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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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城县位于广西中部偏北，东与鹿寨县毗邻，西与罗城县、宜州市接壤，南与柳州市郊

区、柳江县相连，北与融安、融水两县交界。地理坐标为北纬２４°２６′～２４°５０′、东经１０８°３６′～

１０９°５０′，县境内东西最大横距７９ｋｍ，南北最大纵距４７ｋｍ。行政区域总面积２　１０９ｋｍ２，约合

３１６．４万亩＊，其中陆地面积３０１．２万亩，占９５．２％ （含耕地面积１１７．５万亩，森林面积７０．９５万

亩），水域面积１５．２万亩，占４．８％ （见附图）。

柳城县辖大埔、龙头、太平、沙埔、东泉、凤山、六塘、冲脉、寨隆９个镇和社冲、马山、

古砦３个乡，下设１２１个村委会，１６个社区居委会，１　３９３个村民小组，人口４０．７９８　８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３４．７７４　９万人。

二、土地资源概况

全县耕地地力评价面积１１７．４９万亩，其中水田２７．９１万亩，占评价面积的２３．７５％；旱地

８９．５８万亩，占评价面积的７６．２５％ （见表１－１）。

表１－１　柳城县耕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土壤类型 面积 （万亩） 占总面积 （％）

水田
灌溉水田 ２３．６２　 ２０．１０

望天田 ４．２９　 ３．６５

旱地
旱地 ８４．３１　 ７１．７６

菜地 ５．２７　 ４．４９

合计 １１７．４９　 １００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亩＝１１５ｈｍ
２＝１０　０００１５ ｍ２≈６６６．７ｍ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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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条件

（一）气候条件

柳城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光照、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县域内气候地域

差异不大。年平均日照时数１　６４７．６小时，年平均温度２０．２℃，月平均气温最高是７月、８月

份，最低是１月、２月份，极端最高气温３９．４℃，极端最低气温－２．５℃。年平均降水量

１　３２５ｍｍ，多集中在４～８月份，年均无霜期３３４天。

（二）水文条件

柳城县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主要有融江、龙江，属西江水系。大小河流年径流量３８４．１８
亿立方米，可利用水量５．４７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４．１１亿立方米。融江发源于贵州的独山，

由北向南纵贯县境，集雨面积２６　７５２ｋｍ２，县境内河段长７０ｋｍ，平均年径流量２５６．１亿立方

米；龙江发源于贵州的九纤至荔波一带，沿县境内由西向东流，集雨面积１５　８７０ｋｍ２，县境内

河段长４０．８ｋｍ，平均年径流量１２２．２７亿立方米，两河于凤山镇汇合后称柳江。另外，境内集

雨面积大于５０ｋｍ２的小支流有５条，分别是沙埔河、东泉河、大帽河、杨柳河和保大河。有中

型水库４座 （大龙水库、安乐水库、峨侣水库、独山水库），小型水库５８座。

（三）地质条件

柳城县西北部地势较高，由东西两面向中部融江递降。融江自北向南流，将县域划分为东

西两大块。东部是越城岭余脉边缘，为丘陵和台地；西部系九万大山末端，为岩溶石山和丘陵

交错地区；融江沿岸以低丘平原为主，地势平缓。西北部海山海拔７７４ｍ，为全县最高峰。地

貌的总体特征是以岩溶残蚀型峰林平原和峰丛洼地为主，低山丘陵穿插其中。东西部属于岩溶

山地，地势自东向西递降。沿岸地区岩溶山与丘陵交错，属低丘陵坡地。

柳城县土种繁多，表露出的岩层以泥层系、石炭系、二叠系的石灰岩、砂页岩、石灰岩夹

杂白云岩、白云岩和页岩较多。地形与地质构造相一致，泥盆系及二叠系的石灰岩、砂页岩受

断裂和褶皱的影响发育而形成，山岭与谷地走向均与构造相一致。碳酸盐岩在县内分布广，面

积大，有岩溶地形的过渡性特点，峰林、孤峰、谷地石芽裸露，多为石灰岩、灰岩和砂岩。在

龙江、融江河流两岸可见到两三级河流阶地，相对高度在１０～２０ｍ不等，河流两岸形成堆积地

貌和冲积母质。

（四）植被

境内自然植被多分布地西北石灰岩地区，山岭、丘陵多为常绿叶和阔叶混交林，全县境内

无论石山、土山均无原始植被，目前县境内森林覆盖率为２３．７８％，大部分是人工植被。县内

土岭、山岗多为一些藤灌群丛，常见的有桃金娘、芒萁，东南面有零星松树。

四、农村经济概况

（一）农村人口与劳动力

２００９年末，全县农业人口３４７　７４９人，农村劳动力２１８　８００人。农村从业人员２０９　１００人，农

村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９５．５７％。

柳城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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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总产值和人均产值

１．农业总产值

２００９年末，全县农业总产值３１６　５８８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１９２　７１１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的６０．８７％；其他农业产值１２３　８７７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９．１２％。种植业中，粮食作物总产

值３１　８００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１６．５０％，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０．０４％；经济作物总产值９１　４２４
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４７．４４％，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８．８８％；蔬菜总产值３４　３８２万元，占种植

业总产值的１７．８４％，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０．８６％；茶、桑、果总产值１８　６５３万元，占种植业总产

值的９．６８％，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８９％；其他种植业总产值７　７３７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４．０１％，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４４％；粮食作物副产品总产值６８９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０．３６％，占农业总产值的０．２２％；经济作物副产品总产值８　０２６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４．１６％，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５４％ （见表１－２）。
表１－２　柳城县２００９年农业总产值

项　目 总产值 （万元） 占种植业总产值比例 （％） 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

农业总产值 ３１６　５８８

一、种植业 １９２　７１１

　　１．粮食作物 ３１　８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０．０４

　　２．经济作物 ９１　４２４　 ４７．４４　 ２８．８８

　　３．蔬菜 ３４　３８２　 １７．８４　 １０．８６

　　４．茶、桑、果 １８　６５３　 ９．６８　 ５．８９

　　５．其他种植业 ７　７３７　 ４．０１　 ２．４４

　　６．粮食作物副产品 ６８９　 ０．３６　 ０．２２

　　７．经济作物副产品 ８　０２６　 ４．１６　 ２．５４

二、其他农业 １２３　８７７　 ３９．１３

２．人均产值收入情况

２００９年末全县农业总产值３１６　５８８万元，农业人口人均生产总值９　１０３元。农业人口人均

纯收入为４　８２６元。

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历史

１９８８年以来，柳城县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

策，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实施建设 “农业强县”战略，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行 “订单农业”，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根据柳城县实际情况，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糖料生产、水果业、蔬菜业、桑蚕

业，推进农业综合开发，认真落实县党委、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农业稳县、工业强县、三产富

县、科技兴县”工作思路，通过不断深入农村改革，全面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加强科技进步，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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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认真抓好 “绿色工程”“种子工程”“三田”建设，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强开放意识，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获得了

全面发展。

１９８８年以来，柳城县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大面积粮食增产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建立了

粮食自给工程、商品粮基地建设工程、糖料蔗基地建设工程和种子产业化建设工程，并实施了

“农田优质、高产、高效”“吨粮田”“吨糖田”“万元田”“万元果园”“万元菜园”的综合开发

政策。建立了优质稻生产基地、杂交稻制种基地、蔬菜基地等一批科技示范基地，实施农业生

产高产、高效、优质研究，并开展试验、示范、推广应用等工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强大的

带动和辐射作用，大大地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８年间柳城县虽遭受了１９８８年的 “８·１９”、１９９４年的 “６·１７”、

１９９６年的 “７·１９”等特大洪涝灾害，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

的特大秋、冬、春旱，以及１９９２年１月６日至８日、１５日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下旬至２０００年１月

上旬、２００３年１月上旬历史罕见的霜冻、冰冻灾害，但全县农业生产仍获得连年增产丰收，农

民收入逐年提高。

２００５年粮食播种面积３８　６８９ｈｍ２，比１９８８年的３９　１３３ｈｍ２减少４４４公顷；粮食总产

１７１　０８３ｔ，比１９８８年的１０４　８６４ｔ增加６６　２１９ｔ，增长６３．１５％；２００５年农业产值１３２　２２４万元，

比１９８８年的１２　６８３万元增加１１９　５４１万元，增长９４２．５３％；农民人均纯收入２　９０５元，比１９８８年

的５２７元增加２　３７８元，增长４５１．２％。１８年来，农业生产产业结构正逐步调整，规模正在逐年

增大，农产品正在不断优化，市场不断激活，特色品种正被看好，新品种开发火热进行，已经

形成农业生产亮点频现的大好局面。

２００９年粮食播种面积３１　９１３ｈｍ２，比１９８８年的３９　１３３公顷减少７　２２０公顷；粮食总产

１５５　９６４ｔ，比１９８８年的１０４　８６４ｔ增加５１　１００ｔ，增长４８．７３％；２００９年农业产值１９３　３５９万元，

比１９８８年的１２　６８３万元增加１８０　６７６万元，增长１　４２４．５５％；农民人均纯收入４　８２６元，比１９８８
年的５２７元增加４　２９９元，增长８１５．７５％。

二、农业生产基本情况

柳城县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农业设施正逐步完

善，适合多种作物 （如水稻、甘蔗、果、桑、玉米、食用菌）生长，有利于实施区域农业综合

开发。近年来，柳城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围绕 “和谐创业、富民强县”战略，落

实科学发展观，用工业的理念抓农业，跳出农业抓农业，坚持 “稳粮蔗、优果、壮桑蚕”的思

路，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拓展农业内部增收空间，推进区域

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构建城郊型现代农业框架。

１９８８年柳城县农业生产结构仍是一种比较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农林牧渔业产值１９　０９４万

元，其中种植业产值就达１２　６８３万元，占农业产值６６．４２％。１９８８年以后，柳城县政府提出了

“保粮、稳蔗、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大了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力度。柳城县的蔗糖业在区内有较强的优势，在龙头企业柳州凤山糖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带领下，蔗糖业发展较快，其中２００５年糖料蔗种植面积４８．６９万亩，比１９８８年增加

３６．８６万亩，增长３１１．５６％；２００９年糖料蔗种植面积６１．６２万亩，比１９８８年增加４９．７９万亩，

柳城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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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４２０．８６％。

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有较大的提高，特别

是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县紧紧围绕 “稳粮强蔗、兴桑促畜、扶药扩果、优菜名茶”的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思路，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以发展特色农业为取向，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目标，大力发展水果生产和桑蚕生产，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业标准化建设，

积极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作物布局进一步优化，优势农产品区域分布初

步形成。

（一）粮食生产

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农民改造望天田、水尾田及杂粮田，改种桑蚕、水

果、蔬菜等高效型经济作物，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经济作物比重。同时以 “吨粮田”建设

项目和优质稻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为契机，抓好粮食内部结构调整，加大新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的引进推广力度，提高单产和优质率，增加种粮效益，确保减面积不减收。１９８８年粮食播种面

积为５８６　９９５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６３．８９％；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２５．９９万亩，占农作物播种

面积的２８．２９％。２００５年粮食播种面积为５８．０３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３９．５１％；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６０．９３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４１．４９％。２００９年粮食播种面积为４７．８７万亩，占农

作物播种面积的３６．５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６６．３３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５０．６０％。粮

食生产主要布局在古砦乡、太平镇、东泉镇、六塘镇、沙埔镇、大埔镇等乡 （镇）。

（二）水果生产

我县被列为全国三大柑橙类水果优势主产区之一的赣南桂北优势区，２００２年以来，以全区

“优果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为契机调整发展思路，发挥资源优势，切实做好品种改良 “改低

创高”为重点的水果品种结构战略性调整工作，加大对劣质低产果园的改造力度，实施水果带

建设，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优势特色水果品种，重点发展以柳城蜜橘为主的柑橙类水

果。２００５年水果种植面积达到９．７６万亩，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８．６４万亩，增长７６７．８７％；总产量达

５．９１万吨，比１９８８年增加５．８２万亩，增长１　９７１．１９％。由于２００４年成功举办首届蜜橘节，柳

城蜜橘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柳城蜜橘的发展。２００５年新种水果１．９７万

亩，其中柳城蜜橘达到１．５万亩，占全县水果种植面积的７６．１４％，同时形成规模化连片开发。

２００９年水果种植面积达到１５．８２万亩，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４．７０万亩；总产量达１２３　７７２ｔ，比１９８８
年增加１２２　８２２ｔ。目前水果品种搭配趋于合理，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合理，时令水果与名特

优水果比例得到协调发展，果品远销广东，出口东南亚。柳城蜜橘重点分布在东泉、沙埔、大

埔、龙头、马山等乡 （镇）及凉水山林场，温州蜜柑重点布局在太平园艺场及其周边村屯、马

山乡、东泉镇和四塘农场，脐橙重点布局在东泉、龙头、马山、大埔、冲脉等乡 （镇）和四塘

农场，砂糖橘重点布局在大埔镇、马山乡、东泉镇、沙埔镇等地。

（三）桑蚕生产

桑蚕生产自恢复性发展以来，面积、产量连续几年屡有新的突破，特别是２００４年，县委、

县政府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桑蚕生产的意见》（柳城发 〔２００４〕３４号），借助全国 “东

桑西移”的大好机遇，在自治区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柳城鹏鑫源茧丝绸公司的带动下，实

施 “优茧工程”，重点发展凤山、寨隆、冲脉、六塘、社冲、洛崖等６个乡 （镇），桑蚕生产规

模得到进一步扩大。２００５年全县新植桑园２．８８万亩，桑园总面积达到５．８１万亩，种桑养蚕遍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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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全县１２个乡 （镇）３８０个村屯，养蚕农户达２．２万多户，全县年养蚕１０万多张，产鲜茧

４　６００吨，产值６　２９０万元，农民养蚕纯收入５　０００万元，种桑养蚕成为我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

点，被列为全区桑蚕生产重点县。

（四）蔬菜开发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秋，冬菜开发种植面积２１万亩，包括沙埔镇的淮山、凤山镇的慈姑、冲

脉镇的食用菌等，产品的开发已形成规模，具有柳城地方特色，其中食用菌开发成效显著，品

种丰富、质量佳，产品远销区内外，２００４年蔬菜总产量为１６．５１万吨。
表１－３　柳城县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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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

　　１．早稻 ２１８　４７５　 ３４９．６　 ７６　３８５

　　２．中稻 ３９０　 ３６９．２　 １４４

　　３．晚稻 １８６　３９０　 ３３５．５　 ６２　５４６

二、甘蔗 ６１６　２００　 ４　８８２．５　 ３　００８　５７１

三、柑橘 １３４　７１５　 ７３６９　 ９９　２７２

四、花生 ２８　２６０　 １３４．７　 ３　８０８

五、大豆 ８　８９５　 １１３．９　 １　０１３

六、玉米 ４１　５９５　 ２８４．１　 １１　８１５

七、蔬菜 １４４　０１５　 １　１５５．３　 １６６　３７７

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概况

柳城县是个农业大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耕地的利用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作物主要

为水稻、玉米、红薯、油菜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耕地转向非农业用地现象突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全县开展了生态农业建设，农业内部结构由单纯的种植业向农、林、牧、

渔业转化。为了保护和更好地利用耕地，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８１年分别进行

了全国第一、第二次土壤普查。针对耕地面积锐减的情况，１９９４年国家又发布了 《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柳城县也于１９９６年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并严格贯彻执行该条例，有效地遏制了耕

地面积减少的现象。同时，为了提高耕地质量，使耕地能够永续利用，１９８８年以来，柳城县先

后组织实施了商品粮基地建设、吨粮田建设和吨糖田建设等项目，进一步提高耕地生产能力。

１９９０年后，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建设项目，陆续对县内主要的粮食产区的农田道路、灌溉渠

道进行修缮和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耕地的质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先后组织推广应用配方施肥、优化配方施肥、土壤诊断施肥和测配方施肥技术，进一步提高农

民的施肥水平，促进施肥合理化，减少因施肥不足或不当对土壤的掠夺和污染。

一、第二次土壤普查与１９９８年调查情况

柳城县太平、东泉、古砦三个乡 （镇）所占耕地比重较大，占全县耕地的３５％，其中以太

柳城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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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镇耕地最多，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１／７。

柳城县土壤成土母质主要由石灰岩、砂页岩、河流冲积物、第四纪红土和山洪冲积物组

成。

（一）土壤酸碱度变化

１９８１年土壤普查所属地域有强碱性土土样１个 （古砦泗巷），１９９８年变为酸性 （原ｐＨ值

大于８．５，１９９８年ｐＨ值为６．１），碱性土土样由原来１４个降到１个，中性土土样由原来的１２
个下降到２个，强酸性土土样由原来的０个上升到２０个，极强酸性土土样由原来的０个上升１
个，酸性土从原来的７个上升到１０个。从调查结果看，土壤从极碱性、碱性逐步向酸性、强酸

性演变。

（二）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

１９８１年土壤普查旱地面积有２６．６０万亩，有机质含量小于１０ｇ／ｋｇ （奇缺）的面积有６　９６３
亩。１９９８年调查旱地面积有３２．９８万亩，从调查情况看，旱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略有提高。

（三）土壤有效磷含量变化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有效磷含量在小于５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２４０　１２５亩，占普查面积

９０．３０％；１９９８年调查面积为３．８８万亩，占调查面积的１１．７６％。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有效磷含量在５～１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１６　５６８亩，占普查面积

６．２０％；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１３．５８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４１．１８％。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有效磷含量在１０～２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７　８２２亩，占普查面积

２．９０％；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１１．６４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３５．２９％。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有效磷含量在２０～４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１　４７０亩，占普查面积

０．６０％；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１．９４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５．９％。

（四）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速效钾含量在３０ｍｇ／ｋｇ以下的面积有４．６９５　５万亩，占普查面积

的１７．７％；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０．９７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２．９４％。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速效钾含量在３０～５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１７．１４８６万亩，占普查面积

的６４．５％；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５．８２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１７．６５％。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速效钾含量在５０～１０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４．５６６　８万亩，占普查面

积的１７．２％；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２４．２５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７３．５３％。

１９８１年旱地土壤普查土壤速效钾含量在１００～１５０ｍｇ／ｋｇ的面积有０．１８７　６万亩，占普查面

积的０．７％；１９９８年调查时面积有１万亩，占总调查面积的３．０３％。

柳城县耕地开发利用特点：耕地大部分是水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发荒地种植甘蔗、桑蚕、水果等经济作物成为柳城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

中利用土地资源的一种趋势，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逐年减少。

二、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的应用

通过第二次土壤普查，基本掌握了柳城县土壤资源状况，其中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土

壤普遍缺钾、少磷，化肥施用存在重氮、轻磷、少钾的现象，全县施用氮、磷、钾的比例为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８　　　　

１∶０．３∶０．０３，比例失调，农家肥施用少，绿肥种植面积不大，土壤出现板结现象。第二次土

壤普查后，本县主要是做好以下土壤培肥工作。

①积极发展畜牧业，大力堆制猪粪、牛粪，增加肥源。

②因地制宜，种植各种绿肥。

③大力推行秸秆还田措施。

④合理配施氮、磷、钾肥，提高肥料利用率。

⑤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因土改良。部分水尾田、高坎田以及水利条件差的田块改种甘

蔗、花生等经济作物，以提高经济效益。

⑥碱性田不施用石灰，增施磷、钾肥。

三、耕地改良模式与效果

（一）以改善农田基本设施，提高农田生产能力为目的的农业开发项目

柳城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先后组织实施了商品粮基地建设、“吨粮田”建设、“吨糖

田”建设及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通过新建和修缮主要粮食产区的灌溉沟渠，完善田间排灌系

统，减轻了土壤盐渍化，也提高了农田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并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使一部

分 “水袋子”“旱包子”低产田，变成了经济效益高、生态效益好的高产、稳产农田。

（二）以提高施肥水平，促进施肥平衡化、合理化为目标的配方施肥项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柳城县农业生产用肥以农家肥、绿肥为主，很少使用化肥，农业生产

力低下，地力没有被充分合理利用，农作物产量低。８０年代后，在保持绿肥种植的基础上，柳

城县加大化肥施用力度。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土壤存在普遍缺氮、部分缺磷、严重缺钾

的现象，柳城县有针对性地先后组织实施了 “粮食自给工程” “土壤诊断施肥网络建设”等科

研项目，合理进行了氮、磷、钾配合施用。９０年代后，采用了土壤诊断施肥和半精准施肥技

术，逐步做到因土施肥。这些技术的推广，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化肥的使用，比如２００９年，

全县用了２０　１４４吨 Ｎ、８　８７１吨Ｐ２Ｏ５和１９　８６５吨 Ｋ２Ｏ，同时促进了氮、磷、钾的合理使用，

氮、磷、钾的比例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３∶０．０３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４５∶０．９５，进一步平衡肥

料施用比例，从而减少肥料损失和环境污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另

一方面，化肥的使用使绿肥种植面积逐渐减少，偏施化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促进有机肥

和无机肥的配合使用，减少因偏施化肥而对土壤环境造成的破坏，维持土壤长久稳定的生产能

力任重而道远。

（三）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的 “沃土工程”项目

近年来，柳城县针对绿肥种植面积减少的现状，加大 “沃土工程”的实施力度，一方面增

加有机肥积制及加大商品有机肥推广使用力度，广辟有机肥源；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推广多种

方式的秸秆还田措施，如机械收割粉碎翻压还田、堆沤还田、旱作覆盖还田及快速腐熟还田

等。另外，加大冬种油菜和绿肥种植的力度。通过这些综合措施促进本县有机肥增施，不断地

恢复、提高耕地地力。

（四）以加深耕层厚度为中心的深耕、深松技术推广

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柳城县相当一部分耕地属于耕作层浅薄的中低产田。２０００年以

柳城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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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柳城县在主要的甘蔗生产区推广深耕、深松和蔗叶覆盖技术，通

过机械深耕、深松，加深耕作层厚度，同时采用蔗叶覆盖技术，大大提高田间蓄水、保水能

力，提高作物产量。

四、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法律法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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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耕

地地力强行掠夺而不注重保养与培肥的现象较普遍。为此，国家和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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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 《广西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等。柳城县政府和农业部门高度重视，

认真贯彻落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制定了 《柳城县基本农田保护实施办法》，

县、乡 （镇）、村逐级签订了基本农田保护管理责任状，依法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与耕地保养管

理等。

五、重大自然灾害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８年间柳城县遭受了１９８８年的 “８·１９”、１９９４年的 “６·１７”和１９９６
年 “７·１９”等特大洪涝灾害；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的特大

秋、冬、春连旱；１９９２年１月６日至８日、１５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下旬至２０００年１月上旬，２００３
年１月上旬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霜冻、冰冻灾害。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农业生产受到较大的影

响。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第二章　耕地土壤类型与农业基础设施

第一节　耕地土壤类型

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全县土壤共分９个亚类、３４个土属和１０４个土种，其中水田土种６７
个、旱地土种２５个、林荒地土种１２个。

一、水稻土类

根据发生条件、熟化程度和石灰性反应，将全县水稻土分为淹育性水稻土、潴育性水稻

土、潜育性水稻土、沼泽性水稻土和碳酸盐渍性水稻土５个亚类。

①淹育性水稻土，占水稻土面积的１７．４１％，主要分布于丘陵或地势较高的山坡边缘，灌

溉条件不良，土壤熟化程度低，耕层浅薄，剖面构型为Ａ－Ｂ－Ｃ型或Ａ－Ｃ型，包含７个土属

３０个土种；

②潴育性水稻土，占水稻土面积的５０．２２％，多分布于平原、广谷和缓丘，土壤熟化程度较

高，耕层比较深厚，剖面构型为Ａ－Ｐ－Ｗ－Ｂ型或Ａ－Ｐ－Ｗ－Ｃ型，包含９个土属２８个土种；

③潜育性水稻土，占水稻土面积的３．０２％，分布在排水不良的低洼地带、岗丘低山地的下

冲谷地或平原地区一些地下水位过高的区域，剖面构型为 Ａ－Ｐ－Ｇ－Ｗ 型、Ａ－Ｐ－Ｇ型、

Ａ－Ｇ－Ｃ型或Ａ－Ｇ型，包括３个土属７个土种；

④沼泽性水稻土，占水稻土面积的０．９％，地下泉涌或长期渍水形成沼泽，土体稀烂，包

含３个土属６个土种；

⑤碳酸盐渍性水稻土，占水稻土面积的２８．４５％，主要分布在石灰岩地区或长期引碳酸盐

洞水灌溉地区，受母质或灌溉水的影响，土壤发生碳酸盐渍化，石灰性反应强烈 （ｐＨ值≥８），

包含１个土属１６个土种。

二、旱作土类

（一）红壤

红壤在柳城县境内广为分布，占旱地面积的６４．０５％，色红，酸性，富含铁铝，质地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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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比较贫瘠。

（二）石灰 （岩）土

石灰 （岩）土分布于县内石灰岩地区，占旱地面积的２４．６６％，质地黏重，呈棱块状结构，

但表层为粒状，表面多胶膜，土体内含砾石多，土层一般较浅。

（三）红色石灰土

红色石灰土分布于县内石灰岩地区，占旱地面积的１．７５％。

（四）河流冲积土

河流冲积土分布于河流两岸，占旱地面积的４．０４％，属近代河流冲积物，土层深厚，质地

为轻壤，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高，水、肥、气协调。

（五）洪积土

洪积土分布于河流冲积扇或河谷地带，占旱地面积的４．１８％，由洪水冲积形成，土壤沙、

石、泥相混无分选，缺乏层理。

（六）紫色土

紫色土占旱地面积的１．３１％。

第二节　农业基础设施

柳城县水资源丰富，境内河流主要有融江和龙江，属西江水系。大小河流年径流总量

３８４．１８亿立方米，可利用水量５．４７亿立方米／年，其中地表水４．１１亿立方米／年。融江发源于

贵州的独山，由北向南纵贯全县，集雨面积２６　７５２ｋｍ２，县境内河段长７０ｋｍ，平均年径流量

２５６．１亿立方米；龙江发源于贵州的九纤至荔波一带，在县境内由西向东流，集雨面积

１５　８７０ｋｍ２，县境内河段长４０．８ｋｍ，平均年径流量１２２．２７亿立方米，两江于凤山镇汇合后称

柳江。另外，全县境内集雨面积大于５０ｋｍ２的支流有５条，它们分别是沙埔河、东泉河、大帽

河、杨柳河和保大河。全县有中型水库４座 （大龙水库、安乐水库、峨侣水库和独山水库），

小型水库５８座。

２００９年柳城县农业机械情况：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６６　４００ｋｗ，大中型拖拉机７３２台，大中型

拖拉机配套农具７３５件，小型拖拉机３　０５３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２　４７７件，农用排灌电动机

９７３台，农用排灌柴油机５　３９８台，联合收割机５２０台。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文件由广西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下达，具体工作由

县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土地综合治理：改造中低产田 （地）９．９万亩，其

中：①水利措施，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４．０万亩；②农业措施，改良土壤９．０万亩，建设优质

稻良种基地０．６万亩，蔗糖良种基地１．５万亩；③林业措施，营造农田防护林带３．２ｋｍ，经济

林果地０．３万亩；④农业机械，增加农机深耕、深松技术推广地区２．７万亩。

第二章　耕地土壤类型与农业基础设施



第三章　耕地地力评价方法与步骤

一、基本原理

耕地地力是耕地自然要素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潜在生产能力。地力评价主要根据气候和

土壤等要素的潜力进行评价。地力评价主要根据地形地貌、成土母质、土壤理化性状、农田基

础设施等要素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特征，来评价耕地综合生产力的高低。

本次地力评价采用耕地地力指数法。

耕地地力指数法公式：

ＩＦＩ＝∑ｂｉｘｉ （ｉ＝１，２，３，…，ｎ）

式中，ＩＦＩ为耕地地力指数，ｘｉ为耕地自然属性，ｂｉ 为该属性对耕地地力的贡献率 （采用

层次分析或专家评估求得）。

二、技术路线和流程图

以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测土配方施肥管理与技术培训教材》《耕地地力评价指南》

和 《广西耕地地力评价参考》为依据，利用农业部提供的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开展耕地

地力评价工作。

主要技术路线如下。

第一步：收集整理相关历史数据资料和测土配方施肥数据资料，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技术手

段，建立县域耕地资源基础数据库。

第二步：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级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省级专家技术组的指导下，组

织县有关专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讨论和研究，制定出本县的耕地地力评价指标。

第三步：利用数字化县级土壤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生成评价单元。

第四步：对测土配方施肥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步：为评价单元获取数据，计算单因子评价评语和计算单因子权重。

第六步：计算耕地生产性能综合指数。

第七步：应用累积频率曲线法进行耕地地力分级。

第八步：检验评价结果，最终归入国家耕地地力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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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技术路线如图３－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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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路线图

第一节　土壤样品的采集

２００７年，柳城县被农业部列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试点县。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柳城

县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了土壤样品的采集，共采集土壤

样品５　６５４个，其中用于耕地地力评价的土壤样品４　６２６个。

一、采样规划

在采样前，综合利用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行政区划图，并参考第二次土壤普查采样

点位图确定采样点位，形成采样点位图。

选择采样点原则有以下几点。

①在整个县域耕地范围进行规划设计，采样点覆盖到县域内所有行政村耕地的所有土种。

②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为主，种植果蔬的耕地为辅。

③一般平原区的大田作物地块每１００～５００亩采一个混合样，丘陵区的大田作物地块每

３０～８０亩采一个混合样。

④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区采样布点宜密些，测土配方施肥应用区采样布点宜疏些，主要作物

采样布点宜密些，其他作物采样布点宜疏些。

第三章　耕地地力评价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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