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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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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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桂林市土壤肥料工作站蒋毅敏站
长在灌阳检查指导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荨灌阳县农业局局长蒋碧娟查看
“3414” 试验田中的水稻长势。

荩灌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文进军站
长在田间进行比较试验。



荨果园土样采集。

荩土样阴干后粉碎处理。

荨土样过筛处理。

荩土样装袋处理。



荩样品贮藏室。

荨化验室中的超纯水机。

荩化验室中的定氮仪。

荨化验室中的马弗炉。



荨二系杂交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比
较试验。

荩玉米测土配方施
肥比较试验。

荨辣椒测土配方施肥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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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劳动模范范国佳实施的红薯
肥效试验。

荨西瓜测土配方施肥比较试验。

荩雪梨测土配方施
肥比较试验。



荨施肥方案上墙公示咨询。

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会现场。

荨配方肥。

荩配方肥供应点。



荩施用配方肥的脐橙。

荨施用配方肥的雪梨树正在开花。

荩施用配方肥的黑李结果了。

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考评现场。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

泉”，而耕地则是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耕地是

“皮”，农作物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据现阶段的农

业技术水平，人类要获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作物产品，就必须依赖于

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耕地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我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先后于1958年与197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土

壤普查。灌阳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通过两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灌

阳县的土壤资源状况、土地利用状况、中低产田状况等基本情况；基本

弄清了由土壤本身特性、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水平等要素综合构成的耕

地生产力；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提高土壤肥力的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合

理轮作、冬种绿肥、增施有机肥等种养结合的改良土壤、可持续利用的

技术措施，并在生产上长期稳定地推广应用。但从第二次土壤普查至此

次调查已近30年，期间由于耕地承包到户而出现了农民自主经营耕地的

情况，在种植结构、肥料使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

部分农民在经济利益趋动下对耕地进行过度的地力掠夺和盲目的开发利

用，重种轻养，滥用化肥、除草剂、农药，少施或不施有机肥，导致土

壤理化性状变差，有机质含量降低，耕地对环境的面源污染加剧，从而

影响了耕地地力、农业生态、农产品品质等。因此，充分利用测土配方

施肥项目的机会，系统地分析各种资料，开展灌阳县耕地地力评价，有

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耕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提高耕地质

量，提升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灌阳县自2006年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到现在，灌阳县一直对此

项工作非常重视，县政府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责任到

人，分工合作，在全县9个乡镇138个村的35.5万亩（亩为非法定计量单

位，1亩≈666.67m2，全书同）水田、旱地、果园上实施了测土配方施

肥项目。共采集土壤样品5 511个，检测土壤样品5 008个，检测植株样

品323个，化验81 628项次；开展“3414”试验61个，校正试验61个，对

比试验176个，“3414”部分试验9个，其他试验4个，合计试验311个。

依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著的《耕地地

力评价方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编著的《广西耕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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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耕地地力等级标准》，项目组广泛收集了全县耕地的土壤种类分布、

理化性状、利用现状、种植结构、产量水平、施肥水平、样品化验、基

本农田保护区划分、水利设施建设等立地条件的资料，从中抽取了

3 502个样品作为耕地地力评价样点，按土种划分，其中水田2 592个，

旱地和园地910个。按照耕地地力评价规程和分级标准，利用我县县域

耕地资源管理系统进行耕地生产潜力评价，结合专家经验将全县耕

地地力分成5级，其中1级耕地3 493亩，占耕地总面积的0.98％；2级耕

地131 895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7.14％；3级耕地195 615亩，占耕地总

面积的55.08％；4级耕地20 417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75％；5级耕地

3 73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5％。另外，还编写了工作报告、技术报

告、专题报告，制作了相关的数字化表格和图件，并建立了灌阳县耕地

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为灌阳县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平

台。

为了全面总结本次耕地地力评价工作，系统地展示本次耕地地力评

价工作的成果，更好地指导当地农业生产，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

工作站的组织和指导下，我们编写了本书。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二章为耕地地力评价技术路线，第三章为耕地

土壤、立地条件与农田基础设施，第四章为耕地土壤属性，第五章为耕

地地力，第六章为对策与建议。另外，还附有专题报告和附录。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中错误难免有之，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著者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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