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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适宜性评价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
———以义乌市岩南村为例

彭 瑶１，姚小军２，陈 然１，赵言文１，陆欢欢１，付 丽１

（１．南京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２．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００）

摘　要：为更好地保护耕地并合理制定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在对耕地质量进行评价的同时，需综合考 虑 耕

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压力问题。从耕地的自然生产潜力和耕地发展压力两个方面构建耕地适宜性

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浙江省义乌市岩南村为例进行了该指标体系的应用研究，利

用ＧＩＳ作为辅助手段，将岩南村划分为９个适宜 性 评 价 区 域，评 价 分 析 了 各 区 域 内 土 地 资 源 配 置 方 向，探

讨了评价结果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 用 途 径 和 方 法。分 析 结 果 表 明，该 评 价 方 法 可 为 村 级 土 地 规 划

中耕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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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开展，农村居民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大幅上升。然而，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凸显出来，农村发展建设用地的供求

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新增建设用地的配置主要是考

虑建设用地适宜性，很少考虑新增建设用地中的耕地

保护问题［１］。耕 地 保 护，开 发 与 利 用 的 形 势 不 容 乐

观。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需要兼顾的情况下，这种

空间布局的矛盾使农村土地的利用形式面临着两难

选择［２］。当前，为对农村土地进行更加科学合理有效

地配置，全国正在进行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

作。土地 适 宜 性 评 价 是 规 划 编 制 的 重 要 基 础 和 依

据［３］，其中耕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是指导规划中对耕地

利用和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的依据。但是，目前耕地

适宜性评价主要考虑与农业利用目标直接关联的地

形地貌、气候、土壤肥力、植被类型等因素，目前缺乏

对社会经济等指标影响的考虑［４］。另外，新增建设用

地的配置又主要考虑建设用地适宜性，很少兼顾耕地

保护原则，导致耕地利用率不高甚至流失。基于此，



本研究从耕地的自然生产潜力和发展压力两个方面

构建耕地适 宜 性 评 价 指 标 体 系，综 合 评 价 耕 地 适 宜

性［２］，为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提供决策支撑。

１　研究区概况

岩南村位于义乌市北部德胜岩的山脚，杭金衢高

速公路义乌出口处，是义乌市的北大门，交通十分便

利。岩南村气候宜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

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光、温、水配合较好，年平均

气温１７．２℃，无霜期约２３０ｄ，年平均降水量约１　２５０
ｍｍ。岩南村土地总面积为１３１．６４ｈｍ２，其中耕地面

积１４．８８ｈｍ２，主要分布在杭金衢高速公路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岩南村２００９年遥感影像图（０．５ｍ×０．５ｍ），
岩南村地形图，岩南村现状图（１∶２　０００）为主要数据

源，并结合２０１１年实地调查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支持下，获取评价指标的相关属性数

据，并建立相关空间数据库［５－７］。

２．２　评价体系

耕地适宜性评价体系从耕地的自然生产潜力和

耕地发展压力两个方面构建［２］。其中耕地自然生产

潜力是评价耕地的自然属性，反映耕地的质量等级；
耕地的发展压力是评价耕地面临着经济发展压力的

大小［２］。耕地自然生产潜力评价和耕地发展压力评

价可以分析耕地质量的分布状况，为农业的发展提供

依据，还可以为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时序提供依据。

２．３　评价单元的划分

为了尽可能地揭示最小土地单元之间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按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制图单元（图斑）划
分土地评价单元。以１∶２　０００土地利用现状图作为

工作底图，将地貌、土地利用类型基本相同，水土流失

类型基本一致的土地单元（地块）分为一类，以其为基

础调查单元，然后将单元勾绘到地形图上成为图斑，
即以田间末级固定工程所包围的地形、土壤、水利状

况基本一致，生产环境、管理水平、生产力水平也相对

一致的地块作为评价单元。以图斑划分耕地适宜性

评价的评价单元，共计３７个评价单元。

２．４　评价指标的选择

２．４．１　耕地自然生产潜力指标体系　依据主导性、
差异性和简单易获取性等原则，选择土壤质地、耕作

层厚度、坡度、土壤有机质含量、排水条件以及灌溉水

源保证情况 作 为 耕 地 自 然 生 产 潜 力 的 评 价 指 标（表

１）。坡度反映研究区的地形情况；耕作层厚度指经耕

种熟化的表土层，养分含量比较丰富，作物根系最为

密集，粒状、团粒状或碎块状结构；土壤质地反映土壤

宜耕作的性能与保水、保肥性能；土壤有机质含量反

映土壤肥力状况；排水条件和灌溉水源保证情况则反

映灌排水条件。

表１　研究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评价指标及分级

评价因子
适宜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土壤质地
分级　 壤土 黏土 砂土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坡度／（°）
分级　 ＜６　 ６～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２０

耕作土层
厚度／ｃｍ

分级　 ５０～６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３０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２０

有机质
含量／％

分级　 ２．４～３　 ２．４～２　 ２～１．２ ＜１．２
分值　 １００　 ８５　 ６０　 ４０

灌溉水资源
保证情况

分级　 有保证 尚能保证 一般 差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２０

排水条件
分级　 好 较好 一般 差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２０

２．４．２　耕地发展压力指标体系　耕地发展压力评价

考虑地理区位和建设用地适宜性两个方面［３］。由于

岩南村是一个交通枢纽。因此，地理区位主要考虑与

高速公路、与村公路以及与居民点的距离，与高速公

路、村公路、居民点的距离越近，评价单元转化为非农

建设用地的压力越大，反之亦然。而建设用地适宜性

仅考虑坡度（表２）。

表２　研究区耕地发展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分级

评价因子
适宜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坡度／（°）
分级　 ＜６　 ６～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分值　 １００　 ８５　 ５０　 ２０

与农村居民
点的距离／ｍ

分级　 ＜２０　 ２０～８０　 ８０～１４０ ＞１４０
分值　 １００　 ６０　 ３０　 １０

与高速公路
的距离／ｍ

分级　 ＜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分值　 １００　 ８０　 ５０　 １０

与村公路
的距离／ｍ

分级　 ＜２０　 ２０～７０　 ７０～１２０ ＞１２０
分值　 １００　 ６０　 ３０　 １０

２．５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耕地适宜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

法来确定。层次分析法是在定性方法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定量确定参评因素权值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该
方法运用系统工程学原理将复杂系统分成若干有序

层次，根据专家对每一层次的指标之间相对重要性的

判断作出定量表示，构成成对对比矩阵，从矩阵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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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征根及其相应特征向量，确定各指标的权值，将

上级层次的权值分配到下级层次的权值，最终得到各

指标的权值总排序［８］（表３—４）。为了更准确地计算

出评价指标 的 权 重，本 研 究 采 用 了 层 次 分 析 法 软 件

（Ｙａａｈｐ　０．５．２）来计算指标权重［９－１１］。

表３　研究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指标权重

指 标
有机质

含量
土壤质地 坡度

灌溉
水源

耕作层
厚度

排水
条件

权 重 ０．２２３　８　０．２０２　６　０．１０４　０　０．１３１　３　０．２０２　５　０．１３５　８

表４　研究区耕地发展压力指标权重

评价因素 １级权重 评价因子 ２级权重 综合权重

建设用地适宜性 ０．２３１　５ 坡 度 ０．２３１　５　０．２３１　５
与居民点的距离　 ０．４７６　２　０．３６６　０

地理区位　　　 ０．７６８　５ 与高速公路的距离 ０．２７９　３　０．２１４　６
与村公路的距离　 ０．２４４　５　０．１８７　９

２．６　地块综合指数计算

单元综合指数采用多因素加权分值求和法，其计

算公式为［１２－１３］：

Ｐ＝∑ｗｉＦｉ
式 中：Ｐ———单 元 总 分；ｗｉ———第ｉ指 标 的 权 重；

Ｆｉ———第ｉ指标的分值。

３　评价结果分析

３．１　耕地适宜性分区

根据各评价单元指标综合指数分布情况（图１），
采用等距法确定分级方案。将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划分

高度宜耕（ＨＳ）、中度宜耕（ＭＳ）和勉强宜耕（ＳＳ）共３
个等级［２］，将耕地发展压力划分高发展压力（ＨＰ）、中

发展压力（ＭＰ）和 低 发 展 压 力（ＬＰ）３个 等 级［２］，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分别生成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分布图和耕

地发展压力分布图。最后利用Ａｒｃ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功

能将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分布图和耕地发展压力分布图

进行叠加，生成９个适宜性分区（附图４）。

图１　研究区评价单元综合指数分布

３．２　各适宜性分区的面积和空间分布

评价共涉及３７个评价单元，总面积１４．８８ｈｍ２。
耕地自然生产潜力评价中，高度宜耕的面积为７．９５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５３．４３％，主要分布在杭金衢高速公

路旁，耕地类型为灌溉水田；中度宜耕的面积为３．７
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２４．８６％，主要分布在岩南村的东南

和西南，耕地类型为菜地和水浇地；勉强宜耕的面积

为３．２３ｈｍ２，主要 分 布 在 岩 南 村 的 西 部 和 南 部 占 总

面积的２１．７１％，耕地类型为旱地。在耕地发展压力

评价中，高发展 压 力 的 耕 地 面 积 为３．５ｈｍ２，占 总 面

积的２３．５２％，主要分布在杭金衢高速公路以及村南

北主干道两旁；中 发 展 压 力 的 耕 地 面 积 为５．５ｈｍ２，
占总面积的３６．９６％，主要分布在村的西面以及泮村

以北；低发展压力的耕地面积为５．８８ｈｍ２，占总面积

的３９．５２％，主要分布在村南面（表５—６）。

表５　研究区耕地适宜性分区

项 目 高发展压力（ＨＰ） 中发展压力（ＭＰ） 低发展压力（ＬＰ）

高度宜耕（ＨＳ） 高度宜耕高发展压力区（ＨＳＨＰ） 高度宜耕中发展压力区（ＨＳＭＰ） 高度宜耕低发展压力区（ＨＳＬＰ）

中度宜耕（ＭＳ） 中度宜耕高发展压力区（ＭＳＨＰ） 中度宜耕中发展压力区（ＭＳＭＰ） 中度宜耕低发展压力区（ＭＳＬＰ）

勉强宜耕（ＳＳ） 勉强宜耕高发展压力区（ＳＳＨＰ） 勉强宜耕中发展压力区（ＳＳＭＰ） 勉强宜耕低发展压力区（ＳＳＬＰ）

表６　研究区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和发展压力分区面积

项 目 高度宜耕 中度宜耕 勉强宜耕 高发展压力 中发展压力 低发展压力

得分范围 ≥８０　 ７０～８０ ＜７０ ≥８０　 ６０～８０ ＜６０
面积／ｈｍ２　 ７．９５　 ３．７０　 ３．２３　 ３．５０　 ５．５０　 ５．８８
比例／％ ５３．４３　 ２４．８６　 ２１．７１　 ２３．５２　 ３６．９６　 ３９．５２

　　由耕地自然生产潜力分布图和发 展 压 力 分 布 图

叠加形成的９个适宜性分区中（附图４），高度宜耕高

发 展 压 力 区 的 面 积 达 ３．０７ｈｍ２，地 总 面 积 的

２０．６３％，主要分布 在 杭 金 衢 高 速 公 路 以 及 村 南 北 主

干道两旁，耕地类型为灌溉水 田；高 度 宜 耕 低 发 展 压

力区的面积为１．８７ｈｍ２，总 面 积 的１２．５７％，主 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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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村南部，耕地类型为灌溉水田。
勉强宜 耕 低 发 展 压 力 区 的 面 积 达１．２１ｈｍ２，占

土地总面积的８．１３％，主要分布在村南部，耕地类型

为旱地（表７）。

表７　研究区耕地适宜性分区面积

项 目 ＨＳＨＰ　 ＨＳＭＰ　 ＨＳＬＰ　 ＭＳＨＰ　 ＭＳＭＰ　 ＭＳＬＰ　 ＳＳＨＰ　 ＳＳＭＰ　 ＳＳＬＰ
面积／ｈｍ２　 ３．０７　 ３．０２　 １．８７　 ０．３９　 １．８６　 １．４４　 ０　 ２．０２　 １．２１
比例／％ ２０．６３　 ２０．２９　 １２．５７　 ２．６２　 １２．５０　 ９．６８　 ０　 １３．５８　 ８．１３

４　评价结果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

４．１　在新增建设占耕时空配置中的作用

土地利用时空配置 是 指 在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目 标 的

指导下，落实规划土地利用数 量 结 构，确 定 规 划 期 内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是规划方

案形成的关键 步 骤 之 一［２］。依 据 耕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结

果，在不 同 的 目 标 下，可 确 定 不 同 的 新 增 建 设 占 耕

方案。

４．１．１　以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用地需要为目标　在此

目标下，耕地调整为建设用地时应优先调整发展压力

大的耕地，最 后 考 虑 发 展 压 力 小 的 耕 地。调 整 顺 序

为：ＳＳＨＰ＞ＭＳＨＰ＞ＨＳＨＰ＞ＳＳＭＰ＞ ＭＳＭＰ＞
ＨＳＭＰ＞ＳＳＬＰ＞ＭＳＬＰ＞ＨＳＬＰ［３］。依据此目标，岩

南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配置在新增建 设 用 地 主 要 配

置在杭金衢高速公路旁、以及 村 南 北 主 干 道 两 旁，其

特点是耕地面临着高发展压力。

４．１．２　以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为目标　在以

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为目标下，耕地调整为建

设用地时应优先考虑勉强宜耕而发展压力大的耕地，
控制调整高度宜耕而发展压力大的耕地，而对于高度

宜耕而发 展 压 力 小 的 耕 地 应 作 为 重 点 保 护 的 区 域。
调整顺序为：ＳＳＨＰ＞ＭＳＨＰ＞ＳＳＭＰ＞ＭＳＭＰ＞ＨＳ－
ＨＰ＞ＳＳＬＰ＞ＭＳＬＰ＞ＨＳＭＰ＞ＨＳＬＰ［２］。依 据 该 原

则，岩南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配 置 在 西 部 的 旱 地，其

特点是耕地勉强宜耕，面临的发展压力比较大。

４．１．３　以保护耕地为目标　在此目标下，耕地调整

为建设用地的原则是以勉强宜耕的耕 地 满 足 建 设 用

地的需求，保护中度、高 度 宜 耕 的 耕 地。调 整 的 顺 序

为：ＳＳＨＰ＞ＳＳＭＰ＞ＳＳＬＰ＞ ＭＳＨＰ＞ ＭＳＭＰ＞
ＭＳＬＰ＞ＨＳＨＰ＞ＨＳＭＰ＞ＨＳＬＰ［２］。依 据 此 原 则，
岩南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配置在在西 部 以 及 东 北 部

的旱地，其特点是宜耕性比较低。
由于岩南村的基本 农 田 主 要 分 布 于 杭 金 衢 高 速

公路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 法》规 定：严

禁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 设 活 动。综 合 考 虑 岩 南

村的实际情况，最后确定岩南村新增建设占用耕地的

方案采 用 以 耕 地 保 护 和 经 济 发 展 相 协 调 为 目 标 的

方案。

４．２　在制定耕地保护措施中的应用

根据耕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可以针对不同的耕地

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市场经 济 条 件 下 农 地 保 护 困

难重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建设用地相对 于 非 建 设 用 地

存在很大的比较优势，对于 高发展压力区（ＨＰ）的土

地，应注重提高其土地利用的 经 济 效 益，提 高 其 比 较

优势［１４－１５］。对于高度宜耕的耕地以保护为主，规划期

间应合理利用，避免耕地质量的下降。对于中度宜耕

的耕地以改造和保护相结合为主，规划期间在保护的

基础上，对 耕 地 进 行 土 壤 改 良，提 高 耕 地 生 产 潜 力。
对于勉强宜耕的耕地，通过改造能提高生产潜力的应

进行改造，不能提高生产潜力的应进行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

５　结 论

（１）从耕 地 自 然 生 产 潜 力 和 耕 地 发 展 压 力 两 个

方面来评价耕地的适宜性。通过耕地适宜性评价，一
方面为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另一方

面为在新增建设用地中考虑耕地保护提供了可能。
（２）应用的耕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以考虑市场

经济条件为主，没有考虑土地利用管制政策中土地指

标因素对土地配置的影响。因此，以此评价方法为技

术支撑的土地配置方案有一定的局限性，方案的最终

确定还需充分考虑土地利用政策的管制和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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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反映一定汇水面积上收集雨水的可利用率，以及雨

水池的有效使用率，从而更加准确地计算出雨水池的

有效容积，节省建设费用。
雨水池的规模与当地降雨条件、汇水面积和雨水

使用途径等有关。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按照平均

降雨量年份计算，占地面积４．５×１０４　ｍ２ 的住宅小区

建造５００ｍ３ 的雨水池即可满足单一用水途径的需求

而不需自来水补给；为同时满足绿地灌溉和道路浇洒

的目的，小区内雨水池建设容 积 将 会 过 大，且 在 天 津

市降雨条件下无法满足水量需求；当小区内绿地为下

凹绿地时，可按照浇洒道路的用途修筑雨水池。在不

同的降雨季节或年份，可调整 小 区 雨 水 的 使 用 途 径，
以达到雨水池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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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王宁．天 津 市 区 暴 雨 分 布 规 律 分 析 与 设 计 暴 雨 问 题 的

研究及应用［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０７．
［１３］　宁 静．上 海 市 短 历 时 暴 雨 强 度 公 式 与 设 计 雨 型 研 究

［Ｄ］．上海：同济大学，２００６．
［１４］　李俊奇，车武，孟光辉，等．城市雨水利 用 方 案 设 计 与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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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农用地评价信息系统开发应用［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０，３８（１９）：１０４５５－１０４５７．
［７］　吴勤书，吴国 平，宋 崇 辉，等．基 于ＧＩＳ的 城 市 化 背 景 下

的村域农用地评价［Ｊ］．现代测绘，２００７，３０（２）：３－６．
［８］　牛彦斌，周 亚 鹏．ＧＩＳ支 持 下 的 耕 地 地 力 评 价 方 法 研 究

［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３）：８４－８８．
［９］　曹 茂 林．层 次 分 析 法 确 定 评 价 指 标 权 重 及 Ｅｘｃｅｌ计 算

［Ｊ］．江苏科技信息，２０１２（２）：３９－４０．
［１０］　杨明 龙，潘 萍．层 次 分 析 法 在 耕 地 质 量 评 价 中 的 应 用

［Ｊ］．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３）：２３－２６．

［１１］　危向峰，段建南，胡振琪，等．层次分析法在耕地地力评

价因子 权 重 确 定 中 的 应 用［Ｊ］．湖 南 农 业 科 学，２００６
（２）：４３－４６．

［１２］　陈端吕，董明辉．ＧＩＳ支 持 的 土 地 利 用 适 宜 性 评 价［Ｊ］．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２００９（４）：４４－４６．

［１３］　吴燕辉，周勇．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土地适宜性评价［Ｊ］．
农业系统科学和综合研究，２００８，２４（２）：２３２－２３５．

［１４］　张庭伟．控制城市用地蔓延：一个全球的问题［Ｊ］．城市

规划，１９９９，２３（８）：４４－４８．
［１５］　陈江龙，曲福田，陈 雯．农 地 非 农 化 效 率 的 空 间 差 异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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