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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南省新郑市为研究区，在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评价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

型，结合热点分析理论，优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难易程度中基本具备级别所

占面积最大，耕地面积为 ３３７３１８４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 ６２２７％。根据农田建设难易程度，选取了 ５个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区，涉及新村镇、城关乡、观音寺镇、梨河镇、八千乡和辛店镇等 ６个乡镇，可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３４５５８７ｈｍ２。研究方法可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选址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空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热点分析；项目区优选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６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０４ 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６４１０５７）、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４１１０２２）和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１８ＩＲＴＳＴＨＮ００８）
作者简介：张合兵（１９７５—），男，教授，主要从事土地整治和土地规划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ｚｉｔｚｈｂ＠ｈｐｕ．ｅｄｕ．ｃ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

ＺＨＡＮＧＨｅｂｉｎｇ１　ＺＨＡＯＳｕｘｉａ１　ＣＨＥＮＮｉｎｇｌｉ１　ＺＨＡＮＧＱｉｕｘｉａ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ａ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ａｏｚｕｏ４５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ｅ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ｎｄ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ｉｍｍｉｎｅｎｔ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ａ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ｉｔ．Ｉｔ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ａｋｉｎｇ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ｉｔｙ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ｐｔ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
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ｂｙ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ｗａ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ｗａｓ３３７３１８４ｈｍ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ｗａｓ
６２２７％．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ｆ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ＸｉｎｃｕｎＴｏｗｎ，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ＧｕａｎｙｉｎｓｉＴｏｗｎ，ＬｉｈｅＴｏｗｎ，Ｂａｑｉａｎ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ＸｉｎｄｉａｎＴｏｗｎｗｅ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ｗｅｌ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ａｎｂｅｂｕｉｌｔｗｉｔｈａｒｅａｏｆ３４５５８７ｈｍ２．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ｒｅ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数量

尤其是优质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整治，对提升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促进新型

农业现代化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２００８
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土资源

“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对建设高标准农田

做出一系列部署。十三五期间要对基本农田实行特

殊保护，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大规模推进农田水

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的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以项目为载体建设 ２６６６６７万 ｈｍ２高标准农田；十
三五期末确保建成高标准农田 ５３３３３３万 ｈｍ２，力
争６６６６６７万 ｈｍ２，这些都说明加快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迫在眉睫。但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还存在建

设标准、建设区域不明确，建设规划、布局、时序不明

晰，项目选址不科学等问题，亟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评价模型，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可行性
［１］
、建

设时序
［２－５］

、建设模式
［６－８］

、区域划定
［９－１１］

、耕地综

合质量与建设难度
［１２］
和建设后效应

［１３］
进行研究，

主要通过四象限法
［１４－１５］

、限制因素组合法
［１６］
及应

用可变模糊集理论
［１７］
开展建设区域研究。但对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的选址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鉴

于此，本文以新郑市为研究区域，开展基于耦合协调

度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优选研究，解决高标准

农田整治中区域不明晰、项目区选址不合理等问题，

提高项目区选址科学性，以期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新郑市地处郑州市东南部，位于东经１１３°３０′～

１１３°５４′、北纬３４°１６′～３４°３９′之间。地势西部、中部
稍高，东部、南北较低。地貌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

岗地和平原等。新郑市土壤类型多样，具有褐土、潮

土和风砂土 ３个类型，新郑市 ２０１５年土地总面积
８８４５９１５ｈｍ２，其中耕地面积 ５４１６６９８ｈｍ２（包含
田坎、沟渠和农村道路），２０１５年全市总人口
８４０２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４０７２万人。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新郑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

（２０１５年）、《新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及其数据库、《新郑市城乡总体规划（２００９—
２０３０年）》、《新郑市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及其数据库、新郑市农用地分等成果、新郑市

第二次土壤普查、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ｍ的 Ｓｐｏｔ遥感
影像、土壤污染调查数据、基础地理数据、地球化学

调查数据、土壤图、地形图、ＤＥＭ数据和气象资料，
人口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新郑市统计年鉴》。

２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２１　研究思路
通过分别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

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对区域耕地单元的

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建

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与空间稳定性的耦合协调

度评价模型，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评价和遴选，

最终形成建设项目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决策

提供决策依据。

２２　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单元的划分是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的

基础，评价单元既要反映地貌类型、土壤类型及土地

利用现状等一致或相对一致的特征，又反映内部属

性特征的一致性。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其各

项建设需落实到具体的地块，本研究确定以地块即

耕地图斑为评价单元，同时地块也是数据库管理的

单元，对指导每个地块的建设方向更加明确、易于操

作。以 ２０１５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依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提取耕地图斑，以耕地图斑为评价单
元，并将碎小图斑合并到周围耕地图斑中，最终形成

１７９６０个评价单元。
２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２３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高标准农田建设受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行

政决策、规划控制、生态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必须全

方位、多角度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难易程度状况进行

分析。依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ＧＢ／Ｔ３０６００—
２０１４）相关要求，本文从自然禀赋、基础设施条件、
耕地形态等３个方面，区位条件、耕地性状、规划控
制与生态状况等４个方面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
性、空间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２３２　评价指标标准化

在进行评价时，由于评价指标的来源、单位不

同，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指标间可进

行直接比较。本文依据评价指标属性和内在特点，

采用极差标准化法、阈值型赋值法
［１］
及经验法对评

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各指标标准化方法见表２。
２３３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稳定性评价，选

取的评价指标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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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与建设空间稳定性

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坡度 ０１３３６

土壤有机质含量 ０２６７５

自然禀赋 有效土层厚度 ０２０７１

土壤质地 ０２１３５

高标准农田 土壤酸碱度 ０１７８３

建设适宜性 灌溉保证率 ０２８８７

基础设施条件
排水条件 ０２０４９

林网化比例 ０２８８９

田间道路通达度 ０２１７５

耕地形态
耕地连片度 ０５６８２

田块规模 ０４３１８

与城市间距离 ０２７０１

与乡镇间距离 ０２２８３

区位条件 与高速、铁路间距离 ０１８３６

与公路间距离 ０２１５８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河流的距离 ０１０２２

空间稳定性 耕地自然等别 ０３８５７

耕地性状 耕地性质 ０３２５９

耕地类别 ０２８８４

规划控制
土地规划 ０６５８３

城市规划 ０３４１７

生态状况 综合污染指数 １

响，因此，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至关重要。目前，主

观赋权法完全依据决策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具有

较强主观性，易造成逻辑混乱、评价态度单一等问

题。客观赋权方法通过客观计算形成权重，避免了

人为因素干扰，但实测数据有时会出现一定误差，不

能充分反映指标间的差异程度及重要程度。因此，

本研究采用主观赋权法（熵权法）与客观赋权法（层

次分析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

重，各权重见表１。

２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评价模
型确定及其分级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稳定性评价是多目标
决策的过程，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模型

［１９］
进行适宜

性评价，采用逼近理想点法模型
［２０］
进行空间稳定性

评价；在评价基础上，采用自然断裂点方法按照高度

适宜、中度适宜、低度适宜及不适宜，高度稳定、中度

稳定、低度稳定与不稳定 ４个等级对适宜性和稳定
性进行分级。

２５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优
选模型构建

　　耦合是通过对系统关系的研究，揭示要素或系
统间相互作用及联合的现象，是子系统间或系统内

要素之间相互胁迫、相互影响的关联关系
［２１］
。耦合

表 ２　评价指标分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标准化方法 指标名称 标准化模型

分值 １ ０８ ０６ ０４ ０２ ０

坡度／（°） ≤２ ２～６ ６～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有效土层厚度／ｃｍ ≥１５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６０～１００ ４０～６０ ＜４０

土壤质地 壤土 粘土 砂土 砾质土

土壤酸碱度 ６０～７９
５５～６０／

７９～８５

５０～５５／

８５～９０

４５～５０／

８５～９０

＜４５／

９０～９５

灌溉保证率 充分满足 基本满足 一般满足 无灌溉条件

阈值型 排水条件 排水系统健全 基本健全 排水一般 无排水系统

田间道路通达度／ｍ ≤１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耕地自然等别 ５ ６ ７ ８ ９

耕地性质 基本农田 一般耕地

耕地类别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土地规划 限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禁建区

城市规划 禁建区 限制建设区 建设控制区 发展备用区 城市建设区

正向极差标

准化

土壤有机质含量

林网化比例

与城市间的距离

与乡镇间距离

与高速、铁路间距离

耕地连片度田块规模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ｊ）

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负向极差标

准化

与公路间的距离

与河流的距离

土壤综合污染指数

ｙｉｊ＝
ｍａｘ（ｘ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注：ｙｉｊ为标准化值，ｘｉｊ为评价因子的实际值，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为第 ｊ项评价因子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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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度是衡量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依据
［２２］
。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优选是解决高标准农田

的选址问题，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数学计算方法，构

建基于耦合协调度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优选模

型，通过计算评价单元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反映区域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与稳定性状况的协调程度，

判断不同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难易程度，以此为

基础遴选确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并进行排序，

为项目决策和实施提供依据。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计算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耦合

度指数

Ｃ




＝ Ｎ（ｘ）Ｍ（ｙ

(
）

Ｎ（ｘ）＋Ｍ（ｙ）)２





２

ｋ

　（ｋ≥２） （１）

式中　Ｃ———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
耦合度指数

Ｎ（ｘ）———建设适宜性评价综合指数
Ｍ（ｙ）———建设空间稳定性评价综合指数
ｋ———调节系数，取 ｋ＝２

计算建设适宜性与空间稳定性综合协调指数

Ｔ＝αＮ（ｘ）＋βＭ（ｙ） （２）
式中　Ｔ———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

综合协调指数

α、β———待定权数，分别取０５
计算建设适宜性与空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指数

Ｄ＝槡ＣＴ （３）

式中　Ｄ———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
耦合协调度指数

耦合协调度指数越高，建设适宜性与建设空间稳定

性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越高，表明两者的耦合关系

越协调。

２６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适宜性和稳定性耦合协
调度分级及项目遴选

在计算耦合协调度基础上，按照优质、良好、中

级、勉强协调发展类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与空

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级（表 ３），等级差异反
映了二者的组合方式，也代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域的难易程度。

表 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适宜性和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分级

Ｔａｂ．３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 耦合协调度指数 建设适宜性与建设空间稳定性组合
高标准农田建设

难易程度

优质协调发展类 ［０８，１］ 高稳定高适宜、高稳定中适宜、中稳定高适宜、中稳定中适宜 基本具备

良好协调发展类 ［０７，０８）、［０８，１］ 高稳定低适宜、中稳定低适宜 稍加改造

中级协调发展类 ［０７，０８）、［０６，０７） 高稳定不适宜、中稳定不适宜、低稳定高适宜、低稳定中适宜、 全面整治

勉强协调发展类 ［０６，０７）、［０，０６）
低稳定低适宜、低稳定不适宜、不稳定高适宜、不稳定中适宜、

不稳定低适宜、不稳定不适宜
不适宜建设

　　在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难易程度基础上，以上
级下达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目标为前提，根据

不同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难易程度的差异、空间分

布及其积聚程度，遴选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确

定建设项目区，并进行排序。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适宜性分析
经分析，研究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程度整体

较高，如图 １所示。高度适宜建设区面积最大，为
３０３６１２６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 ５６０５％，主要分布
于市域南部和西北部，集中观音寺镇、城关乡、梨河

镇、辛店镇、龙湖镇等乡镇；中度适宜建设区面积为

１９６１８９７ｈｍ２，所占比例为 ３６２２％，集中分布于郭
店镇南部、新村镇西部、薛店镇、八千乡、龙王乡、孟

庄镇等区域；低度适宜建设区面积为 ４１２３３２ｈｍ２，
所占比例为 ７６１％，主要位于市域东部，呈现破碎
化趋势，分布在和庄镇京广铁路沿线、薛店镇东部等

区域。不适宜建设区面积为６３４３ｈｍ２，所占比例为
０１２％，分布较零散，集中连片性差，薛店镇较多，其
余各乡镇均有零星分布。

３２　空间稳定性分析
研究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稳定性较高区域主

要分布于市域南部和北部，见图 ２。其中，高度稳定
等级面积最大，为 ２０８１５３８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
３８４３％，集中分布在辛店镇、观音寺镇、梨河镇东南
部、八千乡南部、孟庄镇西部、龙湖镇西部等区域；中

度稳定等级面积为 １４５５０５１ｈｍ２，所占比例为
２６８６％，包括观音寺镇中部、梨河镇中部、新村镇西
南部、城关乡北部、辛店镇东北等区域，其余乡镇有

零星分布；低度稳定等级面积为 １０２０８３９ｈｍ２，所
占比例为１８８５％，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北部，包括
八千乡北部、和庄镇北部、新村镇东部及中北部、郭

店镇中南部、薛店镇东南部、龙王乡中部等区域；不稳

定等级面积为８５９２７０ｈｍ２，所占比例为１５８６％，主要
位于市域中东部和北部，其余区域零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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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图 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稳定性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３　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分析
３３１　耦合协调度计算

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耦合度指数 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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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耦合协调度分级及空间特征
经分析，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

定性耦合协调度等级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建设难易

程度为基本具备）所占面积最大，为３３７３１８４ｈｍ２，占
耕地总面积的６２２８％，包括１００８０个评价单元，主
要集中于全市南部和北部，包括辛店镇、观音寺镇、

城关乡、梨河镇、八千乡南部、龙湖镇中西部、郭店镇

东部、孟庄镇西部等，该区域建设适宜性与建设空间

稳定性均较高。

耦合协调度等级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建设难易

程度为稍加改造）面积为１６１６４５ｈｍ２，所占比例为
２９８％，包含 ８９３个评价单元，该等级所占面积较
小，分布较分散，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稍差。

耦合协调度等级为中级协调发展类（建设难易

程度为全面整治）面积较小，为 ８９９７７４ｈｍ２，所占
比例为１６６１％，包含 ３０８４个评价单元，集中分布
于研究区中部，主要分布在郭店镇中南部、新村镇中

东部、和庄镇、八千乡北部、薛店镇南部等区域，该区

域建设空间稳定性较低，建设适宜性稍高，自然基础

较差。

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勉强协调发展类（不适宜建

设）面积为９８２０９５ｈｍ２，所占比例为１８１３％，包括
３９０３个评价单元，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和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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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周边，集中在龙王乡、孟庄镇东部等区域，其余乡

镇有零星分布，该区域受城市、土地规划约束，建设

空间稳定性较低，不适宜建设高标准农田。具体统

计和分布见表４和图３。

表 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空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分级统计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行政单位

优质协调发展类

（基本具备）

良好协调发展类

（稍加改造）

中级协调发展类

（全面整治）

勉强协调发展类

（不适宜建设）

单元数／

个

面积／

ｈｍ２
面积

比例／％

单元数／

个

面积／

ｈｍ２
面积

比例／％

单元数／

个

面积／

ｈｍ２
面积

比例／％

单元数／

个

面积／

ｈｍ２
面积

比例／％

新建街道办事处 ７ ２４７４ ００７ １ ０７８ ００５ ０ ０ ０ ３ ３５０ ００４

新华街道办事处 ５６ １５４１１ ０４６ ０ ０ ０ １２ １４８８ ０１７ ９７ １８１７５ １８５

新烟街道办事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３５０７ ０３９ ３２ ４２７０ ０４３

龙湖镇 １５５４ ３３１６９２ ９８３ １９６ １０８６８ ６７２ ４９ ８２７７ ０９２ ２６４ ４３２１０ ４４０

孟庄镇 ９９８ ２５４７８５ ７５５ ４７４ ９７４６８ ６０３０ １４９ ３１８３２ ３５４ ５２３ ９３３００ ９５０

郭店镇 １２００ ３６５２２０ １０８３ １５ ２４３９ １５１ ３７５ １２０４４４ １３３９ ２０９ ４９２９４ ５０２

薛店镇 ３４６ １０９７７１ ３２５ ３６ ７０３１ ４３５ ５３３ １２９９１２ １４４４ ５９７ １１０８７０ １１２９

新村镇 ６４４ ２１５９５１ ６４０ １２ １０８３ ０６７ ８７４ ２０９６５３ ２３３０ １９０ ４２７７１ ４３６

和庄镇 ２８９ ９９８７０ ２９６ ３０ ５４３６ ３３６ ４２９ １３６３２３ １５１５ ５８１ １０７７０５ １０９７

辛店镇 ２０４９ ６９８５２１ ２０７１ ４０ ６６２０ ４１０ ２０ ３９２２ ０４４ １４８ ４０３０１ ４１０

观音寺镇 ９６３ ４４０２８８ １３０５ ２１ ５９５８ ３６９ １０ ９０１ ０１０ ５２ ２３２５４ ２３７

梨河镇 ６５３ ２６９６５０ ７９９ １０ ６６３０ ４１０ ３５ ８５２７ ０９５ ７０ １９６９２ ２０１

城关乡 ６２６ ２６５２１１ ７８６ １０ ２６７ ０１７ １５ ４５７５ ０５１ ４２ １４６１９ １４９

八千乡 ６５６ ２８６２６７ ８４９ ３２ １０６４５ ６５７ ２９５ １４７４９９ １６３７ ２０２ ６９７４４ ７１０

龙王乡 ３９ １８０７３ ０５５ １６ ７１２２ ４４１ ２６９ ９２９１４ １０３３ ８９３ ３４４５４０ ３５０７

合计 １００８０ ３３７３１８４ １００ ８９３ １６１６４５ １００ ３０８４ ８９９７７４ １００ ３９０３ ９８２０９５ １００

图 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

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３３　新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遴选

按照国土资源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ＴＤ／Ｔ１０３３—２０１２）、《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ＧＢ／Ｔ３０６００—２０１４）、《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ＧＢ／Ｔ３３１３０—２０１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的要
求，以集中连片、高产稳产、生态良好、设施配套等为

原则，综合考虑上级下达新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模任务、耦合协调度分级、空间积聚特征、自然条件

及区位条件，确定了５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共涉及新村镇、城关乡、观音寺镇、

梨河镇、八千乡及辛店镇等６个乡镇，项目建设总规
模３５９１１８ｈｍ２，项目实施后可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３４５５８７ｈｍ２（图４、表５）。

图 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规划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ｍａｐ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４　结论

（１）在对新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适宜性和稳定
性评价基础上，通过对适宜性与空间稳定性耦合协

调度分析及其分级，明确了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适

宜性与空间稳定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理清

了建设难易程度，分析了建设难易程度的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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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新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

Ｔａｂ．５　Ｐｌａｎｏｆ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ｄ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ｉｔｙ

项目名称及实施期限 涉及乡镇
项目建设规模／

ｈｍ２
建成高标准农田

面积／ｈｍ２
新增耕地面积／

ｈｍ２
投资金额／

万元

新郑市新村镇等２个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新村镇、辛店镇 ５１３８４ ４７８６１ １１０ ９２４９１

新郑市城关乡等３个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城关乡、辛店

镇、观音寺镇
６７１３９ ６６３９５ ０２５ １２０８５０

新郑 市 观 音 寺 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观音寺镇 ７３３４９ ７０８２４ ０００ １３２０２７

新郑市梨河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梨河镇 ９２２２１ ８８８１５ ９９０ １６５９９８

新郑 市 八 千 乡 等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八千乡 ７５０２５ ７１６９２ １５９ １３５０４６

合计 ３５９１１８ ３４５５８７ １２８４ ６４６４１３

特征，确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为项目选址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２）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选取遴选受多种因

素影响，除受自然禀赋条件因素限制外，更受区位条

件、区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土地、城镇规划建设

因素对建设空间稳定性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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