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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验对建立我国国家级标准样地 ‘

质量监测体系的后
刘灵伟，孔祥斌，姚兰，刘怡，林晶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北京100094)

摘 要：标准样地是今后实现耕地质量动态监测

管理的重要依据。采用文献综述法和综合分析法

对国外土地质量监测系统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家级

标准样地的监测目标、监测内容和监测密度的控

制方法，同时指出我国应尽快建立国家级标准样

地质量监测体系，为实现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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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往往在其结束后

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

简便、低成本的动态土地质量监测系统，监测在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土地利用对耕地质量的

影响，并回答耕地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根据监测

结果，对耕地质量动态变化和耕地生产能力变化进

行科学评价和预警，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提供科学

依据。随着我国农用地分等定级工作的完成，农用地

质量的。监测、评价以及预警系统的建设逐渐成为重

要的研究内容，而国家级标准样地的建设，又是进行

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评价和预警的关键环节。

《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中，根据分层设置、生产

条件最好和永久性标志的原则，分别在国家级、省级

■—●

和县级水平上设置了标准样地。国家级标准地块依

据耕作制度、光温条件、水分条件、土壤条件的宏观

差异，分省布设，每省设置10～15块；省级标准地块

依据耕作制度分区、水分条件、土壤条件、地形条件、

土地利用条件的差异，分县布设，每县设置5～10

块；县级标准地块依据影响农业生产的微观差异，分

乡布设，每乡2～5块。

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不同水平上的标准样地，目

的是通过设立永久性标志，编辑标准地块图集直观

地获得农用地质量等级信息；通过对标准地块特征

值的分析，与其所控制区域内其它地块特征值的对

比，可以对农用地质量等级进行评价；通过对标准地

块特征值的分析，可以对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进行

控制和校订；通过对标准地块的监测与管理，间接地

对农用地质量等级变化进行动态监测与管理。

目前，我们需要尽快落实《农用地分等定级规

程》成果，建立一个土地质量监测体系来对全国范围

的标准样地网络进行监测，实现对耕地质量的动态

监测，而国家级的标准样地监测体系的建立又是整

个工作的重心。

1992年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上，许多国家共同

签署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宣言，开始着手建立本国的

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和环境预警机制。十几年来，国外

的体系建设已经相对成熟，而这项工作在我国刚刚

起步，因此，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建立起具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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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而国家级标准样地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就为今后实

现多目标的监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国外土地质量监测体系的建设

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农业研究咨询专家组

合作，为了改善土地质量，消除贫困，对东非纳入

AEz区域国家的土地质量进行监测，采用土壤样本

化验和遥感影像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对土地

质量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两组监测内容。短期监

测包括：土壤养分平衡、产量水平、农用地强度和土

地利用的多样性、土地覆被；长期监测包括：土壤质

量、土壤退化、农业生物多样性。目前，这种办法实施

效果良好，但工作的难点在于数据资料缺乏⋯。

(一)PSR模型监测系统

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采用一种叫“压

力一状态一响应”(PSR)模型的土地质量监测和决

策系统，该系统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压

力指标(pressure indicatorS)、状态指标(stace indica—

tors)、响应指标(response indicatorS)，分别作为土地问

题产生的原因、产生的结果和相对应政策的指示

器。压力指标用来监测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城市

扩张、草场中沙化面积增大等；状态指标监测由于人

类活动造成的结果，比如土壤侵蚀、杂草人侵等；响

应指标监测人类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比如土

地利用方式调整等。

JollIl R Dymondl在PSR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种战略性监测的方法，即首先要确定土地管理目

标并设计要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安排，再根据目标

选择相应的监测内容，建立一个监测和信息反馈的

循环系统【21。这种监测需要不断进行数据采集、分

析，判断过去和现状的环境变化。

(二)I洲D监测系统

2000年，Suresh Chandra Babu，William Reidllead

提出了一种基于resource management domains

(IWDs)分区为框架的监测系统[3J。一个砌蛆D区指
的是考虑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在自然资源和经济特

点上具有相似性的地区，由其区域内的自然状况和

经济参数来定义。由于刚Ds是基于自然资源状况
而划定的分区，所以应用于自然资源监测效果比较

资源调查与评价

好，啪s最终通过应用PSR监测模式来获得资源
管理的信息。

划定IWDs分区要遵循四个步骤：①确定分区
的目的、确定监测目标；②根据监测目标选择相应的

监测内容，比如土壤养分、耕作实践、作物养分循环、

作物产量、单位土地有效性、生物量、肥料价格、肥料

效用、是否容易获得以及使用状况等作为分区设置

的影响因素；③确定变量，比如对于土壤养分状况而

言，土地利用强度、闲置周期等都可以视为变量；④

运用GIS监测结果划定1wDs分区，比如可以划定
闲置周期长的低养分土壤为一个区，闲置周期短的

低养分土壤为另一个区。由于I蝴Ds完全是基于区
域内的自然状况和经济参数来定义的，因此用于自

然资源监测效果比较好。

(三)荷兰环境质量监测系统

荷兰建立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目的，是对环境

污染和自然空间的变异性，尤其是土地的分割破碎

现象进行监测。它在国家尺度上的监测方法是：在全

国范围内选取lO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土壤类型和

土地利用方式的地区，每个地区选取4个样本点，每

个样本点约20×20 m的大小，每个样本点在两个深

度上各选四个样本(O～10cm和30～50cm)，这样总

共320个子样本点，在每个子样本点上分析重金属、

杀虫剂等的含量，通过对比就能得出污染原因和造

成的后果。省一级尺度上与国家的方法框架基本一

致，根据地方特点对不同的环境污染敏感的地区制

定具有针对性的监测密度和内容【4]。

(四)RS监测手段

在开展土地质量监测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采用了RS作为质量监测

手段【5~8]。RS具有：①可以提供像素在1～5 m之
间的卫星影像信息，可以进行不同尺度上的监测；②

对于监测地面覆被变化效果好，可以很方便地通过

反射率测定地区的植被覆盖率等。

LANDSAT和SPOT能更详细地反映地面现

状，一般用于辅助判断。目前，在LA】妞ISAT的基础

上加上了ETM+，分辨率达到15 m，在l：50000的水

平上，热红外的分辨率从120 m增加到60 m。在

SPOT的基础上也加上了HRV瓜，短波红外分辨率

可以达到20m。

不同国家的环境或土地质量监测中还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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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它的监测设备，The NOAA AVHRR sensor

可以在大洲的水平上监测地面覆被；日本公司在

ADEOS平台上发射了PoLDER，每五天完成四次

全球覆盖；美国三家公司分别发射了高分辨率的传

感器，Ⅸ0NOS一2(Space imaging)，ORBVIEW一3

(Orbimages)，QUICKBⅡ己D 2(EarthWatch)【21。另外，

在小范围的质量监测中，还利用了彩色航片进行更

加精确的判读。

三、对建立国家级标准样地的启示

(一)国家级标准样地建设的目标

根据国土资源部有关标准样地的概念，标准样

地为在一定的栽培管理技术条件下，区域内农作物

产量水平最高的若干农用地分等单元。一般情况

下，标准样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最好，在本区域所处

位置的气候、地形地貌、土壤、灌溉与排水等综合特

征最优。其设定的目标是进行耕地质量监测，更新

农用地分等成果，为建立耕地质量和生产能力预警

系统服务，为国土资源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体系。

(二)国家级标准样地监测的内容

借鉴国内外在耕地质量监测方面所做的工作和

成效，根据我国耕地质量的监测目标，充分考虑我国

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区域差异特点，设计出国家

级标准样地短期和长期两种监测内容。

1。短期监测内容。主要监测对于耕地生产能力

影响短期易变的因素：①产量水平变化。主要包括种

植作物种类、实际产量水平，主要作物的产量趋势、

变化率、生产风险、潜在产量和现有产量的比较，另

外还要考虑市场、气候、补贴和土地管理等因素；②

土地投入和产出变化。包括物质投入、劳动力投

入、资本投入以及产量变化、产值变化、土地利用产

量一成本系数变化；③土地利用强度。土地投入变化

可能造成养分流失、土壤侵蚀退化等指标；④土地利

用条件变化。包括田块面积、田块平整程度、田块的

破碎化程度、田块经营规模，灌溉设施、排水设施，田

间道路等与土地利用条件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以

及二级指标区内最高产量和标准样地最高产量的变

化，并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的变化。

2．长期监测内容。主要包括：①标准耕作制度。农

用地分等规程确定的标准耕作制度、基准作物和指

定作物类型变化，基准作物和指定作物的最大产量、

最大产量成本指数变化；②耕地质量。主要是指影响

耕地质量的自然影响因素，如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

土壤pH值、土层厚度、土壤障碍层次、土壤盐化程

度、土壤碱化程度、地下水位，地下水矿化度，地下水

质等；③土地退化。土壤侵蚀、挤压紧实、有机质流失

等内容。

(三)国家级标准样地应考虑的因素

借鉴了RMDs分区这种通过自然条件和经济参

数相结合来进行监测的方法，笔者认为我国国家级

标准样地应考虑如下因素：①标准耕地制度；②光温

生产潜力和气候生产潜力变化；③基准作物和指标

作物全覆盖性；④地形地貌的区域差异与变化；⑤土

壤类型的变化；⑥区域农户利用水平和农户利用目

标的变化；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国家级标准样地实现全国不同耕地制度区、农

户利用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覆盖体系。根据耕地在

不同区域的生产潜力、土地利用条件、土地经济效益

差异特点，在我国的大都市区域、东部发达区域、中

部粮食主产区、西部生态脆弱区确定不同监测内容。

(四)国家级标准样地监测密度和样本选择

国家级标准样地的设定，不仅要考虑耕地质量

监测目标和监测内容的需要，而且要与国土资源部

已经开展的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区、土地开发整理重

点建设项目、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借鉴国外监测样本的设定方法，以及我国国家

级标准样地设定的分层设置、生产条件综合最优和

稳定性的三个原则，笔者提出我国耕地质量监测的

设定方法如下：

(1)国家级标准样地依据耕作制度、光温条件、

水分条件、土壤条件的宏观差异，分省布设，各省设

置应在考虑农用地分等成果和地方设定的基础上，

确定最为合理标准样地监测点。其样点密度设置不

仅要确定生产条件最优的农用地等别，应根据农用

地分等成果，在不同的耕地等别上进行设置，即标

准样地设置要反映不同等别耕地质量差异性特点。

即在一个等别上设置10～15块标准样地，如果有

十个等别，则分别在不同等别设置10～15块标准

样地。

(2)在一个等别内设置标准样地不仅要考虑一

级指标区、二级指标区差异，还要考虑等别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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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系数等值区和土地经济系数等值区的差异，要

使标准样地涵盖不同土地利用系数和经济系数等

值区。

(3)依据《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中对标准地块

土壤特征描述的要求，在每块标准样地上取样分析

土壤类型、有机质含量、土壤质地、土壤盐碱状况、土

地构型、土壤侵蚀状况、土壤养分状况、土壤污染状

况、土壤保水供水状况等，最后通过综合分析得出该

块标准样地的质量状况。

四、结论

国外质量监测体系对于建立我国国家级标准样

地质量监测体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何分析对

比国外经验，并加以总结，提炼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的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是成为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工

作。而国家级标准样地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可以为

实现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提供基础性条件，也为进

一步实现多目标的环境质量监测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明确土地质量的监测目标、内

容、密度和取样方法以及配套的新技术设备，建立一

种简便、低成本的动态系统来监测国家级标准样地

的土地质量，实现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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