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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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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质量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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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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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耕地及耕地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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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过两次土壤普查工作，获取了丰富的土壤信

息。特别是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丰硕，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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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近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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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必要对广西耕地地力现状

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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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更科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更为完整的数据

库和县域耕地资源管理系统，对全区耕地地力现状全面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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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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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1年夏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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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耕地是农业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条件及重要的不可再生资

源，一切优质高产的农作物栽培，都必须建立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

之上。查清耕地资源状况，对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

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安县先后在1958年和1980年开展了两次土壤普

查，基本查清了融安县土壤资源的基本状况，提出了因土种植、因土施

肥、合理耕作和改良利用的建设性意见，为融安县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土壤普查距今已几十年，这期间融安县耕地状况已经发生了

很大改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种

植业结构、肥料使用和作物产量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有相当

部分的农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耕地重用轻养，进行过度的地力掠夺

和盲目的开发利用，导致用地与养地相脱节、水土流失加剧，加上长期

缺乏科学施肥，土壤理化性状变差，局部地区肥力下降，部分耕地质量

退化问题日趋严重。尤其是偏施氮肥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对农产品品质构成不利影响。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科学制订农业发展规划及粮食安全保障政

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

理的重要基础工作。认真组织、抓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和科学施肥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开展此项工作还有利于加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科学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提升农产品质

量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同时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保持农

村稳定、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融安县被农业部、财政部列为国家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

项目县，2009年和2010年被列为续建项目县。耕地地力评价是整个测土

配方施肥项目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耕地地

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07〕66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08〕75号）、《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规范》（农办发〔2008〕5号），以及广西测土办（测土配

方施肥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测土办”）下发的《广西2009年度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和项目规范性要求，我们在进行测

土配方施肥项目示范推广的同时，开展了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为确保项

目工作的顺利进行，融安县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局分别成立了项目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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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技术指导小组。

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是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4年来所进行的

各项基础性工作为前提，充分利用第二次土壤普查及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项目所得出的有关数据资料与技术成果来进行的。

作为开展这次耕地地力评价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其实主要是围绕“测土、配方、配肥、供肥、施肥指导”5个

环节11项工作进行。这11项工作包括野外调查、采样测试、田间试

验、配方设计、校正试验、配肥加工、示范推广、宣传培训、数据库

建设、效果评价、技术开发等。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是融安县多年来所

承担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中，工作量最大、技术最复杂、项目要求最

高、工作难度最大、运用的新技术和新手段最多的项目，而且该项目

实施时间较长，参加实施的人员较多。能完成如此艰巨的项目实施任

务，一是靠自治区、柳州市业务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的精心指导和热

情帮助；二是靠县、乡(镇)人民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三是靠

农业局系统包括乡（镇）农业技术干部的团结协作、不畏艰难，以及

共同奋战。

这次耕地地力评价覆盖全县12个乡（镇）147个行政村（社区）

的40.35万亩耕地，将全县耕地地力分成6级，其中1级地占耕地总

面积的6.01%，2级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2.43%，3级地占耕地总面积

的36.91%，4级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3.74%，5级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9.04%，6级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88%。这次耕地地力评价还完成了耕

地地力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的编著及相关数字化图件

的制作，建立了融安县县域耕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了对第二次

土壤普查等历史数据资料的一系列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完成了融安县

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及县域耕地地力评价属性数据库、空间数据库等基

础数据库的建立任务，为科学指导融安县农业生产与宏观决策提供了

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平台。

为了全面总结融安县几年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以及开展耕地

地力评价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科学指导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融

安县的耕地地力水平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融安县农业信息化，

我们在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的组织下编著了本书。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是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二章是耕地土壤类型、立地条件与

农田基础设施，第三章是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路线与方法，第四章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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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壤属性，第五章是耕地地力，第六章是中低产耕地现状与改良措

施，第七章是对策与建议。另外，还有专题报告及附录。

本书是参与这个项目实施的全体工作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

广西测土办高级专家组宾士友、李少泉、伍华远、黄绍富、陈松等对

书稿进行了多次审阅、修改，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鉴于耕地地力评价是一个工作量大、技术较复杂、涉及面广的系

统工程，所利用的有关历史资料数据时间跨度较大，调查材料的典型

性与代表性可能不够，其他与评价有关的各工作环节也或多或少地存

在一些误差，加上编著者水平有限，虽几易其稿，书中错漏与不足之

处仍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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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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安县位于广西北部，在东经１０９°１３′～１０９°４７′，北纬２４°４６′～２５°３４′之间。与柳州、桂林

分别相距１１０ｋｍ和１４０ｋｍ。北邻三江、龙胜、临桂等县 （区），南邻柳城、鹿寨等县，东邻永

福县，西邻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安县行政区划示意图见附图１）。全境南北长８９ｋｍ，东西宽约

４４．５ｋｍ，总面积２　９０５ｋｍ２，折合４３６万亩 （１亩＝１／１５ｈｍ２）。其中陆地２　８６３ｋｍ２，折合

４２９万亩，占总面积的９８．５５％；水域４０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１．４５％。全县总人口３２万人，辖大

良、泗顶、浮石、长安、大将、板榄等６个镇，潭头、东起、桥板、沙子、大坡、雅瑶等６个

乡，１５３个行政村 （社区），１　４４２个自然屯，２　２８０个村民小组，农业人口２６．５５万人，农业户

数６．１２万户，聚居汉、壮、苗、瑶、侗等１９个民族。融安县风光秀美，水陆交通便利，区位

优势明显，历来是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中心区域和商品集散地。县城所在地长安镇市场繁

荣，商贸兴旺，通信便捷，经济发达，近代与贺州的八步镇、河池宜州的怀远镇、玉林容县的

容城镇一起并称 “广西四大名镇”，有目前广西保存最完好的骑楼街，素有 “小柳州”之美称。

二、耕地资源概况

全县耕地总面积４０３　５１４亩，其中水田２６４　６４６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５．５９％；旱地１３８　８６８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４．４１％ （见表１－１）。

表１－１　融安县耕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耕地类型 面积 （亩） 占总面积的比例 （％） 备注

耕地 ４０３　５１４　 １００

水田 ２６４　６４６　 ６５．５９

旱地 １３８　８６８　 ３４．４１

融安县在统计耕地利用时没有将园地

包括在耕地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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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候条件

融安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具有较丰富

的农业气候资源，且雨热同季，冬短夏长，无霜期长，有利于多种作物以及林木的繁殖生长。

１．气温与积温

据气象部门历年观测资料记载，融安县年平均气温为１９．０℃，年际间振幅在１０℃以内，

年极端最高气温一般在３７℃左右，１９７１年７月２２日最热，达到３８．６℃；年极端最低气温一般

在－２℃左右，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最冷，达到－５．５℃。一年内最冷为１月份，月平均温度为

８．５℃；最热为７月份，月平均温度为２７．９℃。融安县日平均气温≥１０℃的初日在３月８日前

后，终日在１２月５日前后，持续天数２７３天，活动积温为６　０６９．８℃；日平均气温≥１５℃的初

日在４月５日前后，终日在１１月１０日前后，持续天数为２２０天，活动积温为３　６１６．８℃。春季

气温为１０～２０℃，夏季在２２℃以上，秋季为１０～２２℃，冬季在１０℃以下。春季日平均气温≥

１２℃且持续３天以上的烂秧天气的结束日期在３月１８日前后；秋季日平均气温＜２０℃且持续

３天以上的寒露风影响前的双季稻安全生育期为２０５天，积温为４　９５６．９℃。

２．日照与光能条件

融安县中部、南部地势比较平缓开阔，光照条件较好；北部以及东南部山陡谷深，加上地

面植被的荫蔽，光照条件较差。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１　４１６．３ｈ，占本地可照时数的３２％，日

照时数的季节分配不均，夏秋多，冬春少。２月份日照时数最少，平均仅为５３．６ｈ，２～４月日

照时数都在本地可照时数的２０％以下，７～８月是日照最充足的时期，７月平均为１９６．６ｈ，８月

平均为２００．１ｈ，占本地可照时数的５０％以上，６～１１月每月日照时数都在１００ｈ以上。太阳总

辐射量为９３．８５ｋｃａｌ／ｃｍ２，太阳辐射的季节分配也是夏秋多，冬春少。７～９月是全年辐射最高

值时期，每月平均都在１０．０ｋｃａｌ／ｃｍ２以上；１～２月是太阳辐射的低值时期，每月平均在

５．０ｋｃａｌ／ｃｍ２以上。

３．降水与蒸发

融安县位于南岭南侧，面向南来暖湿气流的迎风坡，融江河谷又是南北气流交汇的重要通

道，有利于降水的环流形势，加上地形作用，春季多阴雨连绵，盛夏多大暴雨。融安县处在融

水县和永福县两个多雨中心之间，每年平均降水量为１　９２７．９ｍｍ。最多为１９６２年，达到

２　５６１．８ｍｍ；最少为１９６０年，也有１　４６０．６ｍｍ。但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均，大致为春湿、夏

涝、秋旱、冬干。春季３～５月平均降水量为６４２．１ｍｍ，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３３．３％；夏季６～８
月平均降水量为８６５．８ｍｍ，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４４．９％；秋季 ９～１１ 月平均降水量为

２５７．１ｍｍ，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１３．３％；冬季１２～２月平均降水量为１６３．１ｍｍ，占全年总降水

量的８．５％。５～６月为全年降水量最集中的时期，月降水量最少的是１２月，平均降水量仅为

４９．０ｍｍ。但１０～１１月又出现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多雨时期，称为 “小阳春”。县内降水量的区

域分布差异较大，板榄、大将、雅瑶、长安、泗顶等乡 （镇）年降水量均在１　８００ｍｍ以上，浮

石、大坡、潭头等乡 （镇）在１　５００ｍｍ以上，融安县降水量的区域分布基本是自北向南递减

的。

融安县雨季出现较早，始于４月上旬到中旬，历年平均开始于４月８日，雨季最早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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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８０年，分别从３月３日、２月２６日雨季就开始了；最迟的年份是１９７７年和

１９５８年，分别到５月１１日、５月１６日雨季才来。历年雨季开始于４月中旬以前的占８３．３％；

雨季结束平均在８月３１日，历年雨季结束在８月下旬以前的占７０．８％。

４．风灾、冰雹灾及灾害性天气

（１）风灾

融安县大风灾害少，产生的范围也少。根据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资料统计，长安镇最大风速出

现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东北风３４ｍ／ｓ，相当于１２级风速。１７ｍ／ｓ以上的大风日数，累年平

均３天，以４月份最多，平均０．６天；其次是３月，平均０．５天。一个月内发生大风的次数最

多是３次。一年内发生大风次数最多的是１９７２年，达９天；其次是１９６３年，达８天，其他年

份均无大风出现。

（２）冰雹灾

融安县多数年份无冰雹，产生的范围很小，多数发生在２～４月间。冰雹出现较多的地区

是北部的大将镇、雅瑶乡，东部的东起乡。

（３）“两寒”灾害天气

由于融江河谷是寒潮进入广西的三大通道之一，融安县的农业生产常受 “两寒” （春季的

倒春寒，秋季的寒露风）危害。春季虽然升温较快，但寒流仍然很频繁。３、４月间天气多变，

多低温阴雨天气。３月中旬到４月上旬是融安县早稻播种季节，但往往因冷空气影响造成烂秧。

严重的倒春寒会造成大批烂秧的情况，不仅损失良种，更重要的还是耽误最佳播种季节。晚稻

所受的寒露风危害，是入秋后第一股强冷空气南下，使气温剧降，晚稻不能正常抽穗、扬花、

结实的一种天气过程，因正值寒露节气日前后，而称 “寒露风”。融安县寒露风一般在９月底

至１０月上旬开始出现，正是晚稻抽穗扬花时节，如果遇到连续几天的强寒露风袭击，必然造

成减产。

（４）干旱

融安降水虽多，但由于降水时间、空间分布不平衡，有时会出现较长时间内雨水稀少，农

业生产缺水而出现旱象的情况。四月份为春旱期，以日降水量＜３０ｍｍ，或连续５天降水量＜

５０ｍｍ并持续２０天以上为春旱指标。以长安镇为代表，春旱年份有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７１、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等，发生频率为２５％。８月中旬至１０月上旬为秋旱期，以日降水量＜２５ｍｍ，或

连续５天总降水量＜３５ｍｍ并持续４０天以上为秋旱指标，秋旱年份有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６、１９６９、１９７０等，发生频率为３２％。各月都有出现干旱，有时旱涝相继。

（５）涝灾

因各地降水量不均，地质地貌不同，洪涝灾害频率和表现形式也不同。东北部板榄、雅

瑶、大坡、大将等乡 （镇）的土山土岭区，地下溶洞少，地表河流多，降水多，常出现雨后山

洪暴发冲垮田地房屋的情况。１９７２年５月３～６日连续暴雨４个小时，降水量达３８０ｍｍ，浪溪

河、大坡河洪水猛涨，５日早晨超过淑姆电站坝首４ｍ，淹没早稻田１３　４２０亩，其中冲走禾苗、

肥泥的稻田４　２４５亩，倒塌民房１６２间，冲毁仓库４间，油榨房１９间，米碾３２个。大将公社苦

麻生产队被冲坏早稻田１６０亩；大坡公社同仕大队４个生产队被冲毁稻田１２０亩，早稻受灾

４５０亩。该地区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受洪灾严重的有１９６２、１９６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７８等５个

年份。

１９６４年５月下旬，贵州、三江发生暴雨，洪峰顺江而下时，长安水位上涨１３ｍ多。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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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三条街道的房屋和大巷及浮石沿江的生产队多处被淹没，淹没时间长达８天。历史

上融江发生过的特大洪水有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１９３１、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６８、１９７０、１９７２、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等１１个年份。

融安县东南部的泗顶、沙子、桥板、东起等石山石丘地区的乡 （镇），发生过较大洪水的

有１９５３、１９６６、１９６８、１９７０、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７８等７个年份。这些地方下暴雨后，地下河水涌

出地面淹没田地，山洪与内涝结合，来得快退得快，一般持续几小时。

（６）霜冻

融安县霜冻气象比较普遍，每年秋冬季都有出现。对番薯、木薯、甘蔗威胁较大，遭受霜

冻后会影响产量和留种。融安县初霜期出现于１２月７日，最早是１９６４年，出现于１１月１４日；

最迟是１９６９年，出现于１月８日。终霜期平均出现于２月１７日，最早是１月８日，最迟是４
月６日。无霜期年平均２９５天，时间最长的年份是１９６５年，有３４６天；时间最短的年份是１９６８
年，仅２３３天。

（二）地形地貌与地质条件

１．地形地貌

融安县地貌有山地、丘陵，台 （阶）地、平原，岩溶峰丛谷地和孤峰平原等７个类型。地

势为桂北的高、中山地，向柳州台 （阶）地过渡的中、低山和丘陵。由东北面向西南面倾斜，

形成北部最高、中部次高、南部较低、西部最低的地势走向。从东北部至西南为海拔

１　４５７．９ｍ降至４１２ｍ的过渡性的中、低山和高、低丘陵地貌。桥板、泗顶、沙子、浮石、大良

等乡 （镇）的西部和南部，潭头乡的全部地域均为海拔４５０ｍ以下的丘陵地貌。县境由西北向

东南有一带长约２５ｋｍ，宽约５ｋｍ的融江两岸盆地。

地貌特征造成２０多条断层线，即瑶送至龙山线，大岸至潭头线，坪北至干村线，培村至

河洞线，拉叭至保江线，董安至浔村线，木吉至大乐线，泗安至龙纳线，古云至大坡线，龙纳

至冠带线，融安、龙胜、三江三县交界处至木瓜线，大勤至下寨线，福下至起西的西部线，苏

田至下寨和福上线，福上至泗顶线，星上至新寨线，四盘岭至新寨线，山贝至吉照线，丹至良

老线，二村至良老线和江边线等。这些断层线多为东北—西南走向，个别是西北—东南或由北

向南走向，且形成大小不等的规模谷地。这些谷地成为全县天然划分的农业生产活动区域。

２．地质条件

融安县地层分布，从南到北大体是由老地层到新地层。北部的福禄山、大罗岭及长安镇西

部的庙地山等山系为震旦系地层。往南至泗顶镇的六局、振采、三坡，沙子乡的三睦，浮石镇

的罗洞及唱歌坪为寒武系地层。寒武地层以南，大巷乡的大乐和古芬的西侧，浮石—东江—唱

歌坪谷地东侧为泥盆系地层。大良镇的马江、石门、曹家至潭头乡的培村一线西南部为下石炭

系地层。

（三）水资源及水文条件

水资源包括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数量与质量。融安县年平均流量为２０９．６３亿 ｍ３，其中地

表水为２０９．４１亿ｍ３，地下水为０．２２亿ｍ３。全县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东北部比较丰富，西南

部较为缺乏，加上河床高低不等、落差大小不同、管理水平不一及水利设施、作物面积、人口

多少等因素，出现水量供需失调的情况。常出现雨大则涝、少雨则旱的现象，农业生产受影响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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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地表水

融安县河流的补给都属雨源型，流量的季节变化大。集雨面积在５ｋｍ２以上的大小河流共

４８条，其中最大的是融江河，浪溪河、石门河、泗维河、沙子河、保江河、南份河、东江河、

三千河等次之。河流总长为５２５．７ｋｍ，河网密度大，年径流量达２　２４４　８８３．６ｍ３。一年中，因

降水分配不均，流量变幅较大。洪水期 （５～７月）最大流量达３９　５２５．９ｍ３／ｓ，枯水期 （秋、

冬、春三季）最小流量为３１．３２ｍ３／ｓ。因此，常常出现夏涝和秋冬春干旱的情况。

２．地下水

融安县地下水源也比较丰富，在泗顶、桥板、沙子、东起、大良、浮石等乡 （镇）６９１．８ｋｍ２

岩溶地貌下的地下水年平均流量为０．２２亿ｍ３。

３．水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２９年间，国家拨给融安县水利建设的投资共计１　８０４．０９万元，平均每年

６２．２１万元。灌溉面积从８万亩增加到２１．８１万亩，平均每年增加０．４８万亩，其中保灌面积达

１９．２万亩，占全县水田总面积的７２．５％。库容在１００　０００ｍ３以上的水库工程有５０处，总库容

为１２　３７６．９６万ｍ３，有效库容为４　４５５万ｍ３，引水流量为１４．７９ｍ３／ｓ；引水工程２１８处，引水

流量为１６．４１ｍ３／ｓ；提水工程５６８处。此外，还有塘坝工程１２３处。以上几项工程灌溉面积达

２４３　５５１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０．４％，占水田总面积的９２．０％。水田在一般年景下，旱涝保收

面积为１９８　０９８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４９．１％。

（四）植被

包括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融安县森林面积有１　１８９　７６６亩，覆被率为２７．４％。森林树种

主要有杉、松、油茶、油桐、枫、樟、栎、椎、板栗、金橘、毛竹、篙竹等。砂页岩低丘陵上

为扭茅草、黄茅草、芭芒、铁芒萁、桃金娘、金樱以及中、旱生草被。石灰岩山地及残丘上有

牛尾树、乌桕、香椿、油桐、苦楝等喜钙乔木，此外还有黄荆、勾藤、金银花、丝茅草、地衣

等灌丛草被。稻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冬季种植油菜、薯菜、苕子、红花草等。旱作物多种植

木薯、番薯、大豆、玉米、花生、甘蔗，以及近年发展较快的罗汉果等。

四、农村经济状况

据统计，全县有汉、壮、苗、侗、瑶、仫佬、水、京、白、毛南、布依、回、满族等１９个

民族，分居县境各地。全县设有１２个乡 （镇），１４７个行政村 （社区），１　４４２个自然屯，２　２８０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７．８９万户，人口３２万人 （其中农业户６．１２户，农业人口２６．５５万人），

农村劳力１１６　１６６人 （其中男劳力６１　０７２人，女劳力５５　０９４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１．２１５亩，

各地分布不均。

融安县农村经济收入以种植业为主，２０１０年全县农业总产值１５８　８０３万元，其中种植业产

值８２　６８８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２．０７％；林业产值１８　０７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１．３８％；牧

业产值４６　０３２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８．９９％；渔业产值４　０６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５６％，

副业产值７　９３５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００％。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４　５７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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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简史

　　融安县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劳动力资源充足，适合发展农业。融安县的种植业，主

要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果、蔬菜等，粮食生产为大头，居于优先地位，水果蔬菜生产处

于从属位置。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三角麦、粟禾、薏米、高粱、番薯、芋头、大薯、木薯

等。经济作物主要有黄麻、花生、香菇、木耳、芝麻、大豆、甘蔗、罗汉果、桑蚕、木薯、蚕

以及冬种油菜等。水果主要有金橘、沙田柚、柑橙、李子、板栗、黄皮果、杨梅、柿子、佛

手、枣子、葡萄、香蕉、芭蕉、山楂等。畜牧水产养殖主要有牛、马、猪、羊、狗、兔、猫、

鸡、鸭、鹅、鸽、蜂、蚕、鱼、虾等。副业有农产品加工、酿造、木器制造、编织等，但占农

业经济收入比例比较小。这些年来，由于土地经营机制、人民生活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调整，各业发展规模也不断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农业生产难以发展，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加

上迷信流行，整个农村贫穷落后。１９３５年融安县粮食总产只有７２０ｔ，其中水稻种植面积２９万

亩，每亩平均产量只有１４４ｋ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次土地改革巩固和完善土地经营机制，

同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改变耕作制度，大力推广新型实用农业科学

技术，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１９５３年在爱国生产运动的指引下，农民生产情绪高涨，

普遍成立互助合作小组，当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３４２　３１５亩。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粮

食生产进程中，因自然灾害和 “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曾出现过粮

食产量的直线下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业结构调整，稻谷产量逐渐稳定在９．０９万～１０．２万ｔ之

间。

二、农业生产基本现状

融安县农作物构成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占比较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以水稻最大，

其余依次为玉米、高粱、番薯；经济作物以甘蔗面积最大，其余依次为花生、豆类、芝麻；其

他作物如蔬菜、水果等播种面积也比较大。水田耕作制度主要有４种：①单季稻－闲田的一年

一熟制；②单季稻－冬 （春）作的一年两熟制；③稻－稻－闲田的一年两熟制；④稻－稻－冬

闲的一年三熟制，尤以稻－稻－冬闲居多。旱地耕作制度主要有两熟、单熟、间 （混）种、套

种制度等，其中单熟制的比重比较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融安县根据人民生活和市场需求，加大了种植结构调整力度，依靠农业

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及农业实用技术，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农产品品质明显改

善，农业生产逐步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并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方向发展。经

过２０年的调整，融安县初步形成了现代农业雏形。一是农产品由数量型正向质量型转变，无

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在水果生产过程中得以推广应用；二是农业向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三是先进的农业生产集成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高新技术得到大

融安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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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推广应用，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同时也改善和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

根据２０１０年统计结果，融安县农作物播种总面积６０．５万亩，农业生产总值１４６　０７３万元。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３０．８５万亩，产量９．９９万ｔ，产值２３　９７６万元；经济作物播种面积１３万

亩，产量３２．５万ｔ，产值１１　７００万元；水果种植面积１２．３万亩，产量７．０万ｔ，产值２４　６８０万

元；其他农作物 （蔬菜等）播种面积３．９万亩，产量８．７万ｔ，产值１７　４００万元。

三、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融安县气候温暖，雨量较足，无霜期长，对农业生产发展比较有利。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建设了许多水利工程设施，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由于传统观念、资金投入、设

施装备、技术支撑、劳力资源等原因，农业生产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肥料使用结构不合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主要作物水稻、玉米等有机肥施用量较多，化肥施用量少，除了施

用少量氮肥外，极少施用磷、钾肥，有机肥和氮肥投入不足，磷、钾肥更是严重不足；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年代中期，有机肥，氮、磷、钾肥的施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机肥和氮肥施用量过

渡到比较平衡稳定阶段，但磷、钾肥施用量仍然偏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农村牲

畜饲养量逐年减少和种植结构重大调整以及配方肥料的大面积推广，有机肥施用量也逐年减

少，氮、磷、钾肥施用量大幅度增加，有些地区甚至施用过量造成浪费。

１．施肥配比不合理，化肥利用率低

水稻、玉米等主要作物施用氮肥的品种主要是碳酸氢铵，其次是尿素。碳酸氢铵一般施用

量为每亩３０～４０ｋｇ，尿素一般施用量为每亩２０～２５ｋｇ，部分地区施用量需更高。小部分水

稻、大部分的玉米和大豆少施或不施磷、钾肥，特别是大豆，除了少部分地区施用少量氮肥

外，绝大部分不施氮、磷、钾肥。施肥配比结构不合理，肥料利用率低。

２．重施、偏施前期追肥，轻施基肥和穗粒肥

历年来，农民习惯于偏重追肥，特别是玉米，除少部分用沤肥搅拌磷肥作基肥外，普遍采

用氮、磷、钾肥集中于前期追肥的施肥方式，极少施用基肥和穗粒肥。水稻虽普遍以氮肥作基

肥，但仍以重施基肥为主，追施穗粒肥的面积极少。造成作物各生长期养分分配失衡，作物后

期生长普遍出现缺肥、脱肥现象，制约作物产量的提高。

３．不因土施肥

融安县碳酸盐渍水稻土面积较大，土壤呈微碱性或碱性，容易导致氮素挥发损失、磷素受

固定、钾素流失，溶肥、供肥、保肥性能差。而大部分农民又习惯施用碳铵，氮素挥发损失较

大，利用率低。同时造成土壤中主要营养元素比例失调，满足不了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营养需

求。

４．微量元素肥料未得到重视

近年来，除少部分施用含微量元素的配方肥、复合肥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不施各种微量元

素肥料。土壤中缺乏硼、锌、钼等微量元素，会影响作物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也影响

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二）作物良种应用还不普及

杂交良种除水稻、玉米推广面积比较大以外，大豆、蔬菜等作物基本上应用常规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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