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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江县中低产耕地开发整治研究
’

朱凤武 彭补拙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1 2的 9 3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广西柳江县中低产耕地资源的成因分析
、

质 t评价
,

提出中低产耕地的开发整治对策
。

关键词 中低产耕地 ; 成因分析 ; 质t 评价 ; 开发整治对策

柳江县地处桂中盆地中心
,

位于东经 108
’

53
’

一 109
’

45
` ,

北纬 23
’

55
’

一 24
.

30
’ ,

地处暖

亚热带地区 l[]
,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

水热资源丰富
,

农作物可一年三熟
。

但境内石灰岩广

布
,

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地区
,

地表水匾乏
,

成土母质较粗
,

淋溶作用强烈
,

土壤有机质含量

较低
,

中低产耕地所占比重大
。

柳江县与柳州市
、

鹿寨
、

柳城
、

宜山
、

忻城
、

来宾
、

象州等

县毗邻
,

属柳州市所辖
,

全县总面积 25 1 5
.

40 平方公里 (据柳江县土地详查资料 )
。

土地构

成大致为七山一水二分田
。

全县 1 9 9 3 年总人 口 48
.

29 万人
,

农业劳动力为 17
.

2 万人
,

人口

密度为 190
.

19 声J 平方公里
。

全县辖 13 个乡镇
,

124 个村公所
,

`

1 1 38 个村委会
,

1 232 个自

然村
。

1 中低产耕地现状及成因分析
1

.

1 中低产耕地现状

柳江县现有耕地 7
.

44 万公顷 (其中水田 2
.

63 万公顷
,

旱地 4
.

81 万公顷 )
,

其中中低产

田地 6
.

69 万公顷
,

占耕地总面积的 89
.

9% ; 其中中低产水田 2
.

61 万公顷
,

占水田面积的

81
.

2 % ; 中低产旱地 4
.

08 万公顷
,

占旱地面积的 91
.

5 %
。

中低产耕地分布较广
,

其中尤以

土博
、

穿山
、

里雍
、

里高
、

白沙等乡所占比重大
。

1
.

2 中低产耕地成因分析

l
·

2
.

1 干旱

柳江县地处石灰岩丘陵山地
,

干早严重影响耕地上农作物产量
。

全县因干早缺水导致产

量偏低的中低产耕地共 1
.

13 万公顷
,

占中低产耕地的 16
.

9%
,

其中望天 田 0
.

27 万公顷
。

而干旱形成源于以下 4 个因素
:

( 1) 气候因素
:

柳江县受大气环流的影响
,

雨量时空分布不均匀
,

降水变率较大
,

容易

造成干旱
。

据多年气候资料统计
,

柳州地区发生干早的年份占 34
.

8%
,

尤以春早
、

秋早为

甚
。

3一4 月份发生春旱的频率为 5 9
.

4 %
,

5一 7 月夏旱频率为 37
.

5%
,

8一 10 月秋早为

·

本文是在柳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完成的
,

为此感谢柳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

特别

是任煌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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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地貌及地质条件影响因素
:

由于大面积分布的岩溶地貌
,

地形崎岖
,

地下排泄系统

发达
,

多溶洞暗河
,

地表水渗漏严重
,

尤以土博乡最显著
。

( 3) 森林覆盖率低
,

植被稀少
:

由于多年来未重视林业建设
,

加上滥砍滥伐屡禁不止
,

导致地表森林覆盖率很低
。

虽然近年来大力推广植树造林
,

柳江县也只有 6
.

9%
,

涵养水源

能力低
。

( 4) 水利设施不足
:
由于包产到户后

,

原先归集体维护的水利设施缺乏管理
,

年久失

修
,

渠系不配套
,

水利设施利用率低
,

远未达到其设计水平
,

从而降低了抗早能力
。

1
·

2
·

2 瘩薄

土壤膺薄是造成作物产量低的又一大障碍因素
。

全县瘩薄型中低产耕地 4
.

24 万公顷
,

占中低产耕地的 63
.

4 %
。

耕地瘩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

( 1) 成土母质较粗
,

琳溶作用强烈
,

养分流失
。

柳江县土壤大部分是由石灰岩风化物
、

硅质岩
、

第四纪红土等母质发育而成
,

加上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高温多雨
,

琳溶作用强

烈
,

磷
、

钾等矿物营养元素大量淋失
,

导致土壤贫膺
。

( 2) 只用不养或重用轻养的掠夺式经营方式
。

在持续的人口压力下
,

耕作制度中
,

只用

不养或重用轻养
,

如其亩均化肥施用量为 25
.

6 公斤
,

化肥施用又重氮轻磷少钾
,

农作物种

植结构中
,

以水稻
、

甘蔗
、

玉米等耗地作物为主
,

绿肥种植面积极少
,

加上作物秸秆因能源

不足而无法还田
,

土壤有机质消耗多
,

有机肥施用少
,

使生产力显著下降
。

L 2
.

3 管理不善

生产队解体后
,

原有农村三级科教体系被大大削弱
,

个体农民因经营意识
,

经营水平的

差异
,

表现在管理上水平参差不齐
。

( 1) 不善管
: 因农民科技水平低

,

素质低
,

尤其表现在施肥
,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

因经

济困难
,

或有效劳动力较少
,

管理跟不上
,

生产投人少
。

( 2) 不想管
:
部分农户弃农经商思想严重

,

对种养听其自然
,

投入少
。

( 3) 服务体系不健全
:
尤其表现在种子

,

化肥
,

农药的供应以及农业技术指导上不能满

足需要
。

1
.

2
.

4 洪涝及土壤潜育化问题

主要针对水稻生产而言
,

全县因洪涝和土壤潜育化产量偏低的水田 15 4 3
.

33 万公顷
。

由

于地处低洼水田或水利设施多年失修
,

或根本没有排水设施
,

造成雨季时发生涝灾 ; 同时因

地表水长期积蓄
,

地下水位高
,

土壤中铁
、

锰结核等物质还原
,

使土体产生青灰
、

蓝灰或黄

绿色的潜育层
,

导致水
、

肥
、

气
、

热无法协调
,

硫化氢等有毒物质增多
。

2 中低产耕地的潜力分析

针对目前柳江县中低产耕地的现状
,

对其可利用部分的质量进行综合分析
,

根据因地制

宜原则
,

作出适宜性评价
,

可以确定开发整治方向
,

以取得社会
、

经济
、

生态的最大效益
。

选取土地类型作为评价单元
,

选择土壤肥力
、

土壤侵蚀
、

水份供应
、

排水条件
、

地下水位以

及机械化程度
、

化肥施用量
、

能源动力
、

良种率等因素
,

建立柳江县中低产耕地潜力评价指

标体系 (表 l )
。

根据表 1 中评价指标
,

得到的评价结果列于表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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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柳江县中低产耕地潜力评价体系

要素

等级
俊蚀指数

有机质含I
(以如 )

范溉保证率
(% )

地下水位
(口 )机械化指致

化肥施用 t

(纯 /亩 )

良种率

(% )

886 -

Ù .

一级

二级

三级

< 2
.

5> 4 51 > 5>例 ) %

2
.

5一 5
.

54 5一 2 51 5we 4 5

> 5
.

5< 2 5< 4 5<7 0%

注 :1 ) (畏蚀指数
:

E 二 i sn于 D.1 / T H

式中
:E :

侵蚀指数 ; 。 :

平均坡度 ; D
:

冲蚀沟密度 (k司k 口 2);

侧
:土层厚度

( 2)机械化指数
:

M= E L.A卫 D

M:机械化指数 ; E L
:

单位面积农机总动力 (马力 /亩 ); A rn :

单位面积农用电 t (千习亩 )

根据土地气侯生产潜力计算公式
:

1 (一 Ya /Ym )二

掩1 (一 石习公 /石汀协忿 )

式中
:

Ya 为实际收获产量 (气侯产量 );

Ym 最高收获产量 (气侯产量上限; )心 产

量反应系数 ; 万 2公 实际蒸发蒸腾量 ; 五习协盆

最大蒸发蒸腾量

计算可得柳江 县 土地气侯产量 可 达

1 O 0 5k岁亩
。

在现有的中等偏上投人水平下
,

中低产耕地的地面纠正系数等级划分如下
,

可得各级中低产耕地的理论单产 (表 3 )
。

表 3 柳江县中低产耕地增产潜力预测

地面校正 理论产 t
.

实际产 t 增产潜力
系数 ( % ) ( kg/ 亩 ) ( k砂亩 ) ( 、砂亩 )

0025加oooo
,̀
` .二

oo25
几气ù,̀

1 50

八Ù曰ùU,̀ ,二,二

表 2 柳江县中低产田 I地 ) 等级评价结果

单位
:

公顷

名 称 合计 一等地 二等地 三等地

全县合计 6 2 03 7
.

17 1 0 97 5
.

7 4 1 8 1 1 7
.

2 1 32 9 44
.

2 2

流 山 乡 2 98 3
.

10 62 2
.

9() 8 7 2
.

5 3 14 8 7
.

6 7

洛 满 乡 4 42 2
.

1 3 1 64 5
.

X() 2 0 3 8
.

7 3 7 3 8
.

4()

土 博 乡 8 08 9
.

1 2 80 2
.

3 4 3 0 8 1
.

4 7 4 2 0 5
.

3 1

福 塘 乡 1 70 5
.

96 36 8
.

64 5 26
.

8 5 8 10
.

4 7

成 团 乡 3 64 9
.

40 1 68 3
.

2 8 9 34
.

0 1 1 0 32
.

1 1

进 德 乡 6 7 19
.

18 1 48 8
.

4 6 2 7 60
.

4 7 2 4 70
.

2 5

三 都 乡 2 16 6
.

63 8 3 6
.

9 8 7 68
.

3 5 56 1
.

3 0

里 高 乡 2 6 6 2
.

30 3 6 5
.

0 0 10 13
.

5 0 1 28 3
.

8 0

百 朋 乡 8 6 5 8
.

72 1 1 17
.

3 9 2 1 33
.

2 0 5 40 8
.

1 3

里 雍 乡 4 9 5 1
.

4 4 5 12
.

3 3 1 6 13
.

7 9 2 82 5
.

3 2

白 沙 乡 3 5 1 4
.

8 7 2 2 0
.

38 72 0
.

7 9 2 5 73
.

7 0

穿 山 乡 12 5 1 4
.

3 2 13 1 3
.

0 4 16 53
.

5 2 9 5 47
.

7 6

一级

二级

三级

.

理论产 t = 15 00
·

地面校正系数

根据表 2 和表 3 可得柳江县中低产耕地的增产潜力如表 4
。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若全部实现中低产田的改造
,

全县可增加粮食 9
.

98 万 吨
,

以人均

4 0 o kg 计算
,

可多养活 24
.

95 万人
。

其增产潜力是巨大的
,

前景是诱人的
。

3 中低产耕地开发整治对策

柳江县中低产田 (地 ) 分布广泛
,

所占比重很大
,

水田占 34
.

2 %
,

早地占 73
.

3 %
,

其

增产潜力巨大
,

对其进行改造可达到投资少
,

见效快的效果
。

针对其成因和潜力评价
,

提出

以下整治措施 z[, , ] :

( 1) 建立合理的大农业生产结构
,

改善生态环境

要从根本上改造全县中低产耕地
,

首先要调整和建立 良性循环的农业生产结构
,

必须把

眼光放在全部土地资源充分合理利用
,

实现农
、

林
、

牧各业的全面发展
。

鉴于 目前存在的生

态恶化的种种现象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地瘩薄
、

沙化
,

生态失调
,

灾害频繁
,

灾情加剧
。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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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必须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

严禁乱砍滥伐
,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森林覆盖率
,

控制水土流失
,

使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尽快恢复起来
,

能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表 4 柳江县中低产耕地增产潜力预测

单位
:

面积
:

公顷 增产潜力
:

吨

合 计 一 等 地 二 等 地 三 等 地

面积 增产潜力 面积 增产潜力 面积 增产潜力 面积 增产潜力

全县合计石2 0 3 7
.

17 9 9 84 9
.

7 5 10 9 7 5
.

7 4 2 0 46 3
.

02 18 1 1 7
.

2 1 33 96 9
.

77 3 29 44
.

22 49 4 16
.

36

流 山 乡 2 9 8 3
.

10 4 8G I
.

8 5 6 2 2
.

9 0 93 4
.

35 8 7 2
.

5 3 16 3 5
.

99 148 7
.

6 7 2 23 1
.

5 1

洛 满 乡 4 4 2 2
.

13 7 39 7
.

7 2 1 6 4 5
.

0 0 2 46 7
.

50 2 0 38
.

7 3 38 2 2
.

6 2 7 38
.

4D 1 107
.

6()

土 博 乡 8 0 8 9
.

12 13 2 89
.

2 4 8 0 2
,

3 4 12 0 3
.

5 1 刃8 1
.

4 7 5 7 77
.

76 4 2 0 5
.

3 1 6 30 7
.

97

福 塘 乡 1 7 0 5
.

9 6 27 5 6
.

5 1 3 68
.

6 4 5 5 2
.

% 52 6
.

8 5 9 87
.

84 8 1 0
.

4 7 1 2 15
.

7 1

成 团 乡 3 6 4 9
·

4 0 58 2 4
·

36
.

1 6 83
·

2 8 2 5 2 4
.

9 2 9 3 4
4

0 1 17 5 1
.

2 7 10 3 2
.

1 1 1548
.

1 7

进 德 乡 6 7 1 9
.

1 8 1 1 1 13
.

9 5 1 4 88
.

4 6 2 2 3 2
.

6 9 2 76()
.

4 7 5 1 75
.

88 2 4 7 0
.

2 5 3 70 5
.

38

三 都 乡 2 166
.

6 3 35 3 8
.

0 8 8 36
.

9 8 12 5 5
.

4 7 7 6 8
.

3 5 1科0
.

66 56 1
.

3() 84 1
.

9 5

里 高 乡 2 6 6 2
.

3 0 43 7 3
.

5 1 3 65
.

0 0 5 4 7
.

5 0 10 13
.

50 19X()
.

3 1 12 8 3
.

8() 1 9 25
.

7 0

百 朋 乡 8 6 5 8
.

7 2 1 37 8 8
.

0 4 1 1 17
.

3 9 16 76
.

0 9 2 13 3
.

20 3 9 99
.

75 5 40 8
.

13 8 1 12
.

20

里 雍 乡 4 9 5 1
.

材 80 3 2
.

3 4 5 12
.

3 3 7 68
.

5 0 16 13
.

79 3() 25
.

86 2 8 25
.

3 2 4 23 7
.

9 8

白 沙 乡 3 5 1 4
.

8 7 55 4 2
.

60 2 2C
.

3 8 3 30
.

5 7 7 2 0
.

7 9 1 3 5 1
.

铭 2 5 7 3
.

7 0 3 860
.

5 5

穿 山 乡 12 5 1 4
.

3 2 1 93 9 1
.

55 1 3 13
.

0 4 19 69
.

56 16 5 3
.

5 2 3 1加
.

35 9 54 7
.

7 6 1 4 32 1
.

科

其次
,

由于长期以来
,

只重视粮食生产
,

导致片面发展耕地
,

用地和种植结构不尽合

理 ; 例如
:

目前全县共有坡耕型中低产田 3 4 07 公顷
,

由于坡耕地长期受雨水冲刷
,

耕层土

壤及土壤养分流失严重
,

造成耕层浅薄及有机质
、

矿物质养分含量低
,

导致产量偏低
。

对此

要依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
,

对不宜用作耕地的
,

要逐步退耕还林
、

还牧
,

特别是坡度 > 25

度的要坚决退耕
,

改种植经济林果及用材林
,

薪炭林 ; 在丘陵谷地的冲槽田及桐田低洼区
,

由于排水不畅而长期积水或地下水位高
,

导致土壤潜育化
,

对此要开好三沟
,

降低地下水

位
,

部分潜育化水 田可调整种植菱角等水生经济作物
。

( 2) 加强水利建设
,

提高抗早能力

针对干旱这一主要制约因素
,

必须加强水利建设
。

改变长期以来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维修

主要靠国家投资的弊端
,

采取政府补贴与受益者共同负担的办法
,

克服依赖性
,

发挥各方面

建设的积极性 ; 加强对现有的水利设施的维修配套建设
,

使之尽快达到设计标准 ; 改进灌溉

方式
,

采用喷灌的先进灌溉措施
,

减少用水浪费 ; 对一些易早地区可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人

手
,

改种耐旱作物品种
; 对连片集中的缺水地区可新建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 加强对渠道和用

水的管理
,

改变重建轻管和状态
,

提高渠道的灌溉效益
。

( 3) 深耕改土
,

增施有机肥

由于本县大部分土壤是由石灰岩风化物
、

硅质岩
、

第四纪红土等母质发育而成的
,

因而

土壤浅薄
,

加上地处亚热带高温多雨区
,

淋溶作用强烈
,

导致耕作层浅薄
,

营养元素缺乏
。

柳江县耕层厚度小于 20 厘米的旱地达 2 48“
.

67 公顷
,

占早地面积昨 85
.

3 %
。

耕层 浅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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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容量小
,

保水保肥能力差
,

加上淋溶强烈
,

肥力低
。

为此要采取深耕改土
,

大力发展绿

肥生产
,

推广作物秸秆还 田
、

还地
,

增加对土地的投人 ; 根据不同土壤的类型
,

不同区域制

定具体的改良措施
,

大力推广配方施肥
,

适量种植豆类等养地作物
,

为作物创造一个水
、

肥
、

气
、

热相协调的生长环境
。

( 4) 依靠科技进步
,

大力推广农业技术

柳江农业属于资源约束型
,

靠不断大量利用资源
,

大量投人物资来提高生产水平
,

是有

限的和困难的
。

为此
,

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科研工作 ; 增加农业科研经费
,

改善科研条件
,

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
,

多出成果 ; 大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
,

使之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 加强

农村教育
,

不断提高农民文化
,

科技素质
,

全面向技术型农业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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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接第 1 7 5 页 )

参 考 文 献

D ux bu
yZ

,

J
.

M
.

an d 5
.

v
.

Nk anr ha
e ,

in :

块 ifn ign 豁 UQ囚ity ofr
a s j atj 抽b le E 。

柑
。刊口e n t ,

12 5 一 1 46
,

S画】翻
·

e n e e s 兀 i e yt o f A刀 1

面ca
,

I n e
. ,

M ad ~
,

W io
n 泣n ,

U S A
,

1 99 4
.

M Ol i n a
,

J
.

A
.

E
.

。 t 目
. ,

i n : D e 6 n i n g 黝 11 Qual i t y fo r a S u名七引 na bl e En v

~
即t ,

1 6 9一 17 7
,

S币】阮 i

~
S 父 i肉

o
f

A n 飞
州 ca

.

In
e . ,

M
a
d ios

n ,

W i翔
n瓦n ,

U S A
,

19 9 4
.

U冈
e g耐 f

,

K 二 e t al
. ,

in
:

块 f i n i叩 黝11 Q ual i t y for
a S us 面 n曲 le E n v u 。钊口en t ,

2 09 一 2 19
,

S区1反 ie n c e 3 ℃ ,创沙 of

A m州 ca
,

In e
. ,

M
a d i

osn
,

W icos ns i n
,

U S A
,

19 9 4
.

E lliott
,

E
.

T
. , e t 司

. ,

in
:

压6 n ign 翻 I Q回 i ty for a s 巧面an ble E n

~ nzn 二 t .

1 7 9 一 19 1
,

3 11 阮 i e nce s 笼 i e yt of

A m , ca
.

I cn
. ,

M a id osn
,

W~ 四
n .

U S A
,

19 9 4
.

G叩 at
.

V
.

V
.

5
.

R
. ,

et al
. ,

in :

众 f而 ng 豁 IQ回 iyt fo r a s 四蛇画川山le En

~
即 t ,

1 93 一 2 00
.

肠U S山 i

战 S 对砌

of Am ier .ca Inc
. ,

M ad 比o n ,

W
l , , 加田 , n ,

U SA
,

199 4
.

凡 ce
,

C
.

W
.

an d F
.

O
.

G眼i.a in
:

) 6 in gn 肠 i1 Q回 ity ofr
a s 灯at 远ab 】e E n v ” 气” u刀 . t .

20 1一 20 8
,

岛 U豁~ 与
.

d e t y o f A n l
ier .ca In e

. ,

M
a dj 加 n ,

W

~
n ,

U S A
,

19 9 4
.

川2[]

, ..Jf .J内j4
r.L护.esL

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