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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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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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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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稳定土壤功能，保护

土壤生物多样性，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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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原生动物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原生动物监测技术术语定义、样品采集、样品保存、原生动物物种鉴定、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要求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土壤原生动物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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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710.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原生动物

是最原始、最简单、最低等的单细胞动物。

4 样品采集

野外采样器具

4.1.1 器材类工具：应符合 HJ/T 166 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样品袋、GPS 定位仪、数码相机。

4.1.2 工具类：应符合 HJ/T 166、HJ 710.10 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铁铲、圆状取土钻。

4.1.3 文具类：应符合 HJ/T 166、HJ 710.10 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基本情况记录表与采样环境调查

数据表。

4.1.4 安全防护用品与采样车辆：应符合 HJ/T 166 的要求。

采样点位布设与观测

4.2.1 监测点位的布设和确定应符合 HJ/T 166 的规定。实际监测中，布点数量还要根据采样目的、样

地环境状况等因素确定，一般每个样方至少布设 5 个点。

4.2.2 采集样本前，应先对现场环境情况进行观测、记录和拍照；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天气情况、土壤

基本植被等其他信息（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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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间的确定包括但不限于：

a) 若进行逐季或逐月监测，各季或各月监测的时间间隔应基本相同；

b) 同一监测点位的采样深度、采样范围、采样时间应同步；

c) 监测时间选择在一天内的同一时段。

采集样品

4.4.1 样品采集过程应符合 GB/T 36197 和 NY/T 395 的要求。

4.4.2 利用铁铲或圆状取土钻按照采样点分布采集表层土壤，采样深度 0 cm - 20 cm。每个采样点采

集 2 kg 土壤混合样品，样品重量不够可适当增加采样点数。样品采集过程中，应去除砾石、植物根系

等，每个采样点采集的土壤深度、重量应一致。样品应充分混匀后装入样品袋，做好标注。

样品标识和记录

4.5.1 样品袋外侧应标识采样点信息、采样时间以及采样人姓名。

4.5.2 采样表应记录采样时间、采样地名称等（参见附录 A）。

5 样品保存

采集的样品应室温保存，风干，用于土壤理化指标分析、制备土壤浸出液、原生动物活体观察、原

生动物活体计数和原生动物专家鉴定。

6 原生动物物种鉴定

非淹没培养皿法活体培养

取30 g风干的土壤样品，置于烧杯中，加入100mL蒸馏水，煮沸 10 - 15 min，静置沉淀，取悬浮

液过滤得到土壤浸出液。另取5 g风干土样，用纱布包好放入培养皿中，加入土壤浸出液约 60 mL，浸

出液淹没样品2/3处为宜，对土壤中的原生动物进行培养，在25 ℃ 培养箱内培养1 天-7 天（视原生动

物生长情况可延长培养天数），得到活体培养液。

活体观察、鉴定单击或点击此处输入文字。

6.2.1 原生动物活体观察流程

土壤原生动物活体观察流程可按照以下步骤开展：

a) 用玻璃毛细管吸取一滴 6.1 得到的活体培养液滴到载玻片上，以原生动物活体 3 - 4 只为宜，

液体的含量尽量少，避免液体从载玻片四边溢出；在显微镜下观察时，若原生动物运动速度

过快可逐渐轻压盖玻片，使原生动物的运动减慢，注意不要破坏原生动物活体；

b) 在盖玻片四角均匀地涂抹少量凡士林，防止盖玻片直接压在原生动物上使原生动物活体裂解

死亡，盖上盖玻片，制作原生动物活体装片；

c) 在低倍显微镜下查找原生动物活体；

d) 在中倍显微镜下观察原生动物活体；

e) 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原生动物活体；

f) 于显微镜下进行原生动物活体拍照记录。

6.2.2 形态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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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原生动物活体运动方式、大小、形状、纤毛及纤毛器（长度、分布和排列特征等），伸缩泡（部

位/数量以及形成过程、排空间歇时间、是否有收集管等）、内质情况（是否存在特殊的油球、空泡、

结晶体、食物泡数目/分布特征等）、色素体的存在及体色等特征。将原生动物物种信息填写至附录C

中。每个样品应观察不少于2 - 3 个制作的原生动物活体装片。

活体计数

每隔24h对6.1中制备的活体培养液进行原生动物计数，步骤如下：

a）每次计数前，将培养皿中的活体培养液摇匀；

b）将活体培养液划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按照五点取样法（也可适当增加点数），每点取液

体 1mL 于载玻片上；

c）在显微镜下观察并计数，将获得的原生动物活体数量最大值填写至附录 C 中。

单个风干土壤样品中原生动物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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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每层中第m个取样点所观察的原生动物活体的数值，单位为个；

V 0 ——上、中、下每层所取的活体培养液总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N 0 ——每毫升活体培养液中原生动物活体的数值，单位为个；

V l ——6.1中加入的土壤浸出液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M s ——用于制备活体培养液的风干土壤样品重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N ——每克风干土壤样品中原生动物活体的数值，单位为个。

物种鉴定依据

对原生动物物种信息进行统计并填写物种相关信息（参见附录C）。

原生动物物种鉴定书目见附录D。

无法通过鉴定书目鉴定的物种，应从活体培养液中吸出单个原生动物，置于无菌孔板中，经25 ℃ 恒

温单克隆培养后由资深原生动物物种鉴定专家进行重复鉴定。

7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



DB23/T XXXX—XXXX

4

7.1.1 及时在现场做好样品保存，正确标识样品。

7.1.2 及时清洗所有接触过样品的采样器具，防止污染。

样品运输

7.2.1 根据采样记录核对清点样品。

7.2.2 运输中应仔细保管样品，避免强光照射。

样品的交接与记录

7.3.1 样品交接时，应办理正式交接手续，接收人员应检查样品状态并进行记录。

7.3.2 样品应有唯一性标识及检测过程中的状态标识，确保样品不会混淆。

物种鉴定

物种鉴定的质量控制如下：

a）活体培养液的制备过程及原生动物活体计数过程应设置平行样，平行样的测定结果用平均数表

示；

b）原生动物活体拍照资料应附上详细文字描述，包括物种形态学特征等信息；

c）原生动物新种经单克隆培养后由资深原生动物物种鉴定专家进行重复鉴定；

d）应当保存并更新相关的分类学文献。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表应有鉴定人、复核人、审核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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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样地基本情况记录表

采样地基本情况记录表样式如下：

采样地名称： 地点：

样地# 样方# 样地长度： 样地宽度： 样地面积： 取样深度：

经纬度：E N 样地序号：

采集日期： 时间：

采样人： 样品编号：

制表人： 样品采集目的：

土壤类型
□ 卵石 % □ 树木残干 %

□ 砂砾 % □ 其他（ ） %

样品采集

采样器具

如何采样

采样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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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土壤样品采样环境调查数据表

土壤样品采样环境调查数据表样式如下：

日期： 时间：

地点： 省 市 县 村

样地所属区域： 样地名称：

经纬度：E N 海拔高度 m

样地# 样方# 土壤类型：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调查人：

天气

情况

当前 过去 24 小时 过去 7 天有无大雨

暴雨（大雨） □ □

□ 是 □ 否

气温 ℃

其他

小雨（中雨） □ □

阵雨 □ □

多云 □ % □ %

晴 □ □

环境

特征

周围土地利用优势类型

□森林 □牧场/草原 □农业

□居民区

□商业 □工业 □其他

样地非点源（NPS）污染情况

□无 □某些可能污染源 □明显污染源

当地农田侵蚀情况

□无 □中等 □严重

采样地周边植被
优势类型 □ 乔木 □ 灌木 □ 草 □ 藤蔓

优势物种

稻田、湿地等类型的样地特征 进水流速 m/s
上方覆盖度 □半开阔 □半荫 □全荫



DB23/T XXXX—XXXX

7

C

土质

温度 ℃

总氮 （g/kg）

活性磷 （g/kg）

pH

土壤含水量 %

采样地周边

地表水特征

气味

□正常/无 □污物 □石油 □化学药品 □腥臭 □其

他

水表油污

□平滑 □闪光 □油珠 □斑块 □无 □其他

浊度（如未测量）

□清澈 □轻微浑浊 □浑浊 □不透明 □着色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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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原生动物物种信息统计表

原生动物物种信息统计表样式如下：

土壤名称___________样地编号___________采集时间___________
土壤类型___________定容体积___________鉴定人员___________

序号 门 纲 目 科
单位：104个/g

样品1 样品2 样品3 样品4 样品5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鉴定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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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原生动物物种鉴定书目

D.1 尹文英. 中国土壤动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D.2 沈韫芬. 原生动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D.3 宋微波. 原生动物学专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D.4 尹文英. 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D.5 尹文英. 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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