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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一切植物

生长最基本的源泉。开展耕地地力质量评价，掌握耕地地力等级及

其养分变化规律、障碍因素，对优化耕地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生产

结构，指导农民科学施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产

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肥料资源浪费，防止土

壤退化和污染，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丰富

土壤肥料科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深入开展，井陉县土肥站根据农业部对耕

地地力质量评价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河北省土壤肥料总站的布置安

排，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成果，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编写了 《井陉

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一书。本书设有９章。第一章从自然、土

地资源、农村经济、农业生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从耕地地

力质量评价的准备、评价要素的研究、评价样点养分测试与质量控

制、评价原理与方法、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进行了

全面论述。第三章从立地条件、水土保持与土地整理开发、防护林

建设、农田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从耕地土壤分类、

土种归属主要性状及生产性能、耕地土壤养分状况及变化动态进行

了全面论述。第五章从耕地地力分级、主要属性及改良利用措施等

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六章从坡耕地、沙旱漏地改造、土壤培肥、集

雨蓄水与节水补灌、主要作物施肥技术、中低产田改良利用措施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第七章从肥料效应田间试验、肥料配方设

计、配方肥料的合理施用、主要作物配方施肥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论

述。第八章从优化耕地资源配置和种植业区域布局方面进行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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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九章从耕地资源数量与质量变化趋势、耕地资源利用面临的

问题及可持续利用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省土肥站马利民同志和石家庄

市土肥站郝月皎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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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耕地资源评价工作报告

一、目的意义

耕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物质
生产最基本的源泉。耕地地力高低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及产量
和品质。掌握耕地地力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对调整农业结构，指导
农民科学施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
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肥料等资源浪费，防止土壤退化和污
染，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我
省开展过两次土壤普查工作。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在１９５８年至

１９６０年三年间进行，１９７９年开始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到１９８４
年完成了全省土壤普查的野外调查，至今已经过了２０多年。土壤
普查的丰硕成果，在农业区划、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良和科
学施肥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
合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研究、新型肥料的开发提供了科
学依据。２０多年来，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耕作制度、作物品
种、种植结构、产量水平、有机肥和化肥使用总量与品种结构、农
药使用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县的耕地地力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进入新世纪，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和加入

ＷＴＯ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我县的农产品已经从供给不足发展到
结构性自给有余，面临调整农业结构问题。由于对耕地地力底数不
清，盲目施肥、乱用农药、不讲科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耕地和农产
品污染等问题，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报道：蔬菜种植使用剧毒农
药、果品使用激素、污水灌溉农田等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的农产
品由于重金属超标准不能出口，影响农民的收入等。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一是为食物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科学
依据。由于城镇的发展、道路的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灾害损失



等，耕地面积的减少是不可逆转的现实。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有限的耕地情况下，农业的发展决定于耕地的
质量。要使耕地质量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提高，首先要摸清现
有耕地地力状况，摸清耕地质量变化的因素和条件，因地制宜地采
取对策。二是为耕地质量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３０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
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在开放的农资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经济的影响
下，农业在追求最大产量的过程中，过度地消耗耕地地力，带来耕
地土壤质量的一系列变化。摸清耕地质量和土壤质量变化的因素和
条件，是进行耕地和土壤生产能力保护，进行耕地质量建设和合理
利用土地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农
业生产中的不合理因素给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压力。三是为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提供依据。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提供营养价值高、口味好、无有害残
留的高品质农产品。摸清耕地土壤污染状况，加强农业生产环节的
管理和投入管理，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是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提
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四是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２１世纪，
我国农业将进入全面实现战略性转移，农业生产的目标从产量最大
化，转为效益最大化。农产品正逐步成为买方市场，需求结构在发
生变化。当前种植粮食作物的效益比较低，农民迫切需要发展新的
种植品种，迫切需要发展效益高的作物。通过对耕地土壤适宜性调
查和评价，建立起我县的土壤适宜性指标体系，可直接为农作物种
植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为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提高耕
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五是为指导科学施肥提供
依据。科学施肥要求根据土壤养分的变化及时调整配比，这样才能
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经济收入。第二次土壤普查之后近３０年
的耕作和施肥，特别是不同农户间的种植制度、产量、肥料投入差
异较大，土壤养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用第二次土壤普查数
据已经无法指导当前的科学施肥，迫切需要对耕地土壤养分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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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新，以满足指导生产的需要。

二、工作组织

（一）组织保障
为加强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农业局长任组长，

主管项目副局长任副组长的 “井陉县耕地地力质量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组织协调、落实人员、安排资金、制定工作计划、指导
调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土肥站，主要负责项
目组织、协调与督导。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工作协调会，及时解决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

（二）组建专业班子，确定评价样点
确定耕地地力评价样点，是耕地地力评价的基础，其准确性直

接影响评价结果。为确保评价质量，组建了专业班子，专业班子由
参加过第二次土壤普查人员和土肥站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全县３６
万亩耕地，１７个乡镇，３１８个行政村的农用地，参加了地力评价工
作。在测土配方施肥的８０２３个采样点中，按照耕地土壤类型分布
面积及种植作物区域，布点均匀的原则选取了２００４个代表性样点，
作为耕地地力评价样点，确定评价单元４７７２个，对缺点区域进行
了补充。按照确实定样点，将采样地块基本情况调查表和农户施肥
情况调查表、化验数据、表格形式，以农业部汇总软件录入格式导
出上报技术依托单位。

（三）加强质量控制
为保证耕地地力评价的科学性、可比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对参与地力评价样点的化验数据数值进行了反复检查，剔除不合理
数据，而且上报的化验项目齐全，符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要
求，数据准确真实有效，为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参加技术培训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涉及知识面广，技术性强，为高质量完成

项目任务，专业技术骨干参加全国、省耕地地力评价技术培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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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人员熟练掌握了计算机技能，熟练运用ＣＩＳ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数字化图件及数据库平台进行各种统计分析。

（五）加强部门间协作
由于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涉及面广，为保证高质量完成项目任

务，在项目实施中。依托省、市专业技术部门，发挥其技术优势。
县土肥站技术人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并相互交叉参加资料收
集、野外补充调查取样化验分析等，使项目得到顺利实施。

三、主要工作成果

通过耕地地力评价项目，形成了以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
业生产积极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工作成果。

（一）文字报告

１．井陉县耕地地力质量评价工作报告

２．井陉县耕地地力质量评价与利用
（二）耕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和平衡施肥专家指导系统

１．井陉县耕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２．井陉县平衡施肥专家指导系统
（三）数字化成果图
井陉县形成耕地地力等级、施肥分区图、耕层养分等图件共

１４个。

１．井陉县耕地地力等级图

２．井陉县作物施肥分区图

３．井陉县测土配方施肥点位图

４．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机质等级图

５．井陉县耕层土壤全氮等级图

６．井陉县耕层土壤碱解氮等级图

７．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磷等级图

８．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钾等级图

９．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硫等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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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硼等级图

１１．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锌等级图

１２．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铁等级图

１３．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铜等级图

１４．井陉县耕层土壤有效锰等级图

四、主要工作

（一）收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图件资料、属性数据资料和其
他资料。图件包括：地形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第二
次土壤普查成果图件、基本农田保护区定界图等相关资料。属性数
据资料包括：第二次土壤普查基础资料、土地详查资料、国民经济
统计年报、土壤监测、田间试验，耕地环境质量监测资料，农作物
布局等。其他资料包括：土壤改良、生态建设、土壤典型剖面照
片、当地典型生态景观照片、特色农产品介绍 （文字、图片）地方
介绍资料等。

（二）建立耕地资源基础数据库。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测土配方
施肥所取得的调查、测试、试验数据和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数据，
建立了规范的井陉县耕地资源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

（三）建立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利用农业部统一提供
的系统平台软件，与先期建成的空间数据库、属性数据库连接，建
立本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有效的管理、分析、利用测土配方
施肥的数据资料，为耕地地力评价提供数据来源。

（四）确定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河北雅信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为我县耕地地力评价技术依托单位，进行图件数字化，建立县域
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提供评价数据和成果。评价结果归入全国
耕地地力等级体系。

１．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耕地地力评价指标的确定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一是选取的

因子对耕地地力有比较大的影响。二是选取的因子在评价区域内的

·５·井陉县耕地资源评价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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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较大，便于划分耕地地力等级。三是选取的评价因素在时间上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评价结果能够有较长的有效期。四是通过常规
的方法可以获取评价指标的相关数据。

按上述原则，省市土壤肥料专家在全国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中，选择适合当地对耕地地力影响较大的指标作为评价因素，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两轮投票确定了我县９个因素作为耕地
地力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包括：理化性状 （土壤质地、成土母
质）耕层养分 （有机质、有效磷、有效钾）土壤管理 （灌溉能力、
田面坡度、障碍因素）立地条件 （地貌类型、地形部位）。

井陉县耕地地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代码 要素名称 评估值

立地

条件

１ ＡＬ２０４０００ 地貌类型
丘陵 山地

１　 ０．８

２ ＡＬ２０５０００ 地形部位
丘间洼地 丘间坡麓 丘坡面 丘坡顶

０．９　 １　 ０．８　 ０．７

３ ＡＬ４０１０００ 质地
沙壤 轻壤 中壤

０．７　 １　 ０．９

耕层养

分状况

４ ＡＬ５０１０００ 有机质
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　 ０．８５　 ０．７　 ０．５

５ ＡＬ５０３０００ 有效磷
１２０　 ９０　 ６０ ＜６０
１　 ０．８５　 ０．７　 ０．５

６ ＡＬ５０５０００ 速效钾
１５０　 １２０　 ８０ ＜８０
１　 ０．８５　 ０．７　 ０．５

土壤

管理

７ ＡＬ６０１０００ 障碍层类型
无明显
障碍

灌溉
改良

瘠薄
培肥

１　 ０．８　 ０．４

８ ＡＬ７０１０００ 灌溉保证率
充分满足 基本满足

一般
满足

无灌溉
条件

１　 ０．９　 ０．８　 ０．４

９ ＡＬ７０４０００ 排涝能力
强 较强 中

１　 ０．９　 ０．８

·６· 井陉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



２．确定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是评价的最基本单位，评价单元划分的合理与否直接

关系到工作量的大小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次地力评价采用土壤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形成的图斑作为评价单元，每个评价单
元的土壤类型、利用方式一致。共划分出４７７２个评价单元。

３．确定取样点
应用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在评价单元内，参照第二

次土壤普查采样点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调查和采样点位置，确定参
与评价的采样点２００４个。

４．建立评价模型
主要包括四项关键技术：一是确定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二是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三是计算耕地地力综合指数 （ＩＦＩ）；四是
划分耕地地力等级。

５．评价结果归入全国耕地地力体系
依据 《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归纳整理了各

级耕地地力要素主要指标，形成了与粮食生产能力相对应的地力等
级，并将各等级耕地归入全国耕地地力等级体系。

６．评价结果的汇总
编写了本书 《井陉县耕地资源评价与利用》，本书稿共分９章

３４节，全面介绍了井陉县的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农田基础设施；
确定了耕地地力调查评价的原理、内容、方法，对耕地地力进行了
分等定级；分析阐述了耕地土壤属性；提出了耕地资源合理利用的
对策与建议。

五、耕地地力评价结果

（一）井陉县耕地地力各等级面积
井陉县耕地总面积为３６万亩，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１７．４％，

其中１级地８．８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２４．４％，２级地１１．１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０．８％，３级地８．７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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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４级地５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３．９％。５级地２．４万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７％。

耕地地力评价结果

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总计
面积 （万亩） ８．８　 １１．１　 ８．７　 ５　 ２．４　 ３６

占总耕地面积 （％） ２４．４　 ３０．８　 ２４．２　 １３．９　 ６．７　 １００

（二）耕地地力等级的行政区域分布
将耕地地力等级分布图与行政区划图叠置分析，从耕地地力等

级行政区域分布数据库中权属字段检索出各等级的记录，统计各级
地在各乡镇的分布状况。

耕地地力等级的行政区域分布 （单位：亩）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南王庄乡 ４４１８．６８　 １６０１．３７　 ３８５２．３２　 ５２７．６４　 ３１．２３
北正乡 １３００．９２　 ３０３．１８　 ２２６２．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测鱼镇 １５５０．０２　 ５３５．７４　 ９８３．４９　 １２４８．６２　 ６２６１．７８
南陉乡 １８８８．０９　 １２２６．５６　 ４５０３．２７　 ３５０７．５８　 ２２７．２６
南峪镇 １６４０．８５　 ３６８２．８８　 ３７０２．９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上安镇 ５６９．３６　 ７５９３．９７　 ３４１０．９９　 ８５２４．１４　 ７３６．４５
孙庄乡 ８４４１．８３　 ６２．７４　 ２４２７．４３　 ７４９．２２　 ３６９７．８７
天长镇 ２１３６．２８　 １３１７．５５　 ５３０７．９８　 ７６４７．５７　 ８２．６６
威州镇 １７９３６．２２　５７６０５．７８　２２３１４．６０　 ２６３７．０７　 ５６．７６
微水镇 ３４０２９．７３　 ４４２６．１１　 ８０７４．１７　 ９７３．６０　 ３５０７．３４
吴家窑乡 ４５０８．１２　 ２１１０．７３　 ６６６７．２６　 ５４３２．２１　 ９４３．７６
小作镇 １８７６．６２　 １６１７．４８　 １０１５８．３３　 ４５７．１２　 １４．９４
秀林镇 ４５７３．３０　 ２７４１３．７３　 １３１．８２　 ６０１８．１１　 ２９３１．９５
于家乡 １７１３．９８　 １４６７．３２　 ２４２９．７７　 ６０６９．１６　 １４４．３３
苍岩山镇 ９７．５４　 ０．００　 ４５８．３４　 ２４１４．７１　 ３８６７．７６
辛庄乡 ９６１．２３　 ４９８．８５　 ５２５２．０５　 １１９５．１１　 １０９２．２８
南障城镇 １１５．１９　 ２６４．０７　 ５４３７．５６　 ２０８９．８７　 １２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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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体会

１．领导重视
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是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任务完成的关键，精细

准备为完成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专门组织了业务工作班子，制定
了实施方案，确定了耕地地力评价的技术路线、方法步骤、时间安
排和提交的成果等。

２．实施目标管理
与省、市土肥站和河北雅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技术依托，各

部门密切配合，组成精干队伍，责任明确，工作中各有所长，互补
其短，各司其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按照工作任务划分阶
段，明确各阶段的任务目标、完成时间和责任人，分工明确，责任
到人，从而保证了阶段目标和整个任务的按时完成。

七、问题与建议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技术性很强，基层掌握计算机知识、制图技
术、高等数学及土肥专业知识的人员缺乏，建议进一步加强技术培
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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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概况

一、地理位置

井陉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陲。北邻平山县，东部和东
南部与获鹿、元氏、赞皇三县毗连，西部和西南部同山西省盂县、
平定、昔阳三县接壤；位于北纬３７°４２～３７°１３′，东经１１３°４８′～
１１４°１８′之间。县城微水镇东距省会石家庄市４０ｋｍ，东北距首都北
京３５０ｋｍ。全县总面积为１３８１ｋｍ２ （２０７．１５万亩），其中耕地３６
万亩，占总面积１７．４％。２００８年人口总数３２６２２５人，每平方公里

２３６人。

二、地质历史和地质构造

井陉盆地为一向斜盆地，其基地构造以褶皱为主，盖层构造以
断裂为主。

盆地基底为太古界、元古界变质岩系地层，褶曲核部在井陉矿
区石炭系、二叠系地层，斜轴线由南西向北东延伸，自娘子关向东
北穿过井陉矿区至威州北部。翼部为下寒武统地层，盆地中心大面
积分布着中奥陶系地层，其盆地中心产状一般倾斜小于２０°。而翼
部及断层带附近产状倾角达６０°，使底版埋深达４００多米。

盆地盖层以高角度的正断层和逆冲断层为主，按断裂构造走向
主要有三组。第一组为北东向断裂带，位于盆地的东半部，共有４
个断裂带，其中测鱼至头泉断裂带规模最大，延伸约３０ｋｍ，由数
条平行逆断层组成。其次为北部南陉断裂带，由两条正断层组成一
地堑。第二组为北西向断裂带，位于盆地西北部，以逆断层为主。



第三组为南北向断裂带，即井陉矿区西侧与东侧正断层组成的地堑
式断陷盆地、井陉矿区断裂带和支沙口支营庄 （在山西平定县境
内）断裂带。

境内地层出露比较齐全，岩性及分布比较清晰，由老至新排列
有序。

出露的太古界地层主要是阜平群，其岩性由一套遭受区域混合
岩化作用的中浅变质的各种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和斜长角闪岩
等组成，其间夹有磁铁石英岩透镜体。这套岩石主要分布在境内北
部冶河和小作河下游，以及测鱼、胡家滩等地。

出露的下元古界的地层主要是甘陶河群，基岩由一套浅变质的
砾岩、沙岩、板岩、白云岩和变质安山岩组合而成，并具有三次规
模较大的中性喷发活动。这套岩石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南部和北部。

出露的上元古界震旦系的地层，其岩性包括燧石条带白云岩、
燧石砾岩、石英岩、沙岩、石英沙岩、钙质页岩等。主要分布在县
域东南部，由测鱼一带至山西境内。

出露的古生界寒武系的地层，分为下、中、上统，各统均有分
布。其岩性包括泥质条带致密灰岩、竹叶状灰岩、鲕状灰岩、白云
岩、含钙质页岩、暗紫红色粉沙页岩、紫色页岩等。主要分布在庄
子头、冶里一线以北的上庄 （今南陉乡上庄）桃王庄、米汤崖等
地，以及东方岭、南障城一线以东等地。

出露的古生界奥陶系地层，其岩性主要包括灰、深灰色致密灰
岩蠕虫状灰岩、白云岩、含燧石结核透镜体。奥陶系地层分布比较
广泛，主要分布在东方岭、南障城一线以西，小作镇以南。

出露的古生界石炭纪主要分布于井陉矿区，二叠纪零星分布于
井陉盆地内，大部被新生代第四系所掩盖。

新生代第四纪下更新统冰碛层分布于北张村和马峪附近；雪花
山玄武岩见于井陉盆地、甘陶河下游马峪一带，中更新统硐空残积
层分布在青石岭、北固底的奥陶纪洞穴中。上更新世冲积层零星分
布于绵河两岸二级阶地上；洪积坡积层见于威州东头、微水、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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