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江西省上高县为例的农用地分等研究

1.1 研究区域概况 上高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袁 总面积
1 350.25 km2袁位于 114毅28忆~115毅10忆E袁28毅02忆耀28毅25忆N袁地处
亚热带北部的季风湿润气候带袁气候湿润温暖袁雨量充沛袁
日照充足袁年平均气温为 17.5 益遥上高县地形地貌较为复杂
多样袁有野 六分半山两分田袁半分水袁一分道路和庄园冶之称袁
地势比较平缓袁地貌以低丘为主袁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90 %
以上袁低山丘陵区约占 4 %遥 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袁
具有西南高尧中部平尧东北部低的总特征[1]遥
1.2 相关资料的收集及评价因子数据库的建立 收集的

上高县相关图件主要有院1颐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曰 1颐5万行
政区划图袁1颐5万土壤图袁1颐5万有机质含量分布图袁1颐5万标
准比例尺地形图袁上高县 1颐5万土壤 pH值分布图遥 相关文
献资料包括院2002~2004年早稻尧晚稻尧油菜尧甘薯产量资
料袁早稻尧晚稻尧油菜尧甘薯的投入产出资料袁土壤侵蚀资料
等遥数据库建立是农用地质量评价应用的基础袁因此必须对
评价因子进行选择袁从而明确所需资料和数据袁确定入库的
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遥笔者共选取了剖面构型尧有效土层厚
度尧土壤质地尧有机质含量尧土壤 pH值尧地形坡度尧排水条
件尧灌溉保证率尧土地侵蚀度 9个评价因子遥
1.3 农用地分等的基本技术流程 见图 1遥

1.4 分等单元的划分 分等单元是农用地分等的最小空

间单位袁分等单元的划分要符合因素差异性原则尧界限分隔
原则尧边界完整原则尧相似性原则遥 根据叶 江西省农用地分
等实施方案曳中的要求袁上高县采用地块法对分等单元进行
划分[3]遥地块法是在工作底图上用明显的地物界限或权属界
限袁 将农用地分等因素相对均一的地块划分为分等单元的
方法遥 在上高县农用地分等过程中袁采用 1颐5万土地利用现
状图中的图斑与分等因素指标控制区图叠加后所形成的封

闭单元作为分等单元遥
1.5 分等单元质量分值的计算 首先根据分等因素的实

际状态值的区域分布袁编制农用地分等因素图曰其次袁根据
分等因素图及其记分规则表袁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袁获
得各分等单元尧各指定作物的分等因素指标分值曰再次袁将
分等评价单元图与指定作物分等因素作用分值图套合渊 GIS
空间叠加分析冤袁即可采集指定作物单元因素分值袁进而计
算单元指定作物因素质量分遥
分等单元单因素分值的确定方法袁主要有以点代面法尧

线形内插法尧面积加权法等遥上高县农用地分等采用以点代
面和面积加权法遥为体现主导因素原则袁分等单元农用地质
量分值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袁其计算模型为[3]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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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式中袁CLij为分等单元指定作物农用地自然质量分曰i为分等
单元编号曰j 为指定作物编号曰k 为分等因素编号曰m为分等
因素数目曰fijk为第 i个分等单元内第 j 种指定作物第 k个分
等因素的指标分值曰W k为第 k个分等因素的权重遥 整个过
程均在 ARCVIEW环境下实现全部图斑分值的计算遥 其实
现的程序为院淤在土壤类型图中袁利用对应关系建立新字
段要要要土壤质地分值袁输入分值曰于将矢量格式文件袁转为
Grid格式曰 盂利用 ARCVIEW软件中 Summarize zone功能袁
计算各评价单元中的 Mean值遥
1.6 输出成果图件 经过 ARCVIEW等软件处理的记录数
据与图形数据袁会根据图形数据属性序号字段与记录数据
的序号字段把序号相同的数据连接起来袁使数据库中的数
据成为图形数据的属性数据袁最后根据这些属性数据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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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圈袁为 茁蛳溶血遥
4.3 药敏试验结果 分离的链球菌对头孢曲松中度敏感袁
对氧氟沙星低度敏感袁对头孢拉啶尧头孢唑啉尧庆大霉素尧丁
胺卡那尧环丙沙星尧诺氟沙星尧复方新诺明尧土霉素尧苯唑青
霉素尧链霉素 10种药物产生耐药性遥
4.4 生化试验结果 纯培养物接种于微量发酵管进行生

化试验袁其结果见表 1遥
4.5 毒力试验结果 试验组于接种后 10 h出现临床症状袁
精神沉郁袁活动减少袁36 h内全部死亡遥 剖检死亡小鼠可见
肝脏出血袁脾脏出血袁腹腔充满胶胨液体袁从死亡小白鼠内

脏分离出典型的链球菌袁 与猪的培养物涂片镜下观察的结
果相吻合袁对照组小白鼠正常遥 试验结果证明袁培养物对小
白鼠有强致病性遥
5 结论与讨论

渊 1冤分离细菌的形态观察尧培养特性尧生化试验和动物
接种试验的结果说明袁所分离的细菌为致病性猪链球菌遥

渊 2冤药敏试验结果表明袁所分离的细菌抗药性强袁另外
猪链球菌容易产生耐药性[1]袁所以在治疗时应避免用药剂量
不足和疗程过短而产生抗药性曰在平时的预防中袁要突出猪
链球菌苗的接种工作和圈舍的消毒工作遥

渊 3冤由于猪链球菌能感染人袁所以在平时工作中应尽量
避免直接接触发病猪和病死猪袁 尤其是在有伤口的情况下
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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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管 结果
葡萄糖 +
乳糖 -
麦芽糖 +
甘露醇 +
蔗糖 +
阿拉伯糖 -
木糖 -
明胶 +
山梨醇 -

表 1 生化试验结果

图 1 培养物图片渊 伊1 000倍冤

改图形数据的各种参数而形成最后的成果图要要要农用地等

别图渊 图 2冤遥

2 结语

将 GIS应用于农用地分等袁弥补了传统方法
在速度和精度方面的劣势袁不但可以快速地获得
海量而全面的土地资源信息袁 实现图数结合曰还
可以通过 GIS软件对各种数据进行管理尧分析和
预测袁 极大地提升了农用地质量评价的科学性尧
可靠性和客观性遥这对于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袁破解野 三农冶问题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
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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