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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我国农业土地利用面临严
峻的挑战。若要确保粮食安全，解决我国十几亿
人口的温饱问题，现有耕地数量将不能再减少。
然而，目前我国建设用地占用的其他地类面积数
量正在不断加大，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又非常有限，
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宜耕后备土地资
源存在的限制因素有数量少、质量差、开垦难度
大、投入太高、生态环境脆弱等，解决目前我国
农业土地利用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土地开发整理，
因此对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评价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我国土地评价广泛应用了人工神经网络、

生态位、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数据挖掘、
模糊数学等方法，并采用遥感和GIS相结合的3S技

术，评价方法朝着定量化和实用化方向发展，在
土地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如黄
功标应用模糊数学理论，在分析评价因子对茶园
土壤适宜性影响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对应的隶属
度，成为快速、准确评价不同作物土壤适宜性及
动态监测的理想途径［ 2］。杜红悦等用模糊数学方
法对FAO的农业生态地带法（AEZ）进行改进，并将
GIS技术应用于AEZ法中［ 3］。罗鹏以浙江省兰溪市
为例，在3S技术的支持下，采用3种模型（包括物
元模型）对兰溪市低丘红壤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进行
了综合评价［ 4］。王缓玲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构建
了农地整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运用
综合指数法和GIS技术取得各评价单元综合得分，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区域农地整理时空配置［ 5］。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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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增耕地系数理论开发潜力最大和根据已实
施项目确定开发潜力两种情况下，求取未利用土
地的新增耕地面积，从而最终确定兰白都市经济
圈的新增耕地面积潜力测算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甘肃为了加快发展，积极促进白银老工业城
市的转型，以及突破兰州市和白银市两市行政区
划界限，充分发挥各自区域的特色优势，实现区
域内优势互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做出
了实施“中心带动”区域发展战略、“建设兰白都市
经济圈”的决策。白银距离兰州69 km，黄河穿越
两市400 km以上。交通体系较为完备，联系十分
便捷，属“一小时经济圈”。
兰州市地处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

带，位于黄河上游，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中
间为主城区河谷盆地，海拔1 450～3 680 m。全市
地貌可分为山地、黄土梁峁沟谷地、河谷盆地三
种类型。其中山地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65%，海拔
2 500～3 680 m；黄土梁峁沟谷地占全市总土地面
积的20%，海拔1 830～2 000 m；河谷盆地占全市
面积的15%，海拔1 400～1 620 m。土地总面积1.3
万k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88%。其中，市区
面积1 631.6 km2，市区河谷盆地区东西长约40 km，
南北宽2～8 km。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为1 570
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7 459元，2011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952.57元。
白银市地处甘肃省中部，位于黄河上游，是

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过渡地带，南北相距380
km，东西相距140 km。周边与甘肃、宁夏、内蒙
古7个市（盟）和13个县（旗）接壤，地处西宁、银
川、西安等大中城市中心位置，是西陇海兰新经
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4 13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145元，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043元。
1.2 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全部来源于全国土地第二次大调查
统计的《甘肃省农村土地利用现状二级分类面积汇
总表》。
1.3 研究方法

在对研究区未利用土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对未利用土地进行适宜性评价，通过特尔菲法测
算研究区未利用土地的综合评价指数，然后选择
新增耕地系数理论开发潜力最大和根据已实施项
目确定开发潜力两种情况，求取未利用土地的新
增耕地面积，最终确定兰白都市经济圈的新增耕

地面积潜力测算值。
1.3.1 特尔斐法 特尔斐法的运用是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的，主要被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应用
在未来学的研究中。在解决各种形式的复杂问题，
如某一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时促进信息交流并取得
一致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评价中的特尔斐
法实际上是为了取得对某一指标或某些指标重要
性程度的一致性认识而进行的专家意见征询法。
以发放问题表的形式征求、汇集并统计一些资深
人员对某一项指标重要性程度的意见或判断，以便
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使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见［ 6～9］。
1.3.2 土地适宜性评价 土地适宜性评价就是评
定土地对于某种用途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的程度的
一种评价方法，它是进行土地利用决策，科学地
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本依据。通过对土地的自
然、经济属性的综合鉴定，阐明土地属性所具有
的生产潜力，以及对农、林、牧、渔等各业的适
宜性、限制性及其程度差异的评定［ 10～12］。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未利用土地开发潜力评价

2.1.1 未利用土地现状分析 依据兰白都市经济
圈土地利用现状图及相关资料，研究区其他土地类
型主要包括河流水面、滩涂、裸地、沙地、沼泽
地、盐碱地和其他草地。基于研究区实际情况，河
流水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调节地域气候，改
善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种地类不宜
进行土地开发。本文的未利用土地类型为滩涂、裸
地、沙地、沼泽地、盐碱地和其他草地。从表1可
以看出，研究区未利用土地面积1 994 581.68 hm2，
其中河流水面9 378.11 hm2，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
的0.470%；内陆滩涂面积5 247.22 hm2，占未利用
土地总面积的0.263%；裸地面积为236 296.25 hm2，
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11.847%；沙地面积为
4 378.59 hm2，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0.220%；沼
泽地面积 53.74 hm2；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0.003%；盐碱地面积3 023.25 hm2；占未利用土地
总面积的0.152%；其他草地面积1 736 204.52 hm2，
占未利用土地总面积的87.046%。总体上来看，兰

地类 兰州市 白银市 兰白都市经济圈
河流水面 3 228.55 6 149.56 9 378.11
内陆滩涂 3 823.1 1 424.12 5 247.22
裸地 25 874.57 210 421.68 236 296.25
沙地 8.01 4 370.58 4 378.59
沼泽地 53.74 0 53.74
盐碱地 295.3 2 727.95 3 023.25
其他草地 728 319.38 1 007 885.14 1 736 204.52
合计 1 994 581.68

表1 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结构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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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资源丰富，其中荒草地
面积大，且开发利用的障碍因素较少，是重要的
宜农后备土地资源。从表2可以看出，未利用土地
中其他草地的面积最大，兰州市、白银市分别为
728 319.38、1 007 885.14 hm2；裸地的面积次之，
分别为25 874.57、210 421.68 hm2；沙地的面积兰
州市最小，为8.01 hm2，沼泽地的面积白银市最
小，为0。未利用土地分布各不相同，总的来说，
白银市的未利用土地面积大于兰州市。
2.1.2 未利用土地适宜性评价与分级 首先是确
定评价因子及其权重。未利用土地开发适宜性评
价因素不仅仅要考虑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水文、
地貌、地形、植被、气象等自然因素，还要考虑
区位条件、交通条件、人文条件等一系列社会经
济因素。影响未利用土地适宜性的因子非常多，
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应该根据兰白都市经
济圈的实际情况进行主导评价因子的筛选 ［ 13～17］。
采用特尔斐法确定主导评价因子及其权重。聘请
土地资源管理、城市规划、农业等学科专家共15
人，根据自身经验确定主导评价因子及其权重
（见表3）。第1轮打分主要是确定主导评价因子。

其次是确定评价因子的分级标准。综合考虑
兰白都市经济圈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状况，充分
查阅相关资料，并多次与国土资源局相关专家交
流，经反复论证，将评价因子进行定量化处理，
并对其进行分级，其分级标准见表4。
第三是指标分值的计算与可开发未利用土地

面积的确定。根据各指标因子的分值和权重，计
算宜农未利用土地适应性评价指标总分值（表5）。
宜农未利用土地适应性评价指标总分值（E）=土壤
类型分值×0.2033+人均GDP分值×0.098 7+地貌类
型分值×0.277 3+海拔高度分值×0.130 0+地质灾
害分值×0.290 7。

对计算所得的研究区可开发未利用土地的面
积比例进行修正，将修正后的宜农未利用土地适
应性评价指标总分值百分比化，则得到研究区可
开发未利用土地的面积比例。假设未利用土地开
发理论潜力发挥到最大，则兰州市未利用土地新
增耕地系数为81.99%，白银市未利用土地新增耕
地系数为76.93%。根据新增耕地理论潜力计算公
式（理论潜力=兰州市各地类面积×兰州市新增耕
地系数+白银市各地类面积×白银市新增耕地系
数）可得出，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开发利

白银 90 90 80 80 90 76.93

兰州 90 100 90 90 90 81.99

地区
评价因子权重 综合

分值0.203 3 0.098 7 0.277 3 0.130 0 0.290 7

表5 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适宜性评价指标综合分值

专家 土壤类型 人均GDP
（万元） 地貌类型 海拔高度

（m） 地质灾害

第一等级 黑垆土、潮土 1.50～1.75 河谷川地 1 000～2 000 一般级
分值 100 100 100 100 100
第二等级 灰钙土 1.30～1.50 黄土丘陵地貌 2 000～3 000 较大级
分值 90 90 90 90 90

第三等级 风沙土、盐碱土 1.01～1.30 基岩山地 3 000～4 000 重大级
分值 80 80 80 80 80

表 4 评级指标标准分级

名称 其他草地 河流水面 内陆滩涂 盐碱地 沼泽地 沙地 裸地
兰州市 728 319.38 3 228.55 3 823.10 295.30 53.74 8.01 25 874.57
城关区 7 902.84 341.56 104.74 7.56 2.17 0 415.65
七里河区 8 741.43 147.91 194.54 0 0 0 19.73
安宁区 2 732.59 260.67 109.82 0 8.64 0 315.32
西固区 19 922.57 426.89 74.74 0 3.26 0 215.55
红古区 40 137.57 346.25 188.93 1.24 1.58 0 26.97
榆中县 123 930.91 457.60 2 242.87 0 0 0 12 893.41
永登县 339 172.97 731.11 849.93 258.23 38.09 0 10 568.82
皋兰县 185 778.50 516.56 57.53 28.27 0 8.01 1 419.12
白银市 1 007 885.14 6 149.56 1 424.12 2 727.95 0 4 370.58 210 421.68
白银区 104 799.75 427.69 130.78 101.31 0 0 2 171.48
平川区 131 105.53 579.57 38.67 0 0 11.97 6 394.53
会宁县 145 108.99 1 536.96 646.26 0 0 0 30 380.51
景泰县 263 488.19 965.12 40.14 1 908.73 0 4 358.17 165 671.51
靖远县 363 382.68 2 640.22 568.27 717.91 0 0.44 5 803.65

表2 兰白都市经济圈各区未利用土地空间分布结构 hm2

因子 权重
土壤类型 0.203 3
人均GDP 0.098 7
地貌类型 0.277 3
海拔高度 0.130 0
地质灾害 0.290 7

表3 评价因子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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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理论潜力

内陆滩涂 3 823.100 81.99 1 424.120 76.93 4 230.135
裸地 25 874.570 81.99 210 421.700 76.93 183 092.000
沙地 8.010 81.99 4 370.580 76.93 3 368.855
沼泽地 53.740 81.99 0 76.93 44.061 43
盐碱地 295.300 81.99 2727.950 76.93 2 340.728
其他草地 728 319.400 81.99 1 007 885.000 76.93 1 372 515.000
合计 761 602.67 1 232 978.910 1 572 968.724

河流水面 3 228.550 81.99 6 149.560 76.93 7 377.945

地类
兰州市 白银市

理论潜力
（hm2）各类未利用地面积

（hm2）
新增耕地系数
（%）

各类未利用地面积
（hm2）

新增耕地系数
（%）

用潜力为1 572 968.724 hm2（表6）。
收集2012年兰白都市经济圈已实施的未利用

土地开发项目，根据开发规模和实际新增耕地面
积，计算兰州市和白银市的新增耕地系数 ［ 18～19］。
计算公式为：新增耕地系数（a）=新增耕地面积/开
发总规模。得出兰州市和白银市已实施的未利用
土地开发项目的新增耕地系数（表7）。

进而进行未利用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潜力
测算。计算公式为：新增耕地面积=待开发的未利
用土地规模×新增耕地系数。
从表8可以看出，根据2012年已实施的未利用

土地开发项目，得出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
可开发为新增耕地的面积为96 737.211 hm2。

2.2 新增耕地面积潜力测算

综合理论开发潜力测算方法和根据已实施项
目确定开发潜力测算方法，一个是假设未利用
土地开发理论潜力发挥到最大时的新增耕地面
积为1 572 968.724 hm2（理论开发潜力测算）；另
一个是根据已实施的未利用土地开发项目确定
的新增耕地面积为96 737.211 hm2（根据已实施项
目确定开发潜力测算）。将以上2种方法所求的
新增耕地面积求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确定的兰
白都市经济圈的新增耕地面积潜力测算值，该
测算值为834 852.968 hm2。

3 结论
1） 根据以上分析，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
适宜性评价指标综合分值分别为81.99、76.93。假
设未利用土地开发理论潜力发挥到最大时，兰州
市和白银市未利用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系数分别为
81.99%、76.93%，新增耕地面积为1 572 968.724
hm2；根据已实施的未利用土地开发项目确定新增
耕地面积，兰州市和白银市未利用土地整治新增
耕地系数均为4.85%，新增耕地面积为96 737.211
hm2。将以上两种方法所求的新增耕地面积求取平
均值，最终确定兰白都市经济圈的新增耕地面积
潜力测算值为834 852.968 hm2。
2） 土地开发潜力评价是保证地区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以及粮食安全的重要评价手段［ 20］。笔者在对
研究区未利用土地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影响兰白都市经济圈未利用土地开发潜力的五大
因子，对研究区未利用土地进行适宜性评价与分
级，目的是为了准确地评价兰白都市经济圈的未
利用土地开发潜力，同时也为制定未利用开发专
项规划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笔者在测算研究区新
增耕地面积潜力测算值时，采用一个是假设未利
用土地开发理论潜力发挥到最大时的情况，另一
个是根据已实施的未利用土地开发项目确定。两
种情况一个过度理想化是将潜力发挥到最大，而
另一个又过度保守根据以往的开发项目来预测，
可能会低于未来的实际情况，因此，如何准确地
测算新增耕地面积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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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未利用土地总规模
（hm2）

新增耕地面积
（hm2）

新增耕地系数
（%）

兰州 3 495.330 169.430 4.85

白银 3 445.730 167.030 4.85

表7 兰白都市经济圈已实施未利用土地开发项目的
新增耕地系数

地区 待开发的未利用土地规模
（hm2）

新增耕地系数
（%）

新增耕地面积
（hm2）

兰州 761 602.650 4.85 36 937.728

白银 1 232 979.030 4.85 59 799.483

总计 96 737.211

表8 兰白都市经济圈新增耕地面积潜力测算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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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临洮县马铃薯主产区辛店镇，对引进的 7个马铃薯新品种（系）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表明，陇薯 6
号、陇薯 7号、L0527-4等田间长势较强，商品性状好，折合产量为 33 392.8耀31 369.0 kg/hm2，较对照品种庄薯 3号
增产 12.6%耀19.9%，商品率均在 72.0 %以上，适宜在临洮县域内海拔 2 000 m左右的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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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马铃薯新品种（系）在临洮县引种试验初报
任菊芳

（甘肃省临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临洮 730500）

马铃薯是临洮县主要经济作物，常年种植面
积稳定在4万hm2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山旱区。
受经济、文化的影响，种植品种单一，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临洮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1］。为此甘
肃省临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会川马铃薯繁育基地引进马铃薯新品种（系）7
个，在临洮县辛店镇进行了试验观察，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马铃薯品种（系）共7个，分别为陇薯6号、

陇薯 7号、陇薯 8号、陇薯 10号、 L0529-2、
L0527-4、L0527-2，均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会川
马铃薯繁育基地提供。对照品种庄薯3号由甘肃省
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临洮县辛店镇桑南家村旱地梯田地。
海拔2 048 m，年降水量450 mm，无霜期127 d，年
平均气温6.9℃，年有效积温2 053℃。试验地土
质为黄绵土，肥力中等，前茬玉米。前茬收后及
时翻耕耙耱纳雨蓄墒，播前结合整地一次性施入
马铃薯专用肥 1 2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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