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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指引》解读

一、标准制定背景

我国耕地资源面临严峻形势，整体来看，我国耕地数量

大幅减少的趋势已持续 30 年之久。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 19.18 亿亩，自 2009 年到 2019 年 10

年间我国耕地净减少 1.13 亿亩，年均减少 1130 万亩，与“二

调”相比，年均减少面积甚至略有扩大。

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在过去 10 年

的地类转换中，既有耕地流向林地、园地的情况，也有林地、

园地流向耕地的情况，但耕地向林地和园地流转的速度远高

于林地和园地向耕地流转的速度，调查结果显示，10 年间耕

地净流向林地 1.12 亿亩，净流向园地 0.63 亿亩。这导致我

国农用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耕地资源越发短缺。

据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共有 8700 多万亩可直接恢复为

耕地的农用地和 1.66 亿亩可以通过工程措施恢复为耕地的

农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 51 条：“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拟开垦

为耕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

法进行分类管理”。在国家现有的土壤调查技术体系中，用

于用地土壤调查的技术文件有《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和《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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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95—2012)，因出台时间较早，其中的点位布设和评

价等内容不满足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调查要求，建设

用地调查常用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主要适用于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且

上述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调查均无法涵盖复垦耕地的调查，

无法精准支撑拟复垦耕地土壤的调查工作。所以，目前国家

层面尚没有关于复垦土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标准，亟需制

定《复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指引》作为复垦耕地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工作的指导依据。

二、目的和意义

本文件是为开展拟复垦耕地调查工作而制定的工作指

南，旨在规范深圳市内拟开垦为耕地的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

的土壤调查工作。其主要目的包括：

（1）保障耕地红线和耕地安全：随着城镇化、工业化、

生态化等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质量不

断下降，将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开垦为耕地，可以有效的增

加耕地资源。通过制定统一的拟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标准，能

够促进耕地占补平衡，保障耕地红线和耕地安全。

（2）促进耕地分类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需对拟开垦为耕地的未利用地和复垦土地进行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并依法进行分类管理。通过本文件的实施，

对于规范开展复垦耕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准确掌握复垦耕

地和未利用地土壤环境基础质量状况，科学合理开展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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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落实分类管理要求、把好耕地“入口关”具有重要意义。

（3）填补当前无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标准的空白：在国

家现有的土壤调查技术体系中，用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技

术文件要么因出台时间较早不满足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的

土壤调查要求，要么具有局限性，仅适用于某一类土地的调

查工作，均无法精准支撑拟复垦耕地土壤的调查工作。本文

件作为地方推荐标准，可作为指导深圳市复垦耕地土壤调查

工作的技术依据。

三、标准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内拟开垦为

耕地的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调查。“拟开垦为耕地的

复垦土地和未利用地”的概念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其中复垦土地包括生产建设活动

临时占用所损毁的土地。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本文件中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情况。本文件

主要引用了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HJ/T 16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NY/T

395《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8《农、

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等中的相关内容。

这些引用标准涵盖了点位布设、样品采集、农产品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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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检测、农产品质量判定、耕地环境质量判定等技术要素，

确保土壤调查具有统一的技术依据。

（三）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文件，本章节主要参考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

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GB/T 29372

—2012《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等文件，结合复垦

耕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实际情况，给出了土壤、耕地、未利

用地和食用农产品的术语和定义。

（四）基本原则

结合深圳市复垦耕地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实际情况，本章

节给出了复垦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

包括针对性、规范性、可行性和代表性。旨在对复垦耕地土

壤调查工作进行规范，确保调查工作指引能够兼顾耕地分类

管理的要求和深圳市拟复垦地块的特点。

（五）调查程序

本章节给出了复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程序，调查程序包

括确定调查对象及范围、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信息整理与分析、点位布设、样品采集与测定、土壤与农产

品数据评价、复垦耕地土壤污染状况划分、调查报告编制和

材料提交等内容。旨在确保拟复垦耕地土壤调查的规范性和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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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确定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章节给出了拟复垦耕地土壤调查的调查对象及调查

范围。以拟开垦为耕地的复垦土地（包括生产建设活动临时

占用所损毁的土地）和未利用地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则

根据调查对象的矢量数据进行确定。旨在确保拟复垦耕地土

壤调查的针对性和代表性。

（七）收集地块基础资料及数据

1、资料收集。给出了需要收集的资料类别。一是土壤

环境和农产品质量资料，主要包括土壤污染状况数据、耕地

质量数据、土壤质量划分成果及农产品质量数据等；二是土

壤污染源信息资料，主要包括周边重点行业企业和工矿企业

生产工艺、排污情况及其原辅材料涉重金属情况，因工程项

目临时占用引入污染源情况，固体废物及生活垃圾堆放转运

场（站）分布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情况，农业灌溉水源分

布及其监测质量，农业投入品及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利用情

况等；三是收集区域内农业产业现状，农业发展规划，配套

设施、农田水利等区域农业生产状况相关资料；四是收集地

形地貌、地质环境、气候环境、耕地土壤类型、水文水系等

区域自然环境特征资料；五是收集区行政区划、土地利用现

状、城乡规划、人口状况、工业布局、路网交通等图件、影

像、数据等社会经济状况资料。旨在初步了解调查地块的基

本情况，为制定现场踏勘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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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踏勘。给出了现场踏勘的技术要求，包括制定

现场踏勘方案，确定踏勘范围、踏勘内容、踏勘方法等技术

要求。旨在规范现场踏勘工作，提高现场踏勘效率。

3、人员访谈。给出了人员访谈的技术要求，包括访谈

对象、访谈内容和访谈方法等要求。旨在确保获得信息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4、信息整理与分析。给出了信息整理与分析的要求，

需对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情况及人员访谈内容等进行系统

整理与分析。旨在精确掌握拟复垦耕地土壤污染的可能来源。

（八）土壤和农产品采样检测

1、点位布设。提供了拟复垦耕地土壤点位布设的要求，

包括布点方法和布点密度等要求，旨在保障拟复垦耕地土壤

调查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节约调查成本的同时确

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2、样品采集。提供了拟复垦耕地土壤和农产品样品采

集的方法，确保所采集的土壤和农产品样品具有代表性。

3、样品测定。提供了拟复垦耕地土壤和农产品样品检

测的方法，确保土壤和农产品样品检测符合标准要求，从而

保障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数据评价与土壤污染状况划分。提供了拟复垦耕地

土壤和农产品质量数据评价与土壤污染状况划分的要求，确

保判断结果符合标准要求，从而保障复垦耕地土壤污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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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结果的准确性，为拟复垦耕地的分类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九）调查报告编制与提交

1、调查报告编制。给出了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报告的

撰写要求，确保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报告的统一性，从而保障

调查结论的唯一性。

2、材料提交。给出了调查材料提交的要求和时间限制，

调查工作完成后 3 个月内应提交相关材料，包括调查报告、

图件和附件材料等。旨在规范复垦耕地调查的台账资料，确

保调查结果的有效性。

（十）附录 A 复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程序

本文件附录 A 给出了复垦耕地土壤调查工作程序，列出

了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开展顺序，确保复垦耕地调

查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十一）附录 B 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报告大纲

本文件附录 B 给出了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报告大纲，详细

列出了复垦耕地土壤调查报告的章节内容，包括项目概述、

区域概况、地块基础资料及数据收集与分析、土壤与农产品

采样检测和结论与建议等内容。旨在保障复垦耕地土壤调查

报告撰写的规范性。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提出并归口。本

文件起草单位有深圳时代融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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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人居环境促进中心、深圳市新环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绿

创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