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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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和质量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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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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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最基础、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一切优质高产

的农产品生产，都必须建立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基础之上，因此，查清耕地资源

状况，对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金秀瑶族自治县先后在1959年和1980年开展了两次土壤普查，

这两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当时的全县土壤资源，摸清了各种土壤类型及分布，各类

土壤理化性状及其肥力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和中低产田土壤成因及分布，并及时提出

了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合理耕作和改良利用的建设性意见，为金秀瑶族自治县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土壤普查距今已有30多年，这期间金秀瑶族自治县耕地状况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种植业结构、肥料使用

和产量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耕地重用轻养，导

致用地和养地相脱节，加上长期缺乏科学施肥，土壤理化性状变差，局部地区肥力下

降，部分耕地质量退化日趋严重。尤其是偏施氮肥和大量使用化学农药，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了农产品品质和农业生态环境质量。

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有利于科学制订农业发展规划和粮食安全保障政策，因地制宜

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加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科学引导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提升农产品质量，增强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以来，金秀瑶族自治县被列为国家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县，由来宾市农

业局(整合)实施。按照项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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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采样调查、化验分析、田间试验示范推广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同时，认

真组织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金秀瑶族自治县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耕

地地力评价指南》为依据，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结合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的实施对

全县各类耕地土壤的分布、理化性状、利用现状、种植结构、产量水平、施肥状况等

进行全面调查。

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全面查清了金秀瑶族自治县耕地土壤资源状况，为金秀瑶族自

治县的耕地质量建设、种植业结构合理布局、农民施肥指导等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

《金秀瑶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第二

章是耕地土壤与农业基础建设，第三章是耕地地力评价方法与步骤，第四章是耕地土

壤属性，第五章是耕地地力等级状况，第六章是中低产耕地状况与改良措施，第七章

是对策与建议。另外，还有专题报告和附录等相关内容。

金秀瑶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主要由来宾市农业局测土配方施肥办公室和金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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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瑶族自治县农业局测土配方施肥办公室完成。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工作得到了广西壮

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领导、专家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为此项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金秀瑶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是全体参与项目

实施的领导、农技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对他们的积极参与及付出的巨大努力，

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鉴于耕地地力评价是一个工作量大、技术性强、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所利用的

有关历史数据资料时间跨度较大，调查材料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可能不够，加上我们水

平有限、经验不足、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编著者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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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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的大瑶山区，位于东经１０９°５０′～１１０°２７′，北纬

２３°４０′～２４°２８′，东邻蒙山县，东北接荔浦县，西北接鹿寨县，西靠象州县，西南与武宣县接壤，

南部与桂平、平南县毗连 （见附图１）。东西横距６２．４ｋｍ，南北纵距９３ｋｍ。县城金秀镇西南距南

宁市４００ｋｍ，西北距柳州市１５０ｋｍ，东北距桂林市１８０ｋｍ，东南距梧州市３０９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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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共辖金秀、桐木、头排３个镇和三角、忠良、罗香、长垌、大樟、六巷、三江７个乡，

总面积２　５１８ｋｍ２。其中，山区面积２　０８０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８２．６１％；耕地面积２０．４７万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５．４２％。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共有７７个村民委，４个居委会，６５７个自

然屯。２０１０年末，总人口１５．２２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１３．３６万人。金秀瑶族自治县属于多民族

聚居地区，县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等少数民族，以汉族居多，瑶族次之，其中，汉

族人口２．２５万人，少数民族人口１１．４５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７５．２％左右。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候条件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境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节性气候变化很明显。夏季，受热带海洋

吹来的暖湿气流控制，湿润多雨；冬季，受北方来的干冷气流影响，干冷少雨。又因县内多

山，海拔较高，山间还有不少河谷平地，山水相间，地形复杂，森林广布，从而使金秀瑶族自

治县具有显著的亚热带山区气候特点，即冬暖夏凉，阴雨天多，日照少，湿度大，气候的垂直

变化和水平变化都比较明显。山外地处南亚热带北缘向中亚热带过渡季风区，季风特点显著。

１．日照

山内日照时数较少。平均年日照时数仅１　２６８．７小时，日照率只有２９％。冬春雨季日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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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春季最少），平均每天不足３小时；夏秋两季日照较多，但平均每天也只有４个多小时，对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但对耐阴或需光不是很多的植物，如杉树，则较适宜。全年

内，以２月日照最少，平均为５７．８小时；７月日照最多，平均为１４６．８小时。７～１２月各月日

照均大于１００小时，太阳年总辐射量为８９．８ｋｃａｌ／ｃｍ２。

山外乡 （镇）桐木、头排一带常年日照时数较高，７～９月日照时数较多，约为１　８００小时

左右，太阳年总辐射量为１００．８ｋｃａｌ／ｃｍ２ （详见表１－１）。
表１－１　县城平均日照时数、百分率

　　　时期

项目　

冬季

（１２～２月）

春季

（３～５月）

夏季

（６～８月）

秋季

（９～１１月）
全年

日照时数 （小时） ２５４．３　 ２３６．０　 ３９０．０　 ３８８．４　 １　２６８．７

日照百分率 （％） ２６　 ２０　 ３２　 ３７　 ２９

阴天日数 （天） ５０．０　 ６１．７　 ５６．２　 ３５．５　 ２０３．４

２．气温

（１）年平均气温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年平均气温为１７℃。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年平均气温差异显

著，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变化幅度为每百米变化０．５℃左右。东南部罗香乡、西南部大樟

乡、金秀镇西部的和平村，因海拔较低 （２００ｍ左右），年平均温度为２０℃；桐木镇海拔更低

（２００ｍ以下），年平均温度为２０．８℃，是县内气温最高的地区。四周边沿地带海拔２５０～

４００ｍ的地区在１９℃左右，山内４００～６００ｍ的地区在１８℃左右，６００～８００ｍ的地区在１７℃
左右，８００～１　０００ｍ的地区在１６℃左右，圣堂山顶部只有１０℃左右。在水平方向上，年平均

气温的差异也很明显。南部罗香、大樟等乡年平均气温高达２０℃，北部三角、三江、忠良等

乡年平均气温只有１８．５～１９℃，南北相差１℃左右，除去海拔高度引起差异的因素，也相差

０．５℃。山外桐木镇、头排镇多年平均气温为２０．８℃，最冷是１月份，月平均气温１０．７℃，

极端最低气温－３．４℃，７月份最热，月均温２８．９℃，极端最高气温４０℃。

（２）四季气温

冬季 （１２月、１月、２月），受冬季季风影响，在一年中气温最低。高值区在罗香乡、桐木

镇、头排镇、大樟乡一带，平均气温高达１０℃以上；低值区在县城北面和圣堂山，海拔高度

在１　０００ｍ以上，１月平均气温在８℃以下；其余大部地区为８～１０℃。由于圣堂山 （西北—东

南走向）的屏障作用，南麓的冬温较高。位于圣堂山南麓的六巷乡政府，海拔７６０ｍ，与县城

高度相近，但１月平均气温却比县城高１．２℃。罗香地区地势较低，加上北面有许多较高的山

体层层保护，受冷空气的影响较小些，是县内山区冬温最高的地区。

春季 （３月、４月、５月），冬季风逐渐转换为夏季风，气温呈波浪式上升，呈逐渐回暖趋

势。４月份的平均气温分布情况与１月份相似，东南部罗香乡和西部的和平—桐木—大樟一带

已回升到２０℃以上，是县内春温最高的地区；中部的长垌乡和东北部的忠良乡在１９℃以上；

西北部的三角乡为１８．９℃；中部的金秀镇和中部偏南的六巷乡接近１８℃；县城东北部和圣堂

山区，在１７℃以下。县内春耕生产季节，山外较早，山内较迟。

夏季 （６月、７月、８月），夏季风盛行，气温较高。７月份的平均气温，西部的和平乡、

桐木镇、大樟乡可达２８℃以上；东南部的罗香乡，因雨水多，日照少，气温略低于大樟乡，

为２７．４℃；东北部的忠良乡和西北部的三角乡在２６．２～２７℃之间；县城和东北部山区及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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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低于２４℃；其余大部地区在２４～２６℃之间。县内大部分地区夏季气候凉爽宜人。

秋季 （９月、１０月、１１月），夏季风逐渐转换为冬季风，气温呈下降趋势。１０月份平均气

温高值区也是西北部的和平村、桐木镇、头排镇、大樟乡和东南部的罗香乡，仍在２２℃左右；

低值区在县城及其东北面的山区和圣堂山，只有１７℃左右；其余大部地区在１８～２０℃之间。

海拔高的地方，秋季降温早，气温低，适合农作物生产的季节短；海拔低的地方降温迟，气温

高，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季节长。
表１－２　圣堂山垂直气温

海拔高度 （ｍ） ４５０　 ７６０　 １　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１　４８０ 山顶１　９７９

年平均气温 （℃） １８．６　 １６．８　 １５．７　 １４．５　 １３．１　 １０．８

（３）月气温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１月气温最低，平均温度为８℃，气温最低年份为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４年，

平均温度分别为４．８℃和４．６℃，零度以下的天数仅有１１．３天。县城极端最低气温为－５．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７月份气温最高，平均温度为２４℃；气温最高年份为１９８３年为２５．１℃；

山内历年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２．１℃，超过３０℃的日数仅有４天。山外桐木镇为平原地区，平均

最高温度可达２８．８℃；极端最高气温达３６～４０℃的有２３天，４０℃有２天 （详见表１－３）。
表１－３　各地１月和７月平均气温、年平均气温

单位：℃

乡（镇）名称

月均温　　　　　
金秀 桐木 三角 忠良 罗香 长垌 大樟 六巷 头排

１月均温 ８．０　 １１．３　 ９．０　 ９．４　 １１．２　 ８．３　 １０．３　 ９．５　 ８．８

７月均温 ２３．９　 ２８．８　 ２６．２　 ２７．０　 ２７．４　 ２４．６　 ２８．２　 ２４．８　 ２４．０

年均温 １７．０　 ２０．５　 １８．５　 １８．０　 ２０．２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８．４　 １７．２

（４）积温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内海拔１８０～７７２ｍ之间地区的积温 （指≥１０℃积温，下同），多年平均

值在５　２３３．９～６　８４３℃之间。其中山内金秀镇、六巷乡、长垌乡等地区海拔较高，气温较低，

积温较少，在５　２３０～５　９６０℃之间，初终间日数为２６０～２７０天；三角、忠良、大樟、罗香４个

乡海拔较低，气温较高，积温较多，在６　０９０～６　８４０℃之间，初终间日数为２７０～３０６天；位于

山外平原地区的桐木镇、头排镇常年积温最高，在７　３３９～７　８８８℃之间。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内不同积温区域，农林生产差异也较大。水稻种植，在海拔５００ｍ以上

地区积温少，如种双季稻，早造易烂秧，晚造易受寒露风威胁，经多年实践后，现已全部恢复

种植单季稻；海拔４００ｍ以下，积温接近或超过６　０００℃的地方才适宜种植双季稻，且产量较

高。金秀、三角、忠良等乡 （镇），年平均气温１７℃左右，积温在５　０００℃左右 （详见表１－４、

表１－５）。
表１－４　各地≥１０℃积温及初终期

　　　　　项目
地点　　　　　

平均初日
（日／月）

平均终日
（日／月）

初终间日数 （天） ≥１０℃积温 （℃）

金秀 １２／３　 ２７／１１　 ２６１．３　 ５　２３３．９

六巷 １１／３　 ２８／１１　 ２６３．０　 ５　２９９．７

长垌 ７／３　 ７／１１　 ２７６．９　 ５　９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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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地点　　　　

平均初日
（日／月）

平均终日
（日／月）

初终间日数 （天） ≥１０℃积温 （℃）

三角 ８／３　 ５／１１　 ２７１．６　 ６　０９１．４

忠良 ８／３　 １２／１２　 ２７９．０　 ６　１７２．３

大樟 ３／３　 １６／１２　 ２９０．３　 ６　５９２．３

罗香 ２２／２　 ２６／１２　 ３０７．９　 ６　８４３．０

表１－５　县域农业界限积温度始、终期及活动积温

界限温度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１℃ １２～２１℃

始现日期 （日／月） １３／３　 １７／３　 ９／５　 １５／５　 １７／５　 １６／３

终现日期 （日／月） １７／１１　 １０／１１　 １７／１１　 １０／９　 ９／９　 ９／９

持续天数 （天） ２４９　 ２３６　 ２０５　 １２７　 １０９　 １７８

活动积温 （℃） ５　００６．１　 ４　９３９．４　 ４　４０８．７　 ２　９２２．６　 ２　５３９．３　 ３　８０４．０

３．降水

（１）降水形式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内降水形式，主要有降雨、降雪、降雹三种。其中降雨降水量占９９．８％
以上。每年夏季，当暖湿气流从南或东南面经过瑶山时，因被山体阻滞，遂沿着南坡、东南坡

上爬，在爬高的过程中，温度下降，易成云致雨，使瑶山东南面成为大量降雨区域；而瑶山西

北部山脚一带，因暖湿气流由东南坡上爬的过程中，经过许多崇山峻岭，连续不断地降水，气

流中的水汽已逐渐减少，再加上翻越山脊后，气流下沉增温，不易成云致雨，雨量显著减少。

多雨地区 （年降水量在１　９００ｍｍ以上）位于五指山—罗香—定卜一线。下雪较少，山内高寒

山区偶尔有下，山外基本没有。

降雹，多出现在２～４月，常伴有大风。降雹时间较长、量大、面积宽的年份有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７年３月降雹３次。全县降雹，多集中在六巷、长垌、金秀、三角、忠良、桐木等

乡 （镇）。

山内多雨点有三个：五指山南面的古陈尾村，平均年降水量２　７０３．４ｍｍ；龙军山东面的罗

香村，平均年降水量为２　５４０．８ｍｍ；金秀老山东南面的定卜村，平均年降水量为２　３１０ｍｍ。

山外地区，为大樟乡—金秀镇和平村—桐木镇—三角乡—头排镇一线，平均年降水量仅

１　３８０ｍｍ，比多雨地区减少４０％以上。

（２）四季降水量

受季风影响，冬季 （１２～２月）降水量最少，占全年降水量８％～１１％；秋季 （９～１１月）

占１１％～１９％；夏季最多，占３７％～４９％；春季占２７％～３７％。４～８月，为夏季风由弱到强

直至完全控制全县时期，温暖潮湿多雨，为全年降水量集中时期，其中５、６月和８月，为两个

降水量高峰期。

４．蒸发量

山内年降水量１　８２３．９ｍｍ，蒸发量１　２０３ｍｍ，蒸发量小于降水量，空气湿润；山外年降

水量１　３１４ｍｍ，蒸发量１　７７６ｍｍ，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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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湿度

山内县城年平均相对湿度为８３％；４～６月，平均为８３％；８～９月为８４％～８５％，其余各

个月为８０％～８３％。县内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都很大，空气湿润，情况与县城相近，山外西部

山脚低丘平原地区相对湿度较小，年平均值在７５％左右。

６．干燥度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年干燥度为０．６６ （约０．７），降水量大于蒸发量，空气湿润；冬季的干

燥度为１．３６ （约１．４），春季为０．５９ （约０．６），夏季为０．４５ （约０．５），秋季为１．０７ （约１．１）。

７．无霜期

金秀瑶族自治县常年无霜期为２３６天。

８．主要灾害性天气

（１）倒春寒

春天气温回暖，而冷空气在春天入侵，气温明显降低，对农作物造成危害的 “前春暖后春

寒”称为倒春寒，它是造成早稻烂种烂秧的主要原因，多发生于３～４月。

（２）寒露风

是由秋季冷空气入侵后引起显著降温致使水稻减产的低温冷害，多发生于９～１０月。在水

稻抽穗开花期，日平均气温持续３天以上＜２２℃或日最低气温≤１７℃时，水稻生理活动遇到

障碍，造成谷粒畸形，形成空壳，低温强度增大，持续天数增加，危害明显加重。金秀瑶族自

治县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连续９年出现了 “寒露风”天气，给水稻产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减收。

（３）暴雨洪涝

金秀瑶族自治县洪涝发生比较频繁，造成灾害的洪水主要发生于５～８月。

（４）霜冻

指在一年温暖季节里，土壤表面和植物表面的温度下降到足以引起植物遭受伤害或死亡的

短时间低温冻害现象。当农作物及牧草叶面温度达０℃或以下时，由于植物组织中结冰导致植

物受到损伤或死亡。秋季农作物受霜冻危害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初霜冻出现的

早晚，二是低温的程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秋霜冻出现越早，对农作物危害越大。

（５）大风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境内风向变化明显，一般冬季多偏北风，频率平均为２５％；夏季多偏南

风，频率为３４％。年平均风速１．８ｍ／ｓ。８级以上大风 （风速大于１７ｍ／ｓ），多发生于２～８月，

特别集中于２～４月。

（６）冰雹

降雹多发生在３～６月间，常伴有大风。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间，有８年降过冰雹，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每年都降有冰雹，其中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２年在一年间降了２次冰雹，２０１１年降了１次冰雹。

（二）地形、地貌

１．地质

（１）地质年代

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内地质的发展历程，最早可追溯到５亿多年前的寒武纪。经历了早古生

代、晚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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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地层

ａ．寒武系

主要分布于中部及东部的金秀镇、忠良乡、长垌乡及罗香乡一带，面积１　２１６ｋｍ２，约占

全县总面积的４９％。为一套浅海—深海相类复理式建造的浅变质沙泥质碎屑岩沉积。总厚度达

４　９２７．６～７７０４．６ｍ。

ｂ．泥盆系

分布于北部和西部一带，面积约１　２００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４７％。主要为陆源滨海—浅

海相的碎屑岩沉积，极少量为碳酸盐岩沉积，出露总厚度为１　９８８～２　２９５ｍ。

ｃ．第四系

县境内第四系不太发育，主要分布于三江、头排、桐木、大樟等乡 （镇）的河流两岸；金秀、

滴水、六段、长二、长滩、忠良等村镇周围及山前凹陷、山间盆地、山坡上也有少量分布。有冲

积、残坡积及洪积几种类型沉积。第四系面积６６ｋｍ２，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６％。冲积层下部为砾

石及沙砾层，上部覆盖着土黄色、砖红色黏土层、亚黏土、亚沙土层及腐殖质黏土层。厚度１～

２０ｍ。

ｄ．岩浆岩

仅见于长垌乡的大进、金秀镇的六拉、忠良乡的卜泉和岭祖一带三个岩体。总面积１２ｋｍ２，

占全县总面积的０．４７％。在金秀一带还有浅成的斑岩脉成群产出。

２．地貌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东，地处北纬２３°４０′～２４°２８′，东经１０９°５０′～

１１０°２７′。地形地貌是大瑶山山脉从东北至西面方向纵横，县境内除北部三江乡东北缘属架桥岭

余脉外，其余大部分为大瑶山山脉所盘踞。山地占总面积的７３％，山势大致成北北东—南南西

伸延，而向西、东两侧迅速减降，形成一古生代碎屑岩陡坡中山—低山地形，高度在海拔

５００～１　９７９ｍ之间。四周边缘为丘陵、河谷、台地，高度在海拔１１５～５００ｍ之间。整个地势

中间高，四周低，使县境内大部分河流由中部主轴向四周边缘辐射状流出县外。金秀瑶族自治

县主要地貌类型以下几种类型：

（１）中山山地

为县内最高部位，处于中部主轴线上。据１９８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大瑶山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测算，面积３８　２８２．３ｈｍ２，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１５．２１％，为本县主要天

然水源林区，山高、谷深、坡陡。最高峰圣堂山１　９７９ｍ，河谷高程最低１４０ｍ，相对高差

１　８３９ｍ，坡度３０°以上。按地块分为金秀、花炉—太阳两大块。

（２）低山山地

分布于县境东西两侧。海拔１１５～１　０５５ｍ，面积１４５　５２８．７ｈｍ２，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５７．７９％，按地块可分为８个段块：位于县北头排镇、三江乡境内的天堂山—月王岭低山块，

面积１７　１７７．３ｈｍ２，最高海拔９４７．９ｍ；位于县北部三角乡及三江乡之间的金崩—六眼低山块，

面积２　０１０ｈｍ２，海拔２６０～９８９．６ｍ；位于县之东部忠良乡的忠良低山块，面积２２　２６５．３ｈｍ２，

海拔１４０～９８９ｍ；位于金秀镇西部金秀至桐木公路两侧低山坡，面积１４　１４５．５ｈｍ２，海拔２００～

９４５ｍ；位于县境东部之大坪、社、那黎一带的六强低山块；位于县东南部罗香乡一带的罗香

低山块，面积１８　３８９．６ｈｍ２，海拔１１５～１　００８．９ｍ；位于六巷乡西南部的石井－六庙低山块，

面积１５　５９２．９ｈｍ２，海拔１９０～９５４ｍ；位于大樟乡西部的河马低山块，面积２２　９９２．７ｈｍ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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