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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ork is also in full swing,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layout of the basic point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work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normal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the monitoring work,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point layout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is paper contact the importance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int layout, the current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int layout problems detailed analysis, and from the early planning, choose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 method, reasonable 
setting grid scale, effectiv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point optimization adjustment, detailed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of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oint layout, to provide practical methods path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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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土壤环境监测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对基础点位布设愈发关注，主要是该项工作开展好坏会
直接影响到监测工作正常开展及质量，加强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分析就尤为重要。论文联系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
布设的重要性，对当前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存在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并从做好前期规划工作、选择合适布点方法、
合理设定网格尺度、有效利用现代技术、加强点位优化调整等方面入手，细致论述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的要点内
容，以为实际作业提供方法路径指导。

关键词

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要点

【作者简介】王煜（1991-），男，中国浙江宁海人，本

科，工程师，从事监测与分析研究。

1 引言

土壤环境监测中，对基础点位进行科学合理布设，可

以促进整个监测活动顺利进行，所得监测结果质量也能得到

有效保障。但是从实际来看，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还

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缺乏前期规划、采用方法单一、

资料整合不够、位置调整核查不足等，对土壤环境监测工作

开展带来极大的影响。需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在

有效把握基础点位布设要点内容以后，对土壤环境监测基础

点位进行科学布设与调整，助力整个监测活动更加科学高效

完成 [1]。

2 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的重要性

在开展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时，做好基础点位布设工作，

可以发挥以下作用：①促进监测工作顺利展开。土壤环境监

测工作开展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土壤环境情况、监测土壤质量

现状、发现治理污染问题等。要顺利达成这些监测目标，就

要结合地区实际对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进行科学布设，以

为实际监测作业顺畅进行奠定良好的基础。若整个过程出现

基础点位布设规划不足、覆盖不全等的情况，就会对该项工

作正常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②保证监测所得结果质量。由

于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所得信息主要是通过设置基础点

位所获得，因此要切实保证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合理性，以防

止对土壤环境监测质量带来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根据地区

实际和监测目的，选择合适布设方法和加强点位优化调整等

方面，如果这些要素在点位布设时考虑不够充分，就可能无



101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4卷·第 03 期·2023 年 09 月

法保障监测结果的质量 [2]。

3 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工作开展，还显

露出以下问题亟待解决：①缺乏前期规划。做好土壤环境监

测基础点位布设前期规划设计工作，实际作业就能有条不紊

地进行。但是结合实际发现，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前

期规划还不足，具体表现为区域土壤环境调查分析不够、土

壤环境监测目标把握不准、缺乏监测基础点位初步设计等，

这不仅无法保证监测基础点位布设的科学性，还会降低土壤

环境监测工作开展效率。②采用方法单一。土壤环境监测基

础点位布设工作开展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随机布点

法、分区布点法等。不过实际操作却出现点位布设采用方法

不够合理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监测基础点位布设没有考虑地

区实际情况，对合适的布设方法进行选择运用、对前期设置

点位监测试验所得结果质量分析较为忽略等，这也会对土壤

环境监测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③资料整合不够。在完成初

步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工作以后，要保证土壤环境监测目标有

效达成，就要在现行点位布设基础上对相关资料进行充分整

合，以提高点位布设科学性、合理性和全面性。但是结合实

际相关资料整合还不够，特别是在使用信息化手段重新筛选

网格、融入的历史点位监测数据等方面，还要结合实际对其

进行优化，助力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有效运行。④位置调整不

足。要保证设置监测基础点位合理性和所得监测数据结果准

确性，就还要在完成点位初步设置工作以后，对其进行优化

调整。然而结合实际设置监测点位调整还不够，具体表现为

土壤类型叠加未全面覆盖监测区域、网格尺度设定现场核实

不足等，不能保证监测结果精确性与权威性 [3]。

4 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要点深入分析

4.1 做好前期规划工作
要促进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有效开展，并保证基础点位

布设科学性，就要对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前期规划设

计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实际操作中，可以先安排专门工作人

员深入到地区实地，对土壤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勘察，并根

据所掌握的基础信息，对地区土壤环境面积、土壤类型等进

行有效把握。然后围绕勘查所得信息对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

位布设进行初步设计，执行时要注意考虑本次土壤环境监测

工作开展的主要目标，再对基础点位进行有效布设，确保点

位监测所得信息能够反映目标情况 [4]。与此同时，对土壤环

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的工作开展规范进行建立，操作中可以

先对基础点位布设工作开展步骤及相关要求进行细致梳理，

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将其反映出来，后续开展点位布设工作

也能严格遵照制度要求有效执行。

4.2 选择合适布点方法
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工作开展，可以对以下方

法进行运用：①随机点位布设法。实际操作会将监测区域划

分为多个网格，并对网格中的土壤进行随机采样，进而完成

土样混合监测工作。②分区点位布设法。操作时会按照土壤

类型及实际功能，对布设点位进行确定。由于监测人员会根

据同一类别及深度的地块整体情况，对基础监测点位进行布

设，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和反映土壤实际情况，见图 1。

③系统点位布设法。监测人员会将监测区域分成面积相等的

几个部分，并在每个网格中布设一个或多个基础监测点位，

这样就能保证监测数据精确性，并有效反映出网格所在土壤

环境具体情况。具体操作中，监测人员要根据区域土壤环境

实际情况和土壤环境监测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法布设基

础监测点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监测工作有效开展，所得监

测信息也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区域土壤环境实际状况 [5]。

图 1 分区点位布设示意图

4.3 合理设定网格尺度
要保证监测点位布设科学合理性，就要在开展工作时

对网格尺度进行有效设定。实际操作中，监测人员要对设定

网格尺度进行提前了解，并且要保证监测结果准确性，就可

以将网格密度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以便透过监测点位收集到

的数据信息，及时发现土壤环境空间及取值出现的变化情

况。同时，对网格尺度进行设定，也要充分考虑到基础点位

土壤环境的实际分析需求，比如要通过设置基础点位对林草

地、耕地等土壤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分析，在布设监测点位时

就可以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网格进行重新筛选，针对网

格尺度也要按照国家技术管理规定及规范标准进行调整，其

中耕地结构网格规定参数为 8km×8km，可以有效反映出区

域土地利用和受污染情况。

4.4 有效利用现代技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在土

壤环境监测中也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使监测工作开展效率

及质量得到极大提高。这也提示监测人员进行土壤环境监测

基础点位布设，也要对这些先进技术进行运用，以确保基础

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比如利用 GIS 技术开展土壤

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工作，就可以将该项技术融入到交通

路网体系当中，并在主干路两侧 150m 范围内形成缓冲图层，

促使布设点位获取监测数据标准性进一步增强。同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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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GIS 技术对各种类型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数据解读与

分析，所生成的水系图层也会成为土壤环境监测的重要依据

之一，见图 2。针对污染区域开展监测点位布设工作，也能

依托 GIS 技术在距离点位 600m 范围内形成缓冲图层，所得

监测数据结果也能得到极大保障 [6]。

图 2 利用 GIS 技术生成的土地利用水系图层

4.5 加强点位优化调整
在完成土壤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初步布设工作以后，也

要结合现实情况对其进行优化调整，使之更加贴合区域实际

状况和提高点位布设科学性，以此确保监测工作顺利进行和

最终监测数据结果准确性。实践中，监测人员要根据实际情

况对点位进行优化调整，执行时可以利用土壤类型叠加对土

壤污染程度做进一步分析，并确保选择布设范围能够全面覆

盖被测地区。同时从监测范围及时间抽角度入手，对监测内

容及点位布设进行优化，操作时要注意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运用，并将得到的新数据与之前收集的历史监测点位信息进

行对比，然后在原始点位基础上增加新点位，在提高整体监

测点位布局科学性的同时，完善土壤环境监测基础单元布设

格局 [7]。另外，在完成上述工作以后，就可以安排监测人员

对基础点位布设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确保基础点位设置与土

壤环境监测提出要求高度契合，针对出现的不合理、不准确

等情况，也能及时发现、加强沟通和有效调整，确保土壤环

境监测工作开展效果。

5 结语

论文是对土地环境监测基础点位布设要点的分析。基

础点位布设是土壤环境监测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并且监测点

位布设是否科学合理，也会对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正常开展和

监测结果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要对基础点位布设要点

进行细致把握。实践中，监测人员要先对区域环境进行有效

了解，并根据所掌握区域情况及土壤环境监测实质要求，选

择合适方法对监测点位进行布设。待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

可以进行监测点位结果质量分析验证，以科学判断点位布设

合理性，然后通过深化落实好合理设定网格尺度、加强点位

优化调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工作，提高土壤环境监测水

平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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