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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利用翔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项目成果汇编的专著，该项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学模
型集成技术，利用翔安区耕地利用现状调查以及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地力调查样点数据资料，对翔安
区耕地土壤及其地力状况开展系统、全面地调查评价，旨在摸清翔安区耕地土壤类型变化、数量及其
空间分布；揭示翔安区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养分丰缺、地力水平、中低产田类型及其限制因素等，为
全区耕地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科学施肥以及中低产田改良等提供科学依据。
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介绍了翔安区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二章阐述了翔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
方法，第三章分析了翔安区耕地土壤类型、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状况，第四章探讨了翔安区耕地
土壤主要理化性状，第五章介绍了翔安区耕地地力状况、中低产田类型及其主要障碍因素，第六章在
分析翔安区耕地地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翔安区耕地资源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策。

《翔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明确，图文并茂，适合翔安区乃至厦门市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科研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以及农林院校相关专业的广大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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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采用规范方法，确保分析精度　　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地力调查规定的分析方法，由
具有国家计量认证的福建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开展调查样品分析测试工作。
采用插入质控样品、平行双样分析和加标回收实验来检查样品分析的准确度。
分析测试项目包含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有机质、pH值、全氮、全磷、缓效钾、有效硫、有效硼
、有效锌、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土壤质地和阳离子代换量等。
　　（九）GIS与模型集成，建立空间和属性数据库　　一是基础属性数据库建立。
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数据汇总软件，以调查点为基本数据库记录，以各耕地地力性状要素数据为基本字
段，建立耕地地力基础属性信息数据库，应用该数据库可进行耕地地力性状的统计分析，是耕地地力
管理的重要基础数据。
　　二是基础空间数据库建立。
将扫描矢量化及空间插值等处理生成的各类专题图件，在ARC/GIS软件的支持下，以点、线、区文件
的形式进行存储和管理，同时将所有图件转换统一到相同的地理坐标系统和文件格式，最后均导人到
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以建立基础空间数据库及翔安区工作空间。
通过空间数据文件与属性数据文件同名字段实现空间数据库与属性数据库的连接并可进行空间数据库
与属性数据库的实时更新。
　　（十）科学划分单元，开展耕地地力评价　　以耕地利用现状类型为基础，结合土种类型图斑来
综合确定评价单元。
一是采用叠加法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综合地力指数；二是用累计曲线法确定耕地地力综合指数分级方
案，将翔安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6个等级。
　　（十一）耕地地力评价结果符合性检查　　为保证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采用“三审制”进行符合性验证。
即：①按照涵盖所有发生变化土壤类型的原则，选择一定比例的变化斑块开展野外实地调查（必要时
挖掘土壤剖面），验证耕地土壤类型的变化判断的准确性；②在对耕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和土壤类型属
性数据库等基础数据、评价过程各个环节的参数和计算过程检查的基础上，根据县域地形地貌、气候
、耕地利用类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土种的中低产田类型一般归属等相关资料，在室内观察分析
评定的区域耕地地力等级的合理性；③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评价单元，根据各评价单元的实际地形地
貌条件、土种类型和农作物产量水平等，深入实地判断验证评价单元耕地地力等级的准确性。
　　（十二）构建耕地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翔安区耕地地力信息管理系统，为翔安区的耕地提供信
息质量动态变化、土壤适宜性、施肥咨询、土壤养分丰缺等多方位的信息服务，为农业生产决策及科
学施肥提供科学依据，也为翔安区的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基础资料，促进全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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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翔安区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根据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007年工作部署，翔安区
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同时，按照《全国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借助全球定位系
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与数学模型集成技术，开展区域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工作。
通过调查与评价，查清翔安区耕地地力状况及其障碍因素，为推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持续开展土壤
改良与培肥等提供科学依据，建立翔安区耕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合理布局种植
用地，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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