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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是保护优质耕地、严格控制建设占用优质耕地的重要手段。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是保

障国家耕地资源安全的重要需求。以河北省清河县为研究区，立足于我国永久基本农田相关制度，借鉴农用地分

等成果，综合考虑耕地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建设水平等方面，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体系，并引入 ＴＯＰＳＩＳ算

法对耕地综合情况进行分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结果表明：永久保护区域、调整建设区域和重点整治区域的耕地

由优到劣，整体上质量较为优越，地形平坦，集中连片，其中部分耕地需经过重点整治方可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后

备调控区域的耕地质量较差，地形起伏较大，耕作难度较高，投入产出比低，不宜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本文对永久

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进行了量化研究，并引入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对耕地优劣进行排序，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拓宽了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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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０８年，我国为实现基本农田的三位一体重点

管控目标，提出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决策，在

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划定基本农田的基础

上，通过选择确定部分优质基本农田不随规划调整



而得到长期保护，从而实现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基本

稳定，确保粮食生产能力
［１－４］

。２０１５年 ５月，国土
资源部、农业部下发通知，中国１０６个重点城市周边
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７日正式启
动专项督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８９个重点
城市通过了相关部门会审。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４日，国土
资源部、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对年底前永久基本农

田全面划定加强特殊保护，做出部署。

目前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相关研究，多从土地

评价
［５－６］

、农用地分等成果
［７－１０］

、空间聚类
［１１］
等角

度，以地形地貌类型
［９－１０］

为主要依据进行考量。孔

祥斌等
［８］
基于农用地利用等别，借助聚类分析和

ＧＩＳ手段实现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优先将高利
用等别的耕地划入基本农田；董秀茹等

［５］
从自然条

件和立地条件两方面考虑，建立“按指定量”的基本

农田划定方法；钱凤魁等
［７］
以 ＬＥＳＡ方法为指导，结

合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耕地质量与立地条件评价

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划定基本农田。以上研究多数

侧重耕地质量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却较少

从耕地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建设水平等角度综合

考虑，这有可能造成优质农田快速流失、空间布局散

乱等问题。

就评价方法而言，常见的有多因素综合评价

法
［１２－１４］

、逼近理想点法
［１５－１７］

、ＬＥＳＡ法［７］
等，综合

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本文选取逼近于理想解的

排序法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进行研究。ＴＯＰＳＩＳ算法具有对
数据分布及样本量、指标多少无严格限制，数学计算

不复杂，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样本的大

系统，对原始数据的利用比较充分等优点
［１８］
。

本文从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目的出发，依据我

国永久基本农田制度，考虑耕地自然禀赋、区位条件

和建设水平，选取耕地自然等指数、耕地连片性、灌

溉保证率、与交通干线距离和城镇辐射５个指标，借
鉴农用地分等成果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体

系，引入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对耕地情况进行分区［１５－１７］
，并

最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而实现基本农田保护区

的基本稳定，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保证优质耕

地能可持续耕种。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清河县地理坐标为 １１５°３０′～１１５°５０′Ｅ、３６°５５′～
３７°１１′Ｎ，最大纵距 ２８ｋｍ，最大横距 ２７ｋｍ，位于河
北省东南部，地处黑龙港流域南运河西岸，属邢台地

区。东与山东省武城、夏津两县隔河相望，西与威县

交界，北与故城县、南宫市为邻，南与临西县毗连。

清河县地处环渤海经济区中心地带，北京、天津、济

南、石家庄、郑州、太原等大城市拱卫辐射内外，区位

战略潜力巨大。清河县辖 ６个镇、１个办事处。清
河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

温度１２８℃，历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５５ｍｍ。

图 １　清河县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ＱｉｎｇｈｅＣｏｕｎｔｙ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以清河县为研究区，主要数据包括：清河县

２０１１年农用地分等成果、２０１１年清河县土地利用现
状图、清河县行政区划图、地形图等成果文件以及相

关农业统计资料。

２２　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单元是要能够反映耕地自然禀赋和立地条

件的耕地，因此需要划分适当的评价单元来客观地

反映耕地的空间差异性。本研究结合清河县农用地

分等成果，以农用地分等成果中的耕地图斑作为评

价单元，共计２２５３个评价单元。

２３　研究方法

本文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采用比较科学合理

的研究方法流程，见图２。以下为主要内容：
（１）搜集相关资料：查阅有关耕地保护、基本农

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方面的相关文献，充分

掌握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研究现状，其次从有关部

门收集农用地分等成果、行政区划等数据资料，并结

合相关政策，深入了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内涵及

政策要求。

（２）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确定：查阅相关文献
及规程，选定相关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权衡多种评

价方法优缺点，最终选定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为本文评价
方法。

（３）划定分区：依据各分值段的优势及限制因
素，提出相应的分区名称，并依据当地实际情况，提

出相应的管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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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方法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ｅｔｈｏｄ
　
２３１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阅读相关政策与文献［１９－２２］，永久基本
农田的划定应遵循以下原则：城市（镇）周边的优质

耕地应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的耕地应

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交通沿线的优质耕地应优

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基于以上原则，本研究选取耕地自然禀赋、耕地
建设水平以及耕地区位条件 ３个目标层因子、５个
决策指标构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评价体系

（表１）。各指标权重采用 ＡＨＰ法确定［２３－２５］
（表 ２），

并对划定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表３）。

表 １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评价体系

Ｔａｂ．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ｒｉｍ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决策目标 Ａ 目标层因子 Ｂ 决策指标 Ｃ 指标相关性

自然禀赋 耕地自然等指数 Ｃ１ 正相关

建设水平
耕地连片度 Ｃ２ 正相关

永久基本农田 灌溉保证率 Ｃ３ 正相关

区位条件
与交通干线距离 Ｃ４ 负相关

城镇辐射 Ｃ５ 负相关

表 ２　清河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权重

Ｔａｂ．２　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ｒｉ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ｏｆＱｉｎｇｈｅＣｏｕｎｔｙ

决策

指标 Ｃ

目标层因子 Ｂ

耕地自然禀赋

（０４０）

耕地建设水平

（０３０）

耕地区位条件

（０３０）

组合

权重

Ｃ１ １００ ０４０

Ｃ２ ０６０ ０１８

Ｃ３ ０４０ ０１２

Ｃ４ ０５０ ０１５

Ｃ５ ０５０ ０１５

表 ３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分值计算表达式及参数含意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ｒｉｍ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分值计算表达式 参数含意

１ 耕地自然等指数（Ｃ１） Ｓ１由农用地分等成果获取 Ｓ１为耕地自然等指数

２ 耕地连片度（Ｃ２） Ｓ２＝

０１ （ｘ＜１ｈｍ２）

０１＋０９（ｘ－１）／９９ （１ｈｍ２≤ｘ≤１００ｈｍ２）

１ （ｘ＞１００ｈｍ２
{

）

Ｓ２为耕地图斑连片程度的指标值，ｘ为耕地

图斑面积

３ 灌溉保证率（Ｃ３） Ｓ３由农用地分等成果获得 Ｓ３为耕地灌溉保证等级

４ 与交通干线距离（Ｃ４） Ｓ４＝

０１ （ｘ＞３０００ｍ）

０１－０９（ｘ－５００）／２５００ （５００ｍ≤ｘ≤３０００ｍ）

１ （ｘ＜５００ｍ
{

）

Ｓ４为耕地与交通干线距离的指标值，ｘ为耕

地与交通干线之间的最短距离

５ 城镇辐射（Ｃ５） Ｓ５＝

０１ （ｘ＞１０００ｍ）

０１－０９（ｘ－３００）／７００ （３００ｍ≤ｘ≤１０００ｍ）

１ （ｘ＜３００ｍ
{

）

Ｓ５为耕地所处城镇辐射的指标值，ｘ为耕地

所处城镇辐射缓冲区范围

２３２　划定指标分值标准化
由于各划定指标分值所反映的量纲不同，所以

需要将各指标分值统一转化到某一度量范围。通常

通过标准化将指标分值划为［０，１］范围内。对正相
关和负相关的指标分别采用计算公式

Ｙｉｊ＝
Ｍｉｊ－Ｍ

ｍｉｎ
ｉ

Ｍｍａｘｉ －Ｍ
ｍｉｎ
ｉ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１）

Ｙｉｊ＝
Ｍｍａｘｉ －Ｍｉｊ
Ｍｍａｘｉ －Ｍ

ｍｉｎ
ｉ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２）
式中　ｉ———决策指标编号

ｊ———评价单元对应的图斑编号
Ｍ———某指标分值
Ｙ———某指标分值标准化后的分值

其中，Ｃ１、Ｃ２、Ｃ３决策指标应用公式（１），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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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标表现出正相关性，即属性值与决策目标呈

正相关；Ｃ４、Ｃ５决策指标应用公式（２），因为这些指
标表现出负相关性，即属性值与决策目标呈负相关。

２３３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
ＴＯＰＳＩＳ是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

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的方法，即实现对现有对象进

行相对优劣的评价。ＴＯＰＳＩＳ是一种逼近于理想解
的排序法，该方法只要求各效用函数具有单调递增

（或递减）性，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检测评价对象与最

优解、最劣解的相对贴切度来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

最靠近最优解，同时又最远离最劣解，则为最好；若

评价对象最远离最优解，同时又最靠近最劣解，则为

最差。其中最优解的各指标值都达到各评价指标的

最优值，最劣解的各指标值都达到了各评价指标的

最差值。ＴＯＰＳＩＳ不仅适合小样本资料，也适合多评
价对象、多指标的大样本资料，因此对耕地利用

ＴＯＰＳＩＳ进行综合评价，可得出良好的可比性评价排
序结果

［１５，１８，２６］
。具体公式为

Ｑ＋ｉ ＝ ∑
ｎ

ｊ＝１
［Ｗｊ（ｋｉｊ－ｋ

ｍａｘ
ｊ ）］槡

２　（ｉ＝１，２，…，ｍ）

（３）

Ｑ－ｉ ＝ ∑
ｎ

ｊ＝１
［Ｗｊ（ｋｉｊ－ｋ

ｍｉｎ
ｊ ）］槡

２　（ｉ＝１，２，…，ｍ）

（４）
式中　Ｑ＋ｉ———第 ｉ个评价单元与最优单元的距离

Ｑ－ｉ———第 ｉ个评价单元与最差单元的距离
Ｗｊ———第 ｊ个决策指标的组合权重
ｋｉｊ———第ｉ个评价单元的第ｊ个评价指标分值

ｋｍａｘｊ ———第ｊ个决策指标最大值标准化后分值

ｋｍｉｎｊ ———第ｊ个决策指标最小值标准化后分值
评价单元对理想单元的相对贴切度 Ｒｉ的计算

公式为

Ｒｉ＝
Ｑ－ｉ

Ｑ－ｉ ＋Ｑ
＋
ｉ

　（ｉ＝１，２，…，ｍ） （５）

式中 Ｒｉ越大则表明该评价单元与理想单元越接近，
即 Ｒｉ越大的耕地图斑越优先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标准化结果

３１１　耕地自然等指数（Ｃ１）
耕地自然等指数反映的是耕地的自然禀赋，从

农用地分等成果中获取，研究区耕地自然等指数在

１７１９～３３４８之间，指标分值按式（１）进行标准化，采
用自然断点法对标准化结果分级，如图 ３所示。耕
地自然等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连庄镇、油坊

镇、谢炉镇、坝营镇，耕地自然等指数较低的区域分

布在葛仙庄镇、王官庄镇及坝营镇南部。

图 ３　耕地自然等指数标准化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ｄｅｘ
　

３１２　耕地连片度（Ｃ２）

集中连片的耕地有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便

于统一管理，能大幅减少资金投入，提高耕地的投入

产出比，因此耕地连片性应该作为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中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在耕地连片性研究中，

常用的方法有临界值法、模糊纹理定量方法、基本农

田保护指数方法等
［２７－２９］

。本文采用临界值法，即在

实验之前设定一个适宜当地实际情况的距离阈值，

本文设定距离阈值为零，当相邻耕地图斑之间距离

小于设定的距离阈值时，将两耕地图斑进行合并，反

之，则认为两耕地图斑不相连。

图 ４　耕地连片度标准化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通过这一方法，清河县耕地图斑数量由２２５３个变
为１１８２个，研究区耕地连片度在０５７～３２５９６９ｈｍ２

之间。再按表３对指标分值进行计算。为去除数据
的单位限制，指标分值按式（１）进行标准化，采用
自然断点法对标准化结果分级，如图 ４所示。耕
地连片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油坊镇、王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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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耕地连片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葛仙庄镇、

坝营镇。

３１３　灌溉保证率（Ｃ３）
耕地的灌溉有多重作用，如提高作物产量、改善

环境等，其灌溉保证率受地形影响较大，因此将灌溉

保证率选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指标之一。灌溉保

证率从农用地分等成果中获取，按 ＧＢ／Ｔ２８４０７—
２０１２《农用地分等规程》中规定，分等情况如下：
１级：充分满足，包括水田、菜地和可随时灌溉的水
浇地。２级：基本满足，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在关键
需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证的水浇地。３级：一般满
足，有灌溉系统，但在大旱年不能保证灌溉的水浇

地。４级：无灌溉条件，包括旱地与望天田。
再按表３对指标分值进行计算。为去除数据的

单位限制，指标分值按式（１）进行标准化，采用自然
断点法对标准化结果分级，如图 ５所示。灌溉保证
率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连庄镇、王官庄镇、坝营

镇，其中王官庄镇、坝营镇的灌溉保证率表现出较大

的差异性。

图 ５　耕地灌溉保证率标准化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１４　与交通干线距离（Ｃ４）

耕地与交通干线的距离反映了耕地的区位条

件，与交通干线距离越近，其区位条件越优越，便于

大规模机械耕种。相关研究表明，当耕地与交通干

线的距离低于 ５００ｍ时，通常认定为非常适宜划定
为永久基本农田；而当耕地与交通干线的距离高于

３０００ｍ时，则认定为不适宜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
本文将耕地图斑与交通干线的最短距离作为其与交

通干线的距离。

清河县耕地图斑与交通干线距离在 １４８６～
６５８７５６ｍ之间。再按表 ３对指标分值进行计算。
为去除数据的单位限制，指标分值按式（２）进行标
准化，采用自然断点法对标准化结果分级，如图６所

示。以葛仙庄镇为中心，大致在与其他 ５个镇中心
连线附近的耕地，与交通干线距离较近，其分值较

高。

图 ６　与交通干线距离标准化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ｔｒｕｎｋｒｏａｄｓ
　
３１５　城镇辐射（Ｃ５）

耕地城镇辐射即耕地所处中心城镇的辐射缓冲

区。耕地离城镇越近受城镇辐射影响越大，其区位

条件越好，基础设施、配套设备便于配备。结合研究

区实际情况，本文城镇按３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ｍ的半径设
置缓冲区，位于同一缓冲区内的耕地图斑受城镇辐

射影响相同。

再按表３对指标分值进行计算。为去除数据的
单位限制，指标分值按式（２）进行标准化，采用自然
断点法对标准化结果分级，如图 ７所示。受城镇辐
射影响较大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各城镇中心附近。

图 ７　城镇辐射标准化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ｕｒｂａ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分区

本文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先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因此清河县耕地最优解（ｋｍａｘ１ ，ｋ
ｍａｘ
２ ，ｋ

ｍａｘ
３ ，ｋ

ｍａｘ
４ ，

ｋｍａｘ５ ）＝（１，１，１，１，１），最劣解（ｋ
ｍｉｎ
１ ，ｋ

ｍｉｎ
２ ，ｋ

ｍｉｎ
３ ，ｋ

ｍｉｎ
４ ，

ｋｍｉｎ５ ）＝（０，０，０，０，０）。依据 ＴＯＰＳＩＳ计算清河县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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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价单元对理想点的相对贴切度 Ｒｉ，Ｒｉ在０１９～
０９９之间。采用自然断点法对耕地评价结果进行
分级分类，将耕地由优到劣分为４个区域：永久保护
区域、调整建设区域、重点整治区域、后备调控区域，

如表４、图８所示。

表 ４　清河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结果

Ｔａｂ．４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ｒｉ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ＱｉｎｇｈｅＣｏｕｎｔｙ

划定结果
图斑

总数

图斑总

面积／ｈｍ２
面积

占比／％

永久保护区域（０７４～０９９） ６１１ ９１７７９６ ２７１３

调整建设区域（０５９～０７３） ７５９ １３７２５３９ ４０５７

重点整治区域（０４４～０５８） ３３４ ５６７００７ １６７６

后备调控区域（０１９～０４３） ５４９ ５２５５７６ １５５４

合计 ２２５３ ３３８２９１８ １００

图 ８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结果

Ｆｉｇ．８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ｒｉ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ＱｉｎｇｈｅＣｏｕｎｔｙ
　
　　（１）永久保护区域

永久保护区域的耕地，各项指标值相较于研究

区其他区域最为接近理想目标，是划定为永久基本

农田的首选区域。其耕地分布基本靠近城镇周边、

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地势较缓地区，自然禀赋、建设水

平及区位条件均为最优，综合评价结果最贴切于理

想结果。主要分布于连庄镇、油坊镇和谢炉镇，以及

王官庄镇的西南部。

（２）调整建设区域
调整建设区域的耕地，各项指标值仅次于永久

保护区域耕地，综合评价结果较为理想，该区域耕地

仍是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适宜区域。调整建设区域

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４０５７％，面积占比超过
清河县耕地的 １／３，因此这一区域是清河县永久基
本农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耕地建设水平较为

优越，集中连片分布，该部分区域耕地只需要进行适

当的调整建设，就能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主要分布

于连庄镇东部、油坊镇西南部，以及王官庄镇的东南

部。

（３）重点整治区域
重点整治区域耕地主要分布于城镇附近，地形

相较于前两种区域更为复杂，仍可划定为永久基本

农田，但需经过重点整治，如提高对基础设施配备的

资金投入等。重点整治区域耕地经过相应整治后，

可显著改善其综合评价结果，并将其划定为永久基

本农田。主要分布于王官庄镇西部、连庄镇北部及

油坊镇南部。

（４）后备调控区域
后备调控区域的耕地，综合评价结果最差，不适

宜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该部分区域耕地自然等指

数较低，地形起伏较大，耕作难度较高，投入产出比

低。后备调控区域耕地是非农建设的首选区域，例

如退耕还林等。主要分布于坝营镇、葛仙庄镇、王官

庄镇及连庄镇西北部。

综上所得，永久保护区域、调整建设区域、重点

整治区域耕地的综合评价结果较为理想，主要分布

在连庄镇、油坊镇、谢炉镇以及王官庄镇的西南部地

区。该部分耕地基本上地形平坦，区位条件优越，集

中连片性强，部分耕地经过重点整治可以达到划定

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要求。因此将这３个区域耕地划
定为清河县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２８５７３４２ｈｍ２，占
耕地总面积的８４４６％。

４　结论

基于耕地的自然禀赋、建设水平、区位条件选

取了 ５个决策指标，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指标
体系，并通过 ＡＨＰ法对各指标确定权重，然后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算法对耕地优劣排序，对贴切度采用自然
断点法分级，最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得出以下

结论：

（１）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结果，划入清河县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

２８５７３４２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 ８４４６％。本文基
于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研究，

既考虑耕地自然禀赋，又考虑耕地的建设水平和区

位条件，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优质稳定。

（２）以农用地分等成果作为研究数据基础，通
过构建恰当的指标体系，采用 ＡＨＰ法对指标赋予权
重，并引入 ＴＯＰＳＩＳ将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最终依
据评价单元与理想点的相对贴切度进行分级。量化

了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拓宽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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