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体系
建设的思考

汇报人：

2024-01-14



CATALOGUE

目录

• 引言

•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概述

•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技术与方法

•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实施与管理

•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 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未来发展趋势与展

望



01 引言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到国家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加强

耕地保护刻不容缓。

通过建立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体系，

可以科学评估耕地破坏程度，为耕地

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背景与意义

破坏程度鉴定意义

耕地保护重要性



VS

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土地管理制

度，但在耕地破坏程度鉴定方面还存在

一定空白。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土地

利用变化、土壤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

开展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制

度体系。

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在耕地保护方面起步较早，已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

例如，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土地

利用规划、土壤质量监测、生态环境评估

等手段，对耕地破坏程度进行科学鉴定和

分类管理。同时，国外学者在耕地破坏程

度鉴定方法和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02 耕地破坏程度鉴
定制度概述



耕地破坏程度定义
指人类活动对耕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改变，导致耕地质量下降或功能

丧失的程度。

耕地破坏程度分类
根据破坏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可分为轻度破坏、中度破坏和重度破坏。

耕地破坏程度定义及分类



鉴定制度的目的与原则

鉴定制度的目的

通过对耕地破坏程度的科学评估，为

保护耕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依据。

鉴定制度的原则

包括科学性、公正性、可操作性和动

态性等原则，确保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信度。



鉴定制度的历史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的传统，但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

度起步较晚。

鉴定制度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耕地保护意识的提高，我国耕地破坏程度鉴定制度不断完

善，逐步建立起较为科学的评估体系。

鉴定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03 耕地破坏程度鉴
定技术与方法



03

破坏程度评估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对耕地的破坏程度进行初步评估，为后续

工作提供依据。

01

地质勘查

通过地质钻探、槽探等手段，了解耕地土层结构、土壤类型、

土壤质地等。

02

环境勘查

调查耕地周边的环境状况，包括水源、气候、生物等，评估环

境对耕地的影响。

现场勘查技术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获取
耕地的空间分布、面积、
形状等信息。

卫星遥感 航空遥感 遥感解译

通过航空摄影或无人机拍
摄，获取高分辨率的耕地
影像数据。

对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提取耕地的特征信息，
如植被覆盖度、土壤湿度
等。

030201

遥感监测技术



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
对耕地的空间数据进行统
计、叠加、缓冲区等分析。

空间数据分析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GIS数
据，监测耕地的动态变化
情况。

耕地变化监测

结合GIS数据和其他相关信
息，分析影响耕地破坏程
度的各种因素。

影响因素分析

GIS分析技术



评价指标选取

根据耕地破坏程度的特点和实际需求，选取合适的评
价指标。

评价模型构建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耕地破坏程度评价模
型。

模型验证与优化

通过实例验证评价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根据反
馈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和改进。

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04
耕地破坏程度鉴
定制度实施与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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