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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研究 

——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李云
1，2

 邓经川
1，21

 

（1.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重庆 400020； 

2.重庆市土地利用与遥感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020） 

【摘 要】：通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 2018 年度耕地变更调查情况的分析与研究，在上一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度

更新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利用 ARCGIS叠加分析，建立九龙坡区 2018年度耕地质量更新评价体

系，计算耕地国家自然等别、国家利用等别和国家经济等别，分析研究九龙坡区 2018 年度耕地质量变化情况。研

究结果表明:2018年度，九龙坡区减少、新增和质量建设耕地面积分别为 11.62hm2、21.02hm2和 2.13hm2，土地整理

项目的实施使耕地数量和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形成的 2018 年度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对于九龙坡区耕地

的利用与保护和相关土地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因素法 ARCGIS 叠加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影

响，耕地的利用现状及质量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对于土地规划、通过人为活动提升耕地质量、

严格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之地理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遥感和 GIS 等技术手段，关于耕

地质量等别的研究也不断进步[3]-。2012年，《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耕地质量等别调查评定与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国

土资厅发[2012]60号）规定，自 2014年起在全国全面部署开展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对耕地质量等别情况进行动态

更新，并保持成果的现势性和延续性。 

本文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6]和 2019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技

术手册，利用 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和 2017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更新成果，对九龙坡区 2018年度耕地变更进行

评价，为区域内耕地等别更新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九龙坡区位于东经 106°15’-106°35’、北纬 29°15’-29°35’之间，位于重庆市主城都市区西部，幅员面积 4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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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与渝中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江津区和璧山区接壤，和巴南区、南岸区隔江相望，辖杨家坪、谢家湾、石坪桥

等 19个镇（街道）。境内总的地势由北向南趋斜，海拔处于 175～698.5米之间，最高点在中梁山，为 698.5米，最低点在长江

小河口，为 175 米，相对高差 528.5 米。九龙坡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水热丰富，雨热同季，日照少，无霜期长，年平

均气温 16°C〜18°C。大溪河、磨滩溪、梁滩河、桃花溪流经区境，水资源丰富。九龙坡区的自然植被丰富多样，主要有柏木、

柏木、杉木林及马尾松等，分布在区域内不同的地形和土壤条件上。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甘薯、玉米及蔬菜等。九龙坡区耕

地类别包括水田和旱地两类，其中水田所占比例约 61%,旱地约 35%。九龙坡区耕地类型及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 

 

图 1九龙坡区耕地类型及分布图 

1.2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包括九龙坡区 2018年度耕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和增量数据包；2017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级年度更新成

果；2018 年度内已验收并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的各级各类土地整治项目资料，包括占补平衡土地整治项目、高标农田建设项

目、地票项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项目可研、设计和竣工验收资料，以及项目竣工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资料；年度内由农

业、水利等其他部门组织完成的中低产田改造、宜机化改造、农业水利等项目的相关资料；区县耕地地力调查成果、土壤、植

被、土地利用、地形地貌、生态环境、水文气候等相关资料；九龙坡区 2018年统计年鉴等。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简称《规程》）、《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9 年耕地质量

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9]1039 号）、重庆市《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技术手册》（2019 年版）为

依据，以自然资源部下发的 2018年度九龙坡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以及 2017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以年度内耕地现状和质量发生变化的图斑为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资料收集和外业补充调查，并结合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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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耕地质量等别评价体系，制作更新评价的工作底图，建立分等参数体系，对 2018年度内减少或新增耕地的质量等别变化量进

行评定，更新 2018年度耕地质量数据库。最后，汇总分析获得 2018年度九龙坡区耕地变化情况。 

2 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底图制作 

根据自然资源部下发的数据制作评价工作底图，2018 年度耕地质量更新评价工作采取增量数据包提取法。原则上要求县级

更新单元中图斑与土地变更调查增量包数据在空间位置、面积信息上保持一致，县级分等单元与土地变更调查成果中耕地图斑

在空间位置、面积信息上保持一致。工作底图包括 2018 年度减少的耕地图斑、2018 年度新增加的耕地图斑和 2018 年度因耕地

质量建设发生质量变化的耕地图斑。 

2.1减少耕地图斑提取 

在 Arcgis 软件中将 2018 年变更调查增量包变更前是耕地变更后不是耕地的提出来，并对属性进行分类，包括建设占用减

少、自然灾毁减少、农业结构调整减少以及退耕还林减少等。 

2.2新增加耕地图斑提取 

在 Arcgis 软件中将 2018 年度变更调查增量包变更前不是耕地变更后是耕地的提出来，并对属性进行分类，包括复垦、开

发及农业结构调整等新增耕地。 

2.3耕地质量建设图斑提取 

九龙坡区耕地质量建设主要是土地整理，根据收集的 2018 年度土地整理项目资料和变更调查更新包数据，通过 Arcgis 软

件在 2018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耕地图斑中提取土地整治图斑。 

2.4工作底图制作 

将提取的减少耕地图斑、新增耕地图斑以及土地整理耕地图斑进行合并，通过图形整饰等，形成等别更新工作底图。 

2.5外业补充调查 

通过外业补充调查对现有资料进行验证、核实、更新，进一步核实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数据的准确性和现势性。

对土地整治项目区的耕地质量状况进行现场调查，特别是对影响耕地质量等别的因素进行核实。 

3 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过程 

耕地质量等别评价包括对减少耕地质量等别、新增耕地质量等别以及质量建设耕地质量等别分别进行评价。 

3.1减少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九龙坡区 2018年度减少的耕地图斑质量等别信息可直接从九龙坡区 2017年度耕地质量年度更新成果数据库中读取。 

3.2新增耕地及质量建设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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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程》和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工作确定的技术方法和参数，对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进行评定。 

3.2.1更新分等因素指标值 

依据《规程》并根据九龙坡区地形地貌、作物种植情况、土壤条件和上年度评价成果，最终选取有效土层厚度、灌溉保证

率、地形坡度、表层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值、梯地状况、海拔高程等 8个评价指标因子。 

3.2.2确定分等参数 

分等参数遵循“基本参数稳定，适当补充调查”原则，可直接从原九龙坡区耕地质量补充完善成果中沿用。分等基本参数

评价指标分等因素分级分值从《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重庆卷）》获取。 

3.2.3评价模型 

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和耕地质量等别补充完善工作确定的技术方法和参数，2018年度九龙坡区

耕地质量等别采用“因素法”进行评定。 

(1）自然质量等指数 

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各评价单元各指定作物的耕地自然质量分，并结合各区县各作物的光温（气候）生产潜力指数，

计算耕地自然等指数。 

(2）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1)确定土地利用系数 

已有耕地图斑的土地利用系数应与上一年度的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保持一致；开发新增耕地图斑的土地利用系数应与所在

等值区的土地利用系数一致。 

(2)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利用确定的土地利用系数，结合耕地自然等指数，计算耕地利用等指数。 

(3）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 

(1)确定土地经济系数 

已有耕地图斑的土地经济系数应与最新的耕地质量等别数据库保持一致；开发新增耕地图斑的土地经济系数应与所在等值

区的土地经济系数保持一致。 

(2)计算耕地经济系数 

利用确定的土地经济系数，结合耕地利用等指数，计算耕地经济等指数。 

(4）耕地图斑等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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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采用“等间距法”划分评价单元的耕地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 

4 结果与分析 

4.12018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变化 

2018 年度，九龙坡区新耕地面积为 21.02 公顷，新增耕地图斑个数 102 个。增加耕地的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如图

2所示。 

 

图 2 2018年度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价图 

从利用等别来看，新增加耕地以 9等地较多，面积为 13.26公顷，其次为 10等，面积分别为 6.6公顷，8、11等分布较少，

面积分别为 1.16公顷、0.01公顷。新增加的耕地质量等别受周边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影响较大，如土壤因素，复垦及开发

土地平整工程通常为就近覆土，又如海拔，复垦的工程措施无法改变耕地的海拔高度。故耕地质量较优的区域，复垦后新增耕

地的质量较好。 

2018 年度，九龙坡区减少耕地面积为 11.62 公顷。减少耕地流向主要为为铁路、公路用地、城市、建制镇和村庄以及农业

结构调整，减少耕地的主要原因为建设占用。减少耕地的自然质量等、利用等和经济等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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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度减少耕地质量等别评价图 

从利用等别来看，减少的耕地中以 9 等地面积最大，为 5.57 公顷；其次为 8 等地，为 3.02 公顷，7 等等面积最小小，为

0.14公顷。从空间分布来看，2018年度减少耕地主要分布在村庄周边、公路建设沿线以及场镇附近。从质量上看，减少耕地质

量等别相对较高的 8 等和 9 等地主要分布在村庄周边。从空间分布来看，2018 年度减少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村庄周边、公路建设

沿线以及场镇附近。 

2018年度纳入九龙坡区变更调查的土地整理项目共 1个为重庆市现代农业科学园土地整理项目，质量建耕地面积 2.13hm2。

由于项目以开发为主,故整理实施前后耕地等别变化不大。2018年度质量建设后耕地自然等、利用等、经济等如图 4所示。 

 

图 4 2018年度质量建设耕地整治后等别图 

4.2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分布状况 

由耕地质量等别的计算模型可知，耕地质量等别取决于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多方面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农作物的

生长状况，与耕地质量等指数呈反相关，其值越小，表明耕地质量越高。 

九龙坡区耕地利用等别分布为 7等到 11等，逐级降低。其中，9等分布最多，面积为 3012.79公顷，其次为 10等地，面积

为 2174.63公顷，如图 5所示。按照农用地分等标准，其中，1-4等为优等地，5-8等为高等地，9-12等为中等地，13-15等为

低等地。通过分析，全区土地仅分为高等地和中等地。其中，高等地面积为 1237.35 公顷，占该区耕地面积的 17.89%，其余均

为中等地。利用等别较高的镇街位于西彭镇和巴福镇等。该区域内通过对耕地进行整治、配套水利、交通设施及农业机械的投

入建设，提高了耕地保土、保水、保肥能力，完善了农田水利设施，改善了农田配套标准，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同时

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区域内土地利用情况良好，粮食产量稳定。 

4.3分析与建议 

耕地质量等别更新工作涉及到的数据较多，来源多渠道，结构形式多样，数据计算过程繁琐、复杂，成果数据要求较多。

项目组在实施过程中，以 Arcgis软件为平台，充分应用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保障了成果的准确性和完备性。从新增耕地、减少耕地、质量建设耕地等三个方面对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进行评价分析可知： 



 

 7 

 

图 5 2018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图 

在新增耕地里，新增耕地中高等别耕地较少，仅为 5.52%，其余均为中等地，无低等地。新增耕地质量较低，主要是由于新

增耕地与周边耕地总体分布情况较为一致，在今后的工作中仍需通过施肥增加有机质含量等措施不断提高耕地质量。 

减少耕地中中等地占比 73%，其余为高等地。其流向为铁路、公路用地、城市、建制镇和村庄以及农业结构调整，主要原因

为建筑占用，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保护优质耕地，在九龙坡区今后的建设中应尽量少占耕地，特别是高等别耕地的占用，

如果确实不可避免，则应综合分析，多方论证，最终采用相对经济合理的实施方案。 

质量建设方面，宜根据九龙坡区区域内耕地质量等别的分布情况，结合土地后备资源及土地整治规划，合理布设整治项目，

明确整治方向，对区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进行改造和完善，不断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5 结论 

(1）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并通过 ARCGIS 空间叠加分析，形成了 2018 年度九龙坡区耕地质量更新等别评价成果；第一，九

龙坡区耕地总量有所增加，减少耕地面积小于新增耕地面积；第二，经过耕地质量评价，全区耕地质量保持稳定。（2）九龙坡

区属于重庆市都市区（主城九区），补充耕地来源单一、数量匮乏、质量较差，同时，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3）耕地质量等别更新工作涉及专业领域较广，包括耕地质量评价、地理信息系统、农业、土地调查、土壤等多个领域，其项

目的技术处理过程也比较复杂，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交流，为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奠定基础。 

同时，该成果可为相关部门的土地管理和使用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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