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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完成全国1/2地区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 

全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标志我国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建设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2009-7-27 8:31:00 来源: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在我国科技界高度关注下，在科技部、农业部大力推动下，2006年“全国1∶5万土壤图籍编撰与高精度数字土

壤构建”列入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在我国著名土壤学家赵其国院士、刘更另院士等亲自指导下，本项科学工

程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日前在北京由科技部主持召开的会议上，项目组向我国科技界汇报了这项工作的进展。听取汇报的有我国农

业、林业、气象、测绘、环境、信息科学等不同领域的院士、专家115人。会上，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对于我国高精

度数字土壤建设取得的进展给予高度评价。 

  土壤是生命元素循环的基础，数字土壤是现代社会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的重要基础工具。高精度数字土壤

能以5公顷面积为单元提供详尽的土壤质量信息。在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末以来高精度数字土壤发展迅速，广泛

用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耕地保育、农业绿箱政策等方面，成为科学研究和管理必不可少的工具。 

  我国耕地资源紧缺，其中不宜农用耕地所占比重大，为此国家对保护、利用土壤资源十分重视，在全国第二次

土壤普查中，数以万计的科研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观测、采集了数百万个深至1~1.5米的土壤剖面，全国2400个县

均完成了分县的大比例尺土壤类型分布图、有机质含量等土壤理化性状分布图和土壤剖面记载。这是我国最详尽、

最有价值的土壤资源基础数据，其精度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土壤资源基础数据相近，其中土壤质地、土体构造等物

理性状有很长时效性，而变化较快的土壤养分含量，对了解各地土壤肥力演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当时技术条

件限制，各地完成的大比例尺土壤图件主要为手绘，并由各地自行保存。20多年来随着机构变动、人员退休，各地

图件与资料的丢失、损毁十分严重。 

  我国科技工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对这些资料收集和整理，但进展缓慢。直到2006年，在国家科技基础

性工作专项的重点支持下，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才得到迅速发展。项目组科研人员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深入

研究我国以往土壤调查资料特点，剖析国内外土壤调查内容发展与变化趋势，通过传统土壤科学方法、数据模型与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融合应用，首次建立了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模型。该模型既能较完整的保留我国以往土壤调查

原始记载，也为各地今后进行新一轮的土壤质量调查和观测记载预留了空间，同时还实现了土壤信息与我国基础地

理信息的无缝链接，有利于我国今后基础地理信息内容的扩充和数字地球技术的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全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不仅工程量浩大，由于全国各地原始图件和剖面资料标准各异、坐标

短缺、资料残破、标注模糊、图纸变形大，加工处理过程也异常复杂，需要进行100多项专业技术处理，加工处理

的总数据量达到30T，针对这些困难，科研人员不畏艰难，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成功创建了非标准海量土壤信息集

成方法，并为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制定了7项技术标准与规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本项科学工

程的建设速度。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全国900多个县图件与资料的集成，建设速度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至目前我国已

完成1100多个县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覆盖了全国1/2地区。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不仅能够以5公顷为单元为农田

提供100多项土壤质量信息，还首次实现了土壤图与土壤剖面信息的链接，使我国各地完成的10余万个珍贵的土壤

深层剖面科学记载可以系统再现，直观而方便的为科研和经济建设服务。预计至2012年，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

将可覆盖全国4//5地区，其余地区主要为土壤调查原始资料丢失区，在这些地区的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将利用数字

土壤制图技术尽快补足。 

  本着共建共享、边建设边应用、国家工程重点地区优先建设的原则，为配合各地基本农田建设、测土施肥、耕

地地力调查、水污染治理等国家工程的实施，项目完成的1000多个县高精度数字土壤建设成果已提交相关省、市、



县业务部门，为这些地区和部门科学实施国家工程提供了农田土壤质量信息。研究成果还为农业、环境、测绘等科

研、教学单位研究土壤、大气以及环境质量演变规律，进行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取得了巨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相信，随着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的全面建设和完成，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及成果必将在社会各领

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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