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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质量的优劣，决定所生产农产品的质量。农田

土壤监测是农业环境监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土壤取样

则是监测的基础工作，做好土壤取样，为农田土壤环境监测

奠定基础。

1采样准备

1.1采样器具的准备

采样前要准备好所用器具，包括铁铲、铁镐、竹片、木片

等工具，卷尺、标尺、样品袋、标本盒、照相机等器材，样品标

签、记录表格、铅笔等小型用品，以及工作服、雨具、防滑登

山鞋、安全帽、常用药品等安全防护类用品。

1.2现场情况调查与资料收集

采样前调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植

被、水文状况、气候、自然灾害、土壤类型、土地利用与农作

方式。农药、化肥和各种工业与城市废物施用等有关情况与

资料。调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的社会环境情况与资料。调

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土壤的成土母质、层次特征、背景含

量、肥力水平及污染状况等土壤质量情况与资料。

2农田土壤监测采样点布设原则

农田土壤监测点一般实行污染布点法，把监测点布设

在怀疑或已证实有污染的地方，布点应优先照顾那些污染

重，影响大和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要的地方，监测点布设重点

应是：污水灌溉的农田土壤；厂矿企业和城镇周围的农田土

壤；大量堆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地点周围的农田土壤；长

期受工业废气和粉尘影响的农田土壤；大量施用农用化学

物质，如农药、化肥、农用塑料等的农田土壤；长期施用污

泥，城市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及其以废物为原料制成的肥

料的农田土壤；有人畜地方病或公害病地区的农田土壤，以

及怀疑有其他污染的土壤。

农田土壤监测点的布设要根据土壤污染类型而定。水

质污染型土壤监测点应随污水灌渠的流向来布设。布点密

度一般可随水流距离的增大而减少。大气污染型土壤样点

布设应以大气污染源为中心，在一方或几方呈扇形布点，监

测点布设的重点应放在主导风下风向，离污染源越近，节点

越密，反之可适当稀疏。农业污染型土壤：使用城市垃圾、污

泥、化肥、农药引起污染的土壤，均为农业污染型土壤。土壤

监测可根据污染物的散布范围均匀布点，但把布点的重点

放在污染负荷较大的田块上。固体废物堆污染型土壤监测

时样点布设应以污染源为中心，结合常年主导风向和水土

流失方向，按圆周或扇形布点。点的密度随污染源距离增加

而减少。

3样点布设方法

在环境条件和污染分布比较均一的监测区，采用网格

布点法。选用 1/50万～1/5万地形图按等距离划分方格，每

方格为一采样点。方格代表面积的大小根据调查精度要求

而定。在环境因素和污染分布复杂的监测区，根据环境因素

的分布带，划分成若干环境单元，在备单元内布点。单元内

可按不同概率随机布点法或简单随机布点法布点。在受点

污染源污染的地区，采用放射型布点法。以污染源为圆心，

划同心圆，同心圆的间距视实际情况而定，在半径线与各圆

周交点上布设样点，在污染分布的主导方向（水的流向、主

导风向等）上的 60°～100°的角内，适当增加采样点。监

测区域样点数的确定，大面积普查时，样点布设很稀疏，每

个样点代表面积较大（由工作要求定）。详细调查时，特别是

在污染较重的地方，样点布设要密。但同一环境单元至少要

布设 3个样点作为重复。

4样品采集

4.1农田土壤剖面样品现场采集

为了解土壤剖面各自然层次污染物的含量水平，了解

污染物在土壤中垂直向下迁移运动的情况及污染物影响深

度时，有必要进行剖面取样测定。土壤剖面样点点位应选在

能代表调查区主要土壤类型特征和污染程度的地方。土壤

剖面挖掘深度要根据调查目的和剖面实际情况确定，耕作

年代较久的旱地和水田土壤，观察和取样到 lm深度即可。

果园土壤可观察取样 1.5～2m深度。当地下水位较高时，挖

至地下水位即可。山地丘陵土层较薄时，挖至母质风化层即

可。土壤剖面坑的观察面是垂直、向阳的，坑的大小以方便

取样观察为原则。

4.2农田土壤样品现场采集

农田土壤监测一般是采集耕作层土样。在采样点周围

处采集若干点的耕作层土壤，经等量均匀混合后的土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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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土壤质量监测是农业环境监测的组成部分，农田土壤取样是农田土壤质量监测过程的基础。取样的规范操

作，保证了土壤样品的代表性，尽可能地反映所监测范围的土壤状况，以掌握农田生产区域质量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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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个取样点的土壤样品。组成混合样的分点数至少有 3

个。混合样品采集方法有：

4.2.1对角线法

适用于污水灌溉的农田土壤，由田块进水口向出水口

引一对角线，至少分五等分，以等分中点为采样分点，土壤

差异性大，可再等分，增加分点数。

4.2.2梅花点法

适宜面积较小，地势平坦，土壤物质和受污染程度均匀

的田块，设分点 5个左石。

4.2.3棋盘式法

适宜中等面积，地势平坦，土壤不够均匀的田块，设分

点 10个左右；但受污泥、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土壤，分

点应在 20个左右。

4.2.4蛇形法

适宜面积较大，土壤不够均匀且地势不平坦的田块，设

分点 15个左右，多用于农业污染型土壤。

种植一般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 0～20cm耕作层土壤，

种植林果类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 0～60cm耕作层土壤。土

壤样品一般在收获期与田间作物样品同步采集，重点污染

物项目每年测定 1次，其他污染项目每 3～5a测定 1次。每

个混合土样采集 1kg，混合土样需各点等量采集后均匀混

合，用四分法弃取，直至混合样重 1kg为止。

所采的土壤样品装入塑料袋内，外套布袋。填写土壤标

签一式 2份，1份放入袋内，1份扎在袋口。

4.3采样现场记录

采样同时，要作好记录。填写土壤标签、采样记录、样品

登记表，并汇总存档。填写人员将采样点准确标记在野外实

际使用地形图上，并与记录卡和标签的编号统一。采样结束

后，将记录卡片，样袋标签，采样点位图等进行核对。准确无

误后方可撤离现场。

5采样注意事项

测定重金属的样品，用铁铲、土钻挖取后，应用竹铲刮

去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的部分，再用竹铲采取样品。能用竹

铲直接采集的直接用竹铲采样。

6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以基本说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科

学监管、保障农产品安全为目标，我们要不断探索新技术新

方法、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体系，为土壤环境管理提

供技术支撑。

6.1监测点位

按照《国家环境监测“十二五”规划》中“在全国开展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项目和特征污染物的监测，有条件的逐步

开展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污染场地监测”的要求，在土壤

污染调查的基础上，坚持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连续性的

布点原则，重点选择基本农田、蔬菜和果树基地、饮用水源

地、重污染企业周边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周边等区域确

定国家监测点位，5年为一个周期，以地市行政区域为基本

采样单元，设定约 2.5万个监测点位。另对重要敏感区和土

壤污染高风险区进行加密跟踪监测，对土壤污染进行环境

风险评价。

6.2采样和制样方法

采样：样品采集前首先记录点位坐标，拍摄数码照片，

然后在采样点采集 0～20cm表层土壤。根据污染物迁移情

况也可以采集剖面样品。采样过程中，注意认真填写采样记

录并存档。

风干：在风干室将土样放置于风干盘中，除去土壤中混

杂的砖瓦石块、石灰结核，根茎动植物残体等，摊成 2～3cm

的薄层，经常翻动，置阴凉处自然风干。

粗磨并分样：粗磨后过 2.0mm 筛的样品用四分法弃

取、称重，保留 3 份样品，其中 1 份为国家样品库样品

（2mm）；另 1份为省级样品库样品（2mm）；剩余样品称重，

继续研磨过 1.0mm尼龙筛后分成两份。

细磨并分样：用玛瑙球磨机或手工研磨到土样全部通

过孔径 0.25mm的尼龙筛，四分法弃取，保留足够量的土

样、称重、装瓶备分析用（0.25mm）；剩余样品继续研磨至全

部通过孔径 0.15mm的尼龙筛，装瓶备用（0.15mm）。

6.3监测项目、频次与方法（见表 1）。监测项目方法依

据

6.4建立土壤监测数据库

过去，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通过观测、考察、试

验、计算等多种途径产生和积累了大量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和实用意义的科学数据和资料，但由于管理手段落后，无法

充分发挥这些宝贵信息资源的作用。上世纪 60年代发展起

来的数据库技术，为有效管理和开发应用科学数据创造了

有利条件，同时，也成为科研工作的基础设施之一，并将成

为未来科学研究必不可缺少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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