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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加剧，水土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土保持理论与技术成为
了当今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坡耕地2393万hm，年均土壤侵蚀量近15亿t，土壤流失量约占全国土壤流失量
的30％。
东北地区总土地面积12380万hm，耕地面积2140万hm，其中坡耕地约为856万hm，大多数的坡耕地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黑龙江省位于东北黑土区，为国家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耕地水土流失面积（主要是坡耕地）占全
省水土流失面积的50％。
可见，坡耕地已成为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的提高。
　　早在2005年，根据我国面临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把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作为科学发展的核心，并把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生态
破坏作为基本国策。
为了对东北黑土区的水土流失现状进行更全面科学系统的分析，水利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
合开展了由国内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及其他相关领域跨学科、跨部门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对水土流
失与生态安全进行科学考察。
考察的结果表明，“黑土层每年平均剥蚀0.3 ～1cm”、“按目前水土流失速度，黑土层将在40～50年
内全部被剥蚀”，东北粮仓的黑土地，“已经到了抢救的阶段了”。
2009年7月20一21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工
程规划》审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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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加剧，水土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土保持理论与技术成为
了当今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坡耕地2393万hm，年均土壤侵蚀量近15亿t，土壤流失量约占全国土壤流失量
的30％。
东北地区总土地面积12380万hm，耕地面积2140万hm，其中坡耕地约为856万hm，大多数的坡耕地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黑龙江省位于东北黑土区，为国家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耕地水土流失面积（主要是坡耕地）占全
省水土流失面积的50％。
可见，坡耕地已成为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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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土壤特性空间变异性的了解是进行土壤养分科学管理、作物生长性状科学调控的基础，而科学
的取样是田间科学管理和合理施肥的前提。
随着空间尺度的不同，影响土壤特性特征的因子会发生变化，而且其本身的特征也不尽相同。
因此，研究土壤特性的空间变异，首要的问题是对研究的空间尺度进行划分。
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研究手段，将土壤特性空间变异的研究尺度划分为三类，即物理点尺度、田间尺
度和区域尺度。
本试验空间变异的研究尺度为田间尺度，实质上是不同物理点上土壤特性差异，尺度大小一般为100
～106m。
田问水平上，可认为地形、土壤质地、作物、耕作方式和种植模式等基本相同，影响变异的因子主要
为田间土壤的微变异，即在相同土壤质地范围内的土壤结构、容重、有机质和各粒级土粒组成的变异
。
　　各项指标测试的成功依赖于有代表性的样本的采集和精确的实验室分析。
因此在满足一定精度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合理的采样布点方法以尽量减少采样个数十分重要。
目前的取样方法主要有：基于统计原理的随机取样方法、规则栅格取样技术、嵌套采样方法、系统分
层采样和经验信息采样法。
这里采用规则栅格取样法。
　　规则栅格取样法通常将研究区域分成面积大小一致的小区采集样本。
栅格大小的变化，取决于变异程度和其他因素。
这些格子的性状可以不同，有正方形、长方形及不规则的菱形、三角形等等。
基本的取样方式主要有网点取样和格内取样。
在规则网格取样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地质统计学方法，可揭示其空间变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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