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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地力评定技术规程

为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地力评定，制定本规程。

1 评定组织

1.1 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耕地地力评定工作。

1.2 建设前、建设后各评定 1 次。

1.3 实行专家负责制。由评定组织单位从省级耕地地力评定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员，专家组由 5

名以上（单数）专家组成。

1.4 土壤检测单位须经评定组织机构检查认可，并在网上公示的具备检测能力的资质单位。

2 评定申请

2.1 项目所在县（市）农业局向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评定申请。评定申请表见附录 A。

2.2 建设前、建设后各申请 1 次评定。

3 评定方法

依据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NY/T 1634－2008)，结合湖南省耕地土壤

肥力特性，建立以地形部位、排水能力、灌溉能力、障碍因素、剖面构型、耕层厚度、耕层质地、

有机质、有效磷、缓效钾共 10 个因子组成的耕地地力评定指标体系；评定因子中的定性指标采用

专家打分法直接给出相应的隶属度，定量指标结合特尔斐法和隶属函数法确定各评定因子的隶属函

数，计算相应的隶属度；采用特尔斐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定因子的组合权重；运

用指数法计算项目区建设前、后的耕地地力指数；依据湖南省耕地地力等级表确定评定区耕地地力

等级，并测算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量。

4 评定程序

4.1 建前评定

4.1.1 资料收集

农田建设项目批复文件，初步设计方案和施工图，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农田基础设施现状及

相关图件和文字资料等。

4.1.2 实地勘查

（1）项目区所在的乡镇、村，项目区耕地面积、四至范围、土地利用现状。

（2）采集田间道路、沟渠、农田景观等影像资料。

（3）调查农业生产情况：包括种植制度、种植作物、前三年作物年均产量。

（4）调查立地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包括地形部位、地形坡度、土壤类型、母质类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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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厚度、剖面构型、耕层厚度、耕层质地、土壤障碍类型、灌溉水源条件、田间输水方式、灌溉

能力、排水能力、田间道路条件等。填写项目区建设前现场情况勘查表见附录 B.1-1。

4.1.3 划分评定单元

根据项目区地貌类型、成土母质和土壤类型、肥力水平、农业生产情况等划分评定单元。

4.1.4 土壤样品采集

每个评定单元采集 3 个以上土壤样品，并填写耕地地力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见附录 C。样品

采集方法依据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4.1.5 样品检测

检测项目包括土壤 pH 值、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和缓效钾。检测方法依据农业部《耕地地

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4.1.6 评定技术

（1）确定所属评定类型区

根据地形地貌差异，将湖南省划分为平原河网区、丘岗冲垅区和丘陵山地区 3 个评定类型区见

附录 D。

（2）选取评定因子

选取地形部位、排水能力、灌溉能力、障碍因素、剖面构型、耕层厚度、耕层质地、有机质、

有效磷、缓效钾 10 个因子作为耕地地力评定因子。

（3）确定评定因子隶属度（Bi）

地形部位、耕层质地、排水能力、灌溉能力、障碍因素、剖面构型 6 个因子为概念型函数，通

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其隶属度。具体从湖南省耕地地力评定因子隶属度专家推荐值中选取见附录 E。

有机质、有效磷、缓效钾、耕层厚度 4 个因子系戒上型函数，采用戒上型函数模型计算其隶属度。

计算公式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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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为隶属度；x为样品检测值；c为指标上限（如耕层厚度 20cm）；x1 为指标下限（如耕

层厚度 7cm)。根据样品测定值和专家评估值，代入公式即可求得评定因子的隶属度。式中 a, c为

常数，全省 3 大评定类型区的 a, c参考值见表 1。

考虑到土壤质地对土壤有机质、有效磷含量的影响较大，对这 2 个评定因子按黏土至中壤土（黏

土、重壤、中壤）、轻壤至砂土（轻壤、砂壤、砂土）2 类分别进行拟合。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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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省 3大评定类型区 4个评定因子 a, c, x 1 值参考表

评定因子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a c x 1 a c x 1 a c x 1

有机质 g/kg

(粘土-中壤)
0.0023 35 11 0.0024 35 11 0.0021 35 11

有机质 g/kg

(轻壤-砂土)
0.0026 30 6 0.0026 30 6 0.0024 30 6

有效磷 mg/kg

(粘土-中壤)
0.0022 28 2 0.0026 27 2 0.0023 27 2

有效磷 mg/kg

(轻壤-砂土)
0.0043 21 1 0.0050 20 1 0.0040 21 1

缓效钾 mg/kg 1.09×10-5 422 50 1.06×10-5 420 50 0.98×10-5 426 50

耕层厚度 cm 0.0087 20 7 0.0092 20 7 0.0093 20 7

（4） 确定评定因子组合权重值（Ki）

组合权重值为各评定因子对耕地生产能力的贡献率，采用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确定。具体从表 2 湖南省 3 个评定类型区 10 个评定因子组合权重值中选取。

表 2 湖南省 3大评定类型区 10个评定因子组合权重值（Ki）

评定因子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地形部位 0.161 0.172 0.173

障碍因素 0.118 0.130 0.124

耕层质地 0.067 0.072 0.056

有机质 0.057 0.062 0.061

有效磷 0.043 0.046 0.047

缓效钾 0.043 0.053 0.040

排水能力 0.123 0.084 0.094

灌溉能力 0.095 0.123 0.142

剖面构型 0.162 0.118 0.123

耕层厚度 0.131 0.141 0.139

（5）计算耕地地力指数（T）

采用累加法计算评定单元耕地地力指数，见式（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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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代表耕地地力指数，Ki代表第 i 个因素的组合权重，Bi代表第 i 个因素的隶属度。

（6）确定耕地地力等级

根据耕地地力指数值（T），结合湖南省耕地地力等级划分标准，确定项目区耕地地力等级见附

录 F。

4.2 建后评定

4.2.1 收集资料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图片、影像资料，调查走访记录等。

4.2.2 实地勘查

（1）核实项目区耕地面积、四至范围、土地利用现状。

（2）核实项目区新建、维修沟渠长度（米），建设质量，控制灌溉、排水面积（亩）；新建、

维修机耕道 、生产道长度（米），建设质量。

（3）核实项目区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深耕、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4）调查项目建设 1 年后作物年平均产量和立地条件及农田基础设施：包括地形部位、地形

坡度、土壤类型、母质类型、有效土层厚度、剖面构型、耕层厚度、耕层质地、土壤障碍类型、灌

溉水源条件、田间输水方式、灌溉能力、排水能力、田间道路条件等。填写项目区建设后现场情况

勘查表见附录 B.1-2。

4.2.3 土壤样品采集

根据项目建设前所划分的评定单元，在每个评定单元采集 3 个以上土壤样品，样品采集方法同

4.1.4。

4.2.4 样品检测

同 4.1.5。

4.2.5 评定技术

同 4.1.6。

4.2.6 计算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量

根据建设前和建设后评定取得的耕地地力指数，计算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见式（3）和综合生产

能力提升量见式（4）。

P=2000T-900 ……………………………………………………………（3）

式（3）中：P 代表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单位 kg/亩.年。T 代表耕地地力指数。

△P= P 后- P 前=(T 后-T 前)×2000 …………………………………………（4）

式（4）中：△P 代表项目建成后的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量。P 前、P 后代表建设前、建设后的

耕地综合生产能力。T 前、T 后代表建设前、建设后的耕地地力指数。

4.2.7 形成评定意见

专家组根据项目建设前和建设后农田排水能力、灌溉能力、土壤养分含量、障碍因素、耕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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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数及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的变化等，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地力评定专家意见，专家意见

经评定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

5 编制评定报告

5.1 耕地地力评定报告

耕地地力评定报告由封面、评定申请表、评定表、项目区耕地地力综合指数测算表、项目区耕

地地力指数测算表、评定单元耕地地力指数测算表、项目区建前、建后基本情况现场勘查表、项目

建设内容现场勘查表组成，耕地地力评定报告格式见附录 G。

5.2 评定技术报告

评定技术报告编写提纲与要求见附录 H。

6 评定管理

6.1 《评定报告》自评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送评定组织单位。

6.2 《评定报告》由组织评定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盖章签发。

7 术语和定义

7.1 高标准农田

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

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按照规定划定为基本农田的耕地。

7.2 耕地质量

指由耕地地力、田间基础设施、耕地环境等构成的满足农作物安全和持续产出的能力。

7.3 耕地地力

指耕地基础能力，也就是耕地由土壤本身特性、自然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水平等要素综合构成

的耕地生产能力。

7.4 耕地地力评定

根据耕地地力的基本影响因子对耕地的基础生产能力做出评价和鉴定。

编写单位：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湖南省农业大学。

编写人员：姚正昌、彭福茂、阳小民、黄运湘、周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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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耕地地力评定现场勘查表

表 A.1耕地地力评定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申请日期：年月日

项目建设单位

全称
地址 邮编

项目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耕地

总面积（亩）

项目区所在乡、村

面积（亩）

面积（亩）

面积（亩）

面积（亩）

立项批复文号 图幅号/图斑号

申请单位

提交材料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申请评定缘由

评定单位

受理意见

盖章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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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耕地地力评定现场勘查表

表 B.1-1项目区建前现场勘查表

项目区名称

评定单元

耕地类型

种植制度

建前三年年均产量（kg/亩）

地形坡度（度）

地形部位

土壤类型

成土母质

土层厚度是否大于 1 米

剖面构型

耕层厚度（厘米）

耕层质地

土壤障碍类型

灌溉水源类型

田间输水方式

灌溉保证率

排水能力

田间道路条件

土壤污染情况

对应土壤样品编号

勘察人（签名）：勘察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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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项目区建后现场勘查表

项目区名称

评定单元

耕地类型

轮作制度

建后年均产量（kg/亩）

地形坡度（度）

地形部位

土壤类型

成土母质

土层厚度（米）

剖面构型

耕层厚度（厘米）

耕层质地

土壤障碍类型

灌溉水源类型

田间输水方式

灌溉保证率

排水能力

田间道路条件

土壤污染情况

对应土壤样品编号

勘察人（签名）：勘察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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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A.1.1 项目区名称

以乡镇、村的名称作为项目区名称。

A.1.2 评定单元

同一项目区划分了多个评定单元，按序号进行评定单元编号。

A.1.3 耕地类型

水田和旱地两大类。

A.1.4 轮作制度

指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或复种组合的一种种植方式，如稻-稻、

稻-油、稻-稻-油、烟-稻、稻-菜等。

A.1.5 前三年年均产量

项目建设前三年的作物平均产量，以水稻为基准作物计算，单位为 kg/亩。非水稻、玉米、小

麦等粮食作物应折算成基准作物产量。折算系数：春玉米 1.1，冬小麦 3.3，甘薯 0.22，花生 3.5，

大豆 3.2，油菜 3.0，马铃薯 1.1。

A.1.6 建后年均产量

项目建成 1 年后作物的年平均产量，单位为 kg/亩。折算系数同 A.1.5。

A.1.7 地形坡度

采样点所在地块的整体坡度，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测坡仪实地测定。

A.1.8 地形部位

指中小地貌单元。平原河网区要区分沿湖低平地、开阔河湖冲、沉积平原、河网平原低洼地等；

河流及河谷冲积平原要区分河漫滩、一级阶地、二级阶地等；丘岗冲垅区要区分冲垅上部、冲垅中

部、冲垅下部、冲垅下部出口等；丘陵山地区要区分低山顶部、低山山坡、低山山麓、山麓平原、

丘陵岗地顶部、丘陵坡中部、丘陵坡下部、丘陵低谷地、山间峡谷等。

A.1.9 土壤类型

按湖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分类系统，填写土属名称。

A.1.10 土壤母质

地表岩石经风化作用破碎形成的疏松产物，是形成土壤的基础原始物质。《湖南土壤》将成土

母质划分为七大类，即花岗岩风化物、板页岩风化物、砂岩风化物、石灰岩风化物、紫色砂页岩风

化物、第四纪红色粘土、近代河流冲积物和湖积物。

A.1.11 土层厚度

能生长植物的实际土层厚度，即 A+B 层总深度。土层厚度 1 米以内的按实际数填，超过 1 米

的填大于 1 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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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 剖面构型

土壤剖面构造类型。旱地土壤剖面构型有 A-B1-B2、A-B1-B2-C、A-AB-C、A-B-C、A-B-C-D、

A-BC-C、A-B-D 等；水田土壤剖面构型为：淹育型水稻土 A-P-C, 潴育型水稻土 A-P-W1-W2-C、

A-P-W-C、A-P-W-G、A-P-Wg-C、A-P-We-C、A-P-Wt-C、A-Pg-Wg-C, 渗育型水稻土 A-P-E-C, 潜

育型水稻土 A-P-G、A-Pg-G、A-G、Ag-G; 砂漏型水稻土 A-P-S-C。

A.1.13 耕层厚度

指受耕作、施肥、灌溉影响最强烈的土壤层厚度。以实测平均值为准，单位为厘米。

A.1.14 耕层质地

采用野外手感鉴定（湿测法），卡庆斯基分类制确定。

砂土：不管含水量为多少都不能捏成球。手刮时不能成薄片，刮面全部为粗砂粒。

壤砂土：能搓成不稳定的土球，但搓不成土条。手刮时不能成薄片，刮面留下很多细砂粒。

轻壤：能搓成直径 3~5mm 粗的小土条，拿起时摇动即断。手刮时较难成薄片，刮面粗糙似鱼

鳞状。

中壤：小土条弯曲成圆环时有裂痕。手刮时能成薄片，刮面稍粗糙，边缘有少量裂痕。

重壤：小土条弯曲成圆环时无裂痕，压扁时产生裂痕。手刮时能成薄片，刮面较细腻，边缘有

少量裂痕，刮面有弱反光。

黏土：小土条弯曲成圆环时无裂痕，压扁时也无裂痕。手刮时能成薄片，刮面细腻平滑，无裂

痕，发光亮。

A.1.15 土壤障碍类型

湖南省根据土壤有无障碍因素，分为无明显障碍型和灌溉改良型（缺水型）、渍涝排水型（渍

涝型）、渍潜稻田型（潜育型）、坡地梯改型（坡耕型）、瘠薄培肥型（瘠薄型）、障碍层次型（障

碍层次型）7 大类。

A.1.16 灌溉水源类型

按不同灌溉水源（河流、湖泊、水库、深层地下水、浅层地下水、污水、泉水等）的利用程度

依次填写。

A.1.17 田间输水方式

分渠道和管道两大类，其中渠道又可根据是否采用防渗技术细分为土渠、防渗渠等。同一块地

灌溉水源和田面输水方式可能有多种，应全部填写。

A.1.18 灌溉保证率

指预期灌溉用水量在多年灌溉中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年数的出现机率。一般旱涝保收田的灌溉

保证率水田 80%以上，旱地 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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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为灌溉设计保证率；m为设计灌溉用水量全部获得满足的年数；n为计算总年数，一般不少于 15 年。

A.1.19 排水能力

此处指田间工程（斗、农排水沟）按多年一遇的暴雨不致成灾的要求能达到的标准，按排涝能

力分为保排（排水能力较好，能确保 3 天暴雨 3 天排至作物耐淹水深。）、能排（排水能力中等，

能确保排小到中雨不受淹，但遇 3 天暴雨 3 天内难以排至作物耐淹水深。）、可排（排水能力较

差，农田受涝后排水时间较长）、渍涝（排水明显不畅，中雨以上即造成农田受涝，且涝水难以自

然排除）、不需（指天水田地形部位高，虽无排水设施，但因集雨面少，农田无排水之忧）等。

A.1.20 田间道路条件

田间道路分为好（完全能保障农机下田作业）、较好（90%田块能方便农机下田作业）、中等

（50%左右田块能方便农机下田作业）、较差（仅有少量田块便于农机下田作业）、差（无机耕道，

农机不能通达作业田块）等。

A.1.21 土壤污染情况

没有污染的填写“无”。有污染的填写污染物的类型。如有机物污染（包括有机毒物的各种有机

废弃物、农药等）、无机物污染（包括有害元素的氧化物、酸、碱和盐类及矿渣等污染源）、生物

污染（包括未经处理的粪便、垃圾、城市生活污水、饲养场及屠宰的污物中所携带的一个或多个有

害的生物种群、潜伏在土壤中的植物病原体等）、放射性物质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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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项目区耕地地力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单

表 C.1 项目区耕地地力评定土壤样品采集记录单

采样点编号 采样地点

采样中心点

坐标

经度：

纬度：

采样深度 /cm 样品重量 /kg

土壤样品编号

拟检测项目

采样人：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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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湖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评定类型区

表 D.1 湖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评定类型划分

评定

分区
地形特点 县市区

平原

河网区

一般海拔高度＜50 m，相对高差＜10 m。湘、资、沅、澧四水尾水闾

地带的平原区，以冲积特征为主；地势低平，起伏和缓，由众多纵横

交错的水道构成的整体。

望城区、华容县、湘阴县、岳阳县、汨罗市、君山区、屈原管理区、澧县、

津市市、安乡县、汉寿县、鼎城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赫山区、

资阳区、沅江市、南县、大通湖区 19 个。

丘岗

冲垅区

一般海拔高度为 50 m～300 m，相对高差为 10 m～200 m。由低矮山

丘组成，地势起伏，坡度和缓，两山之间分布冲田或垅田，宽度在 100
m 至 4000 m，冲垅出口两侧坡麓有排田分布，纵向比降较小，多在

0~5°，相邻地块高差小于 1 m。

宁乡县、长沙县、浏阳市、株洲县、醴陵市、攸县、茶陵县、湘潭县、湘乡

市、韶山市、雨湖区、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衡东县、耒阳市、常宁市、

祁东县、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市、大祥区、新

宁县、临湘市、临澧县、桃源县、桃江县、宜章县、安仁县、苏仙区、北湖

区、资兴市、桂阳县、永兴县、嘉禾县、临武县、零陵区、冷水滩区、祁阳

县、东安县、道县、蓝山县、宁远县、新田县、双峰县、涟源市、冷水江市

50 个。

丘陵

山地区

一般海拔高度＞300 m，相对高差＞200 m。由起伏较大的低山和连绵

山地组成，地势陡峻，以山间峡谷、冲田、梯田为主。

炎陵县、绥宁县、城步县、平江县、石门县、安化县、新化县、汝城县、桂

东县、双牌县、江永县、江华县、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鹤城区、洪江

市、中方县、溆浦县、辰溪县、麻阳县、沅陵县、靖州县、芷江县、会同县、

新晃县、通道县、吉首市、永顺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

丈县、龙山县 3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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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湖南省耕地地力评定因子隶属度专家推荐值

表 E.1 地貌类型描述及隶属度

地形部位
隶属度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沿湖低平地 0.59 0.60 0.63

开阔河湖冲、沉积平原 0.97 0.97 0.95

河网平原低洼地 0.62 0.65 0.64

河漫滩 0.96 0.95 0.95

一级阶地 0.93 0.94 0.94

二级阶地 0.88 0.86 0.86

冲垅上部 0.71 0.68 0.67

冲垅中、下部 0.95 0.97 0.94

冲垅下部 0.91 0.92 0.87

冲垅下部出口 0.85 0.85 0.81

丘陵岗地顶部 0.59 0.60 0.59

丘陵坡中部 0.68 0.71 0.75

丘陵坡下部 0.80 0.81 0.83

丘陵低谷地 0.72 0.75 0.74

山间峡谷 0.52 0.53 0.53

低山顶部 0.59 0.60 0.59

低山山坡 0.67 0.68 0.69

低山山麓 0.76 0.75 0.74

山麓平原 0.92 0.9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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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土壤障碍类型及隶属度

类型 描述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无明显障碍 无障碍 1 1 0.99

灌溉改良型
缺水 0.75 0.73 0.76

改良后 0.88 0.87 0.88

渍潜稻田型
潜育 0.63 0.63 0.59

改良后 0.81 0.81 0.80

坡地梯改型
坡耕 0.63 0.66 0.68

改良后 0.82 0.83 0.84

渍涝排水型
渍涝 0.64 0.64 0.63

改良后 0.82 0.82 0.82

瘠薄培肥型
贫瘠、浅薄 0.65 0.65 0.67

改良后 0.83 0.83 0.84

障碍层次型
障碍层 0.54 0.57 0.54

改良后 0.77 0.79 0.77

表 E.3耕层土壤质地类别及隶属度

质地类别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黏土 0.59 0.61 0.59
重壤 0.80 0.83 0.81
中壤 0.98 0.99 0.99
轻壤 0.91 0.91 0.89

壤砂土 0.77 0.79 0.76
砂土 0.54 0.53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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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1水田排水能力及隶属度

排水条件 排水标准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保排
排水能力较好，能确保 3 天暴雨 3 天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1.00 1.00 1.00

能排

排水能力中等，能确保排小到中雨不

受淹，但遇 3 天暴雨 3 天内难以排至

作物耐淹水深。

0.85 0.83 0.85

可排
排水能力较差，农田受涝后排水时间

较长。
0.70 0.70 0.68

渍涝
排水明显不畅，中雨以上即造成农田

受涝，且涝水难以自然排除。
0.48 0.46 0.45

不需
指天水田地形部位高，虽无排水设施，

但因集雨面少，农田无排水之忧。
0.81 0.79 0.84

表 E.4.2水浇地、旱地排水能力及隶属度

排水条件 排水标准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保排
排水能力强，1 天暴雨从受淹起 1 天内排

至田面无积水。
1.00 1.00 1.00

能排
排水能力中等，1 天暴雨从受淹起 3 天内

排至田面无积水。
0.85 0.83 0.85

可排
排水能力较差，1 天暴雨从受淹起 3 天以

上才排至田面无积水。
0.70 0.70 0.68

渍涝
排水明显不畅，受淹后涝水难以自然排

至田面无积水。
0.48 0.46 0.45

不需
地形部位高，虽无排水设施，但因集雨

面少，农田无排水之忧。
0.81 0.79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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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土壤灌溉能力及隶属度

灌溉保证率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充分满足，灌溉保证率≥90% 0.95 0.95 0.95

基本满足，灌溉保证率 70~90% 0.84 0.83 0.83

一般满足，灌溉保证率 40~70% 0.67 0.65 0.65

无灌溉条件 0.40 0.41 0.39

表 E.6土壤剖面构型及隶属度

土地利用类型 剖面构型 平原河网区 丘岗冲垅区 丘陵山地区

水

田

A-P-W1-W2-C 1.00 1.00 1.00

A-P-W-C 0.98 0.98 0.98

A-P-W-G 0.89 0.90 0.91

A-P-Wg-C 0.86 0.85 0.83

A-P-We-C 0.83 0.83 0.83

A-P-Wt-C 0.85 0.84 0.87

A-P-C 0.74 0.78 0.78

A-P-E-C 0.74 0.75 0.72
A-P-S-C 0.71 0.74 0.70

A-Pg-Wg-C 0.74 0.73 0.72

A-P-G 0.61 0.65 0.61

A-Pg-G 0.57 0.59 0.56
A-G 0.46 0.48 0.47

Ag-G 0.39 0.42 0.39

旱

地

A-B1-B2 0.92 0.94 0.92

A-B1-B2-C 0.89 0.90 0.92

A-AB-C 0.85 0.90 0.91

A-B-C 0.83 0.83 0.79

A-B-C-D 0.82 0.81 0.83

A-BC-C 0.71 0.73 0.73

A-B-D 0.66 0.67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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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湖南省耕地地力等级表

表 F.1 湖南省耕地地力等级表

耕地等级
耕地地力指数

（T） 参照的实际产量

一级地 T≥0.90 ≥13500 kg/hm2（≥900kg/亩）

二级地 0.85≤T＜0.90 13500~12000 kg/hm2（800~900 kg/亩）

三级地 0.80≤T＜0.85 12000~10500 kg/hm2（700~800 kg/亩）

四级地 0.75≤T＜0.80 10500~9000 kg/hm2（600~700 kg/亩）

五级地 0.70≤T＜0.75 9000~7500 kg/hm2（500~600 kg/亩）

六级地 0.65≤T＜0.70 7500~6000 kg/hm2（400~500 kg/亩）

七级地 0.60≤T＜0.65 6000~4500 kg/hm2（300~400 kg/亩）

八级地 0.55≤T＜0.60 4500~3000 kg/hm2（200~300 kg/亩）

九级地 0.50≤T＜0.55 3000~1500 kg/hm2（100~200 kg/亩）

十级地 T＜0.50 0~1500 kg/hm2（0~100 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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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耕地地力评定报告格式

G.1 封面格式

湖南省耕地地力评定报告

评定项目名称：

申请评定单位：

组织评定单位：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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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耕地地力评定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建设单位

全称
地址 邮编

项目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耕地

总面积（亩）

项目区所在乡、村

面积（亩）

面积（亩）

面积（亩）

面积（亩）

立项批复文号 图幅号/图斑号

申请单位

提交材料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申请评定缘由

评定单位

受理意见

盖章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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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耕地地力评定表

申请评定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

总面积（亩）

确认耕地地力提

升面积（亩）

耕地地力提升措施

实施区域（到乡镇、村）

与面积

评定专家组综合评定意见：

评定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组织评定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评定专家组成员名单

职务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从事专业 签名

组长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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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1 项目区耕地地力综合指数测算表

项目区名称

项目区耕地地力指数（Ti） 项目区面积占

项目总面积权

重（Pi）

耕地地力综合指数（T）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前 建设后

数据校核人
注：数据保留小数点后

三位

G.4-2 项目区耕地地力指数测算表

项目区

名称

评定单元

序号

评定单元耕地地力指数 评定单元面

积占项目区

面积权重

评定单元耕地地力加

权指数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前 建设后

一

二

三

四

....

项目区耕地地

力综合指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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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3 评定单元耕地地力指数测算表

项目区名

评定单元
调查取样点 耕地地力指数

序号 野外编号 建设前 建设后

一

1

2

3

4

5

评定单元平均值 —

二

1

2

3

4

5

评定单元平均值

三

1

2

3

4

5

评定单元平均值

四

1

2

3

4

5

评定单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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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1 项目区建前基本情况现场勘查表

项目区名称

评定单元

耕地类型

种植制度

建前三年年均产量

（kg/亩）

地形坡度（度）

地形部位

土壤类型

成土母质

土层厚度（米）

剖面构型

耕层厚度（厘米）

耕层质地

土壤障碍类型

灌溉水源类型

田间输水方式

灌溉保证率

排水能力

田间道路条件

土壤污染情况

对应土壤样品编号

勘察人（签名）： 勘察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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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 项目区建后基本情况现场勘查表

项目区名称

评定单元

耕地类型

种植制度

建后年均产量（kg/亩）

地形坡度（度）

地形部位

土壤类型

成土母质

土层厚度是否大于 1m

剖面构型

耕层厚度（厘米）

耕层质地

土壤障碍类型

灌溉水源类型

田间输水方式

灌溉保证率

排水能力

田间道路条件

土壤污染情况

对应土壤样品编号

勘察人： 勘察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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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项目建设内容现场勘查表

项目名称

建后

考察

项目区名称

面积（亩）

灌溉渠

新建、维修（米）

控制耕地面积（亩）

排水沟

新建、维修（米）

控制耕地面积（亩）

机耕道

生产道

新建、维修（米）

控制耕地面积（亩）

秸秆

还田
实施面积（亩）

绿肥

种植
实施面积（亩）

深耕 实施面积（亩）

施石灰 实施面积（亩）

项目区建前耕地地力

存在主要问题

耕地地力建设

实际效果

勘察人： 勘察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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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评定技术报告编制提纲与要求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区地理位置、生物气候条件、农田基本建设、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状况等。

2、项目来源与计划任务完成情况

二、项目来源与完成情况

1、立项批复文号，投资总额及资金配套情况等。

2、计划任务完成情况

按项目设计要求，完成的田间工程项目内容（水渠、道路等）及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

面积，耕地地力提升配套农艺技术措施及实施面积等。

三、耕地地力评定技术程序与方法

1、耕地地力评定技术程序

耕地地力验收评定的程序，包括实地踏勘、评定单元划分、土样采集、样品检测、耕地

地力评定的依据和标准等。

2、耕地地力评定技术方法

选取的评定因子、评定因子隶属度和权重值的确定方法、耕地地力指数计算和耕地地力

分等、耕地综合生产能力计算等。

3、项目区耕地地力评定结论

根据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前、后和耕地地力指数及耕地地力等级变化值，计算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幅度。

四、评定结论和建议

做出综合性评定结论，并针对耕地地力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耕地后期培肥改良的

主要措施和建议等。

五、附件

项目区建设前和建设后现场勘查表、土壤样品采集记录单、土壤样品检测报告、耕地地

力指数测算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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