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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高邮市为评价区
,

建立了 GI S 支持下的基本农田信息系统
,

对拥有的

资料进行系统的动态的管理
;
应用相关分析

、

因子分析
、

模糊评价
、

层次分析等数学分析原理
,

选择评价要素
、

构造层次结构
、

建立单因素评价模型 以及计算单因素的权重
,

建立 了一种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耕地地力等级评价的方法
。

评价结果表明
:

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完全依据耕

地 自然要素评价地力
,

由此获得的评价结果既克服了凭经验确定分级指数主观方法的弊端
,

又避免了纯数学方法带有较大盲目性的弱点
,

能更准确地反映耕地的地力等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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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等级评价涉及的影响因素多
,

而且许多因素难以用定量的方法研究
,

评价方法的

标准化一直是世界各国学术界重点研究的课题
,

美 国
、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以及联合国粮农

组织 (FAO )已建立了各 自的耕地评价体系
【,一”

。

建国几十年来
,

我国在耕地地力等级评价

方面也做 了大量 的工作
,

并在不 同的区域进行着广泛的应用与实践〔, 一 ’]
。

但是
,

由于我国

人多地少
,

耕地极度地分散
,

评价的难度及工作量都非常大
,

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力等

级评价方法
.

作者通过对高邮市基本农田地力等级的评价
,

对耕地地力等级的评价方法

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

1 评价区概况及资料采集

L l 评价区概况

高邮市地处淮河下游
,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
,

为河网平原地区
,

副热带湿润气候
,

四季

分明
,

雨量充沛
,

雨热同季
,

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
,

是我国重要 的粮
、

棉
、

油生产基地之一
。

全市总人 口 83
.

巧 万人
,

总面积 19 62
.

58 k n 12 ,

耕地 8
.

16 万 hm
Z
。

近 10 多年来
,

由于土壤的

产出长期大于投人
,

土壤肥力持续下降
,

土壤退化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 限制因素之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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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Z 资料来源

土壤资料主要取 自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 (19 79 年)成果资料以及 自 1979 年以来土壤

肥力定位监测点资料和 5 年一次的土壤农化样品普查资料
。

鉴于近 10 多年来 由于生产体

制的改变
,

耕地的部分性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19 9 6 年 10 月组织了 6 个专业组
,

对评价区

内的 3 2 个乡镇进行了实地踏勘
,

共开挖典型剖面 26 个
,

采集农化样品 2 6 12 个
。

对耕层厚

度
,

速效磷
、

速效钾
、

有效锌
、

有效硼
、

有效硅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而土壤质地等较稳定的性

状仍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资料
。

环境及社会经济等要素的资料来源于各有关部 门 1997 年底统计资料
.

如 土地管理

部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资料
;
水利部 门的水系及农田基本建设情

况 ;
统计部门的人 口

、

产量统计资料等等
.

2 评价方法及技术流程

通过建立 GI S 支持下的基本农田管理信息系统
,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动态的管

理
,

并综合应用相关分析
、

因子分析
、

模糊评价
、

层次分析等数学原理
,

建立了一种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耕地生产潜力评价方法 (图 l)
。

立地条件 耕地土壤属性 农田基本建设

土体构型 耕层理化性状 耕层有效养分

数据翰人计算机
,

建立耕地基本属性库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
—

建立单因素评价模型库 (模糊数学原理)
一一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习「一一一一一

计算单因素评价评语
-

一
- 一

!
计算单因素权重 (层次分析法)

I
- 一一 ——

一遨笠查土评价单元综合评价评语
一一门一一- 一一

-
- -

~一

评价单元分等定级

图件输人计算机
,

建立基本图形库
一

—
一

一—
一

刁
一

— 一
一

一一—
编辑与各图层相应的属性数据库

—一一
- 一

刁
一 —

~ - 一 一

图层间进行叠加产生最小评价单元
!

形成分等定级图层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丁一一一一

进行专题制图
,

形成各类专业图件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习「

—
对图集形成查询系统

成果

文字资料 数据资料 图件资料

图 1

R g
.

l Te
chni que

耕地分等定级技术流程图

Proc ed u re o n

the g 份d e o f e u lti v ate d l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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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基本农田管理信息系统 (图 2)

卿卿甲
匡

严
〕〕〕〕〕〕〕〕〕〕〕〕

呼平
}

夔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社社社会和经济要素素素素素 田间试验验验 专家经验验验 数值分析程序序序

盛盛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GGGI SS 空间数据库库库 空 间分析模型库库库

属属属性数据库库库 数值分析模型库库库

专专专专专业知识库库库

圆圆圆因困
,

图回
一 应用及信息。。。。。。。。。。。生生生生生 适适适 经经经 科科科 地地地 产产产

产产产产产 宜宜宜 济济济 学学学 价价价 量量量

潜潜潜潜潜 性性性 评评评 施施施 评评评 预预预
力力力力力 评评评 价价价 月巴巴巴 估估估 测测测

评评评评评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用用户需求分析及信息反馈馈

图 2 基本农田管理信息系统

Fl g Z Man
a ge m en t info rm ati o n syste m o n th e b a sic 佃加】a lld

2. 2 确定评价单元

本文 以土壤图 (土种 )
、

基本农田保护块图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产生的图作为耕

地地力等级评价底图
,

底 图的图斑即为基础评价单元
。

每个单元空间界线及行政隶属关

系明确
,

地貌类型及土壤类型一致
,

利用方式及耕作方法基本相同
。

2. 3 选择评价要素

通过与产量的相关程序
,

选择了 19 个 自然性状作为评价的要素
,

并根据各要素在因

子载荷矩阵中的分布
,

构造所选要素的层次结构 (图 3 )
。

2. 4 资料处理

数字化各个专题 图层并建立相应的属性数据库
。

将土壤 图
、

基本农田保护块图以及

土地利用现状 图叠加
,

生成基本评价单元图及其属性数据库
。

用基本评价单元图与其它

专题 图 (如水利分区 图
、

地貌类型图等 )叠加
,

获取挂接在这些 图层上的属性数据
,

使得基

本评价单元图的每个 图斑都有相应的 19 个评价要素的属性资料
。

2. 5 单因素评价模型
:

模糊评价法【“一 7 ]

各要素与耕地生产能力的关系主要分为戒上型曲线l3]
、

戒下型曲线
、

峰型曲线
、

直线以

及概念型 5 种类型
。

对于前四种类型
,

可根据唯一差异原则
,

通过 田间试验的方法拟合经

验公式 (表 1 )
,

概念型要素的评价通过请专家打分的方法直接给出评语
。

鉴于质地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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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l g 3 托 era 代hi e

耕地要素层次结构图

S tI U C tU化 o f C ul ti V a te d la ll d fa Ct o巧

要素的影响
,

对有机质
、

阳离子代换量
、

速效钾等要素分别按不同质地类型拟合经验公式
。

(l) 戒上型函数模型

}?,,
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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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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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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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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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

为第 i个因素评语
; “;

为样品观测值
; c ‘为标准指标

; a ,

为系数
; u ,

为指标下限

值

(2) 戒下型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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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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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u ,

为指标上限值
。

(3) 峰型函数模型

}
0

,

夕
‘
一

}:{
(’ + “‘

(“
‘
一 “‘

’
‘

’

u ‘
> u , ,

或
u ,

< u , 2

u z 一 < u ,
< u I Z

“ = C
I

式中
, u , l

、

u , 2

函数类型

Fu nC ti o n

戒 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 上型

戒 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上型

戒下型

戒下型

峰型

直线型

直线 型

项 目

Ite m

分别为指标上
、

下限值
。

表1 要素的类型及其经验公式

T a b le 1 T ype an d m od
e l o f th e

faC to rs

经验公式

E m Piri eal fo rm ul a

有效土层厚度 (c m ) 厂12 (l+ 4
.

29 x l o
一‘(u 一 e ), )

耕层厚度 (em ) 厂1 2 (一+ o 刀0 7 7 (u 一 e ), )

旱季地下水位深度(平田) (em ) 厂 1 2(l+ 5夕3 x lo
一‘(u 一 e ), )

旱季地下水位深度(低洼田) (e m ) 厂 1 2(一+ 5
,

7 3 x lo
一‘(u 一 e )’)

旱季地下水位深度(低丘平岗) (c m ) y= o
.

6

有机质 (中壤
一
紧砂 )(% ) 厂 1 / (l+ l刀7 3 5 (u 一 e) , )

有机质 (重壤
一重粘) (% ) 厂 l /(l + 1

.

0 7 3 5 (u 一 e) , )

阳离子代换量 (中壤
一
紧砂) (

e m of zkg ) 厂 1 2(s
.

g sx 一。
一 ,
(
u 一 。

)
’
)

阳离子代换量 (重壤
一重粘) (e m o lz k g ) 厂 1 2(4

.

16 x lo
一 , (u 一 e )’)

速效钾 (中壤
一
紧砂) (m g zkg ) 厂 l / (r+ s

.

s4 x lo
一‘

(
u 一 e ), )

速效钾 (重壤
一
重粘) (m g zkg ) 厂 一/ (一+ 5名4 x lo

一‘

(u 一 e
)

, )

速效磷 (中壤
一
紧砂 ) (m g zkg ) 厂 12 (l+ 4 2 9 x (u 一 e) , )

速效磷 (重壤
一重粘) (m g / kg ) 厂 l/ (l + 4之g x (u 一 e) , )

有效锌 (m g / kg ) 厂 12 (l + 4
.

29 (u 一 e) , )

有效硼 (m g / k g ) 厂 1 2 (x + 一7
.

15 (u 一c ), )

有效硅 (m g / k g ) 厂 1 2 (4
.

2 9 x lo
一‘
(
u 一e ) , )

容重 (中壤
一
紧砂 ) (g / e m , ) 厂 l / (l + 1 7 1 5 (u 一e

)
, )

容重 (重壤
一重粘 ) (g / e m , ) 厂 1 2 (l + 1 7 15 (

u 一 e ), )

pH 厂 l / (l+ 1
.

0 7 3 4 (u 一 e )2 )

排涝模数 (m , / (s
·

腼
, )) 厂

。

灌溉模数 (m , z(s
·

腼
, )) 厂。一

u

‘= 100

『二 20

‘, 80

‘片 80

u t < 10

ut < 5

u r < 10

u t < 10

‘= 2刀

‘= 2 石

‘= 2 0

‘= 2 5

c= 10 0

〔= 12 0

『二
10

‘甲 12

￡= 1 0

‘
句

.

5

亡= 100

‘二 1
.

2

〔件 1
.

1

〔, 7

c = 1

‘= 0
.

1 5

从 < 0. 5

“r < 1

u , < 2

“ , < 5

u , < 10

u t < 2 0

u , < 2

u t < 5

u , < 0 2

u t < 0刃5

u , < 2 0

u , > 1
.

6

u t > 1
.

8

u , = 2
, u ,

尸1 2

u , < 0 1

u , < 0 0 15

(4) 概念型要素描述
,

见表 2一表 6
。

表2 地貌类型隶属函数及其描述

T a b 一e 2 Me m be rs hi p fu nc ti o n an d de se riPti o n o f top
o g哪hi eal fe a tu re s ty pe

隶隶属 函数 描述述 隶属函数 描述述

MMM em be rs hi P fu n c ti o n

块
sc ri Pti o nnn M em be rs hi P fu n eti o n

氏
se ri Pti o nnn

111 沿运高平田田 0 4 荡田田

。。
.

8 南片沙土平 田区区 0 2 岗地地

仓仓6 低洼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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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成土母质隶属函数及其描述

T a b le 3 Me m be rs hi P fu nc ti o n an d de se ri Pti o n o f Pa re n t m a te rial

隶隶属函数 描述述
}

隶属函数 描述述

MMM em be rs hi P fo n c ti o n

块
seri Pti o nnn

} Me m be rs hi p fun
c ti o n

氏
sc ri p ti o nnn

111 黄泛冲积物
;
湖相沉积物物

⋯
“

·

6 长江老冲积物物

仓仓8 下蜀黄土土土

T 皿b le 4

表4 剖面构型隶属函数及其描述

M em be rs hi P fu n c ti o n an d d ese ri Pti o n o f Pro fl le e o

nfi gura ti o n

隶属函数

Me m be rs hi P fu n e ti o n

描述

A一P
es es W一 B A一Bl 一B Z

氏
seri Pti o n

A
;

一凡一B

0
.

8
A一P- W 目

一B g

(6 0c m 以下出现障碍层 )

0 6
A一P一W

g

一G A 一P一W一E

(4 Oc m 以下出现障碍层 )

A一P一叭一n ll
一G A一P一W一Bc a

0
.

4
A一P一E一B A一P一 S一B

(加
c m 以下出现障碍层 )

A一P一W ca 一Bc a A一P一D
”

0
.

2
A一Pc a-- Bc a A一几一 G

(2 Ocm 以上 出现障碍层 )

A一G A一C

(土壤层次尚未分化)

表 5 质地隶属函数及其描述

T a b le 5 Me m be rs hi P fu nc ti o n
an d de scri Pti o n o f te x t

眠
隶隶属函数 描述述

1
Me m

黑罗?unc
。。n

*

s?n?ti
。nnn

⋯
* m

翼 :nctio
n

*

s?n:tionnnMMM em be rs hi P fu nc ti o n

块
se ri Pti o nnnnnnn

lll 重壤壤

{
o

,

6 中粘粘

⋯
o

·

, 砂‘‘

住住8 中壤壤 }
“

·

, 轻圾圾
}

0
·

“ 紧砂砂

住住7 轻粘粘 ! 0
·

4 重粘粘 } 。
·

l 松砂砂

表6 工程设施隶属函数及其描述

T a b le 6 M em be rs hi P fu nc ti o n
an d d e seri Pti o n o f en g in e eri ng

隶属函数

M em be rs hi P fu n eti o n

描述

氏
se ri Pti o n

工程设施很好
,

沟渠配套
、

标准高
,

灌排动力足
,

无旱涝灾害

工程设施好
,

沟渠标准较高
,

灌排动力较足
,

可能发 生短时间旱
、

涝或渍害

工程设施较好
,

沟渠标准一般
,

灌排动力尚可
,

易发生短期旱
、

涝灾害

工程设施较差
,

灌排不分
,

水系标准较低
,

灌排动力不足
,

旱灾或渍害时间较长

工程设施差
,

沟渠不配套
,

水系标准差
,

无灌排动力
,

易旱易涝且持续时间长

只‘O月t,�

. .1 ,

⋯nn�nU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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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计算单因素权重
:

层次分析法 [8]

(l) 建立层次结构
,

见图 3
。

(2) 构造判断矩阵
,

对于 目标层 G (耕地生产性能 )而言
,

在准则层 C 中
,

参照相关分

析以及 因子分析的结果
,

请有关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老农
,

分别对土体构型 (Cl )
、

立地条

件 (C 2)
、

耕层较稳定理化性状 (C 3)
、

耕层有效养分 (C 4)
、

农田基础建设 (C S) 的重要性作出

判断
,

得到准则层 C 对于 目标层 G 判断矩阵 [8] 如下
:

C 3 C 5

3

3 / 7

l

3 / 7

3 / 5 3 / 5

C4一
5
5/75/3
15/3C2一717/37/57/3Cl一11/31/51/71/3G一CICZC3CSC4

同理
,

分别得到指标层 A 对于准则层 C 的判断矩阵如下
:

A l A 2 A 3 A 4

77/57/31

3/ 5

51/3n

口、J尸,�

11/51/3

l/7 3/7

Cl一AIA3AZ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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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层次单排序及层次总排序
,

见表 7
。

T a b le 7

表7 层次分析结果表

I七e re sul t of an al yti c hi e

~ hy Proc
e ss (A H P)

层次C

托
e ra代hy C

组合权重

层次A

比
era代hy A

C o m hi n a to ri al w e ig ht

芝c 戌

0
.

4 9 7 6 0
.

0 7 1 1 0
.

16 5 9 0 0 9 9 5 0
.

1 6 59

剖面构型

土层厚度

耕层厚度

地下水位

地貌类型

成土母质

质地

容重

有机质

代换量

PH

速效钾

速效磷

有效锌

有效硼

有效硅

工程设施

排涝模数

灌溉模数

0
.

59 6 5 9 0
.

2 9 6 8

0
.

1 19 3 2 0
.

0 59 3

0
.

19 8 8 6 0 0 9 8 9

0
.

0 8 5 2 3 0
.

0 4 24

0
.

7 5 0 0 5 3 3

0
.

2 5 0刃17 7

0 5 3 2 9 9 0 刀8 8 4

0
.

10 6 6 0 0
.

0 17 6

0
,

17 7 6 6 0
.

0 2 9 4

0
.

10 6 6 0 0 0 17 6

0
.

0 7 6 15 0 刀12 6

0
.

5 3 29 9

0
.

17 7 6 6

0
.

10 6 6 0

0
.

10 6 6 0

0刀7 6 15 8

0
.

0 53 0

0
.

0 17 6

0
.

0 10 6

0刀10 6

0
.

0 0 7 5

0
.

0 9 9 5

0
.

0 3 3 1

‘U,二

:
�日n

0
.

2 0
.

0 3 3 1

(4) 层次总排序的检验

C l = 一 0
.

0 0 0 0 0 3 3

R l = 0
.

5 8

C R = C l/ Rl = 0
.

0 0 0 0 0 3 3 / 0
.

5 8 = 0
.

0 0 0 0 0 0 5 7 << 0
.

1
,

层次排序的计算结果具有

满意 的一致 性
。

其 中 C l = 判 断矩 阵的一致性指 标
,

RI 二 同阶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
,

CR = 随机一致性比率
。

2. 7 计算耕地生产性能综合指数 (I Fl )
:

累加型模型

I。 二

艺双
x A ,

(i 一 ,
,

2
,

3
, · ·

一
n)

式 中
:
IFI (In te g ra te d Fe rti h ty Ind e x )代表耕地生产性能综合指数 ; 乓 = 第 i 个因素评

语
; A , = 第 i个因素的组合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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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分级标准 (表 8)

T a b le

表8 耕地等级标准

C ri te ri a o f e ul ti v a te d lan d g ra d e

级级别 生产性能综合指数数
}

级别 生产性
些合指数数

GGG份 de IFIII } 。份d e IHHH

一一等地 ) 0
.

9111

{
六等地 “

·

‘, 一“
·

,““

二二等地 。名1一欣9000 】
一

七等地 ”
·

, , 一 0
·

4 000

三三等地 0
.

7 1一 0名000

}
产、

贵哗
”

·

2 ,一 0
·

3 000

四四等地 0. 61 一 0. 7000 l 九贵粤
0

.

1 :一 , 2。。

五五等地 0
.

5 1一 0 .6 000 ! 卞等地 钊
·

1000

3 结果与讨论

3
。

l

3
.

1

评价结果与检验

评价结果

个单元的 IR 值
,

对照

表 9
。

将试区内 8
.

16 万 11m 2 耕地共划分为 7 3 6 7 个评价单元
,

分别计算出每

2
.

8 的分级标准
,

确定每个评价单元的地力等级
,

评价的汇总结果见

表9 高邮市耕地地力等级统计表

T a b le , 肠ffe re n t g耐
e o f c山 ti v ate d 一

and
o f c 冶o yo u ci妙 (Inn2 )

等级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小计
%

C m d e
Fa rm lan d-- ! Fa

ll ll lan d 一11 T o ta]

一 2 16 7名 4 乡 2 17 2刀 2 7

二 2 7 6 5 4名 5 3 1
.

3 2 8 18 6
.

1 3 4
.

5

三 3 2 52 3
.

3 10 0 4
.

5 3 3 5 2 7名 4 1
.

1

四 7 9 6 0 6 64
.

1 8 0 2 4刀 9
.

8

五 8 8 8 5
.

2 2 62
.

6 9 14 7
.

8 1 1
.

2

六 5 2 1 2 9
.

3 5 3 0 j 0刀

合计 7 9 7 12
.

9 1 8 76
.

7 8 15 8 9 6 10 0刃

3
.

1
.

2 评价结果检验 农业部于 19 9 6 年制定了
“

全国耕地类型区
、

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

农业行业标准 (报批稿 )
。

该标准根据粮食单产水平将全国耕地划分为十个地力等级
。

年

单产大于 13 50 0 k g / Iun
Z 为一等地 ; 小于 1 500 kg /hm

,

为十等地
,

每 15 oo kg 为一个等级
。

我

们用产量划分的地力等级 (某一产量水平上的行政村个数 )与依据耕地 自然要素划分的地

力等级 (某一地力等级基础评价单元的个数)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表 10)
,

两者的相

关系数为 0. 9 0, 达极显著相 关的水平 (尺
4 5 ; 。。 , )二 0. 81 1)

。

实地踏勘的 26 个典型剖面经济

产量 (19 9 7 年 )与生产性能综合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
,

剖面所在 田块

的生产性能综合指数与经济产量也呈极显著的直线相 关
,

相关系数为 0
.

65 41
’ ‘ ,

R (l
,

2 4 。
.

。, )

= 0
.

49 6
。

但就具体田块而言
,

一级地一块田的产量为 14 340 kg /hm
Z ,

而五级地 中最高产量

也达到 14 205 kg /hm
,

(表 11 )
。

以上结果说明
,

从宏观上看
,

在一个气候条件
、

耕作方法基本

相同的地区范围内
,

依据经济产量 了解本地区耕地生产性能是 可行的
。

但是
,

对于具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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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而言农民的经济能力
、

文化水平
、

思想意识以及采用的技术措施都对耕地的实际产量起

着重要影 响
,

适 当的栽培措施能够在低产土壤上获得较高的产量
; 反之

,

不恰 当的人为因

素可能会限制土壤潜在肥力 的发挥
,

用耕地 自然属性评价的结果更能反 映土壤潜在的生

产能力
。

表10 耕地分等定级结果与部颁标准对照表

T a b le 1 0 C o m Pa n so n o f the g ra d e o n th e e ul ti v a te d lan d w ith the
sta n d a ld issue d by the A g ri c川tu re 块P王汀tn le n t

等级

C 口d e

部颁标准

块 Pa日n l e n t sta nd ar d

产量 村 (个)

ou tnu 《k g /肠
,
) v i一l昭e

等级

G m d e

当地标准

L oc al sta n d a司

单元 (个)
IFI

U n it

7刀3名万刀2314211二0201朋洲868845
) 0乡l

0
.

s lee o乡0

0 7 lee 0
.

80

0
.

6 lee 0
.

70

0
.

s ltw o 石0

0 4 lee 0
.

50 5 4

7 3 6 7

二三四六五

10 0刀

,、�,
汀

,一飞,、,二nU
.

⋯⋯
,�八,,‘rCJ曰�U�U

l
‘U-0

d ..且

483狡021卜n买9
,"

0( |

..且内j了0

四

五

小计

> 15 0 0 0

13 50 0 一 1 50 0 0

1 20 0 0 一 1 3 50 0

10 50 0 ~ 12 0 0 0

90 0 0 ee l0 50 0

< 9 0 0 0

表11 典型剖面分等定级统计表

T a b一e l一 G份d e o f 奴 ty p ic 习 p ro n le (kg/h
n 1 2

·
a )

等级

G m d e

样点数

Sam Pl
e

平均产量

A ve ra g e o u tP u t

14 3 4 0

1 5 12 0 13 0 8 0 ee 1 8 19 5

1 32 15 12 5 4 0 ee l 57 2 0

12 2 5 5 10 9 2 0 ee 1 32 6 0

12 8 0 3 1 14 0 0 14 2 0 5

小计

3. 2 讨论

1
.

GI S 兼有管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能力
,

是进行地力等级评价和管理 的有效工

具
。

本文通过建立 GI S 支持下的基本农田管理信息系统
,

进行耕地地力等级的评价
,

使土

壤本身的属性数据能在二维空间上表达
,

充分体现 了土壤作为一个 自然体在空间上 自然

分布 的特征
,

也反映了社会因素的空间差异和人为因素对土壤的影响
,

其评价结果更加科

学
、

合理
。

2
.

本文根据与产量相关的密切程度选择了 19 个 自然要素作为参评因子
; 根据各个要

素在 因子载荷矩 阵中的组合情况构造层次分析模型
;
分别应用模糊评价法计算单因素的

隶属 函数以及层次分析法计算单因素的权重
,

既克服了经验确定分级指数主观方法的弊

端
,

又避免了纯数学方法带有较大盲 目性的弱点
。

客观地反映了地力等级的差异
。

不 同地

区可以根据 当地的 自然条件及 田间试验结果
,

选择 当地 的要素组合及计算相应的隶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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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权重系数
。

例如
,

对于滨海地区而言
,

土壤盐分含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评价要素
,

而

地貌类型 由于完全一致可以不予考虑
。

3
.

本文以 土壤图
、

基本农田保护块图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形成的图斑作为评价

的基础单元
,

每 一个田块都能在图上找到确切的位置
,

在属性库中找到相应的属性数据
,

极大地提 高了评价结果 的实用价值
,

并为开展其它各种专业性评价奠定了 良好 的基础
。

如为地产交易市场服务的土地价格评价
;
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服务的土地适宜性评价

;
为

合理施肥服务 的耕地营养状况评价等等
。

4
.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
,

气候因素的变异不大
,

未列人参评因子
。

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

省的范围内
,

气候的差异对耕地的生产能力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

必须给予考虑
。

5
.

环境污染 的程度对农产品的品质影响极大
,

目前对耕地产出量的影 响还不大
,

评

价标准也难以确定
,

如何评价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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