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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６年微山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以来，微山县农业局严格根据农业部《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规范》，农业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２００６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方案（农办农
［２００６］２１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办农［２００７］６６
号）》等要求，在省、市土壤肥料站的大力支持、督导下，紧紧以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和天地亚太遥感公司为技术依托，扎实推进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经过广大土壤肥料技术人员

的共同努力，完成了项目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微山县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情况简要汇

报如下。

一、目的意义

耕地地力评价是利用测土配方施肥调查数据，通过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县

域耕地隶属函数模型和层次分析模型。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的一项

重要内容，是摸清耕地资源状况，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

耕地地力评价的目标任务是：以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肥料利用率为目标，以“３Ｓ”高
新技术为主要手段，充分利用测土配方施肥调查分析田间试验数据、土壤监测数据与第二次

土壤普查成果，建立规范的县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和耕地资源空间数据库和耕地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对耕地地力状况进行评价，以指导农民科学施肥、耕地改良利用及种植业合理布

局，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竞争力增强提供坚实基础。

耕地地力评价的指导意义：不仅能促进土地资源合理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效率，

准确掌握耕地地力数量和空间分布，摸清生产潜力，也为因地制宜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制订粮

食安全生产规划，指导全县科学、经济、安全施肥、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

品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组织与管理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是微山县农业局承担的重大项目之一，为全面落实好党这一惠农政

策，使农民在应用中达到节本增效，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政府办公室于２００６年６月下
发了微政办发［２００６］（２０）关于印发《２００６年微山县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要求各乡镇按照方案的要求在人财物方面大力配合确保这一惠农政策的实施，并把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列为微山县十大惠农工程之一。保证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在

组织管理上采取以下方式。

（一）项目实行合同管理

（１）严格按照山东省项目领导小组与微山县政府签订的项目实施责任合同，将技术试验
示范、土样采集和测试、推广面积、配方研制、施肥卡发放、人员培训及配方肥加工和供应等

任务逐项明确、分解落实，县政府与县农业局及项目区乡镇（街道）、村逐级签订合同，落实试

验、示范地块、典型带动户、配方肥用量和推广应用面积，建立项目档案；同时制定项目合同

履行情况的考评标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分数次进行实地考核。

（２）土壤采样组。县农业局抽调３０名技术人员，组成采样组，经技术指导小组培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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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８个取样小组，在项目区乡镇（街道）技术人员的配合下，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基础调查、
布点、采样。同时，接受技术指导小组的指导，确保采样工作科学、细致、迅速，七日内完成。

（３）土壤化验。县农业局土壤肥料站负责常规项目化验分析，中微量元素化验分析。
（４）定点直供应。根据农业部、省业厅对项目实施的要求，选择有仓储能力、资金雄厚、

诚实守信的经销企业与农业技术推广单位成立配方肥配送中心，与项目区村民委员会或农

民合作组织签订供需合同，由配送中心按时、足量送货到村，减少配方肥销售的中间环节的

成本，让利于民。农业局公布投诉热线，并随时抽检，加强对配方肥质量的监督管理。

（５）搞好相关服务。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项目启动时，积极参加省里举办的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培训班，与省土壤肥料检测中心定期轮训土壤化验人员。为方便项目操作，严

格按照省里统一印制施肥调查表、采样调查表、施肥建设卡等资料，由县农业局统一订购。

化验所需的器皿和药品申请省土壤肥料总站联系相关企业帮助解决。

（６）奖励先进，调动有关人员工作积极性。参照省农业厅、财政厅统一制定考评奖励办
法，每半年对县测土配方施肥工作进行检查，综合评比，评选出测土配方施肥先进单位、先进

工作者和示范带头户，给予表彰。

（二）项目组织保障措施

测土配方施肥是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工作任务重、实施时间长、

涉及环节多、技术要求高。因此，为保障全县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顺利开展，从以下四方面强

化工作措施。

１．建立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
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农办主任、农业局、财政局局长任副组长，县财政

局、农业局、国土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电视台、项目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为

成员，主要负责组织协调、人员配置、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

组织领导。农业局负责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同时农业局牵头成立由有关专家

组成的技术小组，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主要承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的编

制、实施技术方案的制定、技术指导以及针对性的技术专题研究与推广应用。

２．加强监督检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自觉接受省、市两级农业、财政部门联合对微山县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合同中规定的土样采集化验、技术培训、推广面积、配方肥应用等主要内容实施情况进行

两次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并做到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发现新

典型，总结好经验，对履行合同不认真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为了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和完

成，县农业局和财政局相应成立督导组，随时监督和检查主要工作内容的实施，哪里出现问

题哪里解决，该出现问题追究谁的责任。

３．加强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测土配方施肥试点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制定《测土配方施肥试点

补贴资金使用方案》，设立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专账，对项目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封闭运行管

理。财政局和农业局加强项目资金预算管理与财务监督管理，不定期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

进行专项审计，并将审计结论作为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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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强化政策支持
在积极争取上级业务部门支持的同时，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及时足额完成项目实施所需

的资金配套；强化市场管理，不仅加强对定点企业所供配方肥的质量监督，更要加强区域内

化肥市场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区农民按配方购买的肥料质量，严禁假冒伪劣肥料坑农害农

和趁机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

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微山县召开了测土施肥项目的动员会、启动会。对项目的开展进行了全
面的动员部署，会上由县政府副县长韩瑞平与项目区乡镇签订了《２００６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
目目标责任书》。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技术小组在采样、试验示范、供肥等关键时机分别召开

全县的项目专题调度会，调度项目乡镇工作并汇报交流工作情况；技术小组汇总各乡镇的工作

情况和先进做法，并结合上级的工作安排，查找工作中的不足，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最后

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做总结提要求。调度会不断增强大家的责任心，确保了每年每一阶段的

任务落到实处。县政府和局领导的重视支持和组织得力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耕地地力评价机制

根据省站的工作安排，微山县与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和天地亚太遥感公司为

技术依托。根据省站要求微山县主要做好基础资料收集，制作野外调查采样点图，提供化验

分析数据，评价报告的汇总与编写，评价成果的发布、应用与管理工作。技术依托单位主要

开展基础图件数字化、空间数据库建立、确定县域评价指标体系、成果图件输出以及评价报

告（部分）编写工作，帮助微山县建立和完善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推广应用耕地地力

评价成果。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组织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三、取得的主要成果

微山县以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为契机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有效地实现了土

壤测试、田间试验示范和地力评价成果在多层面的资源共享。

微山县按照《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要求，共采集土样７６２０个，主要用于耕地地
力评价土样２００５个，分析测试了大、中、微量元素等１５个参数，编制了数字化耕地地力等级
图、土壤养分分布图等成果图件，编写了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通过开展地力评

价，完成了有三个报告，建立了数据库和测土配方施肥汇总系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

２１幅数字化图。具体情况如下。

（一）完成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库建设

收集整理的空间数据包括：①土地利用现状图；②地形图（１∶５００００）；③行政区划图；
④灌溉率保证图；⑤土壤图、地貌类型分区图；⑥绘制了各乡镇道路和主要河流分布图；⑦耕
地地力评价调查点点位图。收集整理的属性数据包括：①县、乡、村名编码表；②土壤类型代
码表；③近三年小麦、玉米、豆、大蒜等农作物单产、总产、种植面积统计资料；④农村及农业
生产基本情况资料（县、乡、村土地情况、人口情况、农作物布局、国民生产总值等）；⑤耕地地
力评价调查点基本情况及土壤样品化验结果数据；⑥土壤志；⑦气象资料；⑧村级基本情况。

微山县技术小组应用测土施肥汇总软件系统，实现了对野外调查、分析化验、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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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的统一管理，建立了属性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形成了主要农作

物配方施肥指标体系。与此同时，依托技术单位，完成了图件的数字化工作，建立了空间数

据库，为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完成了样品采集与分析化验工作

微山县测土配方施肥项目，２００６年春季开始，夏秋两季在小麦、玉米、水稻、大蒜采样
３１２０个，２００７年采样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８年采样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９年采样５００个，项目累计采集土样
７６２０个。其中用于地力评价项目的典型样点２００５个，详细填写了地块调查表和农户施肥情
况调查表，化验分析项目１９个，共计４８６００项次。

（三）查清了耕地土壤养分状况

通过对微山县耕层土壤农化样的常规化验分析，微山县土壤养分状况如下：有机质含量

平均１４．７ｇ／ｋｇ，比１９８２年土壤普查增加了３．１ｇ／ｋｇ；ｐＨ平均７．０，比１９８２年土壤普查减少
了０．１；全氮含量平均为０．８５ｇ／ｋｇ，比１９８２年土壤普查增加了０．１４ｇ／ｋｇ；碱解氮含量平均为
１０４．３ｍｇ／ｋｇ，比１９８２年土壤普查增加了４９．７ｍｇ／ｋｇ；有效磷含量平均２１．８ｍｇ／ｋｇ，比１９８２
年土壤普查增加了１４．５ｍｇ／ｋｇ；速效钾含量平均为９９．４ｍｇ／ｋｇ，比１９８２年土壤普查减少了
３７．６ｍｇ／ｋｇ；缓效钾含量平均为８８６ｍｇ／ｋｇ；交换性钙含量平均为３．１２ｇ／ｋｇ；交换性镁含量平
均为０．５６ｍｇ／ｋｇ；有效硫含量平均为２４．８１ｍｇ／ｋｇ；有效铁含量平均为９．８９ｍｇ／ｋｇ；有效锰含
量平均为１０．８９ｍｇ／ｋｇ；有效铜含量平均为２．０４ｍｇ／ｋｇ；有效锌含量平均为１．６６ｍｇ／ｋｇ；有效
硼含量平均为０．５７ｍｇ／ｋｇ；土壤有效钼含量平均为０．１６ｍｇ／ｋｇ。从以上化验分析数据可以看
出，微山县土壤各种养分含量的变幅较大，氮比较丰富，磷相对不足，钾处于中等水平，但很

不平衡，土壤ｐＨ中性，没有酸化的趋势，微量养分含量差异悬殊，缺素面积较大，对满足作物
生长发育的需要及促进平衡增产是不利的，必须根据这次测试结果对全县的肥料施用用作

统一规划，找出不同区域、不同作物、不同土壤的最小养分率。根据最小养分率及对产量要

求合理施用化学肥料，真正做到低成本，高效益。

（四）完成了耕地地力等级评价工作

本次耕地地力分析，按照农业部耕地质量调查和评价的规程及相关标准，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选取了对耕地地力影响较大，区域内变异明显，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稳定性，与

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１１个因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土壤图与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
形成评价单元，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通过综合分析，将全县耕地共划分为６个等级，根
据评价结合进行耕地地力的系统分析。微山县耕地总面积为４９８７．８７ｈｍ２，各等级耕地比例
相对较为均衡，一级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１６．０９％。耕地类型以水浇地为主，其中灌溉水
田４２４．６６ｈｍ２，占一级地面积８．５１％；水浇地４５０５．１８ｈｍ２，占一级地面积的９０．３２％；此外，
还有少量旱地和菜地，分别占一级地面积的０．１２％和１．０４％。

一级地主要分布在马坡乡、欢城镇、韩庄镇、朝阳街道办事处，留庄镇、付庄镇也有少量

分布，张楼乡、西平乡、赵庙乡、高楼乡和微山岛乡境内没有一级地分布。

（五）编写了成果报告，完成了成果图件

成果报告包括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应用专题报告。成果图件包括耕地地力等级图、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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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坡度图、地貌图、耕地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壤有机质、ｐＨ、有效磷、速效钾、
有效硼、有效锌、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钼、有效钙、有效镁、有效硅等分布图等２１幅图件。

（六）建立了完整的项目档案

档案管理是项目具体工作的记载、项目成果的具体体现，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配备了高档文件橱，指定专门人员负责

档案管理，其中涉及本次调查所形成和使用的有关文件、调查表格、分析数据及统计资料、成果

资料以及收集的有关部门资料及时进行分类归档。建立了文件、会议纪要、调查资料、化验资

料、统计分析资料、图件资料、图像影片档案。档案的规范化管理，为今后方便应用提供了保障。

四、微山县测土配方施肥调查成果及成果应用

（一）影响微山县农业生产耕地质量的主要问题

根据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微山县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总体水平较高，但有不可忽视的问

题，主要有下几点。

自２００６年我们对全县的土壤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取土化验，微山县耕地质量的现状：一是
养分含量不均，有的含氮过高，有的含磷不足，特别是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二是中低产田面

积大，高产田面积相对较小。三是农田水利建设不足，大水漫灌，水土流失较严重；浪费水资

源。四是化肥施用量过大，特别是氮肥施用过量，有机肥投入太少，土壤板结；大蒜、西瓜、蔬菜

地化肥施用不合理，浪费严重。氮肥磷肥过量，钾肥不足。化肥的过量施用与施用比例的不协

调，导致化肥资源浪费、化肥利用率低。五是耕作层一般在１５～２０ｃｍ，熟土层浅，不利于农作物
生长。六是土壤污染严重，化肥、农药、农膜过量使用，土壤退化耕地质量下降。

一切优质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及其栽培模式都必须建立在安全、肥沃、协调的土壤之上，

只有注重耕地质量上的保护，提高耕地质量，才能提高单位面积作物产量和农产品的优质；

因此建立耕地质量建设机制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建立耕地质量建设机制，加快

农业基础转型升级必须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管理体系。

１．建立领导责任机制
领导责任要明确，县、乡、村对耕地质量保护都要有明确要求，要有操作性强的具体措

施，各乡镇、村在耕地保护上，对耕地数量、耕地质量保护都有明确的指标。依据《农业法》和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出台耕地建设管理办法。

２．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宣传和指导
要把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重要意义宣传到位，不仅各级领导重视，还要让农民有足够的认识。

（１）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是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需要。
（２）人们在经营土地时不仅注重对耕地的利用、索取，还注重养地，不能搞掠夺式经营，

重用轻养。如果长期这样下去，耕地会失去了永续利用，不仅影响我们当代人的“粮袋子”，

还会打了子孙后代的“饭碗”。

（３）肥料使用方法要得当，微山县在肥料施用上突出表现在肥料做基肥使用时，深度不
够；追肥存在撒施现象，部分区域农户在追施玉米复合肥料时，一撒了之，有的单纯地施用尿

６



素；大棚蔬菜过度施用冲施肥料。

（４）提高耕地质量是增加农民收入手段之一。耕地质量差，效益低的农业，必将在市场
竞争中被淘汰。只有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才能提高耕地的产

出和产品的质量，以增加农民收入。

（５）提高耕地质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耕地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耕地的抗侵蚀
能力，缓冲能力、解毒能力等抗逆能力。耕地质量一旦下降，耕地就会发生退化。

（６）提高耕地质量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需要，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就能够减少对农
村环境的污染。

３．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的办法
（１）增加有机肥投入，以肥养地，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改良土壤，提高耕地

质量，必须增加有机肥投入。而有机肥的来源主要是牲畜的粪便。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畜牧

业，走养畜增肥、用肥养地、以地增粮、畜多肥多粮增产的种养结合良性循环的路子。同时要大力

推广改良土壤，草炭泥造肥、测土施肥、高茬收割、秸秆粉碎还田、施绿肥等技术措施，实施耕地培

肥，有效地提高耕地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的不良性状，为农作物的稳产高产提供充足的条件。

（２）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渠改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
症结在于“水”，要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必须实现农田水利化。

（３）深耕深翻发挥农业机械化作用，加深耕层、打破板结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对
水分的保护、运行、调节、利用及排泄能力，达到蓄住天上水、留住经流水、释放功能水的目的。

（４）加强耕地的环境建设。造林护地打井修渠引水漫灌，防止水土流失；减少对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加强地膜使用的管理，减少对耕地的污染，创造良好的耕地环境。

４．建立保护耕地质量长效机制
（１）建立耕地质量保护目标责任制。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法律赋予我们各级领导

的主要工作职责。

（２）开展耕地地力调查和质量评价工作，摸清耕地质量状况，对所有耕地进行分等定级，
并建立档案。建立科学的耕地质量监测体系，设立长期的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网站。

（３）增加耕地投入，提高耕地质量，加大标准农田的建设。
（４）加强土地流转的管理，禁止破坏和抛荒耕地。组织协调，帮助把承包田的经营权转

给种田能手，加大对耕地的投入。

（５）制定切实可行的耕地质量建设管理办法，对耕地质量建设的执法主体、职责权力、质
量标准、等级评定、质量验收、资金投入、保护管理、奖惩处罚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为耕地质

量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５．提高耕地地力质量，为农业基础转型升级服务
科学施肥，提高耕地质量，培肥地力，防止土壤退化，促进耕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对农业基础转型升级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对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安全、肥沃、协调的土壤，才能加快无公害农业

和有机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二）成果应用情况

一切优质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及其栽培模式都必须建立在安全、肥沃、协调的土壤之上。

７

第一章　微山县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概述



微山
!"#$%&'("')*#

! "

１．根据耕地地力调查和土壤测试及作物需肥规律生成施肥建议卡。通过三年的项目实
施，施肥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依据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

试验为基础，根据植物的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使用有机肥的基础上，

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的施肥数量、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根据微山县土壤测试结果及

作物的需肥规律和“３４１４”田间试验、不同肥力地块肥料效应函数以及建立的土壤养分丰缺指
标和相应的推荐施肥指标，在小麦上在增施有机肥和中微量元素的基础上实施“减氮、增磷、补

钾”技术，推广小麦配方１４－１８－１０、１６－１０－１６和１８－１７－１０三个配方；在玉米上实施增施
有机肥和锌肥的基础上推广２５－７－１０、３０－５－５、２６－５－９和２６－６－８四个配方。在水稻上
实施“减氮、补磷、增钾、增施硅锌肥”措施，推广水稻配方２０－１５－１０。在大蒜上实施“增施
有机肥、补足中、微量元素”推广１８－８－１８和１６－１０－１６（缓控）配方。通过三年的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初步建立了小麦、玉米、水稻、大蒜四种作物的施肥指标体系。

三年来，我们在秋种、春播、夏套的关键农时季节，共发放施肥建议卡２０００００多份。
（２）根据微山县湖区和沿湖涝洼地等特点结合微山县耕地地力和质量状况，形成了微山

县土壤障碍因子报告和微山县近湖洼地浅水藕种植适应性评价专题报告。

（３）“微山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与推广”获得济宁市农业局农牧渔业丰收壹等奖和
微山县科技进步二等奖。

（４）形成微山县耕地利用分区专题研究报告。

五、主要的工作情况

微山县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为基础，在耕地地力评价过程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主要分野外调查采样、室内化验分析、室内资料整理汇总三个方面。通过

创新形式宣传、力度技术培训，加大技术支撑。严格土样化验质量控制、严格资金管理使用

等工作。高质量地了完成各阶段工作。

（一）深入开展宣传和培训工作。

为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测土配方施肥的重要意义，掌握测土配方施肥的基本知识，为项

目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氛围，农业局成立测土配方施肥宣传小组和技术培训讲师团，加大

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宣传和技术培训工作。一是深入开展测土配方宣传活动。利用宣传

车、科技赶大集、张贴宣传画、悬挂条幅、墙壁标语和电视媒体广泛等形式的进行宣传。共出

动宣传车１６０辆次，进行科技赶大集１０４次 ，张贴宣传画 ３０００余幅，悬挂条幅３６０余幅 ，
制作墙壁标语２０处，在电视台《百姓零距离》栏目制作专题报道２０期，播放公益广告３０次，
在微山县《农业信息》发布测土配方施肥信息３１期，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２８万余份。二是
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识。在作物施肥的关键时期组织技术讲师团到项目区逐村

对农民进行培训 ，共办培训班３４５期，培训农业科技人员８７６人次，培训农民１７０００人次；
发放施肥建议卡１５００００份，入户率１００％。

（二）全力做好了土样的采集与分析化验工作。

微山县南北狭长１４０ｋｍ，湖西有４个乡镇，并且土壤类型多样，分布分散，给土样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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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确保项目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农业局从内部有关业务单位抽调１５
名农业技术人员和土壤肥料站的９名同志组成４个采样组，在全县１４个乡镇 ４８６个村采集
土样６５０５个，长期保存２００５份耕地地力评价土样；并严格按照化验要求对这土样进行了晾
晒、去杂、研磨、装袋、统一编号。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对４００５个土样的
氮、磷、钾、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ｐＨ以及中微量元素等指标进行了化验，有的土样进行
了１４项指标的化验。共进行了化验４８７６０次。全面高质量地完成了土样采集和化验任务，
数据也已上报省土壤肥料站和录入数据库。

（三）严格耕地地力评价资料收集工作

按照省站２００８年５月份下达的任务我们对耕地地力评价所需要基本资料进行了准备
并参加了在扬州举办耕地地力评价软件培训班。进行全数字化、自动化的耕地地力评价流

程ＧＩＳ软件技术由省站提供并由有资质相关单位完成。我们按照要求做好了以下工作。
１．野外调查资料
野外调查资料按野外调查点获取，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母质、水文、土层厚度、表层

质地、耕地利用现状、灌排条件、作物长势产量、管理措施水平等。

２．室内化验分析资料
室内化验分析资料，包括有机质、全氮、速效氮、全磷、速效磷、速效钾等大量养分含量；

交换性钙、镁等中量养分含量；有效锌、硼、钼等微量养分含量以及 ｐＨ、土壤容重、土壤污染
元素含量等。

３．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的人口、土地面积、各类作物面积以及各类投

入产出等社会经济指标数据。

４．基础及专题图件资料
基础及专题图件资料，包括１∶５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地貌

图、土壤图，潜水埋深和矿化度图等。

５．采样点图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采样点位经纬度及采样点基本情况，布点图编号与统一编号。

（四）加大耕地地力评价技术人员的培训

自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先后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参加“全国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全国养分资源管理综合技术培训”“全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县技术培训”等培训

班，熟悉掌握取样点位的确定、评价指标的选取、野外调查与采样、ＧＰＳ使用、成果编写等关
键环节操作方法和要点。为做好地力评价工作打好了技术基础。

（五）与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天地亚太国土遥感公司合作完成微山县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按照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要求微山县于２００９年６月与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天地亚太国土遥感公司签订了《测土配方施肥耕地地力评价技术合作协议》，选定山东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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