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区相关单位：

经新会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新会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新会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

（代章）

2023 年 3 月 22 日

（联系人：戴华灿，联系电话：6373075）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新会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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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

知》（国发〔2022〕4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

案》（农建发〔2022〕1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

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粤府〔2022〕26

号）精神，保障我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结

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普查意义和目标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是国务

院部署的一项重要国情国力调查，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土壤二普”）成果基础上，全面查清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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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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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经济社

会生态建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是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守牢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

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

业生产布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到 2025 年，实

现对新会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与部分未利用地土壤的

“全面体检”。

二、普查要求和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遵循土壤普查的全面性、

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以土壤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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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衔接已有成果，借鉴以往经验做法，坚持摸清土壤质

量与完善土壤类型相结合、土壤性状普查与土壤利用调查相

结合、外业调查观测与内业测试化验相结合、土壤表层采样

与重点剖面样采集相结合、摸清土壤障碍因素与提出改良培

肥措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专业支撑相结合等“六结合”的

工作方法，坚持统一普查工作平台、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工

作底图、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试化验专业机

构、统一过程质控等“六统一”的技术路线，按照“统一领

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组织实

施方式，摸清土壤质量家底，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

境、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普查依据

（1）《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

（国发〔2022〕4号）；

（2）《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

1号）；

（3）《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试行）》

（国土壤普查办发〔2022〕3号）；

（4）《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开展普查实验室筛选工作的通知》（农建发〔2022〕3号）；

（5）《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方案》（2022年）；

（6）《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实施指南》（2022年）；

（7）《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粤农农函〔2022〕243号）；

（8）《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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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函〔2022〕771号）；

四、普查范围

新会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南部，西江、

潭江下游。东与中山市、东南与珠海市斗门区毗邻，南濒南

海，西南与台山市、西与开平市、西北与鹤山市相接，北与

蓬江区、江海区相连。地呈三角形，北阔南窄，东西相距 48.8

千米，南北相距 54.5千米，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全区土

地面积 1354.71平方公里。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

部，面积 4.93万公顷，占全区总面积 36.4%；平原主要分布

在东南、中南、中部，显示海湾沉积特征，面积 6.31万公顷，

占全区总面积 46.6%；全区水域面积 2.31万公顷，占全区总

面积 17.1%。

新会区土壤偏酸，土质肥沃和偏黏，土层深厚，地下水

位高。按成土母质可分为西江和潭江下游冲积土、花岗岩成

土母质、沙质岩成土母质。海涂草滩多分布于潭江河道和崖

门口外海滩，是农田耕地的后备资源。

五、普查对象和内容

（一）普查对象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对新会区内的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开展普查。其中，林地、

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

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二）普查内容

以校核与完善土壤分类系统和绘制土壤图为基础，以土

壤理化为重点，更新和完善我区土壤基础数据，配合构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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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数据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

生态条件、不同利用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障碍退化状况，查清

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后备耕地资源土壤质量、典型区

域土壤环境等，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系统完善我

国土壤类型。

根据《关于印发〈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

的通知》，本次普查我区需完成 526 个表层点位和 10 个剖

面点位的外业调查与采样、样品制备流转、内业测试化验、

成果编制等工作内容，具体普查内容如下：

1.土壤理化分析。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

机械组成、土壤容重、有机质、酸碱度、营养元素、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

2.土壤剖面性状调查。通过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

测、剖面样本制作、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分析，普查剖面土

壤发生层及其厚度、边界、颜色、质地、孔隙、结持性、新

生体、植物根系和动物活动等。对于典型障碍土壤剖面，重

点普查 1米土壤剖面内沙漏、砾石、粘磐、盐磐、铁磐、砂

姜层、白浆层、潜育层、钙积层等障碍类型、分布层次等。

3.土壤利用情况调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调查成土条

件、植被类型、植物（作物）产量，以及耕地园地的基础设

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排灌设施情况等基础信息，

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

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和经验。

4.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性状、

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开展土壤质量分析，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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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资源质量现状。

5.普查成果汇交。组织开展分级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

括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数据

成果汇总分析，包括土壤质量状况、土壤改良与利用、土壤

利用适宜性评价、农林牧业布局优化等。

六、实施步骤

为有序推进三普工作开展，本方案对责任分工、技术路

线与工作内容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土壤三普的工作任务与工

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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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省-市-县”三级联动及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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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三普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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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各级分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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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工作组织框架

1.领导小组

成立新会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由分管领

导、各相关单位领导及主管人员组成。负责统一领导，协调

落实相关措施，督促普查工作按进度推进。

2.三普办公室

设立新会区三普办公室。由区农业农村局主管人员担任

主负责人，包含主管人员、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组成。办公室

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土壤普查工作组织实施、质量督查

和全区调查成果的汇总、审核与报送工作。

（二）组建技术队伍

新会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土壤普

查办”）组建土壤三普技术指导队伍、外业调查采样队伍、

样品制备与测试化验技术队伍、质量控制技术队伍。

1.技术指导队伍

为外业调查、采样制备、流转和技术培训、三普成果编

制、汇总分析与验收等土壤普查工作内容提供技术支撑服

务。

2.外业调查采样队伍

表层样点调查队伍每个调查队 4—5 人，至少配备 2 名

以上土壤学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1名农技人员。外业调查

采样的工作内容包含样点成土环境与土地利用信息调查、表

层土壤样品采集、土壤类型校核与完善等。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外业调查采样队一般还应配备联络、后勤保障、劳工等

人员。新会区需组织各镇、村确定 2名农技人员，加入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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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普查队伍，配合外业调查采样工作，负责与样点的农户

沟通，当地土壤普查宣传工作。

3.样品制备与测试化验技术队伍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通过采购确定承担本区域土壤样品

制备、样品检测的实验室。样品制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

原则，分别由不同检测实验室承担。

4.质量控制技术队伍

负责组织协调国家、省级和市级技术专家开展外部质量

监督检查，以及本辖区内所有普查区域样点任务下发、外业

调查资料与现场检查、入库数据审核等。

（三）组织技术培训

为确保土壤普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项目实施前

需编制土壤普查培训资料，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

考核，确保其尽快掌握技术规范、操作要领，并保存培训记

录。计划开展技术培训会议 5次，每次 1天。技术培训根据

工作情况分级分批进行。培训人员包含本区普查工作人员、

各镇普查管理、农技人员、相关技术单位人员。

1.参与省级、市级土壤普查办开展的技术培训班。依据

国家土壤普查办、土壤三普相关技术规程规范等相关要求，

对参与土壤普查工作的成员均需进行培训、考核。我区土壤

普查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协调工作人员参与省级培训考核。

2.开展对本区农业管理部门及技术队伍培训。新会区土

壤普查办每年举办技术培训班，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确定

不同的培训侧重点，开展我区农业管理部门及技术队伍培

训。对于新会区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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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测算、工作要求、时间安排以及政策解读等方面内容；

对于普查技术队伍，包括镇、村基层技术人员，侧重于掌握

技术规程与规范，以及在普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点、

堵点的解读。培训采用线上线下集中授课、室内室外教学相

结合的教学方法，突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实操性。在技术培

训基础上，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加强对普查队伍的监管力度，

根据实际情况，参与省级、市级专题培训辅导。

（四）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

在市级土壤普查办指导下，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的方式

确定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各镇村组织本地农技人员参与成立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开展本区域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样工

作。

外业调查采样的工作内容包含样点成土环境与土地利

用信息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土壤类型校核与完善等。

其中，成土环境与土地利用信息调查需确认样点的地形地

貌、水文地质、植物类型、化肥农药使用等信息。

新会区预设表层样点 526个，剖面样点 1个。表层调查

采样队每队每天完成 4个样点调查采样，剖面调查采样队每

队每天完成 1个剖面样点调查采样。

1.制定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方案。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要根据土壤普查的要求，结合本地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的野外调查工作计划。工作计划需明

确外业调查的任务、内容、工作量；明确所需物资材料和人

员队伍；在布点方案明确、人员和物资配置完成的基础上，

设计调查路线、预期完成时间；提前落实样品交接和流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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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证样品安全无遗失；现场踏勘。

2.确定外业时间。

我区土壤普查总体进度与时间节点依据市级三普办公

室统一规定，进行野外调查。避免施肥、灌水及其他耕作措

施等的影响耕地土壤应在播种施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采集；

园地土壤应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前采集；林地的土壤调查和

采集应避免雨季，盐碱土调查和采样应尽可能在旱季进行。

3.物资筹备。

按功能用途划分，筹备的调查物资可以大致分为图件文

献类、摄录装备类、采集工具类、速测仪器类、辅助材料类、

生活保障类、集成软件类。具体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

技术规范》。

调查物资中图件文献类资料由土壤普查办统一准备，摄

录装备等外业采样物资可由外业调查采样队自行采购。

4.开展表层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可采购外业调查采样队，并组织基层

农技人员组建外业土壤普查队伍开展表层样点外业调查与

采样工作，工作要求依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

执行。

（1）对预设样点进行代表性核查，必要时根据样点布

设调整规范进行样点现场调整，样点调整需通过省土壤普查

办审核通过后实施。

（2）开展调查点位的地形地貌、成土母质、母岩、水

文状况、田间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现状、化肥农药使用等立

地条件与土壤利用信息调查，按规范要求填写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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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表层样点土壤进行混合采样、电导率速测（含

盐区域选测）、样品封装和调查记录。

（4）表层容重样品选取临近三个点，使用“环刀法”，

每个点分别采集一个容重样品。

（5）表层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临近三个点组成一

个样品，样品托运到样品制备实验室处理。

（五）组织内业测试化验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依《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普查实验室筛选工作的通知》（农建发

〔2022〕3号），通过采购样品制备实验室、样品检测实验

室，组织开展样品制备、保存、流转检测工作；其中，样品

制备实验室负责样品制备，样品检测实验室负责土壤样品理

化性状指标检测等工作。

1.确定实验室。采购承担我区土壤样品制备、样品检测

的实验室。样品制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

同检测实验室承担。

2.样品制备流转。根据新会区土壤样品采集数量情况，

为提高样品制备效率和质量，土壤普查办确定 1 家样品制备

实验室统筹开展全区的样品制备工作。样品制备实验室接收

外业调查采样队土壤样品后，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

术规范（试行）》规定，完成表层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

品和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的制备。新会区土壤普查办需要协

调提供一个样品接收场地。制样实验室结合实际建立外业土

壤普查队伍、样品制备、检测实验室、样品库、质控实验室

之间的对接机制，并派驻专人负责外业采样期间的样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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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尽量减少流转环节，降低流转复杂程度，保证样品流

转过程高效无误。

样品制备实验室制定样品制备计划，接收外业土壤普查

队伍的土壤样品后，按照规范完成表层样品、水稳性大团聚

体样品和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的制备，并保存部分原样，用

于质控检查。

3.样品检测。

根据《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要求，我区通过

采购确定检测实验室完成样品检测工作。检测实验室制定样

品检测计划，包括样品检测指标、检测方法、质量控制要求、

检测数据上报要求等。检测实验室依据相关要求开展土壤样

品理化性状等指标检测工作，及时填写相关记录（含质量控

制要求的相关记录），并上报至土壤普查工作平台。

样品检测参照《土壤样品测定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

样品测试每 50个样品插入一个密码样、1个质控样，插入样

占总样品量的 4%；水稳性大团聚体测试 30%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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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耕地、园地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名录

序号 检测指标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1 土壤容重 √ √

2 土壤田间持水量 √

3 凋萎系数 √

4 矿物组成 √

5 机械组成 √ √

6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 表层样的 30%检测

7 pH 值 √ √

8 可交换酸度 √ 酸性土壤区域（pH<6.0）检测

9 水解性酸度

10 阳离子交换量 √ √

11

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

（交换性钙、交换性镁、

交换性钾、交换性钠、盐

基总量）

√ √

12 有机质 √ √

13 碳酸钙（无机碳） √ 石灰性土壤（pH>7.0）检测

14 全氮 √ √

15 全磷 √ √

16 全钾 √ √

17 全硫 √

18 全硼 √

19 全硒 √ √

20 全铁 √

21 全锰 √

22 全铜 √

23 全锌 √

24 全钼 √

25 全铝 √

26 全硅 √

27 全钙 √

28 全镁 √

29 有效磷 √ √

30 速效钾 √ √

31 缓效钾 √ √

32 有效硫 √ √

33 有效硅 √ √ 水田区域土壤检测

34 有效铁 √ √

35 有效锰 √ √

36 有效铜 √ √

37 有效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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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指标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38 有效硼 √ √

39 有效钼 √ √

40 游离铁 √ 水田与红壤区土壤检测

41 总汞 √ √

42 总砷 √ √

43 总铅 √ √

44 总镉 √ √

45 总铬 √ √

46 总镍 √ √

合计 28 45

表 6-2 林地草地盐碱荒地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名录

序号 检测指标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1 土壤容重 √ √

2 矿物组成 √

3 机械组成 √ √

4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5 pH 值 √ √

6 可交换酸度 √
酸性土壤区域（pH<6.0）检测

7 水解性酸度 √

8 阳离子交换量 √ √

9 交换性盐基总量 √ √

10 有机质 √ √

11 碳酸钙（无机碳） √ 石灰性土壤检测（pH>7.0）

12 全氮 √ √

13 全磷 √ √

14 全钾 √ √

15 全硫 √

16 全铁 √

17 有效磷 √ √

18 速效钾 √ √

19 游离铁 √ 用于土壤分类

合计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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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持全程质量控制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可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委托

专门的质控队负责全过程质量控制工作。县级质控工作包括

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

控制，数据审核。质控队不能由负责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

备流转检测的单位或人员兼任。

1.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包括资料核查与现场核查，并与

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同时开展。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可在省级质

量控制的基础上提高标准（广东省省级资料核查 5%，现场

检查 5‰），建议按资料核查 20%，现场核查 20‰。同时，

组建农技人员队伍参与土壤普查采样，负责“一线”质量控制，

配合省级质控队对于本区外业调查采样质量监督检查。

2.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控制

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控制主要由省级质控

实验室负责，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委托质控队协助配合省级或

国家级开展该项工作。

3.数据审核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组织数据审核专家及相关人员负责

本区域全部入库数据审核，需对区域内普查数据进行 100%

质量控制检查，确认后再上报土壤普查工作平台，每个审核

团队负责专家不少于 2 名。

（七）开展成果编制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组织技术队伍，编制普查成果，并对

普查成果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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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报送市级土壤普查办。普查成果包括数

据成果、图件成果、文字成果。

1.数据成果

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填报，按照国家土壤普查各

专项规范要求，外业调查、内业测试、样品流转、数据审核

等过程的数据、单位、人员等信息，及时填报土壤普查工作

平台的相关信息，传输存储至数据库。

2.图件成果

按照土壤三普任务要求，完成土壤类型、土壤属性和专

题成果图。此外，图件成果统一由省级制作后下发，新会区

从中切分出，委托技术队伍进行修正编制。

3.文字成果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需成立普查报告编撰工作组，分级负

责组织编制普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专项报告。省级专家

工作组负责指导我区各类报告的编制工作。

七、普查成果

（一）数据成果

土壤类型指标数据、土壤理化指标数据、土壤退化与障

碍数据、特色农产品区域调查数据、适宜于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的土壤面积数据。

（二）图件成果

1.土壤类型图。土壤类型图包括我区 1：5万土壤发生分

类图。

2.土壤属性图。包括有机质含量、土壤粘土矿物、土壤

养分图（大中微量元素等）、土壤碳库与养分库、土壤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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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化、酸化等）、土壤障碍分布图等。

3.土壤专题图。包括耕地质量等级图、退化耕地分布图、

后备耕地资源分布图、特色农产品专题图、土壤利用适宜性

分布图等专题图。

图件成果统一由省级制图后下发，从中切分出新会区图

件进行修正编制。

（三）文字成果

1.工作报告。包括总体工作进展、任务完成情况、资金

安排及使用情况、主要做法、经验成效、土壤存在问题和下

一步改良利用对策等方面。

2.技术报告。包括目标与任务、技术路线与方法、技术

标准（规范）、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成效、普查过程中解决

的技术难题、工作建议等。

3.专题报告。包括区域土壤类型分布、土壤适宜性评价

报告，耕地、园地、林地、草地质量报告，土壤酸化、贫瘠

化等退化耕地分布与改良利用报告，特色农产品区域土壤特

征等专题报告。

八、进度计划

2022年启动土壤三普工作，组建新会区三普办公室，学

习三普技术规程、我省试点工作成果；2023—2024年全面铺

开土壤普查工作，2024年 4月底前完成外业调查采样；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全部内业测试化验；2024 年 7 月—11月开

展数据上报、审核工作，完成新会区土壤普查成果编制；2024

年 12 月底前进行新会区成果汇总、验收、总结、上报，完

成我区土壤普查汇总工作。“十四五”期间配合全面完成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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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土壤普查工作。

（一）2022年工作计划

1.建立工作组织架构

新会区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区域土壤普

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2.编制土壤三普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通知》（国

发〔2022〕4号文）、《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和

省下发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编写我区土壤三普工

作实施方案要完成，并报省土壤普查办备案。

3.参与省级、市级技术培训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组织参加省级、市级土壤普查技术培

训，主要培训对象为参加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检测等专

业技术人员及农技人员。

4.细化新会区普查经费预算方案

待广东省明确普查采样点数量和检测技术要求后，进一

步完善新会区土壤三普的具体经费预算，所需经费待上级下

达具体任务后再另行制定使用方案。

5.启动技术队伍采购工作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明确采购需求，制定采购方案。

（二）2023—2024年全面开展土壤三普工作

开展技术实训指导，分时段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

试化验，强化质量控制，进行土壤普查数据审核与上报工作，

形成阶段性成果。

1.全面开展土壤普查工作、组织内业测试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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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查经费保障下，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制定外业调查工

作方案，完成外业调查物资准备，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

外业调查采样队伍依据统一布设样点，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

范在农闲空档期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和采样，实时在线填报相

关信息，按相关规范科学储运、分发样品至制样单位、测试

单位和存储单位。

新会区要充分利用好2023年-2024年春两个冬闲时段开

展外业调查采样工作，2024 年 4 月底前完成全区全部外业调

查采样工作。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内业测试化验工作。

2.组织抽查校核，加强质量控制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在土壤普查全过程中分别开展外业

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等核心环节的抽查校核工作，并根

据抽查校核结果及时开展补充完善工作。新会区同时配合国

家专家开展我省、我区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质量控制工作与

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和样品测试等环节同步开展。

3.数据上报、审核与汇总分析

2024 年 7 月-11 月底开展数据上报、结果审核等工作。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组织开展土壤基础数据、土壤剖面调查数

据和标本、土壤利用数据的审核、汇总与分析，绘制专业图

件，撰写普查报告，形成数据、文字、图件。新会区需配合

汇总形成市级成果。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新会区成果汇总、总结、上报

市土壤普查办。

（三）2025年形成全区土壤三普成果

根据工作进展，并根据省级、市级抽查校核结果开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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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善工作。

九、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

土壤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

要求高，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

各方参与”的方式组织实施，新会区人民政府成立相应的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新会区土壤普查工作

的资料收集，样点的外业调查、采样、检测以及数据汇总、

成果编制等工作。

（二）技术保障

土壤普查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新会区土壤普查办

积极依托市级、省级技术支撑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吸

纳我区科研教育单位专业技术力量，组织土壤普查基层技术

人员，加强我区技术支撑。通过政府采购在国家名录中选择

承担土壤样品制备和检测的实验室，以及选择外业调查采样

队伍。

（三）经费保障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外业调查采样、

内业测试化验以及数据分析、成果编制，组织本地农技人员

参加土壤普查工作。积极多渠道筹措资金，根据土壤普查任

务和计划安排，普查经费除通过上级补助外，区镇财政需纳

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按时拨付。

（四）宣传培训

我区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协调做好本地宣传，营造全

社会关注关心支持普查的良好氛围，并将相关动态、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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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送省土壤普查办。在积极组织参加省级培训的基础上，

新会区土壤普查办及早谋划年度培训安排、及时收集培训需

求、确保培训质量。加强我区与省土壤普查办的沟通，因地

制宜做好本地的培训工作，认真组织技术人员参训。按照国

家要求，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质量控制队伍均需

持证上岗，每支作业队伍必须有一名领队参加国家级或省级

培训并通过考核，所有队员都要参加相应的技术培训，并有

培训记录。

（五）安全保障

土壤普查基础数据属于涉密数据，且数据量庞大、专业

性强，需要符合要求的涉密环境和配置较高的专业设备进行

数据的存储、处理和传递。参与调查、测试与数据汇总等土

壤普查各环节的人员，要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对参与数

据审核、校验与汇总的专家，给予一定数据使用权限，开展

数据浏览、审核等工作。在土壤普查结果公布前，普查数据

不得用于论文发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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