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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托合作市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等，将合作市境内耕地按油菜适宜
性划分为高度适宜、适宜、勉强适宜、不宜种植种植4个等级。其中高度适宜种植区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0.17%，适
宜种植区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61.58%，勉强适宜种植区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5.33%，不适宜种植区占全市总耕地面积
的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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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CLRMIS，using the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etc .，will cooperate in city
cultivated land according to rapeseed suitability is divided into highly appropriate，appropriate，barely suitable，and not suitable
planting four grades . The highly suitable for the area accounted for 10.17% of the total arable land；appropriate area accounts for
61.58% of the total arable land；barely suitable region accounted for 15.33% of the total arable land；not suitable for the area
accounted for 12.92% of total arable land in the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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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甘南州的唯一大宗油料作物，海拔3 200
m以下地区均有分布，常年播种面积1.07万hm2，占
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8%，占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的
97%。近年来，甘南州油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
因气候资源和生产特点不同，不同区域油菜籽产量
差异较大。我们在调查分析油菜分布现状、种植区
域生态气候条件、立地条件等的基础上，对合作市
油菜适生种植区进行分级规划，以期为因地制宜调
整油菜生产布局，提高油菜生产效益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合作市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属高原性气候，

冬季严寒，夏季凉爽，日夜气温差大，日照、降水
相当充足。年平均气温2.0℃，平均海拔2 936 m，
年均降水量550 mm，年日照时数2 300～2 500 h，光
照条件同农作物生长发育同步，土壤状况良好，有

机质含量高，磷中等，有利于油菜的生长发育。
2 研究方法
利用合作市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油

菜适生环境选择评价指标，对合作市油菜生产的

耕地适宜性进行评价。
2.1 层次分析构型的建立

对合作市油菜种植区气候、立地条件及生产
现状等进行调查分析，并邀请气象、农业等行业
的专家召开评议会，对指标进行分类。采用特尔
斐法选取4类约束因素（养分状况、剖面性状、气
象条件、立地条件）、11个指标（有效磷、阳离子
交换量、有机质、有效土层厚度、质地构型、年
降水量、≥0℃积温、坡度、坡向、海拔、地貌类
型）作为合作市油菜适宜性分区评价指标（参评因
子层次结构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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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评因素权重确定

针对参评因子层次结构中各准则层及指标层
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尔斐法，按照指
标层各因素对准则层相应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给
出数量化的评估。运用县域耕地资源管理系统获
得各判别矩阵的权重值，然后进行层次总排序，
最终所得到的组合权重，即为油菜适宜性评价因
子的权重值（表1）。

2.3 参评因素隶属函数模型建立

采用DELPHI法，评估出对应的一组隶属度，
根据散点图进行曲线模拟，寻求参评因素实际值
与隶属度方程，建立起隶属函数。根据定量指标
的隶属函数和定性指标的隶属度，在合作市耕地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建立油菜适宜性评价隶属函
数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中地貌类型、质地构型、
坡向等概念性指标隶属度的确定不需要建立隶属
函数，由专家依据这些指标对耕地生产潜力的影
响直接评分确定隶属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适宜性等级划分

通过所建立的合作市油菜生产适宜性评价层
次分析模型和隶属函数模型，对合作市县域内所

有耕地进行油菜适宜性评价，采用累积曲线分级
法划分油菜适宜性评价等级。在划分适宜性等级
过程中，考虑到评价结果部分与当地实际情况不
符，将第一轮评价结果返回当地专家及农户，在
当地专家经验和农户实际种植经验的指导下，经
过不断调试，设置等级起始分值，将合作市油菜
适生种植区定为4个等级（图2）。等级分值确定之
后，系统依据评分生成不同等级的适宜性评价结
果图（图3）。

3.2 适宜区域规划

由图3、表2可知，合作市境内绝大多数耕地
适宜油菜生产，其中高度适种区耕地面积为
1 421.65 hm2，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0.17%，主要
分布在海拔较低（2 900 m以下）的地区。该区域降
水量较多，日照较充足，尤其是海拔2 800 m以下
区域，适宜白菜型春油菜的生长发育，是“双低”优
质高产油菜繁种和种植的理想基地，以勒秀、卡
加曼、佐盖曼玛、那吾、坚木克尔等乡（镇）分布面
积较大。适种区耕地面积为8 608.69 hm2，占全市

图1 合作市油菜适宜性评价因子层次结构

评价因子 土壤养分
0.117 2

剖面性状
0.173 9

气象条件
0.300 8

立地条件
0.408 0

组合权重
∑CiAi

有效磷 0.171 6 0.020 1
CEC 0.270 2 0.031 7
有机质 0.558 2 0.065 4
质地构型 0.434 8 0.075 6
有效土层厚 0.565 2 0.098 3
年降水量 0.333 3 0.100 3
≥0℃积温 0.666 7 0.200 6
坡向 0.110 2 0.045 0
坡度 0.162 2 0.066 2
海拔 0.310 3 0.126 6
地貌类型 0.417 3 0.170 3

表1 合作市油菜适宜性评价因子权重

图2 合作市油菜适宜性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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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合作市油菜生产适宜性分布

总耕地面积的61.58%，主要分布在海拔3 100 m以
下地区，以当周街道、卡加曼、佐盖曼玛、那吾、
勒秀等乡（镇）分布面积较大。勉强适种区耕地面
积为2 143.19 hm2，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5.33%，
主要分布在海拔3 100～3 200 m地区，该区域气候
寒冷，生长期短，降水较多，日照较少，无霜期
短，遇早霜甚至不能成熟，是白菜型春油菜勉强

适宜种植上限，以卡加道、勒秀、那吾、佐盖曼
玛等乡（镇）分布面积较大。不宜种植区耕地面积
为1 805.75 hm2，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2.92%，主
要分布在海拔3 200 m以上地区，该区域气候寒冷，
无霜期短，降水量虽多，但光热条件不能满足油
菜正常需要，以卡加道、勒秀、那吾、佐盖多玛、
佐盖曼玛等乡（镇）分布面积较大。
4 结论与建议
1）依托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选取11个影
响油菜生产的评价因子，将合作市油菜适生种植
区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高度适宜种植面积为
1 421.65 hm2耕地，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0.17%；
适宜种植区耕地面积为8 608.69 hm2，占全市总耕
地面积的61.58%；勉强适宜种植区耕地面积为
2 143.19 hm2，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15.33%；不适
宜种植区耕地面积为1 805.75 hm2，占全市总耕地
面积的12.92%。
2）建议在合作市高度适宜种植油菜的区域，尤其
是较低海拔区选择早熟甘蓝型杂交油菜新品种青
杂4号、青杂3号、067、青杂7号等，以提高农业
比较效益。其余地区以品种陇油4号、甘南5号、
青油17号等为主，重点推广优质白菜型油菜品种，
建成优质白菜型油菜生产基地［ 1］。同时，结合高
寒区的特点，建立蚕豆、青稞、油料的轮作种植
制度，发展农牧复合加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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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合作市油菜生产适宜性评价各等级面积

乡（镇）名称 耕地面积
（hm2）

高度适宜 适宜 勉强适宜 不适宜

面积
（hm2）

所占比例
（%）

面积
（hm2）

所占比例
（%）

面积
（hm2）

所占比例
（%）

面积
（hm2）

所占比例
（%）

当周街道 656.52 51.75 7.88 544.19 82.89 60.58 9.23 0 0

坚木克尔 312.05 101.81 32.63 210.24 67.37 0 0 0 0

卡加道乡 906.70 24.50 2.70 163.62 18.05 165.63 18.27 552.95 60.98

卡加曼乡 1 272.58 391.46 30.76 798.93 62.78 82.17 6.46 0.02 0.00

勒秀乡 4 495.13 500.70 11.14 2 846.02 63.31 696.16 15.49 452.25 10.06

那吾乡 3 739.48 106.25 2.84 2 527.07 67.58 913.30 24.42 192.86 5.16

通钦街 44.51 32.92 73.96 11.59 26.04 0 0 0 0

伊合昂 41.52 8.12 19.56 33.40 80.44 0 0 0 0

佐盖多玛乡 176.06 0 0 0.19 0.11 10.72 6.09 165.15 93.80

佐盖曼玛乡 2 334.73 204.14 8.74 1 473.44 63.11 214.63 9.19 442.52 18.95

总计 13 979.28 1 421.65 10.17 8 608.69 61.58 2 143.19 15.33 1 805.75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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