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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截至今年5月23日

我省土壤三普外业调查采样点

共完成21130个

其中表层样点20443个

剖面样点687个
总完成率为 100%

共采集样品25617份
并全部流转至制备实验室

土壤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

全省已顺利完成土壤三普的

采样、制备、流转及检测任务

并提前进入内外业验收阶段

进度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加快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助力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

土壤普查，为南繁硅谷建设“培土夯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土壤三
普工作，自2022年该项工作启动
以来，我省专门成立了第三次土壤
普查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土壤三普
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省土壤普查
办多措并举，遵循全面性、科学性、
专业性的原则，按照“统一领导、部
门协作、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要
求，加快推进土壤三普工作。

我省土壤三普外业采样工作
自2023年5月底从三沙市开始，
截至今年6月15日，全省已顺利
完成土壤三普的采样、制备、流转
及检测任务，并提前进入内外业
验收阶段，进度走在全国前列。
通过这次土壤普查，我省将全面
系统掌握南繁保护区所涉及的土
壤类型、土壤性质和土壤质量等
情况，为下一步成果运用打下良
好基础。

“与以往相比，这一次针对南
繁片区的土壤普查更加系统全面
和深入。”省土壤普查办副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
张运哲介绍。我省高度重视南繁
保护区建设，在这次土壤普查工作
中成立相关专家组，加大采样普查
力度，分类开展重点专题研究。同
时，针对南繁土地类别以及不同的
使用需求，进行更加多样化和系统
深入的土壤研究。

普查更全面，体现在采样点位
覆盖密集，能够真实反映所有南繁
片区土壤的整体情况。“在这次土
壤普查中，针对南繁核心区耕地，
我们对其进行了样点加密，以便获
得更全面更准确的数据。”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海南省咨询专家、海
南大学教授孟磊介绍，以往也有针
对南繁片区土壤的检测项目，但都

是一块块地单独进行，较为分散。
而这次土壤三普工作是一次全面
系统的“体检”，全部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技术规范来进行，得到的数据
也更加全面和准确。

此外，这次普查更加系统深
入。“过去测一个土壤样品，一般
只关注pH、有机质、碱解氮、速
效磷和速效钾等五项，最多不超
过10项指标。而这次普查，一个
土壤样品我们总共要测40多个
指标，不但有土壤的肥力指标，
还涉及环境指标和生态指标
等。”孟磊说，例如环境指标，会
对土壤中的重金属做一次“全身
大体检”；还有生物专项，专门针
对土壤微生物、土壤动物进行检
测，分析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
微生物的种群类型等。“通过土
壤普查，从中筛选出对作物病菌
有拮抗作用的微生物来实现抑
制病害，用生物防治的科学手段
保障农产品的安全。”

三亚市作为南繁基地主要分
布地区之一，在土壤三普工作中共
有1985个表层样和54个剖面样，
海南大学作为技术服务团队，派出
了14个采样团队参与这项工作。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负
责人曹明介绍，为了保障采样团队
顺利开展工作，该局选派熟悉当地
情况的农业技术员或安监员，组建

“区级+村级”土壤三普工作服务
队共计120余人，覆盖三亚市各区
每个行政村（居）。三亚市三普办
还给14支采样队制作了23张土
壤调查工作证，采样队员携带文件
和工作证，在区级负责人和农业技
术员的协调下能够顺利开展采样
工作。

点位加密 检测指标更系统

每年冬春，超过700家科研单位
和种业企业的7000多名科研人员从
全国各地汇聚到南繁基地育种、制
种。“南繁硅谷”正在加快成形，为“中
国饭碗”铸造坚实底座。

“通过土壤三普，将全面摸清南繁
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以及土壤资源
数量和质量等，普查结果可为土壤的
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
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广泛服务于南
繁企业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
张运哲表示。

据介绍，为了加快形成土壤普查
有效成果，省农业农村厅专门委托第三
方服务机构开展南繁保护区核心区土
壤调查成果集专题研究工作，主要内容
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数据收集与整理，
以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数据为
基础，收集农作物种植、水利灌溉、土壤
管理等数据，开展数据整理、空间匹配、
统一单元等处理；二是明确南繁保护区
核心区内当前的优势及特色农作物，确
定其土壤适宜性特征范围和限制性生

长要素；三是开展土壤适宜性评价，对
优势及特色作物土壤适宜程度、限制性
生长条件与土壤调查结果及环境数据
作叠加分析，评价分析不同土壤条件、
环境条件下优势及特色农作物的土壤
适宜程度并确定区划范围。

孟磊表示，通过这次土壤普查，会
对整个南繁耕地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一个是数量方面，将摸清全省范围内
适合南繁的耕地面积；另一个是质量
方面，通过对土壤的指标分析，掌握南
繁的土壤真实状况，这对今后的整体
规划、南繁耕地资源开发等，都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我们在土壤三普成果集成中，还
有专门针对南繁的一个专项分析，对
南繁土壤开展地力评价，进行耕地等
级划分。”孟磊介绍，通过开展地力评
价，能够在土壤利用方面目标更明确，
比如不同等级的土壤分别存在什么问
题，如何解决这方面问题，都会在后期
的专项报告里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曹明看来，这次土壤三普工作

的一大亮点在于建立了专门的信息系
统，全省土壤采样的数据、工作进度，
包括后期的土壤检测数据、成果汇总
等都会进入系统，更好地支撑后期成
果应用。

“以前的土壤普查项目，由于没有
专门的信息系统，最终形成的普查报
告都分散在各个部门单位里，一些有
需求的科研机构、企业很难获取到这
些有价值的数据。”曹明说，这次全国
土壤普查有了统一的工作平台系统，
可以及时了解南繁基地的土壤现状，
有利于促进南繁单位更加重视土壤质
量问题，并针对不同的南繁地块情况
去加强耕地质量改良。

张运哲表示，下一步，省土壤普查
办将继续督促各承担单位做好外业调
查采样验收、内业测试化验验收、成果
编制等工作，力争比国家要求的任务
计划提前一年，于今年底基本完成我
省土壤三普各项工作任务，为全省的
耕地改良、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普查成果服务“南繁硅谷”建设

过去，由于种粮收益低，不少收获
完瓜菜的农田在夏季闲置；南繁季结
束后，也有大量科研用地季节性撂
荒。冬季生产、夏季撂荒，单一种植结
构也对耕地质量造成威胁。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会导致土壤肥
力和土壤生态环境质量的降低，影响
土壤效益的发挥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南繁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已成为影响南
繁育种、冬季瓜菜产量和品质的一个
堵点。为此，我省曾有政协委员通过
提案建议，“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
护南繁耕地质量，为打造南繁硅谷提
供土地保障。”

近年来，在南繁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上，海南创新手段、多措并举，坚
守耕地保护红线，不断筑牢粮食安全
根基。

针对南繁用地土壤酸化、有机质
含量低、非南繁季节撂荒等问题，三亚
市开展“绿肥沃土工程”项目，创新推
出“冬季南繁+夏季绿肥”轮作制度，在
田闲时种植豆科绿肥，不但有效解决

南繁科研用地夏秋季撂荒问题，而且
为土壤改良提供操作轻简、经济实用、
生态环保的配套技术支持。通过采用

“生物炭+有机肥+绿肥”多“碳”同补
的方案，多碳源取长补短改善土壤结
构，提升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多样性，
在南繁基地广泛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之前的试验证明，绿肥沃土在提
升耕地地力、化肥减量增效等方面成
效不错，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绿肥田
菁的翻耕能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良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环境，培肥
土壤和提高耕地质量。同时，减少化
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不仅降低成本投
入，还能减少二次污染，提升南繁育种
质量及农产品品质。

南繁耕地质量提升，也离不开高标
准农田的建设。自《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
年）》印发实施以来，在国家相关部委大
力支持下，我省各级部门积极开展南繁
耕地高标准改造，目前已基本完成26.8

万亩南繁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此同时，海南坚持新增建设和

改造提升并重、工程建设和建后管护
并重、设施建设与地力提升双推进，实
现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高水平利
用，有效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如
今，在南繁基地里，田埂变成宽阔机耕
道，水利修到田间地头，土壤越来越肥
沃，成块田地正不断焕发勃勃生机。

在南繁耕地质量监测体系上，我省
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落实《耕地质量调查
监测与评价办法》与国家标准《耕地质量
等级》，在南繁保护区所在的三亚市、陵
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3个市
县建立多个长期定位监测点，开展土壤
地力监测，并每年发布耕地质量长期定
位监测报告，有效形成国家级、省级、县
级“耕地质量三级监测网络”；组织实施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计划，支持三亚、
乐东、陵水等南繁基地所在市县开展土
壤地力监测、测土配方施肥、田间示范、
秸秆还田和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工作，持
续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和完善建设体系。

高标准农田建设助推南繁地力提升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粉碎还田机来回穿梭，
一片绿色的田菁被粉碎在田间，随后旋耕机将
其翻压到土里去，为土地注入了“肥力”。如今，
在南繁季节过后的“空档期”，这样的忙碌场景
经常出现在三亚南繁基地里。

田菁是一种非常适合海南夏季种植的绿肥
品种，可充分利用6-9月土地休耕期种植，待其
生长到一定时间后翻压还田，可补充土壤有机
质含量。“南繁耕地的复种指数很高，连年耕种
容易透支地力，如果透支的地力不能得到有效
补充，地力将持续衰竭，南繁育种工作会面临
极大的挑战。”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站长蒙赜
表示。

要想种得好，先把地养肥。推广绿肥是我省
推进耕地地力提升，助力南繁育种工作的重要举
措。为了提升南繁土壤地力，我省充分利用土壤
肥料专家队伍组建了南繁地力提升专家团队，针
对南繁保护区耕地存在的土壤酸化、板结、有机
质低等问题提出综合解决方案。“目前我们正在
三亚南繁片区主推的‘调理剂+绿肥种植’技术，
是一项低成本提高耕地地力的技术，后续将探索
更多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障碍土壤的南繁地力提
升技术，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全面指导南繁保护
区。”蒙赜说。

2023年，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与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专家合作，对适宜南繁区域的绿肥
品种及配套技术进行了试验，形成了不同绿肥
品种的栽培技术，现正在南繁生物育种专区进
行推广。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队伍根据其轮
作制度，探索“南繁育种+水稻+绿肥”“瓜菜+
制种+绿肥”“瓜菜+水稻+绿肥”“瓜菜+瓜菜+
绿肥”等多种轮作模式，充分利用轮作空闲时
间，种植填闲绿肥，既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又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逐步恢复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一举多得。

“种植绿肥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最经济
实惠的办法。”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经过两年试验发现，相比没有种植田菁的田
地，使用该技术可使冬季农作物产量提高10%
以上。而且，与传统增施有机肥相比，种植田菁
的成本要低得多。

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教授、农业农村
部科学施肥专家组成员阮云泽认为，除了种植
绿肥和施用有机肥，还要立足于把本地的有机
废弃物资源，比如秸秆、畜禽粪便等循环利用起
来，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
地力提升的有机肥供应不足的问题。

据了解，我省还编制了南繁硅谷-南繁土
壤地力提升项目可研报告，争取国家项目资
金支持，拟通过三年时间对三亚、乐东、陵水
的26.8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进行改造
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结合水旱轮作、
轮作休耕等种植制度，统筹制定农艺、化学、
生物与工程措施，提升土壤pH值和耕地土壤
肥力。通过深耕深松、施用土壤调理剂、秸秆
还田、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增肥减酸措
施，全面提升耕地质量，服务南繁产业高质量
发展。

（本版撰文/木嘉 詹莉宜）

我省推广“土壤调理剂+绿肥
种植”模式，集成多项技术助力南
繁保护区地力改良
让南繁耕地吃上“营养餐”

海南南繁热土，广袤田野里稻株迎风
摇曳。北纬18度以南，优越光热禀赋造
就“天然大温室”。从杂交水稻到高产玉
米再到抗虫棉花，中国已育成的农作物
品种里，70%以上经过了南繁加代、繁
育，“中国粮食”用上“中国种子”，南繁功
不可没。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高质量的南繁耕地是选
育好种子、选育好品种的基本保障。当
前，海南正在加快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工作，为包括南繁
保护区在内的全省土壤做一次“深度体
检”，全面查清全省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
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
土壤质量、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
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守住耕
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保障粮食安
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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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亚崖州区的南繁育种基地。王将就 摄

⬆➡土壤普查工作队员正在进行外业采样。（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