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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配合国土资源部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参照有关法规、标准，制定本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制定本标准的补充规定，报国土资源部备

案。补充规定不得违反本标准。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提出、批准并归口。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编写单位: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广华、郑伟元、温明炬、李宪文、杨枫、苏东袭、张明达、杨在田。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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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
TD/T 1007-2003

Standards of surveying and evaluating reserved

          land resource for cultivation

范 围

本规程规定了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的内容、程序、方法及要求;

本规程适用于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汇总.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程中引用而构成本规程的条文。本规程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本规程引用的标准有:

    GB/T 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TD 1002-93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地(市)级汇总规程

    TD 1003-94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省级汇总规程

    TD 1995-07-19 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3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毁损废弃地

    指因采矿、工业和建设活动挖损、塌陷、压占(含城市生活垃圾压占及废弃建筑物压占)和污染等人

为因素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目前未利用的土地。

3.2 未利用地

    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3.3 耕地后备资源

    指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能够通过开发、复垦措施改变成为耕地的未利用地和毁损废弃地，以及通过

对划定的待整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后能够增加的耕地部分。

4 总则

4.1 调查与评价的任务、目的

    查清耕地后备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和分布;分析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的可能性及其对生态环境

产生的影响，提出整治开发的措施，为进一步开展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提供基础信息，同时为制定各级

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专项规划和项目评估提供依据。

4.2 调查评价组织实施

    由国土资源部统一领导，按照统一规划和计划，由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调查评价工作的组

织，以县级为单位具体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3-04-08批准 ‘ 2003-08-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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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查评价条件

4.3.1 调查评价队伍的组成与资格认定

    开展调查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力量，一般包括具有调查经验的土地、农业和土壤、

生态环境、工程技术、测绘、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通过培训和资格审核达到相应技术水平

后，才能承担调查与评价工作.上一级技术主管部门负责下一级调查评价队伍的培训和资格审核.

4.3.2 调查评价必备的基本资料

    — 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图件、相关资料和数据。

    — 最新土壤图及相关资料。

    — 气象资料。

    — 相应比例尺的最新地形图，必要时，需准备航摄像片或像片平面图。

    —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及相关资料。

4.4 调查评价比例尺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比例尺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比例尺相同，重点复垦和整理区采用1 2 000

--1’5 000比例尺。

45 调查评价步骤

    — 准备工作。

    — 外业调绘与评价。

    — 内业成果整理。

    —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成果图编制。

    —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报告编写。

    — 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汇总

    — 检查验收。

4.6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4.6. 1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类型、质量等级面积统计表(包括表A1~表A8)和调查评价数据库。县级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数据库包括耕地后备资源类型、质量等级面积汇总数据库和耕地后备资源图斑调查评

价基础信息数据库(含社会经济条件和交通区位信息)。

4.6.2 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和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有条件的地方，制作县级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数字化成果图。

4.6.3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报告和耕地后备资源评价分析报告。

4.7 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汇总成果

4.7. 1 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类型、质量等级面积汇总表(包括表C1~表C8)和耕地后备资源

数据库。

4.7.2 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分析报告.

4.8 其他规定

    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需要，对本规程未尽事宜依据本规程制

订补充规定和编写本省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实施细则，但不得与本规程相抵触，并报国土资源部审查

备案 。

耕地后备资源分类

5.1 分类依据

    依据土地的自然属性与地表形态、损毁废弃成因和类型、土地整理对象等进行分类。

52 分类系统

    采用三级分类制，统一编号排序。其中一级分3类，二级分9类，三级分24类。各地可根据需要可

续分四级类，但不能打乱全国统一分类、编号、顺序及其代表地类。分类系统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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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耕地后备资源分类及含义

一级

类 型

二级

类型

三 级

类 型
含 义

待

开

发

土

地

I

可能开发为拚地的未利用地

待开

发未

利 用

土地

  I1

经过改造或改良，可能开发为耕地的未利用土地

待开发荒草地 1、}1,} 可能开发为耕地的树木郁闭度<10%的荒草地

待开发盐碱地I: 目前未利用但经过改良可能开发为耕地的盐喊地

待开发沼泽地工。 通过排水措施可能开发为拼地的沼泽地

待开发沙地 I 经过治理 可能开发为耕地的沙地

待开发裸土地I" 经过治理、可能开发为耕地的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的裸土地

待开发裸岩石砾地 I。 经过生物或工程处理 可能开发为耕地的裸岩石砾地

待 开 允许并能开发为拼地的苇地、滩涂

WA 待开发苇地 工: 允许并可能开发为耕地的苇地

*I,
待开发滩涂 1。: 允许并可能开发为拚地的海滩涂及河流.湖泊。水库行洪蓄洪区以外的滩地

待

复

垦

土

地

Q

通过采取工程或生物措施，可恢复耕种的毁损废弃地

挖损

地 nl

主要指露天开采矿藏、勘探打井、挖沙取土、采石淘金、烧制砖瓦、修建公路、铁路、兴修水利、工矿建设、

城镇和农业建筑等工程完毕后留下的毁损废弃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塌陷

地 口忿

地下开采矿产资源和地下工程建设挖空后，由于地表塌陷而废弃的土地中可复垦为拼地的部分

稳定塌陷地 n: 塌陷区处于稳定阶段，有常年积水或季节性积水或出现盐演的土地

不稳定塌陷地 Qu 地面继续下沉，处于不稳定阶段的土地

压

占

地

Q}

指采矿、冶炼、燃煤发电、水泥厂等排放的废渣、石、土、煤歼、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露天矿排土场及

生活垃圾等所压占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部分

研 石及 粉 煤 灰 堆 积

地 压。

煤歼石及工业企业生产中排放粉煤灰所压占的土地，包括表层己覆土尚未利

用和未覆土的压占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矿石、矿渣、排土石堆积

地 U ,z

地下及礴天采矿过程中矿石、矿渣堆积所占的土地.包括土石堆表面已经次

土、但未利用的土地和没有搜土的排土石场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垃圾占地fl ,} 生活、工业、建筑业垃圾占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污

染

损

毁

地

Q}

指因污染废弃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部分

三废污染地 U;
因城市、工业、交通、乡企“三废”排放废弃的土地中可复垦为拚地的土地(固体

污染物所压占的土地除外)

污水灌溉污染地 口。， 因污水灌溉造成的废弃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农业 生 产 化 学 污 染

地 n

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薄膜等的过量残留造成污染而废弃的土地中可复垦为

耕地的土地

自然

灾害

损毁

地 n，

指因地震、暴雨、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而被损毁的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洪灾损毁地 n:‘ 因洪水冲刷或泥沙掩埋而暂不能继续利用的土地，包括冲积损毁地 洪积损毁地等

滑坡、崩塌损毁地扭，: 由滑坡和崩塌破坏而废弃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泥石流灾毁地 Q。 因泥石流携带沙石掩埋而暂不能利用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风沙损毁地 Q; 因大风、风暴吹蚀或风沙掩埋而暂不能利用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地震灾毁地 刀3
由地震而破坏的土地中可复垦为拼地的土地(由地展所造成的滑坡、崩塌破坏

地除外)

其它自然灾害损毁地Ms 因其他自然灾害破坏暂不能利用的土地中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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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完)

一级

类 型

二级

类 型

三 级

类 型
含 义

待

整

理

土

地

田

通过整理措施能够增加耕地的土地.

待 整
理农
用地
m1

指对待整理农用地区的农用地及其他土地采取综合整理措施可能增加耕地净面积的土地.

待整
理建
设用
地
田之

指对采取综合和专项整理措施可整理为耕地的建设用地。

耕地后备资源评价方法与指标

6.1 评价原则

    根据土地属性对耕地利用的适宜程度及其对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可能产生限制的因子类型和强

度，参考土地的形态和目前的开发水平以及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采取综合分析和主导因子(主导限制

因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确定土地开发、复垦和整理的可能性必须依照可持续土地利用开发原则

进行。

6.2 评价系统

    耕地后备资源评价应在对区域内的未利用地、毁损废弃地和需整理土地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采

用类、等、型三级划分的评价体系(表2),

                                  表2 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系统

类 等 型

宜耕地(A)

一等地(A ) 无限制(A, -- )

二等地(Az)

水分限制(A, oz)

温度限制(Aio} )

质地限制(A2")

盐碱限制(A,o>)

三等地(A3)

水分限制(A, oz )

温度限制(A“，)

质地限制(A}-')

坡度限制(A, -' )

盐碱限制(A,0')

不宜耕地(N) 不续分

6.2.1 适宜类

    分宜耕地和不宜耕地两类。宜耕地类是指按照本规程定义的各相关地类评价指标和方法评定为宜

耕种的土地。

6.2.2 质量等

    — 仅对宜耕地类划分质量等级，按本规程评价分等指标，将耕地后备资源划分为一等地、二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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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 等地。

    — 一等地:开发、复垦和整理条件好，无或一种限制因素，且限制程度低，不需或略需改良，成本

          低;开发、复垦和整理后作物产量高，供食用的农副产品能够达到国家食用卫生标准(含饲料

          作物，下同)，非食用的作物产品质量合格;在正常利用下，不会产生土地退化和给邻近土地带

          来不 良后果 。

    — 二等地:开发、复垦和整理条件中等.有一、二种限制因素，限制强度中等，需要采取一定改良

          或保护措施，成本中等;开发、复垦和整理后作物产量中等，供食用的农副产品能够达到国家

          食用卫生标准，非食用的作物产品质量合格;如利用不当，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 三等地:开发、复垦和整理条件较差，有多种限制因素，且限制强度大，改造困难，需要采取复

          杂的工程或生物措施，成本较高;或开发、复垦和整理后作物产量低，供食用的农副产品能够

          达到国家食用卫生标准，非食用的作物产品质量合格;如利用不当，对土地质量和生态环境有

          较严重的不良影响。

6.2.3 限制型

    — 在等下设限制型，按其限制因子的限制程度划分。同一型内具有相似的限制因素和强度以及

        相似的改造措施。

    — 对待开发土地采用:无限制(。。)、温度限制(01)、水源限制(02)、土厚限制(03)、质地限制

        (04)、坡度限制((05)、水文与排水限制((06),盐碱限制(07)、沙化限制((08)、风害限制((09)、生态

        退化限制(10)等;

    — 对待复垦土地采用:无限制((00),温度限制((01)、水源限制(02)、坡度限制((05)、地下水位限制

        (12)、挖损或塌陷深度(13)、积水深度(14)、土源限制(15)、盐分限制(16)、堆积物平整量限制

        (17)、堆积物塌陷、挖损地面污染物毒性限制(18),污染程度限制(19)、污染源限制(20)、砂石

        堆积厚度限制(21)、灾害发生频率限制(22),

    — 待整理土地采用:无限制((00)、温度限制((01)、水源限制(02)、土厚限制(03)、坡度限制((05),

        质地限制(04)、土源限制(15),耕地整理系数限制(23)、土地利用兼容程度限制(24) e

6.3 评价单元

    依据耕地后备资源分类系统，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通过野外调查形成耕地后备资源类型图。

评价单元以耕地后备资源类型图为基础划分，具体可采用两种方式形成:(1)采用室内人工透图方法或

GIS技术，将拼地后备资源类型图、土壤图(具体到土种)和其他相关图件叠加，以耕地后备资源类型图

图斑界线为准，经野外校核、合并或补绘形成;(2)以耕地后备资源类型图为基础，参照土壤图(具体到土

种)和其他相关图件，经野外调绘形成。

64 评价指标及分级

6.4. 1 选择对土地质量和开发整治有显著影响的，且较稳定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6.4.2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评价

    选择温度条件，水分条件，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坡度，水文与排水条件，盐碱度，沙化状况、风

害、生态退化可能性等作为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评价指标。覆土开发类型的评价具体参照待整理建设

用地评价指标。

    — 温度条件

    按作物对积温的要求，以及是否受霜冻威胁，将温度条件划分如下四级:

    A 积温条件能满足大田作物要求，无霜冻威胁;

    A 积温能满足大田作物的要求，受霜冻影响，造成减产<20%;

    A 积温能满足大田作物要求，经常有霜冻危害，造成产量减产20%--40% ;

    N积温不能满足大田作物要求，有严重霜冻威胁，造成减产>40%e

    — 水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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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早区必须有灌溉水源才能开发，依据灌溉水源保证率划分水分限制级别。湿润地区有较充足降

雨，水分可做无限制处理。在半干早区和半湿润区，如早作稳定，可不要求有灌溉水源，如有灌溉水源可

做水分无限制处理(A,)，其他做水分二级限制处理(A,);如早作不稳定，则需有灌溉水源，依据灌溉水

源保证率划分水分限制级别。对干旱区和早作不稳定的半干早及半湿润区，依据灌溉水源保证率，将水

分条件分为四级，具体见表A1

    — 有效土层厚度

    有效土层厚度指从自然地表到障碍层或石质接触面的土壤厚度。依据土壤下伏基岩或母质类型，

分三种情况将有效土层厚度划分为四级，具体见表A2,

    — 土壤质地

    以土壤表层30 cm的平均质地为标准，将土壤质地分为粘质土(重壤、粘土)、壤土(轻壤、中壤)、砂

壤土、沙土和砾质土。土壤质地条件可分为四级:

    A:壤质;

    A,:砂壤质和粘质土;

    A�沙土或石砾含量 15%--50%，且可以改良的砾质土;

    N:石质即岩石露头面积>50%或石砾含量>50%(体积比)。

    — 坡度

    一般坡度<2。情况下，无明显侵蚀发生;2'-6'有发生侵蚀的可能，开发时一般需采取一定的水土保

持措施;60̂-15‘有土壤侵蚀，需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才可开发。>15。一般不宜开发，但在土层深厚的黄土

地区和紫色土区，以及土层厚度大于70 cm的其他山地丘陵区，建设水平梯田的条件较好，可放宽至

250, >25'的坡地严格禁止开发。坡度分级见表A3,

    — 水文与排水条件

    根据地表积水时间、排泄条件和改良措施复杂程度，可分为以下四级:

    A,:常年不引起洪涝，不积水，排水条件好，不需改良或只需简单改良;

    A,:季节性洪涝或季节性积水，可以采取防洪、排涝措施加以改良;

    A,:常年洪涝或长期积水，需采取比较复杂的防洪、排涝措施加以改良;

    N:经常有洪涝威胁或长期被水淹没，排水条件很差，改良困难。

    — 盐碱化程度

    按土壤盐碱化程度、改良条件及改良措施复杂程度，分为四级:

    A:无盐碱化或轻度盐碱化，不需改良或简单改良;

    A,:中度盐化、轻度盐碱化 需水利改良措施;

    A,:中度碱化、强度盐化土、盐土，改良条件较差，需复杂的水利或化学改良措施;

    N:中、强度碱化土和碱土，改良条件很差，不宜开发

    一一沙化状况

    A,:半湿润、湿润地区的半固定/流动沙地;

    A:半干旱地区的半固定/流动沙地，有灌溉和营造防护林网条件的;

    A,:干旱地区的半固定/流动沙地，有灌溉和营造防护林网条件的;

    N: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半固定/流动沙地 没有灌溉和营造防护林网条件的。

    — 风 害

    风力是沙尘对异地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动力源，是评价干早和半干早地区待开发土地生态立

地条件的主要因子之一，依据待开发土地开发后，沙尘在风力的作用下，对异地生态环境影响大小，以及

灾害性大风对作物生长和成熟的影响程度，将风害程度划分如下四级:

    A,:不起沙或轻微起沙，对近地(小于1 km范围)生态环境无或有轻微影响，作物生长期间无灾害

性大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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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起沙，对近地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或作物生长期间有灾害性大风，造成作物减产<20%;

    A,:经常起沙，对远地(大于1 km)有一定影响，或作物生长期间经常有灾害性大风，造成作物减产

20环~40%;

    N:频繁起沙，对远地生态有明显影响，或作物生长期间灾害性大风发生频繁，造成作物减产

>40%a

    — 生态退化可能性

    生态退化可能it是衡量土地开发后，引起土地本身和异地生态质量退化可能性的一种定性综合量

度。对土地本身生态质量退化评估主要集中于开发后是否存在次生盐渍化、土壤结构退化(如沙化)等

可能性及其大小:对异地生态质量退化可能性评估，主要集中于是否造成或加重区域干旱化、水土流失.

以及对周围或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依据生态退化的类型及其可能性大小，将生态退

化可能性划分如下四级:

    A,:无或有较小潜在生态退化可能性，或对异地生态系统无或有轻微影响，不需或采取简单措施，

可以防止 ;

    A-:有潜在生态退化可能性、或对异地生态系统有一定影响，需采取一定措施加以防止;

    A:有较大的潜在生态退化可能性，或对异地生态有明显的影响，需采取复杂的措施加以防止;

    N:潜在生态退化可能性大，或对异地生态有严重影响。

6.4_3 待复垦耕地后备资源评价

    在对温度和水分(源)条件评价(标准同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的基础上，依据毁损废弃地类型采用

不同的评价因子体系。

    — 待复垦挖损地评价

    采用挖损地面坡度、挖掘深度、积水深度、土源保证率、地下水位等六项因子评价待复垦挖损地。标

准见表A4,

    a)挖损地面坡度:指挖损地面主导坡度，对拟采用覆土或其他工程措施恢复或整平地面的，按整治

        后地面坡度评价 ;

    b)挖掘深度:指挖损地面相对于周围地面的平均深度(m);

    c)积水深度:指常年或作物生长期间积水的平均深度;

    d)土源保证率:指对达到拟种植作物一等地要求的有效土层厚度所需土方量的满足程度，以%

        表示 ;

    e)地下水位:指复垦后的地下水位，对拟种植水生作物的土地，不做此项评价;

    f)挖损地面物质毒性:以污染物质对拟种植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来衡量。对于采用覆土措施复

      垦的，覆土深度达1 m或对作物产量和品质不产生危害的不作此项评价。

    — 待复垦塌陷地评价

    仅对地下已经停止采矿活动或已采取防止塌陷的技术措施，地面已经呈稳定状态的稳定塌陷地进

行评价，对于不稳定塌陷地作为不宜耕处理 稳定塌陷地采用塌陷地面坡度、塌陷深度、积水深度、盐分

含量、土源保证率、地下水位等七项因子评价待复垦塌陷地。标准见表A5,

    a)塌陷地面坡度;指塌陷地面主导坡度;对拟采用覆土或其它工程措施恢复或整平地面的，按整治

      后地面坡度评价;

    b)塌陷深度:指塌陷地面相对于周围地面的平均深度(m);

    c)积水深度:指塌陷地面常年或作物生长期间积水的平均深度;

    d)盐分含量:指表层易溶性盐分含量;

    e)土源保证率:指对达到当地一等地要求的有效土层厚度所需土方量的满足程度，以%表示;

    f)地下水位:指复垦后的地下水位，对拟种植水生作物的，不做此项评价。

    S)塌陷地面物质毒性:以污染物质对拟种植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来衡量 对于采用覆土措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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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垦的，覆土深度达1 m或对作物产量和品质不产生危害的不作此项评价。

    — 待复垦压占地评价

    采用堆积物平整量、堆积物毒性、堆积地面坡度、土源保证率等四项因子评价待复垦压占地。标准

见 表 A6,

    a)堆积物平整量:指单位面积上需经工程平整的堆积物数量，以mJ表示;

    b)堆积物毒性:指堆积物中有害物质残留在土壤中的含量及深度对拟种植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的毒

        害程 度;

    c)堆积物坡度:指堆积物主导坡度;对拟采用覆土或其他工程措施恢复或整平地面的，按整治后地

        面坡度评价;

    山 土源保证率:指对达到当地一等地要求的有效土层厚度所需土方量的满足程度，以%表示。

    — 待复垦污染破坏地评价

    采用污染物质毒性、土壤污染指数、有效土层厚度、污染源治理率等四项因子评价待复垦污染破坏

地。标准见表A7,

    a)污染物质毒性:以污染物质对拟种植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来衡量;

    b)土壤污染程度:用土壤污染指数(P)定量衡量，表示为P=EP;,P，为土壤中污染物z的污染指

      数，等于污染物质实测值与背景值的比值;

    c)有效土层厚度:指地表到障碍土层或石质接触面的深度;

    d)污染源治理率:用以衡量造成土地污染废弃的污染源的治理程度。

    — 待复垦自然灾害毁损地评价

    采用地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砂石堆积厚度、土源保证率、灾害发生频率等四项因子评价待复垦自

然灾害毁损地。标准见表A8,

    a)地面坡度:指毁损废弃地面主导坡度;

    b)有效土层厚度;按自然或覆土后地表表层到障碍土层或石质接触面的深度;

    c)砂石堆积厚度:地表承接砂石的厚度，以cm表示;

    d)灾害发生频率:指造成地面严重毁损的自然灾害在10年内发生的次数。

6.4.4 待整理耕地后备资源评价

    在对温度、水源条件和地面坡度评价(标准同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的基础上，依据待整理类型采用

不同的评价因子体系。

    — 待整理农用地评价

    采用耕地整理系数、土源保证率和资金需求三项因子评价待整理农用地。标准见表A9,

    a)耕地整理系数:整理后净增耕地面积与待整理农用地区面积之比，以%表示;整理后净增加耕地

      面积可依据公式(”计算:

                          Mz一((1一R.)‘(M,一M,)+(R,一R,)·M ···一··，···一 : 1)

    式中 :

    Al, 整理后净增耕地面积;

    N1— 待整理农地区的原耕地面积;

    R,- 整理前的待整理农地区田埂系数;

    R- 整理后的田埂系数(视当地实际情况和整理区类型确定);

    Ni— 待整理农地区非耕地地类的面积(含沟渠、道路、园地和林地等);

    林— 待整理农地区整理后必须保留的非耕地地类面积(含沟渠 道路、园地和林地等)。

    b)土源保证率:指对达到当地一等地要求的有效土层厚度所需土方量的满足程度.以%表示.

    — 待整理建设用地评价

    评价其整理成耕地的难易程度，主要考虑待整理建设用地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兼容程度(简称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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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兼容程度)、土源保证率、土壤质地(土壤侵人体按石砾处理)、水文及排水条件、盐碱度等因子。待整

理建设用地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兼容程度主要考虑周边的土地利用状况，各地可视情况确定等级。

6.5 评价方法

    评价采用最小限制因子法。即在有关评价指标的分级中，以分级最低评级因子的分级作为该评价

单元的等级，并在等级后加注其代号，作为其限制性因子类型。如有2个评价指标的分级均为最低，则

应加注2个限制性因子，代号之间用波折号分开。

7 准备工作

7.1 省级调查评价组织和技术准备

7.1.1 组织准备

    根据国土资源部统一计划安排，开展调查评价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应积极做好前期工作，确定组

织实施单位和技术负责单位，依据本规程编写本省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实施方案，经国土资源部批准

后实施 。

7.1.2 技术准备

    包括技术培训与试点工作。

    — 技术培训:对参加县级调查评价的技术负责人进行技术培训与试点，掌握调查评价方法和操作

        要领，提高技术水平。

    — 技术试点:调查评价工作全面铺开前，每省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2̂-3个试点县，将各地参加

        调查评价的技术负责人集中，按照本规程，对试点县的耕地后备资源进行调查与评价。通过试

        点培训干部，探索经验进行推广。

7.2 县级调查评价的准备工作

7.2. 1 编写调查评价技术设计书

    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编写调查评价任务书，经省级国土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调查评

价任务书内容包括:

    — 县(市)的基本情况;

    — 调查评价工作所需的图件资料和技术条件;

    — 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步骤与方法;

    — 时间安排和经费预算;

    — 调查评价具体实施单位技术情况，

7.2.2 组织专业调查评价队伍

    承担调查评价任务的专业调查评价队伍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7.2.3 收集资料

    — 按本规程4. 3.2要求收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件资料和数据、最新地形图、相应的航摄像片或

        像片平面图、第二次土壤普查形成的土壤图及土壤普查报告、海图等。

    — 与调查评价有关的行政区划、地质、地貌、水利、交通、气象和农林牧等方面的图件和文献资料。

    — 社会经济资料，如人口、劳动力，生产和经济状况等统计资料。

    — 对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提供调查评价使用。

7.2.4 准备仪器和设备

    包括测绘仪器，量算、计算工具，各种手薄、文具，生活、交通和劳保用品等。

7.2.5 技术培训和试点

    正式调查评价工作开展之前，每个县选 1-2个乡，进行技术培训与试点工作，以使全体专业人员熟

悉本规程等技术规定，明确调查评价方法，掌握操作要领，提高技术水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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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业调绘与评价

8. 1 基本要求

8. 1.， 调绘应采用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标绘海滩涂下限宜采用最新海图;重点土地复垦区和整

理区宜采用新测地形图和最新航片;塌陷地调查评价还需利用矿区地面沉降监测图。

8. 1.2 调绘的界线和地物位置要准确，各种注记正确无误，清晰易读，符号符合规程的图例要求。

8. 1.3 地类图斑调绘时，应视实地情况相对连片集中。

8. 1.4 航片调绘面积线不得有重叠和漏调，位置要选在航向(旁向)重叠中部。

8. 1.5 调绘的明显地物界线在图上位移不大于。. 3 mm，不明显地物界线的位移应不大于 1. 0 mm,

8. 1.6 利用标准分幅土地现状图作为野外工作底图的，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最小上图图斑面积，待

开发土地15 m耐，待复垦土地6 mm'，待整理建设用地4m而。利用航片和地形图的，应根据航片和地

形图的比例尺进行折算。

8.1.7 野外调查评价信息经实地核实后，应按本规程规定调查评价表格详尽记录在册。各耕地后备资

源限制因子按耕地后备资源的实际状况填写，然后依据本规程规定的评价标准确定限制等级。

8.2 室内准备

    在熟悉调查评价区域图件资料的基础上，做好室内准备工作:

8.2. 1 准备野外工作底图。已完成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空间数据库建库的地区，利用绘图仪绘制标准分

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其他地区，采用复照、静电复印法、直接蒙绘法复制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采用

直接蒙绘法时，图斑蒙绘界线偏差不得大于。. 15 mm。重点土地复垦区和整理区，准备野外工作地理

底 图。

8.2.2 按类型初步确定调查评价对象。

    — 对待整理土地，已经进行土地整理专项规划的地区，按照土地整理规划划定的农地整理区和待

        整理建设用地作为评价对象(调查时按规划已经整理的农地区和建设用地除外)，并将农地整

        理区和待整理建设用地转绘到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在没有进行土地整理专项规划的

        地区，对于待整理建设用地，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交通规划及水利、流域整治

        等规划，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确定待整理建设用地，并标注在标准分幅土地利用图上;对于待

        整理农地区，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交通、水利、流域整治等规划，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图、

        地形图，并根据农地利用和分布状况、权属界限，主要线状地物(如交通干线、干渠、堤坝等)、结

        合自然地形，划分农地整理区(划定的农地整理区的耕地面积必须占农地整理区面积50%以

        上，最小面积平原区15 hm2、山地丘陵区10 hm')。标注在标准分幅土地利用图上;

    — 对待开发土地，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或台帐)中提取有关图斑和零星地物信息，并标注

        在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待整理农地区的未利用地除外;

    — 对待复垦土地，应根据其在调查评价区域的分布规律，确定调查评价的工作路线和方法。

8.2.3 对拟用航片进行调绘的地区，划调绘面积线，计算航片平均比例尺，并进行室内预判，确定外业

工作路线和方法。

8.3 境界与权属界调绘

    采用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的境界与权属界，一般不作重新调绘，本调查评价图上的境界与权

属界不作为定界依据。

8.4 地类调绘

8.4. 1 按本规程5. 2耕地后备资源分类系统进行地类调绘。

8.4.2 以实线表示地类界线，按图例标出地类符号，注记图斑号。地类界与线状地物或境界线重合时，

可省略不绘。

8.4.3 河流、沟、渠、路等线状地物以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准，不作重新调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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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对小于最小上图图斑面积的零星耕地后备资源，如相邻图斑为耕地后备资源，可与其合并;不能

合并的，一般在图上相应位置以直径为2 mm的圆圈表示，并实地测定面积，注记序号与地类代码。

8.4.5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野外对需要整理的村镇进行核查，对范围发生变化的进行实测。

8.4.6 对于初步确定的待整理农用地区在野外进行核实，确实无误后作为正式农地整理区标注在标准

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

8.4.7 对已经确定为待整理农用地范围内的未利用地和毁损废弃地不另行调绘，

8.5 评价单元调绘

    评价单元图斑应在地类图斑调绘完毕基础上，按照评价单元内属性均一原则，直接在野外调绘完

成。评价单元图斑面积不够对应县级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上最小上图图斑面积时，应视

情况进行合并。

8.6 补测地物

8.6.1 新增地类和经野外核实地类图斑界线发生变化的地类，应进行补测。对未变化的地类图斑，只

进行地类核实。

8.6.2 补测地物点对四周明显地物点位中误差，平地、丘陵地不得大于图上士0. 8 mm，山地不得大于

士1.2 mm，对四周无明显地物点的点位中误差可放大1.5倍。

8.6.3 一般采用平板仪法测图。根据仪器和技术条件等因素，也可采用截距法，距离交会法或极坐标

法等，但必须满足上述精度要求。对于重点复垦区，一般直接补测到1:2 000 5 000的野外工作地理

底图上，其他补测到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

8.6.4 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需侧定地物边线;不依比例尺(或半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需测定中心点

(线)位置。

8.7 耕地后备资源限制因子调查评价

    在耕地后备资源地类和评价单元外业调绘和补侧的同时，要对耕地后备资源的限制因子进行调查.

并评定各限制因子的等级(评定等级可结合野外评价因子的调查成果，在室内进行)，填人规定表格(表

C8~表 C18).

8.8 耕地后备资源分布区相关人口、社会经济条件和交通区位调查

    在进行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绘与评价的同时，以耕地后备资源所涉及的行政村、场为基本单元调查

相关人口、社会经济条件和交通区位，并将调查信息填人规定表格(表C19)。其信息作为耕地后备资源

调查评价基础数据库的内容，为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整理和复垦的可行性分析提供科学依据。

8.9 调绘图整饰

8. 9. 1 调绘和补测后的图(片)要及时整饰，符号、注记要符合图例要求。

8.9.2 整饰后的底图(片)接边精度要求，明显地物要小于0. 3 mm，不明显地物要小于1. 0 mm口

8. 10 填写外业调查评价记录手簿

B.10.1 外业调查评价内容应现场记人手簿，并辅以必要的附图。

B. 10. 2 记载线状地物实测宽度及归属说明

8. 10. 3 记载小于最小调绘图斑的地类实测面积。

8. 10.4 外业调查评价内容记载必须字体正规，字迹清晰，不准涂改(见表Cll到表C19),

内业成果整 理

9.1 根据野外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信息.采用本规程规定的评价方法，评定耕地后备资源的类、等、

型，记录在规定的表格，并按规定的标注格式标注在野外调查评价底图上。

9.2 外业成果转绘

    — 将航片、地形图和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的外业调绘和补测内容，统一转绘到标准分幅土

        地利用现状黑图上。之后，经仔细核实检查及图幅接边检查无误后，供面积量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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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航片转绘的对点误差，以及转绘点位对地形图上明显地物点位误差和接边误差应符合《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要求。转绘方法因地形而异。

    a)平原区:相似形和中心辐射线格网法、距离交会法和转绘仪法;

    b)丘陵区:单个投影仪法、辐射网格法、单辐射分带转绘法和平行尺法;

    c)山区:单个投影仪法辐射交会法、单辐射分带转绘法和自然格网法。

9.3 面积量算

9,3.1 基本步骤

    — 以标准分幅土地现状图斑面积作为控制面积;对涉及两个以上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

        的，以所涉及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面积之和作为面积量算的控制面积;调查评价面

        积大或满图幅应以图幅理论面积为控制进行面积量算与平差。

    — 量算工作底图上每个上图图斑必须量算两次，误差在限差之内的取平均值。

    — 以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为单位，将图斑内每个上图单位的量算面积相加，其结果与标

        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面积相比较，计算面积量算误差。

    — 对耕地后备资源上图图斑与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重合的，不另行量算面积

9.3.2 面积量算精度:以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面积为控制面积，只有当其图斑上每个上图单

元量算面积之和减去控制面积5允许误差时，方可进行平差(见式((2)),

                            F(士0.14·(M/ l 000)·、两歹万 .....................-·，·⋯(2)
    式中 :

    F— 允 许误差 ;

    M 地形图比例尺的分母;

    尸— 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控制面积(亩)。

9.3.3 量算记录

    — 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一律使用亩，准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其后数字按四舍五人处理。

    — 面积量算数据经平差核实无误填人规定表格(见附录0，不许涂改。错字用水平线划掉，在其

        上方或旁边重记 并说明原因。

9.3.4 面积汇总:图斑面积量算后需按规定进行整理，由图斑汇总出村的耕地后备资源面积，再按自下

而上汇总乡(镇)一县的面积。对于待整理农用地区的未利用地和毁损废弃地面积按待整理农用地区整

理增加耕地面积汇总。数据汇总表格和填表说明详见表C1到表C7,

9.4 数据库建立

    耕地后备资源汇总数据库按照国土资源部编制的数据汇总软件所要求的格式和数据汇总要求建

立;有条件建立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的地区(指已经建立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空间数据库的

地区)，原则上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包括调查评价图斑空间信息和相关联的特

征属性，特征属性数据库的数据项含野外和室内调查评价信息

10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

10.，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包括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

价彩色挂图。

10.2 基本要求

10.2.1 体现调查评价成果的科学性、完整性、实用性和现势性。

10.2.2 全面正确地反映制图区域耕地后备资源面积、类型、分布及各类型耕地后备资源等级评价与其

他有关的自然地理条件、土地利用现状，社会经济状况等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10.2.3 地类图斑及评价等级图斑的表示应有明确的定量指标、定性、定位正确。

  12



www.bzfxw.com

TD/T 1007 - 2003

10.2.4 内容的选取和表示，要层次分明、线划符号精细，清晰易读.

10.2.5 耕地后备资源所涉及的类型按本规程规定的耕地后备资源上图图例标准执行，其他地类参照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10.2.6 对于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待整理农地区的未利用地和毁损废弃地一般在图上

相应位置以直径为2 mm的圆圈表示，未利用地采用蓝色圆圈，毁损废弃地采用红色圆圈表示。

10.2.7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最小上图图斑面积，待开发土地15 mm,，待复垦土地6 mm'，待整理建

设用地4 mm'(待整理农用地不作规定)。

10.3 图例及符号说明

10.3.1 图例见附录B,

10.3.2 对经评价不宜耕的图斑仅注地类符号，其地类符号参照相对应的耕地后备资源类型符号执行。

10.3.3 耕地后备资源图斑以行政村、场(含农、林、牧、渔场)以及居民点以外的工矿企业为单元，按自

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原则自行编号。

10.3.4 图斑需同时注记类型代码和图斑号，用分式来表示，分母为图斑号，分子为代码。类型代码和

图斑号采用宋体10 K。如上图图斑无法注记其类型代码和图斑号，类型代码和图斑号可注记在临近图

斑中，用箭头指向需注记的图斑。

10.4 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

10.4.1 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主要表现耕地后备资源的类型、面积、分布，评价等级，由于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是在对土地后备资源(包括未利用地、毁损废弃地和需整理土地)的基础上进行

的，为了保持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结果的系统性，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还应表示经评价不宜

耕的土地资源的类型、面积、分布。

10.4.2 比例尺同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

10.4.3 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常规制作按照清绘、复照或复印、上色(仅限于耕地后备资

源图斑)程序进行;计算机制图按照清绘、数字化或扫描、投影设置、编辑、标注、图版设计和绘图仪输出

程序进行(可结合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的建立进行)。

10.4.4 清绘时应对标准土地利用图上的要素进行处理。一般要对调查评价覆盖范围内所涉及的标准

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要素进行适当取舍，原则上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线状地物和权属界予以保

留，舍去所覆盖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斑界线、地类号、图斑号;范围之外的，原则上保留标准分幅土

地利用现状图要素。图中应包括行政界线、耕地后备资源类型界线和评价等级界线及相应符号.

10.5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挂图

10.5.1 以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为基础，根据不同比例尺的综合要求，编制县级耕地后备

资源调查评价图。

10.5.2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挂图主要表现耕地后备资源的类型、面积、分布规律，评价等级.由

于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是在对未利用地、毁损废弃地和需整理土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保持耕

地后备资源评价结果的系统性，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挂图还应表示不宜耕土地后备资源的类型、

面积、分布。

10.5.3 对于小于上图面积指标的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应进行综合取舍，合并时一般应保持各地类面积

的对比关系，形状相似;对于待整理农地区内的未利用地和毁损废弃地舍去不加以表示;对其他有重要

意义的耕地后备资源(一般指在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分布图上能够上图，但在县级耕地后备资源挂图

上不能上图的一些图斑)可用相应的独立符号表示，采用直径2 mm的红色、深蓝色和深绿色实心圆圈

分别表示待开发、待复垦和待整理类耕地后备资源。配置独立符号应定性、定位准确，不宜过密，以反映

其分布规律和特点为限。

10.5.4 比例尺与县级土地利用现状挂图相同。

10.5.5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常规编制程序按照:(1)将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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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评价内容缩绘到县级土地利用现状薄膜黑图上;(2)清绘;(3)复印;(4)上色(仅限于耕地后备资源图

斑)，计算机制图可情况采用两种方法。对于具有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数字化图的，采用拼接(含接

边)、要素编辑(同清绘要求)、标注、图版设计(按规程图例要求进行)和绘图仪输出等程序进行;对于没

有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数字化图的.采用缩绘、清绘(同常规制图)、数字化或扫描、投影设置、编辑、标

注、图版设计和绘图仪输出等程序进行(可结合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的建立进行)。

10.5.6 清绘时对土地利用挂图上的要素处理原则基本同10.4.4.

11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报告编写

    调查评价报告是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技术总结，是对具体调查评价成果精度与质量的反

映与评价。此报告分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报告及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分析报告两部分。

11. 1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报告

11. 1. 1 前 言

    概述任务来源、背景和依据，调查的目的、意义，工作起止时间，工作进展和完成总况，阐述本次调查

的主要特点，获得成果及其应用价值，以及撰写报告的目的、内容和其他必要说明。

11. 1.2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技术方案的制定

    通过概述和分析调查区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开发沿革与利用、破坏情况，以及区域间的

分布规律、差异与特点，阐述制定调查技术路线、技术方案、耕地后备资源分类系统、评价系统等的依据

及合理性、科学性。

11.1.3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的全过程

    调查进度及总的完成情况，分阶段叙述:

    — 准备阶段:领导与组织工作，调查工作单位，人员组成，日程安排、经费数量及使用情况、资料收

        集，技术选择。

    — 外业:采用的规程、细则;使用的图件数量、比例尺及其覆盖范围;分区情况;地类、境界、权属界

        的调绘与实测方法;外业调查的关键技术环节等。

    — 内业:转绘与编绘的作业方法;控制点与数据的来源;土地面积量算与汇总采用的技术手段、方

        法与程序;图件着墨清绘与调查评价报告编写等。

11.1.4 调查方法与成果质量

    调查的技术路线、方案与方法;各阶段作业情况及其实施效果;调查成果的质量评定和精度分析。

阐述技术路线和作业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调查成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 成果质量检测的内容与方法:在作业期间和各级检查验收过程中，实地和室内分别检测和抽查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的项目、内容、数量及采用的检测与抽查方法。

    — 各调查环节的质量与精度:使用的图种的质量;各种比例尺专题图上图斑界线的精度检测;土

        地面积量算精度，以及底图编绘和图件清绘质量等。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精度的综合分析(包括地类、界线和面积):做出调查成果质量的结论和有关

        说明与讨论。

11.1.5 成果检查验收及成果质量评价精度分析

    调查成果的验收及成果的质量评定情况，检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补救措施。

11.1.6 成果应用及效益。

    应用的内容与范围;可取得的效益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11.1.7 调查技术方法的创新、讨论与建议，工作经验与体会及合理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的建议。

11.1.8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表
11. 1.9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图说明

11. 1. 10 其他调查成果。在调查报告后，可附上有关专题研究报告和必要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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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分析报告

11.2.1 所调查评价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

11.2.2 评价原则

11.2.3 评价系统

11.2.4 评价单元

”.2.5 评价指标

11.2.6 评价方法

11.2.7 适宜性综合评价

12 地(市)级、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汇总

12. 1 汇总成果

    地(市)级和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汇总成果包括数据汇总成果和地(市)级、省级耕地后备资

源调查评价报告。

12.2 数据汇总

12.2. 1 数据汇总要求

    — 以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基础数据为依据，采用从地(市)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逐级

        汇总方式进行。

    — 原始数据汇总前要全面核验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基础数据，确信齐全无误后，才能

        进 行。

    — 出现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边界争议区的，按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汇总时所采用的

        界线汇总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面积数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后民政部

        门已重新定界的，按民政部门规定的界线汇总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面积

        数据 。

    — 汇总的末级行政区划单位为县级。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位代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

        代码ll(GB/T 2260)执行。

    — 为充分利用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研究耕地后备资源类型、数量、质量和与自然、社会经济等

        因素的相互关系，各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 建立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数据库，数据库软件统一编制。

12.2.2 数据汇总表格和填表说明详见表C1~表C7,

12.3 地(市)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12.3. 1 省(自治区、直辖市》需编写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及其耕地后备资源分析报告，地(市)级只编写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12.3.2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是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和汇总工作过程的总结。工作报

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 前言。概述任务的来源、背景，调查的目的、意义，工作起止时间，工作进展和完成总况，撰写报

        告的目的、内容和其他必要说明。

    — 基本情况。简述本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自然、社会及经济等基

        本情况;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的过程。概述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的基本过程;分阶段叙述县级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总工作的领导与组织、工作单位与人员

        组成，技术培训和试点，各阶段的工作时间;外业调绘和内业汇总的基本情况和完成情况，取得

        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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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方法.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汇总的技术依据、工作进度、作业方法，以及技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情况。

    — 成果检查验收及成果质量。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的检查验收、地(市)级汇总成果的自

        检或检查验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总成果的自检情况;各项成果的质量情况;各级检查验

        收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补救措施.

    — 成果应用及效益。包括应用的内容与范围，可取得的效益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工作经验和体会。调查技术方法的创新、讨论与建议，工作经验与体会及合理利用耕地后备资

        源 的建议 。

12.3.3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是地(市)级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和汇总采用的技术路线和具体

技术措施及其应用效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本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评价成果精度与质量的

反映与评价，以阐明耕地后备资源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和权威性，主要内容如下:

    — 前言。任务的来源与工作量，作业起止时间，撰写技术报告的目的、内容和其他必要说明。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技术方案的制定。依据实际情况，阐述制定调查技术路线、技术方案、耕地

        后备资源分类系统、评价系统等的依据及合理性、科学性。

    — 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分阶段叙述:准备阶段、外业调查评价、内业成果整理、面积量算

        与汇总、图件编制与调查评价报告编写等。

    — 调查评价方法。包括调查评价的技术路线、方案与方法;各阶段作业情况及其实施效果;调查

        评价成果的质量评定和精度分析。阐述技术路线和作业方法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调查

        评价成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 调查评价成果质量控制。包括调查评价成果质量检测的内容与方法、各调查评价环节的质量

        与精度、面积量算精度、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精度的综合分析、调查成果的验收及成果的质

        量评定情况以及检查验收中发现的向题和采取的补救措施。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汇总。地(市)级和省级汇总成果，包括对县级调查评价成果的补

        充完善与调整;数据汇总、分析与统计;文字报告的撰写等。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方法的创新、讨论与建议

12.3.4 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分析报告

    报告应以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成果为基本素材，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耕地后备资源属性和社

会经济环境，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统一的原则，进行综合分析，全面系统的论述本省

(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与分布特点、及其开发、整理和复垦潜力与趋势，提出

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的方向、途径与措施。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如下:

    — 前言。概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的简要情况，调查评价数据的可信

        度;编写本报告的目的、意义，内容和其他必要说明。

    — 基本情况。简述本地(市)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辖区总面积、耕地后备

        资源开发利用基本情况等。

    — 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等;社会经济

        条件包括民族、人口与劳力、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科技文化及其区位特征等。

    — 耕地后备资源综述与评价。包括耕地后备资源分类和含义，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耕地后

        备资源的类型、数量与分布特点;耕地后备资源的质量评价(自然条件、特点、适宜性、障碍因素

        与开发难易程度)等。

    —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潜力与制约因素分析。

    — 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战略。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对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需

        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和方针;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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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查验收

13.1 检查验收组织程序

    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对地(市)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汇总成果和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

果检查验收，也可根据情况委托地(市)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县级成果进行验收。国土资源部负责对

省(自治区、直辖市)后备资源调查汇总成果检查验收。

13.2 检查验收程序

13.2. 1 县或地(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本规程规定的检查验收内容对本辖区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

价或汇总成果自检，认定达到要求后，写出《申请验收报告》，报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验收。省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县或地(市)提交的成果进行检查，认定达到要求后，进行验收，质量合格者，发给合

格证 书。

13.2.2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本规程规定的检查验收内容对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汇总成果应先进行自检，自检通过后，写出《申请验收报告》，连同汇总成果，

一并报国土资源部申请验收。

13.2.3 国土资源部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验收报告后，对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总成果进行检

查，并随机对地(市)级汇总成果和县级调查评价成果进行抽查，认定达到要求后，进行验收，质量合格

者，发给合格证书。

13.3 检查验收的成果与资料

13.3. 1 县级检查验收的成果与资料

    — 数据成果:耕地后备资源汇总表、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表等。

    — 图件成果:标准分幅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图、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挂图。

    — 文字成果: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报告、耕地后备资源适宜性评价分析报告。

13.3.2 地(市)级和省级检查验收的成果与资料

    — 数据成果:耕地后备资源汇总表。对省级，还要求提交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数据库

    — 文字成果: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技术报告 省级还包括耕地后备资源分析报告。

13.4 县级调查评价成果检查验收内容

    按本规程要求 在全面审查县耕地后备资源成果的基础上，随机抽取各项成果的10%---15%进行

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13.4. 1 外业调绘与补测地物精度。重点检查:

    — 各种界线 ;

    — 地类界线及符号;

    — 分类精度;

    — 补测地物的精度;

    — 外业手簿:

    — 转绘精度.标准同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及相关规定。

13.4.2 评价成果质量

    重点检查评价单元的划分及评价因子限制等级是否与实际相符

13.4.3 面积量算

    重点检查量算精度和量算记录及统计汇总表等。

13.4. 4数据表格与图的对应程度

    重点检查数据表格所记录的图斑号和对应面积是否与图相符。

13.4.5 数据成果

    首先要全面检查提交数据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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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是否等于不同类型耕地后备资源面积之和;类与型是否合理，等之和是否等于

类，型之和是否等于等。

13.4.6 图件成果

    — 提交成果图件品种和数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 提交的技术文件是否齐全;

    — 资料使用、作业方法、工艺流程是否合理;

13.或7文字成果
    主要检查县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检查内容包括:

    — 对调查评价的技术路线、技术措施，作业方法和使用的基础图件资料等是否作了全面总结;

    — 具有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地域差异特点;

    — 报告的科学性、系统性、可信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如何;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路线和方法有无创新、有无明显的效益和推广价值;

    —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质量和精度分析是否科学合理、充分可靠;

    — 文章结构是否合理，文笔是否通顺，是否图、文、表并茂，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读性。

13.5 地(市)级和省级调查评价成果检查验收内容

13.5.， 数据成果

    — 全面检查提交数据成果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规程要求.

    — 按照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是否等于不同类型耕地后备资源面积之和;类与型是否合理，等之和

        是否等于类，型之和是否等于等的原则，检查提交的各项数据成果。

13.5.2 文字成果

    — 工作报告。检查内容包括:是否对调查评价与汇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组织领导、工作安排、

        人员配备、技术路线、工作方法、工作进度、完成成果等各项内容论述有无遗漏;对检查验收和

        成果质量情况论述是否全面和准确;成果应用效益是否确切;经验总结、体会是否深刻等。

    — 技术报告。检查内容包括:调查评价与汇总工作的技术路线、作业方法和使用的基础图件资料

        是否作了全面总结;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路线和方法有无创新、有无明显的效益和推广价值;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质量和精度分析是否科学合理、充分可靠;报告的科学性、系统性、可信性、准

        确性和权威性等。

    — 耕地后备资源分析报告。检查内容包括:有无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地域差异特点;是否具有科

        学性、系统性、可信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文章结构是否合理，文笔是否通顺，是否图、文、表并

        茂，是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读性等。

13.6 验收评价

13.6.1 评价等级

    在核实所提交的数据成果完全符合规程要求以及数据表格所填写内容与图、实地相符的基础上，检

查其他需要验收的内容，并按下列标准进行评等:

    — 优秀:总合格率》90% ;

    — 良好:总合格率)85 Yaa~  <90 0/a ;

    — 合格:总合格率)80%-<85% ;

    — 不合格:总合格率<80%.

13.6.2 检查验收报告

    — 县级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后，验收委员会写出书面《检查验收报告》交省级国土管理部门。对验

        收不合格或部分不合格的成果，验收委员会在阐明成果存在问题后，应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县

        调查单位要对成果进行修改完善，在规定的时间内使成果达到合格标准。

    — 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评价成果检查验收后，验收委员会写出书面《检查验收报告》交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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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对验收不合格或部分不合格的成果，验收委员会在阐明成果存在问题后，提出具体处理

意见，省级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汇总单位要对不合格成果进行修改完善，在规定的时间内，

使成果达到合格标准。

滩涂资源调查评价技术补充规定

1 滩涂资源评价

了.1 滩涂资源主要依据围垦条件及围垦效益进行评价。

1.2 围垦条件包括水资源、光热资源、地形坡度、水深、土壤养分、土壤质地、土壤含盐量等因素。

1. 3 围垦效益是指各类大堤的取材条件和抗风浪能力，每亩平均投资额及各项投资比例，已围成的

月
月

.
马

月
呀

月
，

确
，

﹃

.

.

盛
丹

，

.

.

.

.

.

口
‘

海涂脱盐改造的最长与最短年限，主要改造步骤和措施，河、湖、库滩围垦条件、投资额、经济效益与生态

环境对比分析，改成的一、二、三等地及其经济效果。

14.2 准备工作

14.2. 1 资料收集

    — 收集调查地区最新行政区划图和最新地形图。

    — 收集调查地 区最 新卫 片和航 片。

    — 收集气候、地质、地貌、土壤、水文、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社会经济、土地利用、水产养殖、水利交

        通等方面的图件和资料，以备野外调查、制图和编写报告时使用。

14.2.2 物资准备

    — 读航片和转绘用的立体镜、转绘仪和放大镜等。

    — 调查和绘图用的绘图仪、罗盘、望远镜和照相机等。

    — 野外生活和劳保装备。

14. 3 外业调查

14.3. 1 调查路线:海滩涂调查，要求垂直于海岸线。

14.3.2 调查基本内容

    — 地貌:应记载海拔高度、相对高度、地貌形态特征、侵蚀状况、坡度、坡向及海潮入侵范围。

    — 物质组成:调查记载不同物质组成类型，如河流冲积物、海相沉积物、坡积物 同时记载基岩

        类型 。

    — 地下水深:记载土壤地下水埋藏深度。

    — 土壤性态调查，包括土壤颜色、质地、酸碱度、结构、湿度、紧实度。

14. 4 评价的基本方法

    滩涂资源开发评价主要考虑水资源、光热资源、地形坡度、水深、土壤质地、土壤含盐量等因素，指标

设置同其他类型的耕地后备资源评价。

14.5 内业成果整理

14.5. 1 资源调查资料汇编

    — 野外调查记录。

    — 重要参考资料目录。

14.6 滩涂资源调查分析报告

14.6. 1 工作简况:调查评价工作进行的日期、方法、步骤、人员组织、经验及问题等。

14.6.2 生态环境，如:气候、地貌、植被、成土母质等。

14.6. 3 滩涂资源的分类，分布特点和基本特征。

14.6.4 从肥力特征、盐分状况、生产性能、水利条件等方面对滩涂资源进行评价。

14.6.5 提出综合开发、开发、合理利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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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耕地后备资源评价限制等级划分

表Al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水分限制等级

区 域 年降水量/mm 年湿润度(PIE)
灌溉水源保证率/%

A, A, A, N

千早区 < 250 < 0.3 100 80-100 70-80 < 70

半干早区 250-500 0. 3- 0. 6 > 80 70--80 50--70 < 50

半湿润区 500- 1 000 0.6- 1.0 >60 50-60 40--50 < 40

湿润区 > 1 000 > 1.0

注 尸:年降水量。E 年燕发量.

                    表 A2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有效土层厚度限制等级

母 岩(质)
有效土层厚度}cm

A, A, A N

黄土性母质和易风化的泥质岩类 > 100 50- 100 30--50 < 30

中性、酸性结晶岩类 > 100 60- 100 50--60 < 50

石英岩类，碳酸岩类 > 100 70̂ -100 50--70 < 50

表A3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坡度限制等级

地 区

坡 度

A, A, A N

黄土地区和紫色土区，以及土层厚度大于

              70 cm的地 区
<60 6。一 150 15一 25 >250

其他地区 <3, 3'-6- 61-15' >15'

表A4 待复垦挖损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因子 A, A, A, N

挖损地面坡 度 0--60 60-15。 15。一250 >25'

挖掘深度!m < 1 1--3 3--5 >5

积水深度了m < 1 1--2 2- 3 > 3

土源保障率/肠 100 80- 100 50--80 < 50

地下水位/m > 1 0.5- 1 0.2- 0.5 0.2

挖拟地面污染

    物毒性
无化学有害物质

有少量化学有害物质。

造成产量下降<2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20% -4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40写，或农

  副产品不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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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待复垦塌陷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 因子 A， A2 A, N

塌陷地面坡度 0'-6, 6。一 l50 150̂-250 >25'

塌陷深度/m < 1 1--3 3- 5 > 5

积水深度/m < 1 I- 2 2- 3 > 3

表层盐分含量 <0.1% 0.1% 0.2% 0.2% 0.4% >0.4%

土源保证率//cm 100 80--100 50- s0 { <50
地下水水位/m > 1 0. 5- 1 0.2-0.5 0.2

地面污染物毒性 无化学有 害物质

有少量化学有害物质，

造成产量下降<2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20% 4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40环，或农

  副产品不能食用

表 A6 待复垦压占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因子 A, 入         } N

堆积物平整量厂

  (m'/m')
< 2 2--5 5- 10 > 10

堆积物毒Pt 无化学有害物质

有少量化学有害物质，

造成产量下降<20肠，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20%---#0'/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有化学有害物质，造成

产量下降>40 ，或农副

    产品不能食用

堆积地面坡度 <6' 60--150 150̂-250 > 250

土源保证率/% 100 80-100 50- 80 < 50

表 A7 待复垦污染破坏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因子 A, A2 AJ N

污染物质毒性 无影响

  造成产量下降

<20%，农副产品达

    食用标 准

    造成产量下降

    20兀--40%,

农副产品达食用标准

造成产量下降>40%.

    或农副产品达

    不到食用标准

土壤污染程度 1续P<2 2(P<3 3< P< 4 P> 4

有效土层厚度/cm > 100 80-100 50- 80 < 50

污染源治理率/% 100 100- 80 80- 60 < 60

表A8 待复垦自然灾害损毁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 因子 A, A2 AJ 又

地 面坡度 0。一6。 60---15“ 15“~25。 >25口

有效土层厚度!}m > 100 80- 100 50- 80 < 50

砂石堆积厚度/cm 0- 20 20- 40 40- 50 < 50

土源保证率/% 100 80--100 50- 80 < 50

灾害发生频率 0 0 1 > 1

表A9 待整理农用地评价因子限制等级

评价 因子 Al A2 AJ 暂不整理

耕地整理系数/% > 5 2.5-5 1一 2.5 < 1

土源保证率/% > 100 80--100 50- 8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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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耕地后备 资源图例及代码

耕地后备资源一级地类用罗马字母表示

I:待开发土地

II:待整理土地

III:待复垦土地

耕地后备资源二、三级地类用颜色(RGB)和代码表示。

地 类名称                 一
待开发荒草地 巨二二口 (220,250,190) 一
待开发盐碱地 厂一一一j         (245,235,240) }
待开发沼泽地 厂一一一一刁 (190,210,255)

待开 发沙 地 } } (225,195,125)
千寺开发裸土地 巨二预夔』 (170,125,110) .
待开发裸岩石砾地 睡舞罄毅 (200,，，，，150) 一
待开发 苇地 ， 1        (190,210,255) 一
待开发滩 涂 厂一一一门 (190,210,255) 一
挖损地 睡舞班襄翻 (200,135,125) 一

稳定塌 陷地 ....! (200,135,0) 一
不稳定塌陷地 顾舞舞彝劲 (200,135,0)

歼石及粉煤 灰堆积地 m绷.. (150,165,165) ”，，
矿石、渣、排土堆积地 h巷爵舞圈 (150,165,165) ”，，
废弃建筑物 占地 L̀ 翔日圈 (240,150,130)                     113

垃圾 占地 !一 } (150,165,165) 一
三废污 染地 厂一一一一〕 (245,190,215， 一

污水lit溉 污染地 F-— 一 (245,190,215)
农业生产化学污染地 厂一-一门 (245,190,215) 一

洪灾 损毁地 二二二口 (215,215,180) .
滑坡 、崩塌损毁地 }一 ~一一门 (130,130,130) 一
泥石流灾毁地 厂一一1           (215,215,180， 一
风沙 损毁地 三二二口 (215,215,180， 一
地震灾毁地 0           (215,215,180) 一

其他自然灾害损毁地 厂一一 门 (215,215,180)
待整理农用地 1 ! (255,255,100) I                     IIIi
待整理建设用地 ..... (235,115,100)          I          III_

耕地后 备资源评价等 、型 用如下代码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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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宜耕地:A,;

二等宜耕地:A,;

三等宜耕地:A,。

限制型按类型用下列代码表示:

无限制:A0;

水分限制:A' ,

温度限制:A' ,

土质限制:A0' ;

盐碱限制:A0' ,

举例:如受盐碱限制的三等待开发盐碱地代码为I iiA,"'巨巫口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耕地后备资源野外调查评价与成 果汇总 表

表C1 耕地后备资源一级分类面积汇总表

调查区域名称 单位 为亩

行政 区划
辖 区面积 合 计

待开发土地 待复垦土地 待整理土地

代码 名称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填 表人

填表说明 :

                                    检查人

首行为合计.

调查区域名称为汇总行政单位名称。

行政区划名称为调查区域所辖的下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名称.

          表 C2 待开发耕地后 备资源不同等级面积汇总表

年 月 日

调查区域名称 : 单位 为亩

行政区划

辖 区面积 合 计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代码 名称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填 表人

填表说明 同表C1

检查 人 年 月 日

表 C3 待 复垦耕地后备 资源不 同等级 面积汇总表

调 查区域名称 单位 为亩

行政区划

辖 区面积 合 计

待复垦耕地后备资源

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代码 名称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填 表人:

填 表说明:同表 C1

检查人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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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待整理耕地后备资源不同等级面积汇总表

调查 区域名称 单位为亩

行政 区划

辖 区面积 合 计

待整理饼地后备资源

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代码 名称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小计 国有 集体

填表人 :

填表说明:同表C1

检查人: 年 月 日

调查区域名称

  表C6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三级类及评价等级汇总表

权属 性质 : 单 位为亩

填表人: 检查人:

填表说明:1.首行为合计

          2.调查区域名称为汇总行政单位名称

          3.行政区划名称为调查区域下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名称。

          4.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分别制表并汇总出区域耕地后备资源面积

                      表C6 待复垦耕地后备资源二级类及评价等级汇总表

调查 区域 名称: 权属性质 :

年 月 日

单位 为亩

行政 区

戈i1名称

辖区面积
2 ‘ 言毛

待 复 垦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挖损地 塌 陷地 压占地 污染损 毁地 自然灾毁地
口 乡J

q,it1 2 3

it
1 2 3 ,J.itl 2几

it
1 2 3 /j,it1 夕 3冀

名

称

填表人: 检查人:

填表说明:1.首行为合计。

          2.调查区域名称为汇总行政单位名称

          3.行政区划名称为调查区域下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名称。

          4.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分别制表并汇总出区域拚地后备资源面积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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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坡名称:

表C7 待整理耕地后备资源三级类及评价等级汇总表

                          权属性质 : 单 位为亩

行政区

划名称 辖区面积 合 计

待 整 理 耕 地 后备 资 源

待整理农用地 待整理建设用地

小计 1 2 3 小计 1 2 3代码 名称

                                    填表人: 检查人:

填表说明:1.首行为合计

          2.调查区域名称为汇总行政单位名称。

          3.行政区划名称为调查区域下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名称

          4.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分别制表并汇总出区域拼地后备资源面积.

          5.待整理农用地面积仅统计通过整理所能增加的耕地面积

                          表C8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表

单 位为亩

行政

区划

名称

图

斑

号

权

屁

待 开 发耕 地 后 备 资 源
一等地

  A1

二等地

  A2

三等地

  AJ

不 宜

耕地

  N

待开发

  苇地

待开发

  滩徐

待开发

tX草地

待 开发

盐碱地

待开发

沼泽地

待开发

  沙地

待开发

裸土地

待开发

石砾地

填表人: 检查人:

备注:不宜耕类不属于耕地后备资源范畴，为保持拼地后备资源评价的系统性，加人此项内容.

                          表 C9 待复垦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工作表

年 月 日

单位为亩

行
政
区
划
名
称

图

斑

号

权

属

待 复 垦 土 地

等

地

.4,

等

地

A,

等

地

A

.

一不
l宜

耕
  地
  N

挖

损

地

稳定

塌陷

  地

不稳

定塌

陷地

开石 、

粉煤

灰堆

积地

矿石 、

矿渣 、

书卜土

石堆

积地

废弃

建筑

物占

  地

垃

圾

占

地

废

污

染

地

污
水
灌
溉
污
染
地

农业

生 产

化学

污染

  地

洪
灾
损
毁
地

滑
坡
崩
塌
损
地

泥
石
流
灾
毁
地

风
沙
损
毁
地

地
震
灾
毁
地

其他

自然

灾害

损毁

  地

填表人: 检查人:

备注:不宜耕类不属于耕地后备资源范畴，为保持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的系统性，加人此项内容.

年 月 日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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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0 待整理耕地后备资薄调查评价工作表

单位为亩

行政

区划

名称

图

斑

号

权

周

待 整 理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一等地

  A.

二 等地

  A舍

三等地

  A，

不宜耕地

    N
待整理农用地

待整理建设用地

待整理农用地区面积 净增加的耕地面积

填表人: 检查人:

备注 不宜耕类不属于耕地后备资源范畴.为保持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的系统性，加人此项内容。

填表说明 待整理农用地中，净增加的耕地面积根据耕地整理系数和待整理农用地区面积给出。

年 月 日

表C11 待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图幅号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星地类 限制性因素

图

斑

号 序号
地类

代码
瞥‘
  肖

温度

条件

水分

条件

坡

度

土层

厚度

土坡

质地

盐

碱

度

水文

与排

水条

件

沙化

状况
A It

生态

退化

可能

性

她 英

代码
吧，
  田 戈R 什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原图斑号为拼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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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2 待复垦挖损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图幅号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 图图斑 零星地类 限制性 因家

图

斑

号

地类

代码

地类

名称
臀l
    田

序号
地类

代码

面积/

  亩
竺奎弩

挖损

地面

坡度

挖掘

深度

积水

深度

土源

保证

率/

  环

挖损

地面

物质

毒性

地下

水水

位/m
习 弓 1~r 沪卜 甲.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城表说明:1 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表 C13 待复垦塌陷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图幅号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星地类 限制性因家

图

斑

号

地类 地类

名称
1'!/
    肖

序

号

她举

fl/
  出
曼笼士势

塌陷

地面

坡度

垠陷

深度

积水

深度

土源

保证

率/%

地下

水水

位 /m

表层

盐分

含量

塌 陷

地 面

物质

毒性

代码代码 洲笼 厂r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琪表说明 1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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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4 待复垦压占地耕地后备资谏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田幅号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 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星地类 限制性因素

图

斑

号

地类

代码

地类

名称
吵/
  曰

序号
地类

代码
瞥‘
  幽

温度

条件

水源

条件

堆积

平整

  盘

堆积

物毒

  性

堆积

地面

坡度

土砚

保证

率/%

      、原 新

附 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坟表说明:1.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坟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表C15 待复垦污染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图幅号 航 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 星地类 限制性因素

图

斑

号
地类

代码

地类

名称
吵‘
  曰

序号
地类

代码
些/
    田

温度

条件

水源

条件

污染

物质

毒性

土坡

污染

程度

有效

土层

厚度

污染

源治

理率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派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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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幅号

  表C16 待复垦自然灾害毁损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垦地类 限制性因素

图

斑

号
地类

代码

地类

名称
吧/
    肖

序号 W*
代妈
吵‘
    田

潭度
条件

水源

条件

地面

坡度

有效

土层

厚度

砂 石

堆积

厚度

土源

保证

率/%

灾害

发生

颇率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填表说明 1

图幅号

              年 月 日 检查员 : 年 月 日

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 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表C17 待整理农用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航片号 县 乡 村

图斑号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地类

代码

地类

名称
面积/亩

限制性因素

温度条 件 水源条件 地 面坡度
耕 地整

理系数

土源保

证平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城表说明1.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2.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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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8 待整理建设用地耕地后备资源外业调查评价记录表

图幅号 航片号 县 乡 村

权属

单位

名称

权

属

上图图斑 零星地类 线状地类 限制性因素

图

斑

号

地

类

代

码

地

类

名

称

面

积/

田

序

号

地

类

代

码

面

积/

田

序

号

地

类

代

码

长 宽

面

积/

田

温

度

条

件

地

面

坡

度

十监

水源

条件

土壤

质地

盐

碱

度

不 关

与排

水条

  件

利用

兼容

程度
原 新

附图

作业员

坟表说明 :1.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原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处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图斑号〔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图斑的，填写

相应图斑的图斑号)。

新图斑号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号.

    表 C19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区相关社会经济和交通条件野外调查表

                                                                                      人、亩、公斤

权属

单位

名称

农业

人 口

耕地

面积

基本

农田

面积

粮食

总产

农业人

口平均

收人/

(元/人)

农业产值

占工农业

总产值

比重/环

交通

密度

作业员 :

填表说明

            年 月 日 检查员: 年 月 日

权属单位名称指调查区的行政村名称，与拼地后备资源野外调查评价工作表一致

交通密度指行政区内铁路、等级公路以上道路里程(km)与区域面积的比值((km/k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