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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五省（区）耕地质量等别差异性比较

王凤娇１，杨延征２，上官周平１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为了明确西北地区耕地等别分布特征及在全国耕地等别中的整体水平，以西北５省（区）农用地分等
国家级汇总成果为基础，分析了西北地区耕地等别数量特点、耕地等别空间分异特征和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西北地区中、低等地分布广泛，面积比例高达９３．０４％，耕地平均等别比全国平均等别９．８等低２．１个等别；
西北地区各自然质量等地和利用等地分布的总体趋势基本一致，高等地主要分布在陕西（６０．８２％和８６．４８％），中
等地主要分布在新疆（５０．９９％和５０．５４％），低等地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陕西（５３．４％、３１．７６％和４６．８７％、２６．３１％），青
海和宁夏耕地面积较小，且以中低等地为主；各经济等地分布略有不同，即高等地主要分布在新疆（８５．１２％），中等
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和陕西（６０．８６％和２６．９８％），低等地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陕西（４８．９５％和３０．７４％），青海省以低等
地为主，宁夏以中低等地面积比例较大；西北地区耕地质量主要受到地貌结构、土壤条件和农田基本建设３类因素
的影响，且各类影响因素在西北各省域内的分布差别主要决定于各省（区）主导因素的差异，从而进一步控制西北

地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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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于 １９９９年启动了全国农用地分等
定级估价工作，历时十年，建立了全国统一可比的

１∶５０万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１］。这项工作首次全面
摸清了我国耕地质量等级分布状况，实现了全国耕

地质量等级的全面比较［２］，其成果综合了耕地土地

自然质量、土地利用、投入产出变化和社会经济水平

等，不但促进了土地资源管理由数量为主向数量、质

量、生态管护相协调转变，还为农用地质量优劣评定

分等、耕地质量提升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提供

了科学支撑［３－５］。目前，全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

评定成果已初步应用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占

补平衡、基本农田调整等方面，是一项面向国土资源

可持续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成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西北地区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土地利用类型多

样，土地生产力地域性强，开发利用潜力较大，然而，

西北地区土地生态环境脆弱，开发治理难度较大，水

土资源分布不协调，与此同时，耕地中以旱地居多，

土地利用粗放产出率低，缺乏统筹规划，重用轻养，

致使部分区域土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严重，促使

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此外，土地投入不

足，人均耕地减少，耕地占补缺乏质量平衡，人地矛

盾日益突出等问题使得西北地区耕地资源保护与维

持生态平衡面临更大的压力［６］。考虑到西北地区生

态功能的定位，该区农业生产不仅要走资源集约、高

产高效的道路，以提高和保护耕地质量和产能，同时

还要坚持改土治水，治理农业生态问题，从而为国家

耕地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在

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领域方面，相继开展了耕地质

量等别［３－４，７］、产能［８］分布规律、耕地产量［９］及其潜

力［１０］、耕地按等折算［１１］、土地整治［１２－１３］和分等成

果与土地环境质量评价整合［１４］等问题的研究，这些

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应用，更是

为农用地资源管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撑。本文将

西北地区５省（区）作为一个整体，以 ５省（区）的农
用地分等国家级汇总成果为依据，通过分析西北地

区耕地等别数量特点、耕地等别空间分异特征和耕

地质量的主要影响因子，明确西北地区耕地等别结

构以及在全国耕地等别中的水平，提出西北地区差

异化的耕地质量管理和提升策略建议，以期为西北

地区耕地资源保护、区域规划决策和气候变化背景

下的耕地安全等问题研究提供依据。

１ 区域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５个
省（区），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７３°１５′～１１１°１５′和北纬
３１°３２′～４９°１０′之间。土地面积 ３１０×１０４ｋｍ２，占全
国国土总面积的 ３２．３％，其中耕地面积 １４．４８×１０４

ｋｍ２，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１１．５７％，占整个西北地区
土地面积的４．６７％。

西北地区主要的气候特点为光热资源丰富、干

旱少雨、蒸发强烈、日照和太阳辐射充足、气温地区

分布差异较大、农业气象灾害较为频繁。西北地区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且受季节影响较大，降雨

量和径流量资源年内分配与需水要求极不协调，可

养殖水面资源缺乏导致该区域用水矛盾。西北地区

地形主要以高原盆地为主，包括黄土高原、秦巴山

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渭河平原等，稀疏植被

覆盖是其主要特征，自然景观从森林逐渐过渡到草

原、荒漠。

１．２ 数据与方法

１．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西北地区５省（区）的
农用地分等国家级汇总成果和 ５个省（区）分省
卷［１５－１９］作为基础数据资料。

１．２．２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以西北５省（区）农
用地分等成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
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研究５省
（区）农用地分等国家级自然质量等别、利用等别和

经济等别在省级之间的空间尺度上的分布规律。

依据５个省（区）分省卷农用地国家级自然质量
等别、利用等别和经济等别的高、中、低等别的划分

范围，估设西北地区耕地相对应的高、中、低等别的

范围，且采用统计分析和综合分析等相关分析方法，

研究西北地区耕地高、中、低等别在空间上的分布差

异。

在计算区域内的平均等别时，采用面积加权平

均法，即在统计出各等别总面积前提下，进行等别面

积加权［４］，其计算公式如下：

Ｙ＝
∑
ｉｍａｘ

ｉ＝ｉｍｉｎ

ｉ×Ｆｉ

Ｆ总
（１）

式中，Ｙ为等别平均值；ｉ为等别；ｉｍｉｎ为等别最小
值；ｉｍａｘ为等别最大值；Ｆｉ为ｉ等农用地面积（ｈｍ２）；

Ｆ总为总面积（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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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西北地区耕地等别数量分布特征

西北地区耕地评定为１０个等别，等别范围为５
～１４等（图１），其中５等耕地质量最好，１４等耕地质
量最差。西北地区耕地质量等别呈现总体水平偏

低，以１１～１４等耕地为主，面积加权平均等为 １１．９
等，比全国平均等别９．８等［２０］低２．１个等别。参照
全国耕地等别划分档次［２１］，我们将西北地区耕地按

照１～４等、５～８等、９～１２等、１３～１４等划分为优等
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西北地区没有优等地

分布，高等地１００．５万 ｈｍ２，占西北地区农用地评定
总面积的６．９４％，中等地７１７．５９万ｈｍ２，占４９．５６％，
低等地６２９．８万ｈｍ２，占４３．５０％。

图１ 西北地区５省（区）耕地等别构成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ｅａｍｏｎｇ
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将西北地区耕地按照生产能力折合成基于标准

亩［２］的西北地区耕地总量。据此，分别以国家 １等
地和国家平均等别９．８等地为基准核算西北地区标
准耕地总量，西北地区参与分等的 １４４７．８７万 ｈｍ２

农用地（表 １），进行核算后，仅相当于全国 １等地
３１８．０９万ｈｍ２，相当于全国平均等别９．８等地８７０．２６
万ｈｍ２。

表１ 西北５省（区）农用地标准亩核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ｒｅａｏｆ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农用地分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面积／万ｈｍ２

Ａｒｅａ／１０４ｈｍ２

国家１等地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ｇｒａｄｅ

面积／万ｈｍ２

Ａｒｅａ／１０４ｈｍ２

国家平均等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ａｄｅ

面积／万ｈｍ２

Ａｒｅａ／１０４ｈｍ２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４０８．８９ １０９．９８ ３００．８８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４６３．２６ ７０．２９ １９２．３０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４９．４８ ８．５３ ２３．３４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１０９．９９ ２８．８２ ７８．８６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４１６．２５ １００．４７ ２７４．８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４７．８７ ３１８．０９ ８７０．２６

２．２ 西北各省（区）耕地质量等别分异特征

将耕地质量评价按自然因素指标和社会经济因

素指标来进行评价，具体分为自然质量评价、利用评

价和经济评价三类，耕地自然质量等别主要是在自

然状态下评价耕地的质量，反映耕地的土壤、地理条

件、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的好坏；耕地自然质量等别

经过土地利用系数修订后得出的农用地利用等别，

反映了农用地潜在的（或理论的）区域自然质量、平

均利用水平；耕地利用等别经过土地经济系数的修

订后得出的农用地经济等别，反映了农用地潜在的

（或理论的）区域自然质量、平均利用水平和平均投

资效益水平。

２．２．１ 自然质量等别 根据西北５省（区）农用地
国家级自然质量等别汇总成果，西北地区农用地评

定为１９个自然质量等别，等别范围为 ２～２０等，其
中自然质量等最高为２０等，最低为２等。从各自然
质量等别在西北地区省级尺度的分布情况来看（图

２），青海省共划分为８个农用地自然质量等别，从２
等到９等，农用地等别分布总体上呈“中间大两头
小”的态势，其中５～７等耕地面积比例大，约占全省
耕地总面积的７７．３１％；甘肃省共划分为 １６个自然
质量等，等别在３～１８等之间，等别面积最多的是６
等，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２８．３３％，其次是５等，约
占２６．３２％；新疆共划分为１８个自然质量等，为３～
２０等，等别分布态势与青海省的基本相似，总体上
也呈“中间大两头小”，等别集中在８～１１等，约占全
区耕地总面积的７６．７３％；宁夏、陕西２省（区）自然
质量等都划分为１８个等，且等别范围为２～１９，等别
分布均呈现波浪分布，陕西等别集中在 ３～８和 １４
～１８等，宁夏等别集中在４～５和７～９等。
在西北整个区域范围内，若将２～６等视作低自

然质量等，将７～１１等是视作中自然质量等，将１２～
２０等视作高自然质量等，那么从各档次耕地在西北
各省（区）的分布情况来看（图 ３），青海作为西北地
区耕地面积最小的省份，无高等地分布，只有中等地

和低等地的分布，且二者分别占西北中、低等地总面

积的３．３６％和 ５％；甘肃省是低等地分布最多的省
份，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６２．４３％，占西
北低等地总面积的５３．４７％，其次为中等地，占全省
耕地总面积的 ３６．０２％，占西北中等地总面积的
２５．０３％；新疆是中等地分布最多的省份，中等地面
积占新疆耕地总面积的 ８１．８６％，占西北中等地总
面积的５０．９９％；宁夏的中等地面积比例较大，占西
北中等地总面积的 ６．９７％，其次为高等地和低等
地，分别占 １３．７％和 ５．６７％；陕西省的耕地以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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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高等地为主，分别占西北低、高等地总面积的

３１．７６％和６０．８２％，是西北地区高等地分布最多的
省份。依据面积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各省（区）

耕地自然质量平均等别（图３），发现新疆、陕西和宁

夏耕地平均等别相对较高，其值分别为９．７６、９．１和
９．０５等；青海和甘肃耕地平均等别较低，其值分别
为６．４４和６．６等；平均等别最高的新疆比等别最低
的青海高３．３２个等别。

图２ 西北５省（区）耕地自然质量等别构成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图３ 西北地区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２．２．２ 利用等别 根据西北 ５省（区）农用地国家
级利用等别汇总成果，西北地区农用地评定为１９个
利用等别，等别范围为３～２１等，其中利用等最高为
２１等，最低为３等。从各利用等别在西北地区省级
尺度的分布情况来看（图 ４），青海省共划分为 ７个
农用地利用等别，从３等到９等，其中 ５～７等耕地
面积比例大，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７６．５４％，４等
以下和８等以上的耕地面积比例小，使得全省耕地
利用等别分布总体上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甘

肃省共划分为 １６个利用等别，等别范围为 ３～１８
等，等别面积最多的是４等，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３２．４３％，其次是 ５等，约占 １７．５９％；新疆共划分为
１５个利用等别，为 ３～１７等，等别分布态势与青海
省的基本相似，总体上也呈“中间大两头小”，等别集

中在７～１０等，约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７７．１％；宁夏

共划分为１７个利用等别，从４等到２０等，等别分布
呈现波浪分布，即等别集中分布在４～７等和１３～１５
等；陕西省共划分为１９个利用等别，为３～２１等，其
等别分布态势与宁夏相似，也呈波浪分布，且等别集

中在４～６等和１４～１７等。
在西北整个区域范围内，若将３～７等视作低利

用等，将 ８～１５等是视作中利用等，将 １６～２１等视
作高利用等，那么从各档次耕地在西北各省（区）的

分布情况来看（图５），青海省无高等地分布，只有中
等地和低等地的分布，且二者分别占西北中、低等地

总面积的１．４３％和５．２２％；甘肃省是低等地分布最
多的省份，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７９．５６％，占西北低等地总面积的４６．８７％；新疆是中
等地分布最多的省份，中等地面积占全区耕地总面

积的７６．８５％，占西北中等地总面积的 ５０．５４％；宁
夏的低、中等地的面积比例较大，高等地次之，分别

占西北低、中、高等地总面积的 ６．８１％、８．３％、
１０．４７％；陕西省的耕地以低、中等地为主，分别占西
北低、中等地总面积的 ２６．３１％和 ２３．７７％，同时也
是高等地分布最多的省份，占西北高等地总面积的

８６．４８％。各省（区）耕地按面积加权，平均利用等别
如图５所示，即陕西、宁夏和新疆耕地平均利用等别
相对较高，其值分别为９．１、８．９和８．４等；甘肃和青
海耕地平均利用等别较低，其值分别为 ５．７和 ６．３
等；平均等别最高的陕西比等别最低的甘肃高 ３．４
个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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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西北５省（区）耕地利用等别构成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图５ 西北地区耕地利用等别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２．２．３ 经济等别 根据西北５省（区）农用地国家
级经济等别汇总成果，西北地区农用地评定为２１个

经济等别，等别范围为２～２２等，其中经济等最高为
２１等，最低为２等。从各经济等别在西北地区省级
尺度的分布情况来看（图 ６），青海省共划分为 ７个
农用地经济等别，从５等到１１等，且等别集中分布
在５～７等，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８４．５９％；甘肃省
共划分为１７个经济等别，等别范围为 ２～１８等，等
别面积最多的是 ３等，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３８．４３％，其次是 ４等，约占 ２１．３７％；新疆共划分为
１９个经济等别，为 ２～２０等，等别集中分布在 １１～
１５等，约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５８．５９％；宁夏共划分
为１６个经济等别，从６等到２１等，等别集中分布在
６～８等，约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５３．０３％；陕西省共
划分为２０个经济等别，为 ５～２２等，等别集中分布
在５～７等，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５３．４１％。

图６ 西北５省（区）耕地经济等别构成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ａｄ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在西北整个区域范围内，若将２～９等视作低经
济等，将１０～１５等视作中经济等，将１６～２２等视作

高经济等，那么从各档次耕地在西北各省（区）的分

布情况来看（图７），青海省的耕地以低等地为主，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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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９９．３４％，占西北低等地总面
积的５．３９％，中等地次之，无高等地分布；甘肃省是
低等地分布最多的省份，低等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

面积的９６．４３％，占西北低等地总面积的４８．９５％；新
疆是中、高等地分布最多的省份，分别占全区耕地总

面积的 ６６．０９％和 １７．０２％，占西北中、高等地总面
积的６０．８６％和 ８５．１２％；宁夏的低、中等地的面积
比例较大，高等地次之，分别占西北低、中、高等地总

面积的７．２２％、８．６％、６．２６％；陕西省的耕地以低、
中等地为主，高等地次之，分别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６８．６１％、２９．８２％、１．５７％，占西北低、中、高等地总
面积的３０．７４％、２６．９８％、７．６９％。各省（区）耕地按
面积加权，平均经济等别如图７所示，新疆耕地平均
经济等别最高，为 １２．５等，宁夏、陕西次之，分别为
９．３和８．３等；甘肃和青海耕地平均经济等别相对
较低，其值分别为４．７和６．４等；平均等别最高的新
疆比等别最低的甘肃高７．８个等别。
２．３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主要影响因子

根据西北５省（区）农用地分等因素及其权重确
定的结果与各省（区）耕地质量的实际情况，西北地

区耕地质量主要受到地貌结构、土壤条件和农田基

本建设３类因素的影响（表２）。从各类影响因素在

西北各省域内的分布情况来看，陕西省耕地质量受

制于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盐渍化程

度和地形坡度等土壤、地貌因素，又决定于灌溉保证

率等农田基本建设因素；甘肃省与青海省耕地质量

的主要影响因子基本一致，即地形坡面、有效土层厚

度、土壤有机质含量、表层土壤质地和灌溉保证率；

新疆耕地质量主要受到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机质

含量、表层土壤质地等土壤因素和灌溉保证率、林网

化程度等农田基本建设因素的影响；宁夏耕地质量

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剖面结构、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

机质含量、土壤盐渍化程度和灌溉水源。

图７ 西北地区耕地经济等别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ａｄ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表２ 西北地区耕地质量主要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因素类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ｙｐｅ
因素名称

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ａｍｅ
陕西

Ｓｈａｎｎｘｉ
甘肃

Ｇａｎｓｕ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地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土壤

Ｓｏｉｌ

农田基本建设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剖面结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地形坡度 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 √ √ √

有效土层厚度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 √ √ √ √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 √ √ √ √
土壤盐渍化程度 Ｔｈｅ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
表层土壤质地 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ｔｅｘｔｕｒｅ √ √ √

灌溉保证率 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ｒａｔｅ √ √ √ √
灌溉水源 Ｔｈｅ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
林网化程度 Ｗｉｎｄｂｒｅａｋｎｅｔｗｏｒｋ √

耕地质量在西北地区省级尺度的空间分布差

别，主要受制于各省（区）耕地质量主控因素的差异，

且造成此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省（区）地貌结构、

土壤条件及农田基本建设等的差别。就地貌结构来

看，陕西、甘肃和青海３省（区）耕地质量主要取决于
地形坡度的影响，宁夏受制于剖面结构等因素，新疆

基本不受地貌结构的制约；就土壤条件来看，陕西、

宁夏２省（区）耕地质量的主控因素基本一致，都取

决于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盐渍化程

度的影响，甘肃、青海和新疆 ３省（区）的基本相似，
均受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机质含量、表层土壤质地

的制约；就农田基本建设来看，除宁夏受灌溉水源地

限制外，灌溉保证率是其他各省（区）耕地质量的主

要制约因子，新疆还受林网化程度的影响。因此，土

壤条件、地形地貌格局、农田基本建设水平基本控制

了西北地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５３２第２期 王凤娇等：西北五省（区）耕地质量等别差异性比较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西北地区耕地等别较全国总体水平偏低，中
等地和低等地分布广泛，高等地分布范围小，无优等

地分布。

２）西北地区耕地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
在省级尺度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但各自然质量等

和利用等分布的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即高等地主要

分布在陕西，中等地主要分布在新疆，低等地主要分

布在甘肃、陕西，青海、宁夏耕地面积较小，且以中、

低等地为主；各经济等分布稍有不同，即高等地主要

分布在新疆，中等地主要分布在新疆、陕西，低等地

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青海省以低等地为主，宁夏

以中、低等地面积比例较大。

３）西北地区耕地质量主要受到地貌结构、土壤
条件和农田基本建设 ３类因素的影响，且各类影响
因素在西北各省域内的分布差别主要决定于各省

（区）主导因素的差异，从而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耕

地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３．２ 建议

１）西北地区耕地以中低产田为主，深入研究区
域中低产田主要影响因子的形成、消减和次生化过

程，明确其变化过程图谱对于区域中低产田的定向

改造具有积极作用。

２）受制于我国目前无法获得全面的高精度的
耕地资源变化（包含数量、质量）同步数据，应开发定

量化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系统来集成，加快向智能化

耕地水土资源综合体系转变，建立区域差别化国土

决策与预警信息系统，为国家与地方制定科学、合

理、细致的国土政策与法规提供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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