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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p 2017年8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

中心发起并组织了“全球黑土地关

键带生态地质调查”（BASGES）

项 目 ， 基 于 国 际 黑 土 地 协 会

（IBSS）组建了一支国际研究团

队，研究全球黑土的相关问题。该

项目共涉及来自11个国家的19个

国际机构，其中包括IUGS、俄罗

斯科学院、加拿大农业部以及美国

地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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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p BASGES旨在通过“多领域”调查，基于“多学

科”研究，利用“多种技术”来探究黑土的形成

和演化、现状以及可持续利用的方向。该项目将

建立一个以遥感、地球化学和关键带观测站为主

要手段的观测系统，全面了解黑土关键带及其与

全球变化的相互影响。项目的成果包括数据和观

测站将对公众开放，供教育和研究目的使用。



1.1 项目背景

2018年申请IGCP665项目

ü “Land Resources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ustainable Use in 

Global Black Soil Critical  Zone”

ü 2018年2月23日

ü 地球资源专题



1.2 项目概况

技术方法

科学研究

平台建设

p 1.多尺度遥感调查监测

p 2.光谱库建设

p 3.多尺度地球化学调查

p 4.监测网络建设

p 5.黑土地关键带建模

p 6. 碳循环

p 7.微量元素循环

p  8.共享平台建设



1.2 项目概况

BASGES 
Work Plan

2018, 
Preparation 

year

2020, 
Monitoring 

and 
modelling 

year

2022, 
Conclusio

n year

 2023, 
Ongoing 
research 
starting

2021, 
Integrated 

modelling and 
extended 

application 
year

2019, 
Mapping 
and basic 
modelling 

year

项目周期为2018-2022年，因疫情延期

一年，本年度结题。



2.主要进展



2.1 建立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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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立天空地一体化遥感监测体系

依托黑龙江省松嫩平原及三江平原多个重

点示范区（海伦、拜泉、三江），同步收集和

采集了卫星遥感、高分卫星、航空高光谱数据，

开展了天-空-地联动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运

用于不同尺度黑土地资源利用、质量变化评价

与监测，建立黑土地天-空-地一体化技术方法，

编写黑土地天-空-地一体化调查监测操作手册。

与吉林大学合作



2.2 全球黑土地数据库建设与分析

收集整理全球黑土区地理、地质、遥感等

数据，形成全球黑土地数据库，编制《全球及

典型地区黑土地关键带地质生态图集》。

对全球黑土地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进行

了分析，从而对我国东北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

供参考信息。

全球黑土地遥感影像

全球黑土地坡度

全球黑土地有机质含量

全球黑土地酸碱度分布



2.2 全球黑土地数据库建设与分析

收集整理全球黑土区地理、地质、遥感等

数据，形成全球黑土地数据库，编制《全球及

典型地区黑土地关键带地质生态图集》。

对全球黑土地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进行

了分析，从而对我国东北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

供参考信息。

2005-2019年中国黑土区耕地
转入预测结果

2005-2019年北美黑土区耕地
转入预测结果

耕地变化原因回归分析



2.3黑土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光谱反演进展

借助Sentinel-2A遥感影像，结合以往实测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随机森林建立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的

反演模型，模型准确度达72%。东北黑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数据结合该方法成果建立了3个不同时期

30m×30m精度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并将在黑土地有机质快速监测方面得到应用，为相关部门制订黑土

地保护和修复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东北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时空分布



2.4 定量分析黑土耕地有机质变化驱动力

以黑龙江省海伦市示范区为例，对不同地貌

区黑土耕地进行有机质含量监测，同时利用碳同

位素组成对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评

估。

黑土有机质含量在近10年整体呈升高趋势。

在低起伏平原区，有机质升高比例低于10%，秸

秆还田等人为因素是土壤有机质升高的主要原因。

在丘陵及高起伏平原区，当坡顶有林地分布

时，林地生态系统中的有机质可进入到耕地土壤

中，并显著提升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升高比例

＞10%）。

针对不同地貌区，可通过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从自然角度恢复提高黑土的有机质含量。



2.5建立了黑土区湿地土壤碳平衡模型

以三江湿地黑土区示范区为例，基于相关性分析，利用

协方差矩阵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绘制三江平原及七

星河湿地土壤碳素环境影响因子响应模式图，并采用贝叶

斯方法进行反演，计算不同环境因子（如温度、降水、土

壤理化性质、植物净初级生产力（NPP）等）对土壤全碳

含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系数，为今后探明东北地区沼泽泥

炭类型湿地固碳潜力，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下沼泽湿地生态

系统的碳库稳定性评价提供信息支撑。



2.6 全球黑土区土壤地球化学对比

收集整理了现有的全球黑土区土壤地球化学数据，包括欧

洲、北美洲、我国东北地区。对数据结构等进行统一，对

各黑土区土壤地球化学性质进行比对。

此部分由 Alecos进行视频汇报。

北美土壤地球化学中国东北土壤地球化学欧洲土壤地球化学



2.7 进一步完善了黑土形成演化的地学理论

基于第四纪地质、地理学等理论，利用孢粉

组合、AMS14C、元素地球化学等技术方法，

厘定了东北黑土发育时间和环境，揭示了东北黑

土在漫长地质作用与特殊气候条件下的耦合形成

过程，阐明东北黑土地形成、分布及退化的地学

机理。

地貌与黑土类型

不同纬度黑土年代

黑土剖面年代分布与孢粉组成



2.8完成数字黑土地生态地质信息平台2.0

在数字黑土地生态地质信息平台1.0基础上，搭

建黑土地生态地质信息系统，实现数据资源入

库检索和更新维护。强化黑土地生态地质信息

系统的登录功能，补充主成分分析生态地质评

价方法，添加生态指数、空间分析、动态变化

等生态地质调查监测模块，水土侵蚀、坡耕地

等生态问题的识别预警模块，并对矢量、栅格

数据进行预测。实现了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链

条式生态地质工作流程。

平台架构

BS端发布窗口平台登录窗口

评价指标体系



2.9 举办学术研讨会1次

自2017年以来，项目共举办学术

研讨会七次。其中2023年未申请

经费，以开展国内学术会议为主。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辽宁

省科学技术厅、辽宁省自然资源厅、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天津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等参会。
2022年研讨会2023年研讨会



2.10  科研成果与科学普及

本年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不完全统计）

本年度开展科普活动5次



3 .下一步计划



1.  进一步梳理凝练项目成果，编写项目总结（结题）报告。

2. 整合全球黑土地研究成果，出版专著一部。

3. 继续推进黑土地信息平台建设，促进项目成果的公开共享与有效服务。

3.下一步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