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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具有一定地力特点的自然资源 o 耕地地

力对农作物产量、品质有着直接的影响。耕地资源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对整个闺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组织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及时掌握诸城市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和耕地质量变化

趋势，对于因地华1J 宜发展农业生产，指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具有贡要意义。 2008 年，诸城市开始实施国家洲土配方施肥项目，

同时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耕地地力坪价工作的通如》、《农业部办伶斤

关于加快推进耕地地力坪价工作的通知》及《耕地地力调袭马质量坪价技术规

程》的有关要求，开展了诸城市耕地地力坪价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于

2012 年 2 月顺利通过省级晗收 o

2008~2010 年，诸城市累计采集土样 5 625 个，水样 60 个，试验用植株样

品 936 个。化验土样 62 035 项/次，水样 215 项/次，植株样品 2 808 项/次。其

中用于耕地地力坪价的土样 2 264 个，水样 60 个。本次耕地地力坪价充分应

用了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成果资料、土地利用详查资料及土样、灌溉水样、植株
样的养分、土壤物理状况等项目，对耕地的肥力、环境质量进行了坪价 o 通过

系统分析，形成了诸城市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

报告，绘制了诸城市土地利用现状、耕地地力等级、土壤养分(有机质、全氮、碱

解氮、有放磷、速效仰、有放态中微量元素)等 24 幅数字化成果图，建立了诸城

市县城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土壤养分管理与施肥估息系统。

为加快调查勾评价成果的应用，在省市业务部门和诸城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总结调查与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第二次土壤普查的部分成

果，蝙坏了《诸城耕地》…书 o 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诸城市耕地资源类型、地

力状况、环境质量和利用状况等。书中引用了大堂调查结果与化验数据，并配

以成果图件，增强了可读性。

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坪价工作中，山东省土肥总站高瑞杰站长、李涛副

站长、万广华科长，桦坊市土肥站张西森站长、潘云平副站长等领导、专家多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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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11奋指导。诸城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姐，负责全面工作的协调;诸城市农业局

成立了技术小姐，负责工作方案的制定和落实、野外调查、土样采集、样品化

验、资料收集、数理统计和资料录入等任务。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山东天地亚太罔土遥感公司承担了数字化罔件的制作。在开展耕地地力评价

期间，还得到了诸城市国土资源局、统计局、气象局、民政局、财政局、水利局、

烟草公司以及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和缺乏经验，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问行

批评指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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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概述

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耕作制度、作

物品种布局、产景与施肥水平的不断变化.耕作制度、作物品种布炜、产量与施

肥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耕地生产能力也有了大幅庶提高。组织开展耕地地

力评价工作.及时掌握诸城市耕地踪合生产能力和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对于因

地制宜发展诸城市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加强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建设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为及时更新调查数据，及时了解耕地地力变化动态，我们

2008~2011 年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办

农C200 7] 66 号)的精神，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的通知))(农办农 C2008J75 号)、《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NY/T

1634-2008) 的有关要求开展了市城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一、耕地地力评价的目的和意义

耕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在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耕地

地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产最水平和质量，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

和放益 o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蔬菜等经济作物得以大面积种楠，给农民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大量的化肥、农药投入也开始引起土壤板结、耕

性变劣、pH 降低等不良现象。耕地数量的减少与人口的增长、耕地地力与环

境质量的退化、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巳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开展

耕地地力评价是摸清我国耕地资源状况，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的重要基础工作，是耕地利用分区的主要技术依据和决策因素。为随时掌

、握各个不同时期的耕地蛐力功态演化规律，为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势农产品区

域布局规划以及"三品"生产基地建设提供有效的基础技术支持，从而提高耕

地资源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用科

学量化的指标评价耕地地力，有利于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和调整种植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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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组织与分工

1.成立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面广最大，、涉及部门多，为真正做好这项工作，诸城市

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刘作勋问志为组长，市农业局局长徐建国同

志、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刘朝阳同志为副组长，财政局、农业局、国士资源

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统计局、水利用、民政局等部门分管负责问志以及各镇、

街道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耕地地力评价实施过程中的组织

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工作 O 领导小组 F设办公室，农业周副局长、农技中心主任

李玉伦同志任办公宗主任 o 同时在农业局成立技术指导小组，李玉伦同志任

组长，士肥站站长张焕刚同志任副组长，土肥站、农技站、植保站、检测中心、信

息科等业务骨干参加，负责该项工作的技术指导、方案制定蔼实、人员培训11 、

作检查 O 此外，邀请省内耕地地力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负责诸城市

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指导诸城市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技术指

导小组从取样、调费、化验、数据整理录人等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11 。

诵过各部门的协调和培训，及时落实各部门的任务分工，为诸城市耕地地力评

价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2. m;定技术依托单位，培训技术人员

根据山东省土肥总站的要求， 2011 年 6 月就耕地地力评价系统建设与山

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山东天地亚太国士遥感公司练订工作协议，委托

他们进行诸城市的数字化制图、空间数据库建设和耕地地力评价等工作，

2011 年 12 月完成了耕地地力评价。同时， 2011 年 8 月农业局派两名技术人员

到济南参加了全省县城耕地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技术培训班。

3. 明确分工，通力合作

按照《农业部耕地地力评价规程》要求，在山东省、湖坊市两级业务部门的

技术指导下，诸城市农业局以士塘肥料工作站为主，具体组织实施样品布点、

土样采集、农户调查、利用现状补调以及第二次土壤普查相关属性数据库、空

间数据库、士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等资料的收集，建立和完善县城耕地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推广应用耕地地力评价成果，编写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

告等，检测中心负责样品化验，信息科协助士肥站负责专题报告的编写。

山东农业大学资顿与环境学院、山东天地亚太国土遥感公词在诸城市农

技中心士肥站的配合下，组织完成因件数字化、空间数据库的建立等工作，利

用县城耕地资服管理信息系统，编制数字化土壤养分分布阁、耕地地力等级

圃，开展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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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耕地蛐力评价数据资料的准备

广泛收集、整理有关耕地的自然、杜会经济等因素资料，充分了解目前生

产状况，不仅可为耕地地力评价奠定基础，也为评价成果的应用提供条件。

1.耕地地力评价资料的收集、整理

(1)数据和文本资料:第二次土壤普查、历次土壤养分普查、首次耕地地力

调查与质量评价的样品点位、调查数据、化验数据、成果报告;近年来肥料试

验、示也资料;历年土壤肥力监测点，农户施肥情况调查资料，植株分析资料;

各镇、街道及重点材耕地状况，近 3 年来作物布局、作物单产、总产、人均收入以

及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农用化学品销售、使用情况统计资料;基本农朋保护区

统计资料;农村及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资料，气象资料，士壤类型代码表，行政区

划代间表等 O

(2) 图件资料 :2010 年土地利用现状阁、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阁、农田水利

分区阁、 2010 年行政区划图、灌概分区阁、地形图(比例尺 1 : 5 万) ;第二次土

壤普查成果因(包括土壤养分分布阁、{故地貌类型图、士体构型与表层质地图、

土壤图等) ;历次土壤养分普查养分分布图、调查点位图等。

2. 野外调查与室内化验

(1)野外调查:将耕地划分为粮田、蔬菜地(包括设施蔬菜、露天菜地)、园

地 3 种类型，并兼顾了黄烟 o 完成蔬菜地、园地野外补调、取样的同时，调查田

间基本情况、农户施肥情况 o

(2) 布点:按照耕地地力评价的布点要求，在补调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布点。布点充分考虑地形地貌、土壤类型、肥力高低、作物种类等因素，保证采

样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o 根据方案要求的采样点密度，结合诸城实际，累计平

均粮田每 11 hm2 、蔬菜地 12 hm2 、园地 21 hm2 (成片因)、黄烟 15 hm2 取一个

样的密度布置采集士壤样品点位 o

(3)样品采集:农技中心抽调 24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采样组，在镇、街道

技术人员的配合下进行基本情况调菇、土样采集。蔬菜地士样在 6 月 15 日，-.， 6

月 25 日主导蔬菜收获后的凉棚期间采集;粮田士样在 9 月 15 日 "-9 月 30 日秋

作物收获后进行采集;园地土样在 12 月 5 日-.， 12 月 15 日进行采集。 2008 ，-.，

2010 年，诸城市累计采集土壤样品 5 625 个，其中粮田 3 831 个，瓜菜地 908

个，果园 290 个，黄烟回 442 个，棉田 114 个，其他 40 个，试验用植株样品 936

个.水样 60 个。用于耕地地力评价的士壤样品数量为 2 264 个，水样 60 个 O

(4)样品测试: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试行) ))测试分析项目的要

求，共化验分析项目土壤理化样品 5 625 个、柏株样品 936 个、水样 60 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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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样化验 62 035 项/次、植株样品 2 808 项/次。

(5)化验分析质量控制:

①化验由诸城市检测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相关人员定期培训、定期考

核，确保人员素质。

φ化验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强制性检定的计量器具，定期送法

定机构检定;非强制性检定{且有检定规程的，定期送检或自检。

③基础实验控制，全程序空白值测定，每批样品做两个空白样。

④标准曲线控制，每批样品均做标准曲线 o

⑤精密度控制，样品分析时平行率达到 50% 。

⑥准确度控制，使用标准样品，进行内参样掺捕，测试结果与标准样品标

准值的差值控制在标准偏差(S) 范阳内。

⑦化验过程中与其他化验室作比对分析。

3. 数据库建设

(1)建立基础属性数据库:采用测士配方施肥数据汇总软件，以调杏点为

基本数据)牢记录，以各耕地地力性状要素数据为基本字段，建立耕地地力基础

属性倍息数据库。应用该数据库可进行耕地地力性状统计分析，是耕地地力

管理的重要基础数据。

(2)建立基础空间数据库:将扫描矢量化及空间插倪等处理生成的各类专

题因件，在 MAPGIS 软件的支持下，以点、线、区文件的形式进行存储和管理，

问时将所有图件转换统一到相同的地理坐标系统和文件格式，最后均导人到

县耕地资游、管理信息系统中，以建立基础零件数据库及诸城市工作空间 O 通

过空间数据文件与属性数据文件同名字段，实现空间数据1年与属性数据库的

连接，并可进行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的实时更新。

四、严格耕地地力评价技术流程

1.确定耕地地力评价因子

按照评价因子应对耕地地力有较大的影响;在评价区域内的变异较大，便

于划分耕地地力的等级;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独立性强;评价因

素与评价阻域的大小有密切关系的原则，结合诸城市土壤和农业生产实际情

况，经专家组充分讨论，确定有机质、速效押、有效磷、有效怦、有效棚、地貌类

型、剖面构型、障碍层状况、耕层质地、坡度、灌溉保证率、有效土层等十工个因

素作为诸城市耕地地力的评价因子。

2. 确定评价单

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士蛐评价单元的划分采用土壤阁、土地利用现状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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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叠置划分法，士壤类型划分别士种，士地利用现状类型划分到二级利用类

型，其中菜地进一步的细分别三级类型 o 通过阁件的盘置和检索，将诸城市耕

地地力划分为 10 725 个评价单元。

3. 评价单元获取数据

(1)按唯一标识原则为评价单元编号 o

(2) 在 ARCVIEW 环境下生成评价信息空间库和属性数据库 o

(3) 在 ARCMAP 环境下从图形库中调出各化学性状评价因子的专题图，

与评价单元图进行叠加计算出各因子的均值。

(4)保持评价单元儿何形状不变，在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直接对叠加

脂形成的图形的属性)车进行"属性提取"操作，以评价单元为基本统计单位，按

面积加权平均汇总评价单元立地条件评价因子的分值。

4. 确定评价因子的权

在耕地地力评价中，需要根据各参评因素对耕地地力的贡献确定权童，确

定权重的方法很多，本评价巾采用层次分析法 CAHP) 来确定各参评因素的

权重 o

5. 评价因子的隶属皮

对定性数据采用 DELPHI 法直接给出相应的隶属度.对定量数据采用

DELPHI 法与隶属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隶属前数。用

DELPHI 法根据一细分布均匀的实测值评估出对的:的一组隶属度，然后在计

算机中绘制这两组数值的散点阁，再根据散点图进行曲线模拟，寻求参评因素

实际值与隶属度关系方程，从而建立起隶属函数。

6. 耕地地力等级划分

诸城市耕地地力等级划分首先采用累加法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综合地力

指数，其次用累计曲线法确定耕地地力综合指数分级方案。诸城市三种用地

类型耕地地力等级划分六个等级，一级地 26 098. 28 hm2 ，占耕地总面积的

21. 35%; 二级地 34 82 1. 72 hm2 ，占 28.49 %;三级地 13 017.09 hm2 ，占

10.65% ;四级地 13 648. 32 hm2 ，占 1 1. 17%; 五级地 16 012.36 hm2 ，占

13.11%;六级地 18 619.42 hm2 ，占 15.23% 。总体上看来，一级地、二级地集

中于东部和北部区，兰级地、四级地比较分散，主要分布于四北部一些地区，南

部也有分布;五级地、大级地分布于东南部和西北部。

7. 成果因件输出

为了提高制阁的效率和准确性，在地力信息系统软件 MAPGIS 的支持下，

进行诸城市耕地地力评价阁及相关阁件的自动编给处理，其步骤大致分以下

几步:扫描矢量化各基础图件→编辑点、线阳静点、钱校正处理巾统一坐标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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