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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灾毁耕地分布及其开发潜力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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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日益严格的今天，“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已成为耕地保护的重要意识，因

此，如何获得有效补充优质耕地的资源显得日益重要。以重庆市 2015 ～ 2016 两年间灾毁耕地为研究对象，研究

其分布情况，分析其开发潜力，进一步探讨发现：重庆市 2015 ～ 2016 两年间灾毁耕地 735.50hm2，主要在渝东北

及渝东南地区分布较多，而渝西地区只有零星分布，其中水田占 36.14%，旱地占 63.86%；灾毁耕地的国家自然质

量等别分布在Ⅷ ～ Ⅻ等地，其中以Ⅹ等地最多，面积为 337.07hm2，占总面积的 45.83%。灾毁变更为其他草地的

面积为 219.93hm2，占灾毁总面积的 29.90%，这部分灾毁地能有效的开发为耕地；变更为裸地的面积为 502.77hm2，

占 68.36%，此部分灾毁地部分能通过复杂的工程手段进行开发，而灾毁严重的区域则不能开发为耕地；河流水面和

内陆滩涂用地一般不具备恢复耕作的能力，面积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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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满足粮食生产的必备要素，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我国自 1997 年

以来就实行了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持耕地动态平衡，保护 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现行的土地分类

标准，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类。其中，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土地分类标准，农用地包括耕地等 7 个一级地类、水田等 16 个二级类；未利用地包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 个一级地类、河

流水面等 10 个二级地类。灾毁耕地是指由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崩塌、滑坡、地陷、泥石流、洪水等）造成地表损毁，

土层破坏，短期内难以通过简单治理恢复种植的耕地，按照《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等土地调查的技术规范文件可以

将现状地类变更为未利用地。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日益严格的今天，“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已成为耕地保护的重要意识，

因此，如何获得有效补充优质耕地的资源显得日益重要。本文以重庆市 2015 ～ 2016 两年间灾毁耕地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分布

情况，进一步分析其开发潜力，以期为灾毁耕地的利用恢复提出合理的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属丘陵山区，地势起伏大，层状地貌分明。地界渝东、渝东南临湖北和湖南，渝南接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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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西、渝北连四川，渝东北与陕西和湖北相连，幅员面积 8.24 万 km
2
。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势较高，最高处为大巴山的川鄂岭，

海拔约 2797m，最低处为长江水面，海拔约 175m（随三峡库区蓄水位变化）；渝西地区地势较低，大多为海拔 300 ～ 400m 的

丘陵。

全市耕地面积 243.05 万 hm
2
，其中水田 96.78 万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39.82%；水浇地 0.08 万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0.03%；

旱地 146.19 万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60.15%。根据 2014 年度耕地质量更新评价成果，全市耕地自然质量等别分布在Ⅷ ～ Ⅻ

等，且以Ⅹ等地面积最大，为 82.59 万 hm
2
，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33.98%；利用等别分布在Ⅵ ～ Ⅻ等，其中Ⅹ等分布最多，面

积为 81.13 万 hm
2
，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33.38%；经济等别分布在Ⅵ ～ Ⅻ等，以Ⅹ等地面积最大，面积为 97.43 万 hm

2
，占全市

耕地面积的 39.67%。

2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涉及供试数据包括灾毁耕地数据和耕地质量数据，灾毁耕地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和年度变更

调查成果，耕地质量数据来源于重庆市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最新成果。首先从 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的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中

提取耕地变更为未利用地的图斑，将所有区县的数据合并就得到了灾毁图斑矢量文件，再将矢量文件与 2014 年度耕地质量更新

评价成果叠加就可以得到对应的耕地等别信息及其他数据。数据处理软件采用 excel（2010 版本）Arcgis（10.2 版本）。

3 结果与分析

3.1 灾毁耕地分布

3.1.1 灾毁耕地数量分布。2015～2016 两年内，全市灾毁耕地图斑共计 2360 个，面积 735.50hm
2
，共涉及 23 个行政区。

从图 1 和表 1 可以看出，全市灾毁耕地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而渝西和渝中部分布较少；面积较大的几个区县依次是巫

山县、酉阳县和云阳县，灾毁面积分别达到了 129.10hm
2
、121.61hm

2
和 102.33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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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灾毁耕地地类分布。灾毁耕地是由洪水、滑坡等突发性自然灾害引起的，在年度变更调查中将耕地变更为未利用地。

变更前地类主要为水田和旱地，无水浇地；变更后地类主要有其他草地、河流水面、内陆滩涂和裸地四个地类。从表 2 中可以

看出，变更前地类为水田的面积为 265.82hm
2
，面积占灾毁耕地总面积的 36.14%；变更前地类为旱地的面积为 469.68hm

2
，面积

占比为 63.86%。变更后地类为裸地的最多，面积达到 502.77hm
2
，面积占比为 68.36%；其次为其他草地，面积为 219.93hm

2
，占

比 29.90%；而河流水面和内陆滩涂较少，面积为 12.80hm
2
，仅占 1.74%。而从地类流向上看，旱地变更为裸地最多，面积达到

了 322.41hm
2
。

3.1.3 灾毁耕地质量分布。获取的耕地等别信息有重庆市级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和国家级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

此处以国家自然等做数据分析， 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2015-2016 两年间的灾毁耕地在Ⅶ ～ Ⅻ等之间，其中Ⅷ、Ⅸ等地以

水田为主，Ⅹ ～ Ⅻ等地以旱地为主，灾毁耕地都为高等地和中等地；水田灾毁面积最大的为Ⅹ等地，达到 120.45hm
2
，占水田

面积的 45.31%；旱地灾毁面积最大的也是Ⅹ等地，达到 216.63hm
2
，占旱地面积的 46.12%。由此可知，灾毁地多为优质耕地，

特别是水田，因为灾毁水田多处于河道两侧或地势较低的部位，土壤质地、土层厚度及灌溉水源等基础条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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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灾毁耕地开发潜力分析

灾毁耕地受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其耕作层被破坏，失去了耕作条件。根据重庆市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的规则，有

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表层土壤质地、土壤 pH 值、海拔、坡度、梯地状况和灌溉保证率等八大因素是评定耕地自然质量等

别的要素。而灾毁地块受灾后，部分因素是不会改变的，如有机质含量、海拔、坡度、土壤 pH 值和灌溉保证率等；部分因素会

发生突变，如有效土层厚度、表层土壤质地、梯地状况等。因此，灾毁耕地的开发修复主要以修复三大突变因素为主，恢复原

有值或提高原有值，这样可以恢复甚至提高其原有耕地的质量等别，达到恢复耕地的目的。

图 2 是灾毁耕地变更后地类对应三大突变自然因素值的面积统计图，由图 2a 可知，灾毁地灾毁前的有效图层厚度大部分

在 40 ～ 100cm 之间，这对于灾后耕地的开发恢复有利。灾毁为其他草地的耕地，其土层厚度仅发生少量变化，可以通过简单

的工程措施治理恢复有效土层厚度；而灾毁为裸地的耕地，需通过复杂的工程措施治理才能达到恢复的目的，甚至没有恢复的

可能，例如陡坡上的大滑坡露出了岩石。由图 2b 可知，灾毁地灾毁前的表层土壤质地以壤质居多，而壤质是优于粘质和砂质的

土壤质地，但面积最大的是表层土壤质地为壤质灾毁为裸地的地类，这对于灾毁地的恢复是不利的。图 2c 是灾毁地梯地状况的

分布图，可以看出灾毁地块中坡地和水田居多，这是由于坡地坡度较大，受雨水冲刷更易被破坏，而灾毁水田主要是在河流两

侧，受洪水淹没而进一步破坏了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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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是灾毁地灾毁前对应的国家自然质量等别与对应的灾毁后地类的统计表，可以看出，全市灾毁地主要变更为其他草地

和裸地，其中变更为其他草地的有 219.93hm
2
，占总面积的 29.90%；变更为裸地的有 502.77hm

2
，占总面积的 68.36%。其他草地

中，Ⅹ等地最多，达到 78.10hm
2
，其次为Ⅺ等地和Ⅸ等地，面积分别为 52.81hm

2
和 51.20hm

2
；裸地中，也是Ⅹ等地最多，达到

256.49hm
2
，其次为Ⅸ等地和Ⅺ等地，面积分别为 122.43hm

2
和 109.65hm

2
，这样的分布情况与全市所有耕地质量分布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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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照开发潜力分析，完全具备恢复耕作能力的是其他草地 219.93hm
2
，且大部分为中等地；而河流水面和内陆滩涂用

地一般不具备恢复耕作能力，面积也较小；裸地能否恢复则需研究其破坏形式，若是滑坡等地表严重破坏的灾毁，则不具备恢

复耕作的能力，若是地表被淹没或覆盖砾石等破坏形式，则可以通过工程手段进行治理，恢复原有的耕作能力。

4 结论

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重庆市 2015 ～ 2016 两年间灾毁耕地分布较分散，主要在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分布较多，而渝西地区只有零星分布，

这与重庆的地形地貌特征紧密相关。灾毁耕地 735.50hm
2
，其中水田占 36.14%，旱地占 63.86%。

（2） 灾毁耕地的国家自然质量等别分布在Ⅷ ～ Ⅻ等地，其中以Ⅹ等地最多，面积为 337.07hm2，占总面积的 45.83%。

灾毁耕地多为中等地，若能及时恢复耕作，对耕地的占补平衡有很大的潜力。

（3） 灾毁变更为其他草地的面积为 219.93hm
2
，占灾毁总面积的 29.90%，这部分灾毁地能有效的开发为耕地；变更为裸地

的面积为 502.77hm
2
，占 68.36%，此部分灾毁地部分能通过复杂的工程手段进行开发，而灾毁严重的区域则不能开发为耕地；河

流水面和内陆滩涂用地一般不具备恢复耕作的能力，面积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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