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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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林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隶属百色市管辖；地处东经１０５°２７′～１０６°１５′，北纬

２３°５８′～２４°４１′，即滇、黔、桂三省 （自治区）交界处，是大西南融入 “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出

海大通道和商品集散地。东与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接壤，南与云南省富宁县交界，西与西

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毗邻，北与贵州省册亨县隔南盘江相望。县城乐里镇，距广西壮族自治

区首府南宁市２７０ｋｍ，距百色市６８ｋｍ，距贵阳市４３０ｋｍ，距昆明市４８０ｋｍ。田林县行政区域

面积为５　５７７ｋｍ２，是广西面积最大的县份，是著名的 “中国八渡笋”之乡，现设有乐里、旧

州、定安、六隆４个镇，潞城、利周、八桂、八渡４个瑶族乡，平塘、浪平、那比、高龙、百

乐、者苗６个乡，下辖１６５个村３个社区１　３４６个自然屯。县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彝、

仫佬、侗、回、满、布依等民族。２０１０年，全县总人口２５．３８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１８．６２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７３．３６％；农村人口２２．９３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９０．３５％；县城所在地

城区人口３．０８万人。田林县各民族使用的语言有壮语、汉语、瑶语、苗语、布依语５种，壮语

有北、南２种方言，县内主要交际用语是壮语和西南官话。全县１４个乡 （镇），除浪平乡不通

行壮语外，全部通行北壮土语和西南官话。田林县行政区划示意图见附图１。

二、土地资源概况

据２０１０年调查统计，田林县辖区土地面积为８３６．５５万亩，耕地面积为２５．６４万亩。其中，

水田面积为１８．０８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７０．５１％；旱地面积为７．５６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２９．４９％。林地面积为６９７．５４万亩，园地面积为４９．７８万亩，水域面积为１０．０６万亩，草地面

积为１９．９９万亩，城镇、村级工矿用地面积为６．７０万亩，交通用地面积为５．１１万亩，其他土

地面积为２１．７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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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候条件

田林县处于低纬度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太阳辐射较强，温度较高，热量丰富，雨

量适中，气候温和，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霜期短，雨热同季。但随着海拔高度的不同、地势

的变化、地貌的差别，气候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差异也较大，形成许多不同的小气候，为农林牧

业生产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

１．气温与积温条件

田林县的气温在空间和地区上的分布特点是南北高、东西低，高山谷地温差大，气温垂直

变化明显。南部的那比、八渡、八桂、乐里、潞城、定安及北部的旧州、百乐等乡 （镇）的河

谷、高原地带，地势较低，日照时间长，且为土山，地面受热多而不易散失，年平均气温为

２０～２１℃，年平均霜日数为５天，无霜期平均日数为３３１天。乐里镇极端最高气温为４１．３℃，

极端最低气温为－３．１℃，日平均气温在１０℃以上的活动积温在７　０００℃以上。而东北面的浪

平乡和西北面的平塘乡大部分地区及旧州镇的徕周村、示甫村，那比乡的六音村、高龙乡的高

郭村以及潞城瑶族乡的龙车村等，海拔在９００ｍ以上，森林覆盖面积大且厚密，日照时间短，

地面吸热少，温度较低，尤其是石山裸露地带，由于吸热性能差，夜间散热快，温度更低，年

平均气温为１４～１７℃，日平均气温在１０℃以上的活动积温仅为５　１００～５　５００℃，年极端最高

气温为３３～３５℃，年极端最低气温为－４～７℃，年平均有霜日数为８～１０天，无霜期为２８０天

左右。某些高海拔地带，每年有３～５次降雪，每次积雪３～１０天，其余中、低山区的温度条件

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年平均气温为１７～１９℃，日平均气温在１０℃以上的活动积温为５　２００～

６　５００℃。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田林县各地均有寒露风出现。

２．日照和光能条件

田林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１　６９６．４ｈ，年日照百分率为５１％，日照时数最多的是１９５８年，

为２　２６５．３ｈ，最少的是１９８４年，为１　３２４．９ｈ，相差９４０．４ｈ。１～２月各月日照时数小于９２ｈ，

３～１１月大于１１０ｈ。从３月以后日照时数逐渐增加，７～８月是日照高值期，日照时数达１９０ｈ
以上。月变化以２月日照时数最少，为８４．５ｈ，日照百分率为４１％；以７月日照时数最多，为

１９５．９ｈ，日照百分率为６４％。最多月和最少月相差１１１．４ｈ。按地域分布，南面和北面较开阔

的河谷低山地区，日照时数较多，年平均日照时数在１　７２０ｈ以上，年日照百分率达６０％，东北

和西北山区，山高谷深，早晚受山体屏障影响，空气湿度大，云雾重，日照较少，为１　４００ｈ左

右。县境因地处北回归线以北，纬度低，太阳入射角大，太阳辐射年总量为１１０　０８５．１ｃａｌ／ｃｍ２

（１ｃａｌ＝４．１８６　８Ｊ）。季 节 分 布 为 冬 少 夏 多，４～９ 月 的 月 太 阳 辐 射 总 量 为１０　５１５．６～

１０　９３４．７ｃａｌ／ｃｍ２，１２月至翌年２月较少，月太阳辐射总量为５　７９５．６～６　５７３．８ｃａｌ／ｃｍ２。月太

阳辐射总量以７月份最多，为１１　９０４．１ｃａｌ／ｃｍ２，最多月的太阳辐射总量大约是最少月的２倍。

３．降水量和蒸发量条件

田林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１　１６６．３ｍｍ，最多为１　５２４．５ｍｍ （１９７９年），最少为７６８．９ｍｍ
（１９６３年），相差７５５．６ｍｍ。每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半年 （５～１０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８０％以

上，其中５～８月是全年降水量的高峰期，占全年降水量的６１％～７１％；而冬半年 （１１月到翌

年４月）的降水量不及全年降水量的２０％，降水量年变率为１．９１％。降水量分布有两个明显特

田林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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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是县境内各地降水量差异很大。总的来说降水量是东西面多，南北面少；高山多，谷地

少；迎风坡多于背风坡，随高度递增，垂直分布差异较大。降水量的地区分布大致是：东北部

一带，位于海拔１　２００ｍ以上的高原山地的浪平乡为多雨区，年降水量大于１　４００ｍｍ；位于中

西部海拔１　０００ｍ以上的中山地区的潞城瑶族乡的三瑶村、龙车村、板桃村，平塘乡以及者苗

乡西北部为次多雨区，年降水量为１　２００～１　４００ｍｍ；位于南北部海拔８００ｍ以上的低山谷地的

八桂瑶族乡的弄瓦村以及那比、八渡、定安、八桂、乐里、潞城、旧州、百乐等乡 （镇）为少

雨区，年降水量为９８０～１　２００ｍｍ。二是全县干湿季节明显。５～１０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

降水量的８０％左右，其中大量降雨又多集中在６～８月，因此夏季时有洪涝，而冬、春两季干

旱。此外，田林县局部地区在春夏之间偶有冰雹。年蒸发量变化特点为冬小夏大、河谷多山地

少。冬季月蒸发量在７０ｍｍ以上，夏季为１５０～１８０ｍｍ；河谷年蒸发量为１　０００～１　７００ｍｍ，中

山地区为６００～９００ｍｍ；月平均蒸发量相差较大，其中５月的蒸发量最大，为１８２．９ｍｍ，１２
月的最小，为７５．６ｍｍ。田林县的年平均蒸发量为１　５９０．１ｍｍ，干旱指数为１．３６，气候偏干

旱。

４．风力条件

由于夏季受热气团影响，春、秋、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入侵，加上地势地貌的影响，田林县

全年盛行东南风，风向频率占３０％以上 （指县城）。同时，由于受云贵高原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全年各月均出现西北风，风速１．４～１．７ｍ／ｓ，其中１１月的风速最小，为０．９ｍ／ｓ，历年最大风

速多为９～１４ｍ／ｓ的西北风，东南风次之。

５．灾害性天气

田林县内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灾、旱灾、风灾、寒害、冰雹灾、虫灾。其中以水灾、

旱灾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水灾多集中在５～１０月，降水量占全县总降水量的８０％以上，夏季

洪涝尤为突出。特别是６～８月，是全年降水量的高峰期，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７０％以上，前期

（５～６月）常因冷空气南下产生锋面，出现雷暴雨天气。７～８月则因台风影响，时常出现暴雨

天气，加上一些河道浅狭、河床高、河身弯曲，河谷沿岸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旱灾主

要出现在春季和秋季，间有夏旱，常有冬旱，春旱重过秋旱，高丘河谷地区干旱重于中山地

区。２～４月，因降雨少易出现春旱，有一些地方无水耙田，不得不推迟早稻插秧。９～１０月，

雨季结束后，又发生秋旱，影响晚稻和秋季作物的生长发育。风灾主要是由冬、春季云贵高原

急行冷空气南下和夏季台风外围影响造成的，多集中在３～４月及６～９月，最大风速８～９级，

阵风１１级。台风灾害易造成水稻、玉米、甘蔗倒伏，导致产量下降，给农民造成巨大损失。

寒害主要是由于春、秋、冬季北方冷空气南下，出现寒害天气，早稻易受到倒春寒的影响，晚

稻易受到寒露风的影响。冰雹灾一般在３～４月云贵高原冷空气南下时发生。冷空气行经路线

主要有两条：一是从贵州西南、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南进入旧州、潞城，沿乐里河谷往东南，经

潞城、乐里、利周进入百色。二是从西林县东南进入定安、高龙、平塘后，沿驮娘江河谷往东

南，经八渡、八桂、六隆进入百色。冰雹灾影响水稻、玉米、甘蔗、油茶、西瓜等的产量。虫

灾多为三化螟、稻飞虱、蝗虫、稻苞虫、卷叶虫，使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二）地形地貌与地质条件

１．地形地貌

田林县属于山区地形。由于海陆变迁、地壳运动以及风雨流水切割，造成了境内山岭连

绵，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十分复杂。整体地形东北面高，西南面低，呈倾斜状。按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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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土地资源调查、土壤普查技术规程 （草案）》，全县可分为四类大地形。

（１）砂页岩中山

砂页岩中山以东北部的岑王老山为主体，其主峰海拔为２　０６２．５ｍ，全境的东北、西北、西

南和中部都分布有海拔１　０００ｍ以上的砂页岩中山，主要在浪平、平塘、旧州、利周、潞城、八

渡、那比等乡 （镇）的边远村屯及其他村屯与岑王老山交界的区域。这些地方不仅海拔高，而

且多相对高度为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的中切割中山，其中也有少量浅切割中山。该地区风雨剥蚀、切

割剧烈，因此溪沟纵横交错、山高谷深。砂页岩中山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１２％。

（２）石灰岩中山

石灰岩中山包括浪平乡、平塘乡各一部分及潞城瑶族乡的龙车村、百华村，高龙乡一带。

海拔多在９００～１　５００ｍ，相对高度与砂页岩中山相似，多为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属于石灰岩峰从地

貌。这些地区岩石裸露，峰丛林立，溶洞遍布，弄场狭小。石灰岩中山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５％。

（３）砂页岩低山

砂页岩低山分布遍及全县各地，是全县的主要地貌类型。海拔为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相对高度

为２００～５００ｍ，一般坡度为１５°～３５°，是田林县旱粮、经济林木的主要生产区，而且分布有不

少大片的牧地。砂页岩低山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６７％。

（４）高丘与河谷地

高丘与河谷地主要包括海拔为２００～５００ｍ的高丘地与河流沿线的稻田，全县各地均有分

布，相对高度大多为１００～２００ｍ，由于人口、村屯大多集中在这里，因此在高丘地伐木、垦种

较多，植被较少，土壤侵蚀严重，稻田土壤则不少是洪积、坡积物。高丘与河谷地面积约占全

县总面积的１６％。

２．地质

田林县露出地表的岩石主要是三叠纪平而关统砂页岩。其中主要有浅青灰色细砂岩夹砂页

岩，和以淡黄褐色或浅棕色细砂岩及砂页岩为主的夹泥岩。这些母岩是田林县土壤母质的主要

来源，石灰岩是二叠纪茅口灰岩和石灰纪马平灰岩，部分地区夹有白云岩，浅灰至深灰色。石

灰岩地区不少地方被平而关统砂页岩覆盖，因此，田林县石灰岩山区的土壤很多地块的母质来

源并不是石灰岩，而是砂页岩，但由于受石灰岩碳酸盐水的长期影响，其土质已具有石灰性。

（三）河流与水文条件

全县河流全长８６６．３ｋｍ，河面宽３０～１００ｍ，河床高２～６ｍ，总流域面积为５　５７７ｋｍ２，水

面面积为１２　３８８．４８多公顷，多年平均流量为５７．１４ｍ３／ｓ。河流多属季节性溪河，水量的补给主

要来自降水，年际变动大，丰水期流量与枯水期流量相差大，丰水年 （涝年）造成涝灾，枯水

年 （旱年）往往出现旱灾。土山区地表径流多，喀斯特地区地表径流少。境内河流分为右江和

南盘江两大水系，有１２条河流集雨面积在１００ｋｍ２以上。流入右江的有驮娘江、那门河、西洋

江、乐里河、那比河、八桂河、利周河，总流域面积为４　５０６．５ｋｍ２，占全县总流域面积的

８０．８１％。流入南盘江的有旧州河、板坚河、板仰河、板干河等，总流域面积为８８２．２ｋｍ２，占

全县总流域面积的１５．８２％。全县地表水年径流量为１８．０１亿ｍ３，但这一地表水大部分流入江

河，用于农田灌溉的只有７　５００万ｍ３。全县有大小山塘水库６９座，有效库容１　８３８．１万 ｍ３，有

效灌溉面积为１３．８７万亩；引水工程１２　０８９处，有效灌溉面积为９．１４万亩。石灰岩地区由于溶

洞多，流水下漏，地表水缺乏，而地下水埋藏深浅不一，西北及东北部较深，南部较浅，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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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径流大小不一，除自然冒出地面被引用来灌溉农田之外，大量的水力资源长年埋在地下，有

待开发利用。

（四）植被

田林县的植被有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以自然植被为主。自然植被属于南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林带，为半湿润亚地带的桂西植被区，以亚热带旱生性和中生性植被为主。原生植被多

被破坏，为次生林更替。栎类林及马尾松林占林地面积的２７．９％；阔叶林 （枫、桦、柯、栲、

梓、椎、椿、楝）占９．２％；荒山植被为禾本科草与灌木丛类型，占６０．９％；人工经济林约占

２％。从垂直分布来看，高山矮林植被分布在岑王老山山顶。海拔１　８００ｍ以上，是杜鹃花科—

箭竹灌丛植被，主要有杜鹃、箭竹红火笼和草本植物的鞭打绣球等种类；阔叶林或常绿阔叶林

主要分布在岑王老山海拔１　２００～１　８００ｍ的山坡上，以高山栲、枫等阔叶树为主的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为主；落叶栎类林全县均有分布，海拔在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０ｍ，以栎类为优势树种，以

栓皮栎、白栎和麻栎为主的群落，约占２２．４％，与栎林伴生的有松、毛杨梅、枫等树种及中旱

生草类；针叶林是以细叶云南松、马尾松、油杉为主的群落，约占５．５％，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　０００ｍ以下的百乐、利周、潞城等乡；草坡、灌丛草坡和稀树灌丛草坡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　０００ｍ以下的驮娘江、南盘江、乐里河、八桂河等河谷地带，木本树种有油甘子、山槐、千层

纸、木棉芒木、枫香等，禾本科草有以五节芒、芭芒、蕨等为主的高草群落，约占１９．６％，以

白茅、龙须草、扭黄茅为主的中草群落，约占２８％；北热带季雨林分布在八渡、那比、八桂、

六隆等地沟谷部分，海拔在２５０ｍ以下，有乔木、灌木、藤木和草本植物，主要有木棉、鸭脚

木、泡桐、牛奶果、山芝麻、龙须草、扭黄茅等。人工植被主要有农田农地、杉木林、松木

林、竹类、油茶林、油桐林、八角林、茶林、果园等。农田农地分布在河溪两岸、山间谷地，

类型有稻—稻、稻—稻—蔬菜、玉米—稻、瓜菜—稻；旱地一般分布于山地下部或山间平缓坡

地上，分散且面积不定，主要栽培玉米、旱稻、小米、高粱、番薯、山芋、芭蕉芋、甘蔗、豆

类、瓜菜套种。果树主要有柑、橙、柚、黄皮果、木瓜、阳桃、梨、菠萝、石榴、芭蕉、李、

桃、枣、板栗、核桃、柿、杧果、龙眼、荔枝等。

四、农村经济概况

（一）乡 （镇）人口与劳动力

２０１０年末，全县共有乡 （镇）人口２５．３８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２２．９３万人，劳动力１３．８４
万人，从事农业人员１３．４１万人，占乡 （镇）劳动力总数的９６．８９％。

（二）农业总产值和人均产值

１．农业产值

２０１０年末，全县农业总产值为１３３　３１２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为５８　４４８万元，占农业总产

值的４３．８４％；林业总产值为３２　８１０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４．６１％；牧业总产值为３７　８８３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８．４２％；渔业总产值为１　８１７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３６％；农林牧渔服

务业总产值为２　３５４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７７％ （见表１－１）。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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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田林县２０１０年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项　　目 总产值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 备注

农业 １３３　３１２　 １００ 当年价

种植业 ５８　４４８　 ４３．８４ 当年价

林业 ３２　８１０　 ２４．６１ 当年价

牧业 ３７　８８３　 ２８．４２ 当年价

渔业 １　８１７　 １．３６ 当年价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２　３５４　 １．７７ 当年价

２．人均产值收入情况

２０１０年末，县域生产总值为２２９　５４３万元 （现行价），人均县域生产总值为９　８２３元 （现行

价）。每户农业人口的纯收入为３　３７８．０５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５　７１０．１９元。

３．交通、通信状况

田林县是我国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黄金走廊之一，国道３２４线、南昆铁路、百隆高速公路穿

境而过，纳入管养的公路干线、支线和地方公路总长７２４．１ｋｍ，至２０１０年，境内公路有国道

９３ｋｍ、省道８３ｋｍ、县道５０２．４２ｋｍ、乡道７２．０３ｋｍ、村道１７５．９２ｋｍ，１４个乡 （镇）６０个村

通汽车，通车村数占总村数的６５．３８％，所有乡 （镇）都有客车往返运行。由县城到各乡 （镇）

均通柏油路，由乡 （镇）驻地到各村民委都修通了机耕路以上的公路；全县达到三级公路等级

的里程为１０２ｋｍ，四级公路为４０６．５２ｋｍ，等外公路为４０９．７４ｋｍ。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中国电

信公司、中国联通公司通信信号可覆盖全县范围，实现了村村通电话、电视信号，手机、电

话、电视在农村家庭已广泛普及。

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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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以山谷 （指旱稻，当地习惯称为 “山谷”）、番薯、高

粱、小麦、大豆、豌豆、饭豆等为辅；经济作物主要种植甘蔗、油菜、木薯、烤烟、芭蕉芋、

蚕桑、茶叶、花生、芝麻等；果树种植三月李、三华李、杧果、柚子、柑橘、橙子、葡萄、

桃、柿、枇杷、芭蕉、西贡蕉、板栗、山楂等；蔬菜种植番茄、辣椒、茄子、苦瓜、冬瓜、豆

角、菜豆、萝卜、芋头、莲藕、甘蓝及白菜类、叶菜类等；食用菌以种植特色品种灵芝、云耳

为主，以大众化的白背耳、香菇、平菇、凤尾菇等为辅；畜牧水产养殖有猪、牛、羊、鸡、

鸭、鹅、鸽、鹌鹑、兔及鱼类等。随着农村土地经营体制的变更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变化，田林

县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一、农业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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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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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林县委和县政府加大投入发展农业生产。１９５２年１月至１９５３年，通过土地改革，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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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修水利和深耕改土，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推广种植

双季稻，６０年代推广水稻矮秆良种和推广种植特色三月李，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种植杂交

水稻，８０年代除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外，还推广种植杂交玉米，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

些举措使田林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经济的渐进增值和

农民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作物品种由低产向高产性能演变，施肥方式由过去仅施有机质肥进

步到有机质肥与化肥配合使用等。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如杂

交制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免耕技术、“三避”技术、间套种技术、病虫鼠害综合防治

技术、中低产土壤改造技术等及诸多节水、节肥、节药、节能、节地等技术的推广应用，使粮

食产量不断提高，久困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逐步完善，农

业生产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形成粮食生产稳定、经济作物发展势头良好的生产新格局，逐步

实现农业种养结合、生态和谐，农业生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２０１０年，粮食总产量为８５　４６３ｔ，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６４　８２８ｔ，增长３．１４倍；农业总产值为

１３３　３１２万元，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１３２　３０１万元，增长１３０．８６倍；种植业总产值为５８　４４８万元，比

１９５２年增加５７　９１６万元，增长１０８．８６倍 （见表１－２）。
表１－２　田林县主要年份农作物产量及产值表

年份
粮食总产量

（ｔ）

农业总产

值 （万元）

种植业总产值

（万元）

种植业总产值

占农业总产

值的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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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２　 ２０　６３５　 １　０１１　 ５３２　 ５２．５８ — — 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

１９５５　 ２３　９７５　 １　３３５　 ６３７　 ４７．６９　 ３２４　 ９．７０ 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

１９６５　 ３３　２５５　 ２　２９９　 ８１２　 ３５．３３　 ９６４　 ５．５８ 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

１９７５　 ５１　９００　 ４　５３４　 １　３８９　 ３０．６３　 ２　２３５　 ７．０３ 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

１９８５　 ５８　４８０　 ５　０４７　 ２　１５４　 ４２．６８　 ５１３　 １．０８ 按１９８０年不变价

１９９５　 ８２　８９１　 ２６　０６４　 １３　３１９　 ５１．１０　 ２１　０１７　 １７．８４ 现行价

２０００　 ８４　３４９　 ４６　８４８　 ２４　００１　 ５１．２３　 ２０　７８４　 １２．４４ 现行价

２００７　 ８５　９３４　 ８１　６１９　 ３９　２１３　 ４８．０４　 ３４　７７１　 ８．２５ 现行价

２０１０　 ８５　４６３　 １３３　３１２　 ５８　４４８　 ４３．８４　 ５１　６９３　 １７．７６ 现行价

注：增长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作物构成及耕作制度

田林县种植业农作物品种构成：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按常年播种面积大小排名依

次是玉米、水稻、山谷、番薯、豆类；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是甘蔗，其后依次是蔬菜、木

薯、水果、油菜籽、烟叶、花生、棉花等。主要耕作制度：水田有早稻—晚稻—冬闲 （或犁

晒），早稻—晚稻—冬种 （豌豆、马铃薯、蔬菜、绿肥等），早稻—番茄、辣椒或秋瓜菜等，早

藕—晚稻，春烟叶—晚稻—蔬菜，春烟叶—晚稻等耕作制度；旱地有早玉米—其他作物 （番

薯、辣椒、花生、豆类、蔬菜等），早玉米—晚玉米 （间种番薯）等耕作制度；冷凉中山区有

中稻＋小麦；一年一造制的有糖蔗、果蔗、木薯、莲藕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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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发展现状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田林县农业紧紧围绕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

增强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巩

固和完善粮食、蔬菜、八渡笋、水果、甘蔗、食用菌 （灵芝、云耳）等主导产业。各种农作物

新品种和农业新技术在全县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农产品品质明显改

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的方向发展。田林县农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农产品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的生产开始起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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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六隆镇、八渡瑶族乡的八渡笋种植区，平塘

乡、八桂瑶族乡的烟草种植区，乐里镇的食用菌种植区，潞城瑶族乡的三月李种植区，利周瑶

族乡的优质稻种植区；三是农业生产综合集成技术推广应用面广。

（一）农作物面积、产量及产值

根据２０１０年统计，田林县农业人口人均产粮３７２．２ｋｇ，产甘蔗１　７０２ｋｇ，产新鲜蔬菜

３５９．６ｋｇ，产水果４２．２ｋｇ，产木薯２１．４ｋｇ，产油１．２ｋｇ；当年农作物种植面积为４８８　００６亩，

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２９７　６９０亩、甘蔗种植面积为８９　６５５亩、蔬菜种植面积为６５　８６５亩、木

薯种植面积为１３　６２０亩、水果种植面积为１３　６１６亩、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７　５６０亩；粮食作

物总产量为８５　３９３ｔ、甘蔗总产量为３９０　３４１ｔ、水果总产量为９　６８１ｔ、蔬菜总产量为８２　４６８ｔ、

木薯总产量为４　９０３ｔ、其他经济作物总产量为４４５ｔ。

农业总产值达１３３　３１２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达５８　４４８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４３．８４％），农业人口人均农业总产值为５　８１２．７５元、人均种植业总产值为２　５４８．４８元。田林县

２０１０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 （见表１－３）。
表１－３　田林县２０１０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

项　目 播种面积 （亩） 单　产 （ｋｇ／亩） 总　产 （ｔ）

一、水稻 １０９　９６５ — ４０　７７５

　　１．早稻 ３４　０８０　 ４３６　 １４　８５４

　　２．中稻 ５５　６０５　 ３４４　 １９　１３２

　　３．晚稻 ２０　２８０　 ３３５　 ６　７８９
二、玉米 １６６　０９５　 ２５２　 ４１　８７０
三、山谷 １１　４４５　 １５５　 １　７７６
四、番薯 ５　８０５　 １１０　 ６４１
五、大豆 ４　３８０　 ７５．６　 ３３１
六、甘蔗 ８９　６５５　 ４　３５４　 ３９０　３４１
七、蔬菜 ６５　８６５　 １　２５２　 ８２　４６８
八、木薯 １３　６２０　 ３６０　 ４　９０３
九、水果 １３　６１６　 ７１１　 ９　６８１
十、油菜籽 ６　０３０　 ４１　 ２５０
十一、烟叶 １　２００　 １３３　 １６０
十二、花生 ２１０　 １２４　 ２６
十三、棉花 １２０　 ７５　 ９

数据来源：田林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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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田林县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霜期短，雨热同季，对农业生产非常

有利。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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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低产耕地面积大

田林县年亩产６００ｋｇ以下的低产耕地面积约有１０．３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４０％，其中水

田３．４万亩，旱地６．８７万亩。水田主要为水源灌溉条件差、耕层较浅的田或无水源灌溉的望天

田。

２．肥料施用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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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施用

少量氮肥外，施用磷、钾肥的极少，有机肥、磷肥及氮肥投入不足。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

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结果及提交的措施，逐渐增加推广施用有机肥及氮、磷、钾肥，同时恢

复绿肥种植，将作物秸秆还田，但磷、钾肥施用量仍然偏少。９０年代后期至今，种植结构不断

调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农村劳动力减少，虽然农村牲畜饲养量逐年增加，但有机肥的施用

主要侧重于蔬菜等作物，整体上是逐年减少的。虽然氮、磷、钾肥的施用量明显增加，但施用

比例不合理，经济收益高的作物普遍存在氮、磷肥施用过量的现象。

３．部分旱作作物良种应用还未普及

田林县水稻、玉米良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但花生、豆类等作物基本上还是应用农民自

留的常规品种。

４．农业设施不够完善

水田灌溉绝大部分排灌系统不配套，排灌不分家，处于串灌串排、自流灌溉状态，水肥流

失严重，极少做到缺水能灌、渍水能排。部分地下水位高或地处低洼的水田，水分长期处于饱

和与渍水状态，土壤产生潜育化，还原性有毒物质多，土壤湿度低，肥料分解慢，有效养分缺

乏。

５．用地与养地失调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推行水田采用 “早稻＋晚稻＋绿肥”或 “中稻＋绿肥”的种植模式，

旱地采用玉米间种大豆或番薯的种植模式，并将秸秆还田，加上农家肥施用量较大、化肥施用

量较少，耕地质量较好。９０年代以来，种植绿肥和养地作物面积减少，作物秸秆利用不充分，

农家肥投入相对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加上薄膜、农药等化学品投入量增多，耕地质量逐年

下降。

（三）施肥现状调查

１．主要作物施肥现状分析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前，田林县主要作物农户施肥情况分析如下。

（１）水稻

水稻施用的有机肥品种主要是农家肥，其次是绿肥，农家肥中厩肥 （猪、牛栏粪）占大部

分，绿肥主要是苕子等，兼用绿肥有冬种油菜、马铃薯、辣椒、蚕豆、豌豆、番茄等。施用的

化肥品种主要是单质肥料，部分施用复合 （混）肥。

①早稻：厩肥每亩施用５００～８００ｋｇ，绿肥每亩翻压 （鲜重）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ｋｇ，一般很少两

种肥料同时施用，同时配合施氮、磷肥或复合 （混）肥作基肥，化肥追肥主要作分蘖肥或壮苗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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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施用，很少作穗肥和粒肥。氮肥基肥占施用总量的４０％～５０％，追肥占５０％～６０％；磷肥

中，施用单质磷肥的全作基肥，施用复合 （混）肥作基肥及追肥各占５０％左右；钾肥基本上作

追肥施用。根据调查统计分析，田林县早稻不同施肥水平、平均产量见表１－４。

表１－４　田林县早稻不同施肥水平及平均产量对照表

水平
肥料种类及每亩用量

Ｎ （ｋｇ） Ｐ２Ｏ５ （ｋｇ） 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ｋｇ）

亩产

（ｋｇ）

１　 １０．６　 ２．６　 ５．６　 １－０．２５－０．５３　 ３９９

２　 １１．１　 ３．１　 ５．９　 １－０．２８－０．５３　 ４２７

３　 １１．３　 ３．２　 ６．１　 １－０．２８－０．５４　 ４６９

４　 １３．０　 ３．４　 ５．８　 １－０．２６－０．４５　 ５１４

②晚稻：前茬为水稻的水田，一般不施用有机肥，只施用少量的氮肥、磷肥 （有的不施磷

肥）作基肥，然后再追施氮肥、钾肥。根据调查统计分析，田林县晚稻不同施肥水平、平均产

量见表１－５。
表１－５　田林县晚稻不同施肥水平及平均产量对照表

水平
肥料种类及每亩用量

Ｎ （ｋｇ） Ｐ２Ｏ５ （ｋｇ） 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ｋｇ）

亩产

（ｋｇ）

１　 ９．０　 ２．６　 ２．７　 １－０．２９－０．３０　 ２９７

２　 １０．３　 ３．２　 ３．９　 １－０．３１－０．３８　 ３１９

３　 １１．０　 ３．０　 ４．１　 １－０．２７－０．３７　 ３７８

４　 １１．７　 ３．２　 ５．９　 １－０．２７－０．５０　 ４２９

（２）玉米

玉米施用的有机肥品种主要是农家肥，以猪、牛厩肥为主。化肥品种是单质化肥和复合

（混）肥，氮、磷、钾比例以１２∶４∶９最多，也有少部分用高浓度，氮、磷、钾比例为１５∶

１５∶１５。施用氮肥品种主要是尿素等单质肥料。根据调查统计分析，田林县玉米不同施肥水

平、平均产量见表１－６。

表１－６　田林县玉米不同施肥水平及平均产量对照表

水平
肥料种类及每亩用量

Ｎ （ｋｇ） Ｐ２Ｏ５ （ｋｇ） 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ｋｇ）

亩产

（ｋｇ）

１　 ９．４　 ２．５　 ３．２　 １－０．３８－０．３４　 ２８９

２　 １０．２　 ２．７　 ３．１　 １－０．２６－０．３０　 ３４６

３　 １０．６　 ２．９　 ３．３　 １－０．２７－０．３１　 ３７９

２．主要作物施肥现状评价

（１）水稻施肥水平、结构、方法等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田林县多年田间肥效试验、土壤养分分布特点、农民施肥习惯、单产水平、作物需肥

规律，结合施肥决策系统软件运算结果和养分平衡施肥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知，在田林县

水稻作物施肥中，早稻普遍偏施氮肥、磷肥，施钾肥偏少，氮、磷、钾比例不协调，双季稻区

的晚稻，钾肥施用量明显不足。此外，施用中、微量元素肥的面积不多，除农民施用复合

（混）肥、普钙、钙镁磷肥和中量元素钙镁硫肥以及少部分推广施用含微量元素的配方肥、复

合 （混）肥外，基本上不直接施用中、微量元素肥。在施肥结构上也不十分合理，表现为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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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施用钾肥，氮肥只侧重作分蘖肥和拔节肥施用，而不用作穗肥、粒肥，造成各生育期内养分

分配不均衡，水稻生长后期脱肥。从整体施肥情况看，田林县局部地区水稻施肥趋于合理，大

部分地区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氮肥偏多，钾肥、有机肥不足，大量元素比例失调，不注重中、

微量元素肥的使用，施肥时期不够合理。

（２）玉米施肥水平、结构、方法等的合理性分析

田林县玉米平均单产很低，除个别年份出现严重干旱造成重大影响之外，与施肥水平、结

构、方法有密切关系。有机肥的施用受条件限制普遍不足，氮肥偏多，磷、钾肥施用水平极

低，特别是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种植区长期少施或不施磷、钾肥。微量元素肥除施用含有

硼、锌等复合 （混）肥之外，很少施用单质微量元素肥。在施用方法上，有机肥、微量元素肥

全部作基肥，氮肥、钾肥很少作基肥，主要结合中耕培土追施拔节肥或壮秆肥，极少施苞肥和

粒肥；施用复合 （混）肥的也很少施基肥，大部分一次性作拔节肥。从总体施肥情况分析，玉

米施用有机肥、氮肥较足，施用磷肥、钾肥、微量元素肥明显不足，氮、磷、钾比例失调，施

用期不合理，难以获得高产。

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概况

一、第一次土壤普查前后田林县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

田林县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第二个时期是

１９５６～１９８３年，由于各个时期的生产条件、耕作制度、施肥水平不同，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上

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种植结构的调整，耕作制度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复种面积逐年增加，耕地得到比较合理、充分地利用，保养管理技术水平

逐步提高。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全部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耕作制度，农作物种植每年一季。水田绝

大部分种植单季稻，收了稻谷后，有水源的泡田过冬，无水源的冬翻晒田，少数冬种小麦、油

菜等作物，不能翻犁，需待来年有小雨才翻土；旱地大多数只种一造玉米，少数收了玉米后种

植番薯。水田、旱地基本上实行一年一熟制，极少种植养地作物，所施用的肥料主要是农家肥

（以牛栏粪为主）、石灰、草木灰或草皮灰，化肥比较缺乏，土壤肥力很低。在对耕地的利用和

保养管理上基本属于低投入与低产出阶段。从１９５６年起，田林县根据各地水源及气候条件情

况对耕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到第二次土壤普查前的１９７９年止，田林县水田利用方式 （种

植模式，轮作制度）主要有如下几种：稻＋稻、单季稻、玉米＋晚稻、稻＋稻＋绿肥、稻＋稻

＋油菜 （或蚕豆、豌豆）、冷凉中山区中稻＋小麦、中稻＋绿肥 （或豌豆）、双季稻 （单季稻）

田翻冬休闲。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早、中玉米大多是采用单纯种植，１９５７年以后逐步推广间作套

种技术，田林县旱地利用方式为：玉米＋玉米，玉米 （间作豆类）＋番薯，中玉米＋番薯，中

玉米套种、间种大豆 （饭豆、四季豆等），中玉米＋油菜，早大豆 （早花生）＋晚稻，边远

“望天田”改种旱作等，这些种植模式有利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１９８０年，粮食总产达

６８　０９７．８ｔ，比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２年增产４７　４６２．８ｔ，增长２３０．０％。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土壤普

查后，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冬季油菜或苕子绿肥，养地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部分地区实

行秸秆还田，有机肥利用量增多，耕地质量显著提高，耕地复种面积也大幅度增加。至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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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县实行早玉米 （间种大豆或套种竹豆绿肥）＋晚稻的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６　４００亩增加到

７９　８００亩，旱地玉米间套种大豆、花生、竹豆及瓜类３２　１００亩，占玉米种植总面积的４０．２％，

当年粮食总产达到４１　６９５ｔ，全县人均产粮３２４．４ｋｇ。这一时期施用的肥料主要是有机肥，品种

有厩肥 （猪、牛栏粪）、水粪、草木灰等，极少化肥施用。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推广施用碳

酸铵、氨水等商品氮肥，６０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施用普钙、磷矿粉等商品磷肥，７０年代中期开

始推广施用商品钾肥，由于当时生产队集体收入低，购买和施用化肥的数量十分有限，作物施

肥仍以有机肥为主，在有机肥源不足的情况下，积制土杂肥和采集野生绿肥翻压补充。据统

计，至１９７５年，田林县每年种植专用绿肥 （苕子、红花草）的面积达１６　４０５亩，年末生猪存栏

１４　１４５只，年末牛存栏３５　３２８头，年末马、驴、骡存栏１５　４７５匹 （头），年末山羊存栏２　８０４只，

为积制大量的有机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土壤普查 （１９５８年）以后，大规模的平整土地、旱改水工程、客土进田、深耕改

土、野生绿肥压青、大种绿肥、发展畜牧养殖业 （圈猪积肥的前提条件）、科学排灌、轮作等

改土培肥实践，表明人们不仅可以改变土壤的不良性质，还可以改变成土过程的某些方向，甚

至快速培育出新的肥沃度较高的土壤，迅速提高土壤肥力和土壤生产力。如传统的客土法改良

土壤，用草皮泥、岩窝泥、河沟泥放到水田或旱地，每亩一次放２００～４００担，这一措施见效

快，改土作用大，不仅能加厚耕层、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还能获较大幅度的增产。

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田林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平整土地、砌墙保土、坡改梯、深耕改土和田园化工

程，在有水源条件的地方建设引、蓄、堤水利灌溉网，部分地方实行旱改水耕作，耕地基础设

施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先后建成大小水利工程１２　４５４处，

其中蓄水工程小 （一）、小 （二）型水库１６座，小塘坝５３座，总库容２３　８０８万 ｍ３，有效库容

１　８３８．１万ｍ３；有效灌溉面积为１４　０００亩，实际灌溉面积为１１　０００亩；引水工程１２　０８９处，比

１９４９年增加１１　９２９处，引水流量为２７．７ｍ３／ｓ，枯水流量为１５．２ｍ３／ｓ，有效灌溉面积为９１　４００

亩，占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的８１％，保证灌溉面积为６４　３００亩；堤水工程２０３处，有效灌溉面积

为３　１４８亩。全县旱涝保收耕地面积达到了１２．８８万亩，其中有５．９８万亩达到高产稳产地力水

平。

二、第二次土壤普查后田林县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

第二次土壤普查后田林县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年，第二个时期是１９９１年至今。１９８４年以后，随着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的逐步应用和农村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 “双杂”良种等农业实用新品种、新技术的普遍推广，肥料施用量

急剧增加。针对土壤普遍严重缺磷缺钾的状况，田林县大面积增施磷、钾肥。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农村牲畜、禽类饲养量大幅度增加，农家肥产量及投入量增加，加上秸秆还田面

积进一步扩大，耕地质量明显提高，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粮食产量稳步

上升，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１９９１年以来，田林县对种植业结构做了重大调整，部分

水田耕作制度有所改变，由双季稻改为稻＋稻＋菜、稻＋稻＋秋冬种，中稻冬闲改为中稻＋秋

冬种等轮作制，肥料的施用结构、水平和方法变化较大，特别是种菜施肥水平较高，并利用豆

秆、椒秆翻压入田，耕地土壤养分比较富足，在菜区基本上培育形成了高产稳产农田。到２０１０
年止，全县该类农田面积达６．８８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３８．０５％。这一时期内，由于劳动力外

田林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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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金投入等原因，牲畜、禽类饲养量减少，绿肥种植面积下降，有机肥投入明显减少，大

部分耕地过度依赖化肥，对耕地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旱地，农家肥的投入比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减少了５０％左右，对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１９８４年起，田林县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养分的检测结果，进行合理的耕地保养管理，

针对全县耕地普遍缺磷缺钾的状况，采取增施磷、钾肥为主的化学技术措施，使磷、钾肥施用

面积和总量大幅度增加。到２０１０年，全县磷肥施用总量为６　５８６ｔ，比第二次土壤普查前１９８０
年的２７２．９ｔ增加了６　３１３．１ｔ，增长２３．１３倍；钾肥施用总量为１　６４６．５０ｔ，比１９８０年的２２．６４ｔ
增加了１　６２３．８６ｔ，增长７７．７３倍 （见表１－７）。特别是１９８７年以来，田林县通过各种渠道争

取项目资金投入，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农业项目，耕地质量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耕地

利用与保养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政府组织实施 “百色地区百万亩粮食增产综合

技术开发”“河池、百色两地区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技术开发”等项目，建立健全中心示范区

面积１．５６万亩，辐射带动面积５．５８万亩，种植模式上示范推广中玉米间套种大豆、四季豆，

中稻或双季稻＋冬种绿肥等，增施有机肥，推广平衡施肥及杂交良种技术措施，取得了良好的

改良培肥和增产增收效果，这一技术模式至今仍在应用，对改良培肥中低产耕地起到了示范及

辐射带动作用。１９９３年，田林县被列为广西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县，围绕提高粮食单产，

大力推广良种、平衡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肥料施用比较充足，配比趋于平衡，增产

效果显著，多年来各项技术得到持续示范推广应用，促进了耕地质量的提升。２００６年以来，国

土资源局、桂西项目投入巨资进行土地平整项目建设，将旱坡地改为梯地，水田修建机耕路和

灌溉水渠，路渠配套完善，平整耕地３．５４万亩。水利局、烟草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对农田、烟

地耕地进行路渠配套工程建设，灌溉水渠全部采取 “三面光”硬化，路渠系统配套齐全，受益

田 （地）达２万亩。田林县通过实施以上重大项目，农田基础设施得到较大的改善，为农田灌

溉、机耕作业、物资产品运输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耕地质量建设，带动了一系列现代农

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持续发展。
表１－７　不同年度化肥品种及用量变化表

单位：ｔ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氮

肥

合计

其中

数量 ３１０．００　 ３　３９７．００　 ３　１６７．００　 ３　３３５．８１　 ３　２４６．８５　 ４　３４２．００　 ４　１９３．００

折纯氮 ７６．８２　 ６７４．４６　 ５２４．９３　 １　２３９．８１　 １　１２８．４３　 １　６３２．７６　 １　６５０．００

硝酸铵 — ３１．００　 ８２．８２　 ７５．００　 ５４．００ — —

碳铵 — ６０５．００　 １　４３２．８５　 １　４２９．８５　 １　３５８．８５　 １　２５６．００　 ９００．００

尿素 ５７．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３６３．６２　 １　８３１．００　 １　８３４．００　 ３　０８６．００　 ３　２９３．００

氨水 — ２　４６２．００　 １　８５７．１７ — — — —

硫酸铵等 ２５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３２７．９５ — — — —

磷肥
数量 １８２．００　 ５３５．００　 ２７２．９０　 ４６１．８８　 ６５２．８６　 ３　５６０．００　 ６　５８６．００

折纯磷 ２５．４８　 ７４．００　 ３８．２１　 ７４．００　 １２７．９０　 ４２７．２０　 ７９０．３２

钾肥
数量 — ４７．００　 ２２．６４　 ２８０．５１　 ３７６．１３　 １　２３０．００　 １　６４６．５０

折纯钾 — ２２．５６　 １０．８６　 １４３．９８　 ２１７．０４　 ６８８．８０　 ９８７．９０

复合 （混）肥 — ４０．００　 ８７１．０５　 ９３．４０　 ３６５．００　 ４　５６０．００　 ６　５８６．００

桐麸 — — — ２２８．００　 ３１６．０９　 ４０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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