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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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柳州市农业局温承全局
长对《柳州市四城区耕地地力
评价》 进行统稿。

荨柳州市农业局郑清书记带队检
查化验室建设情况。

荩柳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领导检
查甘蔗试验情况。



荩农技人员详细记录所采集土壤样
品的数据信息。

荨柳州市农技人员与村委人员在辣
椒种植区采集土壤样品。

荨采样器的使用提高了土壤样品采
集的效率。



荨测土配方施肥化验室化验员在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上测定土壤微量元素。

荩测土配方施肥化验室化验员正在
工作。

荩2011年甘蔗“3414” 小区试验。



荩晚稻小区试验。

荨农技人员在测量试验小区甘蔗株高。

荨2009年早稻示范点。

荩2010年甘蔗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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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柳州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农技人员
深入村屯向群众介绍如何利用公示上墙
的信息进行科学施肥。

荩2010年葡萄示范点。

荩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泗角村
水稻田土壤样品分析结果与施肥推荐
方案。

荨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培训现场。



荩柳州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农
技人员在葡萄种植园对种植户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

荨砂糖橘测土配方施肥培训班。

荨柳州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农技
人员在田间对农民进行现场培训。



荨柳州市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技术
人员正在录入数据。

荩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推广配方肥。

荩柳州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农技人员
深入村屯对耕地地力评价图件进行实地
核实。



荩自治区专家组查看柳州市四城区
耕地地力评价成果图件。

荨柳州市（整
合） 耕地地力评价
研讨会。

荨自治区专家组对柳州市四城区耕
地地力评价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前言

万物土中生。耕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基础物质，也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各种农作物的优质高产栽培，都必

须建立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之上。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查清耕地

资源质量状况，是一项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重要基础工作，有

利于制订农业发展规划，促进耕地高效利用、保护和质量建设，对加快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利用，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防治土

壤面源污染，优化农业生产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都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柳州市四城

区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面积2.04亩，城区人均（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

人口）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228亩，人地矛盾突出。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

和利用率，是缓解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对耕地的需求，确保粮食安全乃至

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深入开展柳州市城区耕地地力调查评价，摸

清柳州市城区现有耕地地力、质量状况，既是进一步提高耕地的合理规划

利用、保护和管理水平的要求和进一步提高科学指导施肥水平、发展农业

生产、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基础，也是落实科学

发展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和表现。

2009年，农业部、财政部批复柳州市整合四城区实施全国测土配方

施肥补贴资金项目。耕地地力评价是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工作中最重要的内

容，根据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建设的要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肥

料工作站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依据《全国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

程》，我们开展了柳州市城区耕地地力评价工作。为确保工作的顺利进

行，柳州市农业局分别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项目实施以

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充分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采集

土壤样品和植物样品并分析化验，对基础图件进行数字化，建立柳州市四

城区耕地属性数据库、空间数据库、耕地地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柳州市

四城区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耕地地力分等定级。项目从2009年实施

以来，至2012年底，经过柳州市农业局机关、柳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四城区农林水利局、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以及村屯干部群众4年的艰苦

努力，通过对柳州市4个城区，5个乡镇、30个街道办事处，234个村（社

区），707个村民小组的23.96万亩耕地进行系统的调查，选取在典型耕

作土种、农作制度和肥力水平等方面有较好代表性、样品区域分布均匀

的1 500个样点参与耕地地力评价，其中水田496个，旱地1 004个；选取

图斑3 455个，通过土壤化验及田间试验、数据采集与录入、数据核查与

修正，完成采集与录入采样地块基本情况调查表2 800条，上年度农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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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情况调查登记表2 800组数据、土壤化验数据2 800组等，数据总数量达

到200余万个。最终，全市四个城区23.96万亩耕地共分成6级，其中1级

地占0.56%、2级地占6.00%、3级地占22.54%、4级地占37.34%、5级地占

30.99%、6级地占2.57%。

2013年1月29日，柳州市四城区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成果通过了自治区

专家组验收。《柳州市四城区耕地地力评价》初稿经验收组专家审阅验收

后，我们及时根据验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进行了修改，再送自治区专家组

审修，本书才得以最终定稿。承蒙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领导、专家以及

广西大学农学院顾明华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本书是参与这个项目实施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多年辛苦劳动的结

晶。其中，第一章由温承全、刘小萍、韦东宁、陈宗道执笔，第二章由杨

奎枝、郑清、李克执笔，第三章由高畅、唐章亮、顾冰、滕菲执笔，第四

章由唐章亮、唐玉凤、钟朝永执笔，第五章由陈宗道、高畅、廖宪成、滕

菲执笔，第六章由李克、温承全、杨奎枝、梁玉梅执笔，专题报告第一篇

由唐章亮、覃艳群执笔，专题报告第二篇由唐章亮、唐玉凤、陈宗道执

笔。柳州市四城区耕地地力评价工作报告由陈宗道、梁玉梅、韦仕团、赵

志晖执笔，最后由唐章亮、温承全统稿。

柳州市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交通用地、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原

来的耕地状况会不断地改变。同时由于时间较紧，编写人员技术、物质条

件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和批评指正。今后我

们一定会更加努力推广好已有成果，尽力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

时不断丰富和完善有关数据，使得新的成果更加科学。

                                                     编著者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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