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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国有农用地耕地质量清查技术与实践
1

赖传芳 符俊鹏 黄 鑫 牛德利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重庆 401120）

【摘 要】：为了进一步优化国有农用地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流程，完善农用地耕地等别清查技术方法，现以重

庆市云阳县为例，开展耕地质量清查。采用以“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叠加“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

运用 ArcGIS 叠加分析的方法，结合重庆市山地城市地形地貌特征，重点研究底图和耕地等别成果不同叠置情况下

耕地质量等别赋值规则，并对赋值规则进行优化形成重庆市云阳县国有农用地耕地质量清查结果。县内国有耕地质

量等别分布在 7~12 等，其中面积占比最大的为 10 等，共计 119.20 hm2 ，县内国有耕地占比为 27.55%，通过

面积加权法计算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 9.68 等。结果表明，优化方法后耕地等别分布情况与云阳县实际情况一致，

技术方法合理可行，可为后续国有农用地资源资产清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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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和海洋资源在过去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导致监管尺度和口径不一、权属不明、

数据不完整，相关规章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1,2]

。为了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加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建立清

查制度，2021 年 2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第二批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291

号)，重庆市作为第二批试点省市选择云阳县作为市级试点区县之一开展清查工作。

按照清查要求，对土地资源中国有耕地进行清查时，应按不同等别建立清查价格体系，因而需对耕地进行等别划分。将耕

地图斑与耕地质量等别图斑叠加并将耕地质量等别图斑的“国家利用等”属性赋予对应耕地图斑，该过程即为耕地质量清查。

受底图时效性不同影响，变更调查成果中国有耕地图斑、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图斑无法完全重叠。《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试行稿)》(以下简称，技术指南)中针对无重叠关系的图斑，虽提出依据相似可比原则，参照邻接图斑

等别信息赋等别属性，但方法较为笼统，相关技术流程有待明确。对此本研究进一步优化处理方法，添加耕地土壤属性图层，

通过与该图层的叠置关系为耕地图斑和耕地质量图斑同时添加坡度级别、土层厚度级别、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级别和土

壤 pH 级别属性，最后进行属性匹配从而赋值。现以重庆市云阳县为例，利用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2018 年耕地质量等别

年度更新评价成果以及耕地地力、土壤、地形地貌调查等属性数据开展耕地质量清查，按照优化后的流程，利用 ArcGIS 进行数

据叠加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了耕地质量清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区域内全民所有土地资源资产清查奠定基础。

1 研究区概况

云阳县地处重庆市东北部，北邻奉节县，西迎万州区，北连开州区和巫溪县，南与湖北省利川市相接，按照“一区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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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图 1)。县域面积共计 3 649 km2，下辖 4个街道、31 个镇、7个乡。

云阳县以山地、丘陵、谷地等地形为主，海拔最高 1 809 m，最低 139 m，长江自西向东贯穿全县。云阳县阳光充足，日照

时间长，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温呈现夏热冬暖的特点，降雨主要集中于夏秋两季。适宜种植水稻、薯类、油菜、

柑橘等作物。

2 研究区耕地等别分布情况

2018 年云阳县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显示，县内共有耕地 92 326.94 hm
2
，耕地等别覆盖 7～12 等。经统计，国有

耕地 42.08 hm
2
，等别覆盖 8～12 等，其中，11 等面积最大，为 22.94 hm

2
(图 2)，面积加权计算国有耕地平均等别为 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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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包括 2020 年云阳县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2018 年云阳县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数据；云阳

县全域最新遥感影像；云阳县耕地地力、土壤、地形地貌等相关调查数据。

3.2 研究方法

以《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技术指南(试行稿)》《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21)为依据，将国土变更调

查成果中提取的耕地图斑与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中的“县级分等单元”图层叠加，以国有耕地为清查对象，提取“县

级分等单元”图斑的“国家利用等”属性信息，并赋值给对应的耕地图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工作方法，选择耕地坡度、

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 pH，建立等别因素体系，再通过 ArcGIS 进行等别因素匹配，使耕地质量清查

更加科学严谨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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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要素层制作

从“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提取中“地类图斑”要素层，选取“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耕地图斑作为清查底图，底图保留坐落单位名称、坐落单位代码等 8 项属性信息；从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成果中提取“县

级分等单元”要素层，保留“国家利用等”信息(表 1)。

3.4 数据叠加

运用 ArcGIS 将“耕地图斑”与“县级分等单元”2个要素层叠加赋值，赋值后发现上述 2 个要素层图斑存在 3 种叠置关系：

完全重叠、交叉重叠(含邻接)、空洞(即 2个要素层图斑无接触关系)，根据不同叠置关系，采用不同赋值方法。

表 1 要素层属性结构

要素层名称 选取属性信息

国有农用地 坐落单位名称、坐落单位代码、图斑编号、标识码、地类编码、地类名称、图斑地类面积、备注

县级分等单元 国家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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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中为赋值后的耕地图斑“国家利用等”，下同。(1)完全重叠。数据叠加后，与县级分等单元重合的耕地图斑，直接

提取“国家利用等”进行赋值，如图 4 所示，。

2)交叉重叠。与一个或多个县级分等单元交叉重叠的耕地图斑，将面积占比最大的县级分等单元“国家利用等”信息赋予

整个耕地图斑(图 5a、图 5b)。仅边界相接的图斑，同样视为交叉重叠，将邻接边界更长的分等单元“国家利用等”信息赋予整

个耕地图斑(图 5c、图 5d)。

3)空洞。由于耕地图斑与县级分等单元要素层提取自不同年份的成果数据，导致2个图层叠加后存无接触关系的图斑(图6a)，

虽然在技术指南中指出按照“相似可比原则，参照邻接图斑等别信息赋等别属性”，但云阳县高山、沟壑交替发育，高差大、

坡度陡，有“一山分四季”之说，按照临近赋值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丘陵地区图斑距离取值为临近仍无定论、2个耕地图斑之间

高差较大等。

为确保科学严谨开展清查工作，以“三调”中耕地图斑为基础，补充调查云阳县耕地地力、土壤、地形地貌等数据，结合

云阳县山地城市地形特征，选取《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中四川盆地区山地丘陵耕地评价因素中权重较大

的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5 项属性信息建立等别因素体系，并依据《规程》将参数分级，

再分别为叠加后的耕地图斑和县级分等单元赋上相应属性(图 6b)，最后将赋值后的耕地图斑和县级分等单元按照 5 项属性字段

进行匹配，将五项属性完全一致且距离最近的“国家利用等”信息赋予空洞图斑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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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与县级分等单元图斑、补充调查数据图斑均无叠置关系的耕地图斑(图 6c)，结合遥感影像、临近图斑属性和地理位置

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别。

4 结果与分析

总体上看，2018 年云阳县国有耕地 42.08 hm
2
，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在 7～12 等(图 7)，7等地面积 12.29 hm

2
，占研究区内国

有耕地总面积的 2.84%；8 等地面积 92.67 hm
2
，占比为 21.42%；9 等地面积 72.57 hm

2
，占比为 16.77%；10等地面积 119.20 hm

2
，

占比为 27.55%；11 等地面积 116.10 hm
2
，占比为 26.83%；12等地面积 19.86 hm

2
，占比为 4.59%。通过面积加权法计算耕地质

量平均等别可知，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 9.68 等。

按地类划分，云阳县国有耕地中水田 75.48 hm
2
、旱地 357.21 hm

2
。两种地类耕地质量等别主要集中于 8～11 等，水田等别

为 10 等的占比最高，占水田总面积的 39.55%；旱地等别为 11等的占比最高，占旱地总面积的 29.28%。

a.耕地图斑与单个分等单元交叉重叠；b.耕地图斑与多个分等单元交叉重叠；c.耕地图斑与单个分等单元邻接；d.耕地图

斑与多个分等单元邻接



7

a.耕地图斑(1)与县级分等单元图斑(2)无接触关系；b.叠加补充调查土壤属性图斑(3)（坡度级别为 5级，土层厚度级别为

3级，土壤质地为黏土，土壤有机质含量级别为 2级，土壤 p H 级别为 2 级）；c.耕地图斑(4)和县级分等单元、补充调查数据

图斑均无接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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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方法优化后与 2018 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成果中国有耕地情况相比，其总体分布趋势基本一致，面积占比最大的仍

为 11 等，最低为 12 等(不含 7等)；9等地面积低于 8等和 10等，平均耕地等别仅相差 0.32。但清查成果中仍存在一定差异，

如新增 7 等耕地，究其原因为县内仍有 7 等集体所有耕地，进行耕地等别清查时按地力、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和临近赋值原理

进行评价，权属性质未纳入评价体系。

6 小结

(1)为了科学严谨地开展云阳县耕地质量清查，清查过程中加大了数据采集力度，扩充了清查基础数据，包括云阳县土地地

力、土壤、地形地貌资料，遥感影像等，运用 ArcGIS 完成数据叠加进行综合研判。

(2)在清查技术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耕地质量清查方法，其重点在于完善了空洞图斑的赋值规则：结合云阳县山地城

市地形地貌特征，选取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5 项指标建立等别因素体系，采用因素相同

匹配的方法，按照“临近赋值”原则为空洞图斑赋上耕地质量等别。既保障了耕地质量清查的精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3)针对云阳县耕地质量清查方法进行了有效探索，清查方法和成果可为后续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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