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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土壤三普”） 是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次土壤“全面体检”，是一
次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也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

自土壤三普启动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牢牢把握土壤普查对农业、生态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省土壤普查办
多措并举，高站位推进、高效率实施、高标准保障，遵
循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的原则，按照“统一领导、
部门协作、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要求，加快推进土
壤三普工作。

自2023年开展土壤三普以来，海南全省共组建79支
外业队伍共366人负责外业调查采样工作；3个制备实验
室108人负责样品制备及流转；7个内业检测实验室300
人负责样品检测，检测指标约70.4万项次。组建省级团
队，设立省级专家35人、五个片区指导专家团队25人、
质控专家23人、基层农技人员105人、成果集成专家15
人分别参与制定工作方案、规程、标准规范、人员培
训、工作指导、数据审核、质控、整改、总结交流、成
果集成等工作。

截至2024年6月15日，海南全省已顺利完成土壤三
普的采样、制备、流转及检测任务，进度走在全国前
列。目前，海南正在开展内外业验收工作，并提前进入
成果集成阶段。国家三普办通报2024年上半年全国土壤
普查工作进展情况，海南总体进度较快、质量可靠。

严字当头把质量

外业采集是土壤普查工作最基础的关键环节，是决
定普查成果科学性、准确性、典型性的核心。

屯昌县是海南较早完成土壤普查外业采样的县，该
县精准施策，把握“流程、细节、标准”关键节点，逐
一突破难点、打造亮点，带动工作质量整体提升。针对
县里水田样点占比大，采样窗口期短的这一难点，采取
先调查摸底后突击采样、先园林草地后耕地的方式，有
效优化工作流程，抓住收割栽插的“关键窗口期”，按照
能采尽采的原则，稳定推进采样进度。同时采取“边采
样边流转”的工作方式，最大程度缩短样品流转及制备
时间，既不积压样品又可为省级样品制备和检测争取准
备时间。

为确保土壤样品采集的过程操作规范、取样准确、
复核精准，屯昌县聘请省内外顶级优秀团队承担外业采
样和县级平台数据审核工作，由专家带领当地农技中心
土肥站全员参与，并选派优秀年轻科技人员充实到质控
队伍中，会同镇村三普联络员、质控单位开展全程质
控，按照“一点一表、溯源溯责、全程质控”，完成县级
质控100%，确保信息准确、操作规范。

近期，海南启动土壤三普外业调查采样验收工作，
为了确保质量控制实施到位，海南采取专家分片技术指
导、监督检查、省县联审的方式，全面开展普查监督检
查、数据审核、内外业验收等工作。一是完成外业质量
复核整改“回头看”，举一反三对全省21130个已调查点
位质量完成复查，其中退回整改 1971 条，重新采样 63
个。二是完成样品风干和制备监督检查样品1595个，其
中表层样1250个，剖面样165个，水稳性大团聚体样180
个，抽查数量为本区域总样量的7%。三是检查样品流转
数量为185批次，覆盖18个市县所有采样单位。共转码土
壤样品25617个，添加质控样537个，平行样597个，完
成全部数据的审核，初次合格率为91%。

为规范土壤三普县级表层外业验收工作，统一验收
内容、要求、组织方式和评分标准，确保县级表层外业
土壤调查与采样质量，海南省土壤普查办专门举行了外
业调查采样验收培训班，邀请国家级土壤三普专家对各

市县土壤普查办负责人、农技专家、承担外业调查采样
工作的第三方技术团队人员进行培训。

海南省土壤普查办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
管理处处长张运哲认为，外业质量是土壤三普的“生命
线”，外业调查采样质量直接关系到对土壤资源状况的认
识是否全面准确，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
定是否科学合理。只有通过严格的外业调查采样复核、
验收，才能确保采集到的土壤样品真实可靠，为实验室
分析和数据汇总提供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海南省土壤普查办将继续督促各承担单位
做好外业调查采样验收、内业测试化验验收、成果编制
等工作，力争比国家要求的任务计划提前一年，于今年
底基本完成海南土壤三普各项工作任务，为全省的耕地
改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实字为核见成效

土壤普查服务指导实际生产是关键，在此次土壤三
普中，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土壤普查办聚焦国家战
略，重点对国家南繁基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土壤普查，
以实实在在的数据和成效助力国家南繁硅谷建设。

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里，70%以上经过了南繁加
代繁育，高质量的南繁耕地是选育好种子、选育好品种
的基本保障。海南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南繁保护区建
设，在这次土壤三普中专门成立相关专家组，加大南繁
基地的采样普查力度，针对南繁土地类别以及不同的使
用需求，进行更加多样化和系统深入的土壤研究。

“与以往相比，这一次针对南繁片区的土壤普查更
加系统全面和深入。”张运哲介绍，普查更全面，体现在
采样点位覆盖密集，能够真实反映所有南繁片区土壤的
整体情况。以往也有针对南繁片区土壤的检测项目，但
都是一块块地单独进行，较为分散。而这次土壤三普工
作是一次全面系统的“体检”，全部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
范来进行，得到的数据也更加全面和准确。通过土壤三
普，将全面摸清南繁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以及土壤资
源数量和质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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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服务
于南繁企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

三亚市作为南繁基地主要分布地区之一，在土壤三
普中共有1985个表层样和54个剖面样。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科教科负责人曹明表示，为了保障采样团队顺利开展
工作，该局选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农业技术员或安监员，
组建“区级+村级”土壤三普工作服务队共计120余人，
覆盖三亚市各区每个行政村（居）。三亚市土壤三普办还
专门给采样队制作了土壤调查工作证，采样队员携带文
件和工作证，在区级负责人和农业技术员的协调下能够
顺利开展采样工作。

据介绍，为了加快形成土壤普查有效成果，海南省
农业农村厅专门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南繁保护区核
心区土壤调查成果集专题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三大
方面：一是数据收集与整理，以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数据为基础，收集农作物种植、水利灌溉、土壤管
理等数据，开展数据整理、空间匹配、统一单元等处
理；二是明确南繁保护区核心区内当前的优势及特色农
作物，确定其土壤适宜性特征范围和限制性生长要素；
三是开展土壤适宜性评价，对优势及特色作物土壤适宜
程度、限制性生长条件与土壤调查结果及环境数据作叠
加分析，评价分析不同土壤条件、环境条件下优势及特
色农作物的土壤适宜程度并确定区划范围。

“以前的土壤普查项目，由于没有专门的信息系
统，最终形成的普查报告都分散在各个部门单位里，一
些有需求的科研机构、企业很难获取到这些有价值的数
据。”曹明说，土壤三普建立了专门的信息系统，土壤采

样的数据、工作进度，包括后期的土壤检测数据、成果
汇总等都会进入系统，可以及时了解南繁基地的土壤现
状，后期有利于南繁单位针对性地加强耕地质量改良。

准字为底助治理

澄迈县是海南土壤三普的试点县，2023 年各项工
作均已顺利完成，根据普查成果分析，发现澄迈县耕
地障碍因素主要有酸化、贫瘠、沙化和侵蚀 4 种类型，
其中酸化和贫瘠最为突出。有了土壤三普工作形成的
准确数据，该县又入选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开展酸
化耕地治理重点县，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为目标，用好土壤三普成果，因地制宜、综合
施策，加强酸化耕地治理，兼顾土壤瘠薄、潜育化等
问题，持续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助力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

2023 年以来，澄迈县聚焦土壤 pH＜5.5 的强酸性耕
地，实施治理面积8万亩以上，希望通过3年连续治理，
统筹农艺、化学、生物与工程措施，发挥叠加效应，实
现土壤pH值平均增加0.5个单位，耕地质量等级提升0.5
等左右，亩均粮食产能提升10%以上。通过打造一批推进
酸化耕地治理的综合实施样板田，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
效、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推进机制。

据了解，澄迈县根据土壤酸化程度，结合当地生产
实际，分别在该县大催村委会和沙土村委会建立了两个
核心示范区，其中大催村委会示范面积 890 多亩，采用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壤改良剂”酸化综合治理技术
模式；沙土村委会示范面积1910多亩，采用“秸秆还田+
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酸化缓冲
能力。在其他7万多亩的大面积酸化治理区域，采用土壤
调理剂酸化改良技术模式，通过“集中采购、统一供
应、统一施用”，以确保成效一致。

2023年12月，澄迈县完成了酸化治理第一年的相关
示范数据测试和分析。土壤pH值变化方面，施用“生物
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的土壤pH值提
升 0.2~0.3 个单位；土壤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指数变化方
面，施用“生物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
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 3.3%~5.3%；水稻产量方面，

“生物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两个处理
方式，水稻产量增加明显，增产幅度为3.7%~6.6%。

澄迈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杨应宁称，通过对比
试验可以看出，“生物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土壤调
理剂”两个处理，不仅能提高土壤pH值和水稻产量，而
且对土壤养分也有一定提升，试验结果为下一步酸化耕
地治理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张运哲介绍，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将切实加强统筹督
促指导，强化政策创设，压实各方责任，及时协调解决
困难问题，在资金措施统筹、治理措施选取、宣传推广
应用等方面加大对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的指导支持，有
力有序推进酸化耕地治理，强化土壤三普成果应用。同
时，引导支持地方政府加强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协调对
接，将酸化耕地治理项目与产业增值、三产融合类项目
有机结合、统筹谋划、打包实施，探索创新投融资模
式，支持和引导农户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主动采取用
地养地措施，提高耕地地力。

土地质量事关国计民生，通过土壤三普，海南对全
省土壤进行了一次“深度”体检，全面查清土壤类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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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为下一步成果运
用打下良好基础；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守
住耕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坚
实基础。

本版文图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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