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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方案 

 

为做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耕地

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满足“三调”耕地资源质量状况分析的

需要，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落实“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立足自然资源管理职责

定位，紧扣耕地资源自然特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部和相关

部门已有的基础数据，采取分类分级的思路，开展耕地资源

质量分类工作。从自然地理格局、地形条件、土壤条件、生

态环境条件、作物熟制和耕地利用现状六个层面，构建分类

指标体系，以“三调”耕地图斑为分类单元，建立基础数据

库并进行分类统计，汇总形成不同耕地资源条件及其组合的

耕地面积与分布成果，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与管理提供支撑。 

二、工作原则 

（一）国家和地方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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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指标由国家统一构建，指标数据获取

由国家和地方共同完成。宏观层面指标如自然地理格局、气

候条件决定的作物熟制等由国家统一获取确定；反映耕地资

源本底状况的地形条件、土壤条件、生态环境条件、耕地利

用现状等指标数据由地方获取。 

（二）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数据成果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指标数据获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农

业农村部门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地质调查部门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调查、生态环境部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等相

关数据，以及自然资源部现有耕地分等基础数据、“三调”

相关数据，实现基础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工作。 

（三）切实做好分类结果统计分析 

做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结果的统计分析，是全面掌握耕

地资源质量状况的重要手段，也是“三调”成果分析的重要

组成部分。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的核心是要准确分析、客观描

述耕地的自然地理特征，采取分类分级的思路，突出耕地重

要的基本特征，不再进行综合评价。 

三、主要工作内容 

（一）建立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指标体系 

1.第一层级：自然地理格局。揭示中国自然界的地域分异

规律，体现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生态地理关系，用《中国生态

地理区域》的 49 个自然区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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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层级：地形条件。反映耕地所属地表单元陡缓程度，

用坡度来反映，分为≤2°、2~6°、6~15°、15~25°、＞25°共 5

级。 

3.第三层级：土壤条件。反映耕地资源土壤的理化性质，

用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值 4 个

指标来反映，各指标均分为 3 级，其中土层厚度分为≥100cm、

60~100cm、＜60cm；土壤质地分为壤质、黏质、砂质；土壤

有机质含量分为≥20g/kg、10~20 g/kg、＜10 g/kg；土壤 pH

值分为 6.5~7.5，5.5~6.5 或 7.5~8.5，＜5.5 或＞8.5。 

4.第四层级：生态环境条件。反映耕地生物种类的丰富程

度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用生物多样性、土壤重金属污染

状况 2 个指标来反映，各指标均分为 3 级，其中生物多样性

分为丰富、一般、不丰富；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分为绿色、

黄色、红色。 

5.第五层级：作物熟制。根据积温条件确定的同一地块上

一年内能种植作物的种类数，熟制分为一年三熟、一年两熟、

一年一熟 3 级。 

6.第六层级：耕地利用现状。用耕地二级地类来反映，分

为水田、水浇地、旱地 3 类。 

（二）获取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指标值 

1.国家统一确定各县自然区和熟制 

国家按照中国生态地理区域成果和全国种植制度区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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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结合全国行政区域，以县为单位，确定各县所在的自然

区和熟制。 

2.各省组织各县获取其他指标属性值 

坡度和耕地二级地类直接采用“三调”数据。 

土壤条件指标（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 pH 值）通过协调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的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评价样点数据和评价单元属性数据获取。 

生物多样性指标按照国家统一的技术要求调查获取。 

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通过协调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农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重金属污染综合评价结果数据获取。 

（三）建立县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以“三调”耕地图斑为分类单元，将国家确定的各县自

然区、熟制，以及各县获取的坡度、土层厚度、土壤质地、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 pH 值、生物多样性、土壤重金属污染

状况、耕地二级地类等指标值落到分类单元，并按照指标分

级标准确定各单元各指标的级别。在此基础上，进行耕地资

源质量分类结果表达。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结果用12位代码来表达，其中前两位

代码表示耕地所在的自然区，49个自然区分别用01、02、…49

表示；第3-12位分别表示耕地的坡度、土层厚度、土壤质地、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生物多样性、土壤重金属污染、

熟制和耕地二级地类条件，其中土壤pH值用两位代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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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5用10表示，5.5~6.5用2a表示，7.5~8.5用2b表示，＜5.5

用3a表示，＞8.5用3b表示，其余8个指标均用1位代码表示，

按照分级或分类个数分别用1、2、3、4、5表示。 

（四）开展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结果统计分析 

根据各分类单元指标属性值，按照分类指标逐项进行分

级分类统计，分析不同自然区、不同坡度级、不同土壤条件、

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不同熟制和不同地类条件及不同条件组

合的耕地面积与分布状况，提出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的

对策建议，形成县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 

（五）市级、省级、国家级逐级核查汇总分析 

基于县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市级、省级逐级检查，

国家组织各省专家对各省分类指标数据进行核查。在此基础

上，分别汇总形成市级、省级、国家级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

果，构建各级行政区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分析各级行

政区和各自然区不同耕地资源条件及其组合的耕地面积与分

布状况。 

四、主要成果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主要包括：文字成果、数据成果、

数据库成果等。 

（一）县级、地级、省级成果 

1.文字成果。包括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报告和技术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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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成果。包括耕地资源质量分类面积汇总表。 

3.数据库成果。包括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二）国家级成果 

1.文字成果。包括全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报告。 

2.数据成果。包括全国及各自然区耕地资源质量分类面积

汇总表。 

3.数据库成果。包括全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 

五、工作安排 

（一）工作分工 

1.国家层面。负责制定全国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技术要求、

数据库标准等；确定各县所在的自然区及熟制；开展全国技

术培训与指导；研发质检软件、入库工具与数据库管理系统

等，开展全国成果核查建库与汇总分析，形成全国耕地资源

质量分类成果。 

2.地方层面。各省组织各县根据国家统一的技术要求和下

发的基础数据，开展分类指标信息补充调查和资料收集，以

通过国家核查反馈的最终“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为底图，

获取各指标属性值并建立数据库，汇总分析不同耕地资源条

件及其组合的耕地面积与分布状况，形成县级耕地资源质量

分类成果。各市、省分别组织完成县级、市级成果自查，并

汇总形成省级成果报部。 

（二）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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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国家制定耕地资源质量分类相关技术要求，

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下发相关基础数据。 

2020 年 10-12 月：各省组织各县完成“三调”耕地资源质

量分类工作；应用国家下发的质检软件，完成县级成果自查，

并汇总形成省级成果报部。 

2021 年 1-3 月：国家组织完成各省“三调”耕地资源质量

分类成果核查建库与汇总分析，形成国家级成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是“三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地

方国土调查办公室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耕地资源质量分类

工作组，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进度，落

实实施单位，确保此项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由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

负责具体实施。 

（二）加强技术指导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工作，全国三

调办将会同国土整治中心组织制定统一的技术要求，并进行

培训指导；地方国土调查办公室要成立技术组，明确技术方

法，掌握技术要点，指导县级开展工作，确保工作成果质量。 

（三）加强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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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按

分级保障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各地要积极协调，统

筹安排，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工作的

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