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北平原地区耕地质量监测评价———以正阳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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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法、对比分析法，将耕地地力调查数据和耕地质量年度更新评价数据细化，确定正阳县耕地质量渐变类型，根据
渐变类型和耕地质量等别，选取监测单元进行耕地质量监测评价。 结果表明：正阳县耕地质量渐变类型为肥力提升型和逐步干旱型，影
响耕地质量主导因素为土壤有机质和灌溉保证率；全县共布设耕地质量监测单元 ２５ 个，其中固定监测单元 ４ 个，随机监测单元 ２１ 个；全
县肥力提升型耕地国家利用等指数有所增加，逐步干旱型耕地国家利用等指数有所下降，但等别均变化不大，全县耕地质量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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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

评价主要数据成果的公告》，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 ９．９６
等，其中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比例分别为

２．９０％、２６．５９％、５２．７２％、１７．７９％［１］。 由此可见，我国耕地质量

总体水平仍然不够乐观，中低产田比重达到 ７０％以上，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不强。 鉴于此，国家提出了“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战略，强调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２］。 耕

地质量监测是落实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重要措施，它通过

抽样监测渐变耕地，划定耕地质量渐变类型区，选取固定监

测单元和随机单元，根据监测单元主导因素的变化，评价耕

地质量渐变耕地的质量等别与产能变化趋势。 因此，开展耕

地质量监测评价能够掌握影响一个地区耕地质量变化的主

导因素，为今后进行土地整治，制定农业政策，指导农业生产

提供重要参考。
淮北平原地势平坦，光热条件较好，降水丰富，是我国主

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正阳县地处淮北平原西部，耕地面积

广阔，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全国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县，
是淮北平原地区的典型代表。 所以，以正阳县为研究对象，
进而揭示淮北平原地区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对于加强新时期

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正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南部，淮河北岸，土地总面

积 １ ８９８．６３ ｋｍ２。 全县地势平坦开阔，平均海拔 ６０ ｍ 左右；
属大陆型季风性亚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夏热冬冷，雨热同

季，光热降水资源丰富；土壤共分为为 ４ 个土类，５ 个亚类，
１２ 个土属，２５ 个土种，土壤类型分为黄棕壤、砂姜黑土、潮土

和水稻土 ４个类型，其中黄棕壤分布面积最广；河流均属淮河

水系，县北有汝河和文殊河，南有淮河。 年过境水总量为

２．３５亿 ｍ３，可利用量０．４７亿ｍ３。 除过境水外，该县地下水资源

丰富，埋深一般在 １～３ ｍ，总硬度在 １４０～２６０，ｐＨ 在 ６．８～７．２。
２　 研究思路

以正阳县 ２０１６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将耕地地

力调查、测土配方施肥等分等因素新数据与 ２０１５ 年耕地质

量年度更新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选择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

主导因素，确定全县耕地渐变类型区；在渐变类型区的基础

上，选取固定监测样点和随机监测样点，然后对监测样点进

行调查评价，从而掌握耕地质量渐变类型区等别和面积变化

情况。
３　 耕地质量监测评价

３．１　 评价对象　 根据正阳县 ２０１６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
全县耕地总面积 １４２ ０４６．６７ ｈｍ２，在扣除发生占、毁、调、退和

土地整治的耕地后，剩余耕地区域即为渐变区耕地。 正阳县

２０１６ 年耕地质量渐变类型区共 ６８ ６２６．６０ ｈｍ２，占全县耕地总

面积的 ４８．３％。 其中 ８ 等地面积 ５６ ４９２．６０ ｈｍ２，占全部类型

区总面积的 ８２％；９ 等地面积 １２ １３４．００ ｈｍ２，占全部类型区总

面积的 １８％。
３．２　 渐变区类型划分

３．２．１　 分等因素值细化。 根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正阳

县属于淮北平原分等因素指标区，分等因素有表层土壤质

地、有机质含量、灌溉保证率、土壤酸碱度、地形坡度、障碍层

距地表深度、剖面构型、排水条件。 为了更科学划分渐变类

型区和解决部分分等因素无法前后对比的问题，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法［３－４］对耕地地力调查数据中的土壤有机质、
ｐＨ、排水条件、灌溉保证率进行细化［５］，同时运用插值法对

２０１５ 年耕地质量年度更新数据中分等因素———灌溉保证率、
土壤有机质、ｐＨ、排水条件等 ４ 种分等因素区间值细化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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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值。 然后，对比各因素细化结果与原区间值，对经过细化

后差别较大的数据进行修正，细化后结果超出原区间上限的

取上限值，低于原区间下限的取下限值，保证细化后的因素

值在原区间的范围内。

图 １　 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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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正阳县耕地质量分等因素细化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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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Ｓｃｏｒｅ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ｇ ／ ｋｇ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土壤 ｐＨ Ｓｏｉｌ ｐＨ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ｍ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排水条件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灌溉保证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ｒａｔｅ∥％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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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２１ ２２ ５．０５ ５．１０ ８．９０ ８．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０ ０
８０ ２０ ２１ ５．００ ５．０５ ８．９５ ９．００ ３０．０ ３１．５ ２．５ ４５ ４８
７９ １９ ２０ ４．９９ ５．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１ ０
７８ １８ １９ ４．９６ ４．９９ ９．０１ ９．０２ ２．６ ４２ ４５
７７ １７ １８ ４．９３ ４．９６ ９．０２ ９．０３ ０
７６ １６ １７ ４．９０ ４．９３ ９．０３ ９．０４ ２．７ ３９ ４２
７５ １５ １６ ４．８９ ４．９０ ９．０４ ９．０５ ０
７４ １４ １５ ４．８６ ４．８９ ９．０５ ９．０６ ２．８ ３６ ３９
７３ １３ １４ ４．８３ ４．８６ ９．０６ ９．０７ ０
７２ １２ １３ ４．８０ ４．８３ ９．０７ ９．０８ ２．９ ３３ ３６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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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分值
Ｓｃｏｒｅ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ｇ ／ ｋｇ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土壤 ｐＨ Ｓｏｉｌ ｐＨ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ｍ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排水条件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灌溉保证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ｒａｔｅ∥％

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７１ １１．０ １２．０ ４．７９ ４．８０ ９．０８ ９．０９ 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４．７６ ４．７９ ９．０９ ９．１０ ３ ３０ ３３
６９ ９．６ １０．０ ４．７３ ４．７６ ９．１０ ９．１１ ０
６８ ９．２ ９．６ ４．７０ ４．７３ ９．１１ ９．１２ ０
６７ ８．８ ９．２ ４．６９ ４．７０ ９．１２ ９．１３ ３．１
６６ ８．４ ８．８ ４．６６ ４．６９ ９．１３ ９．１４ ０
６５ ８．０ ８．４ ４．６３ ４．６６ ９．１４ ９．１５ ０
６４ ７．６ ８．０ ４．６０ ４．６３ ９．１５ ９．１６ ３．２
６３ ７．２ ７．６ ４．５９ ４．６０ ９．１６ ９．１７ ０
６２ ６．８ ７．２ ４．５５ ４．５９ ９．１７ ９．１８ ０
６１ ６．４ ６．８ ４．５３ ４．５５ ９．１８ ９．１９ ３．３
６０ ６．０ ６．４ ４．５０ ４．５３ ９．１９ ９．２０ ０ ３０ ０

３．２．２　 制定因素细化表。 参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中淮

北平原地区因素分值表，结合正阳县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正

阳县实际情况的“因素分值细化表”。 因素细化表遵循与原

分等因素区间对应的原则，一般从指标区因素赋值原则表规

定的分值向上细化，最大分值不能超过上一级别分值，指标

区因素赋值原则表中的最低级别不再细化。
３．２．３　 渐变区类型划分。 按照“因素分值细化表”，分别为原

分等因素细化后的属性值、分等因素新数据细化值赋值，不
需要细化的因素采用 ２０１５ 年耕地质量年度更新数据库中分

值，计算原分等因素细化后的国家利用等指数。 用分等因素

新数据细化值依次替代原分等因素细化值，计算不同因素变

化后的国家利用等指数。
通过对比分等因素新数据细化数据与原分等因素细化

后的数据，发现近年来正阳县排水条件因素变化不大，发生

变化的因素主要有灌溉保证率和土壤有机质含量。 通过计

算发现灌溉保证率变化后，正阳县整体利用等指数下降了；
土壤有机质变化后，整体利用等指数有所上升，因此确定影

响正阳县耕地质量等别变化的主导因素为灌溉保证率和土

壤有机质 ２ 种。
将同一主导因素相对集中区域划为该因素的类型区；通

过综合考虑坡度、乡镇行政村界限、河流水库阻隔等因素，对
闲散、细小图斑归并，形成正阳县类型区初步划分结果。 正

阳县渐变类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肥力提升型，主导因

素为土壤有机质，面积 ３４ ９３１．５２ ｈｍ２；另一种是逐步干旱型，
主导因素为灌溉保证率，面积 ３３ ６９５．０８ ｈｍ２。
３．３　 监测单元调查与评价

３．３．１　 监测单元选取。 监测样点设置主要依据正阳县耕地

质量变化类型区划分结果以及耕地质量等别的空间分

布［６－８］，在耕地质量渐变类型分布范围内的各等别都选取 １
个固定监测单元（远离城市、道路），在固定监测单元周边 ２１
个随机监测单元，最终选择 ２５ 个监测样点开展耕地质量监

测工作，涉及国家利用等 ８ 和 ９ 等。

表 ２　 ２０１６年正阳县耕地质量渐变监测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６ ｈｍ２

等别
Ｇｒａｄｅ

肥力提升型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ｙｐｅ

逐步干旱型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ｔｙｐｅ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２６ ３１７．２８ ３０ １７５．３２ ５６ ４９２．６０
９ ８ ６１４．２４ ３ ５１９．７６ １２ １３４．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４ ９３１．５２ ３３ ６９５．０８ ６８ ６２６．６０

３．３．２　 监测单元主导因素调查。 根据渐变类型划分结果，正
阳县共有逐步干旱型和肥力提升型两个渐变类型区，其中选

取 ２５ 个监测单元采集土壤因素数据，选择 １５ 个以有机质为

主导因素的监测单元进行土壤样品采集与化验工作，灌溉保

证率为主导因素的区域选择 ２ 个固定监测单元进行土壤样

品采集化验。 其他样点的数据通过农业部门的测土配方施

肥样点数据来插值推算。 另外，利用监测单元调查表，以实

地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监测单元的灌溉保证率数据。
３．３．３　 监测单元耕地质量变化与评价。 ２５ 个监测单元国家

利用等别分布为 ８ 和 ９ 等，其中 ８ 等肥力提升型和 ８ 等逐步

干旱型面积较大，占整个类型区面积的 ８０％以上。 通过更新

监测单元的主导因素，利用因素细化表重新计算监测单元的

国家利用等指数和等别。 得出 ２５ 个监测单元国家利用等别

中，年末与年初等别变化幅度不大。 有机质为主导因素的监

测单元中，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国家利用等指数也有

所增加，但等别变化幅度不大；灌溉保证率为主导因素的监

测单元中，灌溉保证率的下降导致等指数有所下降，但等别

变化不大。
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结论

（１）正阳县耕地质量渐变类型为肥力提升型和逐步干旱

型，面积分别为 ３４ ９３１．５２ 和 ３３ ６９５．０８ ｈｍ２，影响耕地质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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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主导因素是土壤有机质和灌溉保证率。 肥力提升型耕

地主要分布在正阳县东北部，涉及寒冻镇、袁寨乡、油坊店

乡、汝南埠镇、雷寨乡；逐步干旱型耕地主要分布在全县中部

地区，涉及慎水乡、新阮店乡、熊寨镇、真阳镇、吕河乡、永兴

乡、彭桥乡、铜钟镇。

图 ２　 正阳县耕地渐变类型分布及监测单元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表 ３　 正阳县耕地等别渐变监测单元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监测单元编号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ｎｕｍｂｅｒ

等别指数 Ｇｒａｄｅ ｉｎｄｅｘ

年初
Ｙｅａｒ⁃ｂｅｇｉｎ

年末
Ｙｅａｒ⁃ｅｎｄ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等别 Ｇｒａｄｅ

年初
Ｙｅａｒ⁃ｂｅｇｉｎ

年末
Ｙｅａｒ⁃ｅｎｄ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质量渐变类型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 １ ４２１ １ ４７８ ５７ ７．８９ ７．６１ －０．２８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 １ ３６７ １ ３８２ １５ ８．１６ ８．０９ －０．０７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 １ ４４０ １ ４０８ －３２ ７．８０ ７．９６ ０．１６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４ １ ３９０ １ ３６２ －２８ ８．０５ ８．１９ ０．１４ ９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１ １ ５８６ １ ６１０ ２４ ７．０７ ６．９５ －０．１２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２ １ ４１３ １ ４３６ ２３ ７．９３ ７．８２ －０．１１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３ １ ４６５ １ ４９２ ２７ ７．６８ ７．５４ －０．１４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４ １ ５２２ １ ５６１ ３９ ７．３９ ７．２０ －０．１９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５ １ ４９３ １ ５２９ ３６ ７．５３ ７．３６ －０．１７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６ １ ５１３ １ ５７６ ６３ ７．４３ ７．１２ －０．３１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７ １ ４３６ １ ４６３ ２７ ７．８２ ７．６８ －０．１４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１０８ １ ４３６ １ ４５８ ２２ ７．８２ ７．７１ －０．１１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０１ １ ３６７ １ ３９５ ２８ ８．１６ ８．０２ －０．１４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０２ １ ３５９ １ ３９５ ３６ ８．２０ ８．０３ －０．１７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０３ １ ３１８ １ ３５６ ３８ ８．４１ ８．２２ －０．１９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０４ １ ３８０ １ ４０４ ２４ ８．１０ ７．９８ －０．１２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２０５ １ ３８０ １ ４３０ ５０ ８．１０ ７．８５ －０．２５ ９ 等肥力提升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１ １ ４９５ １ ４８９ －６ ７．５３ ７．５５ ０．０２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２ １ ４５９ １ ４２１ －３８ ７．７０ ７．９０ ０．２０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３ １ ４１０ １ ３８０ －３０ ７．９５ ８．１０ ０．１５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４ １ ４１８ １ ３８０ －３８ ７．９１ ８．１０ ０．１９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５ １ ４１８ １ ３８０ －３８ ７．９１ ８．１０ ０．１９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６ １ ４３７ １ ３９８ －３９ ７．８２ ８．０１ ０．１９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３０９ １ ４１８ １ ３８０ －３８ ７．９１ ８．１０ ０．１９ ８ 等逐步干旱型
ＤＹ４１１７２４０４０４ １ ３９５ １ ３６３ －３２ ８．０２ ８．１９ ０．１７ ９ 等逐步干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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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及改善农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４．３　 南部低山生态经济区　 南部低山区为博山区南部和沂

源县，区内发展体现农业发展战略：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
依托农业产业化，打造果、蔬、中药材、畜牧品牌，发展生态农

业，建成循环农业、都市农业等现代农业示范园。
该区土地整治方向：①以农用地整理为主，通过改造中

低产农田，增加农林间作面积，加强水利基础设施以及农田

林网的建设，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建立无公害和有机食

品生产、菜篮子基地、优质果品基地。 ②将生态敏感区、脆弱

区等生态红线区实行分级分类管控，以生态类限制开发的区

域为主体，山林绿化区、水源保护地为骨架，点状分布的禁止

开发区域为基本组成，来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生态走廊。 ③
以生态保育为前提，适度开发宜耕未利用地，坚持土地资源

保护性开发，构建耕地、林草、水系、绿带等生态廊道，实施土

地生态环境整治示范工程，促进生态功能的恢复和提高，切
实维护生态安全［８］。
５　 结语

土地整治与农业的发展涉及方面非常广泛，而且两者都

具有很长的时间延续性，深刻剖析这两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之

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但能对“三农”问题

提供一定的解决方向，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进一步探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具体指标，针对当

前土地整治工作进行改进和完善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

重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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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正阳县共布设耕地质量监测单元（固定监测单元和

随机监测单元）２５ 个，其中固定监测单元 ４ 个，分别为 ８ 等肥

力提升型、８ 等逐步干旱型、９ 等肥力提升型、９ 等逐步干旱

型；随机监测单元 ２１ 个，其中 ８ 等肥力提升型 ８ 个，８ 等逐步

干旱型 ７ 个，９ 等肥力提升型 ５ 个，９ 等逐步干旱型 １ 个。
　 　 （３）通过耕地质量监测单元调查与评价，全县肥力提升

型耕地国家利用等指数有所增加，逐步干旱型耕地国家利用

等指数有所下降，但等别均变化不大。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耕地质量监测评价制度化。 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评价

通过对县域内渐变耕地进行监测，分析影响耕地质量等别变

化的主导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耕地保护措施。 由于耕

地质量变化相对缓慢，因此需要长期的连续监测，因此有必

要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工作制度化，从而实现耕地的可持续

利用。
４．２．２　 用于指导土地整治实践。 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揭示了

影响全县耕地质量的主导因素［９］，因此可用于指导编制土地

整治规划，明确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和土地整治方向；同时，也
可用于指导土地整治项目设计，根据某一区域耕地质量限制

性因素有针对性地通过工程措施加以改良，从而整体提高全

县耕地质量。
４．２．３　 耕地质量动态监测。 为耕地质量预警提供依据。 耕

地质量动态监测是为掌握实时实地的耕地质量状况，持续定

期地通过科学而合理的空间取样，调查影响耕地质量的主要

指标或属性，并结合其他数据的分析，对耕地质量的变化做

出评估。 今后可以充分利用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成果，做好耕

地质量等级动态监测监管，为新时期耕地保护提供科学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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