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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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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梧县地处广西东部，隶属梧州市；位于东经１１０°５１′～１１１°４０′１２″，北纬２２°５８′１２″～２４°

１０′１４″之间，总面积３　４８２ｋｍ２，是一个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县境东邻广东省封开、

郁南两县，西与藤县交界，南与岑溪市毗邻，北与贺州市、昭平县相连，中部环抱梧州市区

（苍梧县行政区划示意图见附图１）。东西最大横距８２ｋｍ，南北最大纵距１４２ｋｍ。县城所在地

（龙圩镇）距南宁市陆路３９６ｋｍ、水路６１１ｋｍ，距广州市陆路５２３ｋｍ、水路３５５ｋｍ，距梧州市

区仅１３ｋｍ，是广西通往广东的重要门户，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全县行政管辖龙圩、新地、大坡、广平、沙头、石桥、六堡、梨埠、木双、狮寨、京南、

岭脚等１２个镇，包括１９３个行政村、１７个社区、３　５６３个自然屯，共１５．１１万农户。２００７年末

总人口５８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５２．６３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０．７４％。县内有汉、壮、瑶、苗、

侗、仫佬、满、土家、黎等２４个民族，２３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０．８３％左右，主要定

居在边远山区乡村。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候条件

苍梧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北回归线从县境内中部穿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夏长冬

短，无霜期长，太阳辐射强，雨热同期，对发展农业生产较为有利。

１．气温与积温条件

县内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２℃，最冷月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１．９℃，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为

２８．５℃，最冷月和最热月平均气温相差１６．６℃；气温分布大致是南部高，北部低，北部比南

部低０．８～１．８℃。

一年之中四季分明，年无霜期平均有３０７天，年平均霜日仅有６．３天。大于等于１０℃的年

活动积温为６　９７５．３℃，天数达３０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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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照和光能条件

苍梧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１　６６１．６小时，其中主要作物生长季４～１０月的日照百分率为

４５．８％，能满足作物高产对光能的需要；从１２月至次年３月，月份平均日照时数在９８．７小时

以上，仍适应多种冬春作物生长。

太阳年辐射总量为１１０．４７５ｋｃａｌ／ｍ２，其中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长季的４～１０月。

３．降水和蒸发条件

苍梧县年平均降水量为１　４５１．７ｍｍ，４～８月为雨季，占年降水量的７０．８％。降雨地区分布不

均匀，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减，北部的沙头、石桥镇的年平均降水量最多，南部的广平镇较少，

南北相差４００ｍｍ左右。各地春季降水量为３３０～３７０ｍｍ，占年降水量的２３％～２５％；夏季降水量

为６４０～６６０ｍｍ，占年降水量的４４％～４５％；秋季降水量为３２０～３６０ｍｍ，占年降水量的２２％～

２５％；冬季降水量为９０～１３０ｍｍ，占年降水量的６％～９％。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易造成夏季局

部洪涝，冬季各地多干旱。苍梧县年均蒸发量为１　４６８．７ｍｍ，以７～９月为最大、１～２月为最小，

９月常出现秋旱。

４．风力条件

苍梧县全年多吹偏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平均风速达１．８ｍ／ｓ，８级以上大风年平均３．１
次，但造成大破坏的并不多见。

（二）地形地貌与地质条件

苍梧县位于大瑶山褶断束与天堂山的交汇处，地形地貌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

平原、水域、石山７种类型。中山占４．９５％，低山占３７．０５％，丘陵占３５．９０％，台地占

６．７０％，平原占１３．４０％，水域占２．００％，石山占０．０５％。全县整个地势由南、北两边高向中

间的浔江谷地倾斜。北部最高的山峰为海燕顶，海拔为１　０５４ｍ，其次为天洪顶，海拔为

９７５．５ｍ，还有板山顶、容顶、大木山顶等山峰的海拔均在８００～９００ｍ之间。南部最高的山峰

为鸡心顶，海拔为７３５ｍ，其次为小峰顶，海拔为７５２．５ｍ，浔江、桂江两岸丘陵海拔多在２００

～５００ｍ之间。中间浔江两岸最低，海拔高度只有１２ｍ。

苍梧县土壤的成土母质主要有７大类，其中砂页岩风化物母质最多，占５１．３０％，主要分

布在苍梧县北部、中部大部分地区和南部一些地势较高的丘山及丘坡；花岗岩母质占２０．３８％，

主要分布于南部广平、大坡、新地、龙圩４个镇以及岭脚、沙头镇局部地区；河流冲积物母质

占１３．６０％，主要分布于苍梧县江河边；第四纪红土母质占５．０５％，主要分布于较大江河阶梯

和东安溶蚀、冲积盆地的台阶地区；紫色岩风化物母质占７．４４％，主要分布于沙头、石桥镇部

分村以及六堡、岭脚镇个别村屯；洪积母质占１．７７％，是洪积扇区成土母质，主要分布于京

南、大坡等镇；石灰岩母质占０．４４％，主要分布于石桥镇石桥村的石灰岩山下。

（三）河流与水文条件

苍梧县境内属珠江水系，境内溪河纵横，大小河流共１０７条，主要有浔江、桂江、东安

河、龙江河、安平河、上小河、下小河等。浔江为黔江和郁江在广西桂平市汇合后向东流入西

江，途经苍梧县岭脚镇的福传、人和、龙潭、表水村，龙圩镇的四合、都坎、恩义等村；桂江

的上游漓江沿南岭西南麓向南流经梧州市进入西江，途经苍梧县京南镇的思蓬、古榄、高稳、

旺滩等村；东安河源于苍梧县龟竹顶，南流广东封开县汇入西江，途经苍梧县北部的沙头、石

桥、六堡、梨埠、木双等镇；龙江河源于鸡婆山，向南经狮寨、合水、武岭等村流入桂江；上

小河源于新地镇雁村，向北途经训村、新铺、思贤、殿村、洞心、大村、大恩、四合等村流入

苍梧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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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江；下小河源于广平镇扶达、平乐村，向北途经夏村、调村、平地村，大坡镇的新龙、松

柏、坡头、河步等村，龙圩镇的中村、古凤、林水、恩义等村流入浔江；安平河源于岭脚镇的

流山向南途经岭脚、廊村、车较、平琴等村流入浔江。全县河流总长度达７４４．８５ｋｍ，总流域

面积为７０．９５ｋｍ２，河网密度为１０．５ｋｍ／ｋｍ２，多年平均流量１３２．３４ｍ３／ｓ，年平均径流总量

３０．５５亿ｍ３，全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３９．４２亿ｍ３，其中地下水资源量为５．１４亿ｍ３，人均

水资源量为１０　８２８ｍ３，属水资源相对丰富地区。

（四）植被

苍梧县属亚热带季雨林和常绿针、阔叶林过渡带，植被较为复杂，全县植被共有６６科，

１９８属，３１５种，是我国植物种类富集的地区之一。

原生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为主，主要有壳斗科、松科、山茶

科、木兰科、金缕梅科、樟科、安息香科、槭树科、蔷薇科、杜英科、杜鹃花科。其中主要树

种有椎、栗、栲、荷木、泡桐、檫树、香椿、酸枣、火力楠、水青冈、马尾松、杉、山楂、鹅

掌秋、厘竹、斑竹、枫香、苦楝、栎树等。主要分布在北部狮寨、六堡、京南等山区村镇。

灌木植被主要有桃金娘、余甘子、淡黄灰莲、木芙蓉、继木、盐肤木、樗叶花椒、杜茎

山、牛耳枫、白荆、黄荆、红背山麻杆、扁担杆、十大功劳、算盘子、岗梅、胡丈子、野牡

丹、杜鹃、山芝麻等。

草本植被主要有五节芒、东方乌毛蕨、石松、黄茅草、丝茅草、芒芭草、铁芒箕、牛筋

草、铺地蜈蚣、翠支草、海金沙、华时白、淡竹叶、野葛、白藤等。

人工植被主要有杉、松、桉树、甜竹、篙竹、麻竹、粉丹竹、油茶、桐树、板栗、茶叶、

八角及柚、柑、橙、梨、桃、李等各种水果。

全县森林面积为４１９．２５万亩，森林覆盖率达７６．８％，绿化率达９４．４％，森林活立木蓄积

量为１　１５２万ｍ３。

三、土地资源概况

苍梧县行政区域总面积为５　２１２　３１９亩，其中耕地面积为３１２　４０２亩、园地面积为２０３　６２０
亩、林地面积为４　２７９　４９５亩、草地面积为２３　７０１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为１４０　４９９亩、交通

运输用地面积为５２　３９４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１５０　２９２亩、其他土地面积为４９　９１６亩。

在土地资源中，林地面积比耕地面积大，占土地资源总面积的８２．１０％，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

总面积的５．９９％；在耕地资源中水田面积比旱地大，占耕地面积的８３．８１％，旱地面积占耕地

面积的１６．１９％ （见表１－１）。
表１－１　苍梧县土地资源统计

地类名称 面积 （亩） 占所属地类土地面积 （％） 占土地总面积 （％）

行政区划总面积 （亩） ５　２１２　３１９ — —

１．耕　地 ３１２　４０２ — ５．９９

　　　　　　　　水　田 ２６１　８１６　 ８３．８１ —

　　　　　　　　旱　地 ５０　５８６　 １６．１９ —

２．园　地 ２０３　６２０ — ３．９１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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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地类名称 面积 （亩） 占所属地类土地面积 （％） 占土地总面积 （％）

　　　　　　　　果　园 ６１　５３９　 ３０．２２ —

　　　　　　　　茶　园 ３３４　 ０．１７ —

　　　　　　　　 其他园地 １４１　７４７　 ６９．６１ —

３．林　地 ４　２７９　４９５ — ８２．１０

　　　　　　　　有林地 ３　４６３　１５４　 ８０．９３ —

　　　　　　　　 灌木林地 ７３　７７９　 １．７２ —

　　　　　　　　 其他林地 ７４２　５６２　 １７．３５ —

４．草　地 ２３　７０１ — ０．４５

５．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１４０　４９９ — ２．７０

６．交通运输用地 ５２　３９４ — １．０１

７．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１５０　２９２ — ２．８８

８．其他土地 ４９　９１６ — ０．９６

四、农村经济概况

（一）乡 （镇）人口与劳动力

苍梧县２００７年末共有乡 （镇）人口５８０　２５９人，其中农业人口有５２６　２５１人，乡 （镇）村劳

动力有３２０　９８６人，乡 （镇）村从事农业人员有１９２　９８３人，占乡 （镇）村劳动力总数的６０％。

（二）农业总产值和人均产值

１．农业产值

２００７年末苍梧县农业总产值为１５４　８６７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为６４　３１６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４１．５３％；林业总产值为２４　０８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５．５５％；牧业总产值为５７　５６２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７．１７％；渔业总产值为５　７８９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７４％；农林牧渔服

务业总产值为３　１１１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０１％ （见表１－２）。
表１－２　苍梧县２００７年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项　目 总产值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 （％） 备注

农业总产值 １５４　８６７ — 当年价

种植业 ６４　３１６　 ４１．５３ 当年价

林业 ２４　０８９　 １５．５５ 当年价

牧业 ５７　５６２　 ３７．１７ 当年价

渔业 ５　７８９　 ３．７４ 当年价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３　１１１　 ２．０１ 当年价

２．人均产值收入情况

２００７年末全县生产总值为４８．１亿元 （现行价），人均生产总值为８　２９３元 （现行价）。每个

苍梧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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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的纯收入为３　０６６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０　６５２元。

３．交通、通信状况

苍梧县境内交通方便。洛湛铁路、南梧高速公路、桂梧高速公路、苍郁高速公路斜贯全

境；连接周边的藤县、岑溪、郁南、贺州、昭平等县的公路均为二级水泥路或柏油路；由县城

到各镇均通水泥路或柏油路；由各镇驻地到各村都通了水泥路或机耕路以上的公路。现有公路

１　２５６ｋｍ、铁路９５ｋｍ。按公路技术等级分：高速公路有１７２ｋｍ，占１３．６９％；一级公路有

２５ｋｍ，占１．９９％；二级公路有１３３．５ｋｍ，占１０．６３％；三级公路有２７８．６ｋｍ，占２２．１８％；四

级公路有４７３．５ｋｍ，占３７．７０％；等外公路有１７５．４ｋｍ，占１３．９６％。按公路路面等级分：高

级路面有３２８．５ｋｍ，占２６．１５％；中级路面有４５６．７ｋｍ，占３６．３６％；低级路面有４７０．８ｋｍ，

占３７．４８％。按公路行政等级分：省道、国道有１８５．４ｋｍ，占１４．７６％；县道有２６３．５ｋｍ，占

２０．９８％；乡村道有８０７．１ｋｍ，占６４．２６％。

移动通信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的通信信号覆盖全县范围，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电视

信号，手机、电话、电视在农村家庭已普及。

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简史

　　苍梧县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劳动力资源充足，适合发展农业。该县农业以种植业为

主，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种植红薯、大豆、玉米等为辅；经济作物种植以木薯、花生、

茶叶、桑树为主，种植甘蔗、油菜、烤烟、药材等为辅；园艺作物以种植柑橘、荔枝、柚子为

主，种植梨子、桃子、李子、柿子、枇杷、香蕉、板栗等为辅。其他作物主要为蔬菜、食用菌

等。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农民文化素质低，生产条件差，农业长期处

于自然经济状态，同时政府对农业极不重视，每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极少。新中国成立后，苍

梧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使苍梧县成为梧州

市农业大县之一。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上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以来兴修水利和深耕改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推广水稻矮秆良种和种植柑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中后期推广种植杂交水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种植杂交水稻的稳固推广，以及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使苍梧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２００７年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５６年增加了９１　７８７ｔ，是

１９５６年的１．８６倍；农业总产值１５４　８６７万元，是１９５６年的１９．３５倍；种植业总产值５９　０９０万

元，是１９５６年的１２．３１倍 （见表１－３。）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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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苍梧县各主要年份农作物产量及产值

年份
粮食总产量

（ｔ）

农业总

产值 （万元）

种植业

产值 （万元）

种植业产值

占农业总产

值 （％）

农业总产值

同比增加值

（万元）

农业总产值

同比年均递

增率

（％）

备注

１９４９年 ８１　４２５ — — — — — —

１９５６年 １０６　９７４　 ８　００５　 ５　２２６　 ６５．２８ — — 按１　９８０不变价

１９６５年 ８７　５５６　 ６　５６７　 ３　８８９　 ５９．２３ －１　４３８ －２．００ 按１　９８０不变价

１９７６年 １４５　５１１　 １０　９１３　 ７　２１７　 ６６．１３　 ４　３４７　 ６．０２ 按１　９８０不变价

１９８３年 ２０９　１７１　 １５　６８８　 ９　４７５　 ６０．４０　 ４　７７５　 ６．２５ 按１　９８０不变价

１９９０年 ２２９　７３３　 ５５　２８１　 ３８　９５４　 ７０．４７　 ３９　５９３　 ３６．０５ 现行价

１９９９年 ３５２　７９７　 １６３　２１１　 ８７　１８５　 ５３．４２　 １０７　９３１　 ２１．６９ 现行价

２００７年 １９８　７６１　 １５４　８６７　 ６４　３１６　 ４１．５３ －８　３４４ －０．６４ 现行价

注：增长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农业发展现状

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各种农作物新品种和农业新技术在苍梧县得到了推广及应用，传统

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生产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方向发展。苍梧县农

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农产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的生产

顺利起步；二是农业区域化种植初具规模，通过多年农业结构调整，逐渐形成了若干个主要农

业区域化种植区，即江南片为粮食、砂糖桔、荔枝种植区，该区域包括大坡、广平、龙圩、新

地４个镇；东安江片为粮食、砂糖桔、生态迟熟荔枝、蔬菜、六堡茶种植区，该区域包括沙

头、石桥、梨埠３个镇；六堡茶重点种植区域，该区域包括六堡、狮寨、木双３个镇；抚河片

为六堡茶、中草药、砂糖桔种植区，该区域包括岭脚、京南２个镇；三是农业生产综合集成技

术推广应用面广，如 “三免三避”、病虫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

根据２００７年统计，全县农业人口人均产粮３６５．６ｋｇ，产油料１６．８ｋｇ，产食用菌１．２ｋｇ，产新

鲜蔬菜１８８ｋｇ，产水果５８ｋｇ，产水产品１１．２ｋｇ，产畜禽肉类８５．７ｋｇ；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

７８６　８１８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５６１　２６９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８１　７４０亩、其他农作物种

植面积为１４３　８０９亩、水果种植面积为１０３　３００亩，粮食作物总产量为１９８　７６１ｔ、经济作物总产

量为２３　２５７ｔ、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为１８３　８４９ｔ、水果总产量为３３　８４８ｔ。农业总产值达１５４　８６７万

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达６４　３１６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４１．５３％），农业人口人均农业产值

２　９４２．８４元，人均种植业产值１　２２２．１５元。２００７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见表１－４。

苍梧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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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苍梧县２００７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

农作物 播种面积 （亩） 单产量 （ｋｇ／亩） 总产量 （ｔ）

水稻 ４９０　０６７　 ３９３　 １９２　４０８

早稻 ２４１　８１７　 ４００　 ９６　７１５

晚稻 ２４８　２５０　 ３８５　 ９５　６９３

玉米 ７　９８７　 ２２０　 １　７５８

红薯 ３７　９８９　 ２１０　 ７　９７２

豆类 ２５　２２６　 １１５　 ２　９０１

大豆 １４　４４３　 １２９　 １　８６５

绿豆 ４　４４７　 ８７　 ３８９

杂豆 ６　３３６　 １０２　 ６４７

花生 ３６　３８７　 １６９　 ６　１３６

木薯 ４０　３３３　 ２４６　 ９　９０９

甘蔗 ２　１５５　 ５　８７１　 １２　６５２

水果 １０３　３００　 ３２７．６７　 ３３　８４８

蔬菜 １２６　８１０　 １　２１０　 １５３　４４０

　　数据来源：苍梧县统计局。

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简要回顾

一、农作物播种面积

苍梧县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园艺作物，其中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主要

有水稻、玉米、红薯、马铃薯等，经济作物主要有花生、木薯、西瓜、甘蔗、蚕桑等，园艺作

物主要有柑橘、荔枝、龙眼、香蕉等。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苍梧县农作物播种面

积只有３８．３６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重视农业发展，１９７０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７６．７２
万亩。此后，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基本上在７５万～７８万亩范围内，８０年代初农村通过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所增加。伴随着国家产

业政策调整和农业生产效益下降，农民种田积极性曾出现了一些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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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７８．６８万亩，其中播种粮食作物５６．１３万亩，播种经济作物

８．１７万亩，播种其他农作物１４．３８万亩。

二、第一次土壤普查前后苍梧县耕地利用与保养

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苍梧县水田主要利用方式是一年两熟制，即 “稻＋稻”，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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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耕地主要利用方式也是采用一年两熟制，即 “花生＋红薯”，花生是春种夏收，红薯为夏

种秋收。苍梧县从１９５４年开始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到１９７２年早稻面积达到１６４　５２８亩，比１９５３
年扩大２．５倍，晚稻面积达到１１１　２５４亩，比１９５３年扩大１．５倍。此外，全县还大力推行旱地

改水田工程。据统计，从１９５４到１９７２年，全县旱改水面积达７．８万亩，保水田面积达到

１４．２９万亩，比１９５０年增长６．５倍，全县年水稻播种面积达到５２８　０６６亩。

苍梧县在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施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 （以牛栏粪为主）

和石灰、草木灰或草皮灰。在对耕地的利用和保养上基本上处于低投入与低产出阶段。

第一次土壤普查以后，随着大规模地平整土地、旱改水工程、客土进田、深耕改土、野生

绿肥压青、大种绿肥，以及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圈猪积肥的前提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特别是

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加上２０世纪５０代末开始推广使用商品氮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

开始推广使用商品磷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推广使用商品钾肥，苍梧县耕地肥力有了明

显的提高，农作物产量水平也逐步提高。据统计，１９６３～１９７９年，苍梧县每年种植专用绿肥

（苕子、红花草）面积达７～１０万亩，生猪存栏由５．７６万头／年增加到１４．６７万头／年，为积制

大量的有机肥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到第二次土壤普查前的１９７９年止，苍梧县水田利用方式 （种植模式，轮作制度）主要有

稻＋稻、稻＋稻＋油菜 （绿肥）２种。旱耕地利用方式有玉米 （间作豆类）＋红薯１种。专家

认为，稻＋稻＋油菜 （绿肥）这种种植模式比较有利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三、第二次土壤普查后苍梧县耕地利用与保养

自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由于土壤普查工作成果的广泛应用和农

业新技术新成果得到不断地示范推广，使苍梧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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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进了农业

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苍梧县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项目资金，加强了对耕地的改良与培肥。

据统计，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期间共争取农业投资８５０万元 （中央及省级投资７００万元，县级财政投

入１５０万元）用于粮食基地项目县建设，其中用于种植业３８０万元、农田水利建设４５０万元、

农机２０万元。此外，自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还实施了多年的 “中低产耕地改良项目”（中心示范区面

积达１万亩，辐射带动面积达１０万亩），县财政每年为此拨出专项经费达５万元。为改造中低

产耕地，在技术措施上综合采取酸性耕地施用石灰，使用过磷酸钙先与农家肥沤制中和其酸性

后再施用；潜育性耕地采用开沟治潜等方式改良；在栽培技术上，采用大种绿肥和施用有机

肥，增施磷钾肥，以及因土灌溉、合理用水，因土种植、推广良种等措施，使中低产耕地改良

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苍梧县是广西农业大县、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历年来粮食播种面积基本在５０万～６０
万亩左右。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苍梧县农业结构调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配合

农业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解决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地的矛盾，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实施

了县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心示范片设在沙头、石桥镇公路沿线部分村屯，中心示范面积达

苍梧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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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万亩，每年县财政投入项目经费１０万元，项目目标是 “增粮、增钱、综合发展、树立典范，

推动全县 ‘两高一优’农业的全面发展”；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苍梧县还实施了 “三田”建设项目

（吨粮田、吨糖田、万元田），其中县财政对吨粮田示范项目每年投入经费达１０万元。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苍梧县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商品基地项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通过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苍梧县大大地完善了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了一系列现代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普及推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在这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发展阶段，为了追求高效益，不合理或者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

造成局部地区土地一定程度上养分不均衡。例如，据统计局统计，２００７年全县化肥施用总量为

６４　１８６ｔ，其中施用氮肥２６　１６２ｔ、施用磷肥１６　８２７ｔ、施用钾肥７　４５７ｔ、施用复合肥１３　７４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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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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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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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梧县人民政府和农业部门高度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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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梧县基本农田保护实施

办法》，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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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梧县历来就有水稻秸秆还田的习惯，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有机质提升项目，大力推

广水稻人工、机械撩穗收割留高桩还田技术模式，使水稻秸秆还田面积达到了９５％以上。此

外，甘蔗、西瓜、花生、玉米、大豆等作物秸秆还田面积不断增加，有效缓解了苍梧县有机肥

与无机肥施用比例失调的矛盾，对培肥地力和改良土壤，促进全县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３．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苍梧县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持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工作，２００７年得到国家农业部

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加大了苍梧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力度。项目实施以来，苍

梧县在全县１２个镇重点推广 “测土—配方—供肥—施肥”技术指导一条龙服务的技术模式，

紧紧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创新思路，以配方肥为载体，逐步建立了网点到村 “培训、发

放施肥建议卡和配方肥供应三位一体”的技术服务网络，进一步提高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覆

盖率和到位率，为苍梧县农作物高产优质、农业节本增效、提高肥料利用率和降低施肥对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４．恢复发展绿肥生产

苍梧县历年来有冬种绿肥的习惯，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中后期，基本上冬季无

闲田，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最高亩产鲜草 （红花草）达到５　２００ｋｇ，对提高苍梧县农田地力、

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绿肥品种退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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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绿肥管理粗放等诸多原因，冬种绿肥面积与产量均出现减少局面。近年来，在恢复发展冬

种绿肥生产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当作一季生产来抓，农业局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积

极性的工作，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和冬菜生产来发展冬绿肥，并详细拟定了各年度冬种绿肥生产

意见。２００１年以来，每年冬绿肥面积稳定在５万亩左右，并在新地、沙头、石桥、京南、岭脚

５个镇建立了５个高产示范样板块，总面积达１万多亩。

５．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生产

发展畜牧养殖业是积制有机肥的主要措施之一。农家肥仍然是苍梧县有机肥的第一大肥

源。自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苍梧县的畜牧养殖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年间是苍梧县农村家庭畜牧养殖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据统计，１９８２年生猪存栏数为

１７０　０９５头，大牲畜 （包括水牛和黄牛）５２　４５５头；至２０００年生猪存栏数达到３２４　６００头，大牲

畜存栏数达到５４　７３１头，年生猪出栏数达到６５４　２００头，年大牲畜出栏数达到４８　３６４头。２００１年

以来，苍梧县畜牧养殖业则逐步进入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阶段。

６．大力发展农村沼气，保护森林资源特别是水源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条件

苍梧县是山区农业县，由于特殊的地形与气候环境条件，雨季、雨量在各季中分布很不均

匀，要实现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工作目标，必须解决好耕地水土流失问题。从历史的经验与教

训来看，苍梧县的自然森林资源特别是水源林，本来是很丰富的，但由于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较薄弱，加上人口的不断增长，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１９５８年）以来，一直到７０
年代末，人们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以及日常生活需要，不断破坏森林资源，森林面积大为缩减，

最终造成很多河流由原来的长年流水，变成季节性流水，水流量明显减少，很多原为高产良田

的水田因灌溉水源不足而变为旱地；由于植被破坏严重，有的区域常因山洪暴发，造成严重水

土流失，使下游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农田变成乱石沙滩。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这种现象才

逐步得到改善，人工植树造林迅速增加，但要使森林资源恢复到较好的水平，还需要长期的积

蓄与保护。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沼气池建设是当前解决农村生活燃料能源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

减少森林砍伐的有效措施之一。沼气池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效益高的生物能源利用工程，具有

方便、省力、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等特点。据有关资料介绍，建一个８ｍ３的沼气池，每年

能给农户创造的综合经济效益可达８００～１　０００元。在农村建设中要做好村庄建设规划，为沼气

池建设留足场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倡导使用清洁能源。

（二）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耕地质量管理体制不健全

耕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但在土地管理方面，人们往往只重视数量，而忽视耕地质量建

设。国家法律虽然明确了农业部门负责耕地质量管理，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管理细则和调控手

段，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开垦占补政策在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很

好地贯彻执行，利用耕地挖鱼塘、建房等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时有发生。

２．耕地资源较缺乏

苍梧县是山区农业县，耕地资源较缺乏，人均耕地面积很少 （据２００７年统计，全县人均

耕地面积仅有０．５４亩，其中仅有水田０．４５亩、旱地０．０９亩）。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工业化

的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人口与耕地、其他产业与农业用地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人

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们对耕地的保护意识淡薄，加上目前苍梧县大面积的耕地属于中低产

苍梧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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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现实状况，因此全面掌握苍梧县现有中低产耕地分布现状、存在的主要土壤障碍因素，

以及如何提高这部分耕地的地力水平，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耕地利用不科学

由于土地分散经营，种粮经济效益相对低下，各村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农村从事农业生

产的力量明显不足，耕地丢荒现象相当普遍，加上绿肥种子价格较高，农户吃饭问题已解决，

有相当部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能力较弱，生产资金缺乏，对养地投入意愿不高，因此重用

轻养和不合理利用耕地现象较普遍。此外，现在作物复种指数较高，加上高产耐肥作物及新品

种的不断推广应用，如何处理好养地问题已经成为农田耕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４．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业生产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严重 “欠账”，苍梧

县绝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建设的，经过几十年的长期使用，现已严重老

化失修，而当地群众的投入能力有限，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扶持。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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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耕地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

第一节　土地资源概况

一、土壤分类

苍梧县土地总面积为５２２．３５万亩，耕地面积为３１．２４万亩，其中水田有２６．１８万亩，旱地

有５．０６万亩，自然土壤为４９１．１１万亩。根据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苍梧县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及

１９８３年 《苍梧土壤》修订本可知，苍梧县土壤划分分为７个土类、１４个亚类、５１个土属、１１３

个土种。其中水稻土分为７个亚类、２２个土属、６６个土种，旱地分为７个亚类、１７个土属、

２３个土种，自然土壤分为６个亚类、１２个土属、２４个土种 （详见表２－１）。

表２－１　苍梧县土壤分类

序号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种名称 土种代号

１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淹育水稻土 红泥田 Ａ１１

２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淹育水稻土 薄沙黄泥田 Ａ１３

３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淹育水稻土 沙质黄泥田 Ａ１４

４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淹育水稻土 黄泥田 Ａ１５

５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沙土地田 Ａ２１

６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壤土田 Ａ２２

７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蜡泥田 Ａ２３

８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铁子底田 Ａ２５

９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潮沙田 Ａ３１

１０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潮泥田 Ａ３２

１１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薄潮沙田 Ａ３３

１２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薄潮泥田 Ａ３４

１３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潮沙泥田 Ａ３５

１４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卵石底田 Ａ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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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种名称 土种代号

１５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石砾底田 Ａ４２

１６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淹育水稻土 洪积杂沙田 Ａ４６

１７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花岗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杂沙田 Ａ５１

１８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花岗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杂沙泥田 Ａ５２

１９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紫色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紫泥田 Ａ７２

２０ 水稻土 淹育性水稻土 紫色岩母质淹育水稻土 紫黏田 Ａ７３

２１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黄泥田 Ｂ１１

２２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潴育水稻土 黄泥肉田 Ｂ１５

２３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红土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沙质黄泥田 Ｂ１６

２４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沙土田 Ｂ２１

２５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油沙田 Ｂ２２

２６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沙泥田 Ｂ２３

２７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沙泥肉田 Ｂ２４

２８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蜡泥田 Ｂ２５

２９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砂页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蜡泥肉田 Ｂ２６

３０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潮沙田 Ｂ３１

３１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潮油沙田 Ｂ３２

３２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潮泥田 Ｂ３３

３３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潮泥肉田 Ｂ３４

３４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潮沙泥田 Ｂ３５

３５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潮沙泥肉田 Ｂ３６

３６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薄潮泥田 Ｂ３９

３７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河流冲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砾石底田 Ｂ３１１

３８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洪积潴育沙土田 Ｂ４１

３９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洪积潴育沙泥田 Ｂ４２

４０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洪积潴育黄泥田 Ｂ４４

４１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洪积母质潴育水稻土 洪积潴育杂沙田 Ｂ４７

４２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花岗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杂沙田 Ｂ５１

４３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花岗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杂沙泥肉田 Ｂ５２

４４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花岗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杂沙泥田 Ｂ５４

４５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紫色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紫沙田 Ｂ７１

４６ 水稻土 潴育性水稻土 紫色岩母质潴育水稻土 潴育紫泥田 Ｂ７３

第二章　耕地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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