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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开展贵州遵义汇川区 １ ∶５万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ꎬ对区内耕地表层土壤及

代表性农作物样品采集、分析测试ꎬ并利用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开发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数据管理与维护(应用)子系统ꎬ以耕地图斑为评价单元ꎬ对汇川区耕地质量地球化学特征进行

了评价ꎬ结果表明:汇川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ꎬ以二等为主ꎻ土壤养分综合质量较好ꎬ以二

等为主ꎻ土壤硒含量较高ꎬ富硒耕地面积比例达 ９３％ꎮ 本文探索了调查评价成果对土地整治工

作的意义:一是摸清了研究区耕地有效面积和耕地质量ꎬ为土地整治的选址规划提供了精准性ꎻ
二是摸清了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的综合条件ꎬ为坝区规划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的土地整治工作提供了

科学性ꎻ三是摸清了研究区耕地土壤中养分元素分布特征ꎬ大致了解了水稻、辣椒等农作物元素

组成ꎬ特别是富硒耕地和农作物的发现ꎬ为土地整治中特色农业生产规划提供了指导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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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土地对人类食物与生存环境有着的重要影

响ꎬ对土地质量全世界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ꎬ我国

人口及土地资源现状ꎬ决定了我国土地资源管理

方式必然由数量管护向数量、质量并重、协调生态

环境的统一管理方式转变(魏洪斌ꎬ２０１５ꎻ丁恩俊ꎬ
２００７)ꎮ 对土地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评价工作ꎬ掌
握耕地土壤中元素含量状况ꎬ是制定合理的耕地

管护(韩会庆等ꎬ２０１１ꎻ张超等ꎬ２０１７)、开发利用方

案的重要基础(单娜娜ꎬ２０１０ꎻ鲍丽然等ꎬ２０１８ꎻ黄
晶等ꎬ２０１５)ꎮ 土地整治通过土地平整工程、灌溉

与排水工程、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

工程(王军等ꎬ２００３ꎻ匡丽花ꎬ２０１５)ꎬ使耕地理化性

质、生产条件等重要因素发生改变 (钱凤魁ꎬ
２０１５)ꎬ使耕地有效面积增加ꎬ耕地质量改善ꎬ从而

提高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刘彦ꎬ２００９)ꎬ同时可以

实现较好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Ｄｒａｍｓｔａｄꎬ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６ꎻＲａｆａｅｌꎬ２００２ꎻ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０４)ꎮ

本文以汇川区耕地土壤为主要研究对象ꎬ通过

样品采集分析ꎬ借助“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

价数据管理与维护(应用)子系统”ꎬ对研究区耕地

进行地球化学评价ꎬ同时结合研究区内耕地利用现

状、立地条件、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状况等ꎬ对评价

成果在土地整治工作中的意义进行了探索研究ꎮ

２　 研究区概况

汇川区地处遵义市中心城区以北ꎬ贵州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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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ꎬ气候较温和ꎬ四季分明ꎬ种植主要作物为水

稻、玉米、油菜、辣椒、烤烟、水果等ꎮ 研究区位于

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内ꎬ为一断陷山间盆地ꎬ属黔

北山原向黔中丘原过渡地带ꎬ地势特点为西北向

东南逐渐降低ꎬ呈“撮箕”状(图 １)ꎮ 北东向、北北

东向褶皱为区内构造主体ꎬ形态较狭窄紧密ꎬ造成

区内地形起伏较大ꎬ坡耕地较多ꎬ西北部多为旱

地ꎬ东南多为水田ꎮ 区内寒武系、奥陶系、二叠系、
三叠系、侏罗系等时代地层发育良好ꎬ成土母岩主

要为有泥(页)岩、白云岩、灰岩等ꎬ主要土壤类型

有黄壤、水稻土、石灰土、紫色土ꎮ

图 １　 研究区地势地貌图

Ｆｉｇ 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３　 样品采集与测试

本次工作以 １ ∶５万地形图、第二次全国土地调

查成果图斑以及研究区最新的卫片(谷歌影像 １９
级ꎬ分辨率为 １０ ｍ)为底图ꎬ对样品进行布设ꎬ采
样点密度约为 ９ 点 / ｋｍ２ꎮ 每个样品由在一个主样

坑、四个子样坑内 ０ ２０ ｃｍ 深度连续取等量土壤

混匀组成ꎬ样品原始重量约为 １ ５００ ｇꎮ 土壤样品

共计 ３９２６ 件ꎬ在室内风干、敲碎后ꎬ过 ２０ 目尼龙

筛后送样测试ꎮ 农作物样品包括水稻 ３０ 件、辣椒

１５ 件ꎬ采集后送鲜样分析测试ꎮ
样品测试由贵州省地矿局中心实验室按«生

态地球化学评价样品分析技术要求»执行ꎮ 各元

素测试方法及检出限见表 １ꎮ 准确度和精密度采

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进行控制ꎬ每种元素的分析

准确度和精密度合格率均高于 ９８％ꎻ每种元素报

出率均高于 ９９％ꎮ
表 １　 样品元素检出方法及检出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

序号 元素 /指标 分析方法 实验室检出限

１ Ｃｏｒｇ 容量法(ＶＯＬ) ０ ０２
２ Ｎ 容量法(ＶＯＬ) １５
３ Ｐ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ＩＣＰ－ＯＥＳ) ５
４ Ｋ２Ｏ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ＩＣＰ－ＯＥＳ) ０ ０１
５ Ｓｅ 原子荧光光谱法(ＡＦＳ) ０ ００５

　 　 注:Ｃｏｒｇ、Ｋ２Ｏ 单位为％ꎻＮ、Ｐ、Ｓｅ 为 ｍｇ / ｋ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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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依据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

范»(ＤＺ / Ｔ０２９５－２０１６)、«贵州省耕地质量地球化

学调查评价总体设计»、贵州省富硒土壤评价分级

标准(试行)ꎬ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进行数据处理和图

件绘制ꎮ

４ １　 评价指标与评价单元

根据土地整治项目区的遴选比较注重的土壤

有机质含量、养分质量等因素ꎬ选取耕地土壤有机

质含量、养分质量综合等级、硒元素质量进行评价

研究ꎮ 涉及指标包括 Ｃｏｒｇ、Ｎ、Ｐ、Ｋ、Ｓｅꎮ
评价单元为汇川区 １ ∶５万耕地图斑ꎮ 借助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数据管理与维护(应
用)子系统ꎬ运用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数据统计

方法ꎬ使用面积性调查数据进行区域生态地球化

学评价原理(杨忠芳ꎬ２００７ꎻ奚小环 ２００４)ꎬ即插值

法ꎬ使每个耕地图斑都具有可以进行评价的数值ꎮ

４ ２　 土壤养分地球化学评价

依据«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ＤＺ / Ｔ
０２９５－２０１６)、贵州省土壤富硒标准等级划分标准

(表 ２)ꎬ将营养元素指标划分为五个等级ꎻ硒元素

划分为七个等级ꎬ其中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个

级别为富硒ꎻ选取氮、磷、钾三种养分元素等级ꎬ按
０ ４、０ ３、０ ３ 的权重系数计算得出土壤养分地球

化学综合得分ꎬ土壤养分地球化学综合等级划分

(见表 ３)ꎮ
表 ２　 贵州省富硒土壤划分标准 (单位:ｍｇ / ｋｇ)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等级 过剩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含硒 低硒

指标 >３ >１ ２ ３ >０ ８ １ ２ >０ ５ ０ ８ >０ ４ ０ ５ >０ ２ ０ ４ ≤０ ２

表 ３　 土壤养分综合等级划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含义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ƒ养综 ≥４ ５ <４ ５ ３ ５ <３ ５ ２ ５ <２ ５ １ ５ <１ ５

５　 结果与讨论

５ １　 耕地土壤有机质地球化学等级

特征

　 　 汇川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较高(图 ２ꎬ
表 ４)ꎬ三等及以上等级耕地面积占全区比例为

９５ ２２％ꎮ 一等、二等耕地主要分布于东部的板桥

镇、泗渡镇、高坪镇、团泽镇、董公寺镇ꎬ中部的沙

湾镇ꎬ西部的山盆镇ꎮ 四等、五等耕地在各乡镇均

有少量分布ꎬ其中山盆镇、芝麻镇、毛石镇分布

较多ꎮ

５ ２　 耕地土壤养分综合等级特征

汇川区耕地土壤养分综合质量较好(图 ３ꎬ表
５)ꎬ一等、二等耕地占全区耕地的 ６７ ８％ꎮ 山盆

镇、芝麻镇耕地养分综合等级以三等为主ꎬ其余各

乡镇均以二等为主ꎮ 四等、五等耕地主要分布在

山盆镇、芝麻镇ꎬ其他各乡镇均有零星分布ꎮ
表 ４　 耕地土壤有机质等级统计表 (单位:公顷)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含义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评价标准(Ｃｏｒｇꎬｇ / ｋｇ) >４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０

合计

汇川区
面积 ３ ０７６ ５３ １８ ７１９ ９３ １８ ５３２ ３３ ２ ００４ ２０ １８ ４７ ４２ ３５１ ４７

占比(％) ７ ２６ ４４ ２０ ４３ ７６ ４ ７３ ０ ０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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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耕地土壤有机质等级图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１—汇川区界ꎻ２—乡镇界线ꎻ３—乡镇位置及名称ꎻ４—有机质含量为一等的耕地ꎻ５—有机质含量为二等的耕地ꎻ６—有机质含量为三等的

耕地ꎻ７—有机质含量为四等的耕地ꎻ８—有机质含量为五等的耕地

图 ３　 耕地土壤养分综合等级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１—汇川区界ꎻ２—乡镇界线ꎻ３—乡镇位置及名称ꎻ４—养分综合质量为一等的耕地ꎻ５—养分综合质量为二等的耕地ꎻ６—养分综合质量为

三等的耕地ꎻ７—养分综合质量为四等的耕地ꎻ８—养分综合质量为五等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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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耕地土壤养分质量等级统计表 (单位:公顷)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含义 丰富 较丰富 中等 较缺乏 缺乏

ƒ养综 ≥４ ５ ３ ５－４ ５ ２ ５－３ ５ １ ５－２ ５ <１ ５

合计

汇川区
面积 ６７０ ６７ ２８ ０４６ ９３ １１ ７７６ ５３ １ ７８１ ０７ ７６ ２７ ４２ ３５１ ４７

占比(％) １ ５８ ６６ ２２ ２７ ８１ ４ ２１ ０ １８ １００

５ ３　 土壤中特色元素硒等级特征及

富硒农作物分布

　 　 汇川区耕地土壤硒元素含量较高ꎬ富硒耕地

占全区耕地的 ９３％ꎬ耕地硒含量等级以二级为

主ꎬ三级次之ꎬ硒元素评价结果见图 ４、表 ６ꎮ 富

硒耕地比例均较高ꎬ其中二叠系分布范围较广

的山盆镇、芝麻镇、高坪镇、董公寺镇、寒武系

黑色岩系分布较广的高桥镇耕地富硒水平整体

较高ꎮ
本次调查发现水稻和辣椒样品中存在富硒样

本ꎬ其中 １５ 件辣椒样品有 ７ 件硒含量达到富硒辣

椒标准(硒含量 ０ ０１ ０ １ ｍｇ / ｋｇ)ꎬ分布于沙湾

镇ꎻ３０ 件水稻样品中 ６ 件硒含量达到富硒水稻标

准(硒含量 ０ ０４ ０ ３ ｍｇ / ｋｇ)ꎬ分布于泗渡镇、板
桥镇、团泽镇(图 ４)ꎮ

图 ４　 耕地土壤硒元素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ｒｉｃｈ ｃｒｏｐｓ
１—汇川区界ꎻ２—乡镇界线ꎻ３—乡镇位置及名称ꎻ４—富硒水稻样品点位ꎻ５—富硒辣椒样品点位ꎻ６—硒含量过剩的耕地ꎻ７—硒含量为特级

的耕地ꎻ８—硒含量为一级的耕地ꎻ９—硒含量为二级的耕地ꎻ１０—硒含量为三级的耕地ꎻ１１—含硒耕地ꎻ１２—低硒耕地

表 ６　 耕地土壤硒元素地球化学等级统计表 (单位:公顷)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等级 过剩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含硒 低硒

评价标准(Ｓｅꎬｍｇ / ｋｇ) ３ ０ １ ２－３ ０ ８－１ ２ ０ ５－０ ８ ０ ５－０ ４ ０ ４－０ ２ ≤０ ２
合计

汇川区
面积 ２４ ４０ ６５７ ７３ ４ ７８３ ９３ ２８ ４４７ ５３ ５ ４９８ ４０ ２ ９１３ ７３ ２５ ８０ ４２ ３５１ ４７

占比(％) ０ ０６ １ ５５ １１ ３０ ６７ １７ １２ ９８ ６ ８８ ０ ０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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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耕地质量评价成果对土地整治

工作的意义

　 　 区内土地整治项目一般分为三类ꎬ分别为:
(１)一般土地整治项目ꎻ(２)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ꎬ项目区条件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ꎻ(３)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建设项目ꎮ

由于立地条件、耕作模式以及成土母岩中元

素含量的差异性等原因(张瑜ꎬ２０１９)ꎬ使得局部耕

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及养分综合质量较低ꎮ 通过

本次工作ꎬ掌握了区内各个乡镇耕地的分布情况ꎬ
对区内耕地养分质量有了全面的掌握ꎬ同时对耕

地中硒元素的含量等级及成因和分布有了初步的

了解ꎬ对区内土地整治项目的选址和规划设计等

具有指导意义ꎮ
５ ４ １　 对土地整治项目选址及规划设计的意义

土地整治工作是针对农村地区低效利用和不

合理利用的土地ꎬ通过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ꎬ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ꎬ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活

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土地利用活动ꎮ
通过汇川区土地整治后备资源分布图(图

５)ꎬ可知全区基本满足土地整治条件的耕地分

布情况ꎬ结合区内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

以及土地整治工作的开展情况ꎬ提出以下建议:
(１)在地形起伏较大、坡耕地占比较高的沙湾

镇、芝麻镇、毛石镇、松林镇ꎬ在项目区的选址的

实地踏勘过程中ꎬ要与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沟

通ꎬ掌握项目区最新退耕还林的资料ꎬ结合最新

的生态红线ꎬ确定项目区范围ꎮ (２)西部的山盆

镇、芝麻镇ꎬ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及耕地土壤

养分综合质量均较其他乡镇稍低ꎬ山盆镇土地整

治后备资源较多ꎬ在山盆镇中东部ꎬ存在耕地土

壤有机质含量以及养分综合质量为四等的区域ꎬ
建议山盆镇的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中应布置

相应的土壤培肥工程ꎬ针对性的提高土壤肥力ꎬ
提高耕地质量和产能ꎮ (３)区内耕地土壤硒元

素含量较高ꎬ富硒耕地比例达 ９３％ꎬ土壤肥力较

好ꎬ本次调查发现存在富硒水稻、富硒辣椒样品ꎬ
其中东部的板桥镇、泗渡镇、高坪镇、团泽镇ꎬ水
稻种植面积较大ꎬ沙湾镇辣椒种植面积较大ꎬ中
东部乡镇山间谷地和丘陵分布面积较多ꎬ具有优

越的交通区位优势ꎬ和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潜力

(陈铭等ꎬ２０１８)ꎬ建议对这些乡镇的耕地进行详

细的调查核实ꎬ对于满足条件且未开展土地整治

工作的区域ꎬ在充分征求地方政府及百姓的意见

后ꎬ积极开展相关工作ꎮ

图 ５　 研究区土地整治后备资源分布图(底图来自汇川区农业农村局)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汇川区界ꎻ２—乡镇界线ꎻ３—可实施土地整治项目范围线ꎻ４—乡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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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对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规划建设的意义

贵州省于 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贵州省 ５００ 亩以上

坝区种植土地保护办法»中ꎬ对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种

植土地的定义为:位于地形坡度小于 ６ 度的坝区

范围内ꎬ相对集中连片的耕地、园地ꎮ 保护办法中

明确了对坝区耕地的严格保护制度ꎬ确保坝区种

植土地面积不减少ꎬ质量不降低ꎮ
坝区为山地地区耕地资源中的精华ꎬ政府鼓

励经营主体参与或者成立农业合作社ꎬ通过土地

流转ꎬ对坝区耕地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ꎬ实现机械

化、规模化生产ꎮ 通过本次工作发现ꎬ在沙湾镇、
板桥镇、泗渡镇、团泽镇ꎬ存在立地条件符合坝区

的耕地分布区域ꎬ且这些区域耕地富硒比例均在

９０％以上ꎬ有机质含量均为中等及以上等级ꎬ土壤

肥力较好ꎬ调查成果可以为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申报

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ꎮ 同时通过野外调查发现ꎬ
中东部各乡镇中已有的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以及符

合坝区条件的耕地区域ꎬ水田占比较大ꎬ但在经营

主体或者合作社的经营下ꎬ或者原水田灌溉已无

法保障ꎬ造成部分田块荒芜或者现状地类发生了

改变ꎬ无法使水田发挥出其富硒等级高、土壤肥力

好的资源优势ꎬ建议中东部各乡镇积极申报 ５００
亩坝区ꎬ利用政府专项奖励性补助ꎬ对坝区排灌、
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升级ꎬ改善耕作条件ꎬ充
分发挥坝区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的有利条件和资源

优势ꎬ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农业发展ꎬ促进农民

增收ꎮ
５ ４ ３　 对农业生产及特色农业规划的意义

本次工作发现ꎬ研究区内耕地土壤中养分元

素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ꎮ 区内耕地土壤养分综

合质量总体较好ꎬ以二等为主ꎬ其中三等及以下等

级的耕地主要分布于山盆镇大部、芝麻镇大部、松
林镇中部、高坪镇东部、泗渡镇中东部、团泽镇东

部和西部ꎮ 区内大量养分元素中总体较缺乏的元

素为钾元素ꎬ耕地土壤养分综合质量等级较低区

域的分布主要受控于钾元素的含量ꎮ 通过研究发

现ꎬ土壤钾元素含量较低的耕地分布区域ꎬ与二叠

系龙潭组、长兴组、茅口组ꎬ三叠系夜郎组、关岭

组、二桥组等地层的分布区域关联性较强ꎮ 合理

补充土壤中缺乏的作物所需的元素ꎬ能提高耕地

产能ꎬ建议在土壤养分综合等级较低的区域增施

钾肥ꎬ其他区域适当补施钾肥ꎬ从而提高土壤中速

效钾含量ꎬ促进作物增产ꎬ农民增收ꎮ

本次工作在板桥镇、泗渡镇、团泽镇采集的水

稻样品中ꎬ发现富硒水稻样本ꎬ在沙湾镇采集的辣

椒样品中发现比例较高的富硒辣椒样本(图 ４)ꎬ
建议对区域内水稻、辣椒以及其他农作物进行进

一步调查工作ꎬ查明富硒水稻、辣椒等作物的分布

规律以及富硒机理ꎬ充分利用区内富硒耕地的特

色资源优势(侯现慧等ꎬ２０１５)ꎬ打造富硒水稻、辣
椒等富硒农产品品牌ꎬ促进现代高效农业产业的

发展ꎮ

６　 结论

(１)研究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较好ꎬ中
等及以上等级耕地占比达 ９５ ２２％ꎻ耕地土壤养分

综合质量较好ꎬ一等、二等耕地占全区耕地的

６７ ８％ꎻ耕地土壤硒元素含量较高ꎬ富硒耕地占全

区耕地的 ９３％ꎬ具有发展农业现代高效农业、特色

山地农业的潜力ꎮ
(２)通过对农作物的调查发现ꎬ区内水稻、辣

椒样品中有富硒样本ꎬ且富硒样品分布较集中ꎬ其
中ꎬ富硒水稻样品集中分布于板桥镇、泗渡镇、团
泽镇 ５００ 亩以上坝区范围内

(３)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对土地整治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ꎬ可为土地整治的选址规划

提供精准性ꎬ也可为坝区规划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的土地整治工作提供科学性ꎬ特别是富硒耕地和

农作物的发现ꎬ还可为土地整治中特色农业生产

规划提供指导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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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Ｚｕｎｙｉ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ＯＮＧ Ｐｅｎｇ－ｆｅｉꎬＬＩＵ Ｚｈｉ－ｃｈｅｎꎬ ＧＵＯ ＹｕꎬＲＥ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Ｈｕ－ｓｈｅｎｇꎬ
ＬＵＯ Ｙｏｎｇ－ｓｈｕａ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ｎ－ｈｕａｎ

(Ｔｈｅ １０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ａｍ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Ｚｕｎｙｉ ５６３００３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ｏｐｓ ｗａ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１ ∶５０００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ｅｄ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ｃｇｉｓ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
ｅｄ ｌａｎｄ ｍａｐ ｓｐｏｔ ａ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ｕｎｉ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
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ｎｅꎻ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ｎｅꎻ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ｉ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ｉｎ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ｗａｓ ９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ｓ: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ｉ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
ｔｉｏｎꎻ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ｂｏｖｅ ５００ Ｍｕ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ａｔ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ꎻ Ｔｈｉｒｄ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ｏｕｔꎬ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ｐｐｅｒꎬ ｅｓ￣
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ｒｉｃｈ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ｓꎬ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ｐꎻ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ꎻ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ꎻ 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ꎻ Ｇｕｉ －
ｚｈｏｕ Ｚｕｎｙｉ

０８２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０ 年 ３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