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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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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8258:2013《土壤质量 土壤相关数据的数字交换》。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江苏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贤章、潘恺、周园春、郑重、周广军。

Ⅰ

GB/T41224—2021/ISO28258:2013



引  言

  在所有国家,土壤质量和土壤保护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为了土地开发、废物回收、评
估土壤使用方式对水质的影响,还是为了维持土壤的功能,都越来越有必要去认识土壤,对它们进行描

述和分析。尽管已经建立了许多标准来描述和分析土壤,然而由于土壤相关的研究一般由专业机构开

展,其研究成果通常需要提交给业务委托方或管理部门,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将土

壤有关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因此,制定土壤数据的数字交换标准就显得十分必要。
很多项目涉及对土壤的描述、采样和分析,这样就产生了土壤数据,其中,采样和分析通常并不是必

需的。土壤性质是按照土壤发生层或特定深度的土壤层进行估计的。这一垂直序列构成了土壤剖面。
不同项目的土壤描述、采样及分析的数量和详细程度差别很大。此外,可用的元数据、采样和分析设计

及专业术语等也各不相同。正是因为如此,土壤数据的交换难度很大。
由于土壤数据本身及其使用存在广泛的多元性,所以,现在硬拷贝(纸质)形式的数据交换方式已经

不太合适了,特别是考虑到在某些土地开发或环境相关决策中,土壤研究本身通常并不是终点,而仅仅

作为所需数据的一个部分。因此,土壤数据需要与环境、土地利用或统计数据等其他来源的数据联合使

用,因而有必要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本文件的目的是在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提供一种

记录各种土壤相关数据的通用流程,以便进行数据交换,但对信息系统不设任何先决条件。
本文件提出一种基于可扩展标记语言(XML)的数据格式。XML语言由一组独立于平台和软件的

信息编码规则组成。使用XML的主要优点是该语言是因特网数据传输的标准。大多数现有软件工具

和程序接口都支持处理和查询XML文件,可根据用户目的或需求将XML转换为其他数据格式以进一

步处理或显示,或将XML文件与关系数据库相互转换。此外,为了推动该类数据与其他环境数据的交

换和使用,本文件还采用了一种针对地理信息的特定XML格式GML。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数据(元数据、土壤描述、地理和时间等)编码的方法,包括相关规范和XML代

码。此外,为使本文件各修订版本保持兼容性,还对目前尚未考虑在内的其他信息提供了编码指南。这

些基本原则使数据接收方或用户以明确、安全和可检索的方式读取和(或)解码土壤相关信息。
图1显示了土壤质量项目的数据流,对于本文件适用的多种形式的应用,该数据流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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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壤质量项目常用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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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质量 土壤相关数据的数字交换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相关数据数字交换的基本原理、土壤特征信息模型、子模型描述、软件重点、验证

软件(控制工具)的内容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个人以及组织之间通过数字系统交换有效、清晰描述和特定的土壤相关数据,并方便

土壤数据生产者、持有者或用户以明确的方式查找和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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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1074 土壤质量 词汇(Soilquality—Vocabulary)
注:GB/T18834—2002 土壤质量 词汇(ISO11074-1:1996,NEQ)

ISO15903 土壤质量 记录土壤和现场信息的格式(Soilquality—Formatforrecordingsoiland
siteinformation)

注:GB/T32724—2016 记录土壤和现场信息的格式(ISO15903:2002,IDT)

ISO19106 地理信息 专用标准(Geographicinformation—Profiles)
注:GB/T30171—2013 地理信息 专用标准(ISO19106:2004,MOD)

ISO19109 地理信息 应用模式规则(Geographicinformation—Rulesforapplicationschema)

ISO19118 地理信息 编码(Geographicinformation—Encoding)

ISO19136 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GML[Geographicinformation—GeographyMarkupLan-
guage(GML)]

注:GB/T23708—2009 地理信息 地理标记语言(GML)(ISO19136:2007,IDT)

ISO19156地理信息 观察和测量(Geographicinformation—Observationsandmeasurements)

ISO25177土壤质量 野外土壤描述(Soilquality—Fieldsoildescription)
注:GB/T32726—2016 土壤质量 野外土壤描述(ISO25177:2008,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11074和ISO191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析 analysis
按照既定流程测试样品组成和状态的过程。
注:大多数分析在非原位样品上进行,但是有些分析也能在原位材料上进行。

3.2 
分析结果 analyticalresult
分析中获得的材料的定性或定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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