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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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
领导来我县检查、 指导测土配方施肥工
作。

% % 荩平果县举办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培训班。

% % 荨平果县举办测土配方施肥工
作暨土样采集与野外调查技术培训
会。



% % 荨专家在向采样的技术人员讲
解如何使用手持 GPS仪。

% % 荩技术人员在采集旱地土壤
样品并作记录。

% % 荨技术人员在采集水田土壤，并
向农户了解此块水田历史施肥情况。



% % 荨化验室里一片忙碌的景象。

% % 荩化验员在使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检测土壤养分
含量。

% % 荨平果县召开测土配方
施肥项目化验室计量认证现
场首次评审暨测土配方施肥
标准化验室现场审查会。



% % 荩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专家
黄绍富指导我县开展耕地土壤数据
库建设工作。

% % 荨平果县测土配方施肥检测工
作考评会。

% % 荨测土配方施肥水稻
“3414”肥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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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荨测土配方施肥校正试验。

% % 荨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指导牌竖
立在水田边。

% % 荩测土配方施肥水稻肥
效小区试验。



% % 荩平果县水稻万亩测土配方施
肥示范区。

% % 荨水稻测土配方施肥示
范田。

% % 荨平果县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应用
测产验收与估产竞猜活动现场。



% % 荨平果县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培训。

% % 荩平果县设立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配方肥直供点。

% % 荩平果县测土配方施肥
冬季大培训。



% % 荨平果县确定县域耕地评价指
标专家会。

% % 荨测土配方施肥宣传标语上墙。

% % 荩平果县耕地地力评价
结果审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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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耕地是农业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条件。查清耕地资源状况，高效合理使

用耕地资源，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平果县

先后在1958年和1980年开展了两次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县土壤资源的状况，摸清

了各种土壤类型的分类及分布、各类土壤理化性状及肥力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和中低

产田土壤成因及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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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土壤普查距今已逾30年，这期间平果县耕地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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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耕地重用轻养，加上长期缺乏科学施肥的

意识，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和偏施氮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对农产

品品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造成了不良影响。

2007年，平果县被农业部、财政部列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资金项目县，耕

地地力评价是整个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工作的重要内容。开展耕地地力评价，是科学制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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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

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认真组织抓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耕地利用

效率和科学施肥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此外，开展此项工作还有利于加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引导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有利于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有利于提升

农产品质量，增强平果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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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三年来所进行的各项基础性工作

为前提，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和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形成的有关数据资料与

技术成果。这次耕地地力评价覆盖全县12个乡（镇）181个行政村（社区）的461 429

亩耕地，并以2007年12月至2009年4月采集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3 812个土壤样品（样

点）作为耕地地力评价样点，其中水田1 884个，旱地1 928个。平果县按照农业部耕

地地力评价规程和分级标准，利用县级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耕地生产潜力评

价，结合专家经验把全县耕地地力分成6个等级，其中1级地比例为5.38％，2级地比例

为19.18％，3级地比例为29.70％，4级地比例为24.13％，5级地比例为18.39％，6级

地比例为3.22％。除此之外，还完成了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

的编著及相关数字化图件的制作，并打印输出若干评价成果图件（包括耕地地力评价

采样点分布图、耕地利用现状图、耕地土壤图、耕地土壤质地分布图、耕地土壤pH值

等级分布图、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等级分布图、耕地土壤全氮含量等级分布图、耕地

土壤有效磷含量等级分布图、耕地土壤速效钾含量等级分布图、耕地地力等级分布图



等）；建立了平果县县级耕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了对第二次土壤普查等历史数

据资料的一系列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工作；完成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及县域耕地地力评

价属性数据库、空间数据库等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任务，为科学指导平果县农业生产与

宏观决策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平台。

通过这次调查，基本摸清了平果县耕地土壤资源状况，了解了不同耕地类型土壤

肥力演变趋势，为指导全县种植业结构合理布局，培肥改良土壤，发展优势农产品生

产，加快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本书对这次耕地地力评价工作进行

了全面的介绍和总结，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自然与农业生产情况，第二章是耕地土

壤与农业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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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是对策与建议。另外，还有专题报告和附录。

本书是参与耕地地力评价项目实施的领导和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多

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领导、专家的悉心指导

和大力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鉴于耕地地力评价是一个工作量大、技术较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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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评

价有关的各工作环节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差，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与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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