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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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东经１０８°３２′～１０９°２７′，北纬２４°４７′～２５°４２′，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

北部，属云贵高原苗岭山地向东南延展的部分。北面靠贵州省从江县，西南面与环江毛南自治

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接壤，东面及东南面与融安县、柳城县毗邻，东北面和三江侗族自治县

交界，是广西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境东西长约８０ｋｍ，南北宽约７５ｋｍ，总面积

４　６２４ｋｍ２。

融水为广西唯一的一个苗族自治县，成立于１９５２年。全县现辖４镇１６乡 （含１个侗族乡、

１个瑶族乡），１９８个行政村，１　６６８个自然屯，２００９年末总人口达４９．７９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４３．５６万人。共有汉、苗、瑶、侗、壮、水、仫佬、回、满、毛南、土家、彝、布依、黎、蒙

古、锡伯等１６个民族，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７１％，苗族占总人口的４１．４５％。由于山多耕地

少，经济总量小，融水现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见附图）。

二、耕地资源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亩＝１１５
公顷＝１０　０００１５

平方米≈６６６．７平方米。

全县现有耕地面积４３０　４２３亩＊，其中水田面积２３７　０１３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５５．０７％；旱

地面积１９３　４１０亩，占耕地总面积的４４．９３％。全县人均耕地面积０．８６亩。

三、自然气候与地质水文条件

１．自然气候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北的中亚热带，为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属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太阳辐射较强，日照时数较多，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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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７９．７小时，无霜期３２０天以上，年平均气温山外１９．３℃，山区１６．４℃；１月最冷，月均温

９．３℃；７月最热，月均温２７．９℃；极端最低温－３℃，极端最高温３８．６℃。年均降水量

１　６００～１　８００ｍｍ，全年降水分配不均，多雨季节在４～８月。年均蒸发量１　５６１．２ｍｍ，降水量

大于蒸发量。年均相对湿度７９％。大小和等于１０℃计２９０天，活动积温６　６８８．２℃；大小和等

于１５℃计２３６天，有效积温５　８７９℃。夏季盛行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由于地域的差异性，

灾害天气对农业收成影响较大，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因子主要有干旱、雨涝、低温等。

２．地质条件和地形地貌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江南古陆边缘，古生代志留纪前，县境内除九万大山、摩天岭、归脑

山和元宝山以北是陆地外，其余地方均为海洋。志留纪末期，地壳发生了强烈的地质运动，全

境上升为陆地，同时地层断裂，岩浆侵入，形成融水境内的摩天岭、元宝山一带侵入岩。到了

泥盆纪期，本县东南面的陆地又下降为浅海，并逐渐沉积形成多种地层，其中以砂页岩、石灰

岩较为突出。到了三叠纪末期，地壳又发生强烈运动 （即印支运动），县东南面再次上升为陆

地，从而结束境内的海洋历史。

全境地势为中部高，南部和东部低，东南部的和睦、永乐、融水三个乡 （镇）最低。山岭

间较大的谷地为三防镇周围一带。东南部由北往南从中山逐渐过渡到低山、山丘、丘陵和峰林

谷地。全县地貌主要有中山山地、低山山地、丘陵、岩溶、阶地五种类型。

（１）中山山地

中山山地一般在海拔１　０００ｍ以上，相对高度６００～８００ｍ，个别高达１　０００ｍ以上。坡陡

谷深，峰峦起伏，溪流纵横，切割强烈，谷地狭窄，坡度一般在２５°～４０°。山高水冷，气温低，

冬季冰雪封冻时间长达２０～３０天。中山主要分布在境内中部元宝山周围的四荣、香粉、安陲、

安太、洞头、白云等乡 （镇）和摩天岭附近的三防、汪洞、滚贝、杆洞等乡 （镇）及九万大山

的西部。元宝山海拔２　０８１ｍ，是广西的第三高峰；摩天岭海拔１　９３８ｍ，是县内第二高峰。山

峰裸露，岩石主要有花岗岩等变质岩。全县中山地面积计９９８　６５３亩，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１４．２８％。

（２）低山山地

低山山地是全县面积最大的地貌类型，它们的海拔高度在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相对高度３００～

６００ｍ之间。切割较浅，峰峦连绵，坡度较缓，一般为２５°～３５°，谷地较开阔，露出的岩石主

要有砂页岩和变质岩。全县低山面积计４　９８０　５３５亩，占全县总面积的７１．９％。

（３）丘陵

丘陵一般海拔１５０～５００ｍ，相对高度１００～３５０ｍ，也有的相对高度在几十米。坡度较缓，

谷地宽阔，土层深厚。岩石主要是砂页岩和变质岩，分布于低山周围。丘陵地貌分布较广，除

滚贝、汪洞、杆洞、安太等乡 （镇）外，各乡 （镇）均有分布，以融水镇与永乐乡最多，占其

乡 （镇）总面积的２１％以上，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全县丘陵面积计

３４６　５２６亩，占总面积的４．９５％。

（４）岩溶

岩溶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主要分布于境内南部和东南面的石灰岩地区，具有峰林谷地的

特点。表现为石山孤峰林立，峰林间或为长条状的谷地所伸延，或为比较宽阔的溶蚀洼地所盘

踞，溶洞较多。溶岩地区地表水缺乏，地下水发达但深度差异大，常有距地面１～２０ｍ深的溶

洞发育。谷地有的有地表常流河，灌溉便利；有的缺少地表河系，或只有季节性河流，地面干

融水苗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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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缺水。溶岩地貌面积在县境约４１　０９０亩，占总面积的０．５９％。

（５）阶地

主要分布于融江、贝江、泗维河、河口河等江河两岸，离河床十米至几十米，常有一、

二、三级阶地，起伏较缓，坡度为１°～１０°，海拔２００ｍ以下，相对高度为５～２０ｍ。有近代冲

积物和古代冲积物 （覆盖第四纪红土），面积达１１７　３３０亩，占总面积的１．６８％。

３．水文条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河流众多，分布广泛，汇水面积较大，是广西水资源较丰富的县份之一。

全县年径流量为６６．２亿立方米，占广西的３．５％，占柳州市的３０％，地表水量为１３．９亿立方

米，居柳州市首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珠江流域中上游，属于珠江西江水系柳江流域。境内

河网纵横，支流繁多，主要干流有融江和贝江，融江自北向南流经县域东部，往南汇入柳江；

贝江自西向东汇入融江。县域内其他河流如大年河、河口河、泗潍河、杆洞河、英洞河、丹江

河、田寨河、白竹河等为融江或贝江的支流、分支流或分支支流。汇流面积大于５０ｋｍ２ 的河

流有２６条。大部分村屯都分布于河流周边，水利条件好，农田灌溉便利，地表水质洁净，适

宜生活和生产用水。但河流径流量全年分配不均，８０％的径流量集中于４～９月。盛水期，地

表水资源利用条件较好，可确保农业生产用水，不时有大小不等的洪涝灾害。枯水期，一些河

流断流，易导致秋冬春连旱灾害。

４．植被

县境林地植被属中国华东植被区系，常见植被计１２２科，７０４种。森林植被为典型中亚热

带常绿落叶混交林，乔木树种４０多科，１００多属，５００多种。

原生植被：主要有壳斗科、茶科、木兰科、金缕梅科、樟科、安息香科、槭树科、蔷薇

科、杜英科、杜鹃花科。其中主要树种有椎、栗、栲、荷木、泡桐、檫树、香椿、酸枣、楠

木、水青冈、罗汉松、铁坚杉、拟赤杨、南华松、广西木莲、阿丁香、鹅掌秋等。主要分布在

元宝山、九万山、泗涧山和滚贝老山四大天然林区，除和睦镇外，其他乡 （镇）亦有小片分

布。

灌木植被：主要有桃金娘、伯拉木、淡黄灰莲、木芙蓉、檵木、白背桐、盐肤木、樗叶花

椒、杜茎山、牛耳枫、白荆、黄荆、红背山麻杆、扁担杆、十大功劳、算盘子、岗梅、胡丈

子、野牡丹、杜鹃、山芝麻等。

草本植被：主要有石油菜、蕨菜、石松、黄茅草、丝茅草、芒芭草、牛筋草、铺地蜈蚣、

翠云草、海金沙、华里白、淡竹叶、野葛、白藤等。

人工植被：主要有杉、松、桉树、毛竹、篙竹、油茶、洞桐、板栗、茶叶、八角及柚、

柑、橙、梨、桃、李等各种水果。

融水苗族自治县素有 “杉木王国”“毛竹之乡”的美誉，是国家重点林业县。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全县人工造林计６１６　６９５亩，森林覆盖率已达７６．２％，现为 “全国绿化模范县”。

四、农村经济状况

１．农村人口与劳动力

据融水苗族自治县统计局资料，全县２００９年末总人口４９．７９万人，其中农村人口４３．５６万

人，占总人口的８７．５％。农村劳动力２８．８９万人，占总人口的５８．０％。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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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业产值

融水苗族自治县２００９年农业总产值７５　０１２万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７３　７８２万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９８．３６％；其他农业总产值１　２３０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６４％。种植业中，粮食作

物总产值２３　７５１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３２．１９％，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１．６６％；经济作物总产

值１８　２８６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２４．７８％，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４．３８％；蔬菜总产值１７　１６０万

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２３．２６％，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２．８８％；茶、桑、果总产值９　５４７万元，占

种植业总产值的１２．９４％，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２．７３％；其他种植业总产值２　８５９万元，占种植业

总产值的３．８８％，占农业总产值的３．８１％；粮食作物副产品总产值５５４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

的０．７５％，占农业总产值的０．７４％；经济作物副产品总产值１　６２５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２．２０％，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１６％ （见表１－１）。
表１－１　融水苗族自治县２００９年农业总产值

项　目 总产值 （万元） 占种植业总产值 （％） 占农业总产值 （％）

农业总产值 ７５　０１２
一、种植业 ７３　７８２　 ９８．３６

　１．粮食 ２３　７５１　 ３２．１９　 ３１．６６

　２．经济作物 １８　２８６　 ２４．７８　 ２４．３８

　３．蔬菜 １７　１６０　 ２３．２６　 ２２．８８

　４．茶、桑、果 ９　５４７　 １２．９４　 １２．７３

　５．其他种植业 ２　８５９　 ３．８８　 ３．８１

　６．粮食作物副产品 ５５４　 ０．７５　 ０．７４

　７．经济作物副产品 １　６２５　 ２．２０　 ２．１６
二、其他农业 １　２３０　 １．６４

３．人均产值收入

２００９年末，全县生产总产值３６３　０００万元，人均７　２９０元。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２　９２０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　８２７元。

第二节　农业生产概况

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农作物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三大类。其

中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玉米、红薯、黄豆为辅；经济作物以甘蔗、蔬菜、桑树、茶叶、油

菜、木薯为主，八角、药材、油茶、大蒜、莲藕为辅；园艺作物以糯米柚、椪柑、杂交柑、贡

柑、蜜桔为主，桃、李、梨、栗、石榴、西瓜等为辅。畜牧水产养殖主要有牛、猪、马、羊、

兔、狗、鸡、鸭、鹅、鱼、蚕等。长期以来，由于土地经营体制的改变和人民生活水平及市场

需求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全县种植业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变化。

一、农业发展简史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本县土地资源以山

地为主，故有 “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当时生活环境艰苦，生产条件落

融水苗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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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民文化水平低，导致农业长期处于低产低效益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

成，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各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高涨，全县粮食生产开始获得了好收成。后来又兴修水利、深耕改土，单季粳稻改双季籼

稻，推广水稻矮秆良种和冬种绿肥压青利用，促进了全县农业的持续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水稻产量连年提

高。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了农业投入，同时大

力推广种植杂交稻，实施大面积增产综合技术开发项目，应用一整套培育壮秧、配方施肥、浅

湿灌溉和综合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技术措施，粮食产量连年迈上新台阶，１９９０年水稻总产量首次

突破１亿ｋｇ／亩大关，达１０　０１３．５万公斤。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全县在山区乡 （镇）示范推广一季

中稻蓄留再生稻生产，再生稻平均亩产达１８９．５ｋｇ／亩，１９９４年度水稻总产达１．０２亿ｋｇ／亩。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中低产田综合改良技术应用示范推广、土壤诊断施肥网络

工程等科技项目，采取推广良种、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冬种绿肥压青利用、机耕加厚耕

层、平衡配方施肥以及土壤诊断施肥 “测、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等措施，大力改造中

低产田，持续提高了粮食单产，增加了总产。２０００年全县稻谷产量达１．１６９亿ｋｇ／亩。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全县又推行双季稻—油菜、中稻—再生稻—油菜轮作制，大力示范推广优质双低油菜

花培系列、花油３号、蓉油６号、蓉油８号、史力丰、川油１０号等品种，既获得了稻丰油增的

成果，又实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效果良好。２００７年融水苗族自治县作为项目新建县，开始

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示范推广，三年来通过采土、测土、配方指导和施肥指导，在各种粮食、

经济、园艺作物上广泛应用，该技术已成为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最大亮点所

在。

表１－２　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年份稻、蔗产量表

年度
水　稻 甘　蔗

总产 （吨） 单产 （ｋｇ／亩） 总产 （吨） 单产 （ｋｇ／亩）

１９５２　 ４２　１４９．６　 １５２．２　 ５　０００　 １　８５０

１９５８　 ４９　２０２．７　 １６４．０　 ５　９４８　 １　９８０

１９６４　 ５１　３６１　 １７４．４　 ７　０５６　 ２　１３０

１９７０　 ５８　３５８．８　 １８２．５　 ９　１２７　 ２　２７０

１９７６　 ７７　８２１．３　 ２０６．６　 １２　８８７　 ２　３３０

１９８２　 ８６　９８３．２　 ２４６．４　 １４　３６８　 ２　４８０

１９８８　 ９３　９５２　 ２９９．０　 ２１　６９０　 ２　９１０

１９９２　 １０６　９１３　 ３３４．４　 ６５　８１４　 ３　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６　８９８　 ３４７．２　 １０３　２３５　 ３　３７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４　０６６　 ３５２．３　 ３４０　１２４　 ３　４９２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０２１．７　 ３５９．４　 ５３４　３４１　 ３　８０１

二、农作物构成及耕作制度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作物构成中，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以水稻最大，其余依次为玉米、红薯、马铃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以甘蔗最大，其他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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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蔬菜、木薯、桑树、油菜、茶叶、花生；园艺作物如糯米柚、椪柑、蜜桔种植面积也比

较大。

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耕作制度为：①水田：早稻—晚稻—绿肥、早稻—晚稻—油菜、早稻

—晚稻—蔬菜、早稻—晚稻—马铃薯、春玉米—晚稻—蔬菜、早稻—秋玉米—蔬菜、冬辣椒

（套种玉米）—晚稻、春夏蔬菜—晚稻、早稻—秋红薯、早稻—秋黄瓜、中稻—再生稻—蔬菜、

中稻—油菜、中稻—蔬菜等１３种耕作制度方式；②旱地：一年一熟制如甘蔗、木薯、果树等

作物，一年多采制如桑树、茶叶等作物，春玉米—秋红薯、春玉米—秋花生、春玉米—秋玉米

（间种红薯）、春玉米—蔬菜、早玉米—豆类等７种耕作制度方式。

三、农业发展现状

融水苗族自治县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根据县域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生活和市

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加大了种植结构调整力度，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及

农业实用技术，农作物产量普遍提高，农产品品质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生产逐步由传统型向现

代型转变，并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方面发展。经过近２０年的调整，初步形成了农

业产业化、区域化种植格局，形成了宽谷平原区、低山丘陵区、高寒山区不同作物品种和种植

方式的区域。宽谷平原区为双季稻、甘蔗、木薯、桑树、红薯、早中熟油菜、柚柑桔、绿肥等

作物种植区；低山丘陵区为双季稻、薯、桑、油等作物种植区；高寒山区为一季中稻、再生

稻、迟熟油菜、茶叶等作物种植区。其中甘蔗、茶叶生产已实现了产加销一体化。

（一）农作物面积和产量

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统计局２００９年统计资料，全县农作物播种总面积７７．０４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３５．８２万亩，产量１１．６２万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２４．５９万亩，产量６５．３９万

吨；蔬菜作物播种面积１２．１４万亩，产量１１．２０万吨；园艺作物播种面积４．４９万亩，产量

４４．３６万吨。

（二）农业生产水平

根据融水苗族自治县统计局２００９年统计资料，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水平以及主要粮

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单产都比较低。水稻平均亩产 （每造单产，下同）３５９．４ｋｇ；玉米平均亩

产２１６．４ｋｇ；经济作物中甘蔗平均亩产３　８０１ｋｇ，木薯平均亩产４４０ｋｇ；蔬菜作物中大白菜平

均亩产１　０９０ｋｇ，萝卜平均亩产１　０２１ｋｇ，茄子平均亩产１　１３４ｋｇ；园艺作物中糯米柚平均亩产

１　３６２ｋｇ，柑橙类平均亩产１　０４７ｋｇ。

（三）农业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桂东北，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对农业生产比较有利。虽然自解

放以来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增添了许多灌溉设施，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传统观

念、资金投入、劳动者素质、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和农产品廉价反差等原因，

农业生产仍存在不少问题。

１．中低产耕地面积大

根据野外调查结果，全区年亩产５００ｋｇ以下的低产耕地面积有５１　９５８亩，占耕地面积的

１２．０７％；年亩产５００～７００ｋｇ的中产耕地面积有２７０　４８１亩，占耕地面积的６２．８４％；合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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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耕地面积３２２　４３９亩，占耕地面积的７４．９１％。水田面积２３７　０１３亩：低产田２　１２４亩，占

水田面积的０．９％；中产田１２８　３８５亩，占水田面积的５４．１７％；合计中低产水田面积１３０　５０９
亩，占水田面积的５５．０７％。旱地１９３　４１０亩：低产地４９　８３４亩，占旱地面积的２５．７７％；中产

地１４２　０９６亩，占旱地面积的７３．４７％；合计中低产旱地面积１９１　９３０亩，占旱地面积的

９９．２４％。

２．肥料施用结构不合理

融水苗族自治县传统的农用肥料，以农家肥料 （有机肥）为主。农户均有将作物收后的秸

秆、田埂杂草用来垫猪圈牛栏的传统习惯，家畜粪尿和各种垫圈材料混和沤制而得厩肥；另外

还积制人畜粪、土杂肥，采集野生绿肥、烧草木灰、烧石灰用作肥料。漫长的岁月中，农家肥

维系了土壤肥力不减退；而施用石灰，一方面中和了土壤酸性，另一方面石灰中的钙在土壤中

能交换出被土壤吸收的养分如钾、镁等，因而能适当增加土壤溶液的有效养分，但一些地方过

量或长期施用石灰，反而使土质变硬变坏，成为石灰板结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施用化肥

硫酸铵 （肥田粉），水稻增产效果良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又推广施用氨水和碳铵，粮食丰产增

收。此后，使用的化肥品种越来越多，如硝酸铵、氯化铵、钙镁磷肥、过磷酸钙、尿素、氯化

钾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应用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推广施用钾化肥以及配方施肥，几

年后又示范施用复混肥和微量元素肥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综合改良中低产田，恢复冬种绿肥

生产，推广平衡施用氮、磷、钾肥，大力应用水稻杂交优势，收到了比较好的丰产增收效果。

但９０年代后期至今，随着种植结构不断调整，种粮效益长期低下，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增多、

农村劳动力减少，猪牛等牲畜和鸡鸭等家禽的饲养量逐年减少，传统的农家有机肥料总量也随

之减少，且主要施用于效益较高的短平快经济作物。大部分农作物有机肥投入不足 （特别是甘

蔗生产），氮、磷、钾肥施用量明显增加，且施用比例不合理，普遍存在氮肥、磷肥施用过量

而钾肥施用不够的现象。近年来的一些轻便农业技术推广，肥料多施于土表上，养分渗入不了

土壤全层，农作物的肥料利用效率难以损高。

（１）偏施氮磷肥，少施或不施钾肥

水稻、甘蔗等主要作物施用氮肥品种主要是尿素和碳铵，磷肥品种主要是过磷酸钙和钙镁

磷肥，钾肥品种主要为氯化钾，少量用硫酸钾。尿素施用量：杂交稻２０～２５ｋｇ／亩，甘蔗６０～

６５ｋｇ／亩。磷肥施用量：杂交稻２５ｋｇ／亩，甘蔗９０～１００ｋｇ／亩，部分区域施用量更多。钾肥施

用量：杂交稻１０ｋｇ／亩，甘蔗４０ｋｇ／亩。玉米、木薯、红薯、桑树、茶叶等钾肥施用量较少，

施肥配比结构不合理，肥料利用率低。

（２）偏重前期追肥，轻视穗粒肥

大部分农民习惯偏重于基肥和前期追肥，而往往轻视穗肥，不施粒肥。特别是新植甘蔗，

其基肥如尿素、过磷酸钙的施用量大，且普遍采用氮钾肥集中于前期追肥的施肥方式。水稻也

是以重施基肥为主，施穗肥的不多，施粒肥的极少。造成作物各生长期养分分配不均衡，表现

为前期早生快发、长势旺盛而后劲不足，有早衰现象，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

（３）不重视控酸改土

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行之有效的施用石灰控酸改土的做法现在早已弃之不用。由于融水苗

族自治县的耕地土壤大都呈酸性，而农民习惯施用过磷酸钙、氯化铵、氯化钾等酸性和生理酸

性化肥，加上重施氮肥，容易导致酸性土壤中的磷素易被固定失效，氮素和钾素又易淋溶流

失，使土壤容肥、供肥和保肥性能差，肥料利用率低。同时造成土壤中主要营养元素比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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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满足不了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局部土壤酸性过强已成为当地作物生长的障碍因

素之一。

（４）不重视施用中、微量元素肥料

中微量元素是作物生长过程中需要量次于氮磷钾而高于微量元素的营养元素，占作物干物

重的０．１％～０．５％ （硅除外），通常指硅、钙、镁、硫四种元素；微量元素是作物生长过程中

需要量极少 （通常含量为０．２～２００ｍｇ／ｋｇ，以作物干物重计），通常指硼、锌、铁、锰、钼、

铜等元素。中微量元素作物需要量虽不多甚至极少，但它们同大量元素一样对作物生长是同等

重要、不可替代的。据近年来融水苗族自治县土肥科技工作者试验，对稻、蔗、玉米等禾本科

作物增施硅肥，在酸性较强的土壤上对蔗、果、桑等作物增施硫肥、钙肥、镁肥，对茶叶作物

增施硫肥、锌肥，均收到良好的增产提质效果；对油菜增施硼肥，能防花而不实病；对水稻玉

米增施锌肥，可防僵苗坐蔸和花白病。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微量元素肥料尚未能大面积推广应用。

耕地土壤中钙、镁、硼、锌等中微量元素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被作物不断吸收带走，局部区域

的某些中微量元素有效含量已显不足。

３．农业设施不够完善，农用灌溉水不到位

水田灌溉绝大部分排灌系统不配套，仅采用引灌或提灌，不设农毛渠，排灌不分家，处于

串灌串排、自流灌溉状态，水肥流失严重，极少做到缺水能灌、渍水能排。有部分地下水位高

或地处低洼的水田，长期处于水分饱和与渍水状态，土壤潜育化，还原性有毒物质多，土温

低，肥料分解慢，有效养分缺乏。而旱地灌溉固定设施极少，部分地区农户自备小型提灌机械

或人工进行浇灌，局限性很大，灌溉规模小，大部分旱地作物生长需水完全依赖降水。

４．对耕地质量建设工作不够重视，用地与养地失调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融水苗族自治县大力推行双季晚稻田套种红花草、苕子、满园花等

专用绿肥利用，大量积制各种农家肥料，农业生产施用有机肥量较大，而化肥使用量较小，耕

地质量普遍较好。８０年代以来，种植绿肥和养地作物面积减少，作物秸秆利用不充分，有机肥

料投入不足，而化肥施用量增加，加上农膜农药等其他化学品投入量增多，部分耕地质量变

差。

（四）农户施肥现状

１．主要作物施肥现状调查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统计，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前全县主要作物农户施肥情况分述如下。

（１）水稻施肥情况

水稻是本县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宽谷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种植双季稻，高寒山区则种植一

季中稻。肥料有有机肥与化肥两大类。早稻施用有机肥品种主要是农家肥，其次是绿肥，农家

肥以厩肥 （腐熟猪牛栏粪肥）占大部分，专用绿肥主要为红花草、满园花等，兼用绿肥有冬种

油菜、蚕豆、豌豆等。施用的化肥品种既有单质肥料，也有复合肥或复混肥，氮肥主要是尿

素，其次是碳铵，磷肥以钙镁磷肥为主，过磷酸钙占小部分，钾肥基本上为进口氯化钾。晚稻

施用有机肥主要是早稻秸秆，直接还田沤烂，而施用的化肥品种与早稻相同。融水苗族自治县

早、中、晚稻施肥时期、方法、数量情况分述如下。

①早稻施肥情况。每亩施用厩肥４００～５００ｋｇ，或者绿肥鲜茎叶翻压８００～１　０００ｋｇ，一般

很少两种同时施用，同时配施氮、磷、钾化肥或复混肥作基肥，部分化肥作追肥 （主要作分蘖

肥施用），很少施穗肥和粒肥。磷肥施用单质磷肥的全作基肥，氮肥基肥约占施用总量的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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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蘖追肥约占６０％；钾肥施用单质钾肥的，基肥约占施用总量的３０％，攻蘖追肥约占７０％。

若施用复混肥，其基肥、追肥各占一半左右。根据调查统计，全县早稻不同施肥水平、平均产

量见表１－３。
表１－３　融水苗族自治县早稻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７．８２　 ３．２４　 ３．６０　 １∶０．４１∶０．４６　 ２９２

２　 ８．２８　 ３．５８　 ５．００　 １∶０．４３∶０．６０　 ３３６

３　 ８．７４　 ３．６２　 ５．５０　 １∶０．４１∶０．６３　 ３７１

４　 ９．２０　 ３．７５　 ６．００　 １∶０．４１∶０．６５　 ４３３

平均 ８．５１　 ３．５５　 ５．０３　 １∶０．４２∶０．５９　 ３５８

　　②晚稻施肥情况。前作为早稻的晚稻田，由于肥源、劳力和 “双抢”紧张，一般不施用猪

牛厩肥，施用的有机肥以早稻的秸秆还田为主，有些农户甚至插 “卫生田” （即不施农家肥），

完全依赖化肥和基础地力。稻秆还田的，每亩投入生鲜稻秆３００～４００ｋｇ，机械收获绞碎或手

工砍短，然后机耙或牛耙沤烂。化肥，平均亩施纯氮８．９７ｋｇ、氧化磷３．９１ｋｇ、氧化钾

６．３８ｋｇ；磷肥全部施作耙插基肥，氮、钾肥５０％作耙插基肥，５０％作分蘖肥施用。全区晚稻

不同施肥水平、平均产量见表１－４。
表１－４　融水苗族自治县晚稻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８．２８　 ３．４５　 ４．８０　 １∶０．４２∶０．５８　 ２５６

２　 ８．７４　 ３．７５　 ６．００　 １∶０．４３∶０．６９　 ２９３

３　 ９．２０　 ３．９５　 ７．２０　 １∶０．４３∶０．７８　 ３３５

４　 ９．６６　 ４．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４７∶０．７８　 ４１２

平均 ８．９７　 ３．９１　 ６．３８　 １∶０．４４∶０．７１　 ３２４

　　③中稻施肥情况。由于自然光温相对不足，融水苗族自治县高寒山区一年只种植一季中

稻，品种为生育期１４０天左右的迟熟杂交稻组合。山区耕地较少，中稻田一般能做到施足基

肥，每亩施用厩肥１　０００ｋｇ左右，同时配施氮、磷、钾化肥或复混肥作基肥，部分化肥作追肥

（主要作分蘖肥施用），少施穗肥，不施粒肥。单质磷肥全部作基肥，氮肥基肥约占施用总量的

４０％，攻蘖追肥约占５０％，幼穗分化肥占１０％；钾肥施用单质钾肥的，基肥约占施用总量的

３０％，攻蘖追肥约占７０％；若施用复混肥，基肥与追肥各占一半左右。根据调查统计，全县中

稻不同施肥水平、平均产量见表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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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融水苗族自治县中稻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９．２０　 ３．００　 ２．４０　 １∶０．３３∶０．２６　 ３５３

２　 ９．６６　 ３．３０　 ３．６０　 １∶０．３４∶０．３７　 ３９４

３　 １０．５８　 ３．７５　 ４．８０　 １∶０．３５∶０．４５　 ４３８

４　 １１．５０　 ４．５０　 ６．００　 １∶０．３９∶０．５２　 ４８７

平均 １０．２４　 ３．６４　 ４．２０　 １∶０．３５∶０．４０　 ４１８

　　 （２）甘蔗施肥情况

甘蔗是融水苗族自治县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农家肥总量有限，多年来当地农民种蔗一

般不施用有机肥，基本依赖化学肥料和基础地力。化肥品种有单质氮磷钾肥、中低浓度复混

肥、高浓度复合肥以及有机无机复混肥。单质氮磷钾肥，以尿素、钙镁磷肥、进口氯化钾为

主；复混肥，氮、磷、钾总养分含量以２５％～３０％为主，以１３－５－７、１５－６－９最多；复合

肥，总养分含量以４５％为主，氮、磷、钾为１５－１５－１５；而有机无机复混肥，是以糖厂废弃物

滤泥为有机质原料加工配制，含有机质２０％，氮磷钾养分含量为５－５－１０。肥料以下种施基

肥、６～７叶小培土追施攻蘖肥、伸长期大培土追施攻茎肥为主。单质氮磷钾化肥施法，含

Ｐ２Ｏ５ 为１５％的亩施用７０～８０ｋｇ全部用作基肥；尿素亩施８５～１００ｋｇ （１５％基肥，２５％攻蘖

肥，６０％攻茎肥）；进口氯化钾３０～４０ｋｇ （无基肥，３０％攻蘖肥，７０％攻茎肥 ）。中低浓度复

混肥施法，亩施用２５０～３００ｋｇ （１５％基肥，２５％攻蘖肥，６０％攻茎肥），以单质氮磷钾化肥补

充；高浓度复合肥施法，亩施用１５０～２００ｋｇ （１５％基肥，２５％攻蘖肥，６０％攻茎肥），以单质

氮磷钾化肥补充。而有机无机复混肥施法，亩施用２５０～３００ｋｇ （４０％基肥，６０％攻茎肥），以

单质氮磷钾化肥补充。本县甘蔗施肥，氮肥施用偏多，钾肥施得少，施肥比例不当。各调查点

施肥情况及产量见表１－６。
表１－６　融水苗族自治县甘蔗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３９．４２　 ９．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２３∶０．３６　 ３　７１８

２　 ４２．４６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０．２４∶０．３８　 ４　２３２

３　 ４４．５０　 １１．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０．２６∶０．３８　 ４　７６７

４　 ４７．０１　 １２．５０　 １８．５０　 １∶０．２７∶０．３９　 ５　９２４

平均 ４３．３５　 １０．７５　 １６．３８　 １∶０．２５∶０．３８　 ４　６６０

　　 （３）辣椒施肥情况

辣椒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辣椒栽培一般亩施用基肥：农家肥８００～

１　０００ｋｇ，钙镁磷肥２５ｋｇ，尿素１０ｋｇ，１５－１５－１５复合肥５０ｋｇ；第一次追肥：每亩施用尿素

１０～１５ｋｇ，氯化钾５ｋｇ；第二次追肥 （盛果期）：每亩施用尿素１０ｋｇ，氯化钾５～１０ｋｇ。辣椒

施肥存在的问题是施肥比例不太合理，钾肥施用较少，氮、磷、钾比例不协调。各调查点施肥

情况及产量见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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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融水苗族自治县辣椒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１９．７８　 ９．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６∶０．５３　 １　９７２

２　 ２０．７０　 ９．７５　 １２．００　 １∶０．４７∶０．５８　 ２　１２５

３　 ２１．６２　 １０．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０．４９∶０．６２　 ２　３３８

４　 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１５．００　 １∶０．５０∶０．６７　 ２　５０９
平均 ２１．１５　 １０．１３　 １２．７５　 １∶０．４８∶０．６０　 ２　２３６

　　 （４）大白菜施肥情况

大白菜也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施用基肥时，每亩施用农家肥１　０００～

１　２００ｋｇ，钙镁磷肥２５ｋｇ，尿素５ｋｇ，１５－１５－１５复合肥３５～４０ｋｇ；第一次追肥：每亩施用尿素

１０ｋｇ，氯化钾５ｋｇ；第二次追肥：每亩施用尿素１５ｋｇ，氯化钾１０ｋｇ。施肥的主要问题还是钾肥

施用不足，钙、锌等中微量元素肥很少施用。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见表１－８。
表１－８　融水苗族自治县大白菜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１８．４０　 ６．６０　 ９．００　 １∶０．３６∶０．４９　 ３　８６４

２　 １９．３２　 ７．８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４０∶０．５７　 ４　２１２

３　 １９．７８　 ８．２５　 １２．５０　 １∶０．４２∶０．６３　 ４　７２５

４　 ２０．７０　 ９．１５　 １３．５０　 １∶０．４４∶０．６５　 ５　４７８
平均 １９．５５　 ７．９５　 １１．５０　 １∶０．４１∶０．５９　 ４　５７０

　　 （５）糯米柚作物施肥情况

糯米柚是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地方特色品牌水果，其施肥情况为亩施冬季基肥：腐熟厩肥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ｋｇ，钙镁磷肥６０～７０ｋｇ，尿素１０ｋｇ；第一次追肥 （春梢肥）：亩施尿素２０ｋｇ，

硫酸钾１０ｋｇ；第二次追肥 （壮果肥）：亩施尿素２０ｋｇ，硫酸钾１５ｋｇ，１５－１５－１５复合肥

５０ｋｇ。存在问题是管理比较粗放，钾肥施得少，一些农户以氯化钾代替硫酸钾，影响了柚果品

质。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见表１－９。
表１－９　融水苗族自治县糯米柚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ｋｇ）

１　 ２７．７４　 １５．７５　 １６．４５　 １∶０．５７∶０．５９　 ９３７

２　 ２９．８１　 １７．２５　 １７．９５　 １∶０．５８∶０．６０　 １　０９３

３　 ３１．０５　 １８．７５　 １９．２５　 １∶０．６０∶０．６２　 １　２２５

４　 ３２．３７　 ２０．６２　 ２１．５０　 １∶０．６４∶０．６６　 １　３８２
平均 ３０．２４　 １８．０９　 １８．７９　 １∶０．６０∶０．６２　 １　１５９

　　 （６）茶叶施肥情况

茶叶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因地制宜利用山区红壤、黄壤种植的经济作物。其施肥情况为亩施

冬季基肥：腐熟厩肥８００ｋｇ左右，钙镁磷肥４０～５０ｋｇ，尿素５ｋｇ；第一次追肥 （春芽肥）：亩

施尿素２０ｋｇ，硫酸钾５ｋｇ；第二次追肥 （秋芽肥）：亩施尿素１０ｋｇ，硫酸钾５ｋｇ。存在问题

是管理比较粗放，钾肥施得极少，一些农户还以氯化钾代替硫酸钾，影响了茶叶产量和品质。

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见表１－１０。

第一章　自然与农业生产概况



１２　　　

表１－１０　融水苗族自治县茶叶作物各调查点施肥情况及产量对照表

　　　　类别

施肥量　　　　

亩施纯Ｎ

（ｋｇ）

亩施Ｐ２Ｏ５

（ｋｇ）

亩施Ｋ２Ｏ

（ｋｇ）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

平均亩产 （茶青）

（ｋｇ）

１　 １２．０５　 ６．１５　 ４．９４　 １∶０．５１∶０．４１　 １０２

２　 １３．０９　 ７．００　 ５．８９　 １∶０．５３∶０．４５　 １３０

３　 １３．９０　 ７．８５　 ６．４０　 １∶０．５６∶０．４６　 １７６

４　 １４．７５　 ８．７５　 ７．０８　 １∶０．５９∶０．４８　 ２０４

平均 １３．４５　 ７．４４　 ６．０８　 １∶０．５５∶０．４５　 １５３

２．主要作物施肥现状评价

（１）水稻施肥水平、结构、方法合理性分析

根据土壤基础地力及其供肥特性、水稻需肥规律、多年田间肥效试验、农民施肥习惯与单

产水平，结合施肥决策系统软件运算结果和养分平衡施肥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表明，在融水

苗族自治县水稻作物施肥中，从总体上看，水稻平均单产水平仍然偏低，普遍是氮肥施得较

多、钾肥偏少，氮、磷、钾比例不协调。早稻：有机肥较少，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４２∶

０．５９，钾肥量偏低。晚稻：过度依赖化肥，有机肥极少，这已成为提高产量的制约因素。中

稻：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３５∶０．４０，氮偏多，磷较少，钾特少，钾已成中稻生产最主要的

制约因素。此外水稻生产一般不施用中微量元素肥，中量元素钙镁硫主要靠农民施用磷肥普钙

和钙镁磷肥以及各种复混肥过程中附带施入，硼、锌等微量元素肥一般不施用。在施肥方法上

也不太合理，各生育期内养分分配不均衡，主要表现在施用氮肥、钾肥前重后轻，重施分蘖肥

而少施穗肥，不施粒肥，造成水稻生长中后期易脱肥，后劲不足，常有早衰现象，产量较低。

从整体施肥情况看，本县水稻合理施肥的比例不高，高产面积较小，而中低产面积较大。

（２）甘蔗施肥水平、结构、方法合理性分析

融水苗族自治县甘蔗蔗茎亩产３　８００～４　０００ｋｇ，产量较低。其原因除了灌溉条件缺乏、常

遭遇秋旱影响外，还与本地农户施肥水平、结构和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施肥水平上，有机肥几

乎不施，氮肥施用过多，平均亩施纯氮超过４３ｋｇ，钾肥施用量太少，平均亩施氧化钾仅１６ｋｇ，

不到纯氮量的一半，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２５∶０．３８。按照当前甘蔗高产高糖施肥技术，在

施足有机肥的基础上合理的氮、磷、钾、钙比例应为１∶０．６７∶１．３３∶０．３３，即其施钾折纯量

要比施氮折纯量增加三分之一；同时增施中量元素钙肥，其量约为施氮纯量的三分之一。由此

可见融水苗族自治县甘蔗生产的施肥结构不合理。在施用方法上，施攻蘖肥往往不培土，大都

是趁天下小雨时将尿素直接撒施于蔗蔸旁，让其溶解渗入土壤供肥，此法简单粗放有余，施入

的氮肥经常遭到雨水冲淋流失，造成肥料利用率降低。钾肥用量不足的原因，一是农民思想观

念上对钾肥的作用一知半解，二是由于近年来市场上钾肥价格上涨厉害，直接影响购买量，造

成钾肥施入不足，严重制约了甘蔗产量的提高。

（３）辣椒和大白菜施肥水平、结构、方法合理性分析

辣椒和大白菜是本县农民的短平快生产项目，由于产量高、产值高，农民舍得投入，施肥

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不因土施肥，没有根据土壤基础肥力及养分丰缺情况确定施肥量。辣椒

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４８∶０．６０；大白菜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４１∶０．５９。从总体施肥情况

看，这两种蔬菜作物施用量均显不足，应适当增施钾肥，以提高产量和品质。

融水苗族自治县耕地地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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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糯米柚施肥水平、结构、方法合理性分析

融水苗族自治县糯米柚多在旱坡地红壤土上种植，平均亩施用农家肥１　０００ｋｇ左右，纯氮

３０ｋｇ，氧化磷１８ｋｇ，氧化钾１８ｋｇ。从总体施肥调查情况来看，农家肥施用量参差不齐，有亩

施２　０００ｋｇ的，也有亩施５００ｋｇ的，平均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６０∶０．６２，施钾量明显不足，

个别农户还用氯化钾代替硫酸钾，另外，钙、镁、硫、硼、锌等中微量元素肥很少施用。另从

市场果品调查情况来看，融水苗族自治县糯米柚的优质果品率还不够高，蜜甜芳香、汁脆化渣

的优质果品不多，而品质一般的充斥市场。其原因为优质有机肥施入不足、硫酸钾施用量较少

以及中微量元素肥很少施用，直接导致糯米柚品质下降，也影响了产量的提高。

（５）茶叶施肥水平、结构、方法合理性分析

茶叶作物多在山区红壤、黄壤上种植，平均亩施用农家肥８００ｋｇ左右，纯氮１３ｋｇ，氧化

磷７ｋｇ，氧化钾６ｋｇ，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５５∶０．４５。从总体施肥调查情况来看，农家肥

施用量稍低，而钾肥施用量很低，钾氮比仅为０．４５∶１，个别农户还用氯化钾代替硫酸钾，影

响了茶叶的品质和产量。从采土化验结果情况来看，茶园土壤酸碱度为ｐＨ 值＜４．５的占

１４．６％，ｐＨ值４．５～５．４的占８５．４３％，有效磷含量幅度为７．３～１２．７ｍｇ／ｋｇ，速效钾含量幅

度为４３～７１ｍｇ／ｋｇ，表明茶园土壤酸性较强，有效磷、钾含量较低。可见土壤过酸、磷肥利用

率低和钾肥施用量不足已成为茶叶施肥的主要障碍因素。而对于茶园土壤酸性较强的现状，磷

肥应施以碱性的钙镁磷肥为主，少施过磷酸钙等酸性化肥，以免土壤酸化加重，影响茶叶正常

生长。

第三节　耕地利用与保养管理概况

一、第一次土壤普查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开展土壤普查是合理利用和保护土

壤资源、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发展持续农业富民强国的一项宏伟的基础

建设系统工程。为了生产的需要，应进一步摸清土壤状况，总结群众识土、用土和改土的经

验，以便更好地进行深耕改土、科学施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达到不断增产的目的。１９５８年

初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以耕地为对象的

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运动。普查鉴定的内容和项目要能反映出当地土壤和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

题，并且简便易行，切实可用，易为群众所掌握。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４月，融水苗族自治

县的此次土壤普查以公社为基础，以耕地为主，以生产队为单位，逐片逐垌进行。野外工作方

法为先开老农座谈会，总结群众识土、用土、改土经验，讨论当地的土壤种类、特性和作物生

长关系以及分布情况。初步划出土壤界线，印象模糊或者有异议的则到实地挖剖面观察。由于

各生产队都熟悉本队田、地的质量和分布，因而能较快地完成调查任务。通过这次土壤普查查

明了全县耕地土壤的基本情况，总结了本地农民群众鉴别、利用和改良土壤的经验，肥料的

积、制、保、用概况，深耕与低产土壤改良的做法和典型事例，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次土壤普查，还总结了本县农民群众对土壤分类命名的经验，他们在长期耕作过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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