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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县域耕地地力评价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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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面评价。评价工作范围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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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动广西特色效益农业更好更快发

展。

我感到此书的出版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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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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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2009年 4月 8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常委沈北海同志（左一） 在北流
县相关领导陪同下到北流河村检查测土
配方施肥项目水稻“3414” 试验。

荩2010年 6月 29日， 农业厅厅长
张明沛（中） 在局长叶宗智（右一） 陪
同下检查北流市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示范。

荨技术人员在田间采集耕层土壤样
品并向农民了解耕作历史及施肥情况。



荨技术人员在果园进行采样。

荩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总农艺师
李少泉到化验室检查、 指导。

荨待分析的土壤样品提取液。



荨化验员在化验室进行化验。

荩化验员正在粉碎土壤样品。

荨水稻肥效“3414” 试验各试验
小区。



荨试验人员对水稻田间试验进行
观测。

荩北流市新圩镇水稻测土配方施
肥示范区。

荨北流市新荣镇水稻测土配方施
肥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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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北流市及各镇农业技术专家对耕
地地力等级的划分进行认真地讨论。

荨2008年 11月 3日， 北流市农业
局副局长叶钊琦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
训班上做报告。

荩2008年， 北流市农业局领导、 专
家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会上给骨干
技术人员上课。



荨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数据录入。

荩广西测土办领导正在检查数据库
与试验材料。

荨2012年 12月 7日， 北流市县域
施肥指标体系技术研究县级专家评审会
现场。



荨在广西 2008 年项目县耕地地力
评价验收会上， 专家在审阅成果图。

荩广西 2008 年项目县耕地地力评
价验收会。

荨农业技术人员在田间向农民发放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资料。

荩农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民施用
配方肥。



前言

耕地是农业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可

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各种农作物的优质高产栽培，都必须建立在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的基础上。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查清耕地资

源质量状况，是一项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上存在问题的重要基础工作，有

利于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促进耕地高效利用、保护和质量建设，对加快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利用，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防

治土壤面源污染，优化农业生产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

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北流市于1980年11月至1982年12月进行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历

时两年，初步查清了全市土壤资源的基本状况，包括各种土壤类型的分

类、分布，各类土壤的理化性状及肥力状况，全市土壤利用状况，中低

产田的面积、成因及分布，编绘了土壤类型分布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土地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图等图件，提出了中低产田因土种植、因土

施肥、合理耕作等改良利用的建设性意见，为北流市的农业生产作出了

重要贡献。

第二次土壤普查距今已30年了，经过长期的耕作种植，全市耕地状

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管

理体制、种植结构、肥料施用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耕地

经过改良、改造，地力水平有所提高，但也有相当部分的耕地重利用、

轻保养，进行过度的地力掠夺和盲目的开发利用，导致用地与养地脱

节，土壤理化性状变差，耕地质量降低。因此，查清当前全市耕地资源

和质量状况，对全市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2008年，北流市被列为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市，耕地地力评

价是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内容，我们在进行测土配方施

肥示范推广的同时，认真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

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共调查了4个土类、12个亚类、40个土属、112

个土种，覆盖全市22个镇278个行政村，耕地总面积452 792亩（亩为非

法定计量单位，1亩= 1
15

 hm2 = 10 000
15

 m2 ≈ 666.67 m2，全书同）。以

2008年度采集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3 975个土壤样品作为耕地地力评价

样点。化验分析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缓

效钾、交换性钙镁、有效硫、有效铜、有效锌、有效铁、有效锰、有

效硼、交换酸、石灰需要量、pH值及质地18个项目，共计71 550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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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农户3 975户，对每个采样点的基本情况按照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调

查。并根据农业部耕地地力评价规程和分级标准，利用北流市域耕地资

源管理系统进行耕地生产潜力评价，结合专家经验和实际情况把全市耕

地地力分成6级，其中高产耕地（1级、2级地）面积为159 627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35.25％；中产耕地（3级、4级地）面积为257 741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56.92％；低产耕地（5级、6级地）面积为35 424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7.82％。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我们编写了北流市

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绘制了北流市耕地地力

等级图、耕地质地分布图、耕地土壤pH值分布图、耕地土壤养分（有机

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分布图等图件，建立了北流市域耕地资源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了对第二次土壤普查等历史资料的一系列抢救性挖

掘与整理工作，为今后北流市农业生产发展与宏观决策提供了一个现代

化的信息平台。

为了将这次调查与评价结果尽快应用于生产，我们在汇总、整理

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借鉴第二次土壤普查的成果资料，

编写了《北流市耕地地力评价》一书。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汇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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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

果，为今后科学指导农业生产，进一步提升耕地地力水平，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推动北流市农业信息化服务。

本书的编写，是全体参与项目实施的领导、农技人员多年来共同劳

动的结晶，对他们积极参与及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鉴于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应用技术复杂，涉及

面广，项目调查资料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够，参考使用的有关历史数

据资料时间跨度大，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虽经多次修改

补充，但书中错谬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领导、专家和应用单位指

正！

                                                    编著者

                                            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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