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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概述 

“耕地质量定级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软件以 ArcGIS为基础

平台，专门为农用地定级、估价人员开发的一套业务应用软件。软件

功能涵盖了耕地质量定级涉及的因素因子权重确定、因素因子作用分

计算、基准地价评估、基准地价修正体系等一系列的土地业务活动。

系统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管理信息系统（MIS）、地理信息系

统（GIS）、决策支持系统（DSS）、数据库技术、数学模型和算法、

基准地价更新技术规范等，使基准地价评估和更新所需要的时间大大

缩短。这不仅极大地减轻了业务工作人员的负担，规范基准地价的评

估与更新，而且能够形成规范的基准地价更新数据库。 

（2） 手册的应用范围 

本手册适应于由天津市申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耕地质量定级

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的使用。 

本手册主要供“耕地质量定级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的操作人

员使用。 

（3） 所需知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手册，操作人员应具有接受过“耕地质量定级

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业务知识和系统培训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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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使用该手册 

本手册为“耕地质量定级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资料的一部分。 

文档 描述 

《软件使用操作手册》 系统操作说明 

《软件安装手册》 系统安装说明 

（5） 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手册有任何异议或意见，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022615130 

软件用户交流 QQ 群：427167576  

产品介绍网址：www.simplemap.com.cn 

 

 

 

http://shang.qq.com/wpa/qunwpa?idkey=55588e5ad6ea98d56862be8c97fd44bf18c4e8f74cb73cd825b0ada1e166fe1b
http://www.simplem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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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登录和功能模块 

1 系统登录 

双击电脑桌面“耕地质量定级与农用地定级估价系统”的快捷图标

，弹出系统登录对话框： 

 

图 1 系统登录界面 

（1）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请先按以下步骤建立一个“项目

城市”1数据库： 

 点击图 1中的红框表示的按钮，弹出“创建新项目”对话框： 

 

                         

 
1
 项目城市是指本次农用地定级项目所在地的城市名称，仅用于区分公司在不同地方开展的农用地定级项目，无其他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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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注册项目城市 

在项目名称框中输入项目名称，例如“乾安县耕地质量定级”，点击

“确定”按钮，系统会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Agriculturelandclass 

Database 文件夹中新建一个与项目名称一致的文件夹，该文件夹将

会存储新建项目所有的数据，实现一个项目对应一个数据库，各项目

的数据库彼此独立、无关联。新创建的项目数据库，登录的用户名和

密码默认都是 admin，并自动加入到图 1 中项目城市列表中。 

 新创建的项目数据库在第一次登录成功后，会弹出修改密码提

示对话框，见图 3： 

 
图 3 修改密码提示对话框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见图 4： 

 
图 4 修改密码对话框 

（2） 如果你已经成功建立了项目数据库，请在“项目城市”列表中

选择本次工作需要操作的“项目城市”名称，并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和

密码，点击“登录”按钮，登录系统，进入业务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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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你从其他电脑复制了一个项目文件夹到本电脑软件的

Agriculturelandclass Database 目录下，打开登录界面后，新项目

名称将自动加入到图 1 中的项目城市列表中。 

当图 1 中项目城市列表中项目城市数量过多时，你需要删除一些

常期不用的项目城市名称。将鼠标移动到某一个项目城市名称上时，

在项目城市名称右侧会显示一个“删除项目”按钮 ，见图 5： 

 

图 5 删除项目城市信息 

单击 按钮，弹出删除该项目数据库对话框，见图 6: 

 
图 6 删除项目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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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从列表中删除此项目名称”选项，仅将项目名称从项目城

市列表中删除，该项目数据库仍存在于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Agriculturelandclass Database 文件夹中。 

 选择“删除此项目的所有记录文件”选项，不仅将项目名称从项

目城市列表中删除，而且也会删除该项目的所有记录文件（包括

项目数据库），请谨慎操作。 

2 功能模块 

成功登录系统后，进入功能模块主界面，见图 7，系统将所有功

能分为四个模块，分别为：定级因素体系、耕地质量定级、农用地估

价、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图 7 功能模块主界面 

“定级因素体系”模块主要包括土地定级影响因素/因子的建立、

征询、权重确定、因子计算方法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因子相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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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数设定；登录系统的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每个用户登录系统后

的图层配置、项目数据库的坐标系设定等操作。 

“耕地质量定级”模块主要包括因素/因子作用分计算、耕地图

斑和零星地物定级指数计算、耕地级别线生成等相关操作。 

“农用地估价”模块主要包括基准地价内涵定义、地价样点导入

导出、样点剔除和样点地价的评估和基准地价计算。 

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模块用于建立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影响因素/因

子、影响因素/因子权重、生成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和宗地地价影响

因素指标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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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级因素体系”模块 

2.1 定级因素/因子 

 
图 8 定级因素体系模块界面 

2.1.1 专家库 

专家是指具有一定的土地行业背景，对本次耕地质量定级项目的

影响因素/因子征询、影响因素/因子权重打分的专业人员。 

 
图 9 专家库管理界面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专家”对话框，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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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添加专家对话框 

提示：如果有来自于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多位专家，在输入工作单位信

息时，不必每次手动输入相同的工作单位信息，可在图 10 中勾选

选项，然后从工作单位列表中选择。 

（2） 在专家列表中，选中某一专家名字，并在专家名字前挑勾，点

击“删除”按钮，可删除某一专家信息。 

（3） 在专家列表中，双击专家名字，弹击编辑专家信息对话框，见

图 11： 

 
图 11 编辑专家信息对话框 

（4）  “生成空专家表”，系统将会生成固定格式的专家列表

(Excel 格式的文件)，用户可此在文件中添加专家名单，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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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专家表样式 

（5） “导入专家名单”，将固定格式的专家列表导入到系统中，此

功能主要用于将大量专家名单从外部 Excel文件中导入到系统，

外部 Excel 格式的专家名单必须与“生成空专家表”生成专家名

单表格式一致。 

（6） “导出为 Excel”，将专家名单以 Excel文件格式导出，见图 13。 

 
图 13 导出专家信息到 Excel 文件 

2.1.2 因素因子模板 

在定级工作开展初期，需要建立一个因素因子模板库，然后征询

专家应使用哪些因素因子作为耕地质量定级的评价指标体系。 

新建一个空的项目数据库时，系统已自动添加了一个因素因子模板

（点击“初始化模板”按钮）。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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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因素因子模板管理界面 

因子是指体现土地区位差异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因素是指某一

类因子或同一类因素的总称。如图 14中“土层厚度”、“土壤质地”、 

“剖面构型”都是因子，“基础设施条件”和“耕作便利程度”是因

素，两个因素又组成了上一级因素：“社会经济因素”。 

（1） 添加因素因子时，可直接在某个因素或因子上点击右键，弹出

右键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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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按钮，系统在所单击的节点下自动添加一个子节点，输

入因素/因子的名称即可。 

（2） 单击某个因素/因子节点，右键选择“删除”或按下“Delete”

键，系统将删除该因素/因子。 

（3） 选中某个因素/因子节点，并再次单击它，因素/因子名称变为

可修改状态。 

当因素因子模板中新增、修改或删除了因素/因子，图 14中的“保

存”按钮将变为可用，单击可保存所做的修改。 

（4） “导入模板”，将指定格式的因素/因子模板导入到系统中。 

（5） “导出为 Excel…”，将因素因子模板以 Excel格式导出。 

（6） “初始化模板”，将因素因子模板恢复到系统默认模板状态。 

2.1.3 因素因子征询 

因素因子征询是指将因素因子模板发放到各位专家手中，让专家

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特点，确定耕地质量定级应采用哪些因素因

子。 

提示： 

（1） 规程中已明确说明的必选的因素因子请提前在征询页中标出。 

（2） 专家在因素因子模板中选择的因素因子并不是最终的参与耕

地质量定级的因素因子，征询结果仅供管理人员参考。 



11 

 
图 15 因素因子征询界面 

专家征询完成后，需要将征询结果输入到系统中，步骤如下： 

（1） 在专家名单框中选择某一专家，并在专家名单前打勾，然后在

“因素因子模板”栏中选择该专家的因素因子征询结果，并单击“征

询”按钮保存该专家的征询结果。保存后，右侧的“专家选定的因素

因子”框中会同步显示该专家的征询结果。 

（2） “全选”，选择全部因素/因子。 

（3） “全不选”，使全部因素/因子处于未选中状态。 

（4） “反选”，使因素/因子在选中和未选中状态下切换。 

（5） “导出为 Excel…”，将选定专家的因素因子征询结果导出为

Excel 格式。 

提示：如需查看某一专家的征询结果，在专家名单框中选中该专家，

右侧的“专家选定的因素因子”栏中会同步显示该专家的征询结果。 

2.1.4 因素因子确定 

因素因子确定是指根据各位专家的征询结果来确定耕地质量定

级的最终的因素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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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因素因子确定界面 

在图 16中左侧的“因素因子模板”栏中选中一个因素/因子，中侧的

“选择该因素的专家”栏会同步显示选择该因素/因子的专家人员，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确定出耕地质量定级应采用哪些因素因子。 

最终的因素因子确定步骤： 

（1） 在左侧的“因素因子模板”栏中挑勾选中最终的因素因子。 

（2） 点击图 16中工具栏上的“生成”按钮，生成耕地质量定级的

最终因素因子。 

（3） “导出…”，将耕地质量定级的最终因素因子以 Excel格式输

出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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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导出农用地定级因素因子表 

2.1.5 因素因子权重征询 

权重反映因素因子对耕地质量的影响程度。系统提供特尔斐测定

法、因素成对比法和层次分析法三种方法确定因素因子权重，用户可

根据项目需要，选择任一种方法确定权重。 

一、 特尔斐测定法 

最终的因素因子确定后，工作人员需要将最终的因素因子表格打

印出来，再次发放到各位专家手中，让专家根据重要性给因素因子分

别打分，打分一般进行 2～3 轮，每一轮的打分都应该参考前一轮的

打分，分数在平均分的二倍标准差范围外的专家打分应不予考虑。 

提示： 

（1） 为便于统计，打分是百分制。例如某一因素下有三个因子，三

个因子的权重之和必须是 100，否则无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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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规程要求，打分要进行 2～3 轮，如项目只需进行一轮打分，

请直接进入第三轮打分。 

 
图 18 因素因子权重征询界面 

操作步骤： 

（1） 选择“专家”和“征询轮次”，在左侧的“因素因子”栏上，

单击因素/因子名称。如选择的是因素，右侧显示该因素下所有因子

的打分。平均值和标准差是系统根据专家的打分情况自动计算出来的，

用户无法修改（超过设定标准差的因素因子分数将以红色显示）。 

（2） 将鼠标移到右侧区域因素/因子的权重位置处，双击权重列或

回车，权重变为可修改状态， ，修改权重后，单击“保存”按

钮，如权重之和不为 100，系统提示无法保存。 

工具栏按钮说明： 

“删除”：删除指定专家或所有专家的打分数据。 

“保存”：保存权重的修改结果。 

“下载专家打分表模板”：如果专家打分需要从外部导入，打分数据

的格式必须要符合系统指定的格式，该格式可通过点击该按钮生成的

Excel 文件查看，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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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专家打分模板表 

“导入”：导入专家的权重打分表，该表格式必须符合系统的指定格

式方可导入，见图 20： 

 

图 20 导入专家打分 

 用户首先要确定导入专家的名称、打分轮次，点击“打开权重表”，

选择专家打分的 Excel 文件，如格式符合要求，系统将读取 Excel

文件中的打分数据到窗体中，点击“导入”按钮，系统将读取的

打分数据保存到数据库。 

 如某因素的因子权重之和不等于 100，系统将弹出错误提示，修

改成功后方可导入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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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开权重表过程中，如该权重表已被 Excel打开，系统将无法

读取该权重表，请先关闭后再读取。 

“导出…”：导出指定专家或所有专家的权重打分表到 Excel 文件。 

二、 因素成对比较法 

因素成对比较法通过因素间成对比较，对比较结果赋值、排序，

确定权重的方法。该方法应用有两个重要前提： 

（1）因素间的可成对比较性。即因素集合中任意的两个目标均可

通过主观的判断确定彼此的重要性差异（重要、同等重要、不重要）。 

（2）因素比较的可转移性。设有 A、B、C 三个因素，若 A比 B 重

要，B 比 C 重要，则必有 A 比 C 重要。 

 
图 21 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因素因子权重 

用户在比较两两因素的重要性时，如果发生了不符合前提 2 的逻

辑性错误，保存比较结果时，系统将会弹出错误提示，见图 22： 

 
图 22 因素成对比较法逻辑性错误提示 

三、 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将与

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7065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813/506934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993/7619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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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用户只需对各指标之间进行两两对

比之后，然后按 9分位比率排定各评价指标的相对优劣顺序，系统在

经过一致性检验后，建立判断矩阵、使用几何平均法自动计算出各因

素因子权重。 

 
图 23 层次分析法确定因素因子权重 

提示：计算权重时，系统先计算一致性比率（CR），若 CR>0.1，说

明判断矩阵发生了逻辑性错误，矩阵未通过一致性检测，需重新调整

判断矩阵的两两重要性比较结果；若 CR<0.1，认为通过了一致性检

验，系统根据判断矩阵自动计算权重。 

 
图 24 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错误提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7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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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确定因素因子最终权重 

因素因子权重确定完成后，系统可根据任一权重确定方法为依据，

计算出因素因子的最终权重。如果以特尔斐测定法为权重确定方法，

系统将根据第三轮所有专家的打分平均值，确定因素因子最终的权重。 

 

图 25 确定因素因子最终权重界面 

图 25左侧 “因素因子权重参考值（第三轮）”栏中会显示所有专家的

打分参考权重。 

确定因素因子最终权重步骤：在图 25中侧“最终因素因子权重”栏的

“最终因素因子权重”节点上右键，点击 按钮，会将第三轮

的参考权重保存为耕地质量定级的最终的权重。如还需要微调部分因素

/因子的权重，在“最终的因素因子权重”栏上单击需要修改的因素/

因子名称，并在右侧的“权重调整”栏中双击相应的权重列或回车进行

修改，单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结果。 

提示： 

（1） 因素/因子权重未输入时，因素/因子名称显示为红色。 

（2） 使用“特尔斐测定法”确定因素因子最终权重时，只导入特尔

斐法第三轮所有专家的打分平均值。 按钮，只有鼠标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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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中侧“最终因素因子权重”栏的“最终因素因子权重”节点，

右键单击时才出现。 

确定权重的三种方法中，特尔斐法最实用，也是土地评价项目中使用

最多的方法。在使用特尔斐法过程中，由于要进行二至三轮专家打分，

打分后还需现场统计结果供下一轮打分使用，时间紧，所以项目实施

过程中把所有专家请到现场进行二至三轮打分并不现实。针对此情况，

我们专门开发了 Web 版的土地评价因素因子打分系统，专家人员可在

线打分，解决了线下多轮次打分的难题。 

2.1.7 地图投影(坐标系确定) 

建立了因素因子体系与相应的权重后，我们需要导入在外业2采

集好的因子空间数据（例如 shp文件、CAD文件）来与每一个因子建

立空间对应关系，以便进行因子作用分计算。在导入空间数据前，我

们需要为本项目指定一个平面坐标系，坐标系一旦设定后，无法再次

修改。 

地图是椭圆的，而我们经常使用的纸质地图却是平面的，由椭

圆形地球到平面地图的转换过程，就叫投影。投影参数不一样，就会

造成地球上同一区域投影到平面上的形状或面积不一样。我们无需考

虑不同投影的地图叠加显示的各种变换过程，因为本软件会在显示地

图过程中帮我们动态投影变换这些地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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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统分为地理坐标系统和投影坐标系统。地理坐标系统的

地图单位是度，投影坐标系统的地图单位一般是米。由于定级计算的

评价单元（网格）单位是米，因此，导入的地图投影必须是投影坐标

系统（单位是米），否则无法定义投影信息。 

地图投影设定完成后，我们采集来的空间数据或其他部门提供

的工作底图数据的坐标系信息可能与我们定义的坐标系信息不一致，

或者这些数据没有坐标系信息。针对这种情况，分以下三种情况分别

说明： 

1 空间数据的坐标系信息与设定的坐标系信息一致，空间数据将直

接导入数据库。 

2 空间数据的坐标系信息与设定的坐标系信息不一致：在导入这些

空间数据时，系统自动执行投影转换过程，将空间数据投影转换为设

定的坐标系后再导入，此过程无需用户人为操作。 

3 空间数据的坐标系信息为空，即无法确定该数据是什么坐标系。

在执行数据导入过程中，系统默认空间数据的坐标系与设定的坐标系

一致。 

此外，指定项目城市地图投影的另一个目的是：可以与在线地

图(谷歌地图、搜搜地图、高德地图等)无缝叠加显示。 

 

图 26 地图投影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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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方法设定地图投影： 

1 从有投影信息的空间数据复制投影信息到项目数据库。点击图 26

中的“导入”按钮，打开“选择有投影信息的数据文件”对话框，见

图 27，从该对话框选择一个有投影信息的数据文件，系统将复制投

影信息到项目城市数据库，完成地图投影信息设定。 

 
图 27 选择有投影信息的数据文件对话框 

2 导入投影信息文件到项目数据库。投影信息文件的扩展名必须

是.prj。点击图 26中的“选择”按钮，打开“为地图选择一个投影

坐标系”对话框，从该对话框中选择一个图标类型为 的投影文件，

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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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选择投影文件 

3 一旦完成了地图投影的设定过程，“导入”和“选择”按钮将一

直变为灰色，无法再次更改。 

4 如果收集到的地理数据不包含投影信息或是地方坐标系数据，请

点击“未知坐标系统”按钮，确定项目数据库的投影信息为未知。当

项目数据库的投影信息未知时，将无法使用在线地图功能。 

2.1.8 因子与图层绑定 

在定级因素/因子作用分计算前，我们需要将每一个因子与空间

对象建立对应关系。例如：“地形”因子是表示定级范围内根据地形

条件划分的不同区域，在空间上是面状区域。这儿的空间对象表示形

式一般是事先用其他软件做好的 shp文件或用户在本软件中画出的

空间位置，不管是 shp 文件还是自己画出的地形区域，在地图中都作

为一个图层显示。“因子与图层绑定”的概念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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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地图投影”设定后，才可以使用“因子与图层绑定”

页面内的功能。 

 

图 29 因子与图层绑定界面 

在进行因子与图层绑定之前，我们需要先确定好定级范围(评价

对象范围)，它必须是一个面状的区域，该面状区域可以是一个连续

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不连续的区域。 

1 定级范围(评价对象)：如果定级范围已导入，“定级范围”节点

将显示面状符号图标（ ）；如果还未导入定级范围，“定级范围”

节点将显示未知的图形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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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导入定级范围菜单 

导入定级范围步骤：在图 29左侧树状控件中的“定级范围”上点击

右键，选择“绑定到”菜单下的任一子菜单，共有三个子菜单： 

 CAD 中的图层：有些用户的数据来源是 CAD，可以直接导入 CAD 中

的定级范围，见图 31，由于定级范围只能是面状，因此图 31中的“选

择要导入的要素形状”只能使用“CAD 文件中的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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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导入 CAD 中的数据 

 Shapefile 文件：是指存在电脑硬盘上的由 ArcGIS 生成的

Shapefile 文件或地理数据库中的矢量数据文件。由于定级范围是面

状，在选择 shapefile 的对话框中，系统已自动排除显示非面状的空

间数据，仅显示面状空间数据。 

 新建点、线、面：导入“CAD 中的图层”和“Shapefile 文件”均

指导入已经存在的地理数据，如果定级范围还不确定或数据还不存在，

我们可以先新建一个空的定级范围，然后到“农用地定级”模块中使

用数据编辑功能画出一个定级范围。由于定级范围是面状，因此，“新

建”菜单下，只能使用“面”子菜单。 

2 定级单元：定级范围导入成功后，方可生成定级单元。定级单元

是定级指数计算中的最小计算单元，定级计算所有结果均存储于该图

层中。生成定级单元前，定级因素因子必须已经生成，否则无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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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单元。在生成定级单元过程中，每一个因素因子均会在定级单元

图层中生成相对应的字段，用于存储定级计算的中间结果。生成定级

单元步骤如下：在左侧树状控件的“定级单元”节点上右键，弹出右

键菜单，见图 32。 

 
图 32 生成定级网格菜单 

生成定级单元有两种方法： 

(1). 由定级范围生成：根据指定的长宽大小生成固定间距的定级单

元（点状），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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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生成定级单元 

定级单元的大小必须固定，是正方形的边界范围，生成的定级单元如图 34，两

个点之间的距离是定级单元大小。 

 

图 34 定级单元 

由定级范围生成的定级单元，会填满整个定级范围（即耕地图斑外也会生成定级

单元），需要执行“删除耕地图斑外的定级单元…”命令，删除耕地图斑外的定

级单元。 

(2). 由耕地图斑生成：定级范围有时是整个行政区的范围，而耕地

图斑又很少，所以使用定级范围生成定级单元耗时较长。例如：

在做国有农用地定级时，国有农用地图斑很少，使用定级范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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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级单元耗时特别长，这种情况应使用耕地图斑生成定级单元。

系统将在每一个耕地图斑内生成一个定级单元。 

提示： 

导出定级单元:当前系统使用点状定级单元，如需生成面状定级单元，

请在“定级单元”节点上右键，选择“导出”菜单。系统根据当前使

用的定级单元大小生成面状定级单元，如果当前定级单元是由耕地图

斑生成，则默认定级单元大小是 50*50 米。 

3 耕地图斑：耕地图斑是耕地质量定级的对象，可直接由土地调查

数据库导入。 

 
图 35 导入耕地图斑 

在图 35 中选择要导入的耕地图斑数据，在导入前，可指定查询条件（如设置查

询条件，只导入地类图斑中的耕地图斑）、导入字段（默认导入原图斑所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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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用地分等成果（使用修正法计算图斑定级指数时，是在农用地分等成果基础

上进行修正，所以使用修正法时，应同时导入农用地分等成果）。 

4 零星地物：零星地物中也含有部分耕地，如需计算零星地物中耕

地的定级指数，也需导入零星地物，见图 36。 

 

图 36 导入零星地物 

5 行政区：计算许多因子的作用分，需要使用到行政区，需要导入

土地调查数据库中的 XZQ 图层，见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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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导入行政区 

6 工作底图：我们可以将一些地籍图或土地调查成果数据导入到项

目数据库中作为底图来显示，增加地图显示效果和丰富地图内容。 

7 因子与图层绑定：在定级计算时，每一个因子都必须由空间信息

和属性信息共同组成，空间信息是因子所在的地理位置，属性信息是

每个因子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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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导入定级因子 

绑定成功后，系统在导入到数据库的因子图层中自动增加三个字段：

分级、影响半径、质量分，这三个字段将用来存储每个定级因子的质

量分（类似于城镇土地定级中的功能分）、服务半径等数据。绑定过

程类似于导入定级范围，不同的是，绑定过程中，还可以导入“分级”、

“影响半径”和“质量分”属性数据，见图 38： 

如果定级因子的质量分、影响半径等数据已经存在于外部图层中，在

导入图形数据（指因子的空间位置）时，也可以一并将这些属性数据

导入数据库。由于“分级”、“影响半径”、“质量分”（以下简称

“系统默认字段”）三个字段是系统自动添加的，且字段名称不能更

改，而外部图层中存储这些属性数据的字段（以下简称“外部字段”）

名称有可能是其他名称。因此，在导入属性数据时，必须要指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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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字段”和“系统默认字段”的对应关系，只有建立了对应关系后，

系统才知道“外部字段”中的属性数据应该导入到“系统默认字段”

中的哪一个字段。例如：外部图层中已经存在和“质量分”字段相对

应的字段名称“功能分”，在图 38和“质量分”对应的“原有字段

名称”栏中选择“功能分”字段，这样才能建立正确的对应关系。 

提示：以上提到的这些属性数据已经存在于外部图层中3。而实际工

作中，我们可能只有因子的空间位置，这些属性数据暂时还没有，那

在图 38“原有字段名称”栏中都选择“<无>”，表示只导入因子的空

间位置，不导入系统默认字段对应的属性数据。 

如果在因子与图层绑定过程中，没有“系统默认字段”属性数据的导

入，后期可以通过人工输入或建立因子等级信息后批量设定因子属性

信息的方法来完成。 

如果因子与图层绑定后，需要重新绑定，须先“删除”，再进

行“绑定”操作。 

8 缩放到图层范围:将右侧地图范围缩放至左侧图层节点绑定的图

层范围。 

9 移到最顶层：有些图层处于显示状态时，在地图中仍无法看到。

通过此操作，可将该图层移动到地图的最顶层。 

10 移到最底层：将节点绑定的图层移动到地图的最底层。 

                         

 
3
 外部图层中已存在属性数据，一般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上一次项目保存下来的因子图层原始数据，

在本轮更新时，可以直接导入；二是用户通过外部软件（例如 ArcMap 等）已输入了这些属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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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显示图层属性表：在右侧地图窗口显示左侧图层节点绑定的图层

属性表。 

2.1.9 因子-质量分 

在“因子与图层绑定”相关介绍中我们提到，因子图层中的“系

统默认字段”的属性值可以在定级计算模块中手动输入、也可以采用

建立因子等级信息后批量设定因子属性信息的方法来完成。如果我们

采用手动输入每个因子的质量分、影响半径等属性数据的方法，将会

存在大量的重复数据输入。例如：“中心城镇影响度”因子图层中，

同一等级的中心城镇，它们的质量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无需重复输

入这些属性数据。我们只需建立每一级中心城镇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

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在定级计算模块中，使用图形与属性挂接的方

式，将所有同一等级的中心城镇，通过“批量设定因子等级信息”对

话框，将这儿定义的每一个等级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数据全部复制到

“中心城镇影响度”图层中对应等级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字段中，实

现批量导入功能。 

 

图 39 因子-质量分关系表 

建立“因子-质量分关系表”有以下几个好处： 

（1） 可实现批量输入因子图层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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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定级计算过程中，我们需要调整某一个等级的质量分或影

响半径数据（例如将一级中心城镇的影响半径从 5000米修改为 6000

米），无需在“中心城镇影响度”图层属性表中手动编辑修改，只

需图 39中修改，然后点击 按钮，实现自动同步功

能。 

 添加因子等级信息，操作步骤如下：在左侧的“因素因子列表”

栏中，选中要设定等级信息的因子，单击“添加”按钮，系统按从小

到大的排序方式增加“等级”，输入相应的质量分和影响半径后，单

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结果。“描述”内容可为空，该列内容是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级”代表什么，二级代表什么… 

 删除因子等级信息时，必须按照等级从大到小的方向来删除。例

如：中心城镇因子有三个等级，一级代表大型农贸市场，二级代表乡

村集市，删除时，必须先删除二级，再删除一级… 

提示：  

（1）对同一区域重新做耕地质量定级时，用户无需重新输入所有因

子等级信息，只需导入上一次项目所有因子等级信息表（通过 Excel

文件导入和导出）。 

（2）在作用分计算过程中，如果要将某因子的影响半径或质量分作

一下修改，只需在因子等级信息中修改，点击“同步更新因子图层等

级信息”按钮，系统自动更新因子图层中每一个因子的质量分和影响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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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某一页面的内容或因素因子体素/权重发生了变化，无需关掉

页面，再重新打开，只需点击模块界面左上角的 刷新按钮即可，“刷

新”按钮位置见下图。 

 

2.1.10 计算模型 

每个因子对定级单元的影响方式不一样，衰减方式也不一样。

因此，在定级计算前，需要为每个因子定义各自的计算模型和衰减方

式。 

 

图 40 因子计算模型界面 

2.1.10.1 计算模型 

系统提供了三种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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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散衰减模型 

所有的因子形状都可归结为点、线、面三种几何形状。因子除使

用农贸中心计算模型和区域赋值计算模型外，都统一使用扩散衰减模

型。 

所谓扩散衰减模型是指因子对它周边的定级单元的影响，随着距

离的增加，影响分值越来越小，呈指数或直线状衰减。这种计算模型

不但适用于点状和线状因子，也适用于面状因子。面状因子在扩散衰

减时，面状范围内不衰减（作用分值等于面状因子的质量分），面状

范围外随距离衰减。 

如果同一个定级单元同时受到两个或多个同类因子的影响时，作

用分取值原则是：取最大值。 

 农贸中心计算模型 

仅适用于农贸中心因子的计算。它的计算方法同扩散衰减模型，

唯一不同的就是不同等级的农贸中心作用于同一定级单元时，作用分

取值原则是：同级取最大值，不同级累加。 

 区域赋值计算模型 

对于采用此计算模型的面状因子，它的影响方式比较简单，因子

仅对它范围内的定级单元产生作用，且范围内的质量分均一致，无需

设置影响半径。比如土地利用方式因子，同一土地利用方式范围内的

定级单元土地利用方式一致，质量分也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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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2 衰减模型 

系统提供了三种计算模型，无衰减、线程衰减、指数衰减。 

 无衰减 

当因子计算模型选择“区域赋值计算模型”时，由于多边形范围

内所有定级单元的质量分一致，范围外定级单元不受该多边形影响。

因此，“区域赋值计算模型”的衰减模型必须是“无衰减”。 

 线性衰减 

以道路通达度作用分衰减公式的确定为例，作用分按下式衰减计

算： 

eij
R = fi

R × (𝟏 − 𝒓)                                            公式  1 

 指数衰减 

以道路通达度作用分衰减公式的确定为例，作用分按下式衰减计

算： 

𝑒ij
R = (fi

R)
1−𝑟

                                           公式  2 

以上两个公式中： 

eij
R  — i 道路对 j点的通达度作用分； 

fi
R — i 道路或同类道路的功能分； 

r — j 点到 i 道路的相对距离。 

2.1.11 图层管理 

管理员可以设置每个用户进入“定级计算与农用地估价”模块时，

可以打开哪些图层、每个图层的符号设置、默认地图范围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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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图层管理界面 

图 41中左侧栏中列出当前数据库中所有因子图层、系统图层（定

级范围、定级单元、行政区等）、工作底图。节点颜色显示为蓝色，

表示用户在进入“定级计算与农用地估价”模块时可以加载该图层；

节点颜色显示为红色，表示用户不能加载该图层。图中数字“1”在

勾选状态时，表示用户可以加载该图层（节点颜色显示为绿色）；数

字“2”在勾选状态时，表示当前图层在加载后，默认图层可见；数

字“3”在勾选状态时，表示当前图层显示图层标注信息；数字“4”

在勾选状态时，表示当前图层也在“定级计算与农用地定级”模块中

的“导航窗口”中显示（例如我们指定行政区域或定级范围图层显示

在导航窗口中）。第 2 和 3选项勾选状态的改变，图 41中右侧地图

的显示也会同步更新。 

用户可以控制每个图层的显示顺序，通过拖拉左侧的图层节点来

改变显示顺序。也可以双击地图节点打开图层属性设置对话框，来改

变图层的渲染、标注、透明度等设置。 

图层管理工具栏： 

 

：设置左侧图层树中选中图层为勾选状态（该工具可用的条件是选

中图层全部是未勾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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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左侧图层树中选中图层为未勾选状态（该工具可用的条件是

选中图层全部是勾选状态）。 

：将右侧的地图范围缩放到当前选中图层的范围。 

：为方便用户使用切片地图，系统可以加载 ArcGIS 切片切图到当

前地图中，省去每次登录“定级计算与农用地模型”模块都要手动添

加的麻烦。 

：读取用户图层。每个用户进入“定级计算与农用地模型”模块时，

图层符号、标注等属性可各不相同。点击此按钮，可读取其他用户的

图层配置属性到当前地图，然后将这些地图配置保存到指定用户。 

：保存图层配置方案。将当前设置的可加载图层、图层的符号、标

注、顺序和地图范围等属性分配给指定用户，保存到数据库中。该用

户下次登录“定级计算与农用地模型”模块时，会自动使用保存的图

层配置方案。 

：保存为 Mxd 文档。将图 41 右侧地图中的内容保存为 Mxd 文档，

供用户在 ArcMap 中打开使用。 

：从 Mxd 文档中导入图层配置。如果用户觉得按上述方式来配置每

个图层的属性，比较麻烦，可以先将右侧地图中的内容保存为 Mxd 文

档，然后在 ArcMap中配置每个图层的属性，再将 Mxd文档中的图层

配置导入到数据库中，实现借助 ArcGIS 软件来配置地图的目的。 

地图显示工具栏： 

:添加 WMTS 地图服务。将第三方发布的 WMTS 地图服务添加到当前

地图中，作为底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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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拉框放大地图。 

：在地图上拉框缩小地图。 

：按固定比例放大地图。 

：按固定比例缩小地图。 

：移动地图。 

：缩放到全图范围。 

：返回上一个地图范围。 

：返回下一个地图范围。 

：显示要素属性。 

：添加外部数据到地图窗口。 

：在地图上测量距离和面积。 

：在地图中查找数据。 

：在地图上划一个矩形，将矩形范围内的地图另存为图片。 

：在地图上画一个矩形，选择与矩形范围相交的所有要素。 

：在地图上画一个多边形，选择与多边形范围相交的所有要素。 

：清除地图上选择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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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管理 

2.2.1 用户管理 

添加和删除登录系统的用户。项目数据库创建成功后，系统会默

认添加一个用户名为 admin的用户，此用户无法删除。 

 
图 42 用户管理界面 

：添加用户。 

：删除用户。 

：修改用户密码。 

2.2.2 角色管理 

每一个用户都属于某个角色，系统的所有权限是针对角色来分配

的。因此，可以给系统定义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具有不同的权限，

再指定用户属于哪个角色。 

 
图 43 角色管理界面 

添加：添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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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角色。 

编辑：编辑角色的信息。 

2.2.3 修改密码 

修改当前登录用户的密码。 

2.2.4 整理碎片 

项目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产生碎片和冗余数据，造成访

问速度变慢。用户可定期对项目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 

2.2.5 创建新项目库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数据库。详见系统登录章节。 

2.2.6 注册许可 

注册软件的使用许可或改变许可类型。SimpleGIS 相关软件的许

可类型分为四种：（1）免费版许可；（2）文件型许可；（3）单机

型许可；（4）网络版许可，详细介绍如下： 

（1） 免费版许可。在“耕地质量定级与农用地估价系统”软

件中，未注册用户均使用免费版许可。除不能使用耕地质量定级和农

用地估价模块外，其它功能与正式版无任何区别。 

文件型许可。用户通过软件生成的注册码而生成的许可文件。使用步

骤如下：将下图中的许可方式设置为“文件型许可”，把图 44红框

中的一串字符串发送到软件客服，软件客服会生成一个许可文件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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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击下图中蓝框中的 按钮，选择许可文件进行注册。 

 

图 44 注册许可对话框 

获取许可的另一种方式： 

向软件客服申请邀请码，通过微信公众号（申普估价平台）自助生成

软件许可文件（请使用电脑版微信生成许可，手机版微信无法下载许

可文件），见图 45和图 46。 

 

图 45 微信公众号界面 

 
图 46 自助生成许可界面 

图 46中，注册码是图 44中红框内的一串字符。 

（2） 单机型许可。首先将单机型软件锁（蓝色，见图 47）

插入电脑的 USB 口，同时将许可方式设置为“单机版软件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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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单机型软件锁 

（3） 网络版软件锁。首先将网络版软件锁（金属灰色，见图 

48） 

 
图 48 网络版软件锁 

插入单位任一机器的 USB 口（这台机器不一定要安装耕地质量定级软

件），在插入网络版软件锁的电脑运行 ，运行后界面

如下： 

 

图 49 网络版软件锁服务安装界面 

记录下图 49 中红框处的 IP 地址（如果需要电脑在重启后，该程序

自动运行，请点击“安装服务”按钮。安装完成后，该程序将伴随系

统的重新启动而自动运行）。将记录下的许可服务器 IP地址填入下

图中（默认端口是 8125）后，点击右侧的绿色“测试连接” 按钮进

行连接测试，如连接成功，说明许可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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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测试网络版软件锁界面 

提示：几种许可的区别和作用： 

 文件型许可比较适合于正常情况下使用软件，相比单机型软件

锁和网络版软件锁的区别就是省去每次插 U 盘或接入局域网的麻烦，

但一个文件型许可仅限定当前机器使用，与机器硬件配置绑定，许可

文件复制到其它电脑后无法使用。 

 单机型软件锁插在任一机器上均可使用，缺点就是占用一个

USB 口。适用于员工到甲方单位汇报时，无许可可用的情况下，带上

单机型软件锁，插上即可使用软件进行汇报。 

 网络版软件锁适合于公司内部或高校多人使用定级软件进行

多个项目的情景。此时在公司服务器上安装上许可，员工只需按上面

介绍的步骤连接到服务器即可使用软件，无需每人再去单独获取文件

型许可或插单机型软件锁，特别适用于多人同时进行多个项目的单位

使用。缺点是不能脱离网络环境（指局域网，非互联网）。 

 以上各种许可均可自由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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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关于软件 

查看软件的版本和许可信息。 

2.2.8 升级信息 

到网站获取软件的升级信息。 

 

图 51 软件升级信息 

点击“下一步”，检测是否有升级信息。如果有升级信息，提

示用户进行升级。升级成功后，需要退出程序，并再次登录才能使升

级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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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耕地质量定级 

耕地质量定级模块主要包括因素因子作用分计算、级别线生成等相关

功能。 

因素因子作用分计算主要指利用因素因子计算每个定级单元的分值，

汇总形成耕地图斑定级指数，根据图斑定级指数进行耕地质量定级。 

系统提供两种定级方法：因素法和修正法。因素法是对构成土地质量

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善和区位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因素因子体

系及影响权重，计算定级单元因素总分值，以此为依据评定耕地质量

级别。修正法是在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定级目的，选择区

位条件、耕作便利程度等因素计算修正系数，对分等成果进行修正，

评定耕地质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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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统”菜单 

3.1.1 耕地级别颜色 

 
图 52 设置耕地级别颜色 

在生成耕地级别前，我们可以提前设置好耕地级别数量和每一级

别对应的显示颜色。设置好后，生成耕地级别时，每一个级别的颜色

将自动使用保存好的颜色。 

级别颜色的设置可以使用“颜色梯度”、“起止颜色”和各地土

地级别配色方案三种方法。“颜色梯度”是当前地图符号库中保存的

色带，色带的多少取决于当前地图符号库的数量和符号库中色带数量，

详细说明可参见 ArcGIS 在线帮助文档。“起止颜色”是用户设定好

起始颜色和终止颜色后，系统会根据算法自动生成指定数量（最大级

别数）的颜色。“起始颜色”和“终止颜色”框中显示的颜色数量也

同样取决于当前地图符号库的数量和符号库中颜色数量。 

各地土地级别配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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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地价配色方案：默认最大八个级别，配色方案见下

表： 

级别 代码 颜色 R G B 

一级 I 
 

255 0 0 

二级 II 
 

255 170 0 

三级 III 
 

255 255 0 

四级 IV 
 

255 235 190 

五级 V 
 

163 255 115 

六级 VI 
 

85 255 0 

七级 VII 
 

76 230 0 

八级 VIII 
 

56 168 0 

 生成颜色：使用“颜色梯度”或“起止颜色”生成每一个级别对

应的颜色，如需更改某一级别的显示颜色，在级别上右键，弹出“颜

色”对话框，见图 53，选择目标颜色。 

 

图 53 颜色对话框 

 翻转颜色：将当前设置的级别颜色顺序颠倒显示。 

 应用：将当前设置的级别颜色应用到地图窗口中耕地级别线图层，

方便用户更改级别颜色后，立即作用于级别线图层，浏览显示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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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保存当前设置的耕地级别数量和每一级别颜色等参数到数

据库中。 

 ：增加一个级别颜色到当前级别颜色列表中。假设我们已经设

置好耕地级别数为 6 级和每一级的显示颜色，现在需要更改到七

级，如果通过以上生成级别颜色的方法，之前生成的六个级别颜

色也一并被重新生成，为了直接利用之前生成好的 6 个级别颜色，

我们只需将“耕地级别数”更改为“七级”，并且点击此按钮，

增加第七级的颜色，将第七级的颜色更改为目标颜色并保存即可。 

 ：删除选定的级别颜色。 

 ：将选定的级别颜色上调一个显示顺序。例如当前选定的级别

颜色是四级，点击此按钮后，三级的显示颜色将使用四级的颜色，

四级的颜色将使用三级的原颜色。 

 ：将选下的级别颜色下调一个显示顺序。 

3.1.2 保存 

保存当前地图配置和地图范围。将当前地图配置和地图范围保

存到数据库，以便下次打开地图时自动应用保存的地图配置和缩放到

保存的地图范围。 

提示：快捷访问工具栏上也有一个“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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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另存为 Mxd 文档 

将当前地图显示内容保存为 Mxd文档，供用户在 ArcMap中使用。 

3.1.4 导出地图 

将当前地图显示内容另存为第三方格式的文件，例如：jpg、pdf、

png 等格式。 

 
图 54 导出地图 

点击 按钮，打开“另存为”对话框，用户可在此对话框选择要导

出的图片格式，并点击“保存”按钮返回图 54 界面，系统根据导出

格式，显示相应的设置页，见图 55。 

 
图 55 导出为 jpg 

3.1.5 退出 

当打开“耕地质量定级”模块后，地图内容发生更改（例如地图

范围、图层符号改变…），点击“退出”按钮时，系统会弹出提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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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对话框，见图 56，自动提示用户是否保存当前地图配置。点击“确

定”按钮，保存当前地图配置和地图范围到数据库。 

 

图 56 提示保存对话框 

 

3.1.6 重新加载地图内容 

当因素因子体系或权重发生了变化，或因子与图层重新绑定，我

们需要加载耕地质量定级模块地图内容。无需退出此模块并重新打开，

直接点击快捷访问工具栏上的“重新加载地图内容”按钮即可，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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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耕地质量定级 

3.2.1 定级单元 

定级单元（点状）有两种生成方法：按定级范围生成和按耕地图

斑生成。如果定级单元是由定级范围生成，则定级单元是在每一个耕

地图斑内根据固定网格大小划分（两个定级单元点间的距离为网格大

小）。如果定级单元是由耕地图斑生成，则每一个耕地图斑只生成一

个定级单元（系统会确保生成的定级单元点正好落在耕地图斑范围

内）。 

定级单元是定级计算的最小计算单元。定级计算根据因子计算模

型和衰减模型计算因子对定级单元的影响分值。 

定级单元生成后，系统会在定级单元图层中为每一个因素/因子

建立一个字段，并增加“定级指数”和“土地级别”两个字段，见图 

57： 

 

图 57 定级单元属性表 

计算过程中，每个因素/因子计算完的分值都存储在相应的字段

下，总分值存储在“定级指数”字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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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因子等级-质量分赋值 

在计算因子作用分前，每一个因子需要有“质量分”和“影响半径”属性值（计

算模型为“区域赋值”的因子，影响半径不赋值），见图 58。 

 
图 58 定级因子二个必须字段 

质量分和影响半径的属性值有三种赋值方式： 

1. 在因子与图层绑定时，从因子图层的其它字段中读取过来。见图 59，此方式

适用于沿用上一轮成果或因子的三个必须字段值已在其它图层的属性表中，

只需导入即可。 

 

图 59 因子与图层绑定时，同时导入因子三必须字段 

2. 在耕地质量定级模块或 ArcMap中手动编辑属性值。此方式不推荐，

一是工作量较大，二是后期某一级因子的影响半径或质量分修改

时，仍需要手动去一一更新各个属性值。 

3. 建立“因子-质量分”关系表。此方式是推荐大家使用的方式。它

的使用方式是先在系统管理模块中建立每一个因子不同等级的质

量分关系表（见图 60 不同等级质量分关系表图 60，详细内容见因子-

质量分章节），然后在耕地质量定级模块给因子赋予“分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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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软件自动为因子赋予“因子-质量分”关系表中同等级的“质

量分”和“影响半径”属性值。 

 
图 60 不同等级质量分关系表 

操作顺序如下： 

（1） 在“系统管理模块”中建立“因子-质量分”关系表。 

（2） 在“耕地质量定级模块”中，选择左侧TOC树状窗口“定级”

表单（见图 61红框 1），选中需要赋予质量分和影响半径的

因子节点（见图 61红框 2），点击“因子-质量分赋值”按

钮（见图 61红框 3）。 

 
图 61 因子-质量分赋值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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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图 61中蓝框是因素节点，红框是因子节点，必须选中因子节点，

（因子等级-质量分赋值）按钮才可用。 

（3） 打开“设定选中因子的等级-质量分信息”窗口，见图 62。 

 
图 62 设定选中因子的等级-质量分信息窗口 

窗口分 4个区域，区域 1为提示信息，提示因子名称和几何类型。区域 2为选中

的因子列表，区域 3为因子-质量分关系表，区域 4为按钮操作区域。 

选择需要赋值“质量分”和“影响半径”的因子，有三种方式： 

 在地图上画一个矩形范围，系统自动选择与矩形范围相交的因子。 

 如果地图中有选中的因子，点击“添加选中要素”按钮。 

 建立 SQL条件查询语句，点击“SQL 查询”按钮。 

这三种方式统称为通过属性选择和通过位置选择，类似于 ArcMap 软件中的

Selection 菜单下的“Select By Attribute”和“Select By Location”。  

 

（4） 选中的因子显示在图 62 中的区域 2，在区域 2中选择要为

其赋“质量分”和“影响半径”的因子，在区域 3中相应等

级节点上双击，区域 2 中选中因子的“质量分”和“影响半

径”将会自动更新，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赋值结果，操作

过程截图见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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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设定选中因子的等级-质量分信息操作过程 

提示： 

（1） 按以上操作步骤完成后，以后若需要统一更改某一等级的质量

分或影响半径，可直接在“系统管理模块”、“因子-质量分”页面

中修改保存，然后点击“同步更新因子图层质量分信息”按钮，操作

顺序见图 64。 

 
图 64 因子-质量分修改同步过程 

（2） 图 62窗口区域 2中，“名称”列有时会显示选中因子的 ID 字段值，ID

字段值一般为数字，不容易区分，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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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区域 2中，右键，改变名称列绑定的字段名称。 

 

3.2.3 计算因子作用分 

计算因素/因子作用分，共有三个操作按钮，见下图： 

 

1 为计算因子作用分，2 为计算因素作用分，3 为批量计算因素/因子

作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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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左侧 TOC 树状窗口“定级”表单中选中的节点是因子时，1按钮

才可用；如果选中的节点是因素时，2按钮才可用。当“定级”表单

为活动表单时，3 按钮一直可用。 

 

1. 计算因子作用分 

 
图 65 计算因子作用分 

2. 计算因素作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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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计算因素作用分 

因素是同类因子的总称，因素下有许多因子或子因素。在计算因素作用分时，默

认不再计算因素下因子的作用分，只将各因子的分值*权重进行累加，得到因素

分值。如果因素下的因子还未计算过作用分，在计算因素作用分前，可勾选

选项，先计算因子作用分，再计算因素作用

分。 

3. 批量计算因素/因子作用分 

 
图 67 批量计算作用分 

在图 67 窗口中，勾选需要计算的因子或因素节点、或在节点上右键，通过菜单

选择节点。某一节点被勾选后，它的所有父节点会同时被选中，因为某一因素或

因子分值改变后，因素或因子的父因素分值、总分值（定级指数）也需要重新计

算。 

点击“计算”后，系统会对选中的所有节点进行检测，检测不通过无法进行计算，

并在“计算状态”列显示 图标，点击图标右侧 按钮，会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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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定级”窗口的下侧显示错误提示（查看错误提示，需要关掉计算作用分窗口），

见图 68： 

 

图 68 计算错误提示 

批量计算耗时可能较长，可以选择“计算结束后自动关机”选项，在计算完成后

自动关机。 

提示： 

“计算因子作用分”、“计算因素作用分”和“批量计算作用分”三个窗口，除

界面内容不一致外，后台算法均一致。建议在定级初期，先单独计算几个因子作

用分，看计算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如符合预期，再批量计算所有因子和总分值。

批量计算过程中，无需人员干预。 

3.2.4 作用分显示与修改 

作用分计算完成后，可生成等值线、剖面线，也可对计算结果进行微调。 

 

1. 生成等值线 

 
图 69 生成等值线 



62 

在图 69 中，选择需要生成等值线的因素/因子，或总分值（定级指数）节点，

设置等值线起始值和间距、等值线存放位置。如起始值为 10，间距为 10，表示

等值线最小值是 10，等值线间的等间距是 10。 

生成等值线前，可设置对等值线的平滑程度进行微调，建议使用“不平滑”或“一

般平滑”选项即可。 

生成等值线过程中，系统同时也会生成 TIN，并自动使用“耕地级别颜色”进行

分级显示，生成后的 TIN和等值线会自动加入到 TOC窗口中的“定级”表单下的

“用户图层和表”组中显示，见图 70： 

 
图 70 用户图层和表 

2. 计算结果三维显示 

 

图 71 计算结果三维显示 

软件在三维显示方面比较弱，此功能仅作一般显示。 

3. 生成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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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分值剖面图 

在地图上画一个剖面方向线，弹出“作用分值剖面图”窗口，选择左侧区域

中的因素/因子或总分值（定级指数）节点，右侧显示剖面线上的作用分值，

单击右侧区域中的某个点，地图相应分值的位置会闪烁显示。 

4. 计算结果微调 

点击 工具，在地图上画一个矩形范围（点击工具旁的下拉箭头，选择不同

的选择方式），弹出批量修改定级单元作用分对话框，见图 73： 

 
图 73 批量调整定级单元作用分 

选择要修改的字段名称，窗口左侧会显示选中范围内所有定级单元的基于该字段

的统计值。 

3.2.5 耕地图斑 

耕地图斑是耕地质量定级的对象，需要在“系统管理模块”中“图层绑定”页面

进行导入。 

前面讲到的计算作用分，是计算定级单元作用分。耕地质量定级的对象是耕地图

斑，根据耕地的定级指数高低划分级别。耕地图斑定级指数的计算方式有两种：

因素法和修正法。 

1. 计算图斑定级指数 

（1） 因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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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耕地图斑范围内都至少包含一个定级单元，将包含的定级单元总分值的平均

值作为耕地图斑的定级指数。 

（2） 修正法： 

 

图 74 修正法计算图斑定级指数 

选择农用地分等成果，使用连乘修正法或加权修正法，计算耕地图斑定级指数。 

2. 调整图斑定级指数 

点击 （调整图斑定级指数）工具，在地图上点击需要修改定级指数的耕地图斑，

弹出对话框图 75，并高亮显示（蓝色边框，红色斜杠填充）。 

 

图 75 调整图斑定级指数 

3. 显示图斑定级指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在生成耕地级别前，需要对耕地图斑定级指数分级显示。点击 按钮，弹出“耕

地图斑定级指数频率分布直方图”窗口，见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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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耕地图斑定级指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可使用自定义分类或自动分类显示耕地图斑定级指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1） 自定义分类显示直方图 

在直方图上右键，点击“添加分隔线”菜单，系统在鼠标位置处添加一个

分隔线。将鼠标移动到分隔线上，鼠标形状自动变为左右移动状态，可拖

动分隔线左右移动。 

鼠标移动到分隔线上，点击“删除分隔线”菜单，可删除当前选中分隔线。 

（2） 自动分类显示直方图 

点击 按钮，系统根据“耕地级别颜色”对话框中的耕地级别数，使用自

然间隔法(Natural Breaks)对耕地图斑进行自动分类。 

当分类方案满足需求后，点击 按钮，系统使用“耕地级别颜色”对话框中的颜

色对耕地图斑进行分类显示，显示效果见图 77： 

 

图 77 分级显示耕地图斑定级指数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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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 76中的 X 轴默认从定级指数最小值开始，如需从 0值开始，请点击

选项。 

（2）查看耕地图斑因素/因子的计算分值，可在左侧 TOC窗口，“定级”表单下，

选择因素/因子节点，右键，选择“作用分值频率分布直方图”-“耕地图斑”，

见下图： 

 

 

4. 增加、删除、切隔和合并耕地图斑 

 

工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增加、删除、切割和合并耕地图斑的情况。无需重新导

入耕地图斑，使用以上工具即可完成。 

3.2.6 零星地物 

零星地物中也部分含有耕地，如需计算零星地物的定级指数，点击 按钮。系

统复制零星地物最近的耕地图斑的定级指数，作为零星地物的定级指数。 

3.2.7 耕地级别线 

点击 按钮，弹出“合并图斑生成级别线”窗口，见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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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合并图斑生成级别线 

该窗口可完成生成耕地级别线、调整耕地级别线。 

 

一、 生成耕地级别线 

耕地级别线是合并同类耕地图斑生成。选择耕地图斑的方法有两种： 

（1） 根据位置选择 

系统提供画矩形（默认）或多边形范围来选择耕地图斑。点击 工具，在

地图画一个矩形，选择与矩形范围相交的耕地图斑。已经生成耕地级别的

耕地图斑无法被选中，选择的耕地图斑显示在“可合并生成级别线的耕地

图斑”列表中。 

（2） 根据查询条件选择 

点击 按钮，弹出“查询分析器”窗口，输入 sql查询表达式，生成查询语句，

选择符合条件的耕地图斑，见图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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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查询分析器 

如果你已经对耕地图斑进行了分类显示，在查询分析器窗口中，会自动显示耕地

图斑的分类区间，见图 79中的红框处。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任一分类区间，系统

自动在表达式文本框中填充 sql语句，见图 79中的蓝框处。如果你需要使用耕

地图斑的分类区间值来生成耕地级别线，此功能比较实用。 

生成耕地级别线的方法有两种： 

（1） 生成新的级别线 

如果将选中的耕地图斑生成新的级别线，请选择“生成新级别线”选项，见下图： 

 
级别列表中显示“耕地级别颜色”对话框中设定的耕地级别数量。 

（2） 和已有的耕地级别线合并 

如果将选中的耕地图斑和现有的级别线合并，请选择“和现有级别线合并”选项，

并在级别列表中选择要合并到的级别，地图窗口同步用红色边框显示相应的耕地

级别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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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如果只有最后一个耕地级别还未生成，且剩下未生成耕地级别的图斑将全

部用于生成最后一个耕地级别时，我们无需再通过属性选择或空间属性的

方式来选择剩下的耕地图斑，只需点击 按钮即可，它将未生成耕地级

别的图斑全部选中，并自动添加到耕地图斑列表中。 

（2） 在选择耕地图斑过程中，如果误选了部分耕地图斑，可将“移除模型”设

置为“是”，再次使用多边形选择或矩形选择图斑工具选择耕地图斑，选

中的耕地图斑将会从图斑列表中删除。从耕地图斑列表中删除耕地图斑，

也可在耕地图斑列表中右键点击“删除”实现。 

 

二、 调整耕地级别线 

耕地级别线生成后，可能需要调整。不能通过编辑工具，编辑耕地级别线的形状

来实现级别线的调整。耕地级别线与耕地图斑之间有映射关系，如果通过手动编

辑工具编辑耕地级别线形状或属性后，将破坏这种映射关系，造成后期无法通过

合并图斑生成耕地级别线。因此，我们不推荐使用编辑工具来调整耕地级别线，

推荐软件提供的工具来调整耕地级别线。 

调整耕地级别线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1） 完整删除某一级别 

 
在上图上，选中“和现有级别线合并”，在级别列表中选中需要删除的级

别，右键点击“删除级别线”菜单。删除级别线的同时，也会解除耕地级

别与耕地图斑间的映射关系。 

（2） 调整某一级别的形状 

点击 工具，在地图中已生成耕地级别的耕地图斑上点击，弹出“确认调整级

别线”的对话框，点击“是”后耕地级别线的形状将删除选中图斑的范围，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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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点击 工具后，鼠标在地图窗口中已生成级别的耕地图斑上移动，系统会同步

高亮显示要从级别线删除的图斑范围，显示效果见下图： 

 

该显示效果可通过点击 按钮进行修改。 

3.2.8 统计级别面积 

点击 按钮，弹出“统计级别线面积”窗口，见图 80： 

 
图 80 统计级别线面积 

在图 80 中，可表格显示/柱状图显示各级别面积。柱状图显示各级别面积时，

可画一个矩形范围放大柱状图显示（右键，“设置为默认比例尺”菜单还原默认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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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级别作用于定级单元 

点击 按钮，弹出确认是否使用耕地级别作用于定级单元对话框，见下图： 

 
耕地级别作用于定级单元后，定级单元将具有级别属性。在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

时，在同级别内，根据定级单元定级指数、市场交易地价资料，建立定级指数与

地价关系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评估级别基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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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用地估价 

这儿说的估价是指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不涉及样点地价评估。

本系统提供两种基准地价评估方法：样点地价平均法和定级指数模型

法。 

样点地价平均法是用投入产出样点资料和市场交易样点资料评估

并确定基准地价，在使用样点地价平均法前，需要用户在外部评估出

每一个样点在基准地价内涵下的修正地价。地价样点图层属性表中有

两个价格字段，样点地价和修正地价。样点地价是指样点在正常市场

条件下特定期日的价格。修正地价是将样点地价修正到基准地价内涵

下的价格。系统中涉及到基准地价计算用到的价格均是指“修正地

价”。 

定级指数模型法是在农用地定级基础上，根据定级指数、农用地

市场交易资料和投入产出资料，建立地价测算模型，评估并确定基准

地价。 

4.1 地价样点 

4.1.1 地价样点类型 

 
图 81 地价样点类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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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农用地类型 

 
图 82 农用地类型管理 

4.1.3 导入/导出地价样点 

1. 导入样点 

点击 按钮，弹出“地价样点地价”向导窗口，见图 83： 

 

图 83 导入地价样点向导一 

选择要导入样点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样点类型（样点类型可忽略），建立“修正地

价”字段映射关系（如导入样点时，还未评估好样点修正地价，可选择“未绑定”，

待后期通过 excel文件更新），点击下一步，弹出向导二窗口： 

 

图 84 导入地价样点向导二 

默认将导入所有地价样点，如需只导入部分样点，可建立 sql查询表达式，只导

入满足条件的样点。如果勾选 选项，将先删除

项目数据库中已存在的所有地价样点，再导入。 

点击“下一步”按钮，弹出向导三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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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导入地价样点向导三 

向导三窗口将导入样点信息汇总显示，点击“导入”按钮，导入地价样点。 

 

2. 导出样点 

点击 按钮，弹出导出样点窗口，将样点导出为 Excel文件。 

 
图 86 导出地价样点 

3. 样点赋级别属性 

点击 按钮，使用耕地级别给地价样点赋级别属性。 

4.1.4 修正地价 

1. 直方图显示 

点击 按钮，弹出“样点修正地价直方图显示”窗口，见图 87： 

 

图 87 样点修正地价直方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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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和地图中的地价样点具有联动效果，选择直方图中任一个柱，地图中相应

范围内的地价样点被选中；在地图中选择地价样点，直方图也高亮显示，显示效

果见下图： 

 

2. 正态 QQ图显示 

点击 按钮，弹出“样点修正地价正态 QQ图显示”窗口，见图 88： 

 
图 88 样点修正地价正态 QQ 显示 

设置 选项，可分级别显示样点修正地价正态 QQ图，默认显示所有

级别样点。 

如果样点修正地价服务正态分布，样点应分布于直线上下两侧。选择图 88中的

样点（红色状态），地图中地价样点也同步被选中。通过此方法，可剔除样点地

价异常值。 

3. 从 Excel 文件更新修正地价 

由于本软件不提供地价样点的评估，所有评估工作需要在外部完成（例如在

Excel中）。如果样点修正地价发生了变化，需要从 Excel文件导入，对数据库

中的同名地价样点进行更新。更新后，同名“样点代码”的修正地价被更新。 

点击 按钮，弹出“从 Excel导入地价样点修正地价”对话框，见： 

 
图 89 从 Excel 文件更新样点修正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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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cel文件导入修正地价，需要建立“样点代码”与“修正地价”字段与 Excel

表单列的映射关系。 

4. 批量更新修正地价 

如果需要对地价样点的修正地价值作整体微调，点击 按钮，打开“统一修改样

点修正地价”对话框，见图 90： 

 

图 90 统一修改样点修正地价 

可按固定数值或固定比例，整体调整某一级别地价样点的修正地价。 

4.2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 

点击 按钮，打开“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窗体一，见图 91： 

 
图 91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一 

选择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级别，点击“下一步”，出现向导二，见图 92，点击

“统一性检验”按钮，对同一级别的地价样点进行同一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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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二 

通过同一性检验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出现向导三，见图 93，点击“正态

分布检验”按钮，对样本总体正态分析进行检验。 

 

图 93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三 

点击“下一步”按钮，出现向导四，见图 94，点击“异常值剔除”按钮，对样

本总体进行异常值剔除，剔除后的样点以红色字体显示，也可以在地价样点列表

中通过右键菜单执行剔除和反剔除操作。 

 
图 94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四 

点击“下一步”按钮，出现向导五，见图 95，选择计算方法，点击“计算”按

钮，计算基准地价，点击“保存”，保存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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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样点地价平均法评估基准地价向导五 

4.3 定级指数模型法评估基准地价 

定级指数模型法评估基准地价的基本思路是，使用地价样点的定级指数和修正地

价值，建立拟合方程，将定级单元中某一级别的定级指数平均值带入拟合方程，

推算出基准地价。此方法共需要三个步骤： 

1．给地价样点赋定级指数属性 

点击 按钮，获取地价样点最近的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值，赋予地价样点。 

2．使用地价样点定级指数和修正地价值建立拟合方程 

点击 按钮，打开“样点定级指数与地价关系模型”窗口，见图 96： 

 

图 96 样点定级指数与地价关系模型窗口 

选择土地利用类型，选择不同的函数方程进行拟合，选 R
2
值最高的函数进行保

存（建议所选拟合函数的 R2值在 0.85以上）。 

3．将某一级别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平均值带入方程，推算基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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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打开“使用定级指数与单元地价关系模型计算基准地价”对话框，

见图 97。 

 
图 97 定级指数模型法评估基准地价 

选择土地利用类型，使用先前建立的拟合方程，将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统计值带

入拟合方程，推算基准地价。 

提示： 

计算基准地价前，定级单元需要有“土地级别”属性值。给定级单元赋级别属性，

可参考 3.2.9章节内容。 

4.4 基准地价确定 

样点地价平均法和定级指数模型法计算的基准地价，并不是最终的基准地价。

最终基准地价是基于两种方式之一或对两种方法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并再次作微

调。 

1. 计算最终的基准地价 

点击 按钮，打开“计算最终的基准地价”窗口，见图 98： 

 

图 98 计算最终的基准地价 

2. 编辑基准地价 

点击 按钮，打开“编辑基准地价”窗口，见图 99： 



80 

 

图 99 编辑基准地价 

选择土地利用类型和要编辑的基准地价类型，双击基准地价列进入编辑状态，编

辑后回车确认保存修改结果。 

3. 导出基准地价 

点击 按钮，弹出“导出农用地基准地价表”对话框，将基准地价成果导

出为 Excel 文件，Excel 文件格式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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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是利用基准地价评估成果，编制相应的修正系数，用此修

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从而求取宗地地价。 

编制步骤如下： 

1. 宗地地价影响因素选择； 

2.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3. 各因素影响地价修正幅度值的计算； 

4. 编制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5. 编制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 

 

5.1 宗地地价影响因素选择 

1．建立影响因素模板 

 
2．影响因素选择 

 

3．影响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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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确定影响因素权重 

使用特尔斐法确定影响因素权重。 

 

此功能类似于“系统管理模块”中的特尔斐法确定权重，详细说明请参考 2.1.5

章节。 

5.3 各因素影响地价修正幅度值的计算 

软件无法为每一个影响因素计算出修正幅度，请参考《农用地估价规程》（GB/T 

28406-2012）进行编制。 

5.4 编制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和宗地影响因素指标说明

表 

 

点击 按钮，生成“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点击 按钮，生成“宗地地价影响因素指标说明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