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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照农用地分等理论与方法 ,结合卢龙县实际状况 ,构建了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

指标体系 ,并对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性进行了评价 。针对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类

型及周边地理环境 ,对影响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目标等别的 6个主要因素:灌溉保证率 、有机质含量 、

表土质地 、土体构型 、坡度和土层厚度分别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不同单元各个因素的开发目标 ,并采

用因素组合法 ,确定了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目标等别为八 、九 、十 、十一和十二等 ,耕地后备

资源开发的目标生产能力为 90 740.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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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高 ,粮食需求量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 1]
,

而维系粮食生产的耕地 ,随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

剧将会进一步减少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2] 。为

了保护耕地 ,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

耕地后备资源作为耕地的重要补充来源 ,在实现耕

地总量动态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 3-5] 。为防止盲目

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提高新增耕地质量 ,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必须理性对待耕地后备资源开

发 ,避免盲目开发或因不合理开发而出现生态环境

破坏等问题。因此 ,开发前对耕地后备资源进行恰

当评价是有效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的先导 , 也是关

键
[ 6 , 7]

。目前 ,我国多数省 、市 、自治区已完成农用

地分等定级工作 ,如何使分等成果与耕地后备资源

评价相挂钩 ,真正有效地实现耕地占补中数量 、质量

平衡 ,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8 , 9] 。本研究以卢龙县

为例 ,对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和目标生产能力

评价作一探讨。

1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现状

卢龙县属于低山丘陵区 ,地形比较复杂 ,耕地后

备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 全县共有耕地后备资源

12 488.96 hm2 ,大部分为荒草地和滩涂 ,其中荒草地

9 916.48 hm2 ,滩涂 2572.48hm2 。

2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

2.1　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及权重确定

参考农用地分等规程 ,结合卢龙县耕地后备资

源实际状况 ,通过特尔斐法确定了卢龙县耕地后备

资源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共有 6个指标因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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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有机质含量 、灌溉保证率 、表土质地 、土体构型 、

坡度 、土层厚度 。因素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卢

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各评价指标因素权重见表 1 。

2.2　评价单元的划分

目前划分土地评价单元的方法主要有 3 种:一

是以土地类型为基础划分单元;二是以土壤普查图

件中的土种或土类图斑作为基础划分单元;三是应

用土地详查外业调绘图斑划分单元
[ 10]

。

本研究以土地利用现状详查中的耕地后备资源

图斑作为基础 ,并参照土壤普查 、地形和地貌等有关

资料 ,通过适当归并各种条件大体一致的图斑来进

行耕地后备资源评价单元的划分 。

表 1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指标因素权重

项目
因素

土层厚度 表土质地 坡度 灌溉保证率 有机质含量 土体构型

权重值 25 10 25 24 6 10

2.3　评价单元自然质量等别指数计算

采用加权求和法 ,计算各评价单元各指定作物

的自然质量分与耕地后备资源自然质量等别指数 。

计算方法如下:

R i =∑αj ·[ ∑wk · f ijk ] ·βj/100 ,

其中:w k 为评价因素的权重;f ijk为第 i 个评价

单元内第 j 种指定作物第 k 个评价因素的质量分

值;αj 为第 j 种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βj

为第 j 种作物的产量比系数;R i 为第 i 个耕地后备

资源评价单元的自然质量等别指数 。

2.4　耕地开发适宜性评价

采用自然适宜度系数来衡量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的适宜程度 ,自然适宜度系数可用下式来计算[ 10] :

K i =
R i

R ima x
,

其中:K i 为第 i 个耕地后备资源单元的自然适

宜度系数;R ima x为研究区内耕地最大自然质量等别

指数。

自然适宜度系数越大表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

宜程度越高 ,开发难度越小 ,可规划为近期优先开

发;根据评价结果 ,得到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各评价

单元开发适宜度系数 ,绘制成频率直方图 ,如图 1

所示。

根据卢龙县耕地后备源开发适宜度系数频率图

上明显的拐点 ,将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分为 5个级

别 ,其开发适宜度分级情况及各级别面积见表 2。

图 1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度系数频率

表 2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性分级情况

适宜级别 适宜度系数范围 面积/ hm2

一级适宜 0.68≤K <0.71 5071.22

二级适宜 0.61≤K <0.68 1563.34

三级适宜 0.57≤K <0.61 2944.63

四级适宜 0.49≤K <0.57 1146.91

五级适宜 0.46≤K <0.49 1762.91

3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目标生产能力确定

3.1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背景分析

影响卢龙县农地质量的稳定因素主要有 6个 ,

分别为灌溉保证率 、有机质含量 、表土质地 、土体构

型 、坡度和土层厚度。

3.1.1　灌溉保证率　对滩涂地 ,卢龙县域内均有比

较稳定的地表径流 ,因此 ,滩涂用地开发后的灌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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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设计为完全满足 ,对荒草地和其他类型用地 ,参

考周边耕地的灌溉保证率及其所处的具体的地形地

貌条件和天然降水及地下水资源状况 ,设计其具体

开发后的灌溉保证率 。

3.1.2　坡度　卢龙属于低山丘陵区。县域内山地

面积占有很大的比重 ,所以坡度这一因素对耕地后

备资源开发后的等别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不破坏卢

龙县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优先开发坡度小于 15度的

耕地后备资源 ,对于坡度较大的耕地后备资源 ,主要

通过土地平整工程来减小坡度 ,平整后的坡度应满

足适种农作物的要求 。

3.1.3 　土层厚度　耕地土壤耕作层厚度要达到

30 cm 以上 ,才能满足农作物的基本生长需求 。卢

龙县耕地后备资源的土层厚度一般小于 30 cm ,需

要客土造田才能达到 30cm 以上 。由于造田客土一

般为开发区域周围的黄土 、洪积物 、冲积物等第四纪

沉积物 ,所以沉积物的多少影响着造田土层的厚度 。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后具体的土层厚度视沉积物分布

位置距离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区的远近及其造田难度

和成本而定。

3.1.4　表土质地　对于荒草地 ,一般土层较薄 ,因

此首先要进行表土处理 ,将表土层事先剥离到一旁 ,

然后进行土地翻耕 ,翻耕深度一般不少于 20cm ,翻

耕后土团最大粒径控制在 6 cm 以内。当仍然达不

到所需的土层厚度时 ,应考虑客土充填 ,客土要求土

壤质地较好 。

3.1.5　土体构型　根据卢龙县实际情况 , 耕地后

备资源开发后的土体构型以夹黏/底砂/底砾/通体

砂壤为主。其具体情况视周围客土来源的表土质

地 , 结合当地的土体构型而定 。开发后的耕层应达

到表土疏松 , 土壤通气性好 , 心土紧实 , 能够保墒

保肥。

3.1.6　有机质含量　客土改良后的土壤经过熟化

并进行土壤培肥改良 ,其有机质含量接近周围有机

质含量水平 。因此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后的有机质

含量参考周围客土有机质含量进行确定。

3.2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目标等别与目标生

产能力评价

基于以上分析 ,按因地制宜 、高效利用耕地后备

资源的原则 ,对卢龙县不同地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

时上述 6个因素的开发目标进行了确定 ,为表述方

便并便于指导实践 ,以 6位数字组合代表 6个因素

的开发目标 ,6 位数字从左到右依次代表有机质含

量 、灌溉保证率 、表土质地 、土体构型 、坡度和土层厚

度 ,每一位数字的数值与因素的开发目标对应关系

如表 3所示 。

表 3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因素组合的代码与耕地后备资源因素开发目标

代码 有机质含量/ % 灌溉保证率 表土质地 土体构型 坡度/度 土层厚度/ cm

1 >2.0 充分满足 轻壤/中壤/黏壤 通体壤 、蒙金 <2 >150

2 1.5～ 2.0 基本满足 重壤 、黏土 通体黏 、夹砂 2～ 5 100～ 150

3 1.0～ 1.5 一般满足 砂壤 、砂土 夹黏/底砂/底砾 5～ 8 60～ 100

4 0.6～ 1.0 无灌溉 砾质土 漏砂 、中位白干土 8～ 15 30～ 60

5 <0.6 通体砾 >15 <30

6 通体砂 >25

　　卢龙县不同地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按各因素开

发目标 ,共确定了 51 个因素组合类型 ,参照河北省

农用地分等成果 ,共对应 5 个目标等别 ,在此基础

上 ,参照卢龙县所在二级指标区等别与标示标准粮

的关系确定了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目标生产能力 ,

卢龙县后备耕地资源开发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

90 740.2 t。各目标等别面积与粮食生产能力见表

4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目标等别空间分布见

图 2。

4　结论

1)构建了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指

标体系 ,通过开发适宜度系数的计算 ,将卢龙县耕地

后备资源开发适宜度分为 5级。

2)对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背景进行分析 ,

用因素组合法标示了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目标等

别 , 为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提供依据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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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卢龙县后备耕地资源开发等别面积及粮食生产能力

目标因素组合
对应的开发

目标等别

实际面积/

hm2

对应标示标准

粮/(k g/ hm2)

粮食生产

潜力/ t

433344 , 423344 , 432344 , 433444 , 423444 , 432444 , 433434 , 423434 ,

432434 , 433433 , 423433 , 432433 , 433334 , 423334 , 432334 , 433333
八 1758.4 5817.1 10229.0

323434 , 333234 , 323243 , 333342 , 333243 , 323342 , 332432 , 323243 ,

323332 , 323343
九 1560.5 6949.5 10844.9

322233 , 323223 , 322232 , 323232 , 322223 , 323233 , 322322 , 323322 ,

322333 , 323333 , 322234 , 323224
十 2810.9 3858.1 10844.8

222232 , 221322 , 221223 , 221233 , 221322 , 221233 , 221222 , 211234 十一 2115.1 9945.5 21035.9

211322 , 211323 , 211222 , 211233 , 211324 十二 4215.3 8963.9 37785.6

　　　　　　　　　合计 90740.2

图 2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目标等别空间分布

　　3)与农用地分等相挂钩 ,对卢龙县耕地后备资

源目标生产能力进行了评价。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

开发目标等别共 5个 ,分别为八等 、九等 、十等 、十一

等和十二等 ,卢龙县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后的粮食增

产潜力为 90 740.2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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