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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的耕地选入基本农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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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为例，按照基本农田划定规程，科学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从耕地的自然质

量、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三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实现各指标定量化
分析和综合评价分值。通过综合评价模型，得到拜城县综合评价分值在［４５．０１，９４．０９］之间，依据综合评价分值将
耕地划分为三类，其中优先调入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３８３６０．３９ｈｍ２，占全县耕地的４２．５２％；适宜调入基本农田
的耕地面积为９９７９．６４ｈｍ２，占全县耕地的１１．０６％；不宜调入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４１８７８．６３ｈｍ２，占全县耕地的

４６．４２％。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综合质量状况较好，综合分值在８０分以上的耕地自然、区位条件优越，斑块规整且
连片分布。评价结果与现状基本农田图斑进行对比分析，为新一轮基本农田划定实现耕地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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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建设用地不断扩张而

耕地不断缩减，耕地资源现面临严峻挑战［１］。合理

保护和利用农用地、节约建设用地、统筹协调区域土

地利用规划和生态建设刻不容缓，其中协调好耕地

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２］。基本农田

是耕地的精华［３］，指一定时期内预测建设用地以及

国民经济、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土地利用规划内

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



品的需求，维护社会稳定［４］。因此，合理划定基本农

田对保护耕地生产力，稳定生产农产品，对协调好粮

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

工作过程中各县市在完成国家下达基本农田指标

时，重数量不重质量，划定偏主观，布局随意，缺乏科

学合理的规划。目前，已有许多研究为科学划定基

本农田及合理布局提供依据，如基于农用地成果的

基本农田划定［５－６］，耕地质量的基本农田划定［７－８］，

农业生态风险基本农田评价［９］，基本农田连片分析

以及高标准基本农田［１０］。本文从耕地自然质量、区

位经济条件和空间形态三个方面对拜城县耕地质量

进行评价，并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研究区进行耕地

质量综合评价，为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可持续发展

提供依据，为丰富耕地质量评价与基本农田划定提

供新思路，更新土地整治新内容。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拜城县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煤炭资源，是南

疆的主要产煤基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

天山山脉中段南麓却勒塔格山北缘山间盆地，渭干

河干流上游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年

平均气温７．６℃，年平均降水 １７１．１３ｍｍ，位于东经
８０°３７′３９″～８３°０２′２５″，北纬 ４１°２４′０８″～４２°３８′５２″之
间。辖区总面积１５８９０．９８ｋｍ２，２００９年总人口２２．９
万人，辖 １个县城镇（拜城镇），３个建制镇（铁热克
镇、赛里木镇、察尔齐镇），１０个乡（黑英山乡、克孜
尔乡、托克逊乡、亚吐尔乡、康其乡、布隆乡、米吉克

乡、温巴什乡、大桥乡、老虎台乡），２个国营农牧场
（大宛其农场、国营羊场），１５２个村（含连队），地势
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有多条水系如：

木扎提河、喀普斯浪河、喀拉苏河等。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拜城县 ３０ｍ分辨率
ＤＥＭ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从中获得耕地
的坡度和高程数据；２０１４年拜城县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库、２０１４年拜城县统计年鉴及社会经济资料、地
质灾害分布图；拜城县农用地分等成果矢量数据，从

中获得耕地的自然分等、有机质含量、土壤质地、土

壤ｐＨ值、有效土层厚度等数据；农村居民点、水源、
公路、农村道路、耕地、工商业用地及城镇中心等来

源于２０１４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在 ＡｒｃＧＩＳ支持
下，建立统一的空间投影系统，并栅格化为 ２０ｍ×
２０ｍ。

２ 耕地质量适宜性评价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选入基本农田应为自然区位条件好，生态

条件好，设施配套、抗灾能力强，集中连片、高产稳产

的耕地。为了客观科学的反映耕地质量的实际水

平，将优质耕地入选基本农田，在选取指标时，遵循

综合性、主导性、因地制宜性以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

关性等基本原则。基于此，针对研究区特殊的地理

环境，如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等特点，在保证基

本农田数量的前提下提升基本农田质量，综合考虑

耕地自然质量、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并建立耕地质

量适宜性评价体系。

２．１．１ 耕地自然质量评价 耕地自然质量为耕地

自然条件的综合判定，决定了土地生产力的高低，对

农业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依据《农用地定

级规程》以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ＴＤ／
Ｔ１０３３－２０１２），选择地形坡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
壤质地、有效土层厚度、土壤 ｐＨ值、排水条件等指
标反映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其中土壤的理化性质为

耕地质量的自然基础，有机质含量、土壤有机质、土

壤ｐＨ值、水利设施条件、盐渍化程度等指标可以反
映土壤的理化性质［１１－１５］，坡度、地质灾害等指标反

映耕地自然基础条件［１６－１７］，各指标定义如下：

（１）坡度。不同坡度级别影响土壤侵蚀、水土
流失、耕作方式等，是决定耕地自然质量高低的重要

因素。一般情况下坡度大于 １５°不宜划定为基本农
田，拜城县的坡度如图１（ａ）所示，可以看出，拜城县
坡度范围值在 ０°～８６．８３°，坡度呈西北高东南低趋
势，基本农田应从南部地势平坦的优质耕地中选取。

（２）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影响着土壤
的形成、土壤的肥力，应选择土壤肥力较高的耕地划

定为基本农田，拜城县有机质含量如图 １（ｂ）所示，
可以看出，依据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分成五个等级

分别为小于１％、１％～２％、２％～３％、３％～４％、大
于４％，在一定含量范围内，有机质含量与土壤肥力
水平呈正相关，有机质含量高的耕地，土壤肥力较

高，优先入选基本农田。

（３）土壤质地。依据矿物颗粒直径的大小将土
壤质地分为砂土、壤土、粘壤、粘土，土壤质地影响着

土壤肥力、通气性、保水状况等。拜城县土壤质地如

图１（ｃ）所示，可以看出拜城县土壤质地分为砾质
土、砂土、粘土、壤土，其中土壤肥力大小为砾质土＞
砂土＞粘土＞壤土。

（４）有效土层厚度。指生长植物的实际土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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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衡量土壤肥力和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标准。拜

城县有效土层厚度如图 １（ｄ）所示，可以看出，拜城
县耕地有效土层厚度分为三类，分别为６０～１００ｃｍ、
１００～１５０ｃｍ、大于 １５０ｃｍ，其中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１５０ｃｍ为一级，有效土层厚度在 １００～１５０ｃｍ为二
级，有效土层厚度在６０～１００ｃｍ为三级。

（５）土壤 ｐＨ值。也指土壤酸碱度包括酸性强
度和酸度数量，土壤酸碱度对土壤肥力及农作物生

长影响较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措施调节土

壤酸碱度。土壤酸碱度对养分的有效性影响很大，

若土壤的酸碱度不平衡通过农业改良法、化学改良

使得耕地改良为优质土壤。

（６）水利基础设施。排水条件和灌溉条件反映
水利设施的完善程度，拜城县水利基础设施状况如

图１（ｅ）所示，可以看出，拜城县水利设施条件分为
一般满足和基本满足，将水利设施基本满足的耕地

优先选入基本农田。

（７）盐渍化程度。指易溶性盐在土壤表层积累
的过程，盐渍土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影响着农业生

产和粮食安全，盐渍化严重的耕地不宜选入基本农

田。

（８）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指泥石流、崩塌、和滑
坡等，地质灾害敏感区的耕地不宜选入基本农田。

２．１．２ 区位条件评价 区位条件评价反映到

达耕地资源的便利程度，应选区位条件优越的耕地

划入基本农田。耕作环境及道路的通达度对村民土

地利用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选入城镇中心可达

性（耕地到城镇中心距离）和耕作的便利度（耕地到

农村居民点及主干道的距离），城镇中心可达性以及

耕作的便利程度反映耕地社会条件的适宜度，到达

城镇中心及耕作花费时间越短，区位条件越优

越［１８－１９］。利用ＡｒｃＧＩＳ中ｎｅａｒ分析工具得到耕地到
城镇中心、居民点和主干道的距离，并依据农业区位

理论，即随着耕作半径的增加评价指标降低。依据

《拜城县农用地分等成果技术报告》城镇中心可达性

采用指数衰减法赋值如式（１），耕作便利度采用直线
衰减法赋值如式（２）［２０］。

ｆａ＝Ｍ１－ｒａ （１）

ｆｂ＝Ｍｂ（１－ｒ） （２）
式（１）中，ｆａ为城镇中心可达性分值；Ｍａ为规模指
数；ｒ为耕地到城镇中心距离。式（２）中，ｆｂ为耕作便
利度；Ｍｂ为规模指数；ｒ为耕地到农村居民点及主
干道的距离。

２．１．３ 空间形态评价 耕地空间形态反映耕地产

能、生态功能、农用地价值及生态景观的稳定性。本

文选取田块规整度和耕地连片度来评价耕地的空间

形态。田块的规整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生产

经营的高效性，可用景观生态学中分维数（ＦＡＦＲＡＣ）
表达。利用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３．３景观分析软件可以得到分维
数，分维数理论范围在１～２之间，景观指数越小表
示农田形状越规则。耕地连片度指耕地地块在空间

相邻程度，连片度越高［２１］利于农业产业化，并提高

了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及农用地价值。耕地集中连

片性越高越利于耕地的规模化管理与利用［２２－２３］。

依据“优质集中”理论及《拜城县农用地分等成果技

术报告》划定连片区，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将连片面积进行
分级［２４］，具体计算如下：

ｑ＝

４０ ｓ＜２０ｈｍ２

４０＋８０ ｓ－２０１００－２０ ２０ｈｍ２＜ｓ≤１００ｈｍ２

１００ ｓ＞１００ｈｍ










２

（３）
式中，ｑ为连片度；ｓ为耕地地块面积（ｈｍ２）。
２．２ 评价指标量化

本文将指标属性分值采用［０，１００］闭合区间赋
值到耕地质量综合评价分值中，分值的高低表示各

指标对耕地质量影响的程度。依据《《农用地定级规

程》、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各指标归一

化处理后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２５－２６］。首先，按照

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依据判断矩阵选取指标

权重，其中自然质量指标权重参考拜城县农用地分

等定级成果，区位条件和空间形态指标权重参考专

家打分法；其次，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Ｗ系数对专家打分权
重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的一致性；第三，若未通

过一致性检验，将首轮评分结果与相关分析反馈参

评专家，直至通过一致性检验；第四，将最终的权重

评分结果录入 ｙａａｈｐ软件，计算各判断矩阵随机一
致性小于０．１且层次总排序检验结果 ＣＩ＝０、ＣＲ＝
０，满足一致性；最后用和积法计算评价指标层对准
则层组合权重具体权重［２７－２８］如表１。
２．３ 综合评价

依据加权指数法［２９－３０］，作为划定基本农田评

价模型，对每个耕地斑块适宜性进行综合分值计算，

得到耕地综合适宜性等级，最后依据综合适宜度值

高低划定基本农田。评价模型如下：

Ｗ ＝∑
ｎ

ｉ＝１
Ｘｉ×ｗｉ （４）

式中，Ｗ为耕地质量综合适宜性评价分值；Ｘｉ为每
个栅格单元第ｉ项指标的标准化值；ｗｉ为第ｉ项指标
的权重；ｎ为指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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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耕地自然质量评价各指标量化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耕地质量评价结果

依据评价指标结果可以得到，拜城县自然质量

评价分值在［５５，９０］之间（图２），得分在８０分以上的
耕地为优质土地，一般为地势平坦，土壤质地为粘土

或壤土，水利设施基本满足，盐渍化程度较轻，不宜

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察尔齐镇、温巴什

乡和亚吐尔乡，其中察尔齐镇、温巴什乡和亚吐尔乡

位于地势平坦区，耕地自然条件好，评价结果与实际

情况相符；得分在６０分以下的耕地一般自然条件较
差，不宜划入基本耕地农田，主要分布在老虎台、黑

英山和克孜尔乡，其中老虎台乡和黑英山乡位于山

区，坡度较高，水利基础设施较差，评价结果与实际

自然条件相符。

区位条件评价分值在［５０，１００］之间（图２），得到
８０分以上的耕地一般耕作便利，距离农村居民点和
城镇中心相对较近，主要分布在拜城镇、布隆乡和大

桥乡，其中拜城镇为县城中心，布隆乡和大桥乡与拜

城镇比邻，交通便利，道路通达度高，评价结果与实

际情况相符；得分在 ６０分以下的耕地区位条件较
差，主要分布在黑英山和老虎台乡，其中黑英山与老

虎台乡位于山区，交通不便利，交通方式简单且道路

通达度低，农户耕作距离较远，社会经济条件较差，

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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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拜城县耕地质量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Ｔａｂｌｅ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ａｙｅｒ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分值 Ｖａｌｕｅ

０ ２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自然
质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区位
条件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空间形态
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ｍ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１４ ＞１５ ８～１５ ５～８ ２～５ ＜２
土壤有机质
Ｓｏｉ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０．１３ 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

土壤质地
Ｓｏｉｌｔｅｘｔｕｒｅ ０．１６ 砾质土

Ｇｒａｖｅｌｓｏｉｌ
砂土
Ｓａｎｄ

粘土
Ｃｌａｙ

壤土
Ｌｏａｍ

土层厚度 Ｓｏｉ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ｃｍ ０．１１ ６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１５０

土壤ｐＨ值 ＳｏｉｌｐＨｖａｌｕｅ ０．０９ ＞９．５ ＜４．５或
９．０～９．５

４．５～
４．９

５．０～５．４或
８．５～８．９

５．５～５．９或
７．９～８．４

６．０～
７．８

水利基础设施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０．０９
一般满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基本满足
Ｂａｓｉｃ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盐渍化程度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０．１３ 重度 Ｓｅｖｅｒｅ 中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轻度 Ｍｉｌｄ 无 Ｎｏ

地质灾害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０．１５ 极易 Ｖｅｒｙｅａｓｙ 中易 Ｅａｓｙ 非易
Ｎｏｔｅａｓｙ

耕地到城镇中心／ｋ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ｔｏｔｏｗｎｃｅｎｔｅｒ ０．３２ ２１～１８ １８～１５ １５～１２ ６～１２ ＜６

耕地到农村居民点／ｋ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ｔｏ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０．２６ ９～１１ ７～９ ５～７ ３～５ ＜３

耕地主干道的距离／ｋｍ
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ｍａｉｎｒｏａ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４２ ９～１１ ７～９ ５～７ ３～５ ＜３

田块的规度
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０．２６ ＞１．５ １．１～１．５ １．０６～１．１ 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２

连片度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ｈｍ２ ０．７４ １０～２０ ２０～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

空间形态评价分值在［４０，１００］之间（图２），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３．３景观分析软件得到拜城县耕地分维数
（ＦＡＦＲＡＣ）为 １．３４１４，分维数 ＜１．５指数较低，表明
田块形状规则，拜城县空间形态评价分值大部分在

４０左右，空间连片性较差，耕地集中分布利于耕地
规模化管理与利用，连片度高的耕地选入基本农田

为建立高标准基本农田提供依据。由于县域内空间

形态综合分值较低，今后应整治基本农田连片程度，

使农业产业化发展。

通过综合评价模型（式 ２），得到拜城县耕地综
合评价分值在［４５．１，９４．０１］之间如图 ２所示，可以
看出，拜城县的耕地综合质量较好，分值在 ８５分以
上的耕地自然质量高、区位条件优越，耕地斑块形状

规整且连片分布，主要分布在察尔齐镇、温巴什乡、

赛里木镇、亚吐尔乡，其中察尔齐镇、温巴什乡、赛里

木镇、亚吐尔乡土地利用类型多以经济效益较高的

水田与水浇地为主，靠近县城中心，且耕地集中分

布，利于耕地规模化管理。分值在６０分以下的耕地
自然质量较差、区位条件较差，连片度较差，主要分

布在黑英山乡与老虎台乡，其中黑英山乡和老虎台

乡受地貌影响，耕地与村庄分布零散，耕作自然条件

较差，土地利用类型以旱地为主。

３．２ 基于综合评价结果划定基本农田

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结果综合分值位于 ４５．１～

９４．０９分之间，依据综合分值采用自然断点法实现
耕地质量标准化分级，结合基本农田划定目标将耕

地综合质量评价分为三类，分别为不宜调入、适宜调

入、优先调入（图３），其中优先调入型为优先选入基
本农田的耕地，综合分值在［９４．０９，８０］之间，地块数
有４５６６块，占全县耕地总面积比为４２．５２％，是基本
农田理想建设区，资金与资源优先投放区；适宜调入

型为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较好，整治后可入选基本农

田的耕地，综合分值在［８０，６０］之间，地块数为５１４４
块，占全县耕地总面积比为 １１．０６％，是重点建设
区，今后集中整治，重点推进连片建设；不宜调入型

为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较差，整治花费代价高且难以

利用的耕地，综合分值在［６０，４５．０１］之间，地块数为
４３０８块，占全县耕地总面积比为４６．４２％，为暂不整
治区（表２）。优先调入型和适宜调入型耕地都可选
入基本农田，占全县耕地总面积比为５３．５８％，主要
分布在南部地势平坦地区，乡与乡比邻，交通便利，

自然条件优越，如察尔齐镇、温巴什乡和亚吐尔乡。

不宜调入型耕地不宜选入基本农田，耕地空间上零

星分布，主要位于北部山区，受地貌因素、脆弱的地

质条件等因素影响，改造为高产稳产的耕地成本较

大，如黑英山和老虎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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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拜城县耕地质量综合评价量化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图３ 拜城县基本农田划定类型划分

Ｆｉｇ．３ Ｂａｓｉｃ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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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拜城县基本农田类型划分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ａｓｉｃ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类型

Ｃｌａｓｓ
面积／ｈｍ２
Ａｒｅａ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地块数量／块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ｒｃｅｌｓ／ｐｉｅｃｅ

整治措施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优先调入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３８３６０．３９ ４２．５２ ４５６６ 资金和资源优先投放区

适宜调入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９９７９．６４ １１．０６ ５１４４ 集中整治，重点推行连片建设

不宜调入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４１８７８．６３ ４６．４２ ４３０８ 暂不整治，条件允许采用综合整治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０２１８ １００ １４０１８

（１）优先调入耕地，优先划定为基本农田，该区
域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和有效土层厚度较高；土壤质

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好且耕作便利；土壤盐渍化程

度较轻，自然灾害不宜发生；耕地斑块面积较大且连

片分布，主要分布在察尔齐镇、温巴什乡和亚吐尔

乡。将优先调入耕地与行政区乡、原有基本农田矢

量数据相叠加得到表３，可以看出，若该乡优先调入
耕地面积大于原有基本农田面积，则对该乡优先调

入型耕地的剩余部分进行基本农田划入，如拜城镇

优先划入基本农田耕地面积为４５７．２ｈｍ２，原有基本
农田面积为９．０１ｈｍ２，则将剩余４４８．１９ｈｍ２耕地划
入为基本农田。在今后基本农田调整过程中，优先

将优先调入耕地剩余部分划入为基本农田，充分利

用其自身的自然、区位条件以及集中连片分布优势，

提高基本农田划定的效率及准确性，促进农业向机

械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２）适宜调入耕地，可通过土地整治工程等途
径对其空间形态特征、水利基础设施加以改造后划

入为基本农田，该区域自然、区位条件及空间形态较

优先划入基本农田较低，较不宜调入基本农田耕地

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优势，主要分布在米吉克乡、赛里

木镇、黑英山乡。将重点调入耕地与行政区乡、原有

基本农田矢量数据相叠加得到表３，可以看出，若该
乡重点调入耕地面积＞原有基本农田面积，则对该
乡重点调入型耕地整治后进行基本农田划入，如拜

城镇重点调入耕地面积 １３９．０８ｈｍ２，原有基本农田
面积９．２９ｈｍ２，则将剩余１４８．３７ｈｍ２耕地整治后划
入为基本农田。今后基本农田调整过程中，适宜调

入型耕地应依据限制因素及改造的难易程度，通过

土地整治，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优化耕地空间布局，

提高耕地的综合质量，将整治后的耕地划入为基本

农田。

（３）不宜调入耕地，受限制因素如自然质量、区
位条件和空间形态等的影响，综合评价结果较低，耕

地空间分布零散，农业生产产量低，耕作不便利且不

宜使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土地

整治工程量大且不宜改造，建议不划入基本农田，可

以退耕还林还草，主要分布在黑英山乡、老虎台乡。

将不宜调入耕地与行政区乡、原有基本农田矢量数

据相叠加得到表３，可以看出，各乡在不宜调入耕地
中的原有基本农田应进行调出。不宜调入耕地，多

为旱地，农业产量低，对其进行基本农田调出，提高

了基本农田质量，利于今后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如拜城镇不宜调入耕地面积４３３．４ｈｍ２，则将原有原
有基本农田面积１６２．５５ｈｍ２，全部进行调出，将这部
分耕地从生产功能向生态保护功能转化。

依据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与原有基本农田作

对比分析，针对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特点，提出相应的

基本农田调整措施，提高耕地选入基本农田的效率，

提供了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方向。

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拜城县耕地综合质量作为基本农田划

定对象，综合考虑耕地自然质量、区位条件和空间形

态并选取相应指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建立综合适宜性评
价体系。依据耕地综合评价结果将耕地划分为三

类：优先调入基本农田、适宜调入基本农田、不宜调

入基本农田，为基本农田划定提供依据主要结论如

下：

１）通过综合评价模型，拜城县耕地综合评价分
值在［４５．０１，９４．０９］之间，耕地质量较好，但耕地质
量差异较大，主要受自然环境因素如北高南低、区位

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分值较高区域主要分布

在南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地区；分值较低区域主要

分布在北部高山，自然环境恶劣区。

２）拜城县耕地质量分为三类，分别为优先调
入、适宜调入、不宜调入耕地分别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４２．５２％、１１．０６％、４６．４２％，优先调入为理想建设基
本农田区，适宜调入为重点建设基本农田区，不宜调

入为暂不整治区。可以划定为基本农田的耕地集中

分布在察尔齐镇、温巴什乡和亚吐尔乡，不适宜划定

为基本农田的耕地主要分布在黑英山和老虎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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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拜城镇各乡镇基本农田划定类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ｏｗｎｓ

乡镇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优先调入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耕地面积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原有为基本

农田面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ｂａｓｉｃ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重点调入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耕地面积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原有为基本

农田面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ｂａｓｉｃ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不宜调入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耕地面积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ａｒｅａ
／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原有为基本

农田面积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ｂａｓｉｃ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ｈｍ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拜城镇

Ｂａｉｃｈｅｎｇｔｏｗｎ ４５７．２０ １．１９ ９．０１ ０．０３ １３９．０８ １．３９ ９．２９ ０．１８ ４３３．４０ １．０３ １６２．５５ ０．５２

布隆乡

Ｂｕｌｏｎ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１３５２．６５ ３．５３ ７３８．３９ ２．７９ １０５．７５ １．０６ ７１．９１ １．４２ １３５２．６５ ３．２３ １０７４．７７ ３．４７

察尔齐镇

Ｃｈａｅｒｑｉｔｏｗｎ １０５０８．８５ ２７．３９ ８０９２．２７ ３０．６０ ６６１．７９ ６．６３ ５６８．５１ １１．２６ １１５０７．８９ ２７．４８ ９１６３．３４ ２９．５７

大桥乡

Ｄａｑｉａｏ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２９２９．１８ ７．６４ １９８１．２２ ７．４９ ４０２．９１ ４．０４ ２９３．７３ ５．８２ ２４１２．８９ ５．７６ １９０４．１５ ６．１４

黑英山乡

Ｈｅｉｙｉｎｇｓｈａ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８５５．３５ ２．２３ ４１９．３４ １．５９ １０４０．４０ １０．４３ ８１７．１３ １６．１８ ３８１３．１８ ９．１１ ２５６３．７８ ８．２７

康其乡

Ｋａｎｇｑ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１９４７．３６ ５．０８ ９５６．９８ ３．６２ １３５．９６ １．３６ ３５．９３ ０．７１ １９７６．２２ ４．７２ １０６１．８４ ３．４３

克孜尔乡

Ｋｅｚｉｅｒ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１８２０．６７ ４．７５ ８７５．０９ ３．３１ １８８．２６ １．８９ ７５．０３ １．４９ １５７８．２６ ３．７７ ９６９．７６ ３．１３

老虎台乡

Ｌａｏｈｕｔａ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９７２．００ ２．５３ ６３６．８１ ２．４１ ２２２１．８８ ２２．２６ １６１６．４５ ３２．０１ ４８９３．７４ １１．６９ ３９３８．０７ １２．７１

米吉克乡

Ｍｉｊｉｋｅ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３４０３．０６ ８．８７ ２１１４．８５ ８．００ ９３８．３８ ９．４０ ５２８．８３ １０．４７ ５３４２．５９ １２．７６ ３５５１．９７ １１．４６

赛里木镇

Ｓａｉｌｉｍｕｔｏｗｎ ２４７０．２３ ６．４４ １９８１．１６ ７．４９ １１４７．９９ １１．５０ １２１．２６ ２．４０ ２９５７．５３ ４．２６ ２５９３．２１ ５．１４

铁热克镇

Ｔｉｅｒｅｋｅｔｏｗｎ １９２．２７ ０．５０ ６８．６５ ０．２６ １２３．８６ １．２４ ３５．７７ ０．７１ ３１４．７２ ０．７５ １７７．３５ ０．５７

托克逊乡

Ｔｕｏｋｅｘｕ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３７１７．４２ ９．６９ ２７５１．４５ １０．４０ ６３５．６４ ６．３７ ５３８．６３ １０．６７ ２３９０．６５ ５．７１ １９２４．１７ ６．２１

温巴什乡

Ｗｅｎｂａｓｈｉ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４２２５．２２ １１．０１ ３０２２．４１ １１．４３ ４３４．８０ ４．３６ ３１３．０５ ６．２０ ３３５２．７４ ８．０１ ２４８４．７１ ８．０２

亚吐尔乡

Ｙａｔｕｅｒ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３５０９．１３ ９．１５ ２７９６．９１ １０．５８ １８０２．９４ １８．０７ ３１７．７９ ６．２９ １７２３．８３ １．７３ １４２１．７５ １．３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８３６０．３９ ４２．５２２６４４４．５４ ４２．３２ ９９７９．６４ １１．０６ ５０４９．５８ ８．０８ ４１８７８．６３ ４６．４２ ３０９９１．４２ ４９．６０

３）将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与现状基本农田
图斑进行对比分析，提高耕地选入基本农田效率，针

对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农田调

整措施，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供方向。

县域内划定基本农田范围较大，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财力进行实地调查，由于人为因素导致划定

结果质量参差不齐，未达到划定基本农田真正目的。

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为耕地选入基本农田提

供现实依据，贯彻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充分考虑

耕地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空间形态影响因素，研究

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耕地质量类型划分，

利用分区的优势，集中整治耕地，提高工作效率，实

现耕地质量与数量并重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基

本农田划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但划定永久性基本

农田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无法对一些因素做定量化分

析如居民意愿、政策因素等，本文没有考虑到政策因

素对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如土地利用规划发展方向

对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将政策、规划因素考虑到耕

地评价指标体系中是下一步研究的关键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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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任艳敏，唐秀美，刘 玉，等．考虑耕地生态质量的基本农田划
定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２４）：２９８３０７．

［８］ 奉 婷，张凤荣，李 灿，等．基于耕地质量综合评价的县域基
本农田空间布局［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００２１０．

［９］ 郭贝贝，金晓斌，杨绪红，等．基于农业自然风险综合评价的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定方法研究［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４，

２９（３）：３７７３８６．
［１０］ 杨 伟，谢德体，廖和平，等．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的

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７）：２１９２２９．
［１１］ ＪｉａｎｇＧ，ＺｈａｎｇＲ，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ｚｏｎｅｆ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２３）：２２２２２９．

［１２］ 唐秀美，潘瑜春，刘 玉，等．基于四象限法的县域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布局与模式［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３）：２３８
２４６．

［１３］ 丁庆龙，门明新．基于生态导向的基本农田空间配置研究———
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Ｊ］．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２２（３）：

３４２３４８．
［１４］ 刘 庆，陈利根．长株潭地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及空间

分区［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６）：２４５２５３．
［１５］ 姜广辉，张瑞娟，张翠玉，等．基于空间集聚格局和边界修正的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２３）：２２２２２９．
［１６］ 涂建军，卢德彬．基于ＧＩＳ与耕地质量组合评价模型划定基本

农田整备区［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２）：２３４２３８．
［１７］ 曾吉彬，邵景安，魏朝富，等．西南山地丘陵区永久性基本农田

的多目标决策划定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６）：２６３
２７４．

［１８］ 韦仕川，熊昌盛，栾乔林，等．基于耕地质量指数局部空间自相
关的耕地保护分区［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８）：２４９２５６．

［１９］ 谢保鹏，朱道林，陈 英，等．基于区位条件分析的农村居民点
整理模式选择［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１９２２７．

［２０］ ＺｈａｎｇＣ，ＴａｎｇＹ，ＬｕｏＬ，ｅｔａｌ．Ｏｕｔｌｉ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ｂ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１５７（１１）：３０８３３０９０．
［２１］ 王新盼，姜广辉，张瑞娟，等．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划定方

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２４１２５０．
［２２］ 张瑞娟，姜广辉，周丁扬，等．耕地整治质量潜力测算方法［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４）：２３８２４４．
［２３］ 熊昌盛，谭 荣，岳文泽．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的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分区［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２２）：２７６２８４．
［２４］ 薛 剑，韩 娟，张凤荣，等．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评价模型的

构建及建设时序的确定［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５）：１９３
２０３．

［２５］ ＸｉｏｎｇＣ，ＴａｎＲ，ＹｕｅＷ．Ｚｏｎｉｎｇ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２２）：

２７６２８４．
［２６］ 刘建生，郧文聚，赵小敏，等．基于差距度与投资度的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研究与应用［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４
（３）：４７５３．

［２７］ 宋 戈，李 丹，梁海鸥，等．松嫩高平原黑土区耕地质量特征
及其空间分异———以黑龙江省巴彦县为例［Ｊ］．经济地理，

２０１２，３２（７）：１２９１３４．
［２８］ 黄玉娇，陈美球，刘志鹏．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面临困境与对

策初探［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３，２６（１１）：２８３０．
［２９］ 陈红宇，朱道林，郧文聚，等．嘉兴市耕地细碎化和空间集聚格

局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４）：２３５２４２．
［３０］ 李 灿，张凤荣，朱泰峰，等．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调控下的土

地利用空间重构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１６）：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２１７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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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陶龙兴，符冠富，宋 建，等．花期干旱胁迫钝感与敏感水稻保

持系的生理特性［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０，３６（１０）：１７９６１８０３．
［９］ 姜心禄，郑国家，袁 勇．水稻本田期不同生育阶段受旱对产量

的影响［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４，１７（４）：４３５４３８．
［１０］ 王成瑷，王伯伦，张文香，等．不同生育时期干旱胁迫对水稻产

量与碾米品质的影响［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７，２１（６）：６４３６４９．
［１１］ 郭贵华，刘海艳，李刚华，等．ＡＢＡ缓解水稻孕穗期干旱胁迫生

理特性的分析［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７（２２）：４３８０４３９１．
［１２］ 刘晓英，罗远培．干旱胁迫对作物生长后效影响的研究现状

［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２，１２（４）：６１０．
［１３］ 蔡一霞，李 洋，朱海涛．灌浆期亏缺灌溉对水稻产量形成的

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８（８）：１４９２１５０５．
［１４］ 王 维，蔡一霞，蔡昆争，等．土壤水分亏缺对水稻茎秆贮藏碳

水化合物向籽粒运转的调节［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０５，２９（５）：

８１９８２８．
［１５］ 王成瑷，王伯伦，张文香，等．干旱胁迫时期对水稻产量及产量

性状的影响［Ｊ］．农艺科学，２００８，２４（２）：１６０１６６．
［１６］ 赵姝丽，陈温福，徐正进．水分胁迫对水稻剑叶气孔特性的影

响［Ｊ］．华北农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１）：１７０１７４．
［１７］ 蔡一霞，朱庆森，王志琴，等．结实期土壤水分对稻米品质的影

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２，２８（５）：６０１６０８．
［１８］ 田 鑫，于广文．干旱胁迫对水稻叶片气孔密度的影响［Ｊ］．辽

宁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２）：２６２８．
［１９］ 李贤勇，何永歆，李顺武，等．水稻对干旱胁迫的农艺调节研究

［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０５，１８（３）：２４４２５０．
［２０］ 陈新红，徐国伟，孙华山，等．结实期土壤水分与氮素营养对水

稻产量与米质的影响［Ｊ］．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２００３，２４（３）：３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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