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伟平

西南片区“三普”技术组组长谢德体：
为“三普”把好技术关

10月30日，参加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等
试点区县“三普”成果的省级验收；11月上旬，
到贵州为当地的技术领队进行土壤剖面技术讲
解；11月底，辗转长寿、巫溪等10多个区县进
行“三普”的技术指导……

今年国庆节后，66岁的谢德体从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三尺讲台上退了下来。按理说退
休后应该轻松不少，然而，他却比之前还要忙：
一个月有2/3的时间在出差。

“休息不了，还要为‘三普’把好技术关！”
11月28日，在长寿区洪湖镇光华村的一个土
壤剖面采样点，记者见到谢德体时，他正在指导
技术人员如何挖剖面。

谢德体从小生活在四川省开江县金鸡公社
（现东门镇）。十五岁时他到公社参加劳动，发
现同一地块种出的庄稼产量有高有低，这让他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学农的种子在心里扎下
了根。

1978年，谢德体考入西南农学院（现属于
西南大学）学习土壤学。本科毕业后，他又师从
中国土壤学奠基者侯光炯院士，攻读硕士和博
士。

“跟侯老师求学的那几年，我收获颇丰。”谢
德体回忆，“侯老师每个星期带着我到野外进行
土壤岩层、土壤类型的调查分析。同时，他还带
我参加‘二普’成果的检查。遇到报告和实际不
吻合的，还去现场亲自挖剖面，重新确定土壤的
类型和特性。”

在侯光炯的言传身教下，谢德体积极投入
到土壤学研究中，形成了水稻高产稳产的半旱
栽培法等多项技术，成为我市乃至全国杰出的
土壤学专家。

“二普”工作从 1979 年开始，但在 1994
年才结束，前后花费了10多年时间。这是由
于当时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调查形式，各地采
样标准不统一，因而成果汇总整理的过程非
常复杂。

“‘三普’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调查方法，
由国家统一技术标准，因而我们这些专家
一方面要为各地培养好技术领队，另一方
面要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控
制。”谢德体说。他担任了全国“三普”技术

指导组顶层设计组副组长、西南片区“三
普”技术组组长。

渝东南片区技术领队田锐：
少了一个采样点，代表性就不够

谢德体作为土壤学专家、西南大学教授，
30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土壤学专业的学生，
39岁的田锐便是其中之一。现在田锐已是西
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今年，她又
成为“三普”渝东南片区的技术领队，负责土壤
剖面采样。

“相比‘二普’，‘三普’更细更全。”田锐解释
说，“二普”一共才采8个指标，但“三普”涵盖
40多项指标，不仅补充了容重、孔隙度、重金属
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还新增了一些微量元素
的调查。

对专门从事土壤学研究的田锐来说，这些
都不算太难，最大的挑战还是找采样点。

根据国家要求，丘陵地区每0.5平方公里
要布设1个采样点，因而我市的表层采样点有
5.4万个。同时还有1492个技术难度偏大的剖
面样，这些采样点有的“藏”在峡谷，有的坐落在
山顶，要想找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些
采样工作要在明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10月23日，为了赶在天亮前开始采样，凌
晨5点，田锐和团队从重庆主城出发前往丰都
方斗山的一个采样点。为了找到这个采样点，
他们花了一天时间。

当汽车行驶到海拔1000多米的密林时，前
行的碎石路被溪水截成两段，车辆无法继续前
行。田锐只好与队员下车，扛着不锈钢铲、镐头
等采样工具，按照导航徒步朝预设样点前行。

山里没有路，他们就用手中的砍刀劈出一
条路；遇到深沟，他们就用灌木和藤条绑扎成木
桥通过。在山林里找了大半天仍没有结果，有
队员提出更换采样点的建议，但被田锐否决，

“万一采样点是个新土种，少了一个采样点，代
表性就不够！”

最终，在田锐的坚持下，他们找到了位于两
山槽谷地带的采样点。

有时就是找到了采样点，采样工作依然会
遇到难题。

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通常情况下，每年农
作物播种前和秋收后，是开展外业采样的窗口

期。然而，有的农民为了抢种一季作物，会在冬
水田种上青菜头，这会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种了青菜头，土壤有机肥的含量会偏高，
检测结果不准确。”田锐说，为了保证剖面采样
数据有参考价值，他们必须花更多时间，寻找更
具代表性的剖面样点。

按照要求，田锐和团队在今年必须完成70
多个剖面采样，目前，他们已完成80%的工作
量，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他们周末也在田间地头
给土壤做“体检”。

地质队员、外业采样员马鉴：
有村民的支持，采样工作才能高效完成

23岁的马鉴是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205地质队队员，从去年入职以来，他有一半
时间是在“挖土”：为“三普”土壤表层采样。

“三普”土壤表层采样对技术有较高要求，
而地质队员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做基础，培训后
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因而，马鉴在去年考取
了“三普”土壤外业采样资格证后，参加了在江
津试点开展的“三普”采样工作。

但对马鉴来讲，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三普”
外业采样员，还必须具备学会与村民打交道的
能力。

刚入职不久，马鉴承担的其中一项工作，就
是向村民收集采样地块农作物的产量、化肥农
药使用量等农业生产数据。

马鉴第一次到江津石门镇向村民收集情
况，就吃了闭门羹。一是因为他说大道理太多，
村民不愿听；二是他的外地口音太重，村民听不
懂。当地村民以为他们是来挖油田的，不让他
们乱动自己的耕地。

领队邓帅上前解释，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后，
村民也听懂了他们的来意，尴尬的局面才缓和
下来。

“不要一上来就讲大道理，要说他们听得懂
愿意听的话，比如这是给土壤‘看病’，今后才能
提高农作物产量”“询问产量时，尽量不要说亩，
在农村谷子都讲挑”……“老前辈”给他们补上
了这一课。马鉴慢慢找到了和村民交流的技
巧，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今年，他们一共承担
了200多个采样点，目前已完成140多个。他
说：“有村民的支持，繁重的采样工作才能高效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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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土中生，有土
斯有粮。耕地是粮食
生产的“命根子”，耕地
保护是重庆必须坚决
守住守好的“三条底
线”之一。

今年12月 5日，是
第十个“世界土壤日”，
今年的主题是“土壤和
水：生命之源”。

为进一步摸清土壤
健康状况，我国全面开
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三普”）。“三
普”距离“二普”已经有
40多年，这期间是我国
农业集约化发展的重要
时期，土壤出现了一系
列变化和问题。“三普”
对土壤“全面体检”所形
成的成果，将为粮食生
产及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

此次“三普”，重庆
的任务是要全面摸清1
亿多亩农用地土壤“家
底”。对此，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了老中青三代土
壤人，听他们讲述普查
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土壤普查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旨
在查明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
量和质量等。

时隔40多年，全面开展土壤普查意义何
在？我市土壤“三普”难点在哪？近日，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负责人。

将对1亿多亩农用地土壤进行普查

土壤“三普”是2022年国家作出的对土壤
一次“全面体检”。

市土壤三普办综合组组长、市农业农村委
耕地质量处处长杨守正介绍，国家下达我市的

“三普”表层采样点有5万多个、剖面样1492
个。根据安排，我市计划用3年时间（1年试点，
2年全面推开），投入10万人次，完成1亿多亩
农用地土壤的“家底”摸排。

土壤“三普”的对象为全域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普查内容为土壤性状、类型、立地
条件、利用状况等。

“通过土壤普查，可清楚了解土壤类型及
分布规律，查清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同时，
普查结果可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
良培肥等提供科学支撑，也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生态建设等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
据。”杨守正说。

土壤变迁亟待全面摸清“家底”

“‘二普’至今已有40多年时间，这期间是
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土壤出现了
一系列变化和问题，如黑土地退化、南方红黄
壤酸化等，对作物产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谢
德体介绍，具体到重庆，全市酸化土壤面积大，
酸化量约占总数的1/3，成为全国土壤酸化重
点区域之一。

同时，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农机作业有
时会压实土壤，造成耕作层变浅。此外，重金
属污染也给土壤可持续利用带来了挑战。

事实上，从“二普”到“三普”的40多年里，
重庆也做过很多土壤调查，谢德体说，比如测
土配方施肥的调查、土壤污染调查等，其中也
涉及到了土壤部分性状的调查。“但这些调查
和监测，目标较单一、指标不全、覆盖面有限，
不能真正达到摸清土壤‘家底’的目的。”

“相比‘二普’的8个监测指标，‘三普’增加
到了40多个，它是对土壤的一次‘全面体检’，
范围更广、内容更全。”谢德体说。

今年底将完成50%以上的外业采样

“要全面掌握全市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等土壤性状和土壤适宜性，难度不小！”谢德体

解释，它需要统筹土壤、地质、地理、生态、环境
及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协同，共同推进土壤外业
调查采样、内业化验、成果制图。

为探索土壤普查的成功经验，去年4月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启动后，我市在江津区
和南川区开展了“三普”试点，通过一年的努
力，两地完成国家下达的2398个样点外业调
查采样任务，并顺利通过国家级、市级相关专
家验收。

今年，我市在完成土壤普查试点基础上，
坚持“质量第一”，全面开展土壤“三普”，力争
到2025年，形成全市及各区县土壤普查报告和
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以及完成土壤质量
分布图、酸化土壤分布图等成果，为守住耕地
红线，确保我市粮食安全打下基础。

截至目前，我市已划分渝中、渝西、渝东
南、渝东北四个土壤普查片区，组建了西南
大学、市农科院、市农技推广总站、市土地整
治中心、市农信中心5家技术支撑单位。预
计到今年底，全市将完成50%以上样点调查
采样，30%以上样品制备、20%以上样品检
测。

计划用3年时间、投入10万人次，完成1亿多亩农用地土壤普查——

重庆全面开展土壤“家底”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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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调查采样小组正在取剖面
分层样品。 特约摄影 辛飞/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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