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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用计 算机进行土地资料评价 的过程
,

并 用土地资料评价软件
,

对我国湖北省 四湖地区土壤 进行

了适宜 性评价
。

一
、

土地资源评价

土地资源评价就是客观地评价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 “

指导人类如何使川土
,

{也资源
,

既要充分发挥现有土地资源 的最大使用效益
,

又要考虑土地资源对未来人类社会的 后 继 作

用
。 ” 〔 1〕 。

本世纪 30 年代
,

美国农部创立了
“

土地潜力分级
” 〔 2, 3〕 ,

它是以土壤类型 的分类为基础
,

根据上壤
、

地形地貌
、

侵蚀类型和侵蚀强度
,

把土壤分为 7 个等级
。

随等级级别的提高
,

土

地遭受侵蚀破坏 的可能性增强
,

农用可能性降低
。

在 60 年代后期
,

由于世界受人 口
、

粮食
、

能源三大危机 的侵扰
,

特别是 1 9 7 3年
,

全 世界

粮食储备已下降到二次大战以来 的最低点
。

为此
,

美国等国大力加强粮食生产
,

世界粮食产

量才有回升
。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

联合国粮农组织
一

于工9 7 6年 出版了
“

上地评价纲妥
”

一

书
。 `

己

以美国农部的
“

土地生产潜力分级
”

为基础而制定的
。 “

纲要
”

对土地资源评价的墓本概念
、

原

则
、

适用性分级的结构以及进行土地适用性评价 的必要程序作了全面 的论述
,

指 出了土地资

源评价 的重要意义〔 1 〕。

有关 科学家认为
, “

它是本世纪后期土地 (土壤 )资源评价方法研究水

平 的标志
。 ” 〔们

但是
,

令人遗憾是迄今仍然缺少一个国际性 的统一的土地资源评价系统和方法
。

美国康

乃尔大学农学系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
,

正在致力于研究可供世界各国统一使用 的土地资源

评价方法
,

以便有共同的
“
评价语言

” 〔 5〕。

二
、

自动数据处理在土地资源评价中的应用

所谓 自动数据处理
,

即借助于计算机对有关资料进行处理
。

一般 匀
`

如 下步骤
:

(一 ) 建立土地资源评价数据库

利用计算机进行土地资源 评价 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建立土地资源数据库〔6 〕。

其实质就是土

地 (土壤 )信息系统 (S IS )
。

数据库中的数据是与土地有关的自然 的
、

社会的
、

经济的 重要资

料或因素
。

数据库中的资料可以通过野外调查或用田间实验获得
,

担大部分是通过间接方式

获得的
。

如对 三峡库区进行土地资源评价
,

可以使用当地科技部门多年茉积 的土壤
, 产毛候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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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
、

水文
、

植被及投入产出等等有关研究报告
。

而世界范围内的数据
,

则要建立在标准

化样品及统一分析方法等基础之上
。

康乃尔大学 目前正在进行世界范围内土壤样品标准化和

统一分析方法 的研究工作〔 7〕 。

有关土地资源评价 的各种资料
,

并不直接输入计算机
,

而是将有关资料按标准格式进行编

码
,

变成计算机易于阅读的形式
。

土地信息的资料不外乎两种形式
,

一是数字资料 ; 一是文

学资料
。

这两种资料均可按标准形式编码
。

例如
:

土壤有机质含量按 5 级编码
:

A < 1
.

5 0% ; B 1
.

5 0一 2
。

5 0% ; C 2
.

5 1一 3
。

5 0% ; D 3
.

5 1一 4
.

5 0% ; E > 4
.

5 1%
。

土壤侵蚀程度也可按 5 级编码
:

U 无侵蚀
; V 弱侵蚀

;
W 中度侵蚀

; Y 强侵蚀 ; Z 极强侵蚀
。

对各种资料进行恰如其分的编码
,

是获得高精度土地资源评价 的基础
。

美国土壤调查局

和加拿大环境部土地指导处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土地信息系统的两个中心
。

土地资料编码后
,

即

可存储在计算机系统内 (硬盘 )
,

也可以存储在计算机系统外 (软盘或磁带 )
。

在数据库尚未建

立前
,

如果需要对某一地区 的土地资源进行评价
,

也可以使用计算机评价软件
,

通过外部输

入 (键盘输入 ) 的办法输入评价编码
,

同样可 以完成土地资源评价任务
。

(二 )选择土地资源评价项目及评价指标

选择土地评价项目与评价指标是土地资源评价的又一关键问题
,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土地资源评价工作 的成败
。

评价项 目与指标的选择与土地利用形式密切相关
,

土地利用方式

不同
,

选择 的评价项目和指标也不一样
。

农业用地与林牧用地
;
旅游用地与工矿企业用地必然

有不同的评价内容和标准
。

即使是农业用地
,

水 田和旱地也有所不同
; 即使是水 田

,

南方稻

田与北方 稻田的评价项 目和指标也有所不同
。

总之
,

选择土地资源评价项目必须遵循以下两

个原则
:

(1 ) 选择与土地利用形式密切有关 的重要的自然
、

社会因素做为评价项 目 , ( 2) 在

诸多评价项目中
,

选择与该土地利用方式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 主导因素
,

并通过确定评

价标准突出出来
,

以反映该因素在土地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

例如
,

泰国在 P D P一 n 计算机

数据库中
,

贮有 18 种评价项 目
,

如土壤质地
、

土层厚度
、

障碍层种类
、

坡度
、

排水状况
、

表

层特征等
。

人们可 以根据不同的评价要求
,

选择所需要 的评价项 目〔的
。

在选定评价项目的基础上
,

确定每一项

目的评价指标并给予指数系数
。

不同的指数

系数反映各项目在评价中的不同权重
。

不论

评价指标是文字表达的还是数字表达的
,

均

要确定指数系数
。

如右表所列
。

( 三 )编制配比表

在确定评价项目和评价指标的基础上
,

还应提出与某种土地利用形式相关的配比表
,

的限制作用
。

坡度因素 (评价项 目 ) p H 因素 (评价项目

坡度范围

O一 2 %

3 一 5 %

9 一 8 %

9 一 16%

) 1 6 萝̀

指数系数

0

2

4

6

p H 范围

< 4
.

0

4
.

0一 5
.

0

5
.

1一 6
.

5

6
.

6一7
.

5

> 7
.

5

指数 系数

4

3

2

0

1

以及反映各评价项 目和指标对该土地利用形式

表 1 是根据 4 种评价项 目对于土地利用的不同限制作用两编制的配比表卿
。

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
,

配比表是在评价项目和评价指标分级基础上编制出来的
。

每一种土

地利用形式
,

每一特定的作物品种
,

都应有一个特定 的配比表
,

在编制配比表时
,

工作人员

应能较准确地掌握各种评价项 目的限制作用
,

以编制出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配比表
。

(四 )确定数据自动处理系统评价土地资源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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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土地质量评价项目配比表 表 2 不同土地类型不同使用方式的适宜性

土 地质 量 …
, . . 门. 尸.

.
. 1 . . . . . , , . . . 门. , r , 性月 , , 勺 .吧 , . . . 门 . . . , 一

抽
, 一 . . , , , ,

尸
, . , , . , ~ , 气 , , . , . , . -

~

一一 , , 州, ,
`

, .

限制因素分级

土地类型

适 宜 性

评价项 目 玉米 大豆 林 地 牧地

坡度 W V 1 1

土壤质地 一 A

pH 一 A B

土层厚 度 一 A

B C D E

B C D E

C D E

B C D E

一万
-

一
玉
一丫一

:
一 面一

A

B

C

康乃尔大学利用计算机进行土地资源评价
,

有两种评价方法
:

一是最大限制因素法
; 一

是参数法
。

最大限制因素法就是在选择评价项 目
,

确定评价指标和编制配比表的基础上
,

通过计算

机程序
,

对于土地利用的适宜性做出分级
,

并指出哪一个因素是主导限制因素
。

例如在林地

评价中
,

在所选择的 7 个评价项 目中
,

主导限制因素是地形坡度
。

参数法是对每一种土地类型确定不同的评价项目
,

根据每一个评价项 目对土地使用 的限

制作用的大小
,

确定其百分数的高低
,

而几种评价项目的百分数之和
,

即为总指数
,

然后根

据总指数大小
,

进行土地评级
。

在上述两种方法基础上
,

可对不同土地类型 的不同使用方式做出多元配比 (表 2 )
。

综上所述
,

利用计算机 自动数据处理进行土地资源评价大体步骤是
:

建立数据库
、

选用

评价项 目和评价指标
、

建立配比表及确定土地资源评价方法
。

这里需要指出 3 点
; 一是

,

利

用计算机处理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土地资源评价方法
,

因

而必须对样品 的标准化
,

各评价项 目的规范编码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
二是用计算机进行土地

资源评价应与建立土壤信息库同时进行使之成为常规的土地资源评价工具
,

完成高精度和高

速度的土地资源评价任务
。

康乃尔大学土壤信息库中贮有纽约州各县的土壤信息资料
,

可以随

时从库中调用任何一县或一地区土壤资料
,

在已有计算机评价程序基础上
,

对该地区的土地

利用进行评价
。

还可 以随时修改数据库中的资料
,

不断进行新 的土地利用形式评价
; 三是

,

自

动数据处理除了进行土地资源评价外
,

还可用于数据检索
、

分类
、

参数 制图等方面
,

以充分

发挥土壤信息库作用
。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
,

笔者按照上述步骤和方法
,

对我国湖北省四湖地区 的土地资源进行

了尝试性评价
。

评价资料是以四湖地区野外考察和荆州地区有关资料① 为基础的
。

结果表明
,

自动数字处理在评价土地资源方面具有广泛地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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