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方 园 艺
 2025(04):144-150 NorthernHorticulture 农业经纬

第一作者简介:王拓(1984-),男,博士,副教授,现主要从

事农业 标 准 化、黑 土 地 保 护 利 用 等 研 究 工 作。E-mail:

724006199@qq.com.
责任作者:徐旭(1972-),男,本科,教授,现主要从事产业

经济农村金融等研究工作。E-mail:384386312@qq.com.
基金项目:黑 龙 江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资 助 项 目

(20JYC148)。

收稿日期:2024-08-31

doi:10.11937/bfyy.20243485
王拓,李柱刚,胡月,徐旭.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北方园艺,2025(04):144-150.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王  拓1,2,李 柱 刚3,胡  月2,徐  旭2

(1.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黑龙江 哈尔滨150086;2.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3.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耕作栽培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150028)

  摘 要: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面临着双重挑战和机遇,解决粮食安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生态平衡是复杂矛盾中的重要任务。在耕地资源减少和科技水

平不足的困境下,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通过德尔菲法

与综合专家意见,结合土壤科学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农业生态学的思想,构建了由“农田土

壤健康、绿色生态发展、高质量生产管理”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构成

的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量化厘定了指标体系权重,为高质量黑

土地保护提供了科学评估框架和具体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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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

工程。近年来国家已经先后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

和配套措施来确保黑土地数量不减少,功能不退

化。然而当前黑土地保护利用面临着如何平衡资

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1-2],还要协调黑土

地保护与产能提升之间的矛盾[3]。当前,我国正

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管理方式下能够维持和增加黑

土层厚度的技术途径,以及因地制宜建立黑土地

保护利用的技术模式[4]。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从单

一方式逐渐呈现技术集成化、主体多元化、生产规

模化等特征[5]。但是农业主体行为对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效果产生显著影响[6]。另外,在保护利用

过程中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和短期效益的行为

与保护利用的高成本形成博弈,因此需要通过经

济补偿方式激励主体参与黑土地保护利用[7]。然

而,对于黑土地保护补偿工作还存在标准界定简

单、配套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8]。总体来看,耕地

质量、粮食安全保障范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
体行为等因素均会对黑土地压力产生动态影

响[9]。由此可见,黑土地保护的关键在于提高黑

土地保护动态能力,建立动态监测网络就尤为必

要[10]。要想实现动态监测、实时评价黑土地的保

护利用水平,就要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

作。随着国家标准化战略的推进,为了进一步扩

大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模式和管理体系的推广范

围,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也逐渐被重视。
构建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以黑

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建设及标准化动态监测引领

黑土地质量提升,对现代化农业发展、夯实粮食安

全基础、促进环境友好将发挥积极作用。



1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的机遇与挑战

针对黑土地恶化加剧的现实问题、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政治需求以及经济社会稳定

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

工作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处于发展机遇期,应
明确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攻坚难题以及厘清推行标

准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及现实需要。

1.1 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瓶颈期

近年来,黑龙江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探索形成了旱田黑土地保护“龙江模

式”和水田黑土地保护“三江模式”,形成具有可复

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

度认可。但是科技水平不高、管理制度不完善、内
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还制约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现代

化进程。例如黑龙江省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农
业生产和土壤资源组成的复杂性,限制了黑土地

保护利用政策的顺利实施[11]。当前黑龙江省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9位,处于第二梯队,
与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全不匹配[12]。
综合来看,黑土地的保护与利用效率仍有提升的

空间,黑土地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释放。与此同

时,黑土地的利益相关者由于缺乏合理的激励和

约束机制,农民黑土地保护利用意识淡薄与内生

动力不足等等现象体现了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

用的制度保障压力。

1.2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的机遇

标准决定质量,高标准决定了高质量。将标

准化与黑土地保护利用相结合,是促进黑土地保

护利用工作从数量规模提升向质量效益转移的重

要手段,更是当前工作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主攻

方向。具体来说,在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开展的

瓶颈期,标准化工作的融入是对黑土地保护利用

技术突破、制度完善的有力保障,当前,黑龙江省

已根据不同黑土地土壤类型以及肥沃耕层制定了

地方标准。其中《耕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规程》和
《水田肥沃耕层构建技术规程》已经被农业农村部

上升为行业标准。这些地方标准通过试点试验,
土壤有机质含量、耕层厚度、耕地质量均有明显提

升。由此可见,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的开

展对激发黑土地新活力,提高粮食产量、促进经济

效益具有显著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黑土地保

护利用标准化体系,形成更具可复制和推广功能

的影响力。

1.3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顺应发展需要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的实施对于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生态系

统平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是在原有黑土地保护

利用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对实施的技术、规程加以

规范,促使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更具有普适性,有
效降低黑土地退化程度,减少粮食进口依赖度,提
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的推进,有助于进一

步提高行业标准,在为黑龙江经济发展提供更为

丰富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和收入渠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同时

也减少了人才外流的现象加剧,提供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黑龙江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维护生态平衡。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标

准化工作实施是从根源上保护生态环境,可以从

化肥使用、农药施用、地膜使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化

管理,消除污染源[13],有助于对标生态环境保护

基本要求和标准。

1.4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评价势在必行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仍处于局部探索

阶段,如何把握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的发展机

遇期,顺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缓解黑土地保护利

用的压力,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标准化评价势在必

行。对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水平进行评价,有
助于专业系统地开展全省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标准

化有关工作,特别是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更是实质性推进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先进标准制定、修订、转化和采用等工作有效

落地的重要参照系,将在提升黑土地可持续利用

技术的标准化水平、加快相关技术规范化实施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2 黑土地保护标准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针对黑土地保护标准化指标体系的研究

缺乏系统性,综合借鉴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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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科学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农业生态学等理论

的相关思想,结合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的

具体发展实际。该研究从农田土壤健康、绿色生

态发展和高质量生产管理3个维度构建科学、全
面、系统的黑土地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好地

保护和管理黑土地资源。

2.1 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的初步筛选

通过德尔菲法初步拟定三级指标构成的指标

体系。首先,通过2轮专家团对黑土地保护标准

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考核,第1轮专家团包含10名

专家,其中教授/研究员占70%(7/10);第2轮专

家团包含12名专家,其中教授/研究员占75%
(9/12)。通过第1轮专家调查结果梳理了相关指

标体系的逻辑框架。其中,专家平均打分<4,变
异系 数 均>0.3,表 明 专 家 意 见 具 有 稳 健 性。
第2轮专家调查结果:专家平均打分为4.3,专家

意见的变异系数为0.17。结果表明,各指标的重

要性程度相对较高,专家团的协调程度相对较好。
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结果具备

较高的可信性。

2.2 黑土地保护标准化的指标说明

从农田土壤健康、绿色生态发展、高质量生产

管理,这3个角度可以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黑土

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既考虑土壤健康、生
态平衡,又兼顾高质量生产管理,使其更具综合性

和实际操作性。这种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有助于科

学、全面地评估黑龙江省黑土地的保护状况,为黑

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的推进提供参考依据。
农田土壤健康方面,主要从黑土地农田肥力

和黑土地农田系统2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其

中,选取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耕层容重

和pH等指标对黑土地农田肥力进行评价。土壤

中有机质的含量变化直接反映土壤肥力、水分保

持能力和微生物活动[14]。全氮含量的变化反映

了土壤中氮元素的动态变化,对农田作物生长和

营养吸收具有重要影响。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变化

关系到作物对钾元素的吸收利用,对维持土壤肥

力和促进作物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耕层容重的变

化反映了土壤的结构和通气性,对作物的根系生

长和水分渗透具有直接影响。其次,从耕作规模、
耕作质量、轮耕轮作、耕地土壤类型和土层厚度等

5个方面全方位评价黑土地农田系统。土地耕作

单元面积的变化反映了农田规模的扩大或缩小,
对农田生产管理和资源利用的影响。耕地质量提

升等级的变化表示了耕地质量的整体改善情况,
与作物产量和土壤健康密切相关。轮耕轮作面积

的变化反映了农田轮作制度的实施程度,对土壤

养分平衡和作物生长有积极作用。耕地土壤类型

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农田土壤多样性的改变,对农

田生态系统的影响需要关注。黑土层厚度的变化

反映了土壤剖面结构的演变,关系到水分保持和

植物根系的生长。
绿色生态发展方面,主要从黑土地农田环境

和黑土地农田保护2个角度选取指标进行评价。
其中,从沟蚀面积、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与

湿地资源等四方面综合评价黑土地农田环境。农

田冲沟面积变化是评估土地水土流失程度的关键

指标。沟蚀面积的增加可能导致土壤侵蚀,影响

土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草地面积变化与草地生

产力的组合权重指数反映了农田周边草地资源的

变化对整体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土地保护和生态

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森林面积变化、防护林面积

变化与生态功能变化的组合权重指数考察了农田

周边森林资源对生态系统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关
联到生态平衡和气候调节。水资源数量、湿地资

源面积与湿地生态功能变化的组合权重指数反映

了农田周边水资源和湿地对整体生态系统的维护

和调节作用。从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治理、土壤

沙化、排涝能力、农药使用和化肥使用等6个视角

客观评估黑土地农田保护的情况。重金属污染比

率是评估土壤环境质量的关键指标,与土地健康

和生态平衡密切相关。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反映了

农田水土资源保护的水平,关系到土地的可持续

利用和生态保护。土壤沙化治理面积考察了农田

对土壤沙化问题的应对措施,关系到土地的肥力

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节水灌溉治理面积反映了农

田对排涝问题的处理水平,关系到土地的适产性

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农药使用量是评估农田生态

环境健康的关键指标,对农田生态系统和周边环

境产生直接影响。化肥使用量是考察农田生态环

境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关系到土壤质量和水体

污染风险。
在高质量生产管理方面,主要从黑土地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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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农田设施和农田管理3个方面选取评价指

标。首先,从农膜使用量、机械种类、机械数量和

智能化设施应用4个方面综合考量黑土地农田设

施水平。百公顷农膜使用量是评估农田覆膜技术

应用的指标,直接关系到土地温度、湿度和作物生

长环境的调控。百公顷农机种类数反映了农田机

械化水平的多样性,对提高农田作业效率和降低

生产成本具有积极作用。百公顷农田大型农机拥

有量是评估农田现代化设备投入的指标,对农业

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产生直接影响。百公顷无人

机、无人播种器材使用量是评估农田智能化水平

的指标,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减少人工劳动投

入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从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粮食作物单产和劳均产值3个方面评价黑土地农

田生产水平。单位高标准建设农田面积变化反映

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对提升土地生产力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单位粮食作物

产量变化是评估农田粮食生产效益的指标,对提

高粮食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有着直接作用。劳动

力人均产值变化是考察农田生产效益和劳动力利

用效率的指标,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具有积极影

响。最后,从管理人员数量、管理人员质量、政策

密集程度和政策连续性程度等方面评价黑土地农

田管理水平。百公顷管理人员数量是评估农田管

理体制的人力投入,对提高农田资源管理和生产

组织效率有着直接影响。百公顷专业技术人员数

量与研究人员数量之和反映了农田管理团队的专

业水平,对农田技术创新和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

要作用。单位面积黑土地政策文件数量均值是考

察农田政策支持力度的指标,对引导推动农业标

准化发展和保障农田生态环境具有关键意义。年

度连续性政策文件数量均值反映了农田政策的延

续性,对农田经营者和管理者提供政策稳定性的

保障。

3 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与评价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是

一个多层次结构,包含不同层次的指标,AHP适

用于处理这种多层次结构的复杂问题,通过分层

次进行比较,使问题的结构更加清晰。同时,一致

性检验有助于确保专家提供的调查结果比较具有

逻辑合理性,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3.1 确定指标体系各层级指标权重

1)构建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

体系的层次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分为

目标层A、准则层B、方案层C3个层次。目标层

A包含3个指标(A1:农田土壤健康,A2:绿色生

态发展,A3:高质量生产管理),分解为准则层B
的7个二级指标(B1~B7,具体为黑土地农田肥

力、农田系统、农田环境、农田环保、农田设施、农
田生产和农田管理等)。最终细分为方案层C的

32个三级指标(C1~C32,如土壤有机质含量变

化、农田冲沟面积变化、单位高标准建设农田面积

变化等)。

2)构建判断矩阵。通过专家问卷调查,运用

两两比较法对准则层和目标层的指标进行定量评

估。采用1~9标度对各指标进行度量,以反映其

在整体评估中的相对重要性,数值越大表示权重

越高。通过几何平均法综合各专家的评分,得到

各指标的准确重要性权重。以B1黑土地农田肥

力指标的要素(C1,C2,C3,C4,C5,C6)为例,通过

对各指标相对B1的影响程度进行赋值,构建的

判断矩阵见表1。

表1 B1黑土地农田肥力-C判断矩阵

Table1 B1blacksoilfarmlandfertility-Cjudgmentmatrix

B1 C1 C2 C3 C4 C5 C6

C1 1 3 5 7 2 4

C2 1/3 1 3 5 1/2 2

C3 1/5 1/3 1 3 1/3 1/2

C4 1/7 1/5 1/3 1 1/4 1/3

C5 1/2 2 3 4 1 2

C6 1/4 1/2 2 3 1/2 1

3)权重计算。以准则层B1为例,首先计算

B1矩阵每行元素的乘积,然后取乘积的n 次方

根,即对每行元素进行几何平均。这一过程表达

为以下数学公式:Mi=∏
n

j=1
βij(i=1,2,3…n),并对

Mi 开n 次方根,即α-i=
n
Mi。其中,αi 表示B1

矩阵的权重,这一步骤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
其次,将得到的权重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将

权重向量中的各个元素除以向量中所有元素的

和,以确保权重向量的总和为1。具体计算过程

为:将向量α=(α1,α2,…,αn)s 进行归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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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μi=
αi

∑
n

i=1
αi

,得到向量μ=(μ1,μ2,…,μn)s,式中:

μi 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根据这一方法,可以计

算出其他准则层和目标层的权重,并将其归一化,
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

Table2 Theindicators(weights)ofthestandardizedevaluationindexsystemforblacksoilprotection

一级指标

Firstlevelindicator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icator

三级指标

Tertiaryindicator

指标计算方法

Calculationmethodforprimaryindicators

权重

Weight

A1农田土壤健康

A1healthyfarmland

soil(0.4126)

C1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 0.0466

C2全氮 土壤全氮含量变化 0.0245

B1黑土地农田肥力 C3有效磷 土壤有效磷含量变化 0.0214
(0.1375) C4速效钾 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 0.0203

C5耕层容重 耕层容重变化 0.0135

C6pH 土壤pH值变化 0.0112

C7耕作规模 土地耕作单元面积变化 0.0777

C8耕作质量 耕地质量提升等级(较十三五) 0.1050
B2黑土地农田系统

(0.2751)
C9轮耕轮作 轮耕轮作面积 0.0331

C10耕地土壤类型 耕地土壤类型数量 0.0288

C11土层厚度 黑土层厚度变化 0.0305

A2绿色生态发展

A2greenecological

development(0.2599)

C12沟蚀面积 农田冲沟面积变化 0.0106

B3黑土地农田环境 C13草地资源 草地面积变化与草地生产力的组合权重指数 0.0196
(0.0866) C14森林资源 森林面积变化、防护林面积变化与生态功能变化的组合权重指数 0.0197

C15水资源与湿地资源 水资源数量、湿地资源面积与湿地生态功能变化的组合权重指数 0.0367

C16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比率 0.0340

C17水土流失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0409

B4黑土地农田环保 C18土壤沙化 土壤沙化治理面积 0.0303
(0.1733) C19排涝能力 节水灌溉治理面积 0.0353

C20农药使用 农药使用量 0.0214

C21化肥使用 化肥使用量 0.0114

A3高质量生产管理

A3highquality

production

management(0.3275)

C22农膜使用量 百公顷农膜使用量 0.0109

B5黑土地农田设施 C23机械种类 百公顷农机种类数 0.0184
(0.0641) C24机械数量 百公顷农田大型农机拥有量 0.0130

C25智能化设施应用 百公顷无人机、无人播种器材使用量 0.0218

C26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单位高标准建设农田面积变化 0.0627
B6黑土地农田生产

(0.1616)
C27粮食作物单产 单位粮食作物产量变化 0.0716

C28劳均产值 劳动力人均产值变化 0.0273

C29管理人员数量 百公顷管理人员数量 0.0246

B7黑土地农田管理 C30管理人员质量 百公顷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与研究人员数量之和 0.0323
(0.1018) C31政策密集程度 单位面积黑土地政策文件数量均值 0.0157

C32政策连续性程度 年度连续性政策文件数量均值 0.0292

  4)一致性检验。由表3可知,黑土地保护标

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和准则层指标的一致

性比率均小于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明专家

逻辑具备高度一致性。

3.2 指标体系的评价

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一级指标的权重

分别为:A1农田土壤健康(0.4126)、A2绿色生

态发展(0.2599)、A3高质量生产管理(0.3275)。综

合而言,农田土壤健康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一级

指标,而绿色生态发展和高质量生产管理权重虽

然相对较低,但不可忽视。这种权重分配反映了

在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中对于土壤健康和农业可

持续性的高度重视。
从准则层来看,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

二级指标权重排名由高到低为:B2黑土地农田系

统 (0.2751)、B4黑土地农田环保 (0.1733)、B6
黑土地农田生产 (0.1616)、B1黑土地农田肥力

(0.1375)、B7黑土地农田管理 (0.1018)、B3黑

土地农田环境 (0.0866)、B5黑土地农田设施

(0.0641)。权重排名为决策者提供了在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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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各矩阵一致性比率及最大特征根

Table3 Consistencyratioandmaximumeigenvalueof
eachmatrix

指标

Indicator
λmax CI CR RI n

Y 3.0536 0.0268 0.0462 0.58 2

A1 2.0000 0.0000 0.0000 0.00 2

A2 2.0000 0.0000 0.0000 0.00 2

A3 3.0536 0.0268 0.0462 0.58 2

B1 6.2375 0.0475 0.0383 1.24 6

B2 5.2072 0.0518 0.0463 1.12 5

B3 4.0104 0.0035 0.0038 0.90 4

B4 6.2003 0.0401 0.0323 1.24 6

B5 4.1836 0.0612 0.0680 0.90 4

B6 3.0183 0.0091 0.0158 0.58 3

B7 4.1171 0.0390 0.0434 0.90 4

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工作中优先考虑的方向,
有助于明确工作重点,实现更有效的黑土地保护

和可持续管理。方案层中最需要重视的三级指标

为:耕地质量等级提升(0.1050)、土地工作单元

面积 变 化 (0.0777)、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变 化

(0.0466)、轮耕轮作面积(0.0331)、黑土层厚度

变化(0.0305)。三级指标的权重排名表明,在实

施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方案时,应当特别

关注土地质量的提升、规模化管理的效果、土壤有

机质的维护和改善、科学的轮耕轮作方式以及对

黑土层的保护和管理。通过重点关注这些指标,
可以更有效地推进黑龙江省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和保护。
这套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了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涵盖了从农田土

壤健康、农田系统、绿色生态发展、农田环境到高

质量生产管理等多个方面,使评价更为全面和多

层次。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对于每个二级指标

都给出了具体的指标计算方法,这有助于实际操

作和数据采集,提高了指标的可操作性。通过为

每个三级指标分配权重,体现了各个指标对整体

评价的不同贡献程度,使得指标体系更具权威性

和科学性。指标体系中涉及到的一些指标,如水

资源与湿地资源、森林资源等,强调了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可持续性的考虑。指标体系中还考虑了

一些具体的管理和实施方面的指标,如耕地质量

提升等级、耕地土壤类型数量等,有助于指导实际

的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工作。

4 讨论与结论

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既面临着挑战,
也蕴含着发展机遇。在当前国家粮食安全压力

下,黑龙江省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标准化工作迎来

了重要的历史机遇。通过深入挖掘黑土地资源潜

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规范管理制度,可以有效

应对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瓶颈期,实现黑土地的可

持续发展。同时,将标准化工作融入黑土地保护

利用,形成科学规范的技术和管理标准,不仅有助

于提高黑土地的生产力和质量,还有助于促进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黑土地保

护利用标准化评价势在必行,通过全面科学的评

价,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黑龙江省黑土

地保护利用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该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和综合借鉴专家意见的

方式,结合土壤科学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和农业生

态学等理论,构建了科学、全面、系统的黑土地保

护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从农田土壤健

康、绿色生态发展和高质量生产管理3个维度出

发,旨在全面了解黑土地的保护状况,为制定有效

的保护策略提供支持,确保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可持续发展。
在农田土壤健康方面,研究选取了有机质、全

氮、有效磷、速效钾、耕层容重和pH等关键指标,
综合考量了这些因素对土壤健康的影响,为评价

农田土壤的肥力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通过考

察耕作规模、耕作质量、轮耕轮作、耕地土壤类型

和土层厚度等方面的指标,全面评估了黑土地农

田系统的健康状况。
在绿色生态发展方面,研究通过综合考虑沟

蚀面积、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与湿地资源

等指标,全面评价了黑土地农田环境的健康度。
对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治理、土壤沙化、排涝能

力、农药使用和化肥使用等方面进行了客观评估,
为科学保护和管理黑土地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支持。
在高质量生产管理方面,研究从农田设施、农

田生产、农田管理等方面选取了一系列关键指标,
全面反映了黑土地农田管理的现代化水平。通过

考察农膜使用量、机械种类、机械数量、高标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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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建设面积、粮食作物单产等方面,为提高农田生

产效益和推动农业向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提

供了科学依据。
综合而言,研究构建的黑土地保护标准化评

价指标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同时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专家团的认可和支持。这

一体系为黑龙江省黑土地的保护提供了全面、可
行的科学依据,为推动黑土地保护标准化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为黑龙江省黑土地的可持续管

理提供了科学的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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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ilongjiang Provincefaces dual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n standardizing the
conservationandutilizationofblacksoil.Resolvingfoodsecurity,promotinghigh-qualityeconomic
development,andmaintainingecologicalbalanceconstitutecriticaltasksamidcomplexcontradictions.
Inthecontextofdiminishingarablelandandinadequatetechnologicaladvancements,standardization
emergesasakeyapproachtoachiev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ThroughtheDelphimethodand
comprehensiveexpertopinions,integratingtheoriesfrom soilscience,ecosystem science,and
agriculturalecology,astandardizedevaluationindexsystemforblacksoilconservationwasdevised.
Thissystemcomprisesthreeprimaryindicators,sevensecondaryindicators,and32tertiaryindicatorsfocusing
on‘farmlandsoilhealth,greenecologicaldevelopment,andhigh-qualityproductionmanagement’.Utilizing
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heweightsoftheindicatorswerequantified,providingascientificevaluation
frameworkandspecifictargetedrecommendationsforachievinghigh-qualityblacksoilconservation.
Keywords:blacksoilconservation;standardization;indexsystem;Delphimethod;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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