点关注的是土壤中的污染成分ꎬ包括重金属、有机

物、农药、抗生素等ꎻ自然资源领域更关注的是土

壤自身结构性质的变化ꎻ农业农村领域关注的则

是土壤的变化是否会对农作物、植被和生态造成

破坏ꎮ 而以上这些都会对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造

成影响ꎬ都是我们监测土壤环境质量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ꎮ 因此ꎬ土壤监测也应结合实际统筹各行

业部门需求实现一点多用、全面监测ꎮ
(３)制定规范化的监测标准体系

我国现已制定了许多与土壤监测相关的政策

和标准ꎬ力求尽快解决目前日趋严重的土壤环境

质量问题ꎬ但仍有较长的路要走ꎬ同时也需要国家

和社会提供更多的支持ꎮ 现阶段我国各行业仍应

针对不同目的对土壤的不同指标进行专项监测ꎬ
但应根据需求完善各行业标准ꎬ积极建立完善的

监测评价体系ꎬ制定一套按不同监测目的分类的

监测标准ꎬ使得该项工作更加规范化、更具有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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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加强监测质量控制措施ꎬ提高数据的可靠性ꎮ
尤其是对监测密度、监测指标、采样方法、测试方

法等方面ꎬ应统一各行业、各地区的工作体系标

准ꎬ全面推进土壤质量监测技术的进步与发展ꎬ提
出科学可行的土壤质量问题解决对策ꎮ

(４)设立土壤长期监测基站ꎬ搭建土壤自动

监测平台

参考大气监测和水监测ꎬ土壤监测亦可设立

长期监测基站ꎬ让监测点更具备可重现性ꎮ 监测

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和预防问题ꎬ因此设立的

土壤监测点还应具有代表性ꎬ每个点都应反映一

小块区域的土壤情况ꎮ 对于已发现问题的区域也

应设立监测点进行专项监测ꎮ 建立以先进的智能

化设备智能采集土壤的监测基站ꎬ根据监测点的

实际情况ꎬ优化监测指标ꎬ选择需要的指标进行监

测平台建设ꎬ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动态化监测ꎬ全
面把握土壤环境质量情况ꎬ及时发现土壤质量问

题ꎬ以采取科学的处理措施ꎮ 开发先进的土壤现

场测试方法ꎮ 目前所有的现场检测方法仍以定性

半定量的快速筛查技术为主ꎬ灵敏度和准确度均

较低ꎬ不可作为自动监测平台的主要手段ꎮ 实现

数据的公开ꎬ不仅可以监测土壤环境质量ꎬ全面管

控土壤环境风险ꎬ还可为农业和林业发展提供数

据支撑ꎬ增加耕地、果园等的产量产能ꎬ实现良性

循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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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Ｊｉｌ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ꎬＪｉｌｉｎ １３２０１１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１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ꎬ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ꎬ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０８



田一茗等:关于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的发展历程、思考与建议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ｓ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ｖａｌｕｅꎬ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ｉｌꎻ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ꎻｓｏｉ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ꎻｓ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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