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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母。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最基础、

最重要的物质资源。耕地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全球耕地问题的警钟已敲响，耕地与人口、环境、粮食安全以及耕地合理利用

与管理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设高标准良

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了解耕地及其相关资源与环

境状况，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设高标准良田和合理利用土地的重要基础。广西曾

于 1958 ～ 1960 年、1979 ～ 1984 年开展过土壤普查工作，获取了丰富的土壤信息。

特别是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丰硕，探清了广西土壤资源的类型、面积、分布及土壤

肥力特征、障碍因素等，对广西农业区划、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良、科学施肥

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结构

经历了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近 10 年来，特色优势农业发展迅猛，农业区域布局发生

了新的变化，耕地质量状况亦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对广西耕地地力现状进行全面、

深入、科学的评价很有必要。

2005 年以来，农业部将开展耕地地力评价作为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一项重

要内容，广西以此为契机全面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各项目县在认真实施测土配方

施肥项目过程中，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更为完整的数据库

和县域耕地资源管理系统，并对全区耕地地力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价。评价工作规模大，

难度高，历时长，全区土肥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广西县域耕地地力评价丛书》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组织各项目县

编写，是对广西耕地地力状况的全面描述。该丛书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容丰富、

记载翔实，还记录了大量调查与化验数据，并配以地力评价成果图，客观形象地反映

了广西各地耕地地力历史演变过程和空间分布情况，是揭示广西耕地地力现状的重要

历史资料，是广西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部门及肥料产销人员、种植户等不可多得

的参考用书。我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将对广西的耕地质量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等工作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广西特色效益农业

更好更快发展。

我感到此项目意义重大，在付诸出版之际，特为之作序，并希望土肥工作者继往

开来，开拓创新，为实现广西农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实现“富民强桂”

新跨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广西县域耕地地力评价丛书》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1 年夏于南宁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全面准确地摸清耕地地力状况，掌握耕地生产能力，建立县

域主导作物施肥指标体系，是测土配方施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第二次土壤普查等

历史数据资料抢救性挖掘整理的重要手段。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加强耕地合理开发利

用，改良和提高耕地地力，科学合理施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与加强生态农业建设，

稳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改善农产品质量，增强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对于提高耕地利用率和科学施肥水平，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

收入，保持农业稳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批复 2008 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农办财〔2008〕54 号）和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的通知

（农农发〔2008〕5 号）文件要求，全州县 2008 ～ 2010 年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国家补

贴项目，2011 ～ 2012 年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续建项目，项目实施的 5年中，我们挖

掘和整理了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资料，获取了大量的土壤分析资料，开展了大量试验

项目，查清了中低耕地主要障碍因素及面积，对全州县耕地土壤进行了全面评价，建

立了全州县主导作物水稻施肥指标体系。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农办〔2008〕75

号）、《广西 2011 年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方案》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关于

召开农作物施肥指标研讨会的通知》（农技土肥水函〔2012〕13 号）等文件要求，我

们将全州县的耕地分为水田、旱地两大类进行评述，并依据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土

壤养分化验与试验示范成果，对全州县主导作物施肥指标体系进行研究。2011 年 6 月

至 2013 年 6 月，我们组织人员历时两年时间完成了《全州县耕地地力评价》一书的

编写工作。

《全州县耕地地力评价》一书是全州县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成果的载体和体现，

系统、集中、综合地反映了本次项目实施的成果，是全州县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各级领

导辛勤劳动与共同奋斗的结晶。

全书共九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由伍文初执笔。

第三章、第四章、第九章由秦荣昆执笔。专题报告由伍文初、秦荣昆、孟庆金、李萍

执笔。耕地地力评价与施肥指标体系建立，以及相关资料收集、汇总、整理由邓丽君、

蒋义平等完成。全书由伍文初审查修改并定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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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县耕地地力评价》一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

作站、桂林市土壤肥料工作站专家和领导的指导，以及全州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

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全州县耕地地力评价》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之编写人员的专业水平、能力有 

限，书中难免有不足或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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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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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纬度最高的县。地处东经110°29′11″~ 

111°37′58″、北纬25°29′34″~26°23′18″之间。从西北到东南，依次与湖南省新宁县、东安

县、芝山区、双牌县和道县五个县区接壤，省区界线全长为200 km；从东南到西南分别与区灌

阳县和兴安县毗邻；西面以越城岭山脊与资源县为界，总土地面积为6 003 566亩（亩为非计量

单位，1亩=1/15 hm2≈666.7 m2）。

全州县辖九镇九乡（全州县行政区划示意图见附图1），共284个村，其中县城为全州镇，

地处全县中心偏北位置。全县行政区域划分如下。

全州镇辖田伟、青龙、七一、前进、龙岩、大贵、绕山、水南、柘桥、大新、竹溪田、邓

家埠、福坪13个村，及建设街、民主街、和平街、光明街、北门、集才社区6个居委会。

永岁乡辖港底、大岗、大源屋、双桥、慕霞、罗家湾、鲁塘底、梅塘、石岗、南阳、永

岁、湘山、左江、绕龙水、长春塘、沙子湾和滕家湾17个村。

枧塘乡（2014年12月改为镇建制）辖高峰、珠塘、枧头、芳塘、昌郑、塘福、东江、安

德、和平、棠荫、屏山和土桥12个村。

黄沙河镇辖石城、秀峰、竹下、竹塘、黄岗、新铺里、大路底、麻川、右江9个村。

庙头镇辖湾山、李家、石洞、歌陂、宜湘河、仁街、黄土井、白果、兆村、深福、建新11

个村。

文桥镇辖文桥、新塘、定美、百仁、紫岗、江头、圳头、蛟潭、锦福、谏禄、邓家、易

福、杨福、洋田、长坪、栗水、白毛和仁溪18个村。

大西江镇辖炎井、五星、月塘、锦塘、香花、满稼、峡口、东江、西美、良田、大西江、

文家村、广福、鲁屏、沙子坪15个村。

龙水镇辖全福、坦口、大联、大仙、朝阳、亭子江、塘前、全佳、金田、龙水、光田、百

福、安陂、芳杰、同安、长井、山陂、辛田、桥渡19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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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湾镇辖邓吉、秦家塘、白石、金塘、小塘、南一、才湾、田心、岩泉、七星、驿马、紫

岭、五福、新村、南洞、永佳洞16个村。

绍水镇辖二美、秀石、霖源、绍水、高田、沿河、洛口、下柳、福壁、塘口、三友、大渭

洞、松川、桐油、大惠、柳甲、庙山17个村。

咸水乡（2014年1月改为镇建制）辖车田、黄沙、南宅、蕉川、洛江、白竹塘、西岭、仁

和、铁源、龙田、鲁塘和古留12个村。

凤凰乡（2014年1月改为镇建制）辖大平、大毕头、望高、石沙、塘底、新民、三塘、三

里、山头、和平、七里、水西、汪里、畔毗、棕树、麻市、萃东、萃英、萃西、立岗20个村。

蕉江瑶族自治乡辖大拱桥、吐紫塘、小湾、太白地、万板桥、界顶、蕉江、大源8个村。

安和乡（2014年1月改为镇建制）辖大广塘、六合、大塘、江明、青龙、文塘、广塘、安

和、太平、聚贤、平岗、水架桥、白岩前、四所14个村。

石塘镇辖乐中、儒辉、料塘、扒子岭、川溪、下乐、兴坪、青山、青田、广竹、铁炉、蒋

家岭、乐南、寿福、仁金、茅坪、塘背、贤宅、朝南、西头、马安岭、祥大、白露、贤山、东

板、沛田、双坪、白竹、枫木、水澄、沙田31个村。

两河乡（2014年1月改为镇建制）辖源东、桂家、美田、田乾、大田、百板洞、五桂岭、

厚桂、黄泥冲、白水、两河、上宅、鲁水、新富、下刘、上刘16个村。

白宝乡辖水晶坪、北山、桐福、磨头、白宝、梅莲、文甲庄、茅兰、霞头9个村。

东山瑶族自治乡辖黄腊洞、小禾坪、竹坞、白岭、上塘、清水、三江、白竹、六字界、黄

龙、古木、雷公岩、斜水、石枧坪、大坪、锦荣16个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垦局所管辖的桂北农场位于绍水镇境内，其分场在咸水乡和绍水镇之

间，总面积为9 686亩。

二、自然条件

（一）气候条件

全州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夏季多西南风，冬季多东北风，四季分明。1年之中，夏长

秋短，夏热冬冷，极端温差为47 ℃。由于处于湘桂走廊（古称兴安隘）北端喇叭口地形，南

下冷空气频繁，致使春寒阴雨时间长，日照少，气温回升缓慢。夏季盛行南风，而越城岭高耸

入西北边境，有利于温热空气抬升，暴雨多，气温高，湿度大。秋季高温少雨，秋寒来得早。

冬季寒冷，多有霜、雪。

总之，由于纬度低、太阳辐射强，所以全州县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气候温暖，但全年分

布不均。季节差异较大。这是全州县气候的主要特点。

1. 光能资源

光能就是太阳辐射能。它包括太阳光辐射强度和日照时数。

①太阳辐射强度：全州县紧靠北回归线，太阳高度角较大，辐射较强。全年总辐射量为

98 771.3 c al/cm2，冬春两季占全年的36%，夏秋两季占全年的64%；最多是夏季，占全年的

38%；最少是冬季，占全年的15%。

②日照时数：由于地处低纬度短日照区，加上冬春雨日多，因而日照时数偏少。历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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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日照时数为1 535.4 h（每天约4.2 h），其幅度为1 177.3~1 792.6 h。年均日照百分率为35%，

幅度为27%~41%。一年之中夏季多（619.1 h），冬季少（220.6 h）。7月份最多（247.7 h），

日照百分率为59%，占全年日照时数的16%，平均每天为8 h。2月份最少（53.8 h），日照百分

率仅为17%，占全年日照时数的4%，平均每天只有1.9 h。其次是3月份（62.4 h），平均每天约

2 h。

2. 热量资源

全州县历年平均温度17.9 ℃。历年极端最高温度40.4 ℃，极端最低温度为-6.6 ℃。历年

初霜期出现最早日期是11月16日，最晚日期是1月22日，平均出现日期是12月10日；终霜期最

早日期是1月16日，最晚日期是3月7日，历年平均日期是2月13日。无霜期平均为299天。80%

的保证率为280天。山区乡镇由于海拔较高，温度明显下降。如东山瑶族自治乡年均温约为

15.9 ℃，蕉江瑶族自治乡年均温仅为13.7 ℃。全年总积温为6 556.9 ℃，大于等于10 ℃的活动

积温为5 645.7 ℃，大于等于12 ℃的有效积温为5 379.1 ℃。山区乡（镇）和村委大于等于10 ℃

的活动积温多在5 000 ℃以下。

3. 降水量

全州县水分来源主要靠降水，湘、灌两江上游水量也起到一定的灌溉作用。年降水量较充

沛，为1 037.9~2 070.2 mm，历年平均降水量为1 474.5 mm。但季节分配不均，春季最多，平均

降水量达625.9 mm，占年降水量的42%，降水日为56天，占全季总天数的60.9%。秋季最少，仅

为188.3 mm，占年降水量的13%，雨日为27天，占全季总天数的29.7%。5月份降水量最多，平

均降水量为261.0 mm，占年降水量的18%；最少量为9月份，平均降水量为44.3 mm，占年降水

量的3%。4~7月常有暴雨，日最大降水量为179.0 mm。

降 水 量 除 月 、 季 分 布 不 均 外 ， 地 区 性 差 别 也 很 大 。 最 多 是 才 湾 镇 ， 年 均 降 水 量 为

2 099.8 mm；其次为咸水、绍水两个乡（镇），分别为1 765.6 mm和1 689.9 mm；最少是文桥和

两河两个乡（镇），分别为1 446.7 mm和1 416.6 mm。

（二）水文条件

水文是指水分的变化和运动的现象。全州县水分来源主要是降水，降水的一部分受地形地

貌再分配而形成径流与地下贮水；另一部分受温度影响，蒸发而进入对流层，参与大气环流。

①河流水系。全州县处于长江支流——湘江的上游，属长江流域。湘江发源于全州县境的

海洋山阳坡，经兴安流入全州县，穿越全州县的流程约100 km。它支流众多，在全州县境内的

流域面积10 km2以上的支流有9条，自上游起依次是建江、咸水河、白沙河、长亭江、长乡河、

山川河、万乡河、灌江和宜湘河。其中建江、长亭江和灌江发源于海洋山，分布于湘江东南

岸；其余6条都发源于越城岭阳坡，分布在湘江西北岸。从全州县范围看，西部和西北部河流

众多，沟渠交错成网，水利条件较好；西南部有建江，水源丰富。中南部虽有新富江和长亭江

2条支流，但水源不足，而石塘镇北部和枧塘乡属岩溶丘陵区，缺乏地表水。东部，也就是灌

江以东，无稍大的地表河流，其原因是东山、白宝两乡属岩溶山区，两河乡大部分和全州县一

部分属岩溶丘陵区，因此，这一地带是有名的干旱区，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支配。

②径流。径流随地势由高向低流向河道。全州县河流多，地表水也丰富，全州县境内河流

总长为395.3 km，平均每10 km2的土地有1.5 km河道通过。多年平均总径流量为186.7 m3/s。湘江

是总的泄水道，最大流量为4 870 m3/s，最少流量为23.7 m3/s。水量变化很大，旱涝出现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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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湘江上游和灌江及其支流新富江上游流入县境内的水量平均每年为27.47亿m3，在湘

江入境处筑有“八”字堰水利工程，在灌江入境处建设有灌江引水工程，对灌溉全县农田起到

了良好的作用。

③地下水。全州县地下水资源总量为6.07亿m3，主要分布在东山、白宝、两河、朝南和石

塘等岩溶地貌的乡（镇）。这些乡（镇）缺地表河流，而地下水常可看见或测得，若能开发利

用好地下水水源，将对其有重大意义。

④蒸发量与降水量的关系。根据全州县气象局统计资料，全州县年蒸发量为1 303.1~ 

1 975.9 mm，历年平均蒸发量为1 540.6 mm，历年平均降水量为1 474.5 mm。平均蒸发量比平均

降水量多66.1 mm。2~6月，5个月降水量大于蒸发量；7月至次年1月，7个月蒸发量大于降水

量。7月至次年1月蒸发量虽大于降水量，但此期间也常有大雨、暴雨或大暴雨出现，对土壤中

易分解元素的淋溶仍较强烈。

（三）地形、地貌

全州县位于五岭山脉越城岭中，地处北段阳坡和都庞岭北端及其支脉黄花岭的阴坡之间。

两岭所夹之海洋山的北端嵌入县境南部。海洋山与越城岭所夹之湘江，贯穿五岭山脉，自西南

从兴安县流入境内，经县城东南向东北流，汇入海洋山与都庞岭所夹的灌江；自东南从灌阳县

流入境内，向东北流入湖南永州市，形成两岭一山夹两江的中山宽谷丘陵区。

全州县四面环山，东、南、西三面边界上均有1 000 m以上的山峰。越城岭呈东北——西

南走向，是全州县西面与新宁、资源和兴安等县的界山，大部分山脊在1 500 m以上，其中最高

海拔在真宝顶为2 133 m，是越城岭的次高峰。南面是海洋山的宝界岭，海拔为1 936 m。东面

是都庞岭的九狮岭，海拔为1 296.6 m，其支脉是黄花岭，最高海拔为1 063 m。北面有荣家岭、

钟楼寨和界牌岭等，最高海拔为445.4 m，相对高度为275 m；东北的斗牛岭、赵子岭最高海拔

为445 m，相对高度为295 m。两者海拔虽不足500 m，但各自相连成山脉，相对高度较大，山

峰矗立，应列为低山。

全州县总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湘江贯穿全境，形成湘桂走廊（古称兴安隘）北端的喇

叭口。由于湘江是唯一切穿南岭的北流河道，因此湘桂走廊是南北冷暖空气必经的有名风道。

3~4月间冷空气侵袭频繁，且冷暖气流在华南形成静止峰，致使全州县低温阴雨时间长；4~8

月暖湿气流北上，越城岭阳坡多雨，且常有暴雨发生，这都对全州县农业生产有极大的影响。

全州县地貌类型概括为7类，现分述如下。

①中山。面积为2 533 290亩，占土地总面积42.18%，分布在西部、西北部、南部和东部边

境上，是全州县的边远山区，中山中有平地面积25 815亩。

西部和西北部越城岭花岗岩、砂页岩中山区：面积最大约为159.51万亩。由细粒花岗岩和

砂页岩构成，少部分山麓有石灰岩裸露。主脉山脊大部分在1 500 m以上，其支脉是舜皇山、狗

头源、凤凰田山等，山脊大部分在1 000 m以上。由于地处阳坡，有利于南来湿热气流的抬升，

雨量较多，真宝顶气象哨测得年均降水量为2 099.8 mm。地表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

东部都庞岭中山区：面积为59.67万亩。由砂页岩或砂页岩覆盖的石灰岩构成，大部分地

区石灰岩裸露而形成岩溶地貌，但在石罅常存有砂页岩碎屑，地表无河流，小溪与地下河相

连，时隐时现，碟形地中的溶洞，常能见到水流，但却难于利用。雨量稍多，东山瑶族自治乡

清水气象哨测得年降水量为1 682.6 mm。温度较低，年均气温为15.9 ℃，年均积温为5 880 ℃。



-  5  -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雾气重，湿度大，光照少。

南部海洋山砂页岩、花岗岩中山区：面积较少，约为36.78万亩。由砂页岩、花岗岩构成，

山麓有大面积石灰岩裸露。山间溪流不少，但山脚大部为岩溶地段，易渗漏，水资源难以利

用。

②低山。面积为656 085亩。由砂页岩或砂页岩覆盖的石灰岩构成，大部分山顶或山麓裸

露石灰岩。其中山间平地31 320亩。低山主要分布在白宝、庙头、文桥等乡（镇）。大部分地

区由于下垫石灰岩或是岩溶区而缺乏地表径流，水资源贫乏。

③石山。面积为420 270亩。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岩溶地貌，其间有平地约31 770亩，以庙

头、永岁、全州镇、枧塘、石塘和两河等乡（镇）较多。土壤主要有石灰（岩）土。

④丘陵。面积为429 300亩。由砂页岩、洪积堆或古洪积堆、砂页岩覆盖的石灰岩和少量

的第四纪红土构成。分布在山地与河流冲积平地之间，除白宝和东山两个乡之外，其余各乡镇

均有分布。由于河流众多，纵横切割，故大部分为切割丘陵，相对高度较大。

⑤台地。面积为155 385亩。由砂页岩或古洪积堆形成，除东山、白宝两个乡外，其余各

乡镇均有零星分布。

⑥平地。面积为1 562 505亩。主要由河流冲积和洪积物形成，虽被列为平地，实为沿河缓

坡。分布于湘江及其支流两岸，是人口稠密区，土地大部分已被利用为耕地、道路和村庄，是

农业种植的主要所在地。

⑦水面。面积为222 390亩。以河流面积为主。

（四）植被条件

全州县夏季炎热，冬季短暂，积温较高，热量充足，雨量丰沛，水热条件优越。暖湿气

候有利于植物生长繁育，多数植物经冬不凋，山林四季常青，属亚热带季雨林。但是地形复

杂，有山地、丘陵、岩溶山地、岩溶丘陵、平地、河滩等地貌，最低海拔120 m，最高海拔为

2 123 m，海拔高差达2 003 m，气候的垂直差异较大，加之母岩母质种类不同，为植物生长发

育提供了多种场所，植物种类繁多。

①中山山梁湿凉落叶灌木、禾本科类（芒、白茅和细小竹类）和蕨类等植被群落区：包括

越城岭和海洋山1 300 m以上的山梁，面积约为20万亩。此植被群落区内年均气温约为10 ℃，

经常处于云雾之中，湿度大、光照少，冬季常有冰冻，且时间较长，阴坡比阳坡更甚。地势陡

峭，山脊有岩石裸露，土层较薄。树种是以杜鹃花科的紫花杜鹃和壳斗科（山毛榉科）的水青

冈等为主的落叶灌木林，阳坡背风，漕谷有细小竹类。地被植物有芒、白茅、蕨类和苔藓类植

物。

②中山山腰上部温凉湿润，为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区：包括越城岭、海洋山和都庞

岭海拔800~1 300 m之间的山地，面积约为92.5万亩。气温为14.7~12 ℃，光热条件较好，雨量

多、湿度大，常有雾气笼罩，冬季有间隙性冰冻，冰冻时间稍短，年际间差别较大。土层一般

较厚，属中层土多，但在1 000 m左右的部分山脊，则土层较薄，常有岩石裸露。植被为常绿阔

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自下向上由乔木逐步过渡到灌木林。主要树种：松科的长苞铁杉，樟科

的枫荷桂，藤黄科的铁栗木，豆科的黄檀、槐、皂荚和鸡血藤，禾本科的烟竹、苦竹、芒、金

茅，猕猴桃科的猕猴桃，茜草科的钓藤，大血藤科的大血藤；最多的是壳斗科的山毛榉（水青

冈）和杜鹃花科植物。地被植物有蕨类、苔藓类。部分地方有人工杉树林、毛竹林、飞播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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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松林和茶园，也有野生成片的茶林。

③中山山腰下部湿热常绿阔叶、针叶或针阔混交林，或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区：

包括越城岭、海洋山和都庞岭山腰下部500~700 m的范围，面积约为86.8万亩。年平均气温

16.1~14.9 ℃，阳坡雨量较多，阴坡湿度稍大，是全州县的主要用材料区。植物资源丰富，树

种繁多，林被覆盖率较好。主要有以下几种树种。

a. 常绿针叶树种：杉科的杉和柳杉，松科的马尾松和长苞铁杉，柏科的垂柏和圆柏。

b. 常绿阔叶树种：山茶科的茶和油茶，山毛榉科的苦槠、甜槠、石栎，冬青科的冬青，棕

榈科的棕榈，樟科的山苍子和阴香，禾本科的毛竹、烟竹、紫竹、方竹和箬竹，粗榧科的三尖

杉，金缕梅科的桂木，蔷薇科的野蔷薇和金樱子，豆科的鸡血藤等。

c. 落叶阔叶树种：山毛榉科的柱皮栎，麻栎、白栎、板栗和珍珠栗，杜鹃花科的杜鹃花、

黄花杜鹃和紫花杜鹃，金缕梅科的枫香，桑科的构树和无花果，柿树科的柿和油柿，漆树科的

漆树、酸枣、野漆树、盐肤木和黄连木，大戟科的乌桕、油桐和木油桐，楝科的栋树和香椿，

鼠李科的枣，豆科的皂荚、肥皂荚、黄檀和槐，五加科的五加、鸭脚木和楤木，樟科的檫木，

银杏科的银杏，木兰科的凹叶厚朴和鹅掌楸，苦木科的苦木和臭椿，蓝果树科的喜树，蔷薇科

的沙梨、豆梨、杜梨、桃、李，百合科的菝楔和土茯苓等。

在酸性土壤区，杉、松树和毛林成为优势树种。阔叶树类的用材林破坏严重，阔叶林都

已成为薪炭林，成片林木已少见，优势树种为冬青、荷木、喜树、枫香、酸枣和山毛蕨科的树

种。灌木树种以继木和杜鹃花科树种为主。在石灰岩山上，优势树种为柏、乌桕、香椿和山毛

榉科树种。

地被植物以禾本科草类和蕨类植物为主。特别是黑白科的铁芒箕，乌毛蕨科的乌毛蕨，中

国蕨科的金粉蕨等。

④山麓、丘陵、平地亚热带中部季雨林区：包括海拔在120~500 m内的河沿和林地。年均

气温为18.4~16.1 ℃，年均降水量为1 474.5 mm，热湿冷旱的季节交替明显。该范围内植被绝

大部分已遭到破坏，平川缓坡大多已开垦为以水田为主的耕地。现存森林普遍为单一的马尾松

林，间有杉树林、油茶林、油桐林、竹林、果园。此区内主要树种有以下几种。

a. 丘陵土山及500 m以下的山麓地带，以马尾松最普遍，其次是杉树、毛竹、油茶、油

桐、枫香、荷木、女贞、银杏、冬青、喜树、梧桐、槐树以及漆树科的漆树、酸枣和盐肤木、

壳斗科的麻栎，栓皮栎、板栗、珍珠栗和苦槠等。果树和经济植物种类有柑、橙、柚、柿、沙

梨、桃、李、枣、枇杷、葡萄、猕猴桃、罗汉果、银杏、茶叶、油茶、油桐、桑和棕榈等。

b. 岩溶丘陵和山地的主要树种：壳斗科的椆和石栎，木犀科的桂，樟科的樟，楝科的香椿

柏，柏科的垂柏和圆柏、大戟科的乌桕和樟树以及禾本科的各种竹子。

c. 河岸溪边及滩涂固土固沙植物，主要有枫杨、杨柳、水杨梅、槐、芦苇、粽叶芦、类芦

以及蓼科等。

海拔高度不同，地势不同，母质不同，影响着植被的分布。植被是土壤形成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自然植被下，植物与土壤相互影响，在不同植被类型下形成不同特征的土壤。

三、土地资源概况

全州县总土面积为6 003 566亩。其中耕地面积为693 208亩、园地面积为300 015亩、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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