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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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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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夏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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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条件和重要的不可再生

资源。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查清耕地资源状况，是农业生产发展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

要基础工作，对于制订农业发展规划，促进耕地高效利用、保护和质量建设，推动农

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保证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象州县先后在1958年和1980年开展了两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

了象州县土壤类型及分布、土壤理化性状及肥力状况、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和中低产田

地土壤分布现状，了解了中低产田地的成因，并依此提出因土种植、因土施肥、合理

耕作和中低产田地改良利用等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象州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第二次土壤普查距今已30多年，这期间象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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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状况也相应发生变化。总体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

投入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持续提高，耕地地力大大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利于耕地质量改善的问题，如长期缺

乏科学施肥、偏施化肥、用地与养地相脱节、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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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应

用其成果正确引导种植业布局，科学指导农民施肥，切实加强耕地地力建设与管理，

才能解决好耕地利用和保护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2008年，象州县被列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县。象州县以此为契机在开

展测土配方施肥示范推广的同时，开展了耕地地力评价工作。象州县以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发布的《全国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耕地地力评价指

南》等为依据，对全县各类耕地土壤的分布、理化性状、利用现状、作物种植结构、

产量水平、施肥状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覆盖了全县11个乡镇122个村的638 636亩

耕地，共调查4个土类11个亚类32个土属81个土种。本次耕地地力评价从测土配方施

肥项目4 722个土壤样品中选取了3 331个样点作为评价样点，其中水田2 284个，旱地

1 047个，形成了7 135个评价单元；邀请本县农业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专家参与耕

地评价因子的选定工作，从广西6大类24个耕地地力评价因子中集中选择了4大类9个

因子作为本县耕地地力评价因子，采用特尔斐法与层次分析法选择确定评价因子及权

重；按照农业部耕地地力评价规程和分级标准，利用象州县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进

行耕地生产潜力评价，结合专家经验将全县耕地地力分成6级。

象州县在开展耕地地力评价的同时，还开展了施肥指标体系研究工作。依据不同

地形地貌、土壤类型、耕作制度，将全县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农业生态类型区，根据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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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土壤测试值、田间试验结果和作物产量，建立不同生态类型区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和主要农作物施肥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县土壤养分丰缺指标和主要

农作物施肥指标体系。

本书将耕地地力评价和施肥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和内容整合起来，共有十章：

第一章是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由韦国嵩、汪元升执笔；第二章是耕地土壤与农田基

础设施，由梁玲嵩、李桂山执笔；第三章是耕地地力评价方法与步骤，由李桂山、王

菊红执笔；第四章是耕地土壤属性，由玉宝洪、潘献梅执笔；第五章是耕地地力，由

王菊红、何玉琼执笔；第六章是中低产耕地划分与改良，由覃仕贵、韦有纯执笔；第

七章是施肥指标体系建立方法，由王菊红、廖建章执笔；第八章是建立主要作物施肥

指标体系，由李桂山、王菊红执笔；第九章是配方制定与配方肥开发，由廖向宜、覃

所执笔；第十章是主要作物分区施肥指导意见，由李桂山、杨海惠、韦建平执笔。另

外，还有专题报告，共2篇：第一篇为《象州县水稻土地力与优质谷发展对策》，由

覃志锋、廖炳春执笔，第二篇为《发展冬种绿肥  提高耕地质量》，由玉宝洪、梁玲

嵩执笔。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和来宾市土壤肥料工作站领导和各位

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承蒙广西大学顾明华教授、唐新莲副教授，广西农业科学院

谢如林研究员，广西农业厅唐玉媛高级农艺师等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写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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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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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州县地处广西中部，距来宾市70 km，隶属来宾市管辖，地理坐标在北纬23°44′~24°18′，

东经109°25′~110°06′之间，东与金秀瑶族自治县毗邻，西与柳江县接壤，北连鹿寨县，南邻

武宣县，西南与兴宾区交界，总面积1 917.91 km2。

全县共辖7镇4乡，122个行政村（居委会）786个自然村，总人口35.71万，境内居住着

壮、汉、苗、瑶等12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1.2%左右。

二、自然气候与水文地质条件

（一）气候条件

象州县地处南亚热带北缘向中亚热带过渡季风区，季风特点显著。多年平均气温为

20.8℃，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10.7℃，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4℃；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

28.9℃，极端最高气温40℃。全年≥10℃活动积温6 600~7 000℃。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象州县降水量相对偏少，是桂中少雨中心的边缘区，年均降水量为

1 300~1 400 mm，石龙镇降水量仅为1 200 mm。降雨多集中在4~8月，占年降水量的70%以
上。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年均蒸发量1 713 mm。

年均日照时数1  600~1  700小时，以7~9月日照时数较多，历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107.6 kW/cm2。

灾害性天气：①倒春寒天气，对早稻育秧威胁大。②寒露风天气，每年10月11~16日出现

第一次寒露风的正常年份达39%。③干旱，历年以秋旱旱情最严重，春旱次之，产生秋旱的概
率为66%，产生春旱的概率为71%。④暴雨洪涝，造成灾害的洪水都发生于6~8月。⑤霜冻，一

般不严重，但发生冰冻灾害的频率为10年一遇。⑥大风，年平均风速为2.5米/秒，8级以上的阵

性大风，每年平均一次以上。⑦冰雹，多在2~4月出现，概率为2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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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州县夏季长（174天），冬季短（70天），无霜期长（330天），四季宜耕宜种。雨量充

沛，四季分明，雨热同季，与作物生长期基本一致，有利于农业生产。

（二）母岩及成土母质

象州县境在寒武纪以前是茫茫沧海，广西运动地壳在志留纪末期开始慢慢升起，进入地台

型沉积时期。自泥盆纪至二叠纪，海洋沉积了碳酸盐岩层与砂页岩岩层，二叠纪中期全部露出

海面，结束海洋历史，奠定了现代地形的基本轮廓。

象州县主要成土母质有第四纪红土、砂岩、砂页岩、页岩、石灰岩、河流冲积物、洪积物

等，其中以砂页岩占的面积最大。

全县分布最多的是古生代石炭系、泥盆系的砂岩、砂页岩、页岩、灰岩等岩石，紫色岩多

掺杂在砂页岩中。运江、寺村、中平、百丈、罗秀、大乐、水晶等乡镇主要分布有泥盆系的岩

石。马坪、石龙、象州、妙皇等乡（镇）主要分布有石炭系的岩石。马坪、象州也有泥盆系的

岩石分布，马坪分布的灰岩面积最多。

第四纪红土分布零星分散，面积较小，只有石龙镇分布较广，占总面积的80%以上，其他
各乡（镇）有零星分布，面积较少。

（三）地形、地貌

象州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桂中盆地的东南面，弧形山脉的内侧，地处北纬

23°44′~24°18′，东经109°25′~110°06′之间，东部紧靠多雨中心的大瑶山，地势由东、东南

向东北，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河流自东、东南往北，然后转西注入柳江河，柳江河贯穿县境西

部。

象州县主要地貌类型有低山、丘陵、平原、水域，面积分别占县域总面积的18.75%、
46%、32.1%、2.97%。

象州县地貌类型以柳江河为分界线，河西的马坪、石龙两个乡（镇）属桂中岩溶平原的边

缘部分；河东的百丈、中平、罗秀、大乐是大瑶山的山前平原；水晶、运江、罗秀、寺村、象

州、妙皇等乡（镇）基本上是海拔100~250 m的台地、丘陵，间有小平原；低山主要分布在东

部、南部，海拔在700~1 000 m的山峰有7座，其中800 m以上的山峰有5座，最高峰是笔架山，

海拔932.9 m。

丘陵是象州县的主要地貌类型，面积981.87 km2，占总面积的51.19%，海拔在100~500 m

以下的丘陵有37座，其中29座海拔为200~400 m的丘陵，主要分布在运江、象州、妙皇、马坪

等乡（镇）。

（四）水文条件

象州县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一级支流柳江自北向南纵贯县境，于县西南部与红水河

汇合，形成黔江注入武宣县。全县河流密布，水源丰富。百丈河、中平河、龙宫河、洛脉河、

范道河、古车河、水晶河、妙皇河、罗秀河、运江河、枫木河、下腊河等12条发源于大瑶山的

主干河流呈树枝状注入柳江，还有青凌河向西注入红水河。柳江在县境内长度为64 km，平均

流量860.4 m3/s；红水河境内长度16 km，平均流量521.5 m3/s；其余河流境内长度均在50 km以

下，平均流量均在15 m3/s以下。全县河网长度为1 131.8 km，河网密度0.54 km/km2。修建有中

型水库2座，小型水库80座，面积2 439.31 hm2，水塘面积924.45 hm2，沟渠1 658.02 hm2，堤坝

21.77 hm2，水域总面积9 356.49 hm2。此外尚有较为丰富的地下水分布于全县各地，各类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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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调节、补给。

（五）植被

象州县天然原生植被已受到破坏，仅在妙皇乡大梭路村U形槽地保存有极少数的原始森

林。山地中保存的杂木林为季节雨林的常绿阔叶林，其他林木为常绿、落叶混交林；用材林以

速生桉、马尾松、杉木为主，还有柠檬桉、樟树、椎类、栎类等树种；水源林有大叶栎、麻

栎、米椎、红椎、荷木、野杨梅、鸭脚木等；灌木林有桃金娘、余甘子、大小驳骨、了哥王

等；草类以五节芒、刺芒、青香茅、石茅为主；经济林以油茶、油桐为主；竹林主要有刺竹、

撑篙竹、油竹、单竹、黄竹、毛竹等。

象州县属南亚热带桂中植被区，有喜暖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次生性的落叶阔叶林、针叶

林、灌丛、草地、竹林、人工林等多种类型的植被品种。

三、土地资源概况

象州县行政区域总面积为2 876 845亩*，其中耕地面积638 636亩，园地面积92 118亩，林

地面积1 649 245亩，草地面积145 990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112 860亩，交通运输用地面

积55 115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163 344亩，其他土地面积19 537亩。在土地资源中，林

地面积比耕地面积大，占土地资源总面积的57.33%；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总面积的22.20%；
在耕地资源中，旱地面积比水田略大，占耕地面积的51.92%，水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8.08%。
（见表1-1）

表1-1　象州县土地资源统计

土地资源 面积（亩） 占同级土地面积比例（%） 占总面积比例（%）
耕地 638 636 100 22.20

　水田 307 086 48.08 —

　旱地 331 550 51.92 —

园地 92 118 100 3.00

　果园 62 685 68.05 —

　茶园 1 348 1.46 —

　其他园地 28 085 30.49 —

林地 1 649 245 100 57.33

　有林地 1 030 236 62.47 —

　灌木林地 207 340 12.57 —

　其他林地 411 669 24.96 —

草地 145 990 100 5.07

　人工牧草地 14 0.01 —

　其他草地 145 976 99.99 —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12 860 — 3.92

交通运输用地 55 115 — 1.92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63 344 — 5.68

其他土地 19 537 — 0.68

合计 2 876 845 — 100

*亩为非法定量单位，1亩= 
1

15
 hm2= 

10 000

15
 m2≈6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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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经济概况

（一）农村人口与劳动力

象州县2012年末共有乡村人口357 107人，其中农业人口314 330人，乡村劳动力199 194

人，乡村从业人员141 903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1.24%。

（二）农业总产值和人均产值

1. 农业总产值

象州县2012年末农业总产值417 954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203 011万元，占农业产值的

48.57%。在种植业中，粮食作物总产值51 308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5.27%，占农业总产值
的12.28%；经济作物总产值94 579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46.59%，占农业总产值的22.63%。此
外，桑蚕业总产值110 968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6.55%。

2. 人均产值及收入情况

象州县2012年末全县生产值83.73亿元，人均产值23 447元，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6 733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 065元。

（三）农业基础设施

象州县拥有蓄、引、提水利设施1 205处，设计灌溉面积46.4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77 653亩，

占全县耕地面积638 636亩的43.48%，蓄、引、提等水利设施可满足2/5耕地面积的灌溉需求。

其中，蓄水工程393处，总库容13 962万m3，有效库容9 751万m3，设计灌溉面积10.36万亩；引

水工程379处，设计流量36.6m3/s，设计灌溉面积25.11万亩，机电泵提站433处，总装机583台，

共11 841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2.96万亩。

（四） 交通状况

象州县水陆交通便利，有利于农资和农产品运输。

陆路：全县122个村民委均能通汽车。国道柳州至石龙线（209线）境内路段14 km。省道

穿山至头排线（20134线）境内路段80 km，途经马坪、象州、寺村、罗秀、大乐5个乡镇。县

道寺村经中平至百丈线、象州至运江线、寺村至运江线、运江至水晶线、水晶至桐木线、百丈

至寺村线、罗秀至中平线、罗秀至水晶线、大乐至中平线、龙副至石龙线、马坪至石龙线把各

乡镇串联起来。基本形成以209国道、201 34省道公路为主干线，以乡乡通油路为骨架，以纵

横交错的乡村公路为辐射的公路网络。完善的乡村公路网络，布局合理的田间道路，为农业生

产提供便利条件。

水路：象州境内柳江河段64 km，上溯可达柳州、融安，下航可达武宣、桂平、梧州、

广州，是象州县水运主要航道。现有6个码头，年吞吐能力为250万t，枯水期象州境内可通航

300~500 t货船，非枯水期可通航800~1 000 t货船。货物水运从象州到广州单价为38元/t。便

捷、廉价的水运，十分有利于农资和农产品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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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一、农业发展历史

象州县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农业自然条件优越。早在宋代，已是“水清鱼肥”“多

膏腴之田”的鱼米之乡，尤以盛产稻米闻名。从宋代至清代，曾多次从象州调出稻谷供给邻近

州县及广东。民国时期，象州的稻、米销往大湟江口、梧州等地。象州县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

为主，玉米、红薯、大豆等为辅；经济作物以种植甘蔗、桑蚕为主，木薯、花生、茶叶为辅；

园艺作物以种植龙眼、桃子、柿子、西瓜、柑橘为主，香蕉、葡萄、枣子、梨子、李子、柚

子、石榴、板栗为辅。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民国中期以后，农业

产量连年倒退。1933年水稻总产4 513.8万 kg，此后10多年均低于这个产量，1946年水稻总产

仅2 721.8万 kg，只达到1933年产量的60.3%。新中国成立后，经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
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以后，又通过兴修水利和改革耕作制度，推广种植双季

稻，推广冬种绿肥，种推广种植水稻矮秆良种，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粮食作物生产

1952年双季种植稻种植面积达到15.59万亩，1954年水稻产量比1950年增长32.17%。1967

年水稻产量首次突破1亿 kg。此后，双季稻种植面积继续扩大，1970年双季稻种植面积达32.86

万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95.7%。1971~1981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在31万~35万亩之间。1982

年后，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减少。1990年水稻种植面积比1980年减少

21.54%。种植面积虽然减少，但产量仍继续增长。1990年水稻种植面积平均亩产比1980年提高

55.9%，总产量增长25.17%，农民平均产粮增加9.68%。1999年，粮食总产量2.15亿 kg，为历史

最高年份。人均产粮714.2 kg，水稻平均亩产404.8 kg/亩，均创历史最高。2002年后，由于市场

调节作用，米质差、售价低的杂交稻种植面积减少。米质好、售价高的常规优质谷种植面积逐

年增加。水稻单产有所下降，粮食总产回落。2012年，优质谷种植面积达到42.69万亩，占年

水稻种植面积的95.9%（见表1-2）。

表1-2　象州历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产量统计

年份

粮食作物 水稻

总面积
（万亩）

总产量
（万 kg）

人均产粮
（kg）

面积
（万亩）

产量
（万 kg）

亩产量
（kg）

1950 49.05 4 901.5 284.6 42.47 4 559.3 107.4

1952 57.27 5 793.5 327.2 49.28 5 406.2 109.7

1954 59.96 6 508.0 356.2 48.67 6 026.1 123.8

1967 69.55 10 277.5 446.3 62.23 10 024.1 161.1

1976 83.00 13 909.5 455.8 71.26 13 383.0 187.8

1981 73.22 14 267.0 432.1 65.46 13 924.5 212.7

1990 59.33 17 751.9 539.8 46.58 16 810.1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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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粮食作物 水稻

总面积
（万亩）

总产量
（万 kg）

人均产粮
（kg）

面积
（万亩）

产量
（万 kg）

亩产量
（kg）

1999 63.07 21 541.7 714.2 48.88 19 785.3 404.8

2007 58.56 20 066.5 565.6 44.43 17 508.8 394.0

2008 52.14 17 287.7 484.1 44.55 15 834.6 355.5

2009 53.22 17 829.8 496.5 44.89 16 110.7 359.0

2012 53.99 18 441.9 516.4 44.47 16 337.2 367.5

（二）经济作物生产

象州县农业结构较为单一。农村经济改革前的1980年，粮食产值占种植业产值的82.1%，
经济作物产值只占17.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逐步疏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甘蔗、水果、桑蚕、蔬菜等产业，特别是甘蔗和桑蚕发展较快。2012年，甘蔗种植面积

42.42万亩，产值91 857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1.97%。桑蚕种植面积22.0万亩，产值110 968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6.55%。

二、农业生产基本情况

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各种农作物新品种和农业新技术在象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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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州县农业发展呈现的特点：一是农

产品由数量型正在向质量型转变，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的生产开始起步，水稻已获得了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二是农业区域化种植初具规模，全县拥有20万亩优质谷生产

基地、33万亩糖料蔗生产基地、20万亩优质桑园；三是农业生产综合集成技术推广应用面广，

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沃土工程技术、生态农业技术、旱地糖料蔗大马力机械深耕宽行密植综

合配套技术、“三免三避”技术、间套种立体复合种植技术、病虫无害化综合防治技术和设施

农业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据2012年统计结果，全县农业人口人均产稻谷519.7 kg，产糖料蔗5 513.2 kg，产桑蚕

102.2 kg，产蔬菜409.6 kg，产水果180.7 kg（见表1-3）。

表1-3　象州县2012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

项　目 播种面积（亩） 单产量（kg/亩） 总产量（t） 人均产量（kg）

一、稻谷 444 773 367.5 163 363.2 519.7

1. 早稻 234 427 390.5 91 543.7 291.2

2. 晚稻 210 306 341.5 71 819.5 228.4

二、玉米 31 471 351.5 11 062 35.19

三、豆类 28 524 119.5 3 394.3 10.79

四、红薯 21 180 156 3 304.08 10.5

五、花生 8 668 172 1 490.8 4.7

六、甘蔗 424 215 4 085 1 732 983 5 513.2

七、水果 96 465 588.8 56 798.6 180.7

八、蔬菜 110 677 1 163 128 750 409.6

九、桑蚕 220 000 32 118 102.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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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概况

一、耕地改良模式与效果

（一）土壤普查及成果应用

1957年象州县进行了土壤物理状况及各种土壤分布面积的初步调查。1959年对土壤酸碱

度进行了普查。1963年在罗秀公社潘村进行水稻磷肥试验，增产效果显著。稻田施用磷肥很

快在全县范围内推广。1966年3~7月，进行了土壤酸碱度及土壤速效氮、磷、钾含量的测定工

作。1980年11月开始进行全面的第二次土壤普查，之后加大了普查成果应用力度。1982~1986

年，实行因土种植改作20 116亩，因土施肥或氮、磷、钾配合施用面积901 636亩。其中，改

良酸性土23 540亩，改良碱性土181 602亩，开沟治潜111 626亩，使水稻生产获得显著增产。

1987~1990年，根据土壤普查成果资料针对性改造中低产田9.38万亩，增产稻谷403.3万 kg，比

改良前平均每亩增产稻谷78.8 kg。

（二）项目投入

自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象州县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项目资金，加强了对耕地的改良与培

肥。1992~1996年争取到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广西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简称“3730”项

目）在象州实施，其中437.8万元项目资金用于改土。此后，1997~2010年期间共争取国家农业

投资达1 180万元，用来改良土壤和培肥地力。

1. 中低产田改良

1992~1996年，象州县实施世界粮援组织的“3730”项目，是全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的中低产田改良。改良面积62 324.7亩，其中，开沟治潜17 400.8亩，加深

耕层12 416.1亩，增施有机肥21 129.6亩，水稻良种繁殖14 670亩，绿肥留种2 108.2亩，总投资

达到784万元和184.5万个工作日。据1996年项目验收时评估测算，开沟治潜工程投资效益比为

1∶3.2，累计增产粮食38 020.7t。1996年后，工程可持续稳定发挥效益20年。1997年以后，低

产田的改良主要采用机械耕作，加深耕作层，增施有机肥，增施磷钾肥，种植绿肥，每年种植

面积在75 000~120 000亩，每亩增加粮食14 kg，每年增产粮食105~168t。

2. 秸秆还田

1991年秸秆还田面积约10万亩，以后逐年递增。2010年达到45.65万亩。2010年实施有机

质提升秸秆还田示范项目，推广水稻秸秆催腐还田12.63万亩，每亩增产稻谷49.7 kg，增产率达

12%以上。
3. 积制和增施有机肥

积制增施有机肥从1997年开始，每年积制农家肥14万吨，年平均实施面积37万亩，每亩增

产作物产量25 kg，增产率达6.5%。
4. 化肥深施

化肥深施从1997年开始，每年实施面积8万亩，每亩作物增产28 kg，增长率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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