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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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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是当前耕地数量管控和质量管理的先行工作，是实现数量、质量、权属、价格四

位一体的前提。提出了耕地质量等级 年 度 变 更 技 术 路 线，指 出 了 划 分 变 化 类 型、确 定 变 更 范 围、建 立 指 标 体

系、确定分等因素指标值等关键步骤及实施要点，并以湖北省国家级试点公安县为例，研究分析了不同变化类

型下耕地质量等级变更方法，最后分析了试点实施问题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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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质量评价理论、技术和成果是耕地保护

数量质量并重管理的基础［１］，耕地质量评 定 成 果

在耕地占补平衡、土地整治、征地补偿标准制定等

工作中都作为一个重要参考依据［２］。２００４年，国

土资源部门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农用地分等定级

工作。２０１２年，湖北省在耕地等级质量成果补充

完善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国家级和省级年度变更

试点工作，深度探讨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要点，
形成年度变更方案，并将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

纳入年度工作。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是根据年

度内的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情况，对年度内发生

变化的耕地进行等级评价，是在耕地质量等级成

果补充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及时、有针对性的局

部更新。此项工作的开展将建立高精度、高质量

的耕地质量等级数据库，保证国土部门掌握最新

的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状况，对耕地调查和完善

国土资源“一张图”监管平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１　技术路线

耕地变化包括耕地数量变 化（占、毁、调、退、
补）及质量变化（整理、复垦及农业综合开发、农田

水利建设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因土地开发、土地复垦等使耕地增加；二是因建设

占用、灾毁、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还林等使耕

地减少；三是因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等使耕地

质量提升；四是因自然灾害、土壤污染等使耕地质

量下降。
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以最新的土地变更调

查成果为基础，通过外业补充调查更新相关数据

资料，按照《农 用 地 质 量 分 等 规 程》［３］（以 下 简 称

《规程》）的技术要求和相关参数体系对年度变化

的耕地进行分等，形成新一年度的耕地质量等级

成果，并完善上一年度耕地质量等级成果数据库，
建立变更评价制度，做到耕地质量等级及时变更，
保持成果的现势性。耕地质量等级变更在流程上

与全域重新分等体现出继承性和衔接性。技术路

线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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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键步骤

耕地质 量 等 级 年 度 变 更 以《规 程》为 主 要 依

据，但《规程》注重的是全域内全部耕地的等别评

定，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则注重对年度发生变

化的耕地等级进行局部更新，因此在确定变更范

围、因素因子指标值等步骤上会有所差异。不同

的变化类型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２．１　确定变更耕地范围

本文所研究的等级变更只针对年度内发生变

化的耕地，因此首先要从基期年（２０１０年）和变更

年（２０１１年）的 地 籍 变 更 库 中 提 取 年 度 内 发 生 变

化的耕地。

２．１．１　确定数量变化耕地范围

从变更年和基期年的地籍变更库中提取耕地

图斑，用 ＡｒｃＧＩＳ叠 置 分 析 工 具 可 以 确 定 年 度 内

减少和增加的耕地。减少的耕地是因 占、毁、调、
退等导致耕地使用类型发生改变，不需要在耕地

分等单元图层中反映，但需要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把握区域内耕地减少的数量及分布。增加的耕地

一般零散地分布在整个县域范围内，若从头收集

资料进行重新评定不经济，而采用就近赋值的方

法，即选择与其相隔最近、属性相似的耕地图斑进

行属性赋值，亦可满足精度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

快捷有效。

２．１．２　确定质量变化耕地范围

确定质量变化耕地的范围，可以利用 项 目 区

范围或灾 害 污 染 范 围 与 变 更 年 耕 地 图 斑 进 行 叠

置，相交的部分即为质量变化耕地。这部分耕地

或因整理、低改项目时使得质量提升，或因灾害、
污染导致质量下降。这部分耕地相对集中连片，
具有一定规模，且由于土壤理化性质或耕地基础

设施等发生明显变化，需要重新划分等别。

２．２　确定分等因素体系及权重

为了与原有耕地等别相衔接，建议沿 用 原 分

等因素体系及权重，各个因素指标具体的取值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实际工作中，对于土地整

理区耕地，受土地整理工程的影响，土壤质地、灌

溉保证率、排水条件、有机质含量、土壤酸碱度、土
体构型、地形坡度等因子会发生较大变化［４］，但具

体的影响情况也会因实施整理项目不同而有所差

异，因此需要依据规划设计报告、验收报告等资料

具体判断。受土地整理影响较大的因子，根据实

地调查以及成果资料，确定各指标值；受土地整理

影响较小且自身变化缓慢的因子，则沿用上一轮

成果的数据。

２．３　计算自然质量分及自然质量等指数

变更耕地单元自然质量分的计算采用加权平

均法。指定 作 物 自 然 质 量 等 指 数 的 计 算 公 式 如

下：

Ｒ＝αｔ·ＣＬ·β
式中，Ｒ为 指 定 作 物 自 然 质 量 等 指 数；αｔ为 光 温

（气候）生产潜力指数；ＣＬ为自然质量分；β为产量

比系数。变更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的确定还需依

据变更区的熟制。

２．４　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及利用等指数

指定作物的土地利用系数由指定作物的单产

与分区内的最高单产确定。利用等指数由自然质

量等指数与土地利用系数相乘，并结合变更区熟

制确定。土地利用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ＫＬ ＝ Ｙ
Ｙｍａｘ

式中，ＫＬ为指 定 作 物 的 土 地 利 用 系 数；Ｙ 为 指 定

作物单产；Ｙｍａｘ为分区内指定作物的最高单产。

２．５　计算土地经济系数及经济等指数

指定作物的 土 地 经 济 系 数 由 产 量－成 本 指 数

和最大产量－成本指数之比计算得出。等别指数，
有人形象地把它叫做经济等指数（既考虑天赋潜

力、实 际 利 用 水 平，又 考 虑 投 入 水 平 的 农 地 生 产

力）［５］，由利用等指数与土地经济系数相 乘，并 结

合变更区熟制确定。土地经济系数的计算公式如

下：

Ｋｃ ＝ ａＡ
式中，Ｋｃ为指定作物土地经济系数；ａ为指定作物

产量－成本指 数；Ａ 为 分 区 内 指 定 作 物 的 最 大 产

量－成本指数。

２．６　划分与检验等别成果

将计算所 得 各 项 等 指 数 转 换 为 国 家 级 等 指

数，采用等间距法初步划分出国家级等别，然后对

分等结果进行检验及调整，并与原有分等成果进

行对比分析。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研究区概况

公安县地处东经１１１°４８′～１１１°２５′，北纬２９°
３７′～３０°１９′，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河流纵横，属沿

江平原区。境内主要为平原湖区，西南部分地方

为平岗和低丘岗地。全县适宜种植双季稻、油菜、
棉花等农作物，耕作制度为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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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选定基准作物为中稻，指定作物为中稻

和油菜。公安县耕地总体质量较好，以 二、三、四

等为主，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２９．９３％、４３．２４％、

２５．０３％。空间上，公安县耕地等别总体上呈不规

则区片状分布，东部长江沿岸区域以三等地为主；
西部河流纵横，水源丰富，耕地等别较高，以二、三
等地为主；北部、南部因农用地分布零散，土壤条

件较差，灌排条件不完善，所以耕地等别比较低，
以四、五等为主，如图２所示。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总计

２等 ２０　２３１．５６　 １７　５３４．８５　 １　１７６．６０　 ３８　９４３．０１
３等 ３３　０１０．８４　 ２０　４２８．８５　 ２　８１５．６７　 ５６　２５５．３９
４等 １８　３４８．１０　 １３　８４４．０６　 ３７４．９５　 ３２　５６７．１１
５等 ７６８．８１　 １　３６８．９３　 １９１．１５　 ２　３２８．８９
总计 ７２　３５９．３４　 ５３　１７６．６８　 ４　５５８．３８　 １３０　０９４．４０

图２　公安县２０１０年度耕地等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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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０

３．２　研究过程

３．２．１　确定变更范围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对公安县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度耕

地图斑图层进行叠置分析，确定公安县２０１１年度

新增和减少的耕地范围。公安县２０１１年 度 质 量

变化的耕地范围根据公安县２０１１年验收通过的

土地开 发、复 垦、整 理 等 项 目 的 范 围 与 公 安 县

２０１１年耕 地 范 围 进 行 叠 置 分 析 后 确 定，公 安 县

２０１１年度变更 耕 地 范 围 如 图３所 示。变 更 耕 地

总面积１　５８１．８９ｈｍ２，约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１３％，

其中减少耕地８８．９５ｈｍ２，质量变化耕地１　４９２．９４

ｈｍ２，无新增耕地。从图３可以看出，减少耕地零

散地分布在公安县辖区范围内，多分布在城镇周

边，而质量变化耕地则相对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

模。

图３　公安县２０１１年度变更耕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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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ｎｇ’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１

３．２．２　确定分等因素体系及权重

为保证变更成果的继承性，本次年度 变 更 沿

用上一轮确定的分等评价因素体系及权重，如表

１所示。经资料分析可知，公安县２０１１年度质量

变化的耕地均为因土地整理使得耕地质量提升。
分析该类项目规划设计报告、验收报告等资料后

发现，此 类 项 目 对 该 区 域 的 灌 溉 保 证 率、排 水 条

件、有机质含量、表层质地等影响较大，这些因素

要依据实地调查、资料分析来确定指标值。其他

因素由于受土地整理项目的影响较小，且自身演

化周期长，故沿用上一轮数据。

表１　指定作物－分等因素－权重表

Ｔａｂ．１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Ｃｒｏｐ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ｉｇｈｔ

分等因素 中稻 油菜 分等因素 中稻 油菜

地下水埋深 ０．０５　 ０．０５ 土壤酸碱度 ０．０６　０．０６
土壤污染状况 ０．０６　 ０．０６ 有机质含量 ０．０９　０．０９

灌溉保证率 ０．２３　 ０．２３ 剖面构型 ０．１５　０．１５
排水条件 ０．２０　 ０．２０ 表层质地 ０．１２　０．１２

障碍层深度 ０．０４　 ０．０４

３．２．３　计算自然质量分及自然质量等指数

根据分等因素权重以及指定作物－分等因素－
自然质量分关系表，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变更耕

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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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单元的自然质量分。依据《规程》确定公安县指

定作物光温生产潜力指数：中稻为１　７９８，油菜为

４６４；依据《中 国 耕 地 质 量 等 级 调 查 与 评 定（湖 北

卷）》［６］确定 沿 江 平 原 区 推 荐 指 定 作 物 产 量 比 系

数：中稻为１，油菜为５．０９，根据公式计算变更耕

地自然质量等指数。

３．２．４　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及利用等指数

根据公安县２０１１年土地整理项目验收报告、
实地入户调查资料以及统计年鉴，获取项目区指

定作物实际单产，结合公安县所属分区指定作物

最高单产数据，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并计算变更耕

地利用等指数。土地利用系数结果如表２所示。

３．２．５　计算土地经济系数及经济等指数

产量－成本指数的计算以整理区为单位，调查

正常年景、正 常 投 入 下 指 定 作 物 单 产、投 入－产 出

数据。结合沿 江 平 原 区 最 大 产 量－成 本 指 数 计 算

土地经济系数，并计算变更耕地经济等指数。土

地经济系数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整理区指定作物土地利用、经济系数表／（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Ｃｒｏｐ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ｋｇ·ｈｍ－２）

整理区编号 整理区名称
水稻 油菜

Ｙ　 ＫＬ ａ　 Ｋｃ Ｙ　 ＫＬ ａ　 Ｋｃ
１ 低丘岗地改造甘家厂片 １０　０９６．２６　０．９１１　３　 １．７３　 ０．８５６　４　 ２　１０７．２６　 ０．８８６　５　 ０．６４　 ０．７９０　１
２ 低丘岗地改造黄堤片 ９　９９７．１７　０．９０２　３　 １．８７　 ０．９２５　７　 ２　００６．７４　 ０．８４４　２　 ０．６３　 ０．７７７　８
３ 章庄铺土地整理项目 １０　０３８．１８　０．９０６　０　 １．７９　 ０．８８６　１　 ２　１５４．３７　 ０．９０６　３　 ０．６２　 ０．７６５　４
         

３．２．６　划分等别与检验

将计算所 得 各 项 等 指 数 转 换 为 国 家 级 等 指

数，初步划分国家级等别。划分等别后，参照土地

开发、复垦、整理等项目资料以及原等别情况，检

验等别成果。然后与变更耕地单元周边进行对比

分析，检查是否存在“跳等”等异常情况，最后统计

各等别面积。

３．３　分析变更成果

３．３．１　分析耕地数量变化

公安县 年 度 减 少 耕 地８８．９５ｈｍ２，其 中，二、
三、四等地分别占１９．８４％、６３．１７％、１６．９９％，减

少耕地去向 见 图４。从 空 间 分 布 上 看，减 少 的 耕

地多分布在城镇周边，主要源于城镇扩张带来的

建设占用。
公安县２０１１年度无新增耕地，本文虽然在理

论层面提出了新增耕地的等别变更方法，但这部

分的实证在公安县因本年度无新增耕地而未能实

现，但在省级试点潜江和秭归的年度变更中均有

新增耕地，其因素指标值采取就近赋值的方法确

定。

３．３．２　分析耕地质量变化

质量变化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孟家溪、甘家厂、
章庄铺等地，共１　４９２．９４ｈｍ２，质量变化前后的耕

图４　２０１１年度减少耕地去向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１

地情况见表３。经 整 理 后，项 目 区 内 耕 地 质 量 均

有提升，部分耕地等级连升两等，说明公安县土地

整理项目是保持区域耕地质量、提高耕地产能水

平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比上一轮分等数据和相关

整理报告发现，虽然经整理后耕地等指数的提升

幅度相近，但在上一轮分等成果中，该部分耕地等

别指数在所属等别中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出现了

等别连升两等的情况。整理后等别虽有连升，但

是与周边相比较后发现并无异常，符合当地实际

情况，属于正常调整。

表３　２０１１年度整理区耕地统计表／ｈｍ２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１／ｈｍ２

整理区编号 项目区名称
整理前 整理后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总计

１ 低丘岗地改造甘家厂片 １０．５８　 ３０２．５７　 １．２０ － ３１４．３５　 ３１４．３５
２ 低丘岗地改造黄堤片 ２０．０３ － ０．０１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４
３ 章庄铺土地整理项目 － ７５７．４６　 ２６６．１４ 　－ １　０２３．６０　 １　０２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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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在操作过程中，《规程》只能起纲领性的指导

作用［７］，而耕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程序更 具 针 对

性。通过对公安县的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公安县 在２０１１年 度 无 耕 地 增 加，只 有 以

建设占用为主带来的耕地减少。据收集的资料，
该县有多个土地整理项目和双低改造项目实施，
按照双低改造项目３０％的出地率要求粗略估计，
该试点区应该有耕地增加，但年度变更数据库中

并未体现。另外，试点区耕地减少的原因也较少，
且作为主要泄洪区，年度没有发生耕地灾毁。综

上所述，耕地数量和质量变化的途径虽不齐全，但
仅对确定变更范围产生影响，对其他步骤影响不

大。

２）从试点区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公安县２０１１
年度变更耕地面积仅１　５８１．８９ｈｍ２，占耕地总面

积的１．１３％。另 外 从 两 个 省 级 试 点 的 耕 地 等 级

变更 情 况 来 看，潜 江 占 比 １．２７％，秭 归 占 比

１．４０％，均小于２％，各试点每年度耕地变化数量

和质量都不显著。《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每

６年、《土地调查条例》规定每１０年应进行一次基

于全面调查的 耕 地 系 统 性 质 量 评 价，６～１０年 的

时间跨度难以保证耕地质量等级的现势性，但据

试点情况来看，每年变更一次的必要性也不是太

大，故建议每３年左右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耕地

质量等级变更。

３）建议加 强 耕 地 质 量 等 级 变 更 和 耕 地 质 量

动态监测试点工作的结合。耕地质量动态监测通

过积累质量资料，完善土地资源管理的内容，实现

土 地 管 理 由 数 量 管 理 向 数 量、质 量 并 重 管 理 转

变［８］，目前也在试点阶段，建议统一两项工作的周

期。在今后的耕地质量变更研究过程中，可以通

过持续定期调查保证监测的动态性，调查影响耕

地质量的主要指标或属性，并结合其他统计数据

分析，对耕地质量的变化做出评估［９］，为耕地质量

等级变更提供实时有效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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