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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环境下县域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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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西省吉安县为研究区，以新一轮农用地分等成果为数据基础，在网格环境下，选取耕地面积比、破碎度系

数、分维数和集中连片系数对耕地空间布局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以耕地利用等指数为空间

变量，分析了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最后采用空间叠加组合方法，规划了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研究中，吉安县

被划分为 ２０６２个 １ｋｍ×１ｋｍ的网格评价单元；从高到低，耕地空间布局划分为 １级、２级和 ３级；局部空间自相关

类型划分为 ＨＨ、ＬＬ、ＨＬ和 ＬＨ等 ４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吉安县基本农田空间布局划分为优先划入型、集中整

治型和后备开发型的耕地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６２６％、２２７０％和 ４１０４％，在空间分布上，优先划入型主要分布于研

究区中部的癹田、梅塘、登龙和官田等乡镇，以及研究区东部的部分区域；集中整治型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的万

福镇、桐坪镇以及南部的部分区域；后备开发型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南部和北部。通过耦合耕地空间布局和耕地

利用质量空间聚集，满足了基本农田建设“集中连片、质量好”的要求，为基本农田建设合理空间布局提供科学、可

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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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与物质

基础，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是实

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和保证
［１］
。国土资源部第

二次土地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等级不高、分布细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因此构建数量质量并重管理的保护体系

尤为重要
［２］
。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部分，一直

以来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实践中，地方

政府和耕地管理部门为了满足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

数量要求，在对基本农田进行空间规划与布局时，出

现主观性大、重数量轻质量，将一些破碎、质量差的

耕地划为基本农田等现象。

基本农田是指通过土地整治形成的集中连片、

高产稳产并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农

田
［３］
。目前对耕地空间布局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

基本农田的评价与划定等方面，程峰等通过构建耕

地入选基本农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理想点

逼近法
［４］
、ＬＥＳＡ方法［５］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６－１２］

和

主成分分析法
［７］
对耕地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进而

划分基本农田；孔祥斌等采用农用地分等中的利用

等别，对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了划定
［１１］
。以上研究

一般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或通过建立基本农田的

评价指标体系，赋予权重，进而综合评价并对结果进

行划分。这些研究方法为基本农田划定与建设提供

了依据，但忽视了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而耕

地作为地理实体，受自然条件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致

使其耕地质量属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布规

律
［１３－１４］

。近年来有学者在基本农田建设布局规划

中采用了空间聚类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
［１５－１６］

，越来

越重视耕地质量的空间属性，但这些研究一般以行

政区为空间单元，难以进行层次化管理，不利于信息

检索与更新。因此如何科学、高效规划基本农田建

设空间布局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网格是指对地理空间的规则划分，具有打破行

政单元约束、易于空间定位、提高信息检索与更新效

率、应用便利及高效等特点
［１７－１８］

。本文以江西省吉

安县为例，在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分与

处理网格数据，综合评价耕地图斑的面积、空间形

态、集中连片性等空间布局特征，结合耕地质量利用

等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对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布

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划分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１　研究区概况

以江西省吉安县为研究区。吉安县位于江西省

中部，吉泰盆地中心、赣江流域中游。地处东经

１１４°２５′～１１５°１０′，北纬 ２６°４１′～２７°３８′，受暖湿气
流的交替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吉安县地势由四周向中部倾斜，东南、西南和北面多

为山地、丘陵，中部为河流聚汇处，地势较低平，海拔

高度多在５６～６０ｍ，形成土壤肥沃的河谷平原。全
县土地总面积为 ２１１０９８５０ｈｍ２，其中耕地面积
５３２０８６１ｈ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５２１％。吉安县
水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８６７７％，优质耕地所占
比重较大。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年吉安县耕地质量监测数据
库和吉安县 １∶１万行政区划图，数据均为 ｓｈｐ格式，
包括县级分等单元和行政区数据。对以上数据资料

进行严格的检查，剔除异常值，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２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规则网格对研究区进行划分。建立耕

地空间布局的指标体系，并赋予权重，计算网格空间

布局综合得分；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耕地

质量利用等的空间分布，并与耕地空间布局进行叠

加对比分析，根据空间组合类型划分基本农田建设

空间布局，具体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２１　耕地空间布局指标分值计算及权重

选取４个与耕地空间布局相关性较大的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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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分别是耕地面积比、破碎度系数、分维数和集中

连片系数。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

重，具体见表１。

表 １　耕地空间布局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

评价指标 权重 指标趋向

耕地面积比 ０２５ 正

破碎度系数 ０１５ 负

分维数 ０２５ 负

集中连片系数 ０３５ 正

　　耕地面积比计算式为

ＰＳ＝
Ａｉ
Ｓ

（１）

破碎度系数计算式为

Ｐｔ＝
Ｎｉ
Ａｉ

（２）

分维数 ＦＤＩ计算式为

ＶＦＤＩ＝
２ｌｎ（Ｌｉ／４）
ｌｎＡｉ

（３）

集中连片系数计算式为

ＶＩＩＣｉ＝
∑
ｎ

ｌ＝１
∑
ｎ

ｋ＝１

ａｌａｋ
１＋ｎｌｋ
Ｓ２

（４）

式中　ＰＳ———耕地面积比
Ａｉ———第 ｉ个网格中的耕地总面积
Ｓ———每个网格单元的面积
Ｐｔ———破碎度系数
Ｎｉ———第 ｉ个网格单元中耕地图斑总个数
ＶＦＤＩ———分维数
Ｌｉ———第 ｉ个网格单元中耕地田块边界周长

总和

ＶＩＩＣｉ———集中连片系数
ｎ———第 ｉ个网格单元内的耕地田块总个数
ａｌ、ａｋ———第 ｌ和第 ｋ个耕地田块的面积
ｎｌｋ———田块 ｌ与田块 ｋ之间的连接数

式（１）～（４）中，耕地面积比 ＰＳ越大，说明网格
内耕地数量越多；破碎度系数 Ｐｔ越大，说明耕地越
破碎；分维数 ＶＦＤＩ描述耕地田块形状复杂程度，ＶＦＤＩ
越大，说明形状越复杂，ＶＦＤＩ越小，说明越有规律、几
何形状越趋于简单；集中连片系数 ＶＩＩＣｉ越大，说明耕
地连片性越好，ＶＩＩＣｉ越小，说明耕地田块之间越分
散。

２２　空间数据网格化
空间布局指标分值的计算和利用等指数的局部

空间自相关分析均基于网格单元，因此首先将空间

数据网格化。将耕地质量数据合理地划分到网格

中，计算得分并赋值，具体步骤见图 ２。首先根据研
究区 Ｓ１大小和位置划分出１ｋｍ×１ｋｍ的规则网格
Ｇ１，使 Ｇ１覆盖整个研究区；然后用 Ｓ１裁剪 Ｇ１得到
网格 Ｇ２；将 Ｇ２与县级分等单元数据 Ｌ１空间叠加，
取几何并集，得到分割后的耕地图斑 Ｌ２；通过编程
读取 Ｌ２和 Ｇ２，按照面积加权平均法计算平均利用
等指数，根据 Ｌ２和 Ｇ２对应的网格编号，将分值赋
给 Ｇ２，根据耕地空间布局指标的计算公式（１）～
（４）计算相应的分值，并按照面积加权平均法将分
值赋给 Ｇ２；最后删除 Ｇ２中不存在耕地图斑的网格
单元，得到网格 Ｇ３。

图 ２　数据网格化处理步骤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ｅｐｓ
　
２３　利用等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

在农用地分等中，利用等指数是指按照标准耕

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平均土地利用条件下，

按照一定步骤进行的农用地质量综合评定
［１９］
，利用

等指数经过划分后可得到耕地利用等别。利用等指

数能够客观反映光温气候、土壤等耕地的自然本底

条件，并能体现耕地利用水平。

空间自相关同时根据要素空间位置和要素属性

值来度量空间分布。表示空间自相关的指标和方法

中，最常用的是 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量［２０－２３］
。Ｍｏｒａｎ’ｓＩ

统计量一般可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
和局 部 空 间 自 相 关 （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Ｉ用来度量空间单元与其周边单元之间的
空间 差 异 程 度 及 其 显 著 性

［２４－２５］
。采 用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Ｉ分析耕地利用等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公
式为

Ｉｉ＝
Ｘｉ－Ｘ
Ｓ２ｉ
∑
ｎ

ｊ＝１，ｊ≠ｉ
Ｗｉ，ｊ（Ｘｊ－Ｘ） （５）

式中　Ｉｉ———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Ｘｉ、Ｘｊ———第 ｉ和第 ｊ个耕地质量利用等指数
Ｗｉｊ———ｉ和 ｊ之间的空间权重

Ｓ２ｉ———利用等指数方差
Ｉｉ取值范围为 －１～１，其值越大，则空间结构性

越显著，Ｉｉ＞０表示变量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存在
空间聚集；Ｉｉ＜０表示变量在空间上呈现负相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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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孤立；Ｉｉ＝０表示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利用 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将耕地利用质量空间
分布划分为 ４种类型：ＨＨ型、ＬＬ型、ＨＬ型和 ＬＨ
型。ＨＨ型和 ＬＬ型为正相关类型，分别表示高等
地聚集和低等地聚集；ＨＬ和 ＬＨ型为负相关类型，
分别表示高等地被低等地包围和低等地被高等地

包围。

２４　耕地质量综合评价与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耕地空间布局综合得分，

并利用最大相似性原理，采用自然间断法将得分划

分为３个等级，１级耕地为空间布局最好，３级为最
差。最后将等级赋给２２节中构建的网格 Ｇ３，综合
指数计算公式为

Ｑｉ＝∑
ｍ

ｊ＝１
ｗｉｊｆｉｊ （６）

式中　Ｑｉ———第 ｉ个网格单元的耕地质量综合得分
ｗｉｊ———第 ｉ个网格单元第 ｊ个耕地空间布局

指标权重值

ｆｉｊ———第 ｉ个评价单元第 ｊ个指标的得分
ｍ———指标个数

采用网格 Ｇ３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
耕地利用质量的空间分布图 Ｇ４。将 Ｇ３与 Ｇ４进行
空间叠加组合，将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划分为优

先划入型、集中整治型和后备开发型３类，组合模式
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组合模式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ｂａｓｉｃ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自相关类型
耕地空间布局等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ＨＨ 优先划入型 优先划入型 后备开发型

ＬＬ 集中整治型 后备开发型 后备开发型

ＨＬ 集中整治型 集中整治型 后备开发型

ＬＨ 优先划入型 集中整治型 后备开发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网格划分与耕地空间布局指标分值计算
通过对耕地质量数据网格化处理，吉安县共划

分出２３５０个网格单元，其中有 ２０６２个包含耕地，
如图 ３所示。通过网格剖分，耕地图斑被分割成
６４８２１个，平均每个网格有３１４３个耕地图斑，即研
究区平均每平方千米内有 ３１４３个耕地田块，每个
网格中耕地面积平均为 ２５８ｈｍ２，占网格单元面积
的２５８％。在空间分布上，耕地主要分布于北部与
东部，这些区域地形起伏小，耕地聚集程度高；研究

区西南部耕地较少，这些区域多为山地丘陵，海拔

高，地形起伏大，耕地破碎且多呈条状分布。

图 ３　吉安县耕地网格化结果

Ｆｉｇ．３　Ｇｒｉ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　耕地空间布局等级划分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耕地面积比、破碎度系数、

分维数和集中连片系数 ４个空间布局指标，并采用
自然间断分级法，将其划分成 ３个等级，结果见表 ３
和图４。１级网格单元最少，为 ２７８个，仅占网格单
元总数的１３５０％，但耕地面积较大，为１８２３３１０ｈｍ２，
占耕地总面积的 ３４２７％，每个网格中耕地面积占
网格单元面积的 ６５５９％，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一
半以上；２级网格单元共 ６０６个，占网格单元总个数
的 ２９４７％，耕 地 面 积 最 大，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４００４％。在空间上，２级和 １级多分布于研究区中
部和东部，这些地区耕地集中连片、耕地面积大、交

通便利，适合集中规划与整治。３级网格单元最多，
占网格单元总个数的 ５７０４％，但耕地面积仅有
１１６７１６５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２５６９％，平
均每个网格中耕地面积为１１６１ｈｍ２，多分布于研究
区西南部和北部，这些地区耕地连片性较差，耕地面

积小，耕地空间形态复杂，因此综合得分较低。

表 ３　耕地空间布局综合得分及等级划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

等级 综合分值
网格单元 耕地

个数 比例／％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１级 ［０４６５，０７３５） ２７８ １３５０ １８２３３１０ ３４２７

２级 ［０３２９，０４６５） ６０６ ２９４７ ２１３０３８９ ４００４

３级 ［０１３９，０３２９）１１７８ ５７０４ １３６７１６５ ２５６９

总计 ２０６２ １００ ５３２０８６４ １００

　　注：耕地比例等于耕地面积与耕地总面积之比乘以 １００％。

３３　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与分析
结合表４与图 ５，从利用等指数局部空间自相

关分析的结果来看，正相关类型中的 ＨＨ型共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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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吉安县耕地空间布局等级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ｄｅ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格单元１０３８个，占网格单元总个数的 ５０３４％，耕
地面积２５４２５１５ｈｍ２，在４种自相关类型中耕地面
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４７７８％。空间上，ＨＨ型空间
聚集性显著，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包括梅塘乡、

癹田乡、登龙乡，以及研究区西南部的熬成镇北部和

东部乡镇的大部分区域，这些区域耕地自然条件优

越，耕作便利，耕地质量利用等高等地聚集分布。正

相关类型中的 ＬＬ型共有网格单元７８３个，占网格单
元总个数的 ３７９７％，耕地面积 ２１２５５２９ｈｍ２，ＬＬ
型在空间分布上聚集性也比较显著，分布在桐坪镇、

油田镇、万福镇和安塘乡等，该类型耕地质量较低；

负相关类型（ＨＬ型和 ＬＨ型）共有网格单元 ２４１个，
合计占比１１６９％，耕地面积共计６５２８２ｈｍ２，占总
面积的１２２６％，该类型耕地面积较小，在空间上多
依附于正相关类型，零星分布，无明显聚集性特征，

在研究区大部分区域均有分布。

表 ４　吉安县耕地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自相关

类型

网格单元 耕地

个数 比例／％ 面积／ｈｍ２ 比例／％

ＨＨ １０３８ ５０３４ ２５４２５１５ ４７７８

ＬＬ ７８３ ３７９７ ２１２５５２９ ３９９５

ＬＨ ３５ １７０ ６４０７３ １２０

ＨＬ ２０６ ９９９ ５８８７４７ １１０６

总计 ２０６２ １００ ５３２０８６４ １００

　　注：ｐ＜００５。

３４　耕地综合质量与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将耕地空间布局等级图与耕地利用质量局部空

间关联聚集图进行空间叠加组合，得到优先划入型、

集中整治型和后备开发型３类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
局。表５为耕地空间布局等级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结
果的叠加组合统计结果，图６为基本农田建设空间

图 ５　吉安县耕地利用质量局部空间关联聚集图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ｕｓ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表 ５　吉安县基本农田组合类型统计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基本农田

叠加组合 网格 耕地

耕地空间

布局等级

自相关

类型
个数

比例／

％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１级 ＨＨ １３３ ６４５ ８５１１９７ １６００

优先划入型
１级 ＬＨ ３ ０１５ １８１８７ ０３４

２级 ＨＨ ３２２ １５６２ １０５９８９０ １９９２

总计 ４５８ ２２２２ １９２９２７４ ３６２６

１级 ＬＬ １０７ ５１９ ７１６６８５ １３４７

集中整治型
１级 ＨＬ ３５ １７０ ２２８８４３ ４３０

２级 ＨＬ ６５ ３１５ ２３０４４５ ４３３

２级 ＬＨ １０ ０４８ ３１８０６ ０６０

总计 ２１７ １０５２ １２０７７７９ ２２７０

２级 ＬＬ ２１０ １０１８ ８０６１０６ １５１５

３级 ＨＨ ５９５ ２８８６ ６３１４２９ １１８７

后备开发型
３级 ＬＬ ４５５ ２２０７ ６０２７３８ １１３３

３级 ＨＬ １０９ ５２９ １２９４５９ ２４３

３级 ＬＨ １８ ０８７ １４０７９ ０２６

总计 １３８７６７２７ ２１８３８１１ ４１０４

总计 ２０６２ １００ ５３２０８６４ １００

布局图。

优先划入型共有网格单元 ４５８个，占网格单元
总数的２２２２％，耕地面积共计１９２９２７４ｈｍ２，占耕
地总面积的 ３６２６％。该类型耕地面积比例较大，
且空间上聚集性显著，主要集中分布于研究区中部

的癹田、梅塘、登龙和官田等乡镇，以及研究区东部

的部分区域。这些区域为河流聚汇处，土壤肥沃，地

势较低平，交通便利，并且距离市区较近，经济条件

优越，是基本农田建设的理想区域。具体地，共有 ３
种组合类型划定为优先划入型基本农田，其中

（１级，ＨＨ）和（２级，ＨＨ）组合类型共有网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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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吉安县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Ｊ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４５５个，面积为１９１１０８７ｈｍ２，该组合耕地空间布局
等级高，耕地规整、连片性好，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

业和集中管理，且耕地质量利用等高等地聚集分布，

耕地产能高，土地整治难度小，因此应优先划入基本

农田建设区，严格禁止非农建设；（１级，ＬＨ）组合类
型共有网格单元３个，耕地面积１８１８７ｈｍ２，该组合
类型利用质量空间自相关为 ＬＨ型，区域内低等地
被高等地包围，受同化作用的影响，低等地容易转化

为高等地从而成为 ＨＨ型，且耕地空间布局为 １级，
耕地规整、连片性好，因此将其划入为优先划入型。

集中整治型共有网格单元 ２１７个，占网格总数
的１０５２％，耕地面积共计１２０７７７９ｈｍ２，占耕地总
面积的 ２２７０％。在 ３种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
中，集中整治型耕地面积最小，空间聚集性不显著，

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部的万福镇、桐坪镇以及南部

的部分区域。该区域的耕地面积较大，且集中连片，

具有一定的整治潜力。具体地，（１级，ＬＬ）组合类型
虽然耕地空间布局等级较高，但耕地利用质量为低

等地聚集分布，不能满足“集中连片、质量高”的基

本要求，将其划入集中整治型，在土地整治的过程

中，应重点改善耕地自然条件，提高耕地利用等别；

（１级，ＨＬ）和（２级，ＨＬ）组合类型中耕地利用质量
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为 ＨＬ型，区域内高等地被低
等地包围，容易转化为 ＬＬ型，因此将其划入重点整
　　

治型，应采取高等地隔离措施，避免低等地的同化作

用，积极保护高等地；（２级，ＬＨ）组合类型则由于耕
地空间布局和耕地利用质量均处于中等，将其划入

重点整治型，可通过“小块并大块”等整治措施，提

高耕地连片性和规整性，并同时改善耕地质量。

后备开发型共有网格单元 １３８７个，占网格总
数的６７２７％，耕地面积共计２１８３８１１ｈｍ２，占耕地
总面积的 ４１０４％。该类型耕地面积最大，主要分
布于研究区西南部和北部，这些区域多为山地丘陵，

耕地破碎，集中连片性差，且耕地质量较差。该区域

土地整治投入大，不适宜大规模集中开发，可作为耕

地后备资源开发整治。短期内可通过发展特色农

业，以农户为主，种植经济作物，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并注重生态保护，兼顾耕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

４　结论

本文以农用地质量分等更新数据为基础，在网

格环境下，通过建立耕地空间布局指标体系，划分了

耕地空间布局等级，并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

析了耕地质量利用等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最后将

耕地空间布局与自相关类型空间叠加组合分析，划

分了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具体如下：

（１）选取耕地面积比、破碎度系数、分维数和集
中连片系数，综合评价了吉安县耕地空间布局，按综

合得分从高到低划分为 １级、２级和 ３级。１级和 ２
级耕地多分布于研究区的中部和东部，３级多分布
于研究区的西南部和北部。

（２）吉安县耕地利用等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划
分为 ＨＨ、ＬＬ、ＨＬ和 ＬＨ４种类型，ＨＨ高质量耕地面
积最大，占耕地总面积的 ４７７８％，空间聚集性明
显，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ＬＬ型低等地主要分布
于桐坪镇、油田镇、万福镇和安塘乡等，ＨＬ和 ＬＨ型
耕地面积合计占１１０６％，零星分布。

（３）将吉安县基本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划分为优
先划入型、重点整治型和后备开发型，网格单元数目

分别为 ４５８、２１７、１３８７，耕地面积分别占 ３６２６％、
２２７０％和 ４１０４％。通过耦合耕地空间布局和耕
地质量利用等空间聚集，充分满足了基本农田建设

“集中连片、质量好”的要求，为基本农田建设空间

布局提供了科学、可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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