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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况 

紧密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于

1999－2001 年开始在广东、湖北、四川等省实施多目标区域

地球化学调查试点工作。从 2002 年起，全国多目标区域地

球化学调查工作正式启动。国土资源部先后与浙江、四川、

湖南等 18 个省区采取部省政府间合作方式，共计投入经费

67059.45 万元，其中地方经费 35809.45 万元，占 53.4％。

2005-2008 年，经由温家宝总理批示，财政部设立“全国土

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由我部与环保部共同负责，

目前我部到位经费 27511 万元，对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进行专项支持，调查工作扩大到全国 31 省（区、市）。 

二、完成情况 

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分为调查、评价和评

估三个层次开展。 

调查阶段：主要任务是掌握情况。全国共计部署 450 万

平方公里调查面积，截至 2009 年底，已经完成 160 万平方

公里，覆盖我国东、中部平原盆地、湖泊湿地、近海滩涂、

丘陵草原及黄土高原等主要农业产区。全国投入地质科技人

员 500 余人，采样人员十余万人，选定部级重点实验室 23

个，采用大型精密仪器测试地球化学样品 60 万件，分析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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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元素指标。基本查明我国土地有益和有害组分等 54 种

元素指标组成、类型、含量、强度及其分布地区、范围和面

积等，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土地各项元素指标的空白。 

图 1 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工作程度图 

 

评价阶段：针对调查发现问题，按照长江流域、黄河流

域、东北平原及沿海经济带等我国主要农业经济区域开展生

态地球化学评价，对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肥力组分和重金属

污染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旨在查清土地有益和有害组分成因

来源、迁移转化、生态效应和变化趋势等，为土地质量评估

提供科学依据。共计采集各类样品 12 万件，分析各项指标

数以百万计。 

评估阶段：依据调查和评价结果，根据各省区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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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质量进行应用性地球化学评估。共计安排省级土地评

估项目 13 项，市县级 20 项。通过土地质量等级划分，发掘

土地利用潜能，为土地绿色产能提供依据，因地制宜发展优

势农业和生态农业，在农业区域规划和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中

发挥重要作用。 

三、主要成果 

（一）首次系统地获得了我国中东部重要经济区土地 54

种元素指标的高精度数据，全面查清了我国土地质量状地球

化学况。 

调查显示我国土地质量总体状况是好的，达到土壤环境

质量一、二类标准占 87％，氮、磷、钾、锰、硼、钼、铜、

铁、锌、碘、硒等各种有益元素呈多样性分布特点，有利于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和促进农业经济

全面发展。 

同时发现系列生态地球化学问题，局部地区污染严重。

南京某些流域镉（Cd）、汞（Hg）、铅（Pb）、砷（As）等重

金属异常沿江分布，城市及周边地区汞（Hg）、铅（Pb）等

异常普遍存在，部分城市放射性异常明显，湖泊有害元素富

集，西南石灰岩发育地区由于砷（As）、镉（Cd）等元素在

风化成土过程中发生了次生富集作用，土壤酸化存在生态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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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土地有益元素优势特点，开发特色农产品，

科学合理施肥，提高土地利用价值，预期年增加经济效益达

千亿元。 

江西省丰城发现富硒土地资源 525 平方公里(图 2、图

3)，规划“中国生态硒谷”，开发闲置土地 15 万亩，拉动商

业投资 5.5 亿元，预计每年增收 1.56 亿元。海南省发现全

岛 1/3 面积（9500 平方公里）天然富硒区（图 4），其中定

安县已确定 2010 年 5 万亩种植发展计划，预期可使该县农

业年增收 5 亿元以上。四川成都经济区优质土地生产各种无

公害农产品和富硒大米、小麦等，每年产生经济效益 40 亿

元。辽宁省发现盘锦大米富铁、碘、镁等微量元素，大大提

高了经济价值，预期年增值 10 亿元。浙江富硒土壤面积高

达 7654 km
2
，仅浙北 2200 km

2
开发生产富硒稻米，每年即可

增加经济收益 8.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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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西鄱阳湖经济区耕层土壤 Se 地球化学图 

 

 

图 3 江西丰城市富硒土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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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有益元素丰缺状况，进行配方施肥，提高土地产出

率。四川省成都划分土地肥力等级，在缺硼、锌、锰、铁、

铜、钼、硒等微量元素土地开展科学配方施肥（图 6），小麦、

油菜、蔬菜等普遍增产 10-20％，新增经济效益超过 10 亿元。

江苏省开展施硼试验，使缺硼地区特色农产品牛蒡增产达

8.4%，红富士苹果增产达 9.5%，棉花最高增产超过 20%。山

西省依据玉米、豆类种植区营养元素分布状况，开展施锌、

钼试验，玉米产量增加 6.37%-15.38%，豆类产量增加

7.64%-11.48%。 

 

图 4 海南岛耕层富硒土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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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浙江省嘉善富硒土地资源登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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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成都经济区土壤肥力丰缺图 

 

（三）服务于基础地质与矿产资源勘查。 

运用地球化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划分第四纪沉积相和成

土母质，研究第四纪沉积环境，推断隐伏断裂等区域地质构

造单元，为第四纪地质填图增添了大量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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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气、地热等能源矿产及固体矿产方面新发现一大批

异常，特别是与能源有关的异常，为资源潜力评价提供基础

资料，为能源矿产开发提供重要线索。 

图 7 湖南洞庭湖地区金异常查证主要发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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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获得了我国主要农耕区土壤有机碳高精度数

据，显示我国土壤碳库的巨大固碳潜力。 

系统、海量、高精度土壤实测碳数据，为我国准确获取

土壤碳储量、深入研究土壤碳库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

碳地球化学循环规律、圈定我国土壤碳汇区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数据（图 8）。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有机碳储量空间分布不均，与

各地区不同的土壤类型、成土母质、土地利用方式等密切相

关。以面积加权平均推算，我国调查区 0-0.2m 的碳密度为

3186 t/ km
2
， 0-1.0m 的碳密度为 11646 t/ km

2
，0-1.8m 的

碳密度为 15339 t/ km
2
。其中我国主要农耕区 0-30cm 土壤

平均碳密度为 4880 吨/ km
2
，低于美国的 5030 吨/ km

2
、欧

盟的 7080 吨/ km
2
，显示出巨大的固碳空间（图 9）。 

 

  10



 

图 8 1984 年～2004 年河北主要农耕区土壤碳汇分布图 

 

 

图 9 我国典型地区耕层土壤碳密度与全球其它国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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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与方法技术体系。 

在十年实践中，形成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区域生

态地球化学评价、局部生态地球化学评价、土地质量地球化

学评估与生态地球化学数据库建设要求等系列规范和技术

要求。同时，以生态系统为基本单元，以元素成因来源、迁

移途径、生态效应和预测预警为评价主线的一门具有原始创

新的边缘学科正在形成。该学科的形成，对缓解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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