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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土壤野外调查的前期准备、剖面挖掘、形态特征观察以及样品采集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林业专业调查中的土壤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296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土壤  forest soil

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下的土壤以及宜林的荒山、荒地等。

4  前期准备

4.1  技术资料

4.1.1  气象资料

调查地区历年的年、月平均气温，年绝对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干燥度，≥10  ℃的积温及有效天 

数；无霜期天数，早霜期，晚霜期；盛行风向、风速；年均降水量及降水集中时段。

4.1.2  图像资料

调查地区地形图、遥感影像、林相图及各图的文字说明。

4.2  路线安排与剖面点布置

4.2.1  路线安排

4.2.1.1  总体路线

根据调查区的地形交通条件，原则上要求通过不同的地形部位；若交通和地形条件不允许，则不必 

强求以保证安全。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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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详细路线

在丘陵和山区，可根据地形条件分区分组进行；在平原，可机械分区，直线穿插。

4.2.2  剖面点布置

应包括调查地区不同的土壤垂直分布带、植被类型及地貌类型。调查精度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土壤调查精度要求

调查类型 比 例 尺
图上调查路线 

间距（cm）

相同林型及立地条件下

每个主要剖面代表的面积（hm2）

造林规划设计

林地肥力和质量调查

1:2 000

1:5 000

1:10 000
—
—

1～4

5～13   
10～25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一类调查） 1:50 000 2～3 —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
1:10 000

1:25 000
—
—

10～25 
25～80

路线调查中植被、地形等有显著不同时， 应设置主要剖面；需研究和检查修正主要剖面所确定土壤 

主要特征的变异程度和稳定性时，应设置对照剖面；需确定和检查修正土壤边界时，应设置定界剖面。 

推荐剖面布置及挖掘数量为，主要剖面：对照剖面：定界剖面=1:2:5。

4.3  工具

4.3.1  必备工具

土钻、铁锹、镐、背包、剖面刀、地质锤、钢卷尺（2 m）、标尺、门赛尔比色卡、稀盐酸（体积比 

1:3）、pH 混合指示剂、pH 值比色卡、白瓷板、土壤样品袋和标签、野外记录簿、铅笔（或防水笔）、 

塑料布、放大镜、数码相机、GPS、坡度坡向仪、蒸馏水等。

4.3.2  可选工具

胸径尺、螺丝刀、长刀、环刀（100 mm×63.7 mm，直径×高）、剪刀、手锯、枝剪、微形态采样管 

（PVC 材料，长 70 mm、直径 50 mm）、比样土盒、整段标本盒（100 cm×20 cm×7 cm，长×宽×高）、铝 

盒（100 mm×50 mm，直径×高）、望远镜、防护性装备（雨披、草帽、绑腿、手套、常备药品、蛇药、 

野外工作服等）。

5  土壤剖面点选择与挖掘

5.1  剖面点选择

实地选择剖面点位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植被、地形条件（坡向、坡度、坡位等）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采集；

——不宜在人为影响较大的地点（矿坑、陷阱、路旁、沟渠等）设点观察或采集； 

——不建议选取自然断面作为土壤剖面，可作为参考。

5.2  剖面挖掘

挖掘剖面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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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坑长1.5 m～2   m,宽0.8 m～1  m,主要剖面深度到母质或母岩或地下水，土层较厚时应 

深达1.5m; 对照剖面深度到淀积层；定界剖面可用土钻，不必挖掘；

——挖掘时表土与底土分别堆放于土坑两侧，观察面上部不要踩踏或堆土，保持植被和枯落物的完 

整；

——在平原，剖面在观察、记录和采样过程中应受到阳光照射，观察面应铅垂向下，对面坑壁修成 

阶梯状，便于观察者上下工作；

——在山地或丘陵地，剖面应顺坡开挖，即观察面在上坡，两侧边顺坡(与等高线垂直),观察面 

上缘应与等高线平行，见图1;

0.8 m~1 m

1.5m或深达母质或母岩或地下水

1.5m～2m—

图1 坡地土壤剖面示意图

——挖掘完成后，将观察面修成光滑面，再用剖面刀自上而下整理成宽约10cm 的毛面。

6 剖面特征观察与记录

6.1 土壤层次划分

根据土壤颜色、结构、质地、石砾含量、紧实度等特征的不同，按附录 A 中规定的依据划分土壤 

层次。如需表述发生层特性，应将表示特性的符号标记在主要发生层符号的下标处，如Aa 表示具有冻 

融性片状结构的A层。

6.2 剖面景观摄影

剖面景观摄影应包括：具有远景自然条件照、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植被照和剖面照片。

拍摄剖面照片时，在剖面左边放置标尺，标尺右边可放置相应土层符号片；照片中地面植被和剖面 

比例宜为1:5左右，且不能出现阴影、树根等干扰物。

6.3 观察记录

6.3.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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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用铅笔或防水笔，观察记载表中各项应尽可能填写完整，未经观察的项目应留下空格，经调查 

而无结果的项目应在格内划“/”表示。

6.3.2  观察点基本情况 

6.3.2.1  编号

在一项调查任务中各编号应统一，宜体现调查时间与区域。 

6.3.2.2  地点

观察点的详细地点，如省、市、县、乡镇、村及小地名，或林场、作业段及标准地等。 

6.3.2.3  剖面位置

土壤剖面的经纬度，使用 GPS 测定。 

6.3.2.4  地形地貌

大区地形是指在相当大面积内，其海拔高度变化从数十米到数百米以上，可分为山地、丘陵、平原。 

按山的高度，将山地划分为中山（海拔 800 m 以上）、低山（海拔 500 m～800 m，相对高程 200 m  以上）。

小区地形是指某种地形面积较小，相对高差在 10 m 以下，可分为平坦（高差<1 m）、较平坦（高 

差 1 m～2 m）、起伏（高差>2 m）等。

6.3.2.5  坡度坡向

使用坡度坡向仪测定。 

6.3.2.6  海拔

使用 GPS 或海拔表测定。 

6.3.2.7  母岩种类

调查形成当地土壤的岩石种类，如花岗岩、石灰岩、片麻岩、砂岩、砾岩等。黄土或红土也应算为 

母岩。

6.3.2.8  母质类型

现场观察及查阅资料，了解当地直接形成土壤的成土物质。通常可划分为残积物、坡积物、洪积物、 

冲积物、湖积物、风积物、人工堆积物。人工堆积物应写明种类及来源，如垃圾土、山泥、建筑沙石、 

煤渣等。

残积物与坡积物若难以区分，可填写为残坡积物；山区会出现二元母质的现象（一个剖面的上下层 

属于不同的母质类型），应详细记载。

6.3.2.9  地面侵蚀情况

分为水蚀和风蚀，侵蚀等级遵照附录B的规定。

6.3.2.10  地下水位深度

记录挖掘时地下水露出深度。若未露出可查找参考资料，无资料以调查而无结果计。

6.3.2.11  土地利用情况

6.3.2.1
6.3.2.2
6.3.2.3
6.3.2.4
6.3.2.5
6.3.2.6
6.3.2.7
6.3.2.8
6.3.2.9
6.3.2.10
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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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天然林、次生林、人工林、采伐迹地与荒地。 

6.3.2.12  植被状况

包括剖面附近的主要植物群落、优势种及盖度等。 

6.3.2.13  地面岩石裸露等级

分级标准遵照附录C的规定。

6.3.3  土壤剖面形态特征观察记录 

6.3.3.1  层次深度

O 层厚度前置“+ ”，从 A 层开始向下逐层连续记载各层深度，并标明各层次代表符号。 

示例：

O +5 cm

A 0~10 cm   
B 10~20 cm 

……

6.3.3.2  层间过渡

附录 D 给出了层间过渡的具体描述。 

6.3.3.3  颜色

分为干湿两种，用门赛尔比色卡进行比色。湿态颜色应使用清水将土壤打湿后观察。 

6.3.3.4  结构

划分土壤结构时宜在土壤含水量中等的情况下观察，取土块于手掌中，用剖面刀轻触使其散碎；一 

层土壤中如有两种或多种结构，应分别加以记载。土壤结构类型遵照附录 E 的规定。

6.3.3.5  湿度

按附录 F 中规定的鉴定方法进行划分。 

6.3.3.6  质地

推荐采用国际制分级标准，参见附录 G。 

6.3.3.7  紧实度

按附录 H 中规定的鉴定方法进行划分。 

6.3.3.8  新生体

附录 I 给出了常见的新生体种类及描述。无新生体以调查而无结果计。 

6.3.3.9  侵入体

记录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砖瓦片、陶瓷片、木炭片等，无侵入体以调查而无结果计。 

6.3.3.10  根量

6.3.2.12
6.3.2.13
6.3.3.1
6.3.3.2
6.3.3.3
6.3.3.4
6.3.3.5
6.3.3.6
6.3.3.7
6.3.3.8
6.3.3.9
6.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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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根系占据该发生层体积百分比分为盘结（50 %以上）、多量（25%～50%）、中量（10%～25%）、 

少量（10 %以下）、无根系。

6.3.3.11  石砾含量

土壤剖面各个发生层上露头的石砾（直径>2 mm）占该层面积的百分数。

6.3.4  其他记录内容

6.3.4.1  土壤 pH 值的测定

取少量新鲜土样（约0.1 g）置于白瓷板凹槽内，滴加蒸馏水1滴、pH混合指示剂3～5滴，以能湿润 

样品而稍有余为准。轻摇，待稍澄清后侧倒瓷盘，观察颜色，用pH比色卡对比并确定土壤pH值。

6.3.4.2  土壤石灰性反应测定

将新鲜土样在手指间压碎，并置于塑料布上，用少量水浸润，再滴加稀盐酸，观察其泡沫反应的情 

况，分级标准遵照附录 J 的规定。

6.3.4.3  土壤定名

野外按照发生分类定名到土类，如褐土、棕壤、潮土、山地草甸土、粗骨土、石质土、新积土、风 

沙土等。

最终定名应按照 GB/T 17296 中的要求填写，有条件的可同时注明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命名。 

6.3.4.4  采样记事

记录现场难以判定的土壤特征。

6.3.5  记录用表

推荐采用统一的表格，参见附录K。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绘制， 但在一项调查任务中应使用相同 

格式的表格。

7  土壤样品采集

7.1  原状样品

用环刀在各土层中部取样，采样时土壤湿度以不粘铲为宜。采样过程中应保持土块不受挤压， 不使 

样品变形，并用剖面刀削平多出的土壤。测定土壤水分常数和孔隙状况时， 将环刀两头加盖保存；只测 

定土壤密度（容重）时，可将样品从环刀转移至铝盒中保存。

7.2  分析样品

于观察面由下向上逐层采集，根据采样目的不同，分为全层取样（测定速效养分、盐分） 和层次中 

部典型部位取样（研究土壤发生）。取样量应为 0.5 kg～1.0 kg，若土壤中含有大量石砾，则应连同石砾 

采集 2.0 kg 以上。所取出土样分别装入牛皮纸袋或布袋内（含水较多的样品可用塑料自封袋）。用铅笔 

填写土样标签（包括编号、层次、地点、采集人、日期），将标签下部撕下放入样袋内，上部绑在样袋 

外（若使用塑料自封袋则用防水笔直接记录于样袋外），并在野外记录簿上记录。将一个剖面的各层土 

袋捆在一起带回。

7.3  比样标本

6.3.3.11
6.3.4.1
6.3.4.2
6.3.4.3
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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