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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元模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划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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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北省涿州市为研究区，从耕地的立地条件、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生态保护 ４方面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

件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值，综合计算评价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并采用物元模型对各评价条

件进行综合关联度计算，结合限制因素组合法，对各限制因素进行等级划分和个数组合，通过建设条件和限制因素

两方面划分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研究结果表明：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整体较好，其中优先划入区、适宜

调入区、重点整治区、后备调控区面积比例分别为 １７５８％、４８６０％、３２７０％、１１２％，且优先划入区主要分布在码

头镇、刁窝乡、豆庄乡北部以及松林店镇，适宜调入区主要分布在百尺竿镇东部、东城坊镇、义和庄乡西部、刁窝乡

以及涿州市南部大部分地区，重点整治区分布在百尺竿镇、东城坊镇以及义和庄乡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聚集状

态，后备调控区分布较少，零散分布于研究区内。研究结果可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合理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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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

全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内容
［１］
，科学合理地划定优先区时序是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前提。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连续 ５
个中央１号文件都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指出：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５０００万 ｈｍ２，每公顷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１５００ｋｇ
以上，其中，“十二五”期间建成 ２６００万 ｈｍ２。但
是，在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多、耕地压力不断加大趋

势下，“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着

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土纲要十三五规划》明确指

出：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经整治的基本农田质量平均提高 １个等级，２０１７
年２月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健全规划、资
金等统筹机制，按照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的要求，协

调开展土地平整、灌排沟渠、田间道路、生态保护等

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全面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大规模推进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

造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由此可见，高标准农田

建设在“十三五”时期仍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而

如何科学合理的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进行划定

是其研究的重要基础。

国内众多学者已经从土地整治潜力分析
［２－６］

、

高标准农田建设潜力及区域分布
［７－１０］

、基本农田划

定及建设分区研究
［１１－１５］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体

系
［１６－１７］

等多方面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了研究。

综合分析已有成果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主要是通过

从耕地自然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选取多

个影响指标，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熵权

法
［１８－１９］

等进行赋权，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计算得到

耕地综合质量，进而对其进行分级和分区。然而，这

些研究都将重心集中在指标体系计算的综合得分，

而忽略了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缺乏对评价指标

限制程度的分析，例如在生产实践中，地方政府和耕

地管理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划定过程中，

为了达到预期数量目标，忽略耕地质量的本质和农

田建设的限制条件，从而导致划定的高标准农田出

现了部分区域地形破碎、整治难度大、质量不达标等

情况。

本文以河北省涿州市为例，通过构建高标准农

田建设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此划分建设条件等

级，同时通过物元模型等对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限制因子条件进行关联度综合计算，根据计算结果

划分隶属度和统计限制因素等级及个数，并与建设

条件等级进行叠加对比分析，从而得到最终优先区

划分结果。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河北省涿州市位于河北省中部，保定市北部，太

行山东麓平原，经纬坐标范围分别是：１１５°４４′～
１１６°１５′Ｅ、３９°２１′～３９°３６′Ｎ，东西相距 ３６５ｋｍ，南
北相距２５５ｋｍ，总面积７４２５ｋｍ２，人口５９４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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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地势平坦，起伏较小；

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显著，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

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 ５４７３ｍｍ。市内河流较
多，有永定河、白沟河、小清河等，属海河流域，大清

河水系；２０１４年全市耕地共分为 ８个国家级自然质
量等别，为 ８～１５等，其中水田 ４６９４５ｈｍ２、水浇地
３６９９１３６ｈｍ２、旱地８１０６５３ｈｍ２。《河北省土地整
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指出：涿州市是土地整治
重点区和示范县，选择该区域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

优先区划定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涿州

市地理位置如图１所示。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２０１４年涿州市 １∶１００００耕
地质量等别数据；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部分

行政区边界数据，主要用来计算道路、沟渠等距离耕

地图斑的通达度；《涿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河北省涿州市 ２０１４年度耕地
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分析报告》、ＧＢ／Ｔ２８４０７—
２０１２《农 用 地 质 量 分 等 规 程》（以 下 简 称 《规
程》）

［２０］
、林业部门统计数据等辅助分析资料；涿州

市２０１４年统计年鉴。
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一致性，首先检

查数据来源及格式，以及数据属性表是否完整；其次

进行计量单位的统一和规范，并进行地图投影和坐

标转换等操作；分类提取线状地类数据中的道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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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涿州市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及沟渠等作为后续指标计算的基础数据。

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２１　研究思路
以网格为评价单元具有打破行政单元约束、易

于空间定位、提高信息检索与更新效率、切实反映耕

地综合质量状况，相对更加准确，指标获取和衡量相

对容易等优点
［２１］
，因此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

生成渔网功能，选择１ｋｍ×１ｋｍ尺度进行网格单元
划分，将耕地图斑和线状地类进行相关叠加分析，最

后涿州市共划分为 ８３８个网格单元。ＴＤ／Ｔ１０３３—
２０１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中提到：高标准农
田建设是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为目标，在本区域

开展的土地整治活动，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地平整

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

生态环境保持工程以及其他工程等
［１］
。因此本文

严格按照标准中提到的建设要求与内容，以评价分

析研究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条件和按照建设内容

选取评价指标、查找限制因素两方面为出发点，首先

选取平均自然等指数、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道路

通达度、耕地面积比、分维数、景观破碎度、防护林比

例８个指标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评价指标体
系，利用 ＡＨＰ法［２２］

对各指标赋权，通过计算综合评

价得分分析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情况，并进

行等级划分；其次，利用物元分析
［２３－２５］

法，对耕地立

地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空间布局条件、生态保护条

件４个限制因素进行物元分析计算，评价各单元的
隶属度，根据隶属度高低划分等级，通过因素组合法

统计所有单元的限制因素等级个数组合，并将统计

结果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等级进行叠加对比分

析，进而确定最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具体

研究流程见图２。
２２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严格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要求中提到

图 ２　研究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ｕｄｙ
　
的地面坡度大于 ２５°的区域为禁止区域，对研究区
进行坡度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涿州市耕地起

伏较小，因此忽略地形坡度方面的因素。其次，综合

考虑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的各类影响因素，尽

量弥补前人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遗漏以及剔除冗余

的指标。标准中提到：全国农用地质量分等成果中

的优等、高等、中等级耕地是高标准农田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本文的耕地立地条件通过选取平均自然

等指数这一指标进行评判；空间布局条件通过选取

耕地面积比、分维数两个指标进行表征，依次反映建

设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地块形状复杂度；高标准农

田须具备建设必需的水利、交通等骨干工程设施，同

时还需耕作条件便利，耕作距离适中，本文选取灌溉

保证率、排水条件、道路通达度３个指标反映田间基
础设施建设条件；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也

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内容之一，本文的生态保护条件

包括景观破碎度和防护林比率，综合反映生态环境

和抗灾能力大小；然后利用 ＡＨＰ法计算各指标权
重，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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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目标层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属性 指标层权重 相关性

立地条件 Ｃ１ ０５４０８ 平均自然等指数 Ｔ１ 农田的自然条件和本底质量 １ 正

灌溉保证率 Ｔ２ 农田的防旱能力 ０２０９８ 正

基础设施 Ｃ２ ０２０１５ 排水条件 Ｔ３ 农田的防涝、渍和盐碱能力 ０２４０２ 正

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
道路通达度 Ｔ４ 农田地块的耕作便利程度 ０５５ 正

空间布局 Ｃ３ ０１４５１
耕地面积比 Ｔ５ 网格内耕地的占地比率 ０７５ 正

分维数 Ｔ６ 耕地田块形状复杂程度 ０２５ 负

生态保护 Ｃ４ ０１１２６
景观破碎度 Ｔ７ 农田的破碎程度 ０２５ 负

防护林比率 Ｔ８ 农田防护林占农田的比率 ０７５ 正

２３　指标计算及优先区等级划定
２３１　耕地立地条件

由于耕地立地条件代表了耕地的自然禀赋属

性，耕地整体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已有的耕地自然等别数据能很好地反映每个地区的

耕地自然质量，因此本研究选取涿州市耕地自然等

别数据，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每个评价单元内的平

均自然等指数，以此反映耕地自然条件的高低。计

算公式为

Ｔｉ (＝ ∑
ｎ

ｉ＝１
ＲｉＳ)ｉ ∑

ｎ

ｉ＝１
Ｓｉ （１）

式中　Ｔｉ———地块 ｉ的平均自然等指数
ｎ———评价单元内的地块数量
Ｓｉ———地块 ｉ的面积，ｍ

２

Ｒｉ———地块 ｉ的自然等指数
２３２　基础设施条件

灌溉保证率 Ｔ２：参照涿州市农用地分等数据、
统计年鉴及灌区分布图、水井有效控制灌溉面积等，

依据充分满足、基本满足、一般满足、无灌溉条件，对

每个地块进行相应的指标分值打分，并进行数据标

准化处理，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平

均得分。

排水 条 件 Ｔ３：根 据 线 状 沟 渠 数 据，通 过
ＡｒｃＭａｐ１０２中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工具的近邻分析功能，计
算每一地块和周围沟渠的最近距离，以此表征农田

的排水条件高低，距离越近，排水条件越好，计算公

式为

Ｔ３ (＝ ∑
ｎ

ｉ＝１
ＤｉＳ)ｉ ∑

ｎ

ｉ＝１
Ｓｉ （２）

式中　Ｄｉ———地块 ｉ到最近沟渠的距离，ｍ
道路通达度 Ｔ４：此指标是影响田间基础设施的

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根据每一地块到农村道路的最

近距离表达，借助上述近邻分析功能计算，距离越

近，道路通达度越高，以此表征农田的道路通达情况。

２３３　空间布局条件
耕地面积比 Ｔ５：耕地面积直接影响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资金投入以及建设方式选择，本文通过统计

每一评价单元内耕地面积占比来综合反映耕地面积

比。

Ｔ５＝∑
ｎ

ｉ＝１
Ｓｉ Ａ （３）

式中　Ａ———评价单元的面积，ｍ２

分维数 Ｔ６：分维数描述耕地田块形状的复杂程
度，其值越大，说明形状越复杂，Ｔ６越小，代表越有
规律、几何形状趋于简单，形状越简单的田块对高标

准农田建设越有利。

Ｔ６＝
２ｌｎ
Ｌｉ
４

ｌｎＡｉ
（４）

式中　Ａｉ———田块 ｉ的面积，ｍ
２

Ｌｉ———田块 ｉ的周长，ｍ
２３４　生态保护条件

景观破碎度 Ｔ７：景观破碎程度高低不仅反映地
块破碎化程度，而且破碎度高的地块生态性脆弱，直

接影响了农田的抗灾能力。

Ｔ７＝ｎ／Ａ （５）
防护林比率 Ｔ８：防护林密度高的地区能明显增

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生态景观，提高粮

食生产保障能力。

Ｔ８＝Ｆ／Ａ （６）

式中　Ｆ———评价单元内的防护林面积，ｍ２

２４　物元模型
物元的概念是将事物的质和量完美的结合在一

起，当可拓集合的元素是物元时，构成的可拓集合就

是可拓物元集，在可拓物元集上建立的模型就是物

元模型。本文利用物元模型对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４个条件进行分析，通过计算关联函数确定各评
价单元的隶属度，根据隶属度高低划分各评价单元

等级。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１）建立待判物元矩阵
给定事物的名称 Ｍ、特征 Ｃ及特征向量 Ｘ，以有

序三元组 Ｒ＝（Ｍ，Ｃ，Ｘ）作为描述该事物的基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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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如果该事物有多个特征，Ｍ以 ｎ个特征 Ｃ１，Ｃ２，
…，Ｃｎ和相应的向量 Ｘ１，Ｘ２，…，Ｘｎ来描述，则可表
示为

Ｒ＝ Ｍ　

Ｃ１ Ｘ１
Ｃ２ Ｘ２
 

Ｃｎ Ｘ













ｎ

（７）

式中　Ｒ———待判物元矩阵
（２）确定经典域矩阵和节域矩阵为

Ｒｐ＝ Ｍｐ　

Ｃ１ （ａｐ１，ｂｐ１）

Ｃ２ （ａｐ２，ｂｐ２）

 

Ｃｎ （ａｐｎ，ｂｐｎ













）

（８）

ＲＢ＝ Ｂ　

Ｃ１ （ａＢ１，ｂＢ１）

Ｃ２ （ａＢ２，ｂＢ２）

 

Ｃｎ （ａＢｎ，ｂＢｎ













）

（９）

式中　Ｒｐ———经典域矩阵　　ＭＰ———评价等级

ＲＢ———节域矩阵　　Ｂ———全体评价等级
ａｐｎ———特征 Ｃｎ对应经典域矩阵的最小值
ｂｐｎ———特征 Ｃｎ对应经典域矩阵的最大值
ａＢｎ———特征 Ｃｎ对应节域矩阵的最小值
ｂＢｎ———特征 Ｃｎ对应节域矩阵的最大值

（３）确定关联函数，计算关联度为

Ｋｊ（Ｘｉ）＝
－
ρ（Ｘ，Ｘ０）
｜Ｘ０｜

（Ｘ∈Ｘ０）

ρ（Ｘ，Ｘ０）
ρ（Ｘ，Ｘ１）－ρ（Ｘ，Ｘ０）

（ＸＸ０









 ）

（１０）
其中

ρ（Ｘ，Ｘ０）＝ Ｘ－１
２
（ａｐｎ＋ｂｐｎ） －１

２
（ｂｐｎ－ａｐｎ）

（１１）

ρ（Ｘ，Ｘ１）＝ Ｘ－１
２
（ａＢｎ＋ｂＢｎ） －１

２
（ｂＢｎ－ａＢｎ）

（１２）
式中　ρ（Ｘ，Ｘ０）———点 Ｘ与待判物元 Ｒ的经典域

区间距离

ρ（Ｘ，Ｘ１）———点 Ｘ与待判物元 Ｒ的节域区
间距离

Ｋｊ（Ｘｉ）———待判物元 Ｒ各指标关于各评价
等级的归属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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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计算综合关联度并确定等级

Ｋｊ（Ｍｉ）＝∑
ｎ

ｉ＝１
ｗｉＫｊ（Ｘｉ） （１３）

式中　ｗｉ———对应指标 Ｃｉ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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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限制因素等级修正

通过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计

算综合得分并划分等级的方法存在一定的误差和局

限性，比如等级划分依据不合理、缺乏对限制因素的

考虑等情况，因此本研究从限制条件的限制程度角

度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评价等级结果进行二次修

正。即以２４节中物元分析结果为基础，通过统计
分析每一评价单元 ４个准则层建设条件中 １级、２
级、３级的个数，其中 １级代表建设条件为高限制
性，２级代表建设条件为中等限制水平，３级代表低
限制性水平，采用限制因素组合法，按照顺序对个数

进行组合，如表２所示，“００４”表示评价单元 ４个建
设条件中包含 ０个高限制条件，０个中限制条件，４
个低限制条件，从而依据评价单元内各限制因素占

高、中、低限制条件的个数并结合建设条件评价等级

进行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最终划定，具体

划分规则如表２所示。

表 ２　优先区划定规则
Ｔａｂ．２　Ｒｕｌｅ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ｄｅｌｉｍｉｔ

限制因素

个数组合

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３１

０４０ 重点整治区

适宜调入区 优先划入区

１０３

１１２

１２１

１３０

重点整治区 适宜调入区

２０２

２１１

２２０

３０１

３１０

后备调控区 后备调控区

重点整治区

后备调控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建设条件等级划分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 ＦｉｓｈＮｅｔ工具创建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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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网格和耕地数据的空间连接、空间叠加，依据

表３所示的指标赋分规则进行打分，根据建设条件
综合得分，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涿州市高标准农田

建设条件等级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 １级、２级、３级
３个等级，等级分值区间分别为［４８，６４），［６４，８０），
［８０，９２），空间可视化结果如图３所示。

表 ３　评价单元赋分规则

Ｔａｂ．３　Ｒｕｌｅ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ｖａｌｕｅ

因素分值 平均自然等指数 灌溉保证率 排水条件 道路通达度 耕地面积比 分维数 景观破碎度 防护林比率

１００ ２４００～２６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９～１０ １００～１０４ ００８～０１４ ＞０７

９０ 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８０～９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２０ ０８～０９ １０４～１０８ ０１４～０２０ ０６～０７

８０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７０～８０ ５０～１００ ２０～３０ ０７～０８ １０８～１１２ ０２０～０２６ ０５～０６

７０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６０～７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３０～４０ ０６～０７ １１２～１１６ ０２６～０３２ ０４～０５

６０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５０～６０ ２００～４００ ４０～５０ ０５～０６ １１６～１２０ ０３２～０３８ ０３～０４

５０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４０～５０ ４００～８００ ５０～６０ ０４～０５ １２０～１２４ ０３８～０４４ ０２～０３

４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３０～４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６０～７０ ０３～０４ １２４～１２８ ０４４～０５０ ０１～０２

３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７０～８０ ０２～０３ １２８～１３２ ０５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１

２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０１～０２ １３２～１３６ ０５６～０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０ ６００～８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６２ ０

３２　物元分析计算
通过对耕地立地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空间布局

条件、生态保护条件这 ４类综合指标进行物元分析
计算，经典域矩阵和节域矩阵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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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　２００　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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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建设条件等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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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照式（１０）～（１２）进行综合关联度计算，
并对结果进行等级划分，结果如表４所示。
３３　限制因素等级修正

根据３２节计算结果，对涿州市 ８３８个评价单
元的立地条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 ４个
限制因素进行分析，分别统计每个单元隶属于１级、
２级、３级不同限制程度等级的因素个数，例如表 ４
中的评价单元１：生态保护条件等级为 １，空间布局
条件为２，耕地立地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均为 ３，则
１、２、３级（高、中、低）个数分别为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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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限制等级组合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ｌｅｖｅ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序号
耕地立地

条件等级

空间布局

条件等级

基础设施

条件等级

生态保护

条件等级
１级个数 ２级个数 ３级个数

限制因素

个数组合

１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２ １１２
２ ３ １ ３ １ ２ ０ ２ ２０２
３ ２ １ １ １ ３ １ ０ ３１０
４ ２ ２ ３ ２ ０ ３ １ ０３１
５ ２ １ ３ １ ２ １ １ ２１１
６ ３ １ １ １ ３ ０ １ ３０１
７ 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２１１
８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２ １１２
９ ３ ２ ３ ２ ０ ２ ２ ０２２
１０ ２ ２ ３ １ １ ２ １ １２１
１１ ３ １ ３ ２ １ １ ２ １１２
        

８３８ ２ １ １ １ ３ １ ０ ３１０

　　然后统计得到所有单元的限制因素等级个数组
合，经统计，涿州市限制因素等级个数组合一共有

１４种类型，如表２所示，其中 ００４、０１３、０２２、０３１、０４０
高限制因素均为 ０个，说明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难
度不高，应优先考虑进行划定，３０１、３１０高限制因素
均为 ３个，代表建设难度较大，应最后考虑。最后，
结合限制因素等级个数情况和建设条件评价等级两

方面考虑，经修正后的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

区划定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 ４　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ｉｎＺｈｕｏ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为了将最终划分结果落实到耕地图斑上，本文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的分类导出数据、叠加分析等
操作，通过一一对应关系，将评价网格单元内的耕地

图斑按照面积占优法、坚持保留图斑原始边界的原

则分别赋以相应的等级，最后显示结果如图５所示。
３４　优先区结果分析

优先划入区是涿州市整体建设条件最佳区域，

建设条件综合得分在８０以上，总面积８００８７２ｈｍ２，占
涿州市耕地总面积的 １７５８％。主要分布在涿州市
自东北向西南一带，涉及码头镇、刁窝乡、豆庄乡北

图 ５　优先区图斑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ｑｕｅｍａｐ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
　
部、松林店镇地区，这些地区耕地自然质量等别高、

田块连片性好、耕地产能优良，围绕在涿州市中心城

镇周边，交通便利，经济条件优越，建设条件均为最

高级别（３级），且限制因素以低限制水平为主，无高
限制性因素，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进行土地整治工

程所需投入少且难度低，收益持续稳定升高。因此

该地区应优先划定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严禁非农

建设，加大对其保护力度以确保粮食安全。

适宜调入区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分布在百

尺竿镇东部、东城坊镇、义和庄乡西部、刁窝乡以及

涿州市南部大部分地区。该地区耕地自然本底质量

较高，且灌溉排水、道路通达度等田间基础设施完

善，建设条件得分在 ６４～９２之间，具有理想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条件基础，且限制因素以中低限制水平

为主，部分地区有１个高限制因素，稍加整治就可达
到高标准农田标准，该地区总面积 ２２１４５３４ｈｍ２，
占涿州市耕地总面积的 ４８６０％，不仅占地面积多
而且分布较为集中，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和规模化生

产，同时在空间分布上与优先划入区紧密相邻，具备

连片开发建设的基础，可通过自上而下全方位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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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改进工程，主要开展集中连

片工程、修复老旧设施、增加防护林提高耕地生态环

境和抗灾能力等为主，与已划定的高标准农田区形

成设施配套一体化、高产稳产的建设格局。

土地整治重点地区总面积为 １４９０７２０ｈｍ２，占
涿州市耕地总面积的 ３２７０％，分布相对集中，主要
以百尺竿镇、东城坊镇为主，此外义和庄乡以及其它

乡镇少有分布，这些地区耕地自然等别较低，与东部

具有明显的差距，且基础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地势

较高，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抗灾能力不足，建

设基础条件较差，且大部分有 １或 ２个高限制性水
平因素，土地整治难度相对较大，但面积相对较多，

是土地整治高难度地区，可以在建设完适宜调入区

之后，进行基础设施、资金、人力、物力等基础投入，

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及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整

治和保护协同并进。

后备调控区耕地面积共 ５０６１０ｈｍ２，占涿州市
耕地面积的１１２％，主要分布在东城坊镇北部以及
其它涿州市边缘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建设条件综合

得分较低，平均在 ６０分以下，而且限制因素条件大
于等于３个，土地整治投入大，不适宜进行高标准农田
建设。随着城市未来发展建设速度的加快，该地区耕

地稳定性持续下降，极易被占用。因此该区域可作为

后备开发区，可考虑作为其他建设用地开发对象。

４　结论

（１）以网格为评价单元对涿州市进行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条件评价，打破了行政边界的限制，通过网

格计算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的评价指标使计算

结果更加客观合理，并且将最后优先区划定结果落

实到耕地图斑上，可视化效果更为直观、逼真。通过

引用物元模型对影响建设条件的因素进行限制因素

等级个数组合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应用到优先区时

序划分上，建设条件综合得分结合限制性因素难度

个数组合的划分优先区方法，使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以及整治难度４个特性结合在一起，使划分结果
更加科学合理。

（２）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整体较高，其
中适宜划定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优先划入区和适

宜调入区）的面积之和占了涿州市耕地总面积的

６６１８％，耕地自然质量以及田间基础设施、空间布
局、生态保护等条件均处于中上水平，优先区等级呈

现中部高、四周偏低，东部南部高、西部低的规律。

其中优先划入区以中等生态条件限制因素为主，今

后应在现有优越农田质量的基础上加强环境保护和

生态建设工程为主，促进可持续发展；适宜调入区以

高限制生态保护条件和中高限制空间形态、基础设

施条件为主，该区域应继续加强防护林等生态保护

工程，同时翻新破旧基础设施，进行复杂地块的外形

规整、连片建设工程等；重点整治区空间形态、基础

设施、生态保护条件均为高限制性，可进行土地综合

整治，力争提高整体建设条件和质量；后备调控区均

为高限制因素，可结合土地利用规划进行适宜开发

和建设，为其它地区提供资源后备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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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ＮＳｈａｎｇｗｅｉ，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ｙｕ，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ｍａｔ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４）：１８１－１９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廖慧嫔．江西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Ｄ］．南昌：江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ＬＩＡＯＨｕｉｐ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ｅ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Ｄ］．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７１第 ６期　　　　　　　　　　　赵冬玲 等：基于物元模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区划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