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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业(文)丛书》在深化农村改革和商品

经济蓬勃发展中与广大读者兑函丁，这是我区农

业科学文土的一件大事，将对发展全区农业生产、

拉兴广西经济产生深远均影响。借此机会，我谨代

表《丛书》综委会向参加编慕、出版工作的单位和

个人表示感谢，并深切地结怀己故的编委副主任

胡才明同志为《丛书》均出在而忘我工作的精神。

这套丛书是在广西这党委、区人民政府的领

导和关怀下，于去年开始，由我区部分农业专家、

学者和农衬工作者着手编慕的。它刀求较为全面

系统地汇集有史记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我区丰富的农业资针，加以分祈研究，按

照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分册综写，计划分 30 捞出

版。主妥的服务对象是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农

衬工作者、农业科研人员、农业生产和经营人员以

及关心农衬商品经济发展的人们。

我这地处豆热带，四季常青，适合多种农作物

生长，而且蕴藏着相当丰富均地下资源和水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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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展农业生产和农衬商品经济具有良好的客

观条件。我区农业有着悠久的历支，历代劳动人民

和科学家在长期的生产、科研实践中，逐步揭开丁

我这自然界的奥袋，认识和掌握其规律，探索出一

套适合各个时期生产刀水千的耕作制度、栽培技

术和饲养方法，不断提高我区农业生产和农衬经

济的发展水平，给我们留下丁许多宝贵的农业支

耕和生产经验，其中有银多，仨西至今仍然有其实

用价值。中华人民兵和自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g广大农民、农业科学技术

人员和农封工作者继忌开来，为发展我区农业进

行?不烧的努刀，把我区农业生产水平和农衬经

济提高到丁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实事求

是地总结历支经验，努力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统

掉祠堂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种植结构，连步加强

农业技术改造，使我区的农业生产和农衬经济呈

现出生气勃勃的发展局面。我们应该承认，建国三

十多年来，我区农业生产和农衬经济确实经历丁

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许多发人深省传教训，但取得

的成就是巨大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区现在

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水平还尽低，与我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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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不相称，

因而发展潜力很大。只要我们认真吸取历文土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吸收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

先进经营管理办法，主主正指导思怒，采取正确均政

菜、措施，大 jJ 抓好开发工作，我区农业生产和农

村经济一定得到较快的发展，吕前落后的状况一

定得到较快均改变。为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吕

均在于借鉴历文，推动未来。

这套丛书的基写，本着详今略古、熔古铸今、

古为今起、温故创新的精神，对古代农业文进行适

当的记载，并刀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

事求是的黑则，给予科学的评价。综写均重点放在

建国以后时期，对二十多年来农业发展历支进行

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它的出版发行，可以帮助

广大读者丁解广西农业发展的历文，从中得到启

示;可以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制定发展规划和正

确决策提供依据;可以为农业科研单位、大专i克校

进行研究、教学提供历文借鉴。同时，它将作为我

区农业科研工作喝一项重要成果，载入我区农业

支料宝库，传诸于后世，为建设具有我区特色传社

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为发展我区农业商品经济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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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农业历支源远流长，有许多丰言的经验

值得总结、记载。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编委会希

望《广西农业(文〉丛书》能移深刻地反映我区农生

历支发展的全部面貌。但是，由于我11'1编委会的知

识水平有限，缺F备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

见，使这套丛书在出版发行过程中进一步得到补

充、完善。

J夺走美

1988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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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i仑

概论

糖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糖是人类臼常生活更rr必需的食品之一.它同人的身体素震营

养租健康关系极大，可以说是广义的粮食。其营养价值银高.能供

给人体热能，是人的生命活动热量来摞之一。每公斤静、精发热量为

3960 千卡.一个人每天作中等强度劳动时所需要的热量约为

2600-3500 千卡，大约需要 0.7→O. 9 公斤资糖就可以获得这样

多的热能。平时，人们适当吃点黯.可以增强体质和精力，特别是当

受寒气使袭或普j烈劳动后，或挨饿时间过长时，吃些糖可以提御寒

气，消除疲乏.增如劳动时间，改善因挨饿过长的症象。革之.结对

于人的生存、键康关系楼大。

发展袁军黯业在工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可以为国民经

济担累资金，如速扩大哥生产的进程，特别是对工农业生产有着强

大的牵动性。向前可以带动为其提供原料的黯料甘震生产和推动

冶金、机横、仪器、仪表、动力加工等 39 个工业部门.向后可以带动

65 个部门.分别占国民经济，岳、部门的 50%和 84% 。糖的下游产品

有 3000 多种.关联着食品、医药、化工、包装、建材、交通、能捷、内

外贸、造纸、饲料、国防、金融、科技、教育等多部门、多行业发展。在

食品工业方面，可以利用糖为原料制成多种糖和j品‘如糖果、饼干、

程点、炼奶、凉果、摇头等.都是以糖为主要原料 z 各种饮料，主口汽

水、啤酒等也是用糖来作调制剂。医药方面，许多配方都要培辖作

调剂，各种中西茧，如丸剂、液剂的制作都要加进槽，药用冲jffJ也以

黯作原料、配料。菌防工业中，糖可以用来炼锚，因为糖起还原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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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铺矿窑液中如进穗，二氧化铀就被沉淀下来.微生物工业

也离不开藉。

和j辖的副产品是一种宝贵资源，为发展建筑、纺织、化工、目用

轻工等工韭提供丰富的原料。特另G是葳渣生产量很大，约相当于原

料茎的 25%-26%.它的化学成分、纤维形态与本材相缸，几乎黑

木材纤维的各种韶品，都可以用震渣来代替。如南来造纸、人造纤

维、纤蛙板、碎粒扳、黯音材料、活性炭等.蘸渣可以制造近 20 种

纸，约 5 吨鲜渣可ifitj 1 吨纸 z 袁军渣和i造纤维板的硬度和膨蔽性，可

与针叶木板柜娼美，雨先于阔叶木材板，具有自承特性，最轻、价

廉，可广泛应用于舅屋建筑和制作天花板、黯音板、包装箱、家具、

车船黯等 z还可以直言渣为原料制粘肢纤维喜蘑渣中的软缰跑组织

一一柬髓，可制取糠踵，用作哥哥农药和医药等的原料，蘸髓加入氮

磷酶解可制成蛋白饲料 z荒渣还可以直接用作饲料、燃料。熏渣经

散生物酶解可韬成藉化饲料，用来养牛、养猪效果徨好。近年来，盟

内外利用荒渣f乍原料范育食用菌也取得明显成效.黑黑渣培养菌

类食物具有贯量好、产量高、生长期短的tt点.用震渣培养香菇、平

菇、木耳等，经济效益银好，每 100 斤蘸渣可培育鲜平菇 100 斤斟

上e此外，用葳渣酸预水解成浆裙，可制成散品纤维素.同时酸预水

解液可提取木糖，再经氢化可靠~出木黯醇。微品纤维素用于石油钻

井工程的裙装处理剂中，或用于纺织工业的经纺上浆等。 1 吨温微

品纤维素可代 4 吨粮食，本糖醇是精尿病患者的甜味剂、营养剂，

又是轻化工业的重要原料，能代替大量粮食、食用油黯、甘油等e

击~塘副产品的糖蜜生产量也很多，官相当于原料茎重的 3%

或亲键的 30% ，是酒精工业租加工酒的原料，每 100 斤黯蜜约可

制酒精 28 升，利用黯蜜制酒精及饮料酒，可节约粮食 s糖蜜发酵可

提取酵母菌割成酵母片，它富含维生素玩、Bz ， Bs 和 D，且具有牛

乳中全数的矿物震，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喜还可制造焦黯、醋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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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毒是黯酸等有机酸及丁醇、丙翻、异丙翻等之醇翻类，在工业上也

有重要价值 z以酵母为原料还可生产植物生长激素和核糖核酸，通

过一系列生物化学方法，又可割成核昔酸、三磷酸腺昔(ATP)等 z

糖蜜经发酵制成赖氨酸用作饲料添加剂暇猪、鸡，可提高长肉率和

产蛋率， 1 斤赖氨酸的饲养效果相当于 50 斤粮食 z黯蜜还可制造

拧臻酸、干冰、甘油和提取食用性香料原料事糖蜜还可直接作饲料，

每榨 100 吨原料茎可得蟹蜜 3 吨，世界上绝大多数画家都是拿大

部分穗蜜作饲料，其发熬量大〈梧当于玉米的 70% ， /J、麦的 80%) ，

适目性好，能提高牲畜食欲，促进长嚣。

缸糖副产品中有大量的滤据可以直接用作肥料，有利于便进

农业增产喜滤泥烘干可与废糖蜜、熏销一起制成提合词料=撞混还

可提取震蜡、笛醇和鸟头酸等工业原料。

其他大量的苦黄叶、静、梢可用作牛、猪和鱼饲料，有利于促进

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 z也是良好的绿理事还可以直接用作燃料以

及部悖编织品 z脱落的荒叶可堆扭捏哥哥有机肥。

总之，费、麓的房途很广，其经济价值提高，它与人民生活水平

韵提高和工农业中多个生产部门的发展息息相关.

脖、塘的经济价值高，广西持票制穗具有优越的自然资摞条件，

发展熏黯生产十分有利。全吉治区地处立纬 20054'一26023' 、东经

104029'-112004'之间，蘑菇纬度地带，北吕归线横贯中部，南路热

带海洋，受热带海撑季风的影响，影成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中豆热

带、南亚热带气候区，气温较高，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黯长.有

利于种植糖料甘票作物 z宿豆雨热同季，有利于赣料甘熏生长 z 加

上冬季气候干暖，昼夜温差大，又有科于甘蘸熏糖分的积累，茄年

荒糖分均在 13%左右。同时，种荒土地潜力大，全自治区有旱地

1500 多万亩，占耕地面积1/3 多，可以腾出一部分旱地种擅糖料

甘蕉，不挤占粮臣，按费用地矛盾不很突出，也有利于扬长避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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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龙势 z还有宜农可垦荒地 600 万亩，可以统筹规划，垦荒种震，扩

大面积。再却上广西耕00:土壤主要是红壤土、赤红填土、砖红壤土，

f民运主栽种甘蔚~，种鼓效益好。商且，全自治区耕地多分布在丘陵、

半丘霞、平原地带，交通运输条件好，有利于发展糖科甘慧和加工

制糖的运输。

广2Yftf!菁、的自然资涯条件优越，种震制梧的历史悠久。广西各

族劳动人民在开发蕉黯业的历史中，曾经为人类作出了豆大的贡

献。最罕见诸于文字记载均是周、秦时代南方己有甘荒种植 z汉代，

广西种蘸已蕃{巧成林，并开始把甘震榨取其汁，用皮浆曝瞄数目成

挠〈铛) ，或用火煎熬制作荒锡〈夜体糖〉、沙始〈夜体糖中有微小的

品位，是砂梧的雏形〉和石蜜 z晋代和南北朝时期，己用吉蕉浆煎熬

炼成晶体砂檐 z唐代，广西种植的特蘸已闻名全国，还利用木、石辘

榨蔚取汁，大镜芳;糖，出现了以熬黯法制作砂裙，滴漏法制取土白

糖，并可制作片黯、冰黯; jlj 了宋代，广西已成为我国种荒制糖的基

地之一，手工业作坊制糖己很昌盛，房产辖的品种和质量都达到相

当高的水平，并销往全国各地和输出国外 z 明清时代，广西种衷于;制

糖 a 益发展，尤以桂甫一带，糖坊林立，梧的离贸亦渐发达。直到民

国时期，广西种荒制结曾一度出现兴旺景象。这说明，历代广西各

族人民在发展藤椅业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具有传统的光辉历史。

但是，由于18社会封建的羁削制度和帝国主义前侵略、压迫，

长期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亲榕生产始终不能摆脱手工业的生产

方式，广西震梧的自然资源优势也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全省在嬉

放前夕的 1948 年和 1949 年票据产量仅分别为 66 万担和 48 万

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为

广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黄黯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但是由于原有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加上在捂导方针上有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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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黄糖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提曲折，经药了起步、下降、恢复、

徘捆的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主会后，实行了改革开敢的方针

政策，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把黑模生产作为广西一大经济优势

来抓，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袍，推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糖料甘震生产，落实科学种震技术 z

在此同时相哇地加快拭黯厂的建设，不新扩大制踏生产规模，提高

割据生产能力 E各级还如强了黯业的管理与服务工作.特别是进行

糙韭基地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食糖实行故开

经营，æ制稽企业推向市场.使广西藏糖生产出现持续发展的新局

面。全自治区 1993 年度蘑黯产量达到 234.92 万吨，比 1978 年度

增长 7. 64 倍.比 1950 年度增长 76.79 倍，并跃上了全国产辖省

〈自治区冶3第一位，产糖量占全国同期的 30.47纤，成为广西具有

举足轻重地位的支挂产业 ;1994 年度产精量为219. 66万吨，比上

年减产 6.5% ，但仍居全国产黠吉〈自治区〉的第一位，产糖量占全

国同期的 37.1% 。

单结和自原广西煎椅发展的光辉自史，人们喜上居棋手展望今

后发展震、糖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前景十分广阔。只要认真吸取历史

的经验，扭住机遇，发挥能势，加快发展，广西穗业必将随着社会主

义王军代化建设的发展出现更加辉理明天的历史，也必将为人类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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