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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604—2018《园林绿化土壤质量提升技术规程》。本文件与DB11/T 1604—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食用林产品用地修改为果园用地和生产可食用农产品的林下经济林地（见 3.2.1，2018 年版

的 3.1.2）；

b) 删除了土壤污染源头管控相关内容（见 2018 年版的 4）；

c) 增加了各类土壤理化指标及综合肥力指数指标（见 4.2.2）；

d) 增加了各类土壤无机污染物含量限值（见 4.4.1）；

e) 删除了附录 B（见 2018 年版的附录 B）。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1604—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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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土壤改良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调查、土壤质量指标、土壤改良、改良效果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已建成园林绿化用地土壤改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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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DB11/T 864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技术要求

DB11/T 1184 城市绿地土壤施肥技术规程

3 土壤质量调查

3.1 资料收集

应收集调查区域地形、地貌、水文、植被及土地利用现状等资料，以及有关土地利用、土壤质量的

历史数据等。

3.2 调查布点

3.2.1 依据与人群接触的密切程度以及风险管控优先程度将园林绿化用地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类密切接触，与食品安全与饮用水安全密切相关，包括果园用地、生产食用农产品

的林下经济林地、水源涵养林地。

——第二类，人类活动相对较多，包括公园绿地、其他生产性绿地、道路附属绿地、平原生态林地。

——第三类，人类活动相对较少的其他园林绿化用地。

3.2.2 三类用地的机械布点密度应符合表 1 规定。

3.2.3 道路、河流两侧等呈线状或条带状分布的林地绿地宜按照城市道路等级、公路等级、交通流量和

管护方式等，选择典型代表性道路，在道路某一地点包括路边绿化带、隔离带、行道树等不同类型的绿

地或林地内同时布点，布点密度按道路等级而定，每条道路布设 2～10 个点位。

3.2.4 团块状分布林地绿地宜按公里网格进行机械布点，选择网格中心点，并对中心点落在河湖水面、

山顶、公路等不符合调查采样要求的点位酌情进行调整。

3.2.5 公里网格可根据潜在土壤污染风险等级及林地绿地空间分布情况、面积确定。

3.2.6 果园用地、生产食用农产品的林下经济林地、水源涵养林地等与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密切相

关的区域，宜通过典型布点进行适当加密；人为干扰严重或土壤污染风险较高的区域，应适当增加布点

密度。

3.2.7 对植物长势不佳、土质差异较大区域宜增加取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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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地类机械布点密度

3.3 现场踏勘

3.3.1 对按 3.2 要求布设的点位进行实地踏勘，不符合调查条件的点在预设位置 100 m 内进行调整，调

整范围超出 100 m 的应备注说明原因，超过 500 m 的点位应重新布设。

3.3.2 记录调查地块所属行政区域，并按行政区域代码对地块进行编号，记录调查点位地理坐标、现场

踏勘时间、填表人信息，以及调查点位周围2 km以内的污染源，包括工矿企业及其三废排放情况，居民

点分布情况及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情况；园林绿化用地类型及养护管理情况，包括农药、化肥、灌溉水、

农膜、融雪剂及其他可能引起土壤环境变化的人为活动等，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A。

3.4 土壤样品采集

按照DB11/T 864规定，逐一采集所有调查点位样品,测定土壤理化指标及无机污染物含量。按总调

查点位1/16的比例，抽查测定土壤有机污染物含量，样品采集和保存按照HJ/T 166相关规定执行。

4 土壤质量指标

4.1 一般要求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应具备常规土壤的外观和颜色，疏松多孔，无肉眼可见的侵入体，无明显异味,

种植区域土层厚度应符合DB11/T 864要求。

4.2 理化指标

4.2.1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理化性质应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4.2.2 检测指标应包括pH值、含盐量、质地、容重等必测理化指标，以及有机质、水解性氮、有效磷、

速效钾等养分含量指标，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要求。其他土壤理化性质宜按照DB11/T 864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地类 网格规格

1 第一类
果园用地、生产食用农产品的林下经济林地、

水源涵养林地
1.0 km×1.0 km

2

第二类

公园绿地 0.5 km×0.5 km

3 生产性绿地 2.0 km×2.0 km

4 道路附属绿地
按等级每条道路原则上布设2～10

个点位，各点位间距不小于1 km

5 平原生态林地 2.0 km×2.0 km

6 第三类 其他园林绿化用地 4.0 km×4.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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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理化指标

4.3 养分综合指数

对园林绿化用地土壤养分应按照表3要求进行综合分级评价，等级划分应符合表3要求。地块养分综

合指数按照公式（1）计算：

I = ∑Fi×Wi…………………………………………（1）

指标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性质

理化性质

土壤容重(g/cm3) ≤1.20 ≤1.20 ≤1.35 必测

土壤质地 壤土 选测

石砾含量(%)

≤20 选测

粒径≤2 cm 粒径≤2 cm 粒径≤5 cm 选测

通气孔隙度(%) ＞10 8～10 5～8 选测

土壤 pH 值 6.5～8.5 必测

阳离子交换量(CEC)/(cmol(+)/kg) ≥10 选测

土壤全盐量（%） ≤1.20 选测

养分

等级评

分

极低

(20 分)

低

(40 分)

中

(60 分)

高

(80 分)

极高

(100 分)
性质

有机质

(g/kg)
＜10 10～15 15～20 20～25 ≥25 必测

全氮

（g/kg）
＜0.65 0.65～0.80 0.80～1.00 1.00～1.20 ≥1.20 必测

水解性

氮

(mg/kg)

＜45 45～60 60～90 90～120 ≥120 必测

有效磷

(mg/kg)
＜15 15～30 30～60 60～90 ≥90 必测

速效钾

(mg/kg)
＜70 70～100 100～125 125～155 ≥155 必测

注：各指标数值分级区间的分界点包含关系均为含下限不含上限，例如有机质“高”等级中，“20～25”表示“大

于或等于 20 且小于 25 的区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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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地块养分综合指数；

Fi——第i个指标评分值，i=1,2,3，……，n；

Wi——第i个指标的权重。

土壤养分指标权重见表4。

表 3 土壤养分等级划分

等级 综合指数

极高 95～100

高 75～95

中 50～75

低 30～50

极低 0～30

注：综合评分数值分级区间的分界点包含关系

均为下限含上限不含。

表 4 土壤养分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W）

有机质 0.30

全氮（N）或碱解氮（N） 0.25

有效磷（P） 0.25

速效钾（K） 0.2

合计 1.00

计算每个评价地块的养分综合指数。土壤养分综合指数应不小于30，养分等级应为低级及以上。

4.4 风险管控指标

4.4.1 无机污染物指标以镉、汞、砷、铅、铬、镍、铜、锌八大重金属污染物总含量为主，各类园林绿

化用地八大重金属污染物限值应符合表5要求。

4.4.2 有机污染物指标以苯并[a]芘含量为主，果园用地可加测滴滴涕总量、六六六总量，污染物含量应

不大于 GB 15618 规定的风险筛选值。

4.4.3 果园用地及生产可食用农产品的林下经济林地、水源涵养林地等与食品、饮用水安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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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可对产出果品及农产品可食用部分污染物含量进行检测。

表5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无机污染物限值

4.5 土样检测

土壤理化性质、无机污染物的检测按照 DB11/T 864 执行，有机污染物检测按照 GB 15618 执行。

5 土壤改良

5.1 方案制定

按照第3章要求进行土壤质量调查，土壤质量指标不符合第4章规定或植物生长受土壤功能障碍影响

的园林绿化用地应进行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前，应根据土壤质量调查结果，筛选土壤主要障碍因素。以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安全有效、经济合理”为原则，确定土壤改良目标，设计改良方案。方案应经

专业审核确定后组织实施。

5.2 盐碱地改良

5.2.1 因施肥、撒施融雪剂等人为影响而导致土壤含盐量大于2g/kg的，对植物生长造成危害或存在潜

在危害时，应对土壤进行改良。

5.2.2 通过深耕晒垡破除板结等农艺措施疏松土壤。

5.2.3 利用季节变化，对土壤进行冻融改良，或进行淋洗，利用开沟排水等措施实现排水排盐。

5.2.4 添加土壤改良剂降低土壤含盐量，可选用草炭（泥炭）、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产品等，地表撒施

后旋耕。

地类

污染物限值

总镉

（mg/kg）

总汞

（mg/kg）

总砷

（mg/kg）

总铅

（mg/kg）

总铬

（mg/kg）

总铜

（mg/kg）

总镍

（mg/kg）

总锌

（mg/kg）

果园用地、

生产可食

用农产品

的林下经

济林地、水

源涵养林

地

0.3 0.3 25 50 120 100 50 200

公园绿地、

生产性绿

地、道路附

属绿地

1.2 1.5 20 70 200 80 80 300

平原生态

林地
1.2 1.5 20 70 200 80 80 300

其他园林

绿化用地
1.2 1.5 20 70 200 80 8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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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pH值大于8.5时，应采用化学改良剂或施用酸性有机肥料、草炭（泥炭）等有机改良剂来降低土

壤pH值，表面撒施后深翻。

5.3 结构改良

5.3.1 土壤质地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以壤质为宜，砂质或粘质土壤应予以改良。

——砂质土壤改良可增施有机肥或添加人工合成的土壤结构改良剂。

——粘质土壤改良可掺河沙，土壤与河沙的比例宜为 1:3，也可添加粉碎的树枝树叶、秸秆、稻壳

等有机土壤改良剂。

——将改良剂土表撒施、深翻，或取土后撒施混合回填等方式，使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

5.3.2 土壤紧实度

应通过深翻松土、打孔、添加草炭、粉碎树叶、腐叶土等多孔性有机改良剂等措施对土壤紧实度进行改良，

具体方法如下：

——优先使用园林绿化废弃物堆肥等有机土壤改良剂进行,通过地表撒施后深翻，或与土壤混合后

回填等方式，使改良剂与土壤充分混合。参考用量为每 667 m2施 10 m3～17 m3。

——树穴土可在树冠垂直投影处打孔添加改良剂，或挖坑取土后添加改良剂混合后回填，深度不低

于 60 cm；花坛土可通过深翻或打孔添加改良剂，深度不低于 40 cm；草坪土深翻或打孔添加

改良剂，深度不低于 30 cm。

5.4 养分含量改良

食用林产品用地施肥按照NY/T 394有关规定执行；城镇绿地施肥按照DB11/T 1184执行；其他林地绿地根

据植物养分需求特性和土壤养分测试结果，由专业人员利用无机肥料及常见的有机肥有鸡粪、牛粪、油饼、菌

包、堆肥等，制定配方施肥或测土施肥技术方案，经论证后方可实施。具体改良措施如下。

——新建园林绿化工程，栽植乔木前施入足量有机肥，并与栽植土壤充分混合。

——现有林地绿地用地追施有机肥，绿地施肥时乔木在树冠投影外钻孔施肥，灌木或地被植物沟施

或撒施后深翻；林地可采用沟施或撒施后深翻等多种方式。

6 改良效果评价

土壤改良施工完成后7 d内，按照4.2～4.4要求进行取样和检测，当改良后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污

染物指标均符合4.2～4.4规定，且植被长势良好时，土壤改良效果良好。反之，应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整

改，整改完成后再次取样复测，直至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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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调查现场踏勘信息记录表

表A.1给出了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调查现场踏勘信息记录的内容和格式。

表 A.1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调查现场踏勘信息记录表

一、基本信息

区 乡镇

地块编号 调查点位地理坐标

踏勘日期 填表人

二、工矿企业分布情况

数量（个）

序号 所属行业 停在产（停产时间） 污染物形态（气、液、固）

1

2

3

……

三、居民点（村庄）分布情况

数量（个） 人口数量（人）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数量 到调查点最近距离（m）

序号 地表有无可见污水 到调查点距离（m） 到河道距离（m）

1

2

3

……

生活垃圾点数量（个） 到调查点最近距离（m）

序号 地表有无散落 到调查点距离（m） 到地河道距离（m）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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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调查现场踏勘信息记录表（续）

四、植被类型及管护情况

园林绿化用地类型（果园用地和生产可食用农产

品的林下经济林地、水源涵养林地、其他林地绿

地）

建成时间

日常管护（有、无） 管护措施（施肥、浇水、除草、打药、其他）

所施肥料类型（有机肥、化肥、其他） 施肥量（kg/m2，m3/667m2)

灌溉水源（地下水、地表水、中水） 灌溉次数（次/年）

单次灌溉量

（m3/667m2）

除草方式

病虫害防治方式 打药次数/频率

常用药剂 药量

其他管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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