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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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建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吉林农业大学、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方海兰、张甘霖、王磊、刘静、窦森、周建强、张敬沙、夏箐、董

芳玢、陈琳、康永良、庞学雷、杨金玲、叶素芬、彭红玲、胡永红、商侃侃、张国威、张倩、

朱慧玲、朱煜、张峰、衣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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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表土的现场调查与评价、方案编制、表土剥离、表土运输、表土储

存和保育、表土再利用和项目验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占用、临时用地、土地整治等工作中涉及的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公园与绿地等地块的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活动，其他涉及表土剥离和再利用的活

动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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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433-2018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28407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GB/T 33891  绿化用有机基质 

GB/T 36197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CJJ 82-20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NY/T 2148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TD/T 1012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TD/T 1033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表土 topsoil / surfac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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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公园和绿地等地块上层能被剥离且肥力、耕性和生产性

能较好的土壤，其剥离的厚度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求量等确

定。 

3.2  

表土层 topsoil layer / surface soil layer 

土壤剖面最上部的层次，表土层植物根系密集，腐殖质和肥力较高，厚度一般为20 cm~40 

cm。对于长期耕作的土壤，可分为上表土层与下表土层；上表土层亦称耕作层，熟化程度

和肥力高，厚度一般为10 cm~30 cm；下表士层包括犁底层和心土层的上部分。 

3.3 

表土剥离  topsoil stripping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对具有再利用价值的表土进行剥离、收集的过程。 

3.4  

剥离率 ratio of stripping 

剥离区表土的剥离效率，即剥离区实际剥离土方量与设计可剥离土方量的比值。 

3.5 

表土储存  topsoil storing 

对已被剥离且暂未被利用的表土，进行临时堆放、储存并采取一定有效措施防止表土流

失或质量退化的活动。 

3.6 

表土再利用 topsoil recycling 

将剥离的表土再用于新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建设用地复垦、农用地整理、高标准农

田建设、生态修复、绿化景观以及其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的活动。 

3.7  

表土再利用率  ratio of topsoil recycling 

表土从剥离到再利用全过程的利用效率，也称为表土剥离利用的总效率，即实际利用表

土方量与设计利用表土方量的比值。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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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杂物  visible sundries 

土壤中肉眼可辨识且难降解的各种侵入体。如粒径>3 cm 的石块、建筑垃圾、金属物体、

塑料制品、防腐处理的木材、纺织物、玻璃和陶瓷的锋利碎片等。 

3.9 

表土有效土层厚度 available thickness of topsoil layer 

根据表土现场调查及现场采集代表性土壤样品的检测结果，确定为具有剥离和再利用价

值的土层厚度，单位为厘米（cm）。 

3.10  

土壤障碍因子  soil constraint factor 

土体中妨碍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的性质或形态特征。 

3.11  

表土清表  topsoil surface clearing  

表土剥离前清除地表植被、可视杂物的过程。 

3.12  

表土保育  topsoil conservation 

对已被剥离且短期内暂未被利用的表土，进行水土保持和培肥熟化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适用条件 

工程建设临时或永久占用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公园和绿地等土地或改变其土

地利用方式，应根据下列规定来评价该地块的表土资源是否进行剥离和再利用： 

a） 当土壤层次发育良好、肥力尚可、盐分和污染物未超标、易剥离、未有明显土壤障

碍因子时，应进行表土剥离和再利用； 

b） 当土壤 pH、有机质含量、盐分含量等指标不达标但易改良修复时，可组织专家论

证，决定是否进行表土剥离和再利用以及应采取的改良修复措施。 

c） 当土壤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超标且不易修复、或表土剥离难度大、或土壤已发生沙

化、盐碱化等退化现象且不适宜植物生长时，表层土壤不宜再进行剥离和再利用。 

d） 因抢险救灾等紧急情况临时占用或经县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不宜再利用

的表土不宜剥离。 

4.2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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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剥离和再利用的工作程序应按附录A的流程执行，应至少包括以下流程： 

a)  前期资料收集和准备； 

b)  现场调查与评价； 

c)  方案编制； 

d)  工程施工（表土剥离、运输、储存和再利用等）； 

e） 项目验收。 

4.3 目标 

评价适宜表土剥离的地块，表土剥离率应不低于 85%；剥离后表土的再利用率应不低于

85%。剥离的表土再利用时，其覆土厚度、有机质、酸碱度、质地、容重、水解性氮、有效

磷、速效钾或环境质量等关键指标应符合或经改良修复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应符合 GB/T 30600、NY/T 2148 的有关规定； 

b） 用于复垦的，应符合 TD/T 1036 的有关规定； 

c） 用于土地整治的，应符合 TD/T 1012 的有关规定；  

d） 用于绿化林业种植的，污染物应符合 GB 36600 关于第一类用地的污染风险筛选值

的有关规定，其它指标应符合 CJ/T 340 的有关规定； 

e） 用于农业生产的，污染物应符合 GB15618 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有关

规定； 

f） 用于无公害或有机农产品等其它生产的，还应符合其他相关标准。 

5 调查与评价 

5.1 调查前准备 

5.1.1 资料收集 

应按附录 B.1 的规定收集建设项目及其气候、水文、土壤、地形地貌、各种图件等资料。 

5.1.2 调查和采样器具 

应按附录 B.2 的规定准备现场调查和采样器具。 

5.1.3 技术人员 

土壤调查技术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具有相应的土壤学知识和野外调查经验。 

5.1.4 调查初步方案 

当各类建设占用表土资源面积<0.1 hm2 时，可不专门编制表土资源调查方案；当各类建

设占用表土资源面积≥0.1 hm2 时，宜按附录 B.3 的规定编制表土资源调查方案。 

5.2 拟剥离区调查和评价 

5.2.1 路线勘察 

路线宜选择垂直于主要地貌类型的断面线，用较短的路线了解拟剥离区的自然景观、土

壤类型、土地利用等概况。路线勘察时，应通过不同的地形部位，特别是一定的通视良好的

高程点；当调查范围较大或交通和地形条件不佳时，可采用航拍形式；丘陵和山区，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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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条件，分区分组进行；平原区可通过某些因素差异进行分组，不得已时则可直线穿插；

也可结合工程项目规划确定最优勘察路线。 

5.2.2 表土范围定界 

在路线勘察同时，可先从肉眼上判断拟剥离表土的分布范围，然后结合地形图、卫星图

片、无人机倾斜摄影建模等技术资料或手段对表土分布范围进行图面或电子定界；也可以结

合现场表土分布位置采用地理坐标定位仪进行卫星定位，确定表土分布边界。建筑红线或者

开发区边界的定位可以采用地形图和/或地理坐标定位仪进行定界，并标示于地形图或者电

子地图中，供后续制订剥离方案与开展剥离工程时使用。 

5.2.3 调查记录 

调查并记录用地类型、权属面积、地形坡度、砾石含量、地下水位、污染源、污染状况

和交通运输条件等情况。 

5.2.4 采样 

采样单元的划分应符合GB/T 28407第8章的规定；土壤的采集和贮存应符合GB/T 36197

的规定；表土层发育较厚的地块，应布置土壤剖面点，宜利用已有的天然断面，还可根据土

壤的层次变化挖掘土壤剖面坑；采样后应对采样结果进行详细记录。 

5.2.5 检测 

土壤pH、含盐量、有机质、质地和发芽指数5项指标是主控指标，为必检项目；其它指

标为一般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若无前期土壤污染物调查数据，农田和建设用地污染物指标应分别按照 GB15618 

和 GB 36600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测；若存在被污染历史或潜在污染源，相应的污染

物指标应作为必检指标； 

b） 若前期土壤污染调查数据未超标且之后无潜在污染风险，可不进行污染物检测； 

c） 其它指标或潜在土壤障碍因子可作为选检指标。 

5.2.6 表土质量评价 

表土的质量评价和等级分类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5.3 储存区调查和要求 

5.3.1 调查内容 

宜选用需要土地复垦、整理、开发等区域土地或弃土场作为储存区；在初步筛选储存区

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核实储存区地理位置、红线范围，并逐块（宗）调查用地类型、权属、

地势、地形坡度、面积、径流、排水、污染源、污染状况、地基承载力、地质灾害和交通运

输条件等情况。 

5.3.2 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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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 GB 50433-2018中4.2.5的有关要求，对储存区及周边自然环境、水土流失及水土

保持现状进行调查和描述，利用地形图和现场测量数据，确定合适的储存区位置，形成相应

图件。 

5.3.3 要求 

表土储存区应符合附录 D.1 的规定。 

5.4 再利用区调查和要求 

5.4.1 调查 

核查未利用土地、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废弃工矿用地、中低产田、绿化造林等表土再利

用区的地块位置、权属情况、地形地貌、土壤情况、排水和灌溉条件，并与剥离区或储存区

的交通运输条件等进行对比。 

5.4.2 要求 

表土再利用区应符合附录D.2的规定。 

6 方案编制 

6.1 总体要求 

6.1.1 应依据各地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结合城乡建设、农田建设、生态

建设和水土保持要求，编制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方案。 

6.1.2 方案应确保表土剥离和再利用与土地整治等其它需要表土资源项目的空间和时间合理

衔接，合理安排表土的剥离、运输、储存和再利用，遵循“应剥尽剥、能用尽用、即剥即用、

随剥随运、少储少运”的原则。 

6.1.3 方案应满足指导工程招标采购、工程施工、土壤储存管护、实施验收、档案整理等工

作的要求，并应“就近、方便、经济和效益最大化”。 

6.1.4 不同质量和层次的表土宜分类、分区剥离和堆放，并做好标识；表土资源应就地、就

近和分类再利用，分类再利用应符合附录 C.2 的规定。 

6.1.5 当各类建设占用表土资源面积<0.1 hm2 的项目可不专门编制方案，但需编制包含表土

方量估算与平衡、收集和运输线路等的施工计划。 

6.2 编制内容 

编制的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方案应符合附录 E 的规定；表土质量不能达标的应有土壤改

良修复方案。 

7 表土剥离 

7.1 剥离前准备 

7.1.1 剥离方式 

当剥离区面积小、地面起伏大且土层薄时，可选择人工剥离；当剥离区地面平整且土层

≥30 cm时，宜选用对土壤压实少的挖掘机进行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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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剥离厚度 

    表土剥离厚度不宜小于10 cm，土壤资源紧缺区域可放宽至5 cm；宜控制在30 cm~50 cm

之间，并应根据以下情况进行调整： 

a） 土层深厚、土壤深耕程度高或质量符合设计要求的，宜适当增加剥离的厚度，剥离

厚度可放宽到50 cm或以上，但宜在地下水常水位以上； 

b） 土壤稀少或贫瘠的区域，若犁底层和心土层质地尚可，可增加剥离深度； 

c） 黑土区根据黑土资源保护需要，应剥尽剥，不设厚度限制； 

d） 岩溶地区的耕作层、高寒草原草甸地区或土层较薄的地区宜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剥离

厚度； 

e） 当剥离厚度较大、土层有明显界限时（土壤类型、质量等级不同），应分层剥离；

可根据剥离设备，确定每次剥离的宽度、轴线及适宜剥离厚度； 

f） 剥离后直接覆土的表土，一次剥离厚度不应大于30 cm。 

7.1.3 剥离时间 

表土剥离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剥离过程中发生较大强度的降雨、降雪，应采取防护措施并立即停止剥离；宜选

择持续3天晴朗后的干燥天气剥离表土，以土壤田间持水量在50 %～80 %为佳，或

表土可捏成团，土团落地能自然散碎时进行；对降雨降雪过程中破坏的表土应及时

清除； 

b） 天气干燥时，宜缩短剥离时间； 

c） 为保护原有植被物种的，宜在植物结籽后进行； 

d） 为便于植物繁殖的，宜选择气候湿冷，避开植物繁育的高峰期； 

e） 对于冰冻地区，宜在剥离层化冻后、未冻结前进行； 

f） 剥离后直接利用的，应和覆土区做好工程时间衔接。 

7.1.4 技术交底 

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和施工单位开展技术人员培训、方案交底及图纸会

审工作，明确施工内容和技术指标等方案要求。 

7.2 施工 

7.2.1 表土清表 

剥离前应清理、移除剥离区中的地被植物以及树根、石块、建筑垃圾等可视杂物，收集

的表土应尽量不含可视杂物、硬黏土块或直径大于5 cm 的砾石。表土清表不应使用焚烧等

破坏表土和环境的方式。 

7.2.2 划分剥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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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表后应根据地形、土壤厚度、土壤均一性和作业难度等条件，将剥离区域划分出不同

的施工区，每个施工区宜再按条带划分具有同性质的剥离单元。根据划分的剥离单元进行测

量放线或放桩、编号，确定剥离单元剥离对象、范围、厚度和面积等。宜对剥离工作的临时

通道进行规划，随剥离的推进而在其后方设置连接通往储存区或者使用区域的临时通道。 

7.2.3 现场剥离技术要求 

现场剥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剥离区道路尚未通达的地块，应结合划分作业区修建临时施工便道，宜减少道路对

周边耕地的破坏； 

b） 在每一个作业区内逐条进行剥离，条带内剥离时，应按照条带状从一个方向逐步向

前剥离； 

c） 同一条带内有多个土层时，应分区、分层剥离；应先剥离耕作层，其次是犁底层及

以下；剥离前后的地面高程应与区域内高程协调一致； 

d） 当剥离区域具有一定坡度时，剥离条带主轴应与斜坡主轴平行，保持剥离前后地面

高程与区域地面高程协调一致； 

e） 剥离设备应减少对土壤的压实，宜运行于已经剥离完土壤的空地；自卸汽车不得在

尚未剥离的区域行驶； 

f） 剥离后的土壤不能及时转运时，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平地进行临时堆放，并对堆放区

域的土体采取覆盖和开挖临时排水沟等保护措施； 

g） 当剥离作业区域较大时，应对剥离作业区和未剥离区域进行分区管理，避免剥离设

备或作业人员破坏未剥离区域表土。 

7.3 记录和备案 

应及时记录剥离表土的土壤类型、厚度、单元范围与面积、土方量、运载车辆等信息，

并建立备查档案。 

8 表土运输 

8.1 表土运输应遵循线路最短、成本最低的原则；应优先选用现有道路和便桥，合理安排运

输点、运输线路；土壤每次运输应一次性运至目的地。  

8.2 应根据剥离区、储存区和再利用区的地形、运输距离和条件，合理选择运输机械。宜选

用自卸汽车、铲运机和翻斗车，近距离运输也可选装载机；机械工具应先清洗干净。不需要

储存的表土运距应不超过机械的最佳运距。 

8.3 表土运输过程中应减少对未剥离表土的碾压，当难以避免时，可覆垫钢板减轻施工对表

土的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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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剥离区表土装车时，可采用挖掘机或装载机沿着挖掘面顺序施工。储存区土壤装车时，

可采用挖掘机或装载机由上及下，按顺序装车。挖运同时，应对土堆边缘和表面进行修整，

保持边界的平整。 

8.5 表土运输途中应采取覆盖保护措施，宜选用有自动盖板的运输工具，应在指定的运输线

路上行驶。 

8.6 表土卸载过程中应减少对表土的碾压，宜沿同一个方向保持用后退的方式卸土，并配合

装载机和推土机推平、堆置。 

8.7 不应在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状况下装卸和运输表土。 

8.8 分类剥离或分类储存的土壤，应按不同类型单独装车。 

9 表土储存和保育 

9.1 一般规定  

9.1.1 剥离的表土应尽量做到“即剥即用”，不能同步进行的，应建立储存区储存剥离的表

土，并应尽量缩短储存时间，最长储存时间不宜超过3年。 

9.1.2 根据表土储存时间长短，储存区分为长期和临时 2 种，应分别符合下列规定： 

a）长期储存区应符合附录 D.1 的规定，堆放在平原区应做好排水设计，堆放在丘陵区 

应做好防洪安全设计； 

b）临时储存区宜在工地临时设置，可选择运输方便、水土流失少、成本低及对周边环 

境影响小的区域，宜满足下列条件： 

―― 时间较短（一般少于 3 个月）； 

―― 距离剥离区较近（一般是推土机能适合运输的范围，不超过 1 km）； 

―― 单个堆体较小； 

―― 不要求造型和防护（雨季除外）。 

9.1.3 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等级的表土，宜进行分类、分区堆放，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上表层与心土层的土壤宜分类堆放； 

b）可用于耕作层的优质土壤与用于基础土地平整的杂土应分类堆放； 

c）存在土壤障碍因子时，主要障碍因子不同的土壤宜分类堆放； 

d）单层堆放高度不应大于 50 cm。 

9.1.4 表土堆放过程应减少表土破坏，应避免机械过度辗压；应依据现场情况，在核实表土

储存量和再利用率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储存施工措施及必要的土壤保育措施。 

9.1.5 土堆之间可不用隔挡材料，确需隔挡材料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土壤堆放2年以内，土堆之间、土堆与道路之间可用30 cm~50 cm 装土的草袋或编织

袋隔挡； 

b) 堆放时间超过2 年或地形坡度较大的，宜用干砌石或浆砌墙隔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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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在清理施工机械和设备的机械废油等有害物质时，应集中收集后妥善处置；不应在表

土堆放点附近焚烧油毡、塑料、皮革等产生有毒有害烟尘气体的物质。 

9.1.7 表土的堆置应尽可能一次性完成；已储存的土壤，不应在储存区内二次转移。 

9.2 储存 

9.2.1 储存区场地建设 

9.2.1.1表土堆放前应规划建设好储存区的进出通道、堆放区、排水沟和防护大棚，便于现场

操作。 

9.2.1.2 根据堆放高度计算场地的承载强度要求，并依据当地土质情况复核承载能力，对于

低于承载强度要求的，应采用土工材料进行场地加固处理。 

9.2.1.3 储存区周围应开挖排水沟，地形平缓的储存区宜采用三面夯实土质水沟，水沟坡比

为1:0.5～1:1.0，坡度较大储存区的排水沟可适当硬化；排水沟可以直接通河道，没有河道的，

直接进入集水井，经过多级沉淀池后利用强排的方式排入现有河道或进入现有排水设施。 

9.2.1.4 储存区与外部连接宜利用现有路网，可修建临时施工便道，但不宜对周边耕地造成

破坏。储存区内道路宜环状或居中布置，大型储存区宜在下游设置机械停放、维修区域，该

区域与土堆最近距离不宜小于3 m，中间宜开挖隔油沟。在机械通行的主要道路与土堆之间

应开挖隔油沟。 

9.2.1.5 场地交付使用前应清基和平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储存区范围内的树根、石块、建筑垃圾等可视杂物； 

b） 确定推土机运行线路，对堆放区域进行平整；若堆放时间不长，地面适当整理即可； 

若堆放时间较长，可利用推土机或压路机对储存区地面进行压实；具备条件时，可 

进一步采用土工布等与原地表进行分隔。 

9.2.2 堆放和要求 

9.2.2.1 堆土工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土方堆放应由内向外进行，依次向入口处推进； 

b） 应沿等高线位置堆放土方，且相邻土堆体之间应专门设置能满足施工车辆通行要

求的隔离带，施工机械不应穿越已堆积的土壤； 

c） 当土壤手捏可成团时，应停止堆放。 

9.2.2.2  土壤堆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储存区内土壤堆放应减少占地面积，合理紧凑； 

b） 储存区的表土堆放高度应符合堆体稳定性设计要求，可设置为台体或圆锥体； 

c） 堆体高度不宜超过4 m，最大坡度不应超过1：2（竖向：水平），堆体边长或直径

宜<20 m，单个土堆的体积不应大于5000 m3，表土堆高示意图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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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储存区面积不足，机械条件能满足，土质比较黏重，可以考虑适当增加堆放高度，

但最高不应超过5 m。 

图1 堆高示意图 

9.2.2.3 堆土时，应边堆放边加固土堆边缘，做到土堆坡面平整；在每个工作日施工结束时，

应做到土堆表面平整；当遇到雨雪等天气，应中止堆土，待干燥后再继续堆土。 

9.3 保育 

9.3.1 土堆完工后，应根据堆放的时间选择表土保育方式： 

a） 堆放半年之内的，可用防尘网、塑料膜、土工布或草栅进行遮盖保护； 

b） 堆放时间超过一年的，覆盖前宜播撒一年生或多年生浅根草类种子，可适量施肥培

肥土壤，注意防治病虫害； 

c） 可用简单的遮盖物、填土编织袋来挡土，也可用挡土墙防护；若用挡土墙，其设计

应符合GB 50433的相关规定； 

d） 表土堆完成后，应在土堆上坡面处开挖截流沟，在堆放场内做好拦、排水设施，防

止雨水对堆土场下方的土壤造成水力侵蚀；排水沟设计应符合GB 50433的相关规

定，设计标准采用10 年一遇。 

9.3.2宜建立储存区表土信息档案，宜包括土壤类型、来源、主要理化性状、堆放位置、堆放

时间、堆高、土量或位置图等内容。 

9.3.3 宜定期巡视并进行排水、清除杂草等维护；开展必要的表土质量定期监测或管护考核。 

10  表土再利用 

10.1 一般规定 

10.1.1 回覆的表土质量应优于再利用区原有的土壤质量，不同质量等级的表土资源应分类

再利用，应符合附录 C.2 的规定；应综合考虑回覆表土和再利用区原有土壤的性质，酸化

土壤改良宜选用 pH＞7.0 的表土，碱性土壤改良宜选用 pH＜6.5 的表土；砂质土壤改良宜选

用粘质的表土，粘质土壤改良宜选用砂质的表土。 

10.1.2 表土再利用的回覆厚度宜≥20 cm，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用于耕地的，覆土后新土层厚度应符合GB/T 33469-2016附录B中不同区域有效土层

厚度的指标要求； 



GB/T ****—2022 

 12 

b） 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覆土后新土层厚度应符合TD/T 1033或NY/T 2148的规定； 

c） 用于土地整治项目的，覆土后新土层厚度应符合TD/T 1012的规定； 

d） 用于生态修复和绿化景观的，覆土后新土层厚度应符合 CJJ 82-2012 表 4.1.1 的规定。 

e） 其他用途的应符合现行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10.1.3 同一区域内同时存在多个土壤改良目标时，应遵循“就近、方便、经济和效益最大

化”的原则；应优先利用现有路网，道路未通达的可修临时施工便道。 

10.1.4 表土回覆应避开雨雪天，必要时可临时开挖排水沟。 

10.1.5 表土回覆设计应绘制表土再利用及其辅助设施的工程布局图和工程设计图，标明土

壤利用地块（宗）及其辅助设施的位置、规模等，明确工程施工条件、施工方法、施工要

求、质量标准等。  

10.2 施工 

10.2.1 放线 

确定好符合附录D.2规定的再利用区后，可通过画线等方式明确再利用区范围；并根据

种植要求和区域设计，划分表土回覆单元，确定每个回覆单元的覆土范围和厚度，明确回覆

表土的来源和土方量。 

10.2.2 清障 

覆土前应清除再利用区内土壤中的树根、石块、建筑垃圾等可视杂物，保证覆土面的清

洁。 

10.2.3 平整 

应按照再利用区的设计高程，扣除设计覆土厚度，确定覆土前的地面高程，根据该高程

进行地面的平整；当再利用区高差较大时，应采用其他土方平整地块后再回覆表土；如有灌

排设施，应在灌排设施修筑完成后再进行地面的平整。 

10.2.4 回覆 

地面平整后进行表土回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面积较大时，宜划分网格，确定分区卸土和覆土范围； 

b） 覆土应在土壤干湿条件适宜情况下进行，并应避开雨期，必要时开挖临时排水沟； 

c） 卸土宜按照种植方向以逐步后退方式进行； 

d） 覆土厚度应均匀，必要时，应先进行覆土试验，确定控制设计标高，覆土厚度宜高

于设计厚度20 %，以确保沉降后的厚度达到设计要求；若仍不能满足设计厚度要求，

应采用人工进行布局，再次覆土； 

e） 覆土完成后，应采用低荷重机械或耙犁进行平整。 

10.2.5 翻耕或压实 

表土回覆后，土壤容重应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当土壤过于紧实时，应采用旋耕机或

人工进行土地翻耕，保障土壤的疏松度；当土壤过于疏松时，可适当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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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种植 

应根据设计或季节适宜情况，及时种植植物，加快表层土壤结构的形成；同时结合增施

有机肥、绿肥轮作、有机覆盖等措施，不断培肥地力，逐步达到设计地力水平。 

11 项目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 在表土剥离工作或剥离表土再利用阶段工作完成后，应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及已制订的

方案，及时组织验收；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开展后续工作。  

11.1.2 验收应以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剥离利用方案、招投标文件、工程合同等为依据，

查验表土剥离和再利用的任务目标、工程质量和档案整理等工作完成情况。 

11.1.3 项目验收宜以直接进出平衡管理优先，可单个或多个项目验收，可以项目为单位整

体或以剥离（含运输）、储存、再利用等分项工程为单位分阶段验收；若与土地整治、高标

准农田和生态修复等其它项目共同实施的，可以根据其它实施项目的规定，对表土剥离和再

利用情况一并进行验收。 

11.2 验收内容 

11.2.1 资料审查 

主要审查前期调查评价、勘察设计和方案以及工程施工和储存区管护和土壤监测整个

过程形成的文件、图件和影像等资料；审查资料可参考表F.1验收表中“审查资料”栏目执

行。 

11.2.2 现场核查 

主要核查剥离区、储存区和再利用区现场实际完成情况，以及工作内容与内业资料记

载的一致性、与相关技术标准的相符性；现场核查可参考表F.1验收表中“现场核查”栏目

执行。 

11.3 验收资料总结归档 

将验收过程形成的全部材料总结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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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流程  

A.1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流程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流程见图 A.1。 

 

图 A.1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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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表土资源调查前期准备和方案编制 

B.1 资料收集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作涉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绿化、林业、水利等多个部 

门，项目实施前，应注重做好同各个部门资料的收集，充分利用最新的国土调查、土壤调查、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最新成果，收集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a） 建设项目资料：包括项目可能涉及到的占用表土资源或表土资源可再利用的国土空

间规划、整治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绿化景观等建设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

测绘成果、计划进度等资料； 

b） 气候：平均温度、积温、降水量和分布、蒸发量、无霜期和灾害气候等； 

c） 水文：区域及可能影响的周边区域水源类型（地表水、地下水）、水量、水质以及

特征； 

d） 土壤：拟剥离区、再利用或储存区域的县（市、区）级最新国土调查、耕地质量等

级评价和监测、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等最新调查成果，含土地权属、土地类型、

耕地等别、土壤类型、土壤分布和土壤质量等；土壤质量包括土壤质地、养分、表

土有效土层厚度、盐碱状况、剖面构型、障碍特征、侵蚀状况、污染状况、保水供

水情况、砾石含量等； 

e） 地形地貌：地貌类型、海拔、坡度、坡向、坡形和地形部位等； 

f） 各种图件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土壤普查成果图、基本农田保护区

规划图、主要污染点位图、农田水利分区图、施工图、交通图等； 

g） 其他资料：项目调查方案、表土剥离技术工作流程、进度计划、交通运输、储存场

地等条件等。 

B.2 调查和采样器具 

调查和采样器具包括： 

a） 工具类：铁锹、铁铲、土钻、削土刀、竹片以及适合特殊采样要求的工具，对长距 

离或大规模采样需车辆等运输工具； 

b） 器材类：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罗盘、照相机、标本盒、卷尺、标尺、环刀、铝 

盒、样品袋、样品箱以及其他特殊仪器； 

c） 文具类：样品标签、记录表格、文件夹、铅笔等； 

d） 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工作鞋、工作帽、常用药品等。 

B.3 调查方案的编制 

表土资源的调查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规定：  

a）土壤污染类型和程度评判：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类土壤调查成果，若无应申请专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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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进行土壤污染调查，了解表土资源的污染类型和程度，对有潜在污染物超标或其 

它土壤障碍因子的应加密采样或增加检测项目，在调查方案中提出针对性的改进 

和预防措施； 

b）确定调查方式：采取内业资料收集和外业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内业资料收集是 

基础，外业实地调查是对其的核实、补充和完善； 

c）确定调查内容：应参考表B.1的规定确定现场调查内容，宜根据表土资源保护目标 

和前期收集资料增加或者减少调查内容； 

d）确定采样频率：土壤采样密度宜控制在每组0.5 hm2~20 hm2，不足0.5 hm2的按0.5 hm2 

计，每个表土剥离项目应至少采集一个土壤剖面，成土条件不一致或立地条件差别大 

的地块应分别采集有代表性土壤剖面；有潜在污染或土壤障碍的应增加采样频次； 

f）其他：调查方案还应包含时间、地点、人员、采样密度和调查行走路线等。 

表B.1 表土现场情况调查表 

序号  现场调查项目  实际情况描述 /测定/记录  

1 土源位置（定位） 经度：                  纬度：  

2 地形坡度/坡向  

3 土壤侵蚀类型/程度  

4 地面平整度  

5 
土地利 

用形式 

现有  

历史  

6 
地表 

概况 

植物长势  

地表水  

7 

土壤 

 

剖面 

表土有效土层厚度（cm）  

土壤剖面深度（cm）  

构

型 

类  型  

障碍层出现位置 

（离地表距离（cm）） 
 

障碍层厚度（cm）  

8 成土母质  

9 地下水埋深（cm）  

10 可视杂物 （量的多少及清除难度）  

11 砾石含量（量的多少及清除难度）  

12 
周边 

概括 

路况（运输方便与否）  

潜在污染源及影响程度  

13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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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表土质量评价和等级分类 

根据剥离区表土现场调查、样品的检测结果，开展拟剥离区表土资源的质量评价和等级

分类。 

C.1 表土质量评价单项指标及分级 

表土质量评价单项指标及分级标准见表 C.1。 

表 C.1  表土质量评价单项指标及分级标准 

 

评价指标  
质量等级 a 

1级 2级 3级 4级 

酸碱度  6.5~7.5 5.5~6.5，7.5~8.0 4.5~5.5，8.0~8.5 ＜4.5或≥8.5 

含 

盐 

量 

EC值（mS/cm）  <1.2 1.2 ~1.5 1.5 ~1.8 ≥1.8 

易溶盐主

要成分  

（g/kg）  

Na2CO3 ＜0.8 0.8 ~1.8 ≥1.8 - 

 NaCl ＜1.2 1.2 ~2.4 ≥2.4 - 

 SO4
2- ＜2 2 ~3 ≥3.5 - 

有机质（g/kg）  ≥30 30 ~20 20 g~10  <10  

质地b  壤质土  黏质土  砂质土  砾质土  

发芽指数（%）  ≥100 85~100 70 ~85  <70  

表土有效土层厚度（cm） ≥50  50~25  25~10 ＜10 

砾石含量（%）  ＜2  2 ~5 5 ~10  ≥10 

地形坡度（°）  ＜2  2~8  8 ~20  ≥20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c（cm） 60 ~90 30 ~60  10 ~30  ＜10  

注：a 分级界限下含上不含； 

b 壤质土包括黏壤土、粉（砂）质黏壤土、砂质黏壤土、壤土、砂质壤土、粉（砂）壤土； 

黏质土包括黏土、砂质黏土、粉（砂）质黏土；砂质土包括砂土、壤质砂土、粉（砂）土；

砾质土：砾石含量≥10%； 

c 若这些障碍层在距地表≥90 cm处或在拟收集的表土层以下出现，则不算作障碍层次。 

C.2 表土资源质量等级划分和分类再利用 

可参照表 C.1 和表 C.2 的规定将表土资源分为 I 类、II 类和 III 类 3 个等级，不同质量

等级表土分类再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a）Ⅰ类表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土壤环境良好、易剥离且未有土壤障碍因子，应优 

先对其进行保护和剥离；耕作层 I 类表土剥离后可直接用于植物种植，应优先用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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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中、低产田改良，被污染耕地治理，新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以及高标准

农 

田建设； 

b） Ⅱ类表土：土壤层次发育和肥力尚可、或盐分含量或非严重毒害污染物等指标不达

标但易改良修复、或有一定的剥离难度且经处理后方可达到剥离条件，剥离后应进

行土壤改良或修复且优先用于生态多样性保护、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绿化景观等

生态修复工程； 

c）Ⅲ类表土：有效土层厚度薄、肥力差、盐分和污染物超标且不易改良修复、剥离难

度大，不宜进行剥离和再利用；土壤资源紧缺地区，如果pH值、表土有效土层厚度、

障碍层深度、地下水位、地形坡度、砾石含量中有3个（含）以下指标达不到剥离条

件，且与限值相差20 %以内，可组织专家论证，决定是否可进行剥离以及剥离后利

用前采取的措施。 

表 C.2 表土质量评价和等级分类表 

序号 评价因子 Ⅰ类表土 Ⅱ类表土 Ⅲ类表土 

1 pH 1 级 2 级、3 级 4 级 

2 含盐量 1 级 2 级 3 级 

3 有机质 1 级、2 级 3 级 4 级 

4 质地 1 级 2 级、3 级 4 级 

5 发芽指数 1 级、2 级 2 级、3 级 4 级 

6 
表土有效

土层厚度 
1 级、2 级、 3 级 4 级 

7 砾石含量 1 级 2 级、3 级 4 级 

8 地形坡度 1 级、2 级 3 级、4 级、5 级 6 级 

9 
障碍层 

深度 

1 级或在拟在收集表土

层之下 

2 级或拟在收集表

土层之下 

3 级或与拟收集表土

层混杂 

10 可视杂物 无或易清除 局部有，但可清除 较多且难清除 

11 地下水位 ≥ 80 cm ≥ 50 cm < 50 cm 

12 
地面平整

度 

地块规则平整，无塌

陷 

地块较规则平整，

有少量塌陷 

地块不规则平整，塌

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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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储存区和再利用区要求 

D.1 储存区 

表土的储存区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有较便利的交通条件，与表土剥离区或再利用区距离较近，面积可满足土方堆放 

要求； 

b） 平原区地势平坦，地形坡度小于2°；丘陵地区地质结构稳定，无河沟干扰； 

c） 应具备排水、防洪条件，不会产生积水和水土流失或经水保措施处理后可以避免； 

d） 非土壤污染区、地质虫害频发或隐患区水源保护区，附近无污染源，地表未被污染； 

e） 满足地表承载力与周边环境的安全要求，不在城镇村庄、主要道路、水源地、重要

河流、基本农田等重要区域和其他保护区的范围内，远离构筑物、河道、地下管道

和基坑等地下压实敏感区域，确保在安全范围以外； 

f） 具备运输、装卸等机械设备通行条件； 

g） 宜修建在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并位于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 

D.2 再利用区 

表土的再利用区应符合以下规定： 

a）绿化种植、林业生产、临时用地复垦、土地整治工程和石漠化治理的区域，可直接

作为再利用区域； 

b）优先选择已经正在实施的或者即将实施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或绿化林业种植项

目； 

c）优先用于复垦无耕作层或是耕作层浅薄、贫瘠的耕地质量提升，其中水田耕作层厚

度小于15 cm、旱地耕作层厚度小于20 cm、有效土层厚度小于30 cm、土壤有机质含

量低于10 g/kg； 

d）优先用于地形坡度<8°、排水体系（包含抽排）较全、灌溉系统良好、灌溉保障率基

本满足、用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灌溉的区域； 

e）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应满足GB 15618 的规定，绿地、林地土壤环境质量应满足CJ/T 

340的规定； 

f）应为非地质灾害点、洪水冲刷区； 

g）应有基本的交通条件，与土壤剥离区或储存区距离较近； 

h）覆土后土壤质量提升明显、综合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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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方案编制 

编制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1 基本情况 

简述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明确项目实施主要技术流程，明确剥离土方量、剥离率、

再利用土方量、再利用率等目标及年度实施计划等。 

E.2 区域（拟剥离区、储存区、再利用区）选择 

E.2.1 遵循经济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根据调查和评价的结果，明确表土剥离的地块和区域，

注明表土资源分布有效范围、等级和剥离厚度，在现场和地形图上标记表土收集界限，有条

件的可编制表土收集分布图或划分分类收集区域。 

E.2.2 对不能做到“即剥即用”的表土资源，应选择存放在储存区。 

E.2.3 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项目、土壤改良、建设用地复垦、绿化和林业种植等

建设活动计划，选择表土的再利用区。 

E.3 表土土方量计算与平衡 

E.3.1 应根据剥离区的调查结果，考虑施工技术要求，根据表土质量等级（或特征），结合

田块、自然边界、图斑，划分剥离单元和表土有效土层（剥离厚度）；再根据单元面积和剥

离厚度计算剥离土方量，形成相关图件。 

剥离土方量计算方法见式（1）： 

Q=∑（Hi×Si）         …………………………..（1） 

式中： 

Q  ― 剥离区剥离土方量（m3）； 

Hi   — 第i个表土剥离单元的剥离厚度（m）； 

Si   — 第i个表土剥离单元的剥离面积（m2）。 

E.3.2 应按不同分区设定土壤剥离率，丘陵山地区的剥离率应不低于85 %，平原区的剥离率

应不低于90 %。 

剥离率计算方法见式（2）： 

 N=（Q/Qp）×100%            …………………………..（2） 

式中： 

N — 剥离率； 

Q — 剥离区实际剥离土方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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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 — 剥离区应剥离土方量（m3）。 

E.3.3 应根据储存区调查评价结果，确定储存区、储存高度、储存量，形成相应的图件。 

储存土方量计算方法见式（3）： 

Qr=∑（Vi*Cr/Cp）    …………………………..（3） 

式中： 

Qr — 储存区表土储存土方量（m3）； 

Vi — 第i个表土储存土堆体积（m3）； 

Cr — 表土储存区土堆土壤容重（Mg3/m3）； 

Cp — 表土剥离区土壤容重（Mg3/m3）。 

E.3.4 应根据再利用区的情况和设计方案确定拟再利用的田块或图斑、覆土设计高程、覆土

厚度和再利用土方（覆土）量；形成相应的图件。 

再利用土方量计算方法见式（4）： 

Qm=∑[（Hn-Ln）×Sn]×M   …………………………..（4） 

式中： 

Qm — 再利用区土壤土方量（m3）； 

Hn — 第n个再利用区的预计耕作层厚度（m）； 

Ln — 第n个再利用区的原耕作层厚度（m）； 

Sn — 第n个再利用区的面积（m2）； 

M — 土方冗余系数，受运输、施工、项目规模、土壤质量等因素影响，取值1.05-1.20。 

E.3.5 应按不同分区设定土壤再利用（回覆）率，丘陵山地区的再利用率应不低于85 %；平

原区的再利用率应不低于90 %。 

再利用率计算方法见式（5）： 

Z=Qd/Qs     …………………………..（5） 

式中： 

Z — 土壤再利用率； 

Qd — 再利用区实际回覆土方量（m3）； 

Qs — 剥离区可剥离土方量（m3）。 

E.3.6 土方平衡应预留项目内土地复垦、场地恢复、绿化景观等其他生态治理或修复工程用

土。 

E.3.7 应当根据剥离量和再利用量的计算结果，进行土方量平衡分析。当剥离量大于再利用

量时，应调整再利用区面积和回覆厚度，或增加储存区的储存量，直至剥离量和再利用量基

本平衡；当剥离量小于再利用量时，宜增加安全、质地较好的心土层剥离厚度，用于再利用

区覆土。 

E.4 收集线路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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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1 表土收集线路应最大限度减少对表土的碾压破坏，充分利用已建成道路。 

E.4.2 应做到一个地块只有一条碾压表土的通道，可在道路上铺设钢板；或先剥离、收集和

归堆通道上的表土。 

E.4.3 整个施工期间机械装置应按预设的路线行驶，其中表土剥离机械应按后退式路线行

走，禁止机械在表土上恣意碾压。 

E.4.4 定期清理铺设的钢板及收集设备带来的铁锈、油污、淤泥等污染源。 

E.5 运输线路制订 

E.5.1 运输应遵循线路最短、成本最低原则，合理安排运输点、运输路线。 

E.5.2 当剥离区和再利用区之间直接对应时，应按照运输线路最短的原则，设计剥离区和再

利用区之间的土方运输线路。 

E.5.3 当剥离区和再利用区之间不能对应时，应开展不同区域之间的运输线路优化设计，设

计不同的运输线路，选择运输成本最低的土方运输线路。 

E.5.4 当剥离区土方暂时不用于再利用区时，可在剥离区和再利用区之间就近选择储存区，

堆存多余的土方，分别设计由剥离区到储存区、再由储存区到再利用区的土方运输方案。 

E.5.5 根据上述运输线路，绘制不同方案的土方运输路线图，并标明不同运输路线的土方量

和不同单元的土方量。 

E.5.6 运输线路设计时应考虑防止土壤流失和尘土污染的措施。 

E.6 实施组织 

E.6.1 表土收集和再利用工程涉及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权属者、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第三方检测等服务单位，应明确各方职责、组织协调各方有序实

施。 

E.6.2 根据剥离区、储存区和再利用区调查结果，结合土方平衡计算、收集和运输线路选择，

科学编制施工方案，并拟定施工计划进度安排。 

E.6.3 通过技术对比，因地制宜的选择各施工工序的施工工艺、生产材料、机械设备和施工

方法，严格控制工程质量。 

E.6.4 根据表土剥离、储存和再利用各施工场地自然、交通、水电供应条件，提出应对不利

影响的应对措施。 

E.6.5 剥离的表土，优先用于原位的植物种植，未利用的表土应根据储存区规模、地理位置

和储存周期等因素，提出储存区管护措施和土壤监测方案。 

E.7 实施计划 

明确现场调查与评价、方案编制、表土剥离、运输、储存和再利用等工期的计划进 

度以及各个工序的工程量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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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投资估算 

E.8.1 计算表土剥离、运输、储存和再利用的工程量，分别计算调查评价、表土剥离、不同

运输路线、储存、再利用（包括土壤改良和回覆）各阶段费用和全过程总费用，编制投资预

算书。 

E.8.2 土方运输单价可参考《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或根据当地市政建设等预算

定额进行计算，也可直接采用当地公布的不同货品公路运输单价。 

E.8.3 充分利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资金，结合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优先支持建设占用耕地表

土剥离运输、储存和再利用等工程费用支出；与相关农田建设、绿化景观等项目相结合，同

步设计、同步实施，发挥资金整体效益；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表土剥离和再利用项目，建立表

土交易新机制。 

E.9 保障措施 

    明确组织机构和有关制度，为表土保护和再利用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明确资金来源，提出资金投入月度进度计划，明确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附图：如土方运输路线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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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 

验收申请表  

表 F.1 验收申请表  

项目名称  

  ****   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我单位因  ****  项目建设占用  ****  地块，其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工程  ****  单

位施工，目前已完成表土剥离和再利用方案规定的工作内容，其工程质量和目标符合相关要

求，工程资料整理完毕，现申请验收。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验收阶段 
□整体验收      

□阶段验收：□剥离工程（包含运输）   □储存工程   □再利用工程 

验收材料 

□前期调查、勘察设计和土壤质量评价资料； 

□施工各个环节和过程资料； 

□相关过程图件、影像资料等。 

验收标准 

表土剥离 

整体要求：是否按照编制的方案要求实施  

剥离率：不低于 85%  

剥离厚度：是否做到应剥尽剥，是否清运完毕  

表土质量：Ⅱ类及以上  

其他：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污染等风险防范措施

是否到位 
 

表土运输 

运输线路：运距最短、成本最低  

防护措施：是否遮盖  

运输机械：是否匹配距离和地形条件  

表土储存 

储存区环境：是否远离污染源、生态保护区、

地质灾害易发区 
 

表土堆放：是否分层、分类  

堆体要求：不超过 5 m、坡度不大于 1:1  

土壤保育：是否防护、定期监测土壤质量  

表土再利用 再利用率：不低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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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工艺与机械：匹配地形条件  

土壤利用情况：土壤利用方向实施方案一致  

再利用后土壤质量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其他：现场安全事故、水土流失、环境污染防护

设施设置情况等。 
 

审查意见 

□符合要求，同意验收 

□不符合条件，满足条件后再报，原因：       

 

 

  ****  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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