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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等因素组合和物元分析的耕地质量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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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科学测算和评估耕地质量潜力，以河北省涿州市为研究区，以 ４００ｍ×４００ｍ规则网格为评价单元，基于

涿州市 ２０１３年耕地质量等别数据，运用改进的因素组合法、层次分析法、物元分析模型等，分别计算耕地整治的自

然质量潜力和利用质量潜力。研究结果表明：灌溉保证率和有机质含量是涿州市耕地自然质量的可改造限制因

素，且灌溉保证率是主导限制因素；涿州市耕地基础设施水平整体偏低，应通过水利灌排、田间道路修建、增加防护

林等工程改善利用条件。通过提升可改造限制因素和影响土地利用系数的指标值，涿州市耕地质量国家自然等、

国家利用等可分别提升 ０５３等、０７３等。提出的研究方法为精细化评估区域耕地质量、制定县域土地整治规划提

供了方法参考。

关键词：耕地质量潜力；物元分析；可改造因素组合；涿州市；土地整治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８１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０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０ ０６）
作者简介：赵冬玲（１９６１—），女，副教授，主要从事工程测量及航空摄影测量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通信作者：杨建宇（１９７４—），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３Ｓ技术及其土地应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ｃｊｙｙａｎｇ＠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１　ＬＩＮＳｈａｎｇｗｅｉ１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１，２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１，２　ＨＥ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１　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ｅｔ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ｔｗｏ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ｏｆ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ｆ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ｓ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ｌｉｆ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ｗａｓｗｏｒｋ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ｅ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ｉ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ｉｄ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ＩＳｏｒＲ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１７４
ａｎｄ１６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ｗａ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０８７，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０８３．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ｒａｄｅ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ｄ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０５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０７３．Ｔｈｅ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土地整治，特别是耕地整治在保证中国粮食安

全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

用
［１］
。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是编制土地整治规划的

重要前提和基础，对确定区域土地整治的目标与方

针、划定土地整治区和指导区域土地整治活动等具

有重要的意义
［２－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国务院批复
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提出了
“十三五”时期全国经过土地整治的基本农田质量

平均提高１个等级，全面提升耕地数量质量保护，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补充优质耕地
［６］
。由此可见，耕地整治质量潜

力测算是新时期、新规划下开展土地整治的重点研

究内容之一。

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对耕地整治质量潜力进行了

探索，为耕地质量潜力评价提供了借鉴。国外土地

整治历史可追溯到 １８世纪，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其中德国在土地整治技术方面具有领先地位，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普遍应用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
建立土地整治信息系统（ＬＥ ＧＩＳ），并且能运用 ＧＩＳ
技术对整治前后的地块价值进行评估，其指标体系

构建重点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个方面，通过采

用指标评价法和应用 ＧＩＳ对土地景观结构在某种程
度上受到土地整治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的时空尺

度下土地景观结构与土地整治工程的联系
［７－９］

。我

国土地整治虽起步较晚，但相关学者也进行了大量

研究，从研究思路上看，起初只是对耕地整理潜力测

算进行简单的研究探索
［１０－１１］

，其中主要代表是基于

省级农用地分等数据，采用农用地分等自然质量参

评因素及权重进行土地整治质量评价
［１２］
，随后出现

了在农用地分等计算体系中，通过甄别敏感因素及

稳定因素，增加自然质量和利用水平修正因素，并以

此建立新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１３－１４］

；从研究方法上

看，主要包括耕地质量指数加权法、最高等别法、耕

地产能评价法、修正法、预评价法、熵权法、因素组合

法
［１５－２０］

、热点分析法等
［２１－２３］

。

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进展可知，现阶段，土地整

治工程在田块平整、田间道路、农田林网兴建等改善

农田生产环境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
［２４］
。如

何开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

收入、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的综合整治已

成为研究的焦点。但相关领域始终没有一套灵活、

适用性广泛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且基于潜力计

算方面的分析评价方法较少，传统的因素组合法只

考虑了得分低于目标值的因素，并未考虑其可改造

程度，导致组合计算过程繁琐且对结果判定造成了

干扰。并且修正的评价体系无法揭示土地整治工程

提升耕地质量等别的变化情况，测算结果往往夸大

了土地整治措施对耕地质量潜力提升的能力。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方法的不足，提出改进的因

素组合法，通过建立一套可改造因素组合判断流程，

找出符合研究区实际情况的可改造限制因素，进而

测算出耕地自然质量潜力；其次，利用物元分析模型

对构建的土地利用系数评价指标进行关联度计算，

最后测算出耕地利用质量潜力，从而指导土地整治

规划，为最终实现耕地质量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涿州市地处河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平原，地

理位置为１１５°４４′～１１６°１５′Ｅ、３９°２１′～３９°３６′Ｎ。地
质构造属太行山山洪冲积扇，结构稳定地形平坦。

境内地形总体特征是西高东低，全境地处太行山前

倾斜区，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 ６９４ｍ，最低
海拔１９８ｍ，地面坡降 １／６６０左右。地貌形态受拒
马河冲积影响，南北各有二级阶地，高差 ２～４ｍ不
等。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

显著，温差变化大，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 １１５℃，
年平均降水量５４７３ｍｍ。市内河流较多，辖区内有
永定河、白沟河、小清河、琉璃河、北拒马河、胡良河

等，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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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降水量减少，河内常年无水，区内大部分灌溉

设施老旧。

涿州市也是河北省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评价所选

的重点监测区域之一，全县总面积 ７５１２７８５ｈｍ２，
农用地５３０４６３９ｈｍ２（其中耕地 ４３９８６５１ｈｍ２，园
地 ２０１６５３ｈｍ２，林地 ４３７３３１ｈｍ２，其他农用地
２６７００４ｈｍ２）。涿州市 ２０１３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
度更新结果显示，全市耕地共分为 ８个国家级自然
质量等别，分别为 ８～１５等，其中水田 ４５２５３ｈｍ２、
水浇地３５７３９６２ｈｍ２、旱地 ７９５９７３ｈｍ２。涿州市
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及位置图如图１所示。

图 ２　研究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ｕｄｙ

图 １　涿州市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及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ｏｆ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１２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包括涿州市 ２０１３年 １∶１００００耕地质

量等别成果数据、２０１１年１∶１００００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以及涿州市ＧＤＥＭＶ２３０ｍ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
另外，辅助资料还包括：《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河北省涿州市 ２０１３年度耕地
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分析报告》、涿州市行政区

划图、林业部门统计数据等。

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２１　研究思路
首先选取适当尺度的网格，将耕地分等单元和

土地利用矢量数据网格化成基础数据库，并结合

ＧＢ／Ｔ２８４０７—２０１２《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以下简
称《规程》

［２５］
），利用改进的因素组合法，分析涿州

市土地整治可改造耕地自然质量限制因素
［２６－２８］

，并

对可改造限制因素通过定性分析后进行等级提升，

得到提升后的自然等指数以及自然质量潜力。然

后，根据选取的指标因子构建土地利用系数指标体

系，采用层次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２９］赋予权重，计算整治前每个网格的土地利
用系数。最后通过物元分析法找出利用水平较低的

区域并提升相对应的指标值得分，计算整治后每个

网格的利用系数和整治后的利用等指数，进而根据

整治前后利用等指数的差值计算出耕地利用质量潜

力。具体分析流程见图２。
２２　自然质量潜力测算方法

传统的因素组合法大都直接对农用地分等因素

进行全因素组合，然而该方法忽略了因素的可改造

程度，不仅导致计算量大，组合过程复杂化，且对评

价结果造成了干扰。根据 ＴＤ／Ｔ１０１３—２０１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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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项目验收规程》可知，有效土层厚度、盐渍化程

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ｐＨ值、表层土壤质地、排
水条件和灌溉保证率是耕地整治质量验收内容，经

过土地整治工程后，其属性可以发生突变
［３０－３１］

，其

余分等因素在整治过程中，都是在资金、技术现状以

及生态环境保护背景下，近期开发难度大，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并且不适合大面积推广。以此为理论基

础，将上述７种因素确定为土地整治可改造因素，然
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因素组合寻找限制因素。

２２１　可改造因素组合
根据涿州市 ２０１３年度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

成果可知，涿州市耕地质量分等因素包括４个：灌溉
保证率、表层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剖面构型，

分别有 ４、３、５、７个分级水平（表 １），其中可改造因
素有３个。将农用地分等单元可改造因素得分用相
应的代码表示，因素得分（１０～１００分）分别对应 １、
２、３、４、５、６、７、８、９、＋这１０个代码，然后按照表 １中
分等因素的顺序把 ３个因素得分代码合并到一
起，作为自然质量评价单元可改造因素组合类型

标识。例如某评价单元可改造因素组合类型标识

为“３９８”，则说明该单元灌溉保证率得分为 ３０分，
对应无灌溉条件，表层土壤质地得分为 ９０分，对
应表层土壤以粘土为主，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得

分为 ８０分，对应有机质质量分数大于 ２％，以此类
推得到所有评价单元的 ３个因素的全部组合类
型。

表 １　涿州市农用地分等因素及其分级分值

Ｔａｂ．１　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因素分值
因素分值

代码
灌溉保证率

表层土壤

质地

土壤有机质

质量分数／％
剖面构型

１００ ＋（１０） 充分满足 壤土 通体壤，壤／粘／壤

９０ ９ 基本满足 粘土 壤／粘／粘，壤／砂／壤，砂／粘／粘

８０ ８ ＞２０ 粘／砂／粘，通体粘

７０ ７ 一般满足 砂土 砂／粘／砂

６０ ６ １５～２０ 壤／砂／砂，浅位粘

５０ ５ １０～１５ 粘／砂／砂

４０ ４ ０６～１０ 通体砂，通体砾

３０ ３ 无灌溉条件

２０ ２ ＜０６

１０ １

２２２　限制因素组合
由于作物生长取决于生活环境对其最适生长环

境因素值的满足程度（本文用因素得分标识），满足

程度小的则是影响作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也是

影响农用地生产能力发挥的主要原因。满足程度最

小的为第一限制因素，即最大限制因素，次之为第二

限制因素，依次类推
［３２］
。根据这一原则和表 １分级

分值标准，分等因素得分在 ５０及以下时，该因素就
会对作物生长有主要限制作用。如土壤有机质质量

分数小于０６％（即有机质得分 ２０分）属于养分贫
瘠；表层土壤质地为砾质土、土壤重度以上盐渍化、

无灌溉排水条件已严重影响农用地耕作。因此将分

等因素得分在 １０～５０分（标识代码为 １、２、３、４、５）
之间的视为限制因素，然后再从上述可改造因素组

合中筛选出包含限制因素的组合确定为可改造限制

因素组合类型，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２２３　自然质量潜力测算
根据各指定作物的光温生产潜力指数和产量比

系数，结合指定作物的分等因素权重、因素指标分

值，按照《规程》计算整治前自然质量等指数。然

后，结合研究区实际，综合运用 ＧＩＳ、遥感等定性定
量方法分析自然质量评价因素中可改造限制因素及

其改造程度，对整治后耕地自然质量进行重新评价，

得到整治后自然等指数，最后根据整治前后自然等

指数差值获取耕地整治自然质量潜力，计算公式为

Ｒｉｊ＝∑
ｓ

ｊ＝１
ａ (ｔｊ ∑

ｒ

ｋ＝１
ｗｋｆｋ )１００００ βｊ （１）

Ｒ′ｉｊ＝∑
ｓ

ｊ＝１
ａ (ｔｊ ∑

ｒ

ｋ＝１
ｗｋｆ′ｋ )１００００ βｊ （２）

Ｒｉ＝Ｒ′ｉｊ－Ｒｉｊ （３）
式中　ｋ———分等因素编号　　ｓ———指定作物数量

ｒ———分等因素的个数
ｗｋ———第 ｋ个分等因素的权重
βｊ———第 ｊ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
ａｔｊ———第 ｊ种作物的光温生产潜力指数
ｆｋ、ｆ′ｋ———整治前、后可改造限制因素对应的

指标分值

Ｒｉｊ、Ｒ′ｉｊ、Ｒｉ———第 ｉ单元第 ｊ种指定作物整治
前、后的自然质量等指数和自

然质量潜力

４８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２３　利用质量潜力测算方法
２３１　土地利用系数计算

农用地分等因素只考虑了土壤立地条件以及灌

排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未充分认识到土地整治工

程措施对耕地生产条件改善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也

就是《规程》中所提到的土地利用系数，同时还忽略

了绿色生态建设、“田水路林村”全域综合整治的重

要意义。因此本文结合已有土地整治工程对耕地利

用质量的影响，从耕地空间格局、耕作便利水平、田

间基础设施３个因素层出发，补充耕地面积比、田块
方度指数、集中连片度、道路通达度、耕作便利度、田

间道路密度、田间沟渠密度、防护林比率等８个耕地
整治可改造的生产环境条件因素，构建基于耕地生

产条件可改善和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作用的土

地利用系数指标体系（表 ２），以此来修订已有土地
利用系数。以网格为评价单元

［３３］
，以耕地自然等指

数为基础，应用 ＡＨＰ法并通过一致性检验，经多位
专家综合论证后确定各指标分级标准、得分及权重，

加权修正得到新的土地利用系数，计算公式为

Ｇｉ＝
∑
ｍ

ｊ＝１
ｆｉｊｗｉｊ

１００
（４）

式中　ｍ———指标体系包含的指标个数
Ｇｉ———第 ｉ个网格单元的土地利用系数
ｗｉｊ———第 ｉ个网格内第 ｊ个土地利用系数指

标对应的权重

ｆｉｊ———第 ｉ个网格内第 ｊ个土地利用系数指
标对应的分值（１０～１００分之间）

表 ２　基于耕地生产条件可改善的土地利用系数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Ｔａｂ．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目标层 Ｔ 因素层 Ｆ 指标层 Ｉ 计算公式 备注 指标取向

耕地面积比 Ｉ１（０３３３） Ｉ１＝∑
ｎ

ｊ＝１
Ｓｉｊ Ａ

Ｓｉｊ是网格内每块耕地图斑面积，Ａ为网格

面积
＋

土地

利用

系数

耕地空间格局 Ｆ１（０４７）
田块平均方度指数 Ｉ２

（０１６７）
Ｉ２ [＝ ∑ｎ

ｊ＝１
Ｌｊ （４ Ｓ槡ｉｊ ]） ｎ

ｎ、Ｌｊ为网格内田块数量和每块田块周

长，Ｉ２为 １时，田块为正方形，值越大田

块形状越复杂

－

耕地集中连片度 Ｉ３（０５）
Ｉ３＝
∑
ｎ

ｉ＝１
∑
ｎ

ｋ＝１
ａｉａｋｗｉｋ

Ｓ２

反映田块集中连片性程度，值越大，连片

性越高，ａｉ、ａｋ、ｗｉｋ分别为 ｉ和 ｋ田块的面

积、两者之间的距离权重

＋

耕作便利水平 Ｆ２（０２４）
道路通达度 Ｉ４（０５） Ｉ４＝∑

ｎ

ｊ＝１
Ｄｊ／ｎ Ｄｊ为网格内每块田块到邻近公路的距离 －

耕作便利度 Ｉ５（０５） Ｉ５＝ｈｉ／ｎ ｈｉ为网格内田间道路直接通达的田块数 ＋

道路密度 Ｉ６（０３７５） Ｉ６＝∑
ｎ

ｊ＝１
Ｌｉｊ ∑

ｎ

ｊ＝１
Ｓｉｊ Ｌｉｊ为网格内每条农村道路的长度 ＋

田间基础设施水平 Ｆ３

（０２９）
沟渠密度 Ｉ７（０５） Ｉ７＝∑

ｎ

ｊ＝１
Ｈｉｊ ∑

ｎ

ｊ＝１
Ｓｉｊ

Ｈｉｊ为网格内每条沟渠的长度，在一定范

围内，密度越大，水系越发达，灌溉保证

率越高

＋

防护林比率 Ｉ８（０１２５） Ｉ８＝∑
ｎ

ｊ＝１
ｐｉｊ ∑

ｎ

ｊ＝１
Ｓｉｊ ｐｉｊ为网格内每块防护林的面积 ＋

　　注：指标取向“＋”表示指标层的指标值越大则综合评价分值越大，“－”则反之。

２３２　物元分析法
物元分析是在处理某些条件下，用通常的方法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不相容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

在物元分析中，所描述的事物 Ｍ及其特征 Ｃ和量值
Ｘ组成物元 Ｒ［３４］，其表达式为

Ｒ＝（Ｍ，Ｃ，Ｘ） （５）
如果事物有多个特征，则其表达式为

Ｒｏ＝ Ｍｏ

Ｃ１ Ｘ１
 

Ｃｎ Ｘ









ｎ

（６）

本文对土地利用系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值进行

物元分析，依次确定物元矩阵、经典域对象物元矩

阵、节域对象物元矩阵，最后计算关联函数确定隶属

度并根据隶属度高低划分等级，等级低的地区表示

相应指标值较低。根据等级分布情况，对低等级分

布区域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土地整治建议。具体

计算过程为

Ｒｐ＝ Ｍｐ

Ｃ１ ［ａｐ１，ｂｐ１］

 

Ｃｎ ［ａｐｎ，ｂｐｎ









］

（７）

ＲＢ＝ Ｂ

Ｃ１ ［ａＢ１，ｂＢ１］

 

Ｃｎ ［ａＢｎ，ｂＢｎ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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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ｊ（Ｘｉ）＝
－
ρ（Ｘ，Ｘ０）
｜Ｘ０｜

（Ｘ∈Ｘ０）

ρ（Ｘ，Ｘ０）
ρ（Ｘ，Ｘ１）－ρ（Ｘ，Ｘ０）

（ＸＸ０









 ）

（９）

　ρ（Ｘ，Ｘ０）＝ Ｘ－１
２
（ａ＋ｂ） －１

２
（ｂ－ａ） （１０）

Ｋｊ（Ｍｉ）＝∑
ｎ

ｉ＝１
ＷｉＫｊ（Ｘｉ） （１１）

式中　Ｗｉ———对应指标 Ｃｉ的权重
ａ、ｂ———事物每个属性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ρ（Ｘ，Ｘ１）———点 Ｘ与待判物元 Ｒ的节域区间

的距

ρ（Ｘ，Ｘ０）———点 Ｘ与待判物元 Ｒ的经典域区
间的距

Ｒｏ、Ｒｐ、ＲＢ———待判物元矩阵、经典域矩阵和
节域物元矩阵

Ｍｏ、Ｍｐ、Ｂ———待判事物名称、评价等级、评
价等级的全体

Ｋｊ（Ｘｉ）———待判物元 Ｒ各指标关于各评价
等级 ｊ的归属程度，并以此数值
的大小来确定该物元的等级，关

联函数的值域为（－∞，＋∞），
若 Ｋｊ（Ｘｉ）＝ｍａｘＫｊ（Ｘｉ）（ｊ＝１，２，
…，ｍ），则待判物元第 ｉ个指标
隶属于等级 ｊ

Ｋｊ（Ｍｉ）———土地利用系数指标单元关于等
级 ｊ的综合关联度，若 Ｋｊ（Ｍｉ）＝
ｍａｘＫｊ（Ｍｉ）（ｊ＝１，２，…，ｍ），则
Ｍｉ属于等级 ｊ

２３３　利用质量潜力测算
以整治前后耕地利用等指数的差值来表示耕

地整治利用质量潜力。即通过 ２２３节和 ２３１
节中计算出的自然质量等指数和土地利用系数，

得到整治前利用等指数，其计算方法参考《规程》。

然后，经过物元模型计算得到利用系数低等级分

布区，并结合研究区实际，对隶属度级别为 ２、３的
单元保持不变（１级利用系数最低，３级最高，２级
次之），对级别为 １的评价单元，结合缓冲区分析、
坡度分析、已有耕地整治项目经验等分析结果进

行相应的等级提升，重新计算整治后的土地利用

系数，进而得到整治后耕地利用等指数。最后根

据整治前后利用等指数差值获取耕地整治利用质

量潜力，即

Ｙｉ＝Ｇ′ｉＲ′ｉｊ－ＧｉＲｉｊ （１２）
式中　Ｙｉ———第 ｉ个网格单元耕地利用质量潜力

Ｇ′ｉ———整治后土地利用系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数据预处理
研究区采用 ４００ｍ×４００ｍ进行网格划分。采

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的 ＦｉｓｈＮｅｔ工具创建网格，并经过
空间连接和空间叠加后，建立网格与耕地、线状地物

等多源数据的空间关系，为评价指标的网格化计算

做准备，研究区共划分为 ４３３８个网格单元，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涿州市耕地质量潜力评价网格单元

Ｆｉｇ．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３２　自然质量潜力
３２１　可改造限制因素组合

理论上，涿州市农用地分等单元的可改造因素

组合类型应是 ３个因素不同水平组合成的 ６０种。
经汇总分析发现，可改造因素的全因素组合类型实

际只有１９种，其中符合条件的限制因素组合类型有
８种（３＋６、３＋８、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８、３９６、３９８、７７５），其分
布如图４所示。

图 ４　可改造限制因素组合类型分布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由图 ４可知，涿州市耕地可改造限制因素组合

的分布较为零散，其 ８种组合中有 ６种属于灌溉保
证率单限制因素，１种属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单限制
因素（图中红色区域），１种属于“灌溉保证率 ＋土壤
有机质含量”双限制因素，双限制因素集中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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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镇和东城坊镇交界处，且面积相对较小（图

中紫色区域）。因此可得出结论，涿州市耕地自然

条件大都受制于灌溉保证率和有机质含量这两个限

制因素的影响，且灌溉保证率是其主导限制因素，全

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土地整治工程应对其进

行重点关注。

３２２　潜力测算及分级
通过 ＡｒｃＭａｐ的叠加分析工具，将可改造限制

因素单元与非限制因素单元图层进行叠加对比分析

可知，灌溉保证率限制因素在百尺竿镇、东城坊镇、

双塔街道、义和庄乡４个地区 ９０％的耕地均为一般
满足，即因素分值代码为 ７，而其他 １１个乡镇对应
的灌溉保证率大都为基本满足，即因素分值代码为

９，据此对以上百尺竿等４个乡镇内的灌溉保证率限
制因素得分从代码３提升到 ７，即提高 １个等级，松
林店等１１个乡镇从３提升到９，即提高２个等级；有
机质限制因素分布较为集中，且面积相对较小，其周

围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均高于 ２０％，即高出 １个等
级，因此可借鉴其他乡镇近年来肥力提升效果显著

的经验，如通过使用无污染有机肥，提升村民绿色种

植观念，采用深松浅翻、深施肥料、粮豆轮作套作的

保护性耕作制度、农家肥等培肥措施使其提高 １个
等级。

按照２２３节相关公式计算整治前后全市耕地
自然等指数及提升潜力，提升前后部分因素组合类

型及自然等指数如表３所示。平均自然等指数从之
前的１３７８～２５２１变为１８５１～２５２１，自然等指数平
均提升１７４，即０８７个省自然等级。国家自然等指

表 ３　整治前后可改造限制因素组合及自然等指数

Ｔａｂ．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ｉｎｄｅｘ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整治前 整治后

可改造限制

因素组合

自然等

指数

可改造限制

因素组合

自然等

指数

提升因素

３＋６ １５７７ ７＋６ １９８０ 灌溉保证率

３＋６ １５７７ ９＋６ ２１９０ 灌溉保证率

３＋８ １６４２ ７＋８ ２０５０ 灌溉保证率

３＋８ １６４２ ９＋８ ２２５５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５ １６４２ ７７５ １７８７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５ １６４２ ９７５ ２０４０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６ １４４３ ７７６ １８５１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６ １４４３ ９７６ ２０８８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８ １５０７ ７７８ １９１６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８ １５０７ ９７８ ２１２０ 灌溉保证率

３９６ １７７９ ７９６ ２１８７ 灌溉保证率

３９６ １７７９ ９９６ ２３９２ 灌溉保证率

３９８ １８４３ ７９８ ２２５２ 灌溉保证率

３９８ １８４３ ９９８ ２４５６ 灌溉保证率

３７５ １６４２ ３７６ １４４３ 有机质含量

７７５ １７８７ ７７６ １８５１ 有机质含量

数平均提升２１１，即０５３个国家自然等级。
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等级，结果如图 ５，

其中１级表示自然等指数潜力区间为０～９０，２级为
９０～２７５，３级为２７５～４７３。涿州市土地整治自然质
量潜力高值区集中分布在西部、东北部，少量分布在

北部和南部，涉及到的乡镇主要有东城坊镇、百尺竿

镇、义和庄乡、东仙坡镇、码头镇、林家屯乡、高官庄

镇。其余地区提升潜力较低，且分布零散，可针对性

的对灌排等老旧基础设施进行改善，通过资金投入

和更新灌排设施，采取节水灌溉，南水北调，提高农

民绿色种植意识，鼓励使用有机肥等措施进行改善。

图 ５　自然质量潜力分布

Ｆｉｇ．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３　利用质量潜力
３３１　物元分析计算

首先按照式（４）计算整治前土地利用系数，然
后对耕地空间格局、耕作便利水平、田间基础设施这

３类指标进行物元分析计算，经典域矩阵的 ３个等
级分别为 Ｍ１、Ｍ２、Ｍ３，节域矩阵为 Ｈ，具体为

Ｒ１＝ Ｍ１

［Ｉ１　００６　０４３］

［Ｉ２　１１６　１３６］

［Ｉ３　０２８　７０３２］

［Ｉ４　０　３９］

［Ｉ５　０　００２］

［Ｉ６　０　３６２］

［Ｉ７　０　０１］

［Ｉ８　０　００８





























］

Ｒ２＝ Ｍ２

［Ｉ１　０４３　０７６］

［Ｉ２　１　１１６］

［Ｉ３　７０３２　１６３１６］

［Ｉ４　３９　７５６］

［Ｉ５　００２　００９］

［Ｉ６　３６２　７８８］

［Ｉ７　０１　３６］

［Ｉ８　００８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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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３＝ Ｍ３

［Ｉ１　０７６　１］

［Ｉ２　０９９　１］

［Ｉ３　１６３１６　２５６］

［Ｉ４　７５６　１８］

［Ｉ５　００９　１３０４６］

［Ｉ６　７８８　１８６］

［Ｉ７　３６　４７６］

［Ｉ８　０７６　０９２





























］

ＲＨ＝ Ｈ

［Ｉ１　００６　１］

［Ｉ２　０９９　１３６］

［Ｉ３　０２８　２５６０１］

［Ｉ４　０　１８］

［Ｉ５　０　１３０４５］

［Ｉ６　０　１８６］

［Ｉ７　０　４７３５］

［Ｉ８　０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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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元分析等级划分可视化结果如图 ６所示，其
中１级代表低值区域，３级代表高值区域，可见涿州
市耕地空间格局和便利水平基本满足要求，着重对

低值区域进行相应的整治工程。

图 ６　物元分析结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空间格局物元分析如图 ６ａ，１级绿色区域综合
关联度较低，表现为耕地占地面积较少，地块破碎，

连片性差，这些地区建议进行土地平整与改造，增加

有效耕地面积，归并零散地块，加强耕地集中连片性

建设，使之达到“田成方”的效果。耕作便利水平物

元分析如图 ６ｂ，整体处于中低等水平，３级零散分
布，１级绿色低值区表现为道路通达度低，田间道路
分布较少，耕作不够便利，应对这些地区进行田间道

路修建，损毁路面翻修，完善基础交通道路网覆盖，

使之达到“路相通”的效果。田间基础设施物元分

析如图６ｃ，整体处于低等水平，实地调查发现这些
地区沟渠设施老旧，输水管道等灌溉水利设施不足，

少数地区发达，且防护林分布较少，难以起到强有力

的防护功效，应着重加强水利设施兴建，营造绿色防

护林，达到“渠相连、林成网”的高效生态农业。

３３２　潜力测算及分级
按照式（４）计算土地利用系数 Ｇｉ，结果介于０１～

０７２之间。借鉴已有土地整治工程项目对当地进
行的改造，并结合现有的 ＧＩＳ、ＲＳ等技术，对上述低
等级（１级）区域进行适当的土地整治工程，再按照
式（４）计算整治后的土地利用系数 Ｇ′ｉ，Ｇ′ｉ介于０２１～
０７２之间，最后按式（１２）计算利用质量潜力。整治
后的利用等指数平均值从 ７９０９提高为 ９５７７，提
高１６６８，即０８３个等级。国家利用等指数平均提
高１４５，即０７３个利用等。

通过耕地平整、田块归并、修建田间道路等工程

可使耕地空间格局更加集中和连片，耕地空间形态

均匀，越有利于集中连片生产耕作，所以方度指数提

高２级，连片性提高１级；道路通达度表征了耕地距
离运输公路的远近，它是耕作便利度的先决条件，只

有将人力物力有保障的运输到田地，才能保证提高

耕地利用水平，且结合实地调研可知道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幅度较大，技术条件成熟，因此提高 ２
级；耕作便利度表征的是田间道路通达的田块数量，

此指标相对影响范围较小，因此提高１级；对基础设
施因素层下的３个指标分别进行分析，通过对比高
分二号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低值区内的道路和沟

渠分布较少，且沟渠设施老旧，沟渠建设还需考虑水

源、电力设施等分布；将防护林图层和耕地图层叠加

分析可知，涿州市仅有少数乡镇设有防护林，经过耕

地整治，各地区的防护林可以得到明显提升。具体

提升方案如表４。
利用质量潜力分级结果如图 ７，其中 １级表示

利用等指数潜力区间为０～６０，２级为 ６０～１６２，３级
为１６２～３９０。由图可见，涿州市耕地利用质量潜力
高值区聚集在西部和东部，北部少量分布，主要包含

孙家庄乡、松林店镇、东城坊镇、百尺竿镇、东仙坡

镇、码头镇、义和庄乡、刁窝乡、豆庄乡，潜力低值区

主要分布在南部，包括林家屯乡、高官庄镇以及豆庄

乡中南部，可针对性的进行田块平整、补修破损道

路、新建道路和沟渠完善路网和渠网密度，增加防护

８８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表 ４　分级方法与提升方案

Ｔａｂ．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ｌｉｆ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因素层 级别 耕地空间格局 网格个数 提升方案

耕地空

间格局

１ ０～０４００３ １２１９
方度指数提高２级

连片性提高１级

２ ０４００３～０６６６９ １８４３ 保持不变

３ ≥０６６６９ １２７６ 保持不变

耕作便

利水平

１ ０～０２５ ４５２
道路通达度提高２级

耕作便利度提高１级

２ ０２５～０４ ３３１ 保持不变

３ ≥０４ ３５５５ 保持不变

田间基

础设施

１ ０～０２ ３１１６

道路密度提高２级

沟渠密度提高１级

防护林密度提高１级

２ ０２～０３６２５ ７３９ 保持不变

３ ≥０３６２５ ４８３ 保持不变

图 ７　利用质量潜力分布

Ｆｉｇ．７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林，完善田间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

４　结论

从耕地自然条件和利用条件两方面对影响耕地

质量的因素进行分析，充分结合研究区的土地利用

现状和耕地质量等别更新数据，通过改进的因素组

合法合理高效的找出可改造限制因素，选取和当地

生产利用水平息息相关的８个指标构建了土地利用
系数指标体系，并引用物元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划

分了高、中、低３个等级区，再根据各指标针对性的
提出合理整治意见。

（１）耕地自然质量和利用水平可以定性定量地
评价耕地整治潜力大小，为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方面

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

（２）改进的因素组合法能够准确地找出涿州市
自然质量可改造限制因素，克服了传统因素组合法

对土地整治难以改进的分等因素的重复组合计算，

提高了方法的适用范围，有助于明确整治工程方向；

建立的土地利用系数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生产、生活、

生态功能，评价更为全面客观；物元分析法对各指标

进行综合关联度分析后，能够准确地划分各因素层

等级，找出低等级分布区，再结合最新的 ＧＩＳ等空间
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指导土地整治工程。

（３）涿州市耕地整治潜力较大，自然质量潜力
较高区域分布于东北和西部，耕地利用水平中等，利

用质量潜力较高区域分布于西部、东部和北部，经改

善后的国家自然等、国家利用等潜力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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