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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赤水市丙安镇三佛村大茅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为例，采用传统农用地耕地质量等级评定法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测算模型两种评价方法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能很好地评价土地整治项目区

耕地质量，研究区耕地质量国家平均利用等别为 9.2 等；平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价为 4825.81 元/hm
2
，最大

值为 61252.05 元/hm2，最小值为 146.46 元/hm2。水田和旱地等级越高，单位面积农田生态服务价值越高；但农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测算的结果更能直观地反映研究区的真实状况。研究结果可为后期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

计与农田生态系统评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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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高效地保护耕地，促进耕地的可持续发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到 2022 年建成 0.67 亿 hm
2

高标准农田，土地整治成为国家的战略部署之一。农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根据人类的需求进行能

量转化和物质循环，既具有直接性功能，又有间接性功能，其稳定性的高低体现了耕地质量的好坏。当前耕地质量评价是土地

整治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采用《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对其农用地进行质量等级评价；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测算主要以耕地的经济价值为折算基地，其评价结果能更直观地反映农田的供给、调节、支持和生态方面的效果。对于土

地整治项目区，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法对耕地价值进行评价的报道较少。因此，本文对比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测

算模型在土地整治上的应用，为土地整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项目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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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市丙安镇三佛村大茅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于 2017年 8月经赤水市自然资源局立项批复。项目区位于丙安镇三

佛村境内，项目区建设规模 22.01hm2。共涉及到 1 个村，东面与元厚乡接壤，南面与两河乡毗邻，西面与复兴乡凯旋村共界，

北面与丙安古景社区、丙安村相交。项目区地貌属低中山极深切割侵蚀-剥蚀地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8.1℃，夏

季最高气温 42℃，冬季最低气温-2.9℃，年均降雨量 1040.00mm。本项目投资预算为 180.85万元，通过项目的实施，新增耕地

面积为 5.29hm2，新增耕地率为 24.03%。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该研究的数据源于赤水市丙安镇三佛村大茅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规划设计报告、工程实施相关报告、

验收资料等和实地访谈获取数据。 

2.2研究方法 

2.2.1传统耕地质量评价。 

该研究耕地质量评价的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指标权重的确定等均依据《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贵州卷)》

的评定程序进行。 

2.2.2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依据谢高地等制定并进一步修订后的适合我国的土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表 1)，确定了 2010 年我国 1

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 3406.5 元/hm2，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法，对项目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进行研究。 

3 结果与分析 

3.1耕地质量评价 

根据《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贵州卷)》中的加权求和法计算的结果如表 2。项目区整治前，耕地质量国家平均利用

等别为 10.2 等，其中水田 10.0 等(面积 17.88hm2)，旱地 11.2 等(面积 2.79hm2)。通过对项目区配套灌排设施、田间道路、土

地平整和培肥等措施，项目区耕地质量国家平均利用等别提升到 9.2 等，水田提升 1 个等别；旱地平均利用等别提升 0.7 等，

其中 10等面积有 1.34hm2，11等面积有 1.46hm2。 

表 1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 

生态系统

名称 

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 
文化服

务 

食物生

产 

原料生

产 

水资源供

给 

气体调

节 

气候调

节 

净化环

境 

水文调

节 

土壤保

持 

维持养分

循环 

生物多样

性 

美学景

观 

水田 1.36 0.09 -2.63 1.11 0.57 0.17 2.72 0.01 0.19 0.21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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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 0.85 0.4 0.02 0.67 0.36 0.1 0.27 1.03 0.12 0.13 0.06 

 

表 2耕地质量等别面积表 

项目整治前-后 地类名称 

各个利用等别的地类面积(hm2) 

平均利用等别 地类面积之和(hm2) 

9等 10等 11等 12等 

整治前 

水田 
 

17.8779 
  

10.0 17.8779 

旱地 
  

2.1125 0.6815 11.2 2.7940 

总计 
 

17.8779 2.1125 0.6815 10.2 20.6719 

整治后 

水田 17.8779 
   

9.0 17.8779 

旱地 
 

1.3368 1.4572 
 

10.5 2.7940 

总计 17.8779 1.3368 1.4572 
 

9.2 20.6719 

 

3.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 

项目区平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价为 4825.81 元/hm2，最大值为 61252.05 元/hm2，最小值为 146.46 元/hm2。将梅河口

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单位价值划分为 5个区间，分是大于 10000元/hm2,5000～10000元/hm2,2000～5000元/hm2，1000～2000元

/hm2，以及小于 1000元/hm2。从项目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图(图 1)中可以看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 5000

元/hm2以上的耕地较多，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 1000 元/hm2以下的耕地较少，且水田的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比旱地的高。 

3.3对比分析 

该研究通过传统耕地质量评价方法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两种评价方法分别对其整治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对比

分析可知，两种方法均表现为水田等级越高，单位面积农田生态服务价值越高。相对于传统的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方法，

该研究构建的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评价整治后耕地价值较符合实际。采用土壤条件指标更多的是反映耕地的自然

质量情况，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土地整治工程对耕地质量产生间接性影响，而运用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法评定的项目实施

后整治效果更贴近实际。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法整合了 11个指标在土地整治生态环境和整治工程的基础上直接进行价值

化，更加直观地反映土地整治实施后的效果，可以为后期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与农田生态系统评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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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图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采用传统耕地质量评价方法和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两种评价方法对项目区整治后的效果进行评价，两种方

法都能很好地评价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质量，表现为水田等级越高，单位面积农田生态服务价值越高；但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测算模型更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研究区的真实状况。该研究虽然采用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模型评价耕地的真实状况，但

仅评估一个项目区某一年的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不足以大面积地应用，在今后可以从不同区域尺度和时间尺度开展研究，

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土地整治工作的完善提供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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