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河间市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 孟宪聪，刘书运，田
洪良主编．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7 5375 5605 7

Ⅰ. ①河…Ⅱ. ①孟… ②刘… ③田… Ⅲ. ①耕地资
源—资源评价—河间市 ②耕地资源—资源利用—河间市
Ⅳ. ①F323．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12) 第 299762 号

河间市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孟宪聪 刘书运 田洪良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印 刷 石家庄联创博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 /16
印 张 9. 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 00 元

2



编 委 会

主 编: 孟宪聪 刘书运 田洪良

副 主 编: 栗如一 刘淑俊 李焕芝

参加编写人员: ( 排名不分先后)

卞 伟 崔凤俊 冯连波 郭玉峰 何 飞

郝厚业 凌 波 李焕芝 李建路 李俊英

李艳峰 刘立猛 刘淑俊 刘书运 刘彦芳

马高路 马胜朵 孟宪聪 沈庆信 孙 杰

孙 强 田洪良 田永亮 王景生 王 平

杨 浩 杨建华 杨建民 姚志峰 于同江

张红英 张景权 赵海水 赵 平 赵占领

孙红普 姜青松 刘 鹏 张玉花 王晓燕

审 稿: 苏纪良 曹国印 孙公开

3



前 言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严

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自 1984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我国的农村经

营体制、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种植结构、产量水平、肥料和农药的使用均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对我国农业发展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实现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摸清耕地

数量和耕地质量状况，进行地力分级与评价，找到切实可行的施肥方式和方法。

河间市自 2007 年开始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在这期间，经过试验、

化验、分析，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建立标准化的数据库

和信息管理系统，是保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成功的关键，也是保存测土配方施

肥数据资料，使其持久发挥作用的关键。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和县域耕地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

地形图进行叠加，形成了工作底图;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球定位系统

(GPS)、遥感 (RS) 等高新技术，开发了县域耕地资源信息系统模块。利用测

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三年来取得土样化验数据，根据土壤剖面构型、耕地的立

地条件、生产性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污染状况以及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情况等，对耕地地力和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

通过本次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收集整理了河间市土壤的有关资料，

避免了历史资料的流失; 全面查清了河间市的耕地地力状况、耕地土壤资源特

点、土壤障碍因素等; 利用耕地地力分区的方法对耕地进行了科学的分区，提

出了耕地培肥和土壤改良的方法，论述了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途径，为耕地质量

保护、科学用地、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建立了地力评价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 建立了 《河间市县域耕地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实现了国家统一软件系统和地方数据的成功对接，为农业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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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完成了调查样点分布图、耕地地力分级图、土壤

各种养分分布图等一系列数字化的成果图件; 农业技术人员经过大量的培训和

实践，综合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为今后的土肥工作做好了人员和技术储备; 建

立测土配方施肥网络动态查询专家系统，实时指导农业生产。为推进全市农业

结构调整、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改良利用土壤、科学施肥、合理规划种

植、促进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本书系统地对野外调查规范、采样点的布设、大、中、微量元素的测试技

术、耕地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试验室质量控制方法、耕地地力评价的原理与方

法、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方法、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县域耕地地力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等内容进行了描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土壤肥料总站、沧州市土壤肥料管理站、

河间市委市政府、河间各乡镇政府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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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河间之名始于战国，因处九河流域而得其名，古称瀛洲。地处华北平原腹
地，居京 ( 北京) 、津 ( 天津) 、石 ( 石家庄) 三角中心。河间市地处北纬
38°19' ～ 38°39'，东经 115°55' ～ 116°37'位于冀中平原，河北省中部，沧州市西
部，属黑龙港流域。周围接壤毗邻市 ( 县) 分别是: 北面任丘，东北面大城，
东部青县、沧州市，南面献县，西部肃宁，西北面高阳。全市南北宽 36km，东
西长 63km，总面积 1333km2 ( 合 199. 95 万亩) 。

河间市共有 13 个乡、7 个镇，615 个行政村，2009 年末河间市总人口
800971 人，其中农业人口 624452 人。全市目前农业总产值 292436 万元。主
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豆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 棉花、花生、蔬菜、
瓜类等。

土壤是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和自然生态条件，通
过这次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基本摸清了河间市的土壤分布状况，不同区域的土
壤肥力状况，为河间市农业区划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依据。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

土壤是指地球表面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它是成土母质在地形、气候、
生物、时间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人类的长期活动，对土壤的形成
也起着绝对性的影响。河间市土壤实际上是在自然与人为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一
种耕作熟化土壤。

( 一) 自然气候

气候是促进土壤形成、发育和对农业生产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特别是
温度和水分是动植物、微生物生长发育的基本条件，也是岩石、矿物质风化的
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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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地处暖温带东亚季风气候。冬季为蒙古高压控制区，夏季为大陆低

压控制区，并受副热带高压北上西移带来的东南季风影响。因此，形成了河间
市一年四季分明，冬寒夏热，以及春旱、夏涝、秋吊等特点。

1. 温度 河间市热量资源较丰富，年平均温度 12. 4℃，日平均气温 ＞ 5℃
的活动积温为 4550℃，全年实际日照时数平均 2733h，日照百分率 63%。作物
生长季节 4 ～ 10 月份的日照时数为 1744. 6h，占全年总日照时数 64%。全年无
霜期 188 天，热量资源丰富，适宜多种作物的生长，基本能满足一年两熟的需
要。10cm地温年平均为 13. 7℃，其中最低月份为 1 月，平均为 － 2. 7℃，一般
年份从 12 月 10 号开始冻结，2 月 17 日开始解冻，封冻期 99 天，冻土最深为
62cm，地温最高月份为 7 月，为 28. 0℃。

2. 降雨与蒸发 河间市年降雨量平均 561mm，其特点: 第一，年际变化较
大，最多 1040mm，最少 278mm; 第二，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年降水量的
72%集中在夏季，而 7 ～ 8 月份又集中了夏季降水的 86%，且多暴雨，春季降水
量只有 9. 6%。

年平均蒸发量为 2100mm，是降水量的 3. 4 ～ 3. 5 倍，入不敷出。蒸发量最
大月份是 6 月，为 345. 9mm，最小月份是 12 月，为 40. 4mm。

3. 灾害性天气
( 1) 旱涝。河间市的干旱灾害以春旱为主，发生于每年 3 ～ 5 月。主要危害

冬小麦生长和春播作物的播种保苗，春旱发生的频率近几年较高，近 10 年来，
年降水量有连续减少趋势，夏旱、秋旱和全年性干旱也时有发生。

夏涝是河间市涝灾的主要类型。发生于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但近 10 年来
由于降水偏少，夏涝灾害明显减少。

( 2) 暴雨。暴雨是指 24h 内降水量在 50mm 以上的降水过程。暴雨出现
在 6 ～ 10 月份，以 7 ～ 8 月份最多，占暴雨总数的 85%。在暴雨同时也常伴有
冰雹。

( 3) 大风。大风 ( 瞬时风速≥17m /s，2min 平均风速≥12m /s) ，常与暴雨
相伴发生，除直接危害农业生产外，也对土壤墒情、土壤流失有直接的影响。
河间市全年平均风速 2. 6m /s，其中风速最大在 4 月份，风速 3. 8m /s，年大风频
率 9. 6 次。其中阵风最大风力为 10 级左右，造成危害，使土壤风蚀严重。春末
夏初小麦生育后期，由于高温低湿并伴随一定风力而形成了干热风，常导致小
麦枯熟，造成不同程度减产。

( 二) 水文地质

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有其相应的土壤母质。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地
表水的入渗、径流与汇集完全不同，浅层地下水的埋深、径流的流向、流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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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及水质等都不同，洼地地表积水易汇集，入渗量也大，蒸发量则少，因而地下
水埋深浅，水质较好。而故河道所经处，属缓岗，沙质土，一般地下水水质好，
埋深较深，而在低平或二坡地上，地表水入渗相对较少，而地下水经由土壤蒸
发都相对的高。

据 1956 年华北平原土壤调查及本市水利局资料记载，河间市地下水埋深一
般为 1. 5 ～ 2. 0m; 缓岗地区为 2. 0 ～ 2. 5m; 洼地一般 1m左右。自 1970 年以来，
由于降雨量偏少，浅层水开发利用增多，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现在参照沧州
市《水资源设想评价及对策》，河间市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8165 万 m3。地
下水浅层平均埋深 12. 51m，其中西部埋深为 23. 99m，东部埋深为 3. 81m。

地表水的分布不均，引起不同的地下水运动，地下水水平流动较缓慢。地
下水的消耗主要是通过土壤而蒸发。在水分通过土壤入渗、蒸发过程中，绝大
部分成潮土类型土壤。

三、地形地貌

河间市系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属河流冲积平原。
据县志记载，河间为九河之间的泛称。历史上，沙河、磁河、滏沱河、滏

阳河、漳河、黄河等都曾流经本市，至今在地表仍可见故河道遗迹。故河道的
冲积影响形成河间市境内的地形地貌。境内东部的沙河桥镇至尊祖庄乡，沿老
滏阳河，为黄河、子牙河、滏阳河故道。黄河于公元前 602 年前后，流经此处。
后黄河东迁，子牙河则成为后期的主要河流，交替沉积。境内中部，留有滏沱
河故道多条，明显可见的有两条: 一条是自献县商林乡入河间市境内经行别营
乡至米各庄镇、束城镇; 一条是自肃宁县万里镇经河间市果子洼乡、市区、时
村乡、北至卧佛堂镇。境内西部留有滏沱河故道两条: 一条是自果子洼乡经市
区北上至任丘市辛中驿乡; 一条是肃宁县梁村镇蔓延北上至任丘市的惠伯口乡，
河间市处于这些河流的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平，往往支流分叉较多，如米各
庄镇向北至束城间则呈掌状分布。依据河流沉积的规律，故河道所经的主流及
其两侧以积沙为主，并形成带状缓岗，或高平地，而在两河之间，形成相对的
碟形浅平洼地，或槽形洼地，较大的洼地有韩别洼 ( 位于沙河桥镇、行别营乡、
米各庄镇、尊祖庄乡之间) 、荷花淀 ( 位于兴村乡中部) 、长城洼 ( 位于诗经村
乡) 、台子洼 ( 位于诗经村乡北部) 、万贯洼 ( 位于时村乡) 等。缓岗与浅平洼
地之间则为低平地、二坡地等地形地貌单元。

由于河流交互沉积的结果，尤其在低平地、二坡地上，则多形成黏、沙交
互的沉积层次。整个市境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这与古河道的分布流向相一
致，地面高程自 12. 4m ( 龙华店乡) 至 5. 4m ( 卧佛堂的武庄南) ，平均坡降为
1 /70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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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耕地资源 评价与利用

四、土地资源概况与土壤类型

河间市总面积 1333km2，耕地面积 127. 78 亩。河间市属华北冲积平原的一
部分，影响河间市土壤形成主要是黄河、子牙河，主要的母质类型是河流冲积
物。从海拔高程来看，河间市从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海拔高度为 5. 4 ～
12. 4m，坡降为 1 /7000，据此把河间分成三个大的地势类型。

河间市土壤主要为普通潮土，其中轻壤质潮土所占面积最大，分布最广，
共含 8 个土种，占总土壤面积的 64. 26% ; 中壤质潮土分布仅次于轻壤质潮土，
是河间市第二大土属，占全市土壤面积的 17. 46% ; 其次是沙壤质潮土、沙质
潮土、黏质潮土。河间市绝大部分土壤土质疏松，结构良好，土层深厚，便于
耕作，保水保肥能力较强。近年来，河间市土壤中速效氮、速效磷含量都普遍
提高，但土壤有效钾有所下降，中、微量元素养分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第二节 农村经济概况

一、农业总产值

河间市 2009 年耕地面积 127. 78 万亩，其中水浇地 119. 6 万亩，水浇地和
高产稳产田分别占 93. 6%和 35. 7%，农业人口人均耕地 2. 05 亩，属华北地区
农业种植大市。

2009 年河间市农业总产值 192444 万元 ( 按现行价格计算) 。谷物及其他农
作物生产总值 147008 万元，其中小麦、谷子、玉米、杂粮 91079 万元，谷物副
产品 5583 万元，薯类 6402 万元，油料作物 15110 万元，豆类 4316 万元，棉花
30085 万元，其他农作物 16 万元; 蔬菜和园艺作物生产总值 30019 万元，其中
蔬菜 29586 万元，花卉及其他园艺作物 433 万元; 水果、坚果、饮料和香料作
物生产总值 15417 万元。粮食生产总值占河间市农业总产值的 47. 2%，粮食生
产在河间市国民生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二、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9 年全年河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5610. 94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 3217. 4
元; 家庭经营纯收入 2234. 18 元，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农业纯收入 1175. 97 元，
林业纯收入 30. 23 元，牧业纯收入 29. 61 元，非农业纯收入 998. 38 元; 财产性
纯收入和转移性纯收入为 439. 65 元。农民农业纯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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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生产概况

河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级市，总人口 80 万人，农业人口 62. 4 万，总土
地面积 1333km2，全市耕地共 127. 78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63. 9%，人均耕地
2. 05 亩，市内耕地以水浇田为主，全市共 119. 6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93. 6% ; 完全依靠天然降雨的 “望天田”8. 18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6. 4%。
全市农业资源情况一是光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733h，日照百分率 63%。
二是积温较高，平均气温 l2. 4℃，无霜期 188 天，大于或等于 0℃以上积温
4829℃。三是雨热同期，年平均降水量 561mm，其中夏季降水占 403. 9mm，而
7 ～ 8 月份又集中了夏季降水的 86%。四是旱情、干热风较重，轻旱、干热风几
乎年年有。近几年，由于气候异常，重旱频繁发生，重干热风十年六遇。种植
业资源特点: 一是土壤类型多，全市土壤共分 2 个土类，6 个亚类，12 个土属，
40 个土种，69 个变种; 二是生物资源丰富，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
大豆、花生，种类繁多的瓜菜、苹果、梨、桃等; 三是农业劳动力充裕，2009
年专职农业种植业劳动力 8. 55 万人，占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 88. 9%。

一、农业发展历史

“河间”之名始于战国，公元前 206 年，即汉高祖建国初期才正式形成行政
区划的名称。两千多年以来河间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开荒整地、修路挖河，由于种
植手段落后，农业生产水平非常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
农田基本建设，广泛争取各类资金投入，加强以治水、改土和培肥为中心的农业
基本建设，不断增加全市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面积，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耕作制度开始逐步完善，先后出现一年一作、两年三作和一年两作等多种种植模
式。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种植模式由单一的粮食作物向粮、菜、果协调发
展，品种也随着市场需求向新、奇、特、优多元化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特别是近几年“三高”农业的迅速发展，立体种植、间作套种、棚类保护地栽培
等技术普遍应用，一年多作，几种几收高效种植技术被农民普遍掌握，复种指数
得到了很大提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和农村补贴力度的加大，一系列惠农政
策和项目的实施，使全市的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土壤肥力得到不同程度
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为全市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的农业生
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创造了较理想的条件。河间自古就是农业大县，作为农业
的主导产业的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河间常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在 185 万亩左右，
粮食主要品种是小麦、玉米、豆类等，2009 年粮食播种面积 132. 86 万亩，总产
5. 16亿 kg，粮食产量稳中有升，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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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

河间市现有耕地面积 127. 78 万亩，其中 2009 年粮食播种面积 132. 86 万
亩，棉花播种面积 21. 77 万亩，油料作物播种 16. 25 万亩，瓜菜类 14. 17 万亩，
果品类播种面积 16. 39 万亩，复种指数 1. 58。粮食作物平均单产 388. 4kg /亩，
总产量 51600 万 kg，其中冬小麦平均年产 382. 8kg /亩，总产量 19578. 3 万 kg，
玉米平均单产 417. 73kg /亩，总产量 29464. 3 万 kg，油料平均单产 230. 2kg /亩，
总产量 3741. 6 万 kg，棉花平均单产皮棉 77. 8kg /亩，总产量 1693. 3 万 kg，瓜
菜类年产 3199. 17kg /亩，总产 45324. 3 万 kg，果品生产以苹果、梨、枣为主，
平均年产 198. 8kg /亩，总产量 3258. 8 万 kg，全市种植业总产值 1192444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65. 8%。

表 1 －1 2009 年农业生产概况

农作物 播种面积 ( 万亩) 平均单产 ( kg /亩) 总产量 ( 万 kg)

粮食作物 132. 86 388. 4 51600

其中小麦 51. 15 382. 8 19578. 3

玉米 70. 54 417. 73 29464. 5

油料作物 16. 25 230. 2 3741. 6

棉花 21. 77 77. 8 1693. 3

瓜菜 14. 17 3199. 17 45324. 3

果品 16. 39 198. 8 3258. 8

三、农业生产条件

河间市辖 20 个乡镇，615 个行政村，自来水、汽车、电话、用电、有线电
视村村通，劳动力资源丰富，70 万乡村人口中，43. 19 万劳动力资源，39. 8 万
乡村从业人员，其中女性有 17. 89 万。这些从业人员分散在农林牧渔业、工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金融、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
以上的有 29. 92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75%。最近几年农业机械化情况较之
以前有很大改善，据 2009 年统计结果，农用机械总动力达 1330119kW，其中柴
油机发动机达 1146916kW、汽油发动机动力达 5760kW、电动机动力达
177443kW。河间地势平坦，适合机械化作业，加之，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项惠农
政策的实施，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打井、办电、修整道路，为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铺平了道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较为完备，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全市农
业机械化水平在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农用排灌机械、收获机械、植保机械、农
副产品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机械耕、种、收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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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快速增加，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党的优惠政策
和政府支持下农村用电量和可灌溉耕地面积逐年上升，到 2009 年底全市机电井
7578 眼，有效灌溉面积 119. 6 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99 万亩，机电排灌 103. 3 万
亩。与此同时，农资用量也相应提高，2009 年统计结果，农用化肥施用量为
8988. 9 万 kg，其中氮肥 4572. 2 万 kg，磷肥 2130. 9 万 kg，钾肥 578. 8 万 kg，复
合肥 1701 万 kg，农药使用量 59. 6 万 kg，塑料薄膜使用量 136. 7 万 kg。近几
年，随着中央对农业投入的不断加大，特别是优良品种的应用、植物保护与监
测项目、标准化优质粮田工程、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优质粮基地项目建设、农
机补贴项目、良种补贴项目、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河
间市的农业生产条件，为全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修渠筑路、植树、
打井灌溉、办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使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改善，
农业生产后劲明显增强，农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农民种
粮积极性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市农业发展及新农村建设。

四、耕地数量与耕地养分的变化情况

随着近几年城乡一体化、铁路公路建设占地，耕地资源有减少的趋势，但
是河间市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土地复耕措施，所以全市总耕地面积总体变化不大，
河间市现有耕地 127. 78 万亩。河间市地处冲积平原，地势的高低从西南到东北
由高到低，根据河间市第二次土壤普查，河间市土壤类型有潮土和风沙土两类，
普通潮土、盐化潮土、褐土化潮土等 6 个亚类，12 个土属，40 个土种，69 个
变种，耕地土壤质地主要以壤土为主，少数不同位置有黏土和沙土，河间市属
弱碱性、石灰性土壤，耕层土壤 pH 值平均为 7. 71，耕层土壤全盐含量值为
0. 50g /kg，旱、碱、咸、薄综合危害曾经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过长期的综合治
理，特别是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
善，土壤肥力和耕地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对照第二次土壤普查时的数据，
pH值和土壤全盐含量值均有所下降。据 1984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表明，全
市耕层土壤养分含量为: 全氮 0. 71g /kg，有机质 9. 644g /kg，速效磷 8. 2mg /kg，
速效钾 175mg /kg。从 2007 ～ 2009 年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采集了 8000 个土
样，取得有效数据 10. 4 万个，2009 年调查结果显示，全市耕层土壤养分平均含
量为: 全氮 0. 79g /kg，有机质 12. 19g /kg，速效磷 11. 52mg /kg，速效钾
98. 83mg /kg。土壤全氮、速效磷、有机质呈上升趋势，速效钾呈下降趋势。近
两年大型收割机数量增加，秸秆还田普及率提高，2007 ～ 2009 年比较结果显
示，土壤全氮和有机质逐年上升幅度很大。通过 “增施有机肥，合理投入化
肥”的土壤培肥措施使土壤得到改良，通过秸秆还田、增施粪肥，实现土壤有
机质含量的提高。

·7·147



%河间市耕地资源 评价与利用

第二章 耕地地力调查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第一节 准备工作

一、组织协调、制订方案

河间市 2007 年开始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该项目是国家农业部和财
政部在全国实施的重点支农、惠农政策之一，耕地地力评价是测土配方施肥补
贴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加强领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由主管市长为组长，农业局局长和财政局局长为副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
项目组织和协调工作，落实人员、安排资金，按照河北省土壤肥料总站制定的
《2010 年河北省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实施方案》制定工作计划。

二、物质准备

为每个野外取土调查小组配备了下乡用的车辆、手持 GPS 定位仪、土钻、
环刀、标签、土袋、调查表等工具，土肥站配置了电脑、打印机和照相机，重
新整修并装备了实验室，购置了测定土壤养分所需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定
氮仪、紫外分光光度计、火焰光度计、纯水机、震荡机等一系列国内新型的仪
器和所需药品，为取土、化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成立专家组和技术小组

聘请河北土肥专家组成专家组，负责制定技术方案、组织项目实施与技术
培训、确立评价指标和各指标的权重及隶属函数模型、成果汇总与耕地地力、
土壤环境调查及评价的关键技术指导，确保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成立了以
农业局主管局长任组长，由土肥站、技术站、植保站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业
技术小组，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并抽调有关人员组成野外调
查组，并对其进行野外定位、调查、取土等相关技术培训，确保了所取土样的
准确性和代表性。

四、资料准备

收集了河间市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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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土壤普查基础资料、土地详查资料和近三年生产统计年报等相关资料，
用于图件的矢量化和报告编写等项工作。

第二节 室内研究

一、确定采样点位

按照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采样点的确定应在全
市范围内统筹规划，在采样前综合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行政区划图，并
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采样点位图确定采样点位，形成采样图。实际采样时严禁
随意变更采样点，本次调查是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基础上对全市不同土壤类型，
不同土壤地力及种植制度下的粮田进行采样摸底。为使调查更具科学性、合理
性，调查采样遵循以下原则:

( 1) 布点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兼顾均匀性。
( 2) 耕地地力调查布点可以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取样点上布点。
( 3) 样品的采集要具典型性。采集样品要具有所在评价单元所表现特征最

明显、稳定、典型的性质。
( 4) 大田每 100 亩布一个点。在图上标注采样点编号，同时在实际进行时，

可考虑点位的均匀性，进行适当调整。

二、确定采样方法

野外采样点确定后，在作物收获前后，秋冬施肥前采样，根据点位图，到
点位所在村庄用 GPS定位仪进行定位。向已确定采样地块的户主，按调查表格
的内容逐项进行调查填写，在田块中按 0 ～ 20cm土层采样，采用 “经 X”法与
“S”法或棋盘法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均匀随机采取 15 ～ 20 个采样点，充分混合
后，四分法获取 1kg土样。采样工具用木铲、竹铲、塑料铲、不锈钢土钻、环
刀等，每袋土样填写两张标签，内外各具，标签主要内容为样品野外编号、采
样深度、采样地点、采样时间、采样人等。

三、确定调查内容

在采样的同时，按附表 1、附表 2 所列项目对样点的立地条件，土壤属性，
农田设施，生产性能与管理污染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 1) 立地条件。经纬度及海拔高度由 GPS 定位仪进行，经纬度单位按统一
标准填写，主要包括: 土壤名称、地貌类型、地形部位、坡度、潜水埋深、潜
水水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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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属性。主要包括: 土壤质地、土体构型、耕层厚度、障碍层厚
度、障碍层次及出现深度、盐碱情况等。

( 3) 农田设施调查。主要包括地面平整度、灌溉水源类型、输水方式、灌
溉次数、年灌水量、灌溉保证率、排涝能力等。

( 4) 生产性能管理调查。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耕地面积、施肥情况、农药
费用、产品销售及收入情况等。

四、确定分析项目与方法

1. 物理性状 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
2. 化学性状
( 1) pH值的测定采用玻璃电极法。
( 2) 有机质的测定采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氧化一容量法。
( 3) 有效磷的测定采用碳酸氢钠提取一钼锑抗比色法。
( 4) 速效钾的测定采用乙酸铵提取 －火焰光度法。
( 5) 全氮的测定采用凯氏蒸馏法。
( 6) 缓效钾的测定采用硝酸提取 －火焰光度法。
( 7) 土壤有效性铜、锌、铁、锰的测定，采用 DTPA提取 －原子吸收光谱法。
( 8) 土壤水溶性硼的测定采用姜黄素比色法。
( 9) 土壤有效态硫的测定采用氯化钙浸提，硫酸钡比浊法。

五、确定技术路线

( 1) 建立河间市市级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体系，确定耕地地力与土
壤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耕地质量评价体系。

( 2) 确定由省站组织建立 GIS支持的试点县耕地资源基础数据库，负责组
织数据库建立和录入。

( 3) 确定取样点位，应用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叠加确定评价单
元，在评价单元内，参照第二次土壤普查采样点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调查和采
样点位置。

( 4) 技术培训。
田间调查技术: 包括采样点合理选择、GPS 定位仪的使用技术、土样的采

集方法、田间调查内容与表格的填写等。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据录入、图件数字化、数据库建立、GIS等。
化验技能: 包括样品前处理、化验室各种仪器使用与日常维护、化验结果

计算、化验质量控制等。
调查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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