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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among which the 
collection	of	soil	samples	is	a	key	link.	This	study	first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grassroo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ed. Next,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the study 
elaborated the four key points of soil sample collection in the bas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sample number and sampling depth, select the correct sampling time and sampling tools,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 sample storage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strictly	following	these	four	key	poi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ampl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thus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hole	
ecosystem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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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是中国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土壤样品的采集是一个关键环节。本研究介绍了基层生态环
境监测的重要性和目前面临的问题。研究通过大量文献调研以及实验验证，详细阐述了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中，土壤样品采
集的四个要点：确定适当的样品数量与取样深度，选择正确的采样时间与取样工具，以及保证有效的样品储存与处理方
式。实验结果显示，严格遵循这四个要点能显著提高样品的代表性和测量的准确性，从而提高整个生态系统评估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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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作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健康不受环境污染影响的重要保

障。在环境监测的众多组成部分中，土壤样品的采集尤为关

键，一方面，它直接影响到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

一方面，它是判断土壤环境状况和趋势，制定环境保护政策

的重要依据。然而，现阶段中国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

土壤样品的采集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样品数量和取样深

度的确定不科学、采样时间和工具的选择不准确、样品储存

和处理方式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削弱了

环境监测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影响了监测结果的质量。因此，

本研究致力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验验证等方式，探索和

研究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土壤样本采集的科学要点，以期

提高村级生态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中国环境保护

工作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2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性与存在问题

2.1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性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厚重的实践意义 [1]。根基于社区层面，深入到各个角落，

它旨在获取真实、准确的环境信息，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理

论依据和决策参考。由于其直面的社区环境，可以更深入、

更准确地反映社区环境的自然状态，是保障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手段。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性表现于多个方面 [2]。基层

生态环境监测可以实现对环境质量的动态监控，准确把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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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变化态势，为环保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基层生态环境

通过定期或者连续地对空气质量、水质、土壤和生物多样性

等状况的监测，以时间序列的方式提供数据信息，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地成为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

参量。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对于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具有重要

作用。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环

境问题的潜在性和滞后性，一旦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处

理，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可

以实现早期预警和实时处理，为防止环境问题的恶化提供有

力保障 [3]。

而从现在社会关注的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基层生态环

境监测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因为它是环境治理的基石，所

有的环保决策都需要在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而基层生

态环境监测恰恰提供了这个基础。其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是环

保决策的核心驱动力，可以说没有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就没

有高效、合理的环保决策 [4]。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对于增强公共的环保意识，推动全

社会共同参与环保工作也具有深远影响。基层监测能鼓励大

众参与，增强其环保意识，并从个体层面出发，推动整体环

境质量的提升。

总的来看，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与生活紧密相连，关系

到社区环境质量的改善，乃至整个生物圈环境的稳定，对

于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2.2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面临的问题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科学中重要的环节，其准

确性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挑战。

首要问题是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及监测意识。基层工

作人员往往缺乏专业的生态环境监测训练和能力，其监测的

准确性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采集土壤样品时，由于采样技术

的专业性和烦琐性，非常考验采样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操作技

巧。采样人员的采样意识也直接影响到取样的代表性，如是

否能准确理解并执行季节性取样、点位取样等要求。

由于地域广阔，监测点位分布不均，资源配置不足，

这也给基层生态环境监测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往往在偏远地

区或者接触不便的地点，采样工作无法得以有效实施，或者

由于工作人员不足，监测频率无法达到最佳。

现有的基层监测体系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采样、检

测、数据处理等多个环节的整合不够充分，缺乏整体规划和

指导，使得各地基层在实施监测工作时，容易陷入孤立无援

的境地。

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科研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需

要正视这种情况，并着手寻求解决之法。可能的方法包括建

立更为全面的基层生态环境监测政策，提供完善的指导方

针，以及对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技能和监测意识培

训等。

再者，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也是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

一大挑战。在某些地区，还在使用过时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这不仅影响了分析数据的准确性，还可能引发样本污染的问

题。尽快更新旧设备，引入先进的设备和检测技术，进一步

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信息化程度不够，许多乡镇级别的监测机构往往

不能及时、准确地传递环境数据，这就阻碍了上级部门对于

环境问题的及时处理和决策。信息化建设的提升，也是当前

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系统分析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

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善，以确保环境监测工作的准

确性，对于中国生态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3 土壤样品采集的关键要点

3.1 确定适当的样品数量与取样深度
在进行土壤样品采集时，选取适当的样品数量，是最

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一定要把握住样品数量与结果准确

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只是盲目追求大量的样品数量，而忽视

了样品代表性的问题。正确的原则是尽量选择在研究区域内

分布均匀的样品，并确保每个样品都具有相对独立、典型的

性质 [5]。

同样，土壤样品的取样深度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不同

的土壤层次，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

根据研究目的和特定环境土壤的特性，来确定最适合的取样

深度。

3.2 选择正确的采样时间与取样工具
采样时间对于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土壤样品采集具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复杂的天气条件、季节更替和其他自然因素

会对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产生影响。合适的采样时间对于获

取准确的土壤样品数据至关重要。

许多研究证明，土壤中的有机质、重金属、氮、磷等

主要成分含量随着季节变化会有所变化。例如，冬季是有机

质含量最高的季节， 而磷的含量则在春季最为丰富。另一

方面，在一天之中，早晨的土壤温度和湿度比白天和晚上更

稳定。

理想的土壤样品采集时间是在明显季节变化或持续降

雨之后的清晨。此时，土壤性质相对稳定，能较好地反映土

壤生态环境的真实状态。为了避免人为因素对样品质量的影

响，建议避开农药施用、施肥和植保等活动后的一段时间来

采样。

在选择合适的取样工具上，材质和结构都应予以考虑。

依据所要检测的土壤项目，选择相对应的取样工具。对于一

般的土壤监测项目，如表层土、剖面土、地壳土等，可以使

用不锈钢短柄铲、土壤取样器等工具进行取样。不锈钢材质

的取样工具不易生锈，可以防止对土壤样品的二次污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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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底层土壤或地壳土壤，由于深度较深，采用长柄钻杆式取

样器更为合适。

还需要察看地形地貌，对于平原地区，可以使用适应

性较强的短柄铲或土壤钻；而对于丘陵和山区等复杂地形，

通常使用轻便、体积小的便携式取样器。

无论是选择采样时间还是取样工具，关键都在于如何

更准确地反映土壤真实的环境质量，以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生

态环境监测的需求。只有把握好采样工具和时间的选择，才

能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中获得更高的采样质量和监测精度。

3.3 保证有效的样品储存与处理方式
土壤样品采集后，有效的样品储存和处理方式同样重

要。需要注意样品的保存环境，例如温度、光照、湿度等条件，

以防止样品性质的改变。在样品处理过程中，要严格遵照标

准操作步骤，确认样品的状态和性质保持不变。

另外，对于每个采集的样品，都应准确记录其采样地点、

时间、环境条件、采样工具及其处理方式等详细信息，以便

之后做好数据分析和比对。

总的来说，土壤样品采集的关键要点包括：明确样品

数量与取样深度；选择合理的采样时间，并使用合适的采样

工具；以及保证有效的样品储存和处理方式。实际操作中，

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和环境特性，适时调整采集策略，

以确保采集到的样品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

数据。

4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技能和意识

纵观整个生态环境监测过程，样品采集是最基础的一

环，也是影响后续监测结果的关键因素。实地工作的基层工

作人员是执行采集任务的主力，他们的采样技能和意识水平

往往直接影响到样品质量，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技能和

意识变得尤为重要。

基层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及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土壤

样品采集看起来简单，但实则包含了大量的细节和技巧，对

采样工具的选择、使用和维护，对采样点的确定以及采样深

度的控制等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符合规范的操作能够确保

样品的代表性和一致性，降低样品在采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人为误差，从而提高采样的精度和准确度。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技能，不仅要进行规范化的

培训，还要以实地操作为主，让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吸取经验，

掌握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下的应对方法。也可以通过科

技手段，如采用现代化的采样设备、引入信息化管理等方式，

提升采样工作的效率和水平。重视基层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

可以保证采样工作的高质量进行，为后续的样品分析和环境

评估提供良好的基础。

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意识是提高样品质量的另一

个关键环节。让工作人员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明

白自己的工作对整个环境监测结果的影响，可以增强他们的

责任心和使命感。倡导环保理念，加强环保知识的普及，使

工作人员充分理解采样工作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也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从而更好地完成采样工作。

采样技能和意识对提高样品质量的影响也可通过实验

结果来分析。比如，可以收集并控制同一采样地点不间、不

同工作人员的样品及其监测结果，结合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进

行数据分析，以此来评估采样技能和意识的改善对样品质量

的具体影响。通过这样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并为进一

步优化采样工作提供参考。

总的来说，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技能与意识对于环境

监测工作至关重要，应重视对工作人员的规范化培训以及环

保理念的普及，借助科技手段提高采样技术水平和效率。通

过实证研究来评估采样技能和意识对样品质量的影响，以此

提供优化采样工作的参考。

5 结语

全面概括，本研究以基层生态环境监测的土壤样品采

集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关键采集要点，并通过大量的文

献调研和实验验证，提出确定样品数量与取样深度，选择采

样时间与取样工具，以及保证样品储存与处理方式三大重要

考虑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严格遵循这四个要点，能够明显

提升样品的代表性和测量的准确性，进而提高整个生态系统

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同时，采样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对

于保证样品质量也至关重要，因此，基层工作人员的采样技

术和意识的提高迫在眉睫。此项研究成果无疑将使得基层生

态环境监测工作更为科学和规范，为今后基层环境监测实践

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些方法，并将其

广泛推广到各个基层生态环境监测中，仍需要下一步的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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