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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

石瑞香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是在完成科技部973“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成灾
机理及调控基础的研究”项目的过程中，进行调查、采集，并经过室内理化分析得到的。该
数据是作者在2002年6月21-22日，根据2001年6月蝗灾发生情况，对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进
行的土壤调查数据。该数据为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shp格式，数据量约10.5 KB。该数据包括
土壤质地、pH值、含水量和含盐量等信息。
关键词：白洋淀；蝗虫；土壤；典型样地；数据
DOI: 10.11821/dlxb2014S016
数据引用格式：石瑞香. 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 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
版系统, 2014. DOI: 10.3974/geodb.2014.01.16.v1, http://www.geodoi.ac.cn/doi.aspx?doi=10.3974/

geodb.2014.01.16.v1

1 前言

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 2002 年土壤调查数据 (Soil Sample Data in the 2002 Locust
Plague Area around Baiyangdian Lake) 是在完成科技部973“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成灾机理及
调控基础的研究”项目 (G2000016210) 的过程中进行调查、采集，并经过室内理化分析得
到的。本文作者在该数据基础上，发表了“白洋淀蝗区东亚飞蝗的分布与土壤的关系研
究”论文[1]。为了促进该数据的共享，现将其出版。该数据是在典型样点处调查的土壤地
理信息系统数据，包括土壤质地、pH值、含水量和含盐量等信息。

2 数据集简介

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 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 (SSDLPA_BaiyangLake_2002) 的数据集名
称、短名名称、通讯作者、作者、地理区域、数据年代、数据空间分辨率、数据出版单
位、数据共享网络服务平台、数据集组成、出版及责任编辑等信息一并列于表1。

3 数据研发方法

3.1 调查区域
位于白洋淀西部的藻苲淀蝗区，根据 2001年 6月 17日的蝗灾调查情况，在蝗虫高密

度区随机选取了 9个样点，在蝗虫中等密度区随机选取了 5个样点。土壤样点的分布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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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时间
土壤数据调查时间：2002年6月21-22日 (样品1~10的采样时间是6月21日，11~14的

采样时间是6月22日，6月21日晚降小雨)
3.3 取样深度和样品测定单位

取样深度：地表 2~3 cm
以下的表层土，约地下 2~6
cm[2-6]。

样品测定单位：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陆地表层系统开放实验室
3.4 粒度分布数据、土壤含

水量、含盐量和pH值的
获取方法
粒度分布数据、土壤含

水量、含盐量和pH值的获取
方法详见参考文献[1, 7-10]。

最后，得到土壤样点的
属性数据（图2）。

图1 土壤样点分布图 (SSDLPA_BaiyangLake_2002.shp数据格式)

表1 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 (SSDLPA_BaiyangLake_2002) 元数据简表

数据库 (集) 名称

数据库 (集) 短名

通讯作者

数据作者

地理区域

数据年代

数据格式

数据出版单位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责任编辑

数据共享政策

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2002年土壤调查数据

SSDLPA_BaiyangLake_2002

石瑞香 (shirx@igsnrr.ac.cn)

石瑞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shirx@igsnrr.ac.cn

位于白洋淀西部的藻苲淀。地理范围包括北纬38度54分29秒~38度55分28秒, 东经
115度50分11秒~115度51分16秒。

2012年6月21-22日

ARCGIS .shp，.zip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DOI:10.397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http://www.

geodoi.ac.cn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http://www.geodata.cn

刘闯, 徐新良, 陈文波, 何书金

本数据著作权所有者同意依据《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管理政策中“全社会
公益性共享政策”实施共享。

数据量 shp格式17.7 KB，

图2 土壤样点属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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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组成及相关说明

在土壤属性数据库中，包括每一个样点的土壤质地、pH值、含水量和含盐量数据。
土壤质地土壤粒度共分为 15级。分别是：1000.0~2000.0 μm (粒度 1)、600.0~1000.0

μm (粒度 2)、500.0~600.0 μm (粒度 3)、250.0~500.0 μm (粒度 4)、200.0~250.0 μm (粒度
5)、100.0~200.0 μm (粒度 6)、60.0~100.0 μm (粒度 7)、50.0~60.0 μm (粒度 8)、20.0~50.0
μm (粒度9)、10.0~20.0 μm (粒度10)、5.0~10.0 μm (粒度11)、2.0~5.0 μm (粒度12)、1.0~
2.0 μm (粒度13)、0.5~1.0 μm (粒度14)、0.2~0.5 μm (粒度15)。

土壤属性数据中，烘干土净重、袋重的单位均为克 (g)；含水量单位：%；总盐单
位：%。

5 结论

该数据是作者在2002年6月对白洋淀蝗区典型样点进行采样的实测土壤数据。它是开
展白洋淀蝗区与土壤特性有关的相关研究的基础数据。

致谢：2002年 6月 21-22日一同去河北省白洋淀蝗区考察的人员还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谢宝瑜、季
荣；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刘团结、张霞。对考察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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