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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健康产能多要素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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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耕地及其周边生态系统角度出发，构建了“需求—功能—维度—要素—指标”的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框架，

该框架包括耕地产能和耕地健康 ２个维度，以及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利用状况、环境胁迫状况和有益生态状况

５个要素，结合研究区特点建立了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国产 ＧＦ １遥感数据获取植被覆盖度、生物多

样性等关键指标信息，对耕地健康产能进行客观评价；最后，选择我国松嫩平原的吉林省大安市为研究区，进行实

例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大安市耕地健康优等和健康低等占总面积的 ４０３５％和 ５２０７％，亚健康优等和亚健康低

等比例较低，占 ７５８％，耕地健康状况总体良好，耕地产能较低；耕地健康产能主要受利用状况、有益生态状况影

响，土壤特性影响次之。本文构建的耕地健康产能评价体系是对已有耕地质量评价方法的扩展，可为耕地合理利

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耕地健康；耕地产能；土壤特性；有益生态状况；遥感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２０）０５０２１５０８ ＯＳＩ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８ 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 ０９ 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ＹＦＦ０２０６８０１）
作者简介：高璐璐（１９９１—），女，博士生，主要从事３Ｓ在土地领域的应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ａｗｊｇｌｌ＠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张超（１９７２—），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遥感在土地和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ｂｊ＠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ＧＡＯＬｕｌｕ１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１，２　ＬＹａｈｕｉ１　ＣＨＥＮＷａｎｌｉｎｇ１　ＹＵＮＷｅｎｊｕ２，３　ＭＡＪｉａｎｉ１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３．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ｉｔ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ａｎｄ
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ｉｖ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ｋｅ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ＧＦ １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ａａｎＣｉｔｙ，Ｊｉｌｉ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ｎｇｎｅｎＰｌａ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ａ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ＤａａｎＣｉｔｙ，ｔｏｔａｌｌｙ
４０３５％ ａｎｄ５２０７％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ｗｅ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７５８％ ｗａｓｓ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ｎｄｓｕｂ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ｇ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ｏ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ｓ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０　引言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是国家粮食安全

的根本保障。长期的不合理利用导致我国耕地质量

总体偏低
［１］
，生态环境状况也不容乐观

［２］
，严重影

响了耕地的生产能力及健康状况。《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要

求，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推动绿色发展，逐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

因此，科学、全面认识耕地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对推

动我国耕地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耕地质量和产能评价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基础地力
［３－５］

和土壤及环境质量
［６－８］

等

方面，探究耕地的生产能力和环境污染状况等。随

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耕地积累的生态环境

问题不容忽视，对耕地质量的提升不仅要关注耕地

的生产能力和污染状况，也需重视耕地的健康发展

能力
［９－１１］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土壤质量和土

壤环境等角度出发
［１２－１５］

，对耕地健康进行评价。美

国康奈尔大学基于土壤功能建立了土壤健康评价系

统，包含土壤物理、生物、化学等方面
［１６］
。鲍丽然

等
［１７］
叠加土壤养分等级和土壤环境等级评价耕地

土壤质量，得出重庆市荣昌区耕地土壤养分总体水

平一般、土壤环境质量较好的结论。辛芸娜等
［１８］
从

土壤质量、生态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管理质量等

４个维度评价耕地状况，客观反映了县域耕地土壤
质量、土壤污染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等。赵瑞等

［１９］
通

过作物品质、耕地环境污染状况和系统弹性等要素

诊断耕地的健康状况，得出耕地健康受耕地环境和

系统弹性影响较大的结论。

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耕地作为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

在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状况受到广泛关注。已有研

究中，鲜有从生态系统健康角度评价耕地状况。实

际应用中，需融合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耕地产能和耕

地健康，对耕地进行更全面的评价。本文从耕地本

身和生态系统角度，建立耕地健康产能多要素评价

指标体系，对吉林省大安市耕地进行健康产能评价，

以期为区域耕地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技

术支撑。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大安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腹地

（４４°５７′～４５°４５′Ｎ，１２３°８′～１２４°２１′Ｅ）（图 １），总

面积约为 ４８７９ｋｍ２，属中温带季风气候，全年日照
时数平均为３０１２８ｈ，年平均气温４３℃，年平均积
温２９２１３℃，年平均降雨量４１３７ｍｍ。大安市是世
界著名的黄金玉米带和国家商品粮基地，也是全国

最具农业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未利用地面积约

１８８６ｋｍ２，耕地后备资源丰富。耕地面积约占全域
的３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２０１４年大安市耕
地质量等别更新数据成果显示，国家自然等别集中

在７～８等，国家利用等和经济等均集中在１０～
１１等。近年来大安市受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耕地土壤沙化、盐渍化、有机质下降等问题突出，

生态环境状况敏感
［２０］
。

图 １　大安市区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ＤａａｎＣｉｔｙ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数据包括：①实地调研数据：２０１７年 ８
月及 ２０１８年 ５月和 ８月在大安市野外采集的 １６２
个耕地样点，经现场定性分析及土壤取样、实验室化

验得到数据。②研究区已有数据库及相关资料：大
安市 ２０１４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数据；２０１２年
大安市土壤样品化验数据；２０１５年白城市和大安市
的环境状况公报；大安市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

分析报告；２０１５年大安市统计年鉴等。③遥感影
像：大安市２０１７年５—８月 ＧＦ １遥感影像。

１３　评价单元划分

以大安市２０１４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数据
库中的矢量图层为评价底图，以耕地图斑为评价单

元，共计２１１４２个单元，总面积 １４８０５３ｋｍ２，建立
１∶１００００的耕地健康产能评价基础数据库。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耕地的需求，从最

初的高产转变为稳产、健康以及可持续利用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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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２１］
。因此，本文界定的耕地健康产能，即耕地

需要满足：支撑农作物持续、稳定地生长；自我净化

能力；一定时间内抗逆境胁迫的回复能力；维持动

物、植物、土壤微生物等正常活动，保证生物丰富多

样；保障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维持耕地所在生

态系统的健康
［２２－２３］

等。已有耕地健康产能评价相

关研究主要从耕地产能
［３］
、土壤质量和土壤环境

［１６］

等角度反映耕地的生产能力、环境、污染状况，无法

体现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本文在已有研究基

础上，加入生态系统健康，对耕地进行综合评价。耕

地健康产能包含耕地产能和耕地健康 ２个评价维
度，包括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利用状况、环境胁迫状

况和有益生态状况５个要素。气候条件宏观上对农
作物的生产起到控制性作用；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

基础，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表达耕地的基础地力

水平和土壤的限制性因素；在基础地力基础上，耕地

的现代化利用状况进一步表征耕地的有效、合理利

用水平。以上３个要素体现了耕地的产能状况。环
境胁迫状况主要反映大气、水、土壤等非闭合空间的

贮藏和自我净化的能力；有益生态状况通过生物丰

富程度表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回复能力，这 ２个
要素反映耕地及其所在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基于

　　

以上分析，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２４］
，本文构建了“需

求—功能—维度—要素—指标”的耕地健康产能评

价理论框架，如图２所示。在农用地质量分等、土壤
环境质量、生态环境状况评价等基础上，综合分析耕

地健康产能的不同要素，以主导性、区域差异性和稳

定性等为原则，建立了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１所示。

图 ２　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框架

Ｆｉｇ．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表 １　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评价维度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权重）

气候条件 光温生产潜力、作物产量比系数

耕地产能 土壤特性 有效土层厚度（０１）、耕层质地（０２）、土壤容重（０１）、有机质含量（０１５）、ｐＨ值（０２）、盐渍化程度（０２５）

利用状况 灌溉保证率（０４）、排水条件（０３５）、林网化程度（０２５）

耕地健康
环境胁迫状况 大气环境质量（０２）、灌溉水环境质量（０２）、土壤重金属（０４）、农药化肥残留（０２）

有益生态状况 土壤呼吸（０３）、植被覆盖度（０３５）、生物多样性（０３５）

２２　评价指标计算与分级

气候条件要素指标数据通过查阅统计资料获

取；土壤特性、利用状况及环境胁迫状况等要素指标

和有益生态状况要素中土壤呼吸指标数据主要来自

于实地调查、取样化验及相关部门数据；有益生态状

况要素中植被覆盖度与生物多样性指标，通过遥感

数据分析结合实地调查获取。

植被覆盖度指耕地评价单元中农作物生长期内

的植被覆盖程度，本文利用２０１７年５—８月６期ＧＦ １

ＷＦＶ数据，预处理后分别计算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利用 ＮＤＶＩ月最大值的均值表示植被覆盖

度。生物多样性表征评价单元中生物的丰富度，反

映生态系统的回复能力和补偿能力。本文在遥感影

像分类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数据，计算生物多样性

指数，计算式为

Ｄ＝－∑
Ｎ

Ｋ＝１
ＰＫｌｎＰＫ （１）

式中　Ｄ———生物多样性指数
Ｋ———耕地图斑中植被的类型序号
Ｎ———耕地图斑中植被类型的总数
ＰＫ———植被类型Ｋ在耕地图斑中出现的概率

耕地健康产能各指标的分级及赋分标准分别依

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ＧＢ／Ｔ２８４０７—２０１２）、
《耕地质量等级》（ＧＢ／Ｔ３３４６９—２０１６）、《生态环境
状况评价技术规范》（ＨＪ１９２—２０１５）等，有益生态
状况要素中植被覆盖度与生物多样性指标采用自然

断点法分级。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表１）。
２３　耕地健康产能计算与分级

耕地健康产能评价采用耕地产能和耕地健康

２个因素指数叠加法。耕地产能指数计算采用连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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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中气候条件指数用光温生产潜力指数和作物

产量比系数表示；土壤特性指数和利用状况指数分

别采用加权求和法，即对耕地评价单元的评价指标

及其权重进行指数综合，计算式为

Ｃ＝ＷＳＵ （２）
其中 Ｗ＝ＬＲ （３）

Ｓ＝∑
ｎ

ｉ＝１
αｉＸｉ／１００ （４）

Ｕ＝∑
ｎ

ｉ＝１
βｉＸｉ／１００ （５）

式中　Ｃ———耕地产能指数
Ｗ———气候条件指数
Ｓ———土壤特性指数
Ｕ———利用状况指数
Ｌ———光温生产潜力指数
Ｒ———作物产量比系数

αｉ、βｉ———指标权重
Ｘｉ———指标分值
ｎ———评价指标数量

结合大安市的具体情况，耕地产能指数被划分

为优等（１３５０，１６００］、良等（１１００，１３５０］、中等
（８５０，１１００］、低等［６００，８５０］４个等级。耕地健康
指数计算也采用连乘法，其中环境胁迫状况指数和

有益生态状况指数计算式为

Ｈ＝ＥＢ （６）

其中 Ｅ＝１＋∑
ｎ

ｉ＝１
γｉＸｉ （７）

Ｂ＝１＋∑
ｎ

ｉ＝１
δｉＸｉ （８）

式中　Ｈ———耕地健康指数

γｉ、δｉ———指标权重
Ｅ———环境胁迫状况指数
Ｂ———有益生态状况指数

耕地健康指数表示指标对耕地健康影响程度，

指数的分值越高，表示耕地健康状况越好，用［０，２］
对维度指数进行定量化分级，划分为 ＡＡＡＡ健康
（１７５，２］、ＡＡＡ健康（１５，１７５］、ＡＡ健康（１２５，
１５］、Ａ健康（１，１２５］、不健康［０，１］５个等级。
２４　耕地健康产能指标贡献分值计算

综合考虑耕地健康产能评价各个指标的权重、

分级得分及其比例情况，对耕地健康产能评价中各

个指标的贡献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得到耕地健康产

能各个要素的控制指标因素，计算式为

Ｙｉ＝ｆｉ∑
ｎ

ｉ＝１
ｙｉｑｉ （９）

式中　Ｙｉ———指标贡献分值

ｆｉ———指标权重
ｙｉ———指标等级得分
ｑｉ———指标等级比例

３　结果及分析

３１　不同要素和指标的评价结果分析
大安市主要种植作物为水稻和春玉米，其光温

生产潜力指数分别为 １７０１和 ２７２７，在《农用地质
量分等规程》（ＧＢ／Ｔ２８４０７—２０１２）中作物产量比系
数分别为１和 ０６４４，经计算大安市域内各耕地图
斑的气候条件指数相差不大。大安市土壤特性指数

在［０６７，０９２］之间，其中土壤特性优等耕地占大
安市总耕地面积的９９４２％，良等占 ０５８％，耕地的
土壤整体状况较好。依据指标贡献度，如图３所示，
大安市耕地土壤特性的控制指标为耕层质地和盐渍

化程度，耕层质地为黏土和砂土的耕地占 ２９１％，
重度盐化、中度盐化和轻度盐化的耕地占 １４１９％。
大安市利用状况优等、良等、中等耕地分别占大安市

总耕地面积的 ６１２３％、３８６０％、０１７％，其中，良
等、中等耕地主要分布在大安市的北部、西部等地区

（图４ｃ），主要受灌溉保证率和林网化程度的影响，
灌溉保证率一般满足的耕地占大安市总耕地面积的

７１５４％，林网化程度一般及低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
积的４０６３％和３７９９％。

图 ３　土壤特性和利用状况指标在耕地健康产能评价中

贡献分值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ｏ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大安市耕地环境胁迫状况指数分布区间为

［０９４，０９８］，因此环境胁迫状况均为优等。其中，
大气环境、灌溉水环境、土壤重金属等均为清洁，环

境胁迫主要受化肥、农药等过量施用的影响，如图 ５
所示。有益生态状况指数范围为［１３４，１９４］，其
优等、良等和中等耕地分别占大安市总耕地面积的

６９１７％、２３４２％和 ７４１％，有益生态状况中等耕
地主要分布在红岗子乡、太山镇、海坨乡和龙沼镇等

乡镇（图４ｅ），植被覆盖度和生物多样性是影响有益
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两者优等耕地分别占耕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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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大安市耕地健康产能不同要素评价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ＤａａｎＣｉｔｙ
　

图 ５　环境胁迫状况和有益生态状况指标在耕地

健康产能等级评价中贡献分值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面积的６８１９％和４７５０％。
３２　不同维度的评价结果分析

综合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和利用状况３个要素
评价耕地产能状况，经计算大安市耕地产能指数

范围为［６１８８１，１５３０３７］，主要为良等和中等，
分别占大安市耕地面积的 ３７３８％和 ４５１９％；优
等占比为 ６６７％，主要分布在大安市的东北部；低
等占 １０７６％，主要在大安市的西北部及西南部等
区域（图 ６ｂ）。根据 ２０１４年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

新数据，大安市耕地质量国家利用等集中在 １０～
１２等别，如图 ６ａ所示，质量较高的 １０等地主要分
布在北部，质量较低的 １２等地零星分布在新平
安、大岗子等镇。将耕地产能评价结果与国家利

用等成果进行对比分析，由于两者的评价指标和

计算方法不同，分别用自然断点法对各评价成果

指数分成 ３等，对比国家利用等与耕地产能评价
结果的分等差距（图６ｃ），可以看出，等级一致的耕
地占总面积的 ３８０６％，小差距（－１和 １）占总面
积的 ５４０６％，大差距（－２和 ２）占 ７８７％，部分
区域耕地产能等与国家利用等的评价结果有小幅

差异，主要是农用地质量分等综合考虑了自然因

素和作物产量，耕地产能包含了耕地的生产能力

和利用状况等，本文的耕地产能评价是对农用地

质量分等的延伸与发展。

从环境胁迫状况和有益生态状况２个要素评价
耕地健康状况，大安市的耕地健康指数范围为

［１２８，１８９］，其中 ＡＡＡＡ健康耕地占大安市总耕
地面积的 ６１８７％；ＡＡＡ健康耕地占大安市的
３０５５％，ＡＡ健康耕地仅占 ７５８％，无 Ａ健康耕地
和不健康耕地。ＡＡＡ健康耕地主要分布在大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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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大安市农用地国家利用等、耕地产能等及等级差距

Ｆｉｇ．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ａ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ａａｎＣｉｔｙ
　
西部和中部，以烧锅镇乡、舍力镇、叉干镇和两家子

镇等乡镇为主；ＡＡ健康耕地主要分布在大安市中
部和南部，以新岗子镇、两家子镇、海坨乡、龙沼镇等

　　

为主（图７ａ）；ＡＡＡ健康和 ＡＡ健康耕地主要分布在
盐碱含量高的区域，土壤偏碱性，土壤呼吸较低，植

被覆盖度和生物多样性较差。

图 ７　大安市耕地健康及耕地健康产能分等

Ｆｉｇ．７　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ａａｎＣｉｔｙ
　

３３　耕地健康产能评价结果分析
将耕地产能和耕地健康２个因素叠加分析，大

安市 健 康 优 等 耕 地 占 大 安 市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４０３５％，主要分布在大安市东北部、北部及东南
部等地区；健康低等耕地占大安市的 ５２０７％，主
要分布在大安市西北部、北部及西南部等区域；亚

健康优等和亚健康低等耕地比例比较低，分别占

大安市的 ３７％和 ３８８％；无不健康优等和低等
耕地（图 ７ｂ）。总体上，大安市耕地产能较低，耕
地健康状况较好。

将耕地健康产能的气候条件指数按水稻和玉米

２种作物区分，其他 ４个要素指数按 ０２５为间隔，
划分为优等、良等、中等、低等４个等级，对比每个要
素不同等级的比例（图 ８），耕地健康产能在气候条
件限制下，受利用状况、有益生态状况要素影响较

大，土壤特性次之，环境胁迫状况影响最小。综上，

健康优等耕地综合状况最好，耕地质量高，作物高产

稳产，利用状况好，未受到任何污染，生态系统稳定、

健康、可持续，可优先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

农田；健康低等耕地的产量低，利用状况差，土壤清

洁，生态系统健康，耕地的灌溉设施和防护林经过改

善后可被划定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区；亚健康优等耕

地高产稳产且清洁，利用状况高，有益生态状况较

差；亚健康低等耕地利用状况低，有益生态状况较

差，亚健康优等和亚健康低等耕地需经改良后划定

为永久基本农田。

４　结论

（１）沿用农用地分等中的部分内容，在耕地产
能评价的基础上，同时兼顾耕地健康状态，综合评价

耕地状况。从耕地本身和生态系统角度，构建了

“需求—功能—维度—要素—指标”的耕地健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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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大安市耕地健康产能不同等别的各要素比例

Ｆｉｇ．８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ｉｎＤａａｎＣｉｔｙ
　

能评价理论框架，其中要素包括气候条件、土壤特

性、利用状况、环境胁迫状况和有益生态状况 ５方
面，并在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等指标的计算中，

充分利用了国产 ＧＦ １遥感数据，增加了数据可获
取性和实时性。

（２）对大安市耕地进行健康产能评价应用，并
与农用地质量分等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大安市

耕地健康状况较好，但产能较差；耕地健康产能受利

用状况、有益生态状况要素影响比较大，其状况较

差，主要受灌溉保证率、林网化程度、植被覆盖度和

　　

生物多样性等指标的影响；土壤特性要素对耕地健

康产能的影响次之，土壤质地和盐渍化程度等指标

状况较差。本文方法可以综合评价耕地健康产能状

况，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３）耕地健康产能评价指标存在地域差异性，
因此，不同要素指标的选取需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与选择。此外，生物多样性主

要考虑了植被情况，对于动物活动评价有待丰富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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