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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GB/T 7830-1987《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的修订。在修订中，对不符合国家法

定计量单位标准的单位、不符合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土壤学名词的名词予以修改;在编写

上，按GB/T 1. 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标准编写的

基本规定》的要求执行。

    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要有明确的预定目的，同时采集与制备的土壤样品要求具有典型性与

广泛的代表性;为了更好地说明土壤动态与林分生长间的相互关系，最好采用湿土样品进行分析;为分

析结果的相互比较，采用“森林土壤水分换算系数”，将湿土样、风干土样换算成烘干土样、灼烧土样。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GB/T 7830-1987作废。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森林土壤研究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张万儒 、杨光澄 .屠星南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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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sampling and preparation of forest soil samples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森林土壤水分换算系数的测定与计算、森林土壤粘粒

(<0, 002 mm)样品的制备等。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 被修订 ，使用 本标准 的各方应 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

    LY/T 1252- 1999 森林土 壤粘粒(<O. 002 mm)的提取

3 森林土壤样 品的采集

3.1 森林土壤 剖面分析样品 的采集

    森 林土壤样品 的采集 方法根据分析 目的不同而异 ，在森林土壤资源调查 、适地适树 的调查规划等工

作中需要分析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因此必须按土壤剖面的发生层次采样 采样方法是:在选择好挖掘土

壤剖面的位置后，先挖一个1.0MX1.5m(或1.0mX2.0m)的长方形上坑，长方形较窄的向阳一面作

为观察面，观察面植被不容破坏，挖出的土壤应顺序放在土坑两侧，以便按原来层次填土，土坑的深度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一般要求达到母质或地下水即可，大多在1.0̂ 1.5 m之间。然后根据土壤剖面的颜

色、结构、质地、坚实度、湿度、植物根系分布等自上而下地划分土层，进行剖面特征的观察记载，作为土

壤基本性质的资料及分析结果审查时的参考，最后自下而上逐层采集布袋装的土壤分析样品和纸盒标

本，一般采样时只在各发生层次的中部采集，而不是在整个发生层都采，这样可克服层次间的过渡现象，

从而增加样品的典型性或代表性，随后将采集的样品放人布袋和纸盒内，布袋装土舆分析样品，一般采

集1 kg左右，在布袋内外均应附上土壤标签，写明剖面号数、采集地点、土层深度、采样深度、土壤名称、

采集人和采样日期。如果土壤样品还很潮湿，则需敞开袋口，直到土壤样品风干，再进行包装托运到实验

室 。

3.2 森林土壤 生态系统研究 中定位 研究样 品的采 集

3.2.1 森林土壤季节性变化定位研究样品的采集:为了研究森林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提高森

林土壤生产力，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森林类型和代表性的森林土壤类型进行定位观测森林土坡的季节

性动态变化。这些观测需要与森林植物、森林水文、气象等的观测联系起来。在研究土壤水分、养分、温

度在森林土壤剖面中的分布和变动时，不必按土壤发生层次进行采样，而是只要求从地表起每10 cm或
20 cm采集一个样品。森林土壤含水量样品的采集可按每10 cm采集一个样品，一般采到100 cm左右，

可用土钻(湿润的疏松土壤)或土铲(含石砾多或干燥、坚硬的土壤)取样，重复3̂10次，然后将样品集
中起来，混合均匀放人铝盒体50 mm X 40 mm)内。森林土壤物理性质和水分一物理样品的采集，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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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刀仔100 mm X 63.7 mm— 用于含石砾较多的土壤净70 mmX52 mm— 用于含石砾少的土坡)

在各土层中部采取原状土。森林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结构样品的采集要保留原状土壤，采集时将其放人铝

盒.100 mm X 50 mm)中，使其不受挤压、变形。森林土壤温度用插人式温度计或地温计测定。森林土壤

养分及可溶性物质样品的采集可按每20 cm采集一个样品，一般采到40 cm(主要根系分布层)左右，对

主要根系分布较深的土壤可适当增加采样深度，采取土壤养分及可溶性物质样品可用土钻或土铲，重复

3̂ 10次，然后将样品集中起来，混合均匀放人铝盒仔80 mm X 40 mm)内，带回实验室用湿土进行测定。

测定森林土壤水质时，径流水在径流场采集(并记录径流水量)，渗滤水用渗滤水采集器采集(并记录渗

滤水量)，河水、雨水、地下水直接用水样采集瓶采集(并记录月降水量及月流速、流量)，水样的采集量为

2 kg左右。森林土壤枯枝落叶层贮量用枯枝落叶贮量测定器(31. 623 cmX31. 623 cm=0. 1 m2)测定，同
时分一部分枯枝落叶层样品装人铝盒内测定计算枯枝落叶层贮量的水分换算系数，并采集枯枝落叶层

分析样品1 kg左右，作为室内分析灰分元素用。枯枝落叶层年分解率的测定可用软塑料窗纱袋(18 cm

X18 cm)，用弹簧秤直接 在野外称量测定 ，同时采集一部 分被测定 的枯枝落叶层样品装人铝盒 内测定换

算枯枝落叶层年分解率的水分换算系数。年森林凋落物量用凋落物收集箱(100 cm x 100 cm)采集。森

林土壤根量(>1 mm,<1 mm)用挖坑道(50 cm X 50 cm)的方法分土层进行采集。森林土壤微生物样品

用消过毒的广口玻璃瓶(加消毒棉塞)采集，采回后立即进行培养鉴定。在森林土壤中栖息的小动物样品

用挖坑道的方法分土层进行采集。森林土壤呼吸及森林土壤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直接在野外试

验林地上进行。森林土壤溶液中的氧样品用埋没在土壤中的氧含量取样装置进行采集。森林植物分析

样品一般在植物生长停止前采集，采集的部位及对象应是植株的中上部、向阳面、当年生叶子。森林植物

叶片中淋洗出来的可溶性有机化合物样品，一般在植物生长旺盛季节采集植物叶片或土壤进行测定。

3.2.2 森林土壤世纪变化定位研究样品的采集:研究森林土壤世纪变化主要是为了阐明在一定长的时

期内土壤剖面性质所发生的总的质的变化和森林土壤发育阶段。森林土壤世纪变化主要反映在森林土

壤水热状况类型的形成，森林土壤内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的含量及再分配上。因此，研究森林土壤

世纪变化的样品，必须选择代表性地点、代表性土壤挖掘土壤剖面，按土壤发生层次自下而上采集土壤

分析样品和土壤纸盒标本，典型土壤还要采集土壤整段标本。

3.3 森林土壤物理性质原状样品的采集

    森林土壤水分一物理性质及部分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须采取原状样品。如测定土壤密度(土壤容

重 )、孔隙度和持水量 等物理性质和水分一物理性 质，其样 品可直接用环刀在各土层 中部取样 。对 于研究

土壤结构性的样品，采样时须注意土壤湿度，不宜过干或过湿，最好在不粘铲的情况下采取。此外，在采

样过程中，须保持土块不受挤压，不使样品变形。并须剥去土块外面直接与土铲接触而变形的部分，保留

原状土样，然后将样品置于铝盒峥100 mm X 50 mm)中保存，带回室内进行处理

3.4 苗圃与种子园、树木园土壤样品的采集

    为研究苗木与种子园、树木园林木在生长期内土壤根层养分供求情况、合理施肥技术、营养丰缺诊

断等问题，在采取土壤样品时一般不需挖土坑，只需采取主要根系分布层的土壤(一般在 10 50 cm深

度土层中采集)，对根系分布较深的土壤(如种子园、树木园士壤)，可适当增加采样深度。为了正确反映

土壤养分动态和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可根据试验区的面积、地形等来确定采样点的多少，通常在地形

平坦的地方测定土壤肥力时，每20 hm“采11个土样(每个土样由5个土孔混合起来)，大约每2 hm=采

1个由5点样混合起来的土壤样品，可采用图1所示正确的蛇形取样法进行采样。采样方法是在确定的

采样点上，用小土钻(湿润、不含石砾且疏松的土壤)采取混合样品，或用小土铲(干燥、含石砾而坚硬的

土 壤)斜 向下切取一片片 的上下 厚度相 同的土壤样 品(图 2)，然后将样 品集 中起来混合 均匀。

    单株森林植物下的土壤采样方法，因为森林植物根系分布的容积系环绕植株基部，大体呈一半球

形，因此采集单株植物下土壤分析样品时，采取的范围可以局限在根系分布容积的中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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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不适当的) (不适当的)

                  x一样点位g

          图 1 土壤采样点的布置 图2 土坡采样图

3.5 森林土坡整段剖面标本的采集

    森林土壤整段剖面标本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很有价值，它的采集可以在采取土坡剖面分析样品的

同一土坑中进行。为了减轻质量和少占陈列空间，整段标本应当稍薄一些，但为了要显露许多土壤类型

的自然结构，整段标本的厚度最少需要 2̂-3 cm，剖面深约lm，因此装整段剖面标本的木箱内部大小应

为((20X10OX5)cm',采取土壤整段剖面标本的方法，因土壤石砾含量、土壤质地和坚实度的不同而有

一些改变，一般采集方法如下:

3.5.1 直接用土壤整段标本木箱采集:将土壤剖面采集面宽30̂ 40 cm的土壤修成平面，把土壤整段

标本木箱的正、背面木板取下，慢慢将整段标本木箱框压人土坑壁中，直到箱框盛满原状土壤为止，把木

箱内土坡剖面表面修平后，即将框子的背板用螺丝钉拧上。然后垂直方向切下整段标本木箱，将土壤表

面修平，用螺丝钉将正面板拧上，写上采集地点、剖面编号、土壤名称、采样人和采样日期等，即可运回土

壤标 本室。

3.5.2 应用粘结剂处理采集土壤整段薄层剖面标本:用粘结剂处理采集的土壤整段薄层剖面标本可以

永久保持天然而潮湿状的外观。使用的粘结剂为两种试剂混合而成，溶液A:12%的乙烯基树脂，溶于丙

酮中;溶液B,12%的乙烯基树脂，溶子甲基异丁基丙酮中。所用的乙烯基树脂系乙酸乙烯酷和乙烯基抓

的共聚物，粉状。这两种溶液在临使用前按一定比例混合(对多数土壤来说，三分之二溶液A和三分之

一溶液B的混合溶液是比较适合的，然而对于粘土，溶液B的比例最好提高一些)。采集时，首先将土壤

剖面的采集面干燥到含水量最低限度，然后取1̂-2 L乙烯基树脂混合溶液涂在20 cm X 100 cm的土壤

面积上，取40 cm X 130 cm的纱布一块铺压在已处理好的土壤表面上，再加一些溶液将纱布弄湿，一般

(特别是砂砾土)需要一块23 cm X 105 cm的木板挡住剖面，同时将纱布两端松散部分附牢在木板上，以

防在取出整段薄层剖面标本时土层陷落，在溶剂已经晾干(30 min左右)、粘结剂已经变硬(24 h左右)

以后，将整段薄层剖面标本框子压人涂过粘结剂和蒙有纱布的土壤中，然后将土壤整段薄层剖面标本取

出(在剖面粘牢在板子上以前，将过多的纱布按剖面大小剪齐)。假如剖面某些地方显得有反光，则用刷

子沾一些纯异丁基丙酮，轻轻地刷拭表面，光亮即可除去。如果在整段薄层剖面标本表面涂上一层硝酸

纤维 ，则可以更好地模拟 自然湿润状态和色泽 。

4 森林土坡样品的制备

    森林土壤样品的制备步骤:风干、研磨、过筛、混合分样、贮存。

4.1 风千

    从试验林地采回的土壤样品，应及时进行风千，以免发称而引起性质的改变。其方法是将土壤样品

弄成碎块平铺在干净的纸上，摊成薄层放于室内阴凉通风处风干，经常加以翻动，加速其干燥，切忌阳光
直接曝晒，风干后的土样再进行研磨过筛、混合分样处理.风干场所要防止酸、碱等气体及灰尘的污染.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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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磨过筛

4.2.1 在森林土壤生态系统定位研究中.对于土壤含盘、土坡水分一物理性质、水化学分析、土壤速效性

养分及可溶性钙、镁、硫、亚铁、高铁、pH以及土壤微生物数量等的测定，播要用新鲜样品(湿土)进行测

定，不需研磨过筛，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只能将土样风干带回实验室内测定。但土壤含水量、土城微生物

数t等测定项目必须用湿土立即进行测定。用新鲜样品(湿土)测定的最大优点是反映了土壤在自然状

态时的有关理化性状，具有照相般的真实性。但新鲜土样较难压碎和混匀，称样误差较大，因而要用较大

的称样量或较多的平行测定，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平均值。

4.2.2 在进行土壤物理分析时，样品处理的方法是取风干土样 100-200 g，挑去没有分解的有机物及

石块，用研钵研磨，通过2 mm孔径筛的土样作为物理分析用。做土壤颖粒分析时，须通过3 mm(6-7

目)筛及2 mm(10目)筛，称出3-2 mm粒级的砾量，计算其3-2 mm粒级的砾含量。最后将通过2 mm

(10目)筛的土样分别混匀、称量后盛于广口瓶内备用。

    倘若土壤中有铁锰结核、石灰结核、铁子或半风化体，应细心挑出称其质量，保存，以备专门分析之

用 。

4.2.3 在进行土壤化学分析时，样品制备的方法是取风千样品一份，仔细挑去石块，根茎及各种新生体

和侵人体。研磨，使全部通过2 mm(IO目)筛，这种土样可供土壤表面物质测定项目，如速效性养分、交

换性能、pH等的测定。分析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土壤全量测定项目时，可多点分取20̂-30 g已通
过2 mm (I。目)筛的土样进一步研磨，使其全部通过0. 149 mm(100目)筛备用。分析微量元素，须改用

尼龙丝网筛，避免金属网筛造成污染。

4.3 混合分样

    研磨过筛后将样品混匀。如果采来的土壤样品数量太多，则要进行混合、分样。样品的混合可以用

来回转动的方法进行，并用土壤分样器或四分法将混合的土壤进行分样，将多余的土壤弃去，一般有

1 kg左右的土壤样品即够化学、物理分析之用。四分法的方法是:将采集的土样弄碎混合并铺成四方形，
平均划分成四份，再把对角的两份((1,4)并为一份(见图3)，如果所得的样品仍然很多，可再用Q9分法处

理 ，直到所需 数量为止 。

翼 瓢 耀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图3 四分法取样步骤图

4.4 贮存

    过筛后的土样经充分混匀，然后装人玻璃塞广口瓶或塑料袋中，内外各具标签一张，写明编号、采样

地点、土壤名称、深度、筛孔、采样日期和采样者等项目。所有样品都须按编号用专册登记。制备好的土

样要妥为贮存，避免日光、高温、潮湿和有害气体的污染。一般土样保存半年至一年，直至全部分析工作

结束，分析数据核实无误后.才能弃去。重要研究项目或长期性研究项目的土样，可长期保存，以便必要

时查核或补充其他分析项目之用。

    标准样品或参比样品是用来核对分析人员各批样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或作为分析方法比较试验

用的样品，有时也作基准物质的代用品。因为它除了成分已知外，还含有与待测土壤中相似的其他成分，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它比用纯化学试剂作基准物质更好(使标准溶液中含有类似的基体，因而使样品侧

定结果更准确)。因为标准样品经常要用，而且要经过多次和较多有经验的分析人员反复分析测定，才能

确定其成分含量，所以必须要有较多的数量备用。为了长期保存，样品瓶上的标签应涂石蜡保护。标准

样 品的分析结果应用 专册登记 ，并 将每次的分析结果 ，连同数据 的统计 处理，一并人册 (计算机)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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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森林土坡水分换算系数的测定(质t法)与计算

    在森林土壤养分状况、森林土壤有机物质状况、森林土坡水分一物理性质、森林土壤全量化学组成分

析、森林植物灰分元素组成分析等项目的分析结果中，应该将其湿样(土)或风干样(土)测得的分析结果

换算成烘干样(土)或灼烧样(土)表示的分析结果，这样可以将所测得的分析结果进行相互比较。

    在湿样(土)或风干样(土)测得的分析结果换算成烘干样(土)表示的分析结果时，需要进行森林土

壤水分换算系数的测定，测定与计算方法如下。

5.飞 测定步骤

    在已知质量的铝盒(050 mm X 40 mm)中，称湿样(土)20 g或风干样〔土))5 g,准确称至。001 g放
人烘箱内，在温度105℃下湿样(土)烘12h，风干样(土)烘6h〔枯枝落叶层及有机物质较多(> 80u)的

样品不宜在1050C以上烘烤过久，否则某些土壤有机质在高温下有显著的氧化分解挥发损失〕，移至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立即称量，然后计算其水分换算系数K,

5.2 结果计算

5.2.1 由湿样(土)质量换算成烘干样(土)质量的水分换算系数K,，按式((1)计算:

K,一瓷 ....·..⋯ ⋯。·...···⋯⋯ (1)

式中 :

5.2.2

式中 :

5.2.3

式中 :

5.2.4

。— 烘干样(土)质量，9;

M,- 湿样(土)质量，9。

由风干样(土)质量换算成供千样(土)质量的水分换算系数K2，按式(2)计算:

尺2一_mm, ”.、， ‘，⋯ “ 、· ，.一 (2)

从:— 风干样(土)质量，9。
  由风干样(土 )质量换 算成灼烧样 (土)质 量的水分换算系数 K,，按式((3)计算 :

K,一m,m, ..⋯。⋯，·....··.···⋯⋯(3)

，。— 灼烧样(土)质量>H=

  由湿样(土)质量换算成 水分质量 的水 分换算系数 K,，按式 (4)计算 :

K,一毅 ........··...···.···⋯⋯ (4)

式中:，。— 水分质量，9。

6 森林土壤粘粒(<O.002 mm)样品的制备

    参见LY/T 1252森林土壤粘粒(<O. 002 mm)的提取。

      注

    1 森林土壤剖面的特点是:森林枯枝落叶层比较发达，根系和石砾含量多，依赖森林生存的土坡生物多，所处的地

        形比较复杂.森林土坡样品的采集是森林土攘研究工作和森林土坡分析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关系到森林

        土坡分析结果和由此得出土坡管理的结论是否正确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森林土壤样品的采集必须考虑到地形

        等自然因素及耕作施肥等人为因素影响土坡的不均一性，要求选择有代表性的地点和代表性的土壤，并且要根

        据采样目的及分析项目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采祥方法和制备方法.

    2 森林土壤化学、物理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采样误差— 采样时同一层次不同样品间的差异;制

      备(分样)误差— 同一样品分成几个测定样品(分样)时所引起的差异;分析误差— 同一样品重复测定时引起

      的差异。现在已经有较好的办法减少由于分样及分析操作所引起的技术误差。因此.分析结果的误差主要来源于

      采样误差(据测定资料，采样误差比制备误差和分析误差要大 3̂-6倍)。

    3 森林土坡样品采集的容积概念对说明森林植物生物盆是有帮助的，因为森林土壤样品采集的土体是指采样的容

      积，而不是采样的面积.森林植物的根系是在一定的土坡容积中吸收养分和水分生长的，因而森林植物盆也是在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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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土城容积中产生的.所以森林土坡分析结果应该以容积基础来作为表示单位，一般可以用每公顷一定深

度的土体的千克数来表示(见下表)。

                          森林土城根层容积的质t(用作换算土坡分析结果”)

土 坡
土族密度

mg/m'

根层土坡容积的质t

kg/hm'(20 cm土层)

  枯枝落叶层

泥炭土腐殖质土

    耕翻层土

    坡 土

    砂 土

    枯 土

0.2

0.3

1.0

1.3

1.6

1.8

0.4X10'

0.6X10'

2.0X300

2.6X10'

3.2X10'

3.6丫10̀

功 指细土换算.如遇砾质或石质土壤，应在每公顷土坡总体积中扣除石砾体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