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第三次土壤普查常见问题解答 
2023年第 2期（总第 2期）  

 

1.电子围栏范围内，主要的利用方式为莲藕田时表层如何采

样？ 

答：（1）如果是零星分布的藕塘，建议避开。在电子围栏范围内或周

边就近选择除藕塘外的水田采样。超出电子围栏范围内的按流程申报移动

点位。 

（2）如果藕塘大规模连片分布或是当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需选择

面积较大的藕塘采集样品，以免出现较大的样点空窗，影响后期成果汇总

环节的属性制图。采样方法：采用土钻或不锈钢锹（建议用不锈钢底泥取

样器）在同一田块选择多点钻取 0-20cm（至少 5点以上）样品，去除明显

动植物残体杂质后，将多点采集的样品装入自封袋，无需混样四分，挤出

多余水分后套上布袋，带回样品暂存室，室内将样品摊开晾晒，至无明水

为止（提前与制备实验室沟通确认），尽快送制备实验室。采样时样品量适

当多取，确保风干后重量满足样品制备要求。不同点位采集的样品严格分

开，以防交叉污染。容重和水稳性团聚体样品无需采集。对于水较深的藕

塘，可以在塘边水浅处合适位置布置相隔合适距离的样点。此外，土壤混

样点照片改为拍摄各混样点使用土钻或不锈钢锹取出的土壤状态照片。土

壤样品采样质量要满足鄂土壤普查办函〔2023〕15号文件要求。 

 



 

 

2.电子围栏及其周边范围内，国家下发的土地利用为耕地，

但现有土地利用类型为鱼塘，并曾经在鱼塘和耕地之间反复变更

的情况表层如何采样？ 

答：平原湖区常出现国土三调时为耕地，但田主会结合市场行情将其

在鱼塘和农田间频繁变更的情况，其也应当被作为后备耕地资源开展调查

与采样工作。具体调查与采样方法参照上述问题 1的答复（莲藕田调查采

样）。 

3.稻虾田如何进行表层土壤调查采样？ 

（1）关于稻虾田信息填报问题。 

答：一年两熟制地区稻虾共作情况下，第一季作物选其他，填报小龙

虾，记产量为鲜重，单位 kg/亩；第二季作物为水稻。同时，施肥情况只填

报第二季水稻。虾沟养殖的，要填报虾沟宽、深和水面占比，并在备注填

报灌水时期。无虾沟养殖的，在备注填写灌水时期。 

（2）关于稻虾田景观照拍摄的问题。 

答：稻虾田采用虾沟复合种养模式的，采集土壤样品时，景观照除常

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照片外，还需补充虾沟照片。若稻虾田已经灌水，

景观照还应体现或补充田面淹水近景。 

（3）关于稻虾田表层土壤采集的问题 

答：稻虾田根据是否已经灌水采取不同的采样方式。稻田未灌水时，

按照常规方法采集样品，若土壤黏重、含水量高，用手掰成尽量小的土块

后混匀四分。稻田已经灌水时，田面有明显的淹水层，采样方法：采用土

钻或不锈钢锹（建议用不锈钢底泥取样器）在同一田块选择多点钻取 0-



 

 

20cm（至少 5点以上）样品，去除明显动植物残体杂质后，将多点采集的

样品装入自封袋，无需混样四分，挤出多余水分后套上布袋，带回样品暂

存室，室内将样品摊开晾晒，至无明水为止（提前与制备实验室沟通确认），

尽快送制备实验室。采样时样品量适当多取，确保风干后重量满足样品制

备要求。不同点位采集的样品严格分开，以防交叉污染。容重和水稳性团

聚体样品不采。此外，土壤混样点照片改为拍摄各混样点使用土钻或不锈

钢锹取出的土壤状态照片。土壤样品采样质量要满足鄂土壤普查办函

〔2023〕15号文件要求。 

4.整个采样过程总共需要拍摄多少照片？目前不同县市要求

不完全一致。 

答：根据国家三普办的相关精神，为规范采样流程，避免层层加码，

省土壤普查办统一规定上传系统的照片数量。请各县（市、区）三普办按

本规定执行，各地出台的规定与本规定不相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表 1 表层采样相关照片（示例详见附录 1） 

照片类别 数量要求 拍照目的 

景观照 

平原无遮挡景观，4张；有遮挡

景观或山区丘陵区，8张（地表

4张、无人机 4张） 

展示小地形和地形部位、采样季

节、土地利用状况等信息 



 

 

混样点照片 每混样点 1张 

展示等深度、等体积采样，展示采

样深度，展示耕层厚度（按规范要

求，至少有 3 个混样点需要挖掘

至耕层以下，耕层厚度取 3 个点

的平均值。需要在耕层下界刻划

一条明显分界线，供专家质控） 

环刀取样 

照片 

每个环刀取样点 1 张（耕林草

地共 3张；园地共 4张） 

确保环刀土壤充满且没有挤压 

水稳性团聚体

照片 

1张（装入样品还没盖上盒盖时

拍摄） 

确保无工具挤压痕迹，盖上后不

会挤压 

混样四分照片 

1张（充分混匀并划出四分痕迹

时拍照），无需混样四分的情形

除外 

确保样品充分混匀 

领队照 

1张（与基层一线跟队人员合影

并展示采样工具） 

确保采样者为技术领队本人，基

层一线人员跟队。 

其他照片 

采样队如觉得有必要提供给质

控专家额外信息的，可自行拍

摄相关照片，张数不限，与景观

照放一起。 

展示采样队需要提供的额外信息 

 



 

 

表 2 剖面采样相关照片（示例详见附录 2） 

照片类别 数量要求 拍照目的 

景观照 同表层样 同表层样 

水稳性团聚

体照片 

同表层样 同表层样 

环刀取样 

照片 

所有层次环刀全部打入后拍摄 1 张照

片；A层过于松散时，可以在地表从上

往下打入环刀。 

同表层样 

主剖面照 2张（有、无样点编号各 1张） 展示剖面土壤特征 

坑位照 1张 

展示剖面坑挖掘的规范性，

展示剖面坑周边环境。 

纸盒土壤标

本采集照片 

1张 

展示土壤标本采集结果，与

记录信息后的盒盖一同拍摄 

踏勘点照片 

三个踏勘点分别包含东南西北 4 张景

观照，1张土钻照片。土钻样需要暴露

与定名有关的关键土壤层次（景观照中

有自然边坡的，可以不打土钻，但需简

单修整，暴露新鲜面） 

提供二普图斑范围内的土壤

类型信息 



 

 

剖面点所在

景观位置断

面图照片 

1张 

展示剖面点所在景观位置断

面位置 

工作底图 2张 

展示拟调查样点与土壤图

斑、地类图斑、高程、道路分

布等的空间关系 

新生体 

特写照 

数量不定，根据剖面具体情况拍摄。新

生体的特征与层次符号要相匹配。r或

s至少需要有斑纹、胶膜、铁锰分凝物

或结核其中之一，t 大多数情况要有黏

粒胶膜，k要有砂姜或假菌丝体，g要

有亚铁反应结果。能够在剖面上看出来

的，可以直接拍摄剖面局部；有些新生

体在结构体表面，在剖面上不太容易看

出来，需要沿着结构面掰开拍特写照。 

展示土壤新生体特征 

领队照 同表层样 同表层样 

5.雨雪天气是否能开展调查采样，雨雾天气拍照是否有标准，

审核要点如何把握？ 

（1）关于雨雾天气能否采表层样的问题。 

答：一般小雨或雨量不大的天气可以进行外业调查采样工作，雨雾天



 

 

拍照需要能判别出所处地形地貌，浓雾天气建议等雾气消散后拍照。审核

要点为能辅助识别所采田块的小地形和地形部位。 

（2）关于冰冻雪被情况下能否采表层样的问题。 

答：浅冻或者夜冻昼融期可以采样。白天冻层不融化的情况不能采样，

一是难以挖坑切削，二是难以混样，均匀性和代表性不好把握，三是耕层

厚度不好观测。雪被覆盖情况下不可以采样，需待雪化后采样。 

剖面样除大雨外，不受上述天气条件限制。 

6.实际采样过程中因土壤松散、碎石很多，质地很砂等无法

挖掘标准混样坑位时如何处理，质控审核时如何把握？ 

答：对于砾石含量过高，土壤过于松散，质地过砂导致无法挖掘标准

混样坑位时，可以对坑位规整性降低要求，采样队应尽量保证各混样点等

体积等深度采样，并在备注里说明原因。 

7.蛇形法或棋盘法采样是不是必须 10-15 个点？  

答：蛇形法采样数量依设置蛇形法的目的而定。对于土壤较为均一，

但因田块狭长而被迫采用蛇形法布点的情形，采集 5个及以上混样点；对

于因土壤变异性较大（坡度较大的顺坡耕地、地表起伏较大的林草地等）

而采用的蛇形法或棋盘法布点的，需要采集 10-15个样点，以保证样品的

代表性。 

8.表层多点采样中混样点超出电子围栏是否可以。 

答：部分混样点可以超出电子围栏，中心点需要在电子围栏内。中心

点超出围栏范围的，需要填报移点相关信息，履行必要的手续，具体流程

见答疑第一期。 



 

 

9.起垄种植的农田，是在垄面上取表层样，还是在垄沟里取

样？ 

答：所有混样点均在垄面上取样，取样前把垄面局部稍耙平后再挖混

样点取土坑。注意避开施肥点。 

10.表层采样中，混样点采样坑内积水是否可以采集样品？  

答：地下水位较高的点位，采集表层样时，需要采取排水措施（人工

舀或水泵抽），将水位降低到采样深度以下（20cm或 40cm）再采集样品。 

11.表层采样时是否需要去除表层 1-2cm 根系和土壤？ 

答：按规范要求，混样点应避开施肥点，去除地表枯枝落叶、地表秸

秆与砾石后采样。混样过程中去除植物残体和明显根系。不能削去表土。 

12.缺少技术领队照片，技术领队未持证等情形，质控时如何

把握。 

答：（1）对于因各种原因，技术领队偶尔忘带证的情形，如果通过比

对该领队其它点位的照片，能确认是领队本人的，质控予以通过。 

（2）对于技术领队未到场拍照或补拍的点位，需要重新采样。 

（3）对于冒名顶替技术领队，由其它未获得领队资格的人员代为采

样或拍照的，样点需要重采，同时暂停该领队所属单位的采样资格。 

13.目前很多地方冬油菜、冬小麦已经种植，能否在距施肥一

定时间后采表层样。 

答：根据国家三普办的要求，翻耕后但未施肥的情形下可以采样，土

壤容重和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到附近同利用类型的田块里采集。冬季作物

种植施肥后不能采表层样。需要等下个窗口期。 

为了保证采样进度，遇上述情形时，如附近有往年轮作模式相同，但



 

 

今年因故撂荒的地块，可以申请移点。但需把握以下原则： 

（1）需注意样点代表性问题，如近 3 年撂荒地与区域上种植制度一

致，可采样，模式参照种植区填报，若近 3年撂荒地与区域上种植制度不

一致，建议等待下个窗口期采样。 

（2）考虑到国家布点原则，移点范围最大不能超过 400m（国家耕地

表层点最小布点密度为 0.5km2，大约相当于 400m半径的圆面积） 

（3）移点后，点位分布不能过于集中。相邻点位原则上相距 400m以

上。 

（4）移点需要按流程申报，详见《问题答疑》第一期。 

14.是不是所有耕地混样点都挖掘到 20cm？耕层厚度如何判

断？ 

答：20cm是采样深度，不是混样点挖掘深度。当耕层厚度小于 20cm

时，混样点深度挖掘到 20cm或 20cm以下，并提供采完样后的坑位照片，

展示等体积等深度采样。当耕层深度大于 20cm时，至少有 3个混样点位

需挖掘至耕层以下，以计算耕层厚度平均值。对于山药、某些中药材种植

田块等耕层厚度远大于 20cm的耕地，很难暴露完整耕层，耕层厚度以向

农户询问为主。其它如种植荸荠、莲藕等难以获取耕层厚度的情形，也以

询问农户为主。 

15.再生稻是作为一季作物填报，还是作为两季填报？施肥和

产量如何填报？  

答：再生稻经历了两个生长季、两个成熟收获季，总生育期也达到了

两季的时间，产量水平和施肥量都与两季接近。按两季填报相对更合理。

施肥量和产量两茬分开填报。 



 

 

附录 1 

表层照片示例 

景观照 

平

原

无

遮

挡

区

域 

（地表 4张） 

东 南 

  

西 北 

  

有

遮

挡

景

观

/

山

区

丘

陵

区 

 地表 4张 无人机 4张 

东 

  

南 

  

西 

  

北 

  



 

 

 

混样点

照片 

  

环刀取

样照片 

耕地草地共三

张（示例） 

园地共四张 

   

水稳性

团聚体

照片 

 

领队照 

 



 

 

附录 2 

剖面照片示例 

景观照 同表层 

水稳性团聚

体照片 
同表层 

环刀取样照

片 

 

主剖面照 

  

坑位照 

 



 

 

纸盒土壤标

本采集照 

 

踏勘点照片

（单点示

例） 

东 南 

  

西 北 

  

土钻 新鲜断面 

  



 

 

剖面点所在

景观位置断

面图照 

 

工作底图照

片 

  

新生体特写

照 

  

领队照 同表层 



 

 

 

其它照片 

pH比色结果 

 

亚铁比色结果 

 

石灰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