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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3 在农用地定级中的应用研究
———以江都市为例

彭建超，吴 群，郭贯成
（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南京# ’*((4)）

摘要：数据处理与图件生成是农用地定级中的关键技术，通常由专业定级软件来完成。本文提出在 ./-012% 3 系统

下，利用其组件在处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方面的功能和优势，特别是 ./-567 组件中集成的 89. 二次开发模块，

完成定级单元的划分、定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的计算、定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图的生成以及定级指数的计算等，并

以江都市农用地定级为例，加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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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农用地定级试点的深入，其在理论和技术

方面均得到发展，但数据处理和图件生成一直是农

用地定级技术的难点和关键。现有的专业软件系统

数据容错性较差，缺乏稳定性，因此，研究运用现有

?0: 软件功能及其所提供的二次开发平台，完成农用

地定级中的数据分析处理和图件生成任务，对开展

农用地定级信息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 ./-012% 3 系统下，选择农用地定级方法

中技术相对成熟的因素法，即通过对构成土地质量

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确定因素

因子体系及影响权重，计算单元因素重分值，以此为

依据，客观地评定农用地级别的方法［*］，并以江苏省

江都市农用地定级为例，研究 ./-012% 3 在农用地定

级中的应用。

*# 定级因素因子收集整理

农用地定级既要考虑自然因素的影响，也要综

合分析经济和区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作用

形成土地质量特征。对照农用地定级备选因素因

子，结合江都市实际情况，按主导因素、差异性、相对

稳定性、可行性原则，选取自然条件数据（ 气候、水

文、土壤、地貌、农田基本建设）、农用地利用数据（主

要农作物面积、单产、样点土地利用条件）、农用地经

济数据（人均耕地、亩均资金投入、亩均纯收益、农村

道路网分布）及图件资料（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

地形图、土地利用规划图），并进行异常剔除、修正和

更新，利用 ./-@%%A9%B 进行格式和投影转换等标准

化处理。未进行数字化处理的纸图在 ./-567 中利

用 ?,%/,2,/,1-C1D 模块和 EFCG%/ 模块进行数字化处

理。最后，在 ./-H6G6A%D 下建立农用地定级数据库，

对收集整理好的空间属性数据进行组织管理。在定

级因素因子数据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选用一定方法

测定因素因子权重，录入定级数据库。

’# 定级因素因子分值计算

!& "# 定级单元的划分

运用因素法定级，首先应划分定级单元，作为定

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计算的基本单位。要求单元内

土地质量相对均一，单元间差异较大，地物和权属界

线封闭且数据已获取。依据江都市土地利用现状类

型多及地貌类型较复杂的特点，选用叠置法将相同

比例尺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与地形图、土壤图叠加，划

分农用地定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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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选用 #$%+)),-). 中的叠加处理模块，在

“/01$,23 4562$7”向导下，采用 &’81$91%8 方式进行地

形图与土地利用现状图的空间叠加分析。在 &’81$:
91%8 运算中，求取两个数据集的交集，将两个数据集

中相同的数据输入到结果数据集中，其余被排除，那

么，运算结果为两个数据集重叠的部分，不仅包括地

形图的属性数据集，而且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属

性数据集；然后，将土壤图和运算结果进行叠加分

析，初步得到定级单元图，并将其利用“;,5<5’281”命

令进行小多边形归并操作［=］，按《 规程》规定的最小

上图面积（> <<=）和 ?!? 万比例尺计算，要归并多

边形的实际最小面积为 >@@ <=，处理后生成的最终

定级单元图，共有多边形 * >@* 个；最后，进行属性

字段编辑整理。

!A !" 扩散型因素因子分值计算

扩散型因素因子是指该因素因子的优劣不仅对

此地块有影响，对周围地块或相邻的平行于该因素

因子中心带的地块也产生影响，如农贸中心、道路通

达度等点、线状因素因子。这些因素因子对周围地

块的影响随距离的增加呈线性或非线性衰减。该类

因素因子作用分值量化方法是，先在各因素因子内

按规模或类型求出各点、线设施的相对作用分值，最

大值为 ?@@；然后，根据因素的类型或规模计算其作

用范围或影响半径，并划分若干相对距离区间；最

后，根据因素因子影响随距离衰减的规律，选取不同

的分值计算模型，计算定级因子作用分值［B］。

扩散型因素因子作用分值的计算模型主要有线

性衰减模型和指数衰减模型。各模型中，影响因素

与评价单元间的实际距离是关键未知量，现有的 C&D
软件还不能直接获取该实际距离进行线性或指数衰

减分析。#$%&’() *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高度灵活的可

扩展的环境，并进行应用程序的定制。其中 #$%E2F
组件的 G-#（G59H2, -295% ()$ #FF,5%285)’）编辑器可

以让用户编写定制脚本并作为宏来运行和保存到可

被添加到界面上的命令按钮里。由于 G-# 完全被

集成在 #$%E2F 中，在一个农用地定级系统研究中，

运用 G-# 定制需求功能，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而且

能加快开发进度。以江都市农贸中心影响度因子作

用分值计算为例，说明如何在 #$%E2F 中利用 G-#
编辑器实现。

=A =A ?" 农贸中心影响度作用分值计算

I利用指数衰减公式进行计算，即

! " # $"
?% & （?）

" " 式中，! " 为农贸中心影响度作用分值；" 为农贸

中心的序号；& 为相对距离（ & J ’" ( ’）；’" 为地块与

农贸中心的实际距离；’ 为农贸中心影响半径；$"

为农贸中心规模指数。

式（?）中 $"值、’ 值已在数据整理、标准化阶段

算出，并录入到农贸中心图层的属性数据表中，’" 是

计算 ! " 的关键未知量，可以通过编写程序在 #$%E2F
中从农贸中心和定级单元两个图层间计算获取。利

用 #$%E2F 中的 G-# 二次开发功能，计算农贸中心

影响作用分值，先量算地块与农贸中心的距离 ’"，然

后，在农贸中心图层的属性数据表中读取农贸中心

影响半径 ’ 及农贸中心规模指数 $"。

=A =A =" 地块受多个农贸中心影响作用分值的计算

多个农贸中心影响地块的作用分值计算公式为

) # ! ! " （=）

" " 将计算结果赋予一个新字段中，即可完成功能

定制。

K) L’85, *+,-.)/01 &9 M)8N5’O ’遍历各个定级单元

D18 *2&/0 J *+,-.)/013 450*/
D18 *6$78&9:& J *6$*:";19)/01<,0993 4/0&75

（*=8/&-)",1/&，)0,9/）
D18 *6$*:";1)/01 J *6$78&9:&3 6/>1)/018&/ ’获

取农贸中心点

*2&/03 =8/&-</;1&:"’ *:";1?@
A3 B J *:";1?@3 B
A3 C J *:";1?@3 C
D18 *+&:>"D"1-E* J A
!F J @

K) L’85, *6$*:";1)/01 &9 M)8N5’O
D18 *:";16$ J *6$*:";1)/013 450*/
0F J *6$*:";1)/013 G0,8/（0）’获取农贸中

心影响半径

9F J *6$*:";1)/013 G0,8/（ 9）’获取农贸中

心规模指数

H3 B J *:";16$3 B
H3 C J *:";16$3 C
’" J *+&:>"D"1-E*3 I/18&;J"910;7/（ H）’计

算定级单元与农贸中心间的距离

&( ’" "0F +N1’
! " J 9F P（? Q ’" ( 0F）’农贸中心影响

度作用分值的计算

!F J ! " R !F ’地块受多个农贸中心影响

作用分值的计算

;’7 &(
D18 *6$*:";1)/01 J *6$78&9:&3 6/>1)/0K
18&/

S))F
*+,-.)/013 G0,8/（L） J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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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存农贸中心影响度作

用分值计算结果

%&’ !"#$%&’() ( !&’().-’/.-0,-* 1’2)&’().-’
)**+

!, "! 非扩散型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计算

非扩散型因素因子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它所

依附的客体在某一区域中分布面积较大，二是这一

类因子仅对其自身客体所在的地块产生影响，如土

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 值等非扩散型因子。非扩散

型因素因子作用分值的计算主要依据所收集资料的

现有属性数据，选择一定的方法进行计算。在 ./01
23+ 下，打开图层属性表，用户可以新增图层属性字

段，然后利用“45&67 8360963’*/”对话框，依据其它属

性字段数据值计算该字段值。“45&67 8360963’*/”中

集成了 :# 个常用的数学函数，并可编写 ;<. 代码。

在计算字段值之前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可更大限度

地满足用户对字段值计算的要求。下面以土壤 +-
值非扩散型因子为例，加以具体说明。

土壤 +- 值对农用地级别的影响属于区间型的，

此类因子指标值在某一区间内对农用地级别的影响

差异不大，不同区间对农用地级别的影响有差异，此

类因子适宜于采用指标分级赋分法计算因子分值。

本研究中江都市农用地定级非扩散定级因子土壤

+- 值影响分值计算见表 :。

表 :! 江都市农用地定级土壤 +- 值因子指标分级赋分

作用分值 :## =# ># ?# @# A#

+- 值 ? B C, = $, $ B ?, #
C, = B >, :

$, # B $, $
>, : B =, # @, $ B $, # D @, $

=, # B =, $ #=, $

定级单元图是由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

地形图合并而来，而土壤 +- 值已经包括在土壤图的

属性表中，所以定级单元图的属性表中就包括土壤

+- 值。在 ./023+ 下，打开定级单元图层属性表，添

加一个“E*56 +-FG69”字段存放土壤 +- 值因子作用

分值，“ 45&67 8360963’*/”对 话 框 中，在“ H/& I )*J50
;<. %0/5+’ 8*7&”下添加如下代码

K5L *9’G369& .E K*9M6&
K5L +- .E K*9M6&

+- (［土壤 +- 值］’获取定级单元的土壤

+- 值

NO +-#? .P7 +- DC, = QR&P
! ! ! ,.)3(#.’ ( :##

S6E& NO（+-#$, $ .P7 +- D ?）T/（+-#C, =
.P7 +- D>, :）QR&P

! ! ! ,.)3(#.’ ( =#

S6E& NO（+-#$ .P7 +- D $, $）T/（+-#>, :
.P7 +- D=）QR&P

! ! ! ,.)3(#.’ ( >#
S6E& NO +-#@, $ .P7 +- D$ QR&P

! ! ! ,.)3(#.’ ( ?#
S6E& NO +- D@, $ T/（+-#=, # .P7 +- D=, $）

QR&P
! ! ! ,.)3(#.’ ( @#

S6E& NO +-#=, $ QR&P
! ! ! ,.)3(#.’ ( A#
SP7 NO
令“ 0,4# !5F3#.”字段值等于“ ,.)3(#.’”，即可完

成定级单元土壤 +- 值影响分值计算。

!, #! 定级因素因子分值图生成

定级因素因子分值图是农用地定级的中间成果

图之一，扩散型因素因子（ 点状、线状因子）分值图

生成较难，非扩散型因素因子（面状因子）分值图生

成相对简单。在 ./023+ 环境中，运用内置 ;<. 开

发模块和 AK .P36UE’ 模块生成扩散因子作用分值

图。以农贸中心点状扩散因子为例：首先，在缓冲

区生成向导“<9OO&/ V5W3/7, , , ”下，以各农贸中心影

响半径为缓冲半径生成因子影响缓冲区图；其次，

利用 ;<. 编辑器进行扩展功能定制，在缓冲区内生

成插值点，并按公式（:）给插值点赋值；然后，在 AK
.P36UE’ 模块中，由该插值点数据集生成不规则三角

网（QNX，Q/53PJ963’&7 N//&J963/ X&’Y*/Z）；最后，提取

等值线生成农贸中心影响度因子分值图（图 :）。

图 :! 农贸中心影响度因子作用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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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生成道路通达度等线状扩散因子分值

图 +。

图 +" 道路通达度因子作用分值

面状非扩散因子分值图的生成相对简单，如图 ,
所示。

图 ," 土壤 -. 值面状因子作用分值

!/ "" 定级指数计算

运用因素法计算定级单元指数是将单元内各定

级因子作用分值进行加权求和，公式如下

!" # !$% & ’"% （,）

" " 式中，!" 为第 " 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为

第 % 个定级因子权重；’"%为第 " 个定级单元内第 % 个

定级因子的分值。

在定级单元图层属性表中添加“()*+,0-+,”字段

来存放定级单元总分值，进入“12345 674%8479)$”对话

框，然后，在“()*+,0-+, : ”文本框中按公式（,）输入

各影响因子字段名与相应权重的乘积之和的加权求

和表达式，即可得到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 #" 农用地级别划分

农用地级别划分通常有等间距法、数轴法、总分

值频率曲线法等。根据计算得出定级指数，选择适

当的方法对农用地级别进行划分。在 #$%;7- 中，用

户可以通过选择专题图类型、分类方法、色彩分级和

符号来改变图层绘制的方法。例如，在“<=>?)4)@=”

图层属性下，可以按定级指数字段值设置定级单元

图斑颜色分级显示，并用“647AA2(=/ / / ”命令定义合适

的分类方法、分类间隔和分类数划分定级指数值。

据此，江都市农用地级别按地类划分为水田 ! 个级

别、旱地 ! 个级别、菜地 B 个级别。

," 结语

综合运用 #$%&’() 的各个功能，特别是 #$%;7-
的 CD# 二次开发工具系统，完成定级单元划分、定

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计算、定级因子作用分值图生

成、定级指数计算等，该方法在实际中是可行的，对

其它地区农用地定级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将 #$%&’() 在处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方面的优势

运用到农用地定级中，体现了 E&< 技术在土地资源

管理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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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彭建超（AB%" 8 ），男，硕士研究生，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为不动产估价与管理。

（责任编辑：周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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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遥感》投稿须知

（A）! 来稿必须是未正式发表过的打印稿或电子版本稿件（一式两份，邮发、) 8 H65I 均可），拒受手稿，避免一稿两投。

（"）! 论文项目要齐全，前置部分应包括题名、作者署名、作者单位、所在省市、邮政编码、中英文摘要、关键词（X 8 $ 个）、

中图法分类号等；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正文、结论、致谢、参考文献等。

（X）! 论文要求论点明确，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术语准确，文字精练，数据可靠，图表清晰，不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技

术秘密，文责自负。

（Y）! 论文题目不要过长（一般在 "# 个汉字以内），文内标题层次不超过 X 级，一级标题用 A、"、X，二级标题用 AR A、AR "、AR
X 等表示，依次类推，顶格书写。

（$）! 作者只列出主要参加者，一般不超过 Z 人，其他人可在致谢中列出。

（Z）! 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外文字母应分清文种、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字符的位置应区别明显，表格尽

可能用三线表。

（[）! 参考文献用顺序编码制标注，只列出与本文有关的公开发表的文献，非公开出版物以脚注形式标出。参考文献的

编著者不到 X 人时，全部列出，超过 X 人时，只写前 X 人，后加“等”。

（%）! 论文字数（包括图表所占篇幅折合的字数）控制在 % ### 字之内，即 &Y 纸不超过 Y 面。

（B）! 文后附上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籍贯、学位、职称、所从事的职业及研究方向等，提供联系电话及

) 8 H65I。
（A#）! 注明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名称和编号。

（AA）! 文中只附必要的图、图像及表格，图表力求简单，有自明性，有相应的图题和表题，图中文字、符号、坐标等应与正

文呼应，凡涉及国家界限的图件必须以国家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最新地理底图为依据。双栏排图长 \ [% HH，通栏排图 \
AZ HH，图内文字用 Z 号字体。图像和照片要求黑白清晰、层次分明，连同图像照片说明一起拼贴在 "Y HH ] A% HH 图版范围

内，图像格式为 04)3 格式。

（A"）! 根据国家《著作权法》，编辑可以对来稿进行适当的删减和编辑加工，但对实质性的内容修改须征得作者同意。

（AX）! 来稿一经刊用，编辑部将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文章刊出后，按规定一次性向作者支付稿费，并赠送当期刊物 " 份。

（AY）! 本刊除印刷版外，还有光盘版和网络版，文章一经录用，所有版本的版权都转为本刊所有，凡不愿将自己的论文以

光盘版和网络版发表的，请投稿时给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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