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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介绍目前农用地定级工作中区位因

素定量化处理的一般方法，分析了目前区位因素

定量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空间距离量算、阻隔

与通道、衰减模型、定级区域外的区位因素影响

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使定级结果尽可

能的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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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区位因素定量化方法简介

    农用地定级是指在行政区（省、县）内，依据构成
土地质量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地方土地管

理和实际情况需要，遵照与委托方要求相一致的原

则，即主要考虑定级目的，按照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

行的农用地质量综合评定，划分出的农用地级别［111.
自然因素包括土壤条件、地形条件等；社会经济因素

包括区位因素、经营效益等。区位因素主要是指经济

地理位置条件，与行政、经济中心相关，它反映了农

用地与城市、乡村的距离和相对位置[z]。由于离城镇

中心或农贸中心、道路距离的不一样，造成土地用
途和利用效果差异，经营不同区位的农用地可以获

得不同级差收益。因此在农用地定级过程中，区位因

素也应作重点考虑。本文结合农用地定级系统开发

与安徽省宿州市埔桥区的农用地定级工作实践，从

使定级结果尽可能与实际情况相符的角度，探讨了

目前农用地定级工作中区位因素定量化过程中存在

    要进行农用地定级就必须对定级因素因子指标
进行量化，不同性质的定级因素因子指标采用相应

的量化方法。按因素因子的作用方式分类，区位因素

中的城镇中心、农贸中心属于点状影响因素，交通条

件则属于线状影响因素。线状影响与点状影响类似，

是指定级因素因子指标的优劣不仅与具备此指标的

地块有关，还对其周围的地块产生一定的影响。区位

因素这一特性决定了对区位因素因子指标进行定量

分析时，需要采用特殊的处理方法。

    在因素法或修正法定级过程中，通常按图1所
示流程计算区位因素的作用分值。从为某个因素第

i级规模指数，是根据各区位因素的相关指标量化得
到的；影响半径（d）通过给定的公式（点状因素采

计算该区位因素的规模指数《M）
守

计算该区位因素的影响半径（d)
育

计算定级单元到因素的空间距离（(d)
令

计算定级单元相对距离（( r )                                                                                                                                         一
，

按衰减模型训算因素作用分值因一

图1区位因素作用分值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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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d =\-lnIr；线状因素采用：d=s/2lo、为定级区
域面积；n为同级点个数；;l为同级道路总长度）进行
确定；空间距离（di）是由GIS提供的缓冲区分析功
能进行量算得到的；;r为定级单元相对距离（di<d
时，r=d,ld,d,?d时，r=1 ) ;Fi是通过衰减模型公式
确定的因素作用分值，分值体系位于区间［[0,100],
采用的衰减模型公式一般为以下两种形式［[I).
    直线衰减模型：Fi= Mix(1一：）
    指数衰减模型：尸厂Mil-r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措施

    结合农用地定级系统开发以及农用地定级数据
处理等实际工作，笔者认为通常采用的区位因素定

量化方法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显得过于粗糙、简单化，

对实际情况考虑得不够，其量化结果与实际情况相

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空间距离量算对象
    在计算定级单元与区位因素的距离（di）时，通
常利用GIS的缓冲区分析功能，由计算机在区位因
素周围自动生成一定宽度的缓冲区域。对于点状因

素，其扩散缓冲区就是以该点为圆心，指定宽度为

半径的圆环（如图2所示的圆环）；对于线状因素则
是以线段两端为点状扩散和中间线段向两侧扩散

一定宽度的矩形组合［[31。点、线扩散缓冲区就是因
素空间距离量算的基本单元，并以该基本单元与区

位因素之间空间连线距离作为该缓冲区内所有定

级单元与区位因素的实际距离，采用扫描方式自动

对整个缓冲区域的定级单元赋相同作用分值［[3]

    由于以点、线扩散的缓冲区单元取代定级单元
进行实际距离量算，因此位于同一缓冲区的定级单

元的作用分都是相等的，也即图2圆环所包括的地
块作用分都是相等的。这使得处于同一缓冲区的定

级单元客观存在的区位差异被忽略掉。如图中黑色

标示的两地块，由于他们与中心点的距离存在较大

差异，而且还受河流阻隔的影响，若用这种方法来

处理，那么这两地块间存在的差异就会被忽略掉。
    为避免这种方法的不足，以体现不同位置定级

单元的区位差异，采用另一种精度较高的做法，即以

单一的定级单元取代扩散缓冲区单元进行空间距离

量算，对每一地块对象（采用叠置法对涌桥区农用地

进行单元划分，共有地块单元73208个）采用如图3
所示流程进行作用分值计算。

For地块i=1， 2,3,---,n

For中心点j=1,2, 3, . . . ,m

判断二者之间有无阻隔

          y   I

调用最短路径查找模块

得到二者之间空间距离比

判断d，是否为二者最小距离
             Y  I 一 ―

选模型计算地块 i作用分乙

保存地块 i的因素作用分F

图3单个地块受同级点状因素影响的计算流程

图2 GIS缓冲区分析示例

      （二）阻隔和通道
    在利用GIS空间量算功能量算定级单元与区
位因素之间距离时有两点需要指出：①由GIS量算
得到的距离一般是二者空间直线连线距离［[4]，如图4
中a所表示的距离，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从定级单元
到目的地沿途所经过的路程，如图中c所表示的距
离。从与实际相符的角度来看，后者显然比前者合

理。然而由于农村道路的特殊性（主要指道路易变更

性）以及基础数据调查的复杂性等多方面原因（包括

定级区域以及区域附近所有级别的交通道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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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收集不准确、不详细，都会影响量算效果），

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还有待作进一步

的探讨；②由于没有采用沿道路的量算模式，就必须

考虑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阻隔，有阻隔就必然有通道，

象河流、高速公路就属于影响农用地质量的阻隔因

素，桥梁、地下通道则属于起连通作用的通道。

    图4、图5分别表示阻隔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线状扩散和点状扩散的距离量算模式。以图4线状
扩散为例进行说明。a表示定级单元中心到公路的
垂直距离，未考虑阻隔因素情况下直接进行的空间

直线距离量算；;b表示考虑阻隔因素的影响后的量

算距离，其距离由单元中心与通道（桥）之间的直线

距离和通道（桥）与公路的垂直距离两部分组成，其

精度比a高；c所指的距离是从定级单元到公路沿
途所经过的路程的长度，是较理想的距离量算模式。

    图6为未考虑阻隔情况下涌桥区部分农贸中心
影响作用分值专题图，其形状为较规则的圆形，图7是
采用b种量算模式考虑阻隔情况下得到的农贸中心
影响作用分值图，从图7中可以看到部分农贸中心由
于受阻隔、通道的影响产生了不规则扩散（图中曲线表

示河流、高速公路等阻隔因素，☆表示农贸中心）。对比

图6与图7，后者体现出的作用效果更符合实际。

农贸中心

公婚
定级单元中心

图 4线状扩散情况 图 5点状扩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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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衰减模型
    在《农用地定级规程》或其它与农用地定级方
法相关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区位因素扩散的衰减模

型一般被指定为直线衰减模型F; =M-x(1一：）和指数

衰减模型F; =M-1一犷这两种［[1,5]。也就是说对于规模指
数为80的任何区位因素，其衰减情况就只有图8所
示的y=80(1-x)和y二801,x)两种衰减情况，而不会
出现y=80(1-x2）和y = 80(1-x1，或其它的衰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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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80*(1-X2)

县区的农贸中心靠近。若不考虑邻近区域农贸中
心的影响，其结果就会与实际情况不符。象城镇中

心、交通条件这些具有扩散影响的区位因素都应

作这样的考虑，同时定级区域外的阻隔与通道因

素也不能忽略。

    图7上方两虚线圈内的点即是定级区域（涌桥
区）外的两个农贸中心，从图6与图7的对比中可以
明显的看到，邻近这两个中心的部分定级区域都受

到了它们的影响。由于周边市、县的区位因素必然会

对定级区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实际工作中任何

定级区域都不应该孤立的看待。这就需要在一开始

进行数据调查时，对定级区域周边地区的区位因素、

阻隔与通道因素作相关调查，在数据处理时将其与

区域内的区位因素置于同一数据层，并采用类似的
方式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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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模型

    以M=80, r二0.5（实际距离为影响半径的1/2
处）为例进行说明，当r=0.5时，按指定的二种模型
来计算则Y二40或8.944，也就是说模型早已决定了
区位因素对；= 0.5处的定级单元作用值为40或
8.944。然而各种实际情况并不是按这二种固定的模
型来发展变化的，与其相对应的模型应该是多种形

式的，用这二种并非万能的模型来处理实际问题的

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建议在对某个区域定级之前，针对不同的
区位因素随距离的作用效果进行布点调查。以城镇

中心为例，将所有城镇中心按一定的标准（规模指数

或密集度等）进行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别的城镇中心

随距离的作用效果进行布点调查，将调查得到的系

列反映其影响效果的定性与定量数据进行标准化

后，利用MatLab或ExceL等工具拟合出一个较符
合实际情况的衰减模型。而且在系统开发或升级的

时候，也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不能仅局限于提供直线
和指数这两种固定的衰减模型公式。系统应具有向

用户提供自由输人所需衰减模型的功能，不同类别

的区位因素能按不同衰减模型进行计算的功能，以
增加数据处理的灵活性。

    （四）定级区域外的区位因素影响
    定级工作中，注意力往往都放在定级区域内
的各种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却没有考虑到定级
区域以外的区位因素对区域内定级单元的扩散影

响。如在进行计算农贸中心的作用分值时，往往以
定级区域内农贸中心进行扩散。对于靠近区域边

界处的定级区域， 由于受本区域内农贸中心影响
较小，其作用分值就很小，但是它却很可能与邻近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目前农用地定级工作中对区
位因素的定量化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

括空间距离量算的对象、阻隔与通道、衰减模型、

定级区域外的区位因素影响等，并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处理好这些问题有助于

进一步提高定级结果的准确度。从严谨、客观的角度

来看，探讨这些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样做的目

的不是把问题复杂化，而是使定级结果尽可能的符

合现实，使定级成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同时也

有利于农用地定级系统开发和农用地定级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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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s in and Improvement
        of Quantifying of Location Factors in Farmland Grading

              LEI Shao-gang' , HUANG Ji-hui'  , CHEN fin-put, JING Bo'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221008,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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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introduces common methods of quantifying local factors in farmland grading,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the quantifying, such as the computing of spatial distance, obstruction and channels, attenuating model and effect of
the location factors out of grading area. The paper offer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improvement so as to make the grading result
mo r e  a c c u r a t e .

Key words: farmland grading; grading unit; location factors; quant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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