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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我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划定提供参考，基于美国ＬＥＳＡ系统理论和农用地等级划分成果，构
建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平原区和丘陵区高标准基本
农田立地条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法库县平原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分值为７１～７８，丘陵区为３９～８７，综合
表明，平原区和丘陵区耕地立地条件均属于中等。同时，构建的评价体系继承和沿用了农用地等级划分成
果，实现了农用地等级划分成果的转化应用；评价指标和模型充分考虑了指标的全面性及其权重差异，评价
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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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农业得以发展的根本保
障。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中等和低等耕地较多，占
总面积的６７．３５％，适宜耕种土地相对匮乏［１］。为
更好地保护耕地，保障１．２亿ｈｍ２ 耕地红线，保障
粮食安全，国务院１９９８年发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依据地方人口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耕地保
护任务。基本农田作为耕地的精华，其划定和保护
研究是保护耕地的核心内容。在基本农田划定的具
体执行和操作层面，地方政府作为具体执行者在基
本农田划定中依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为满足建设
需求，划劣不划优、划近不划远等［２］，导致基本农田
“上滩、下海”现象的产生［３－４］，基本农田界限不清晰、
功能弱化等，致使其布局调整频繁。

为解决上述问题，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提出，划定用途不变、总数量稳定的高质量永久基本
农田，首次提出了永久基本农田概念，并于２００９年
正式落实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基本农田的
“永久性”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对耕地质量的要求更加严格。对耕地质量进行
全面调查和评价，是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基础和方
法依据。对此，国家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对耕地质
量进行了量化和评价，国内外学者也对科学评价耕
地质量进行了研究，但其中过多考虑耕地的自然质
量状况，忽视了对耕地立地条件的考虑［５－６］，不仅不
能真实反映耕地实际生产力，还将导致优质耕地被
非农建设频繁占用，严重破坏耕地的本质属性，进而

影响社会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考虑立地
条件以保障其稳定性。虽然有学者关注立地条件的
重要性［７－９］，但对耕地稳定性的研究尚不全面。距离
城镇、道路的耕地被视为优质耕地，此类耕地被划入
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却面临被频繁调整和占用的风
险，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附近和道路两侧质
量较优的地块。因此，开展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探讨
耕地立地条件因素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影响，测
算立地条件中基本农田划定的风险距离，为协调建
设需求与基本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方法借鉴十
分必要。为此，笔者以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为研究
区域，基于ＬＥＳＡ系统和农用地等级划分成果，构
建该县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体系和评价模
型，计算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分，以期为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地理位置
法库县位于辽宁省北部，辽河中游右岸，为沈阳

市管辖，共有１个开发区，１９个乡镇，２２５个村落以及
１５个街道。地理位置为北纬４２°０８′４６″～４２°３９′２９″，东
经１２２°４４′２３″～１２３°４５′１４″，是辽北平原的一部分。东
邻铁岭和调兵山市，东北与昌图、开原接壤，北与康平
县毗邻，西与彰武县相接，南与新民市、沈北新区相接
（图１）。县城距沈阳市９０ｋｍ，县境南北约６０ｋｍ，东
西约８０ｋｍ，区域总面积２　２８１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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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法库县地理位置情况

１．２ 土地利用状况
法库县全域面积为２２８　８５５ｈｍ２，其中山地丘陵

占比３４％，水域占比４％。截止２００７年，全县农用
地共计１８８　８７９ｈｍ２，占县土地总面积的８２．５３％。
其中，耕 地 １３６　４６２ｈｍ２，占 比 ５９．６３％；林 地
３４　９３９ｈｍ２，占比１５．２６％；园地３　６４６ｈｍ２，占比
１．５９％；牧草地１　５７４ｈｍ２，占比０．６８％；其他农用
地１２　２５９ｈｍ２，占 比 ５．３４％。全 县 建 设 用 地
２４　１４２ｈｍ２，占县总面积的１０．５５％；农村宅基地及
工矿用地１８　９５４ｈｍ２，占比８．２８％；交通水利用地
４　７７０ｈｍ２，占比２．０８％；其他建设用地４１８ｈｍ２，占
比０．１８％。未利用土地面积１５　８３４ｈｍ２，占比
６．９２％。

全县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丘陵平原起伏交错。
２０１１年变更调查耕地总面积为１５６　００６．５４ｈｍ２，其
中水田面积５　７７３．４６ｈｍ２，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７％，
水浇地面积４５８．０９ｈｍ２，占比０．３％，旱地面积
１４９　７７４．９９ｈｍ２，占比９６％。表明，全县主要耕地
类型是旱地，其次为水田，最后是水浇地。土地利用
格局清晰，差异明显（图２）。

图２ 法库县地形划分

２ 研究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方法

２．１ 数据资料
图件资料包括法库县标准样地分布图、法库县

耕地等别图、法库县耕地利用等别图、法库县土地利
用系数图、法库县土地经济系数图。社会经济数据

资料为法库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统计年鉴。文字资料
为法库县２０１１年度成果技术报告和工作报告。
２．２ 评价方法
２．２．１ 理论基础 立地条件最早在林学中提出，
作为森林经营规划的基础研究，是指在林业生产中
构成的地质地貌、水文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各种外部
环境条件因子。与林地不同，耕地的立地条件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由美国首次提出，并在农用地评价中占
有重要地位。美国ＬＥＳＡ系统［５］将土地分成农用
地自然条件和立地条件两方面，其中立地条件分为
３个层次：首先是除土壤质量以外的对农业生产起
到制约作用的外部影响因子，如与周围环境相宜性、
耕作范围等；其次是能够衡量发展、流转压力的土地
政策、规划、距市中心或城市增长边界距离等因素；
最后是能展现耕地生态、景观等附加价值的特性。
本研究将立地条件与耕地自然质量结合，共同反映
永久基本农田的综合质量，认为立地条件是除耕地
自然质量外，影响耕地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适宜性、
耕地永久稳定性且能够体现耕地建设方向的外部环
境条件。据此，定量评价耕地立地条件对高标准基
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以实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
参考应用的可行性。
２．２．２ 评价因素选择及赋值 通过评价因素计算
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选择评价因素时，选择对
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有影响的全部因素。通过
文献综述法，结合法库县区域特点，确保评价结果能
够真实反映法库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情况。最终
确定影响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的因素如图
３所示。

图３ 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１）灌溉保证率。其分为充分满足、基本满足、
一般满足、无灌溉条件４个级别，评价平原区和丘陵
区选择该因素，按照《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对各等
级赋予分值（表１）。

表１ 灌溉保证率分级及分值

等级 分值
充分满足 １００
基本满足 ９０
一般满足 ７０
无灌溉条件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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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排水条件。丘陵区的排水条件一直为１００，
因此山地丘陵区不考虑排水条件。平原区需要考虑
排水条件，排水条件分为排水体系健全、排水体系基
本健全、排水体系一般、无排水体系４个级别，按照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对各级赋予分值（表２）。

表２ 排水条件分级及分值

等级 分值
排水体系健全 １００
排水体系基本健全 ９０
排水体系一般 ７０
无排条件 ３０

　　３）路网密度。其是反映田间道路现状的指标，
计算公式：

路网密度＝农村道路面积／耕地面积＊１００
根据计算，最大值为１６．７２５７，最小值为０，按照

最大值到最小值等间距赋值，分为５个分值区间，即
＜０，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并对各级赋予分值
（表３）。

表３ 路网密度分级及分值

等级 分值

＜０　 ２０
０～５　 ４０
５～１０　 ６０
１０～１５　 ８０
＞１５　 １００

　　４）破碎度。其是指与周边地块不相连的程度，
影响耕作便利度和机械作业便利程度，细碎化的耕
地不利于进行耕作，计算公式：
ＰＤ＝Ｎ／Ｓ
式中，ＰＤ 表示地块破碎化程度，Ｎ 表示斑块

数，Ｓ表示斑块总面积。
根据计算，破碎度范围为５×１０－６～１．７８×

１０－５，按照等间距分为５个等值区间并对各级赋予
分值（表４）。

表４ 破碎度分级及分值

等级 分值

＜５×１０－６　 １００
５×１０－６～２×１０－５　 ８０
２×１０－５～３．５×１０－５　 ６０
３．５×１０－５～５×１０－５　 ４０
≥５×１０－５　 ２０

　　５）耕地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在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中，耕地到农村居民点的距离又称为耕作
便利度，是指农民从居住地点到耕作区的空间距离。
相关文献表明［８］，该距离＜５００ｍ时，耕地立地条件
非常优越，而＞２ｋｍ时则认为其立地条件非常差。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的近邻分析对各农村居民
点到耕地的距离进行分析，并按照等间距赋值法对
各等级赋予分值（表５）。

表５ 耕作便利度分级及分值

等级／ｋｍ 分值

＜０．５　 １００
０．５～１　 ８０
１～１．５　 ６０
１．５～２　 ４０
＞２　 ２０

　　６）耕地到公路的距离。根据相关研究［９］，耕地
到公路的距离＜５００ｍ时，认为耕地立地条件较好，
该指标的分值较高；距离＞２ｋｍ时，认为立地条件
较差，指标分值相对越低。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的近邻分析对各公路到耕
地的距离进行分析，并按照等间距赋值法对各等级
赋予分值（表６）。

表６ 耕地到公路距离分级及分值

等级／ｋｍ 分值

＜０．５　 １００
０．５～１　 ８０
１～１．５　 ６０
１．５～２　 ４０
＞２　 ２０

２．２．３ 评价模型构建　评价单元以地块为主，按
照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筛选得到评价单元。

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由各评价因素分值以其
权重综合计算得出，公式：

Ｌｉｊ＝∑
ｍ

ｉ＝１
ｗｉｊ·ｆｉｊ

　　式中，Ｌｉｊ表示评价单元立地条件分值，ｉ表示评
价单元编号，ｊ表示评价因素编号，ｍ 表示评价因素
个数，ｆｉｊ表示第ｉ个分等单元内第ｊ个评价因素的
指标分值，取值（０～１００］，ｗｉｊ表示第ｉ个评价单元
内第ｊ个评价因素的权重。

根据上式计算耕地立地条件评分，按照等间距
赋值的方法将法库县平原区和丘陵区耕地的立地条
件评价分值划分为相应区间。平原区划分为３个区
间：＜６０，６０～７０，≥７０；丘陵区分为５个分区间：

＜５０，５０～６０，６０～７０，７０～８０，≥８０。
采取特尔菲法来对立地条件评价指标权重进行

确定，计算公式：

Ｗｉｊ＝
１
ｍ∑

ｍ

ｊ＝１

　　式中，Ｗｉｊ表示第ｉ个评价因素的权重，ｍ 表示
专家人数，ｊ表示评价因素标号，ｆｉｊ表示第ｊ个专家
对评价因素ｉ的权重打分（取值０～１）。根据该公式
计算得出立地条件各评价因素的权重值（表７）。

３ 研究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结果

３．１ 平原区
经计算得出，全县平原区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

条件评分分布在７１～７８。从表８看出，评分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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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立地条件评价因素指标权重

指标 权重
灌溉保证率 ０．１２
排水条件 ０．０６
路网密度 ０．２０
破碎度 ０．１２
农业人员投入 ０．１０
距公路距离 ０．２１
耕作便利度 ０．１９

的耕地面积最大，为１　４３６．５３ｈｍ２，占全县平原区耕
地总面积的４８．７７％；其次为≥７０分值区间，面积为
９１９．６８ｈｍ２，占比３１．２３％；最后为＜６０分值区间，
面积为５８９．３２ｈｍ２，占比２０％。综合表明，全县平
原区耕地立地条件属于中等，这与县内低山丘陵为
主，丘陵平原起伏交错的地形地貌有关。
表８ 法库县平原区不同立地条件评价分值区间的耕地面积

评分 面积／ｈｍ２

＜６０　 ５８９．３２
６０～７０　 １　４３６．５３
≥７０　 ９１９．６８
合计 ２　９４５．５２

　注：面积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计（下同）。

３．２ 丘陵区
经计算得出，全县丘陵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分

分布在３９～８７。从表９看出，评分６０～７０的耕地
面积最大，为５７　２０３．５２ｈｍ２，占全县丘陵区耕地总
面积的３７．３７％；其次是７０～８０分值区间，面积为
４９　８３２．７２ｈｍ２，占比３２．５６％；其余依次为≥８０、
５０～６０、＜５０分值区间，面积依次为２８　９１４．３６ｈｍ２、
１６　９０３．３６ｈｍ２、２０７．０６ｈｍ２，分别占比１８．８９％、
１１．０４％、０．１４％。综合表明，全县丘陵区耕地立
地条件属于中等。
表９ 法库县丘陵区不同立地条件评价分值区间的耕地面积

评分 面积／ｈｍ２

＜５０　 ２０７．０６
５０～６０　 １６　９０３．３６
６０～７０　 ５７　２０３．５２
７０～８０　 ４９　８３２．７２
≥８０　 ２８　９１４．３６
合计 １５３　０６１．０２

４ 结论与讨论

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和具体建设目标，充分考
虑该区域土地整治特点及一般规律，结合区域土地
利用现状，应用理论分析法和文献阅读法，以 Ａｒｃ－
ＧＩＳ软件为技术支撑，结合特尔菲法，对高标准基本
农田评价单元进行空间赋值，对相关因素进行缓冲
分析，分析法库县各乡镇立地条件状况，最后采用
ＬＥＳＡ体系，根据ＬＥ和ＳＡ构建综合评价模型计算
得出，法库县平原区高标准基本农田立地条件评价
分值分布在７１～７８，６０～７０分区间的耕地面积最

大，为１　４３６．５３ｈｍ２；陵区耕地立地条件评价分值分
布在３９～８７，６０～７０分区间的耕地面积最大，为
５７　２０３．５２ｈｍ２。综合认为，法库县平原区以及丘陵
区耕地立地条件属于中等。

本研究建立的耕地立地条件评价指标体系继承
和沿用了农用地分等成果，实现了农用地分等成果
的转化应用。同时，从农田的自然条件、农业基础设
施、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方面综合选取指标，并
考虑了各评价因子对耕地立地条件影响不同而存在
的权重差异，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了耕地立地条件
评价分值，该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可为高标准
基本农田建设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总之，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是一项涉及土
地利用规划方案、田间配套设施、经济效益以及生态
效益等综合考虑的复杂工程。需要通过对区域土地
的科学规划调整、土地平整工程、灌溉排水工程、道
路工程以及农田防护工程等措施，使区域耕地达到
高标准要求，为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提供
必要条件，同时结合农业产业发展布局，探索为特色
农业服务的土地整治与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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