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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了解长阳县耕地质量状况，提高耕地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 GIS 等

软件分析评价长阳县耕地地力，以期为长阳县“手机导航种地”信息系统建设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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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的准备和步骤

1.1 评价区概况

长阳县辖 11 个乡镇，154 个村，总人口 41.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34.4 万人，全县耕地总资源 50680hm
2
，其中常用耕地

面积 31677hm
2
。主要种植蔬菜、玉米、油菜、果树、茶叶等作物，年作物播种面积 64066hm

2
。

1.2 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旨在确定长阳耕地资源的质量等级、限制性类型及其强度、明确数量与区域分布情况，以服务手机导航种地信

息系统建设，提高当地农业信息化程度，促进以土壤地力为核心的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3 评价步骤

耕地地力评价流程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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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基础、资料收集及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2.1 软硬件准备

长阳县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和长阳县耕肥站的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及数据统计分析等应用软件、数

字化仪及大幅面扫描仪等硬件。

2.2 资料收集

2.2.1 土样采集。按照野外田间土样操作规程，全县 11 各乡镇 154 个自然行政村共采集土样 9240 个，统一编号、晾干、

碾制。

2.2.2 室内分析测试。测试 pH 值、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等常规 5 项，8% 土样做重金属检测。

2.2.3 基础及专题图件资料。1：5 万比例尺地形图、长阳行政区划图、长阳土地利用现状图、长阳土壤志（第二次土壤普

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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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单元的确定

通过图件的叠置和检索，将长阳县耕地地力划分为 6246 个评价单元。

3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3.1 评价指标体系

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耕肥总站、长阳县农业局和长阳县耕肥站联合成立专家组，确定了 3 个层次共 9 个指标作为具体

的评价对象（见表 1）。

3.2 指标体系的量化处理

3.2.1 定性因素的量化处理。（1）土壤表层质地。考虑长阳县不同质地类型的土壤肥力特征，以及与本地栽培作物生长发

育的关系，不同质地类别土壤予以相应的分值（见表 2）。

（2）地貌类型。长阳县地貌类型主要有四类（见表 3），根据不同地貌类型对地力的影响程度，按照表 3 等级分类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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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拔。长阳县海拔分为四类，根据不同的海拔对地力的影响程度定值（见表 4）。

（4）成土母质。根据不同成土母质对地力的影响程度，按照表 5 中的等级分类评分。

3.2.2 定量化指标的隶属函数（见表 6）。

4 各类专题图统计数据（见表 7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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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力评价

通过 GIS 等软件分析，完成长阳县耕地地力评价。在耕地组成中，一等地占总耕地面积 15.52%，二等地占 28.78%，三等地

占 36.345%，四等地占 19.37%，以二、三等地为主，合计占总耕地面积的 60% 以上。

一等地主要分布在贺家坪镇、渔峡口镇和资丘镇等沿江区域，在东南部的大堰乡，西北部的榔坪镇也有大量分布。

二等地主要分布以县城中心向清江沿岸扩散为特征。

三等地的面积最大，呈现围绕中心向西南、西和东南部两头分布的特点，榔坪镇、渔峡口镇、龙舟坪镇和磨市镇分布最多。

四等地的面积不到总耕地面积的 20%，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东部的高家堰、龙舟坪镇、磨市镇以及南部各乡镇。

总体来看，长阳县的耕地地力较差，高产田面积不到 40%，其他 60% 属于中低产田，这一分布状况主要与我县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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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高产田主要分布在河湖周边区域，成土母质和灌溉条件好，同时也是人口密集区域，人类的改土、耕作活动频繁，熟

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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