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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一节　自然与农村经济概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桂平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贵港市的东北部，处于东经１０９°４１′～１１０°２２′，北

纬２２°５２′～２３°４８′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市境中部，地处低纬地区。东与平南县相邻，南与容县、

北流市、玉林市接壤，西与贵港市相连，北与武宣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接界。全境东西宽

６９ｋｍ，南北长１０１．６ｋｍ，总面积 （包括水域）４　０６１ｋｍ２，折合６０９万亩①，占广西壮族自治

区总面积的１．７２％。郁江、黔江在境内交汇，浔江以此为起点，顺浔江可至梧州、广州以至港

澳；溯郁江、黔江可达南宁、柳州。郁江、浔江沿岸是广西最大的冲积平原，为重要的糖、粮

基地。距自治区首府南宁陆路２５５ｋｍ，水路４３８ｋｍ，距北部湾１８８ｋｍ。截至２００７年末全市总

人口１７４．８２万，其中市区人口２０万。

桂平市辖２１个镇、５个乡、４３１个村街委、７　７６３个村民小组，２０１０年全市总人口１８２．２万

人，其中乡村人口１６７．０３万。所辖的乡 （镇）有木乐镇、木圭镇、石咀镇、油麻镇、社坡镇、

罗秀镇、麻垌镇、社步镇、下湾镇、木根镇、中沙镇、大洋镇、大湾镇、白沙镇、石龙镇、蒙

圩镇、南木镇、江口镇、金田镇、紫荆镇、西山镇、马皮乡、寻旺乡、罗播乡、厚禄乡、垌心

乡。桂平市行政区划示意图见附图１。

二、土地资源概况

桂平市土地资源———山地 （包括丘陵）和平原 （包括水面）的比例约为７∶３，山地

２　８９９ｋｍ２ （约４３４．８３万亩），占全市总面积的７１．１６％。

（一）山地

山地分为三类：

①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亩＝１１５ｈｍ
２＝１０　０００１５ ｍ２≈６６６．７ｍ２，全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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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中低山地区，分布在南部的中沙镇、罗秀镇靠大容山一带，西北部的紫荆镇及石

龙镇、西山镇的也有一部分。海拔多为３５０～８００ｍ，少数超过千米，面积１　３３４ｋｍ２，占全市

总面积的３３．２２％。

第二类是丘陵地区，分布在南部的罗秀镇、罗播镇，东南部的油麻镇、麻垌镇也有一部

分。海拔１００～３５０ｍ。面积８９４．５ｋｍ２，占全市总面积的２２．０３％。

第三类是岗坡台地，分布于大洋镇、大湾镇、社步镇，油麻镇、社坡镇、寻旺乡、石咀镇

也有一部分。海拔在１００ｍ以下，面积６７０．５ｋｍ２，占全市总面积的１６．５１％。

（二）平原

平原集中分布于沿江两岸的白沙镇、石龙镇、蒙圩镇、西山镇、寻旺乡、石咀镇、南木

镇、金田镇、江口镇、木圭镇、木乐镇等乡 （镇），另外社坡镇、罗秀镇、麻垌镇、罗播乡等

小盆地或谷地，海拔或相对高度为５０ｍ左右。平原面积约１　１９２ｋｍ２，占全市总面积的

２９．３５％。

（三）桂平市土地资源的四个基本特点

桂平市土地资源的４个基本特点：一是土地总数量较大，但耕地占比例较小。在６０９万亩

总面积中，耕地仅占１０１．８３万亩 （其中水田７４．３９万亩）。二是人口密度大，人均占有耕地少。

据２００７年统计，桂平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４２９人，比全国、全区分别高两倍和一倍。三是

大部分山地属土山，石山甚少，有利于造林或种其他作物，其中宜林面积２８０万亩。四是土质

普遍浅、瘦，或过黏、过沙，不利于作物生长。由于桂平市农垦历史悠久，可开发为耕地的后

备资源不多，今后土地利用以提高作物单产为主，兼以套种、间套种、一年三熟等多种形式全

面发展。桂平市耕地面积统计表见表１－１。
表１－１　桂平市耕地面积统计表

水田 （亩） 旱地 （亩） 小计 （亩）

总计 ７４３　８５７　 ２７４　４８３　 １　０１８　３４０

占比 （％） ７３．０５　 ２６．９５　 １００

三、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自然气候

桂平市地处低纬地区，北回归线横贯其中，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４～９月受湿热的夏季风

影响，盛吹偏南风；１０月至次年３月受干冷的冬季风影响，多吹偏北风。总的特点是气温较

高、阳光充足、雨量充沛，但分布不均。夏季多暴雨，易洪涝，春秋有干旱，冬季有霜冻。适

宜各种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１．太阳辐射

桂平市年均太阳总辐射量为１０７．０６ｋＪ／ｃｍ２，７ 月、８ 月最高，太阳辐射量分别达

１２．５７ｋＪ／ｃｍ２和１２．４５ｋＪ／ｃｍ２；２ 月、３ 月 最 低， 太 阳 辐 射 量 分 别 为５．５７ｋＪ／ｃｍ２ 和

５．９９ｋＪ／ｃｍ２。由于北回归线横贯市境，石龙镇、西山镇、南木镇、石咀镇、木乐镇等以南地区

的太阳辐射量大于以北地区，光能较为充足，有利于作物光合作用，增加干物质的积累，提高

作物产量。每年２～８月，太阳辐射量逐月增加，９月下旬至次年２月，又逐月减少，形成有规

桂平市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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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周期变化。

２．日照

桂平市内年均日照时数为１　６３８．７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３９％，最多年日照时数为２　２０３小时

（１９６３年），日照百分率为５０％；最少年日照时数为１　３３４小时 （１９７９年），日照百分率为３０％。

日照时数的季节分配以夏秋两季多，冬春季较少。最多为７月、８月，每月日照时数为２００小

时以上，日照百分率为５６％左右；最少是２月、３月，每月日照时数低于５５小时，日照百分率

仅为１５％～１８％。５～８月日照时数为１２８～２１４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３３％～５７％，对农业生产

极为有利。山区由于受地形影响，加上云雾较多，每日实照时数比平原少１～２小时。

３．气温

桂平市除偏西北山区和东南高丘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温度在２１℃以上，年际间变幅

为１．３℃。年 总 积 温 （０℃ 以 上 积 温）７　６００～７　９００℃，年 活 动 积 温 （大 于 等 于 １０℃）

７　８３４．２℃，年有效积温 （大于等于１２℃）在３　２２０～３　５２０℃之间，基本上能满足双季水稻和其

他喜温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无霜期是３３９天，大部分地区可以一年三种三熟。

气温的区域分布，由中部浔江平原向南北两方逐渐递减。社坡镇、社步镇、西山镇、大洋

镇、大湾镇一带，年均温在２１～２２℃之间；罗秀镇、油麻镇、南木镇、麻垌镇、金田镇、江口

镇一带在２０．５～２１℃之间；南部中沙镇，北部紫荆乡以及海拔在５００ｍ以上的山地，年均温在

２０℃下。

最热月是７月，除南北山区外，月平均气温都在２８℃以上。南北山区较浔江平原低２～

３℃，月平均气温在２８℃以下。累年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９．２℃。

最冷月是１月，山区平均气温在１０℃以下，其余地区大部分在１１～１２℃之间。年极端低气

温，大部分地区在０℃以上，只有极少数年份在０℃以下。累年极端最低气温为－３．３℃，发生

在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 （指桂平市气象站所在地西山镇）。

气温年较差为１６．３℃。平均日较差为７．２℃，其中１０月、１１月日较差超过８℃，而３月、

４月日较差只有５℃左右。

年总积温 （０℃ 以上积温）在７　６００～７　９００℃ 之间，年活动积温 （大于等于 １０℃）

７　８３４．２℃，年积温 （大于等于１２℃）在３　２２０～３　５２０℃之间。

４．降水、湿度、蒸发

（１）降水

桂平市降水量充沛，年均降水量为１　７３１．８ｍｍ，最多为２　４８４．７ｍｍ （１９５９年），最少为

１　１９１．８ｍｍ （１９８４年）。降水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２．０８，分布不均匀，多集中在汛期

（４～９月），占年降水量的７５％以上，１０月至次年３月雨量偏少，所以经常出现冬枯及春旱现

象。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桂平市南北地区降水量差异很大。北部是大瑶山南坡，夏季风迎风面

较多，金田水库年平均降水量２　１４８．３ｍｍ；中沙乡属高丘谷地，易成云致雨，平均降水量为

２　４０４．４ｍｍ。这两个地方是桂平市的多雨中心。南部是大容山北坡，处在夏季风的背风面较

少，如罗秀镇年平均降水量仅有１　３０２．３ｍｍ。中部平原地区雨量介于南北山区之间，降水量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ｍｍ。

（２）湿度

年均相对湿度为８０％，除１０月、１１月两个月外，各月平均相对湿度都超过７５％。湿度最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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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３月、４月两个月，达８５％；１０月、１１月最小，为７３％。历年最小相对湿度为９％，出现

在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

（３）蒸发

年均蒸发量为１　３０４．５ｍｍ，最大年蒸发量为１　５９７．９ｍｍ （１９６３年），最小年蒸发量为

１　０９７．２ｍｍ （１９７６年）。年内蒸发量最大为７月份，为１９８．２ｍｍ，５～１０月各月蒸发量均超过

１００ｍｍ；２月份最少，仅５０．８ｍｍ。

５．风、霜

（１）风

桂平市属低纬度地区，风向随季节明显变化，盛吹西北风和东南风。１～２月受冬季风影

响，吹北、偏北风，３～５月转吹西北风，６～７月受夏季风影响，吹西南、东南风Ⅰ级，８月转

北风、西风、南风，９～１２月又转西北风。时间最长的为西北风，一年之中占７个月，其次是

南风、北风和东南风，共占５个月。

年均风速为１．４ｍ／ｓ，其中１月、２月、４月、５月、６月、８月为１．４ｍ／ｓ，１１月、１２月为

１．３ｍ／ｓ，９月、１０月为１．２ｍ／ｓ。风速最大为７月，达１．７ｍ／ｓ。最大风速大于４０ｍ／ｓ，发生

在１９７５年８月，风向偏南。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９６３年５月曾发生过大于２８ｍ／ｓ的大风，风向偏南。

（２）霜

桂平市各地几乎年年都有霜冻出现，南北山区较多。北部紫荆镇每年有３～５次霜冻，每

次２～３天，平均每年有霜１０天以上，其他地区一般霜日只有２～３天。一次最长有霜日数５
天，发生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５日。霜出现的机会尤以１月份最多，１２月份次之。最早初

霜日在１１月２４日，最晚初霜日为１月２７日；最早终霜日为１月１日，最迟终霜日为２月２７
日。南北山区初霜早，终霜偏迟。无霜期平均为３３７天。

（二）水文地质条件

桂平市内以浔江、郁江、黔江为主体的江河干流有４５条，全长９９２．９５ｋｍ，集雨面积

４　０５６ｋｍ２，年平均径流量为４０．５６亿ｍ３。各河流大体是顺地势向东流，干流浔江、郁江、黔

江横贯其中，支流分布两侧，以０．２５ｋｍ／ｋｍ２的河流密度分布，构成桂平市的水系。在一些干

流的上、中游建有大小不等的水利设施或中、小型水库９处，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桂平市大

部分为覆盖型岩溶区，地下水较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桂平市出露的地下水流量约为２３２ｍ３／ｓ，

主要分布在木乐镇、木圭镇、南木镇、西山镇等乡（镇）。

１．水文条件

（１）地表水

桂平市内过境河流干流有黔江、郁江、浔江，均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黔江、郁江分别由

西北、西南方向流入，在桂平市内汇合为浔江。

河流支流有４５条，较小的溪流密布。集水面积４　０５６ｋｍ２ （不包括黔江、郁江、浔江，下

同）。主要河流在桂平市内的长度为９９２．９５ｋｍ，年平均径流量为４０．５６亿ｍ３ ，最小流量为

２１．２５ｍ３／ｓ。

各河流大体是顺着地势向东流，干流黔江、郁江、浔江横贯其中，支流分布两侧，状如老

树盘根，以０．２５ｋｍ／ｋｍ２的河流密度分布，构成桂平市的水系。

①黔江。黔江俗称北江，在桂平市城西北，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干流。在桂平市内的长

度为４８ｋｍ，流域面积４５０ｋｍ２。平均河宽４１９ｍ，最宽处在南木乡渡头，约６６０ｍ，最窄处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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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乡石岩头东麓，约１１０ｍ。平均水深１７．４ｍ。年平均流量为１　３５２亿ｍ３，最大流量为

２３　９００ｍ３／ｓ。

黔江从武宣那马沙洲右航道进入桂平市石龙乡赤口沙洲，流经石龙镇、蒙圩镇、西山镇、

南木镇和桂平市，至市内三角咀处汇入浔江。

黔江滩多流急。市境内主要有碧滩、弩滩、龟滩、鹅蛋滩，其中以弩滩为最险，此滩礁石

多、水急、浪大，航船遇险多在此滩鹭鸶石处。今河道疏通，航行较安全，２５０～５００吨客，货

船四季通航，上溯柳州，下通梧州、广州，但仍不宜夜航。

黔江水力资源丰富。境内之大藤峡是广西最长、最大、最雄伟的峡谷。峡长，位落差达

３２．５ｍ，最大洪峰流量为２３　９００ｍ３／ｓ，可建装机容量１２０～１３０万ｋＷ的水力发电站。

境内黔江主要支流有南木河、罗渌垌河、渌水河、牛脚河等。

②郁江。郁江俗称南江，是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在桂平市城西南部。在桂平市内的长度

为７６ｋｍ，流域面积８００ｋｍ２，最大流量为１９　０００ｍ３／ｓ，最小流量为３００ｍ３／ｓ，年平均径流量为

５９６亿ｍ３ （测量地点：白沙水文站）。

河道县界在桂平市西南画眉河中心线，西南向东北流，经大湾镇、白沙镇、下湾镇、社步

镇、西山镇、寻旺镇、桂平市等地。在桂平市内三角咀处汇入浔江。

桂平市内郁江河面宽阔，水流较缓，平均河宽３２０ｍ，最宽处５００ｍ （西山镇野鸭塘），最

窄处２００ｍ （白沙镇塘甫屯）。平均水深５６７ｍ，水位变幅较小 （１６～１９ｍ），可四季通航。险滩

急流，主要有小壬滩、大壬滩、机捆滩、牛仔滩、榄滩、石门、白沙、上三门滩、浪滩、鸡儿

滩、下三门滩、社步、布袋滩、上下饭包滩、福山、尖刀山、全村、马骝滩、三排石等１９处，

其中以大壬滩、机捆滩、浪滩为最险。

境内郁江一级支流主要有独流江、大洋河、官江河、画眉河、白沙河、南津河等，二级支

流主要有庆丰河、石龙河、铜柱河、官桥河、沙坡河、南乡河、罗播河、木根河、宁江河、石

江河、新民河等。

③浔江。从桂平市县城三角咀黔江、郁江汇合口起，经寻旺乡、南木镇、石咀镇、思宜

乡、江口镇、木圭镇 ６个乡 （镇）至木圭镇上冲进入平南县界。全长１９９ｋｍ，县内长

４２．６５ｋｍ。流域面积４９０ｋｍ２。

据 《广西年鉴第三回》 （１９４４年版）记载，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年浔江年平均水位２７．３６ｍ，平均

流速０．８８ｍ／ｓ，平均含沙量０．１５ｋｇ／ｍ３ （沙重与水重百万分比为 １４５．９），平均流量为

７　２７１．１２ｍ３／ｓ。新中国成立后，浔江年平均水位３５．３２ｍ （东塔水文站），年变幅为１９．４ｍ；多

年平均含沙量０．３５ｋｇ／ｍ３，断面最大含沙量３．１９ｋｇ／ｍ３ （１９５４～１９７９年），最大流量为

４４　９００ｍ３／ｓ。

河床比降一般在０．０９‰～０．６０‰之间。市内河段平均河宽５７３ｍ，最宽处１　０００ｍ （江口镇

万江口），最窄处１１０ｍ （寻旺乡东塔村），平均水深３．８ｍ，四季通航，是广西通航价值最大的

一段河道。急流险滩有扬澜滩、蓑衣滩、布岭滩、鲫鱼滩、古雍滩等。其中以扬澜滩流量最

大，为４４　９００ｍ３／ｓ，可建装机容量２０万ｋＷ的水力发电站。

浔江一级支流有大湟江、都椰江、社坡河、木乐河、竹社河、石镜河、白沙河、万江、历

江、文笔坑等，二级支流有大鹏河、三连河、罗蛟河、紫荆河、理端河、马皮河等。

（２）地下水

桂平市位于贵港—桂平—平南平原中部，大部分为覆盖型岩溶区，地下水较为丰富，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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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大汶暗河出口流量达７００～１　２００ｍ３／ｓ；南木镇上升泉群流量达４０ｍ３／ｓ。据不完全统计，

桂平市出露的地下水流量为２３２ｍ３／ｓ，主要分布在木乐镇、木圭镇、南木镇、西山镇等乡

（镇）。

（３）水质

除了工业、生活废污排放污染水质之外，农业生产用的农药、化肥等和没有被作物吸收利

用的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江河，也是造成水质污染的原因之一。

（４）水资源

１９８１年６月，桂平市组成农业区划水电专业区划小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得出桂平市丰水

年 （保证率２０％，下同）径流深度为１　３１０ｍｍ，年径流量为５３．１３亿ｍ３；平水年 （保证率

５０％，下同）径流深度为９５０ｍｍ，年径流量为３８．５３亿ｍ３；枯水年 （保证率９５％，下同）径

流深度为４５０ｍｍ，年径流量为１８．２５亿ｍ３。多年平均径流深度为１　０００ｍｍ，多年平均径流量

为４０．５６亿ｍ３。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３　３７２ｍ３，低于广西平均值 （每人５　３１０ｍ３），高于全国

平均值 （每人２　６３７ｍ３）。按耕地面积平均为每亩３　７８０ｍ３。平水年可利用水量为１１．６０亿ｍ３，

现有水利设施可供水量为１０．９２亿ｍ３，农业、工业其他部门总需水量为６．６５亿ｍ３，占可供水

量的６０．８４％。若遇枯水年，可利用水量为５．３３亿ｍ３，现有水利设施可供水量为４．６３亿ｍ３，

而需水量为８．１３亿ｍ３，尚缺水３．５０亿ｍ３。另外本市有３条大的过境河流，尚有部分水可利

用，地下水较丰富。据不完全统计，露出的地下水流量为２３３ｍ３／ｓ，平水年径流量为

０．７３亿ｍ３，枯水年为０．４４亿ｍ３，绝大部分尚未开发利用。

总的来说，桂平市水资源较丰富。若以整年计算，一般年景地表水也可以满足需水的要

求，但枯水年则供水不足，出现严重干旱。另外，水量总的分布不平衡。山区雨量较充沛，来

水较多，灌溉面积较少，而平原地区灌溉面积较多，来水量受到种种限制，经常受到干旱威

胁。

桂平市水能蕴藏总量为７．８１万ｋＷ （不计浔江、郁江、黔江），其中可开发利用３．６８万ｋＷ，

占蕴藏总量的４７．１２％。至１９８７年，已建小水电站７９处共１．１６万ｋＷ，尚有２．５２万ｋＷ未开

发利用，主要分布在南部和北部山区一带的河流。地下水的水能由于缺乏资料，都未开发利

用。

２．地质条件

（１）地层

桂平市境内沉积岩地层较发育，主要为寒武系，其次为白垩系、泥盆系等。按形成的先后

顺序简要记述如下：

寒武系　境内上寒武统分布较广泛。紫荆镇的田心、花营、寻蓬、蒙冲为细砂岩；西山镇

的油麻—上垌—碧滩一带，垌心乡的罗宜，石龙镇的中峡江、东岗、新源、新隆为粉砂岩夹细

砂岩及砂页岩；南部罗播乡的罗播圩、承棠、凤镇，木根的布新，中沙镇的中和圩，麻垌镇的

沙江，罗秀镇的军丰为砂岩及页岩。

奥陶系　境内出露有下奥陶统黄隘组。分布在油麻镇东部的台垌、勒竹、安平、罗蓝、石

罗和麻垌镇的思培—志安—木村—全安一带。按岩性又可分为下、中、上三段：下段为细砂岩

与页岩互层；中段为细砂岩夹页岩，底部为不等粒砂岩；上段为细砂岩夹页岩，下部为含砾砂

岩。

泥盆系　按岩性可分为下统、中统、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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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统：按岩性又可分为莲花山组和那高岭组。莲花山组主要分布在金田镇的三莲、罗蛟、

风门坳，垌心乡的督的，紫荆镇的大坪、小江、木山到大塘山，大石山至石龙镇的五指山，西

山镇的天龙山，南木镇的云台Ⅱ－１，江口镇的山台、点秤山、罗碧等地。下段为细中粒石英砂

岩，底部为砾岩；上段为细粒石英砂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那高岭组主要分布在石龙镇、蒙圩

镇、金田镇、江口镇、垌心乡、西山镇等乡 （镇），为泥质粉砂岩、细砂岩及页岩。

中统：按岩性可分为东岗岭组和郁江组。东岗岭组分布在蒙圩镇、厚禄乡、中沙镇、寻旺

乡、江口镇、木圭镇、罗秀镇、麻垌镇、石龙镇等乡 （镇），为灰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

底部夹薄层泥质页岩。郁江组分布在石龙镇、西山镇、南木镇、金田镇、江口镇、木圭镇、麻

垌镇等乡 （镇）。下段为细砂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上段为泥质砂岩、页岩、灰岩、白云岩。

上统：按岩性可分为榴江组、桂林组和融县组。榴江组分布在白沙镇、蒙圩镇、西山镇等

乡 （镇），为硅质岩及含锰硅质岩、扁豆状灰岩，底部为石英粉砂岩。桂林组和融县组分布在

罗秀镇、石咀镇、木圭镇等乡 （镇）一带，为灰岩、白云岩、鲡状灰岩。

石炭系　主要为下石炭统。较集中分布在白沙镇，西山镇的长安、下海的团结、蒙圩镇的

流澜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其中大塘阶为灰岩、硅质岩、燧石层，岩关阶为灰岩、白云岩。

白垩系　桂平市内分布较广泛，以罗播乡、大湾镇、下湾镇、社坡镇、理瑞乡、油麻镇、

西山镇、麻垌镇、木乐镇等地更为集中。下统下组岩性为紫红色砾岩、灰粉砂岩及砾状砂岩，

上组岩性为泥质、钙质粉砂岩和砂质页岩。

侏罗系　仅有下统下组，分布在中沙镇六湾等地。岩性为砾状砂岩、砂岩夹砾岩、煤、页

岩。

第三系　分布在社坡镇、石咀镇、蒙圩镇、罗播乡、麻垌镇等乡 （镇）的岗地及丘陵地，

为砾岩、砾石、砂岩夹砂质页岩。上统为杂色黏土岩、砂岩、砾石夹褐煤。

第四系　主要分布于浔江、郁江、黔江及其主要干流两岸。更新统为砾层，全新统为黏

土、沙土、砾石层夹泥炭层，洪坡积层为角砾、砾石、沙土层。

（２）火成岩与变质岩

桂平市境内的火成岩主要为花岗岩，分布于中沙镇、罗秀镇、西山镇、蒙圩镇等乡 （镇）。

中生代早期第三纪，广西岩浆活动频繁，其中两股分别从北东、南东方向侵入桂平市，于地下

冷却凝固成侵入岩。北东股分布于县城西面之西山—隆兆一带，南北长约９ｋｍ，东西宽约

７ｋｍ，面积约为６０ｋｍ２，形成西山岩体；南东股侵入体较大，桂平市内面积约为１００ｋｍ２。在罗

秀镇、中沙镇一带形成容山岩体。

桂平市变质岩出露较少，已发现的有大理岩和石英岩。大理岩主要分布于蒙圩镇、石龙

镇、白沙镇３个镇。

（３）地质构造

桂平市地质构造比较复杂，既有褶皱又有断层。西山凤凰岭一带为大瑶山背斜东翼。断层

密度以白沙镇、石龙镇一带为大，且多为东北—南西或北西—南东走向。

大瑶山腹背斜，轴向东北—南西走向，其南段顺着桂平市与金秀、武宣、贵县延伸。背斜

核部为寒武系粉砂岩、细砂岩、砂页岩等，东翼大部分在桂平市境内，为泥盆系砂岩、泥质粉

砂岩、灰岩、泥灰岩等。

桂平市东北部，和安—木圭逆断层，以北东２０°左右的走向从藤县和安经平南县延伸至木

圭镇。罗香—镇西正断层，走向近南北向，北从金秀县的罗香向南延伸，经过平南县的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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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口镇的长江进入市境，可能延伸到大湟江口圩。

桂平市东南部，社坡—麻垌正断层，位于社坡镇、麻垌镇之间，长２７ｋｍ。油麻—罗播逆

断层，走向北东６５°。六陈—北市大断层，走向北东，由平南县六陈穿越桂平市至玉林市北部，

长度超出７５ｋｍ。

桂平市西北部，碧滩断裂带，由银珠盘、风防预及水凉平山等断裂组成，方向北东１５°～

２０°，一般长５００ｍ。大瑶山逆断层，横跨金田镇、紫荆镇两个乡 （镇），境内长２４ｋｍ。大冲坑

断层，由社岭塘向北东经大湾肚、笔架山到大冲坑，呈北东２０°，长１２ｋｍ。那犁山逆断层，位

于那犁山、笔架山、坑山的西侧，向北东３０°延伸，长５．５ｋｍ。

桂平市西南部，洋坡正断层，走向北西，长１５ｋｍ。

此外，还有许多小的和不明性质的断层。

四、农村经济概况

桂平市有２６个乡 （镇）。２０１０年底有４１１个村民委员会、２０个居委会、７　７６３个村民小组。

乡村总户数４３．７４万户，乡村人口１６７．０３万人。

桂平市总面积４　０６１ｋｍ２，２００９年底拥有总耕地１０１．８３万亩，其中水田７４．３９万亩，旱地

２７．４５万亩。山地面积４３４．８３万亩，森林面积９２．４１万亩。宜林荒地１５０．４８万亩，宜农荒地

１１７．６３万亩。属广西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桂平市水面面积 （包括河流、水库、山塘、沟渠）２８．４５万亩，其中河流１８．１０万亩，水

库６．７１万亩，塘坝２．５４万亩，沟渠１．１０万亩。

在总耕地１０１．８３万亩中，有效灌溉面积８９．２１万亩，其中保证灌溉面积７１．３９万亩，旱涝

保收面积６８．１８万亩，农业人均保灌面积３．６５亩，农业人均旱涝保收面积０．６３亩。

桂平市种植农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红薯、黄豆、绿豆、木薯、淮山、茶叶、花生、马

铃薯、蔬菜等，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各不相同。作物的种植以粮食作物为主。２０１０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２４１．７９万亩，其中水稻１２３．４６万亩，玉米１３．１４万亩，甘蔗６．２２万

亩，花生１３．５３万亩。新中国成立以来，桂平市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４９
年的１４．３５万ｔ，发展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３．２１万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３．７１倍；甘蔗由１９４９年的

１．２０万ｔ发展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１．４７万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７．８９倍。林、牧、副、渔各业也

有所发展。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共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９１２　６２３ｋＷ，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

７４８　４３９ｋＷ，汽油发动机动力１１　８６９ｋＷ，电动机动力１５１　３２２ｋＷ，大、中型拖拉机１１８台，

小型拖拉机１７　３４９台；桂平市有农业排灌动力机１４　５６６台，折合４５　６１５ｋＷ；农用水泵３４　３２２
台，联合收割机５５４台，农用载重汽车４１９台，农用运输车１　０４６台，基本上能满足农业生产的

需要。

２０１０年桂平市畜牧业中，大牲畜 （牛）年末存栏１１．０２万头，猪年末存栏７４．２６万头，羊

年末存栏０．４６万只，家禽年末存栏６０６．３１万只。为调整人们的饮食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为

培肥地力提供了大量的肥源。

２０１０年，桂平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充分利用国家宏观形势好转的良好机遇，稳步快速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据统计，

桂平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６１．７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５７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桂平市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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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财政收入８．５６亿元，农民纯收入达到４　９３６元。桂平市２０１０年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及其构成见表１－２。
表１－２　桂平市２０１０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及其构成

项目 总产值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 （％） 备注

农、林、牧、渔总产值 ５７０　１４３　 １００．００ 当年价

农业产值 ２４０　５２９　 ４２．１９ 当年价

林业产值 ２６　８５１　 ４．７２ 当年价

牧业产值 ２３０　２０８　 ４０．３７ 当年价

渔业产值 ４７　４５０　 ８．３２ 当年价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２５　１０５　 ４．４０ 当年价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桂平市内已经实现了村村通电、通电话和通路。市内

交通方便，有南梧二级路、玉桂二级路、武平二级路 （在桂平市境内经过），南广高速铁路

（正在建设），加之境内各乡 （镇）倶通柏油路，桂平市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郁江、黔江在

境内交汇，浔江从此起点，顺浔江可至梧州、广州以至港澳；溯郁江、黔江可达南宁、柳州。

郁江、浔江沿岸是广西最大的冲积平原，为重要的糖、粮基地，为各种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运往

全国提供了方便，对农业生产的进行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历史

桂平建县制于汉朝，自梁朝起名为桂平，并设浔州府。农业生产素以水稻、玉米、高粱、

小麦为主。至清光绪初年，花生 “曾生产甚旺。沿江田地种者抵五谷。商家以榨花生油为市中

大宗贸易”（县志记载）。桂平县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灾害频繁，历史上是有名的 “水火之

地”。据县志记载： “早稻将登，洪波忽至，八九月间龟裂满郊。一年辛劳，尽付流湍”。民国

以后，占人口７．２％的极少数地主拥有全县４３．９％的土地，而广大贫民拥有土地极少。１９５０年

５月，全县开展减租退押运动和 “土改”工作，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真正实现了 “耕者有其

田”。 “土改”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土改”后的１９５２年，桂平县粮食产量比１９５０年增产

１８．７１％。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桂平县人民的努力，农业发展较快，取

得了较大的成绩。农、林、牧、渔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１９８１年春，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１９８２年粮食总产４５　２２６．５万ｋｇ，与１９４９年相比增长３０５％。

近年来，桂平市市委、市政府以农业产业化为指导方向，加大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立足旱作基本农田建设，全面推广良种良法、超级稻种植技术等先进农业技术，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多个农业科技产业园区，有一大批适应市场

需要，多种所有形式和运行机制的项目企业落户桂平。如桂平市金源酒精实业有限公司、广西

贵港市金田糖业有限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成效明显，开工建设广东温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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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养殖场、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桂平加工基地，促进了桂平市的农业产业化与社会经济的全面

发展。

二、农业发展现状

桂平市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是国家的粮食生产先进县 （市）、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市）和自治区农业示范县 （市），农业生产基本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促进了农、林、牧、渔的

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０年粮食总产５３２　０９２ｔ，其中水稻４５４　５６７ｔ、玉米４４　０５５ｔ，甘蔗２１４　７０５ｔ、淮山

２９　８９９ｔ、木薯９４　０８８ｔ、蔬菜４７０　１０２ｔ、水果６４　５７９ｔ，猪、牛、羊肉产量８３　４２６ｔ，家禽

２２　０２５ｔ，农民人均纯收入４　９３６元。

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大豆、绿豆，其他经济作物有花生、芝麻、甘蔗、淮山、马

铃薯、木薯等，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各不相同。２０１０年，桂平市粮食播种面积２３８．５３
万亩，其中水稻１２３．４６万亩，平均产量达３６６．５３ｋｇ／亩；玉米播种１２．７３万亩，平均产量

３３７．８ｋｇ／亩。

桂平市注重做好农机技术推广应用，切实加大农机致富示范村、户的建设力度，有效地促

进了农机科技普及工作的开展。２０１０年，桂平市拥有农机总动力８９．０８万ｋＷ，比上年末增长

２５％，完成机耕面积１３２．６６万亩、机收面积２６．５３万亩，机械水平为７１．３％，机收水平为

２０．０％。桂平市是农业人口大市，人均耕地面积较小，不利于机械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

农业机械的普及。

水旱轮作，以用地养地的方式提高土壤肥力。轮作方式：水稻—水稻、玉米—玉米 （花

生）、玉米—绿豆。一般为一年两作或一年一作。近几年来，大力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

数，间作套种形式有木薯套种西瓜、花生套种玉米、木薯套种黄豆、木薯套种玉米等。实践证

明，凡合理进行间作套种的地方，不但增产幅度大，而且有利于培肥地力。

多年来，桂平市市委、市政府根据桂平市的实际，坚持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切实加强

“三农”工作。２００９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５７．０１亿元，增长６．４％。农业优势产业加

快发展，甘蔗种植面积７．２７万亩、木薯种植面积１７．８万亩、肉类总产量１０．５５万ｔ、粮食总产

量５２．６万ｔ、水果总产量６．５万ｔ。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投入４　０００多万元进行水库除险

加固、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水毁修复工程，投入３　０００多万元建设４１条共２１３ｋｍ农村公路，

新建农村人饮工程１２处，解决２．６５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建沼气池２　５４０多座。落实支农惠

农政策，兑现农资综合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农机补贴等３　６００多万元。

荣获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市）”称号和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市）奖”“广西农业新兴优势

产业发展奖 （中药材）三等奖”，全国 “三免”技术推广现场会在桂平市召开，桂平市农业走

上了产业化之路。

桂平市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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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的简要回顾

一、农作物播种面积

桂平市粮食农作物有水稻、麦类、玉米、豆类、薯类、粟类、高粱等，种植是以水稻为
主。１９４９年，水稻占桂平市播种面积的７６％，占粮食播种面积的８５％；１９７８年分别占６２％和

８０％；１９８７年分别占６４％和８７％；２０１０年粮食播种面积１５２．８３万亩，水稻播种面积１２３．４６
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８０．７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

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所增加。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农业比较效

益下降，农民种田积极性曾出现一些波动。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 “三农”工作，推出了一系列

支农惠农政策，粮食价格的不断升温刺激了农民种粮积极性。２０１０年桂平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２４１．７３万亩，其中粮食作物１５２．８３万亩、经济作物４３．４８万亩、其他农作物４５．４９万亩、茶

叶０．８８万亩、水果４２．６０万亩。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桂平市耕地利用与保养

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桂平市水田主要利用方式是双季水稻，一般采用一年两
熟制，即 “早稻＋晚稻”；旱地耕地主要利用方式也是采用一年两熟制，即 “玉米＋红薯”，玉

米是春种夏收，红薯为夏种秋收。１９４９年粮食播种面积９０．３７万亩，粮食总产量１４　８４８万ｋ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狠抓冬种绿肥和秸秆还田，提高土壤肥力。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１年除外）桂平

市每年冬种绿肥面积２２万～３０万亩。此外每年冬春还发动群众大搞积肥改土，挑塘泥、河泥，

沤制土杂肥，以及黏土田掺沙、沙土田掺泥，改善土壤结构。在化学肥料不足的情况下，发挥

了有机肥的作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以前，所施用的肥料主要是以有机肥为主，猪牛粪、草皮、石灰、山

灰 （上山割草砍木烧灰）是当时的主要肥料来源。白沙镇、蒙圩镇、石龙镇等地一些地方，由

于年年过量施用石灰，造成土壤板结、耕层浅薄、产量低，水稻年亩产１００～１５０ｋｇ。在对耕

地的利用和保养上基本属于低投入与低产出阶段。

到第二次土壤普查前的１９８０年止，桂平市水田利用方式 （种植模式、轮作制度）主要有

如下几种：“稻＋稻＋蚕豆”、“稻＋稻＋马铃薯”、“稻＋稻＋烟”、单季稻、“玉米 （春花生）

＋晚稻或早稻＋秋花生”、“稻＋稻＋油菜 （绿肥）”。桂平市旱耕地利用方式：“早玉米＋晚玉

米”“玉米 （间作豆类）＋红薯”“早玉米＋黄豆”“玉米＋红薯 （间豆类）”“花生＋红薯”等。

我们认为，“稻＋稻＋油菜 （绿肥）”“玉米 （间作六月黄豆）＋红薯”“玉米＋八月黄豆”“玉

米＋红薯 （间豆类）”这几种种植模式比较有利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三、第二次土壤普查后桂平市耕地利用与保养

根据桂平市第二次土壤普查情况，桂平市的土壤共划分为水稻土、红壤、砖红壤性红壤、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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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壤、石灰 （岩）土、紫色土和冲积土等７个土类、１６个亚类、６７个土属、１６０个土种。桂平

市地势是南北高、中间低、向东倾斜。北部是大瑶山的余脉—紫荆山和十八山，南部是大容山

的北麓，中部为郁江、浔江平原。西北部山地面积约为１３５．６３７　９万亩，东南部高丘面积约为

１５３．８２１　９万亩，东南部缓丘地面积约为７１．２４６　９万亩。谷地繁多，大大小小数百个，多分布在

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域。郁江、浔江冲积平原面积约为２２３．４８２　７万亩，是桂平市的

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桂平市土地总面积 （不包括水域）４００．０７５　７万亩。其中水田７４．３９万亩，旱地２７．４５万

亩。第二次土壤普查把桂平市土地生产力分为８级：１级地面积５９４　３３８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１４．８６％；２级地面积１３　６１５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４０％；３级地面积１１　２８０亩，占土地总面积

的２．８２％；４级地面积２４　５１４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６．１３％；５级地面积２　９１２　２２８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７２．７９％；６至８级地在桂平市占极少面积。土壤奇缺磷、钾，水田耕作层浅薄，厚度

１４ｃｍ以下的有２６４　２６５亩，占水田总面积的３３．４４％。土壤质地偏沙或偏黏的占水田总面积的

３９．５２％。总之，有障碍因素的土壤占耕作土壤的比例较大，不同程度影响作物的生长。经过

３０年的努力，桂平市始终坚持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逐渐加厚培肥耕作层，土壤改良利用分

区”的原则，以因地制宜整体推进良种更新为突破口，以配方施肥为核心，逐步为农业现代化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土壤条件，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１９８９年开始的农业综合开发，进一步为桂平市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土地生产力提高提供

了机遇。在全市范围内的修渠、筑路、植树、蓄水灌溉、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使农

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改善，农业生产后劲明显增强。通过 “增施有机肥，合理化肥投入”，土壤

培肥措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根据不同条件，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土

壤。桂平市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要的农业结构调整手段，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

展，同时也为土壤培肥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

长期以来，桂平市狠抓作物秸秆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积极推广使用沼

气，既有利于照明、燃料、卫生问题，又可提高肥效，有利于农业生产。近几年大力推广了以

下几种稻草还田方式：①马铃薯免耕覆盖稻草栽培，年落实推广面积１５万亩。②秸秆粉碎直

接还田。③食用菌种植达５０万ｍ２，可利用稻草３万亩。经过几年的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使

广大农民朋友们明显感到农作物稻草还田具有良好的增产效果，深受农民的欢迎。稻草还田技

术等土壤培肥措施在全市的大面积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桂平市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有了较

大的提高。

第二次土壤普查自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开始，到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结束，全市共普查各种土壤

４　０００　７５７亩。其中在７００　６００亩双季稻田中，年亩产低于３００ｋｇ的１８　６４２亩，占２．７％；亩产

３００～３９９．５ｋｇ的８８　７１６亩，占１２．７％。低产的主要障碍因素是土壤有效磷缺乏，含量低于

５ｍｇ／ｋｇ （属低等）的５００　４２７亩，占水田总面积的６７．２７％；速效钾缺乏，含量低于５０ｍｇ／ｋｇ
（属低等）的５３７　５９７亩，占７２．２７％；质地过沙、过黏的３１２　３１４亩，占４１．９８％亩；高架易旱田

６７　６４７亩，占９．０９％。

自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由于土壤普查成果的广泛应用和农业新

技术新成果得到不断的示范推广，桂平市农业生产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合理规

划、科学种田、有机肥料建设 （大力发展绿肥、油菜、畜牧养殖业、秸秆还田、沼肥）、因土

施肥 （主要是合理施用石灰）、配方施肥 （主要是适当增施磷、钾肥）、因土种植合理轮作、调

桂平市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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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作物布局、整治排灌系统、开沟治潜、深耕培肥改良土壤等措施，使桂平市耕地利用与保养

管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通过实施县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三田”建设项目 （吨粮

田、吨糖田、万元田）这些重大项目，大大地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一系列现代农

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普及推广，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在这个农业发

展阶段，就其特点而言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阶段，为不断追求高效，不合理或者过量施用化肥

和农药，已对局部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例如，据统计估算，２００９年桂平市

化肥施用总量为２６０　６８７ｔ，其中氮肥９１　０４０ｔ、磷肥６８　９５０ｔ、钾肥３６　８１５ｔ、复合肥６３　８８２ｔ
（见表１－３）。化肥投入强度按纯量估算值可参见表１－４。

表１－３　２００９年桂平市化肥施用情况统计表

　　　　项目
名称　　　　

肥料投入总量
（ｔ）

按播种面积投入
（ｋｇ／亩）

按耕地面积投入
（ｋｇ／亩）

氮肥 ９１　０４０　 ３１．１６　 ８１．３７

磷肥 ６８　９５０　 ２８．９１　 ６１．６２

钾肥 ３６　８１５　 １５．４３　 ３２．９１

复合肥 ６３　８８２　 ２６．７８　 ５７．１０

合计 ２６０　６８７　 １０２．２８　 ２３３．００

表１－４　２００９年桂平市化肥施用情况统计表 （按纯量估算）

　　　　　　　　　　　　项目

统计口径　　　　　　　　　

化肥纯量类型

氮肥 磷肥 钾肥 复合肥
总合计

按播种面积平均投入 （ｋｇ／亩） ８．７０　 ４．３４　 ６．９５　 ９．３７　 ２９．３６

按耕地面积平均投入 （ｋｇ／亩） １８．５６　 ９．２４　 １４．８１　 １９．９８　 ６２．５９

化肥投入分类总计 （ｔ） ２０　７６０　 １０　３４３　 １６　５６７　 ２２　３５９　 ７０　０２９

四、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的主要经验与存在问题

（一）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的主要经验

１．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建设与管理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耕地分散经营给耕地保养与管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地

力的强行掠夺而不注重保养与培肥的现象较普遍。为此，国家、自治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耕地

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广西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等。桂平市人民政府和桂平市农业部门高度重

视，认真贯彻耕地保护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定了 《桂

平市基本农田保护实施办法》，市、乡 （镇）、村逐级签订了基本农田保护管理责任状，依法加

强了基本农田保护与耕地保养管理。

２．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

随着双季稻面积的不断扩大，秸秆还田面积也相应增加。特别是近年，大力推广水稻人

工、机械撩穗收割留高茬还田技术模式，水稻秸秆还田面积达到了９３％以上。除此之外，甘

蔗、西瓜、花生、玉米、大豆等作物秸秆还田面积不断增加，有效缓解了桂平市有机肥与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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