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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瑶山土壤的肥力特点及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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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瑶 山 位于 北纬 2 3 .

4 0 ,
一 2 4

0 2 4
, ,

东经 1 0 9
0

5 0
,

一 1 1 0
0

2 7
,

之间
,
面积 约 2 0 8 0平

方公里
,

是广 西十 大山 系之一
。

大瑶山是 一庄较为古老的山体
,

地层主要 由寒式 系砂 页岩和泥盆 系的紫红 色碎

屑或砂 质页岩组 成
,

地处 亚热带生物气候带
,

发育在上述母岩上的土壤 有
: 赤 红

攘
,
红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草句土和 沼泽土

,

也有少 面 积 水稻土
。

该 区土攘的肥力

特点 : 土攘酸性较强
,

有机质和矿质营养含量丰富
,

保肥能力较 强
,

含 水量 高
,

具

有发展林业和特有经 济植物的物质 条件
,

同时也可适 当利用草地有计划 发 展 畜 敬

业
,

也要采取 多种途径提高农 田 土壤肥力而 发展农业
。

大瑶山位于桂中金秀县境内
,

为广西十大山系之一
。

山体庞大
,

居广西首位
,

山峰重叠
,

沟 谷 纵 横
,

地形甚为复杂
。

该区地处亚热带
,

气候温和
,

.

雨量充沛
,

植物种类繁多
,

生 长

茂盛
,

植被覆盖较好
,

水源和土壤及其它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

但近年来森林几遭破伐和毁林

开荒
,

导致 自然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引起生态系统失调
。

因此
,

对该区土壤进行调查

研究
,

为保护土壤资源
、

合理发展林业和经济植物以及农牧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

一
、

自 然 条 件 概 况

大瑶 山位于广西盆地中部
,

地处北纬2 3
0

4 0产一 2 4
“

2 4
` ,

东经 1 0 5
“

5 0尹一 1 1 0
”
2 7 , 之间

,

土地

总面积 2 0 8 0平方公里
。

大瑶山是一座较为古老的山体
,

地层主要由寒武系砂页岩和泥盆系的紫红色碎屑岩或砂

页岩组成
。

寒武系地层岩石易风化
,

土层稍厚
。

泥盆系地层岩石不易风化
,

土层浅泊
,

土体

中也常见大块岩块和棵露岩石
。

大瑶山为中山山地
。

周围地势低平
,

是一座平地拔起的山体
,

沟谷深切
,

峰谷之间的相

对高差悬殊
,

山高坡陡
,

一般多在 3 5度以上
。

特有的红色砂岩露头
,

形成了奇特壮丽的
“
丹

霞式
”
地形

。

* 本文承蒙陆发熹教授审阅
、

修改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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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瑶山西北部 (三角 )
,

中部 ( 金秀 )
,

东南部 ( 罗香 ) 雨量 ( m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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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瑶山西北部 (三角 )
,

中部 ( 金秀 )
,

东南部 ( 罗香 ) 平均气温 (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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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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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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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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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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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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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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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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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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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 秀秀 8
.

333 10
.

333 14
,

666 18
.

111 夕 1 111 23
.

11111 2 3
.

22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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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1 7
.

888 12
.

222 10
.

33333 5 2 33
.

999

1117
,

333 1 3
.

333

大瑶 山气候多种多样 (表 l
、

2)
。

从表中数据来看
,

大瑶 山东南部的罗香
,

年均温 20
.

2
“

c,

降雨量 25 4 0
。

8。 。 ,

之 1 0
O

C积温 6 5 4 3
。

o
。

金秀和西北部横冲岭 ( 三角 ) 年均温 1 7一 1 5
“

C
,

年

降雨量 1 5 4 6
。

7一 1 7 4 9
。

l功二
,

之 1 0
“

C积温为 5 2 5 3
。

9一 6 0牙1
.

4
。

综合上述大瑶 山的气候特点
:
夏季温暖多雨

,

冬季干燥无严寒
,

云雾多
,

湿度大
,

阴雨

天多
,

降雨量大
。

大瑶 山植被总的来说是种类多
,

生长茂盛
,

覆盖较好
,

在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作用下
,

植被主要类型是常绿阔叶林
、

常绿阔叶一针叶馄交林等
。

阔叶树种主要有
:
柯木 ( S c h i m a

s u p e r b a
)

、

糙皮桦 ( B e t u l d u t i l i s )
、

银 钟 树 ( H
a l e s id m d

e g r e g o r i i )
、

拷树 ( C a s t s -

n o p s i s f a r g e s i i )
、

黄樟 ( C i n n a m o m u m p a r t h e n o x y l o n )
、

红岩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h a o f u i )
、

羊角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c a v a l e r i e i )

、

变色杜 鹃 ( R h o
d

o e n d r o n v 。 r s i e o -

l o r
)

、

吊钟花 ( E n k i a n t h
o s q o i n q u e f l o r u s )

、

桂南木莲 ( M a n g l i e t i d 。
h i

n g i i )
、

罗浮

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f a b r i )
、

相赤杨 ( A l o ip h y l l u m f o r t u n e i )
、

虎皮楠 ( D a p h n i p h l l u rn

g l a u e e s e e n s
)

、

水锥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e y r e i )
。

针叶树种有
:
油杉 ( K

e t e l e e r i a f o r l u
-

n e i )
、

长苞铁衫 ( T s u g a l o n g ib r a e t ` a t a )
、

广东松 ( p i n u s
k w

a n g l u n g e n s i s )
、

马尾松

( p i n u s m a s s o n i a o a )
、

福建柏 ( F
o
k i

e n i a h
o d g i n s i i )

、

草本植物有五片芒 (。 i s e a n t h s

f l o r id u l u s
)

、

金茅 ( E u ! a l i a s p e e i o s a )
、

野古草 ( A r u n d i n e l l a h i r t a )
、

纤毛鸭 咀 草

( I s e h a e m a m e i l i a r e )
、

画眉草 ( E
r a g r o s t i s p i l o s a )

、

莎草科等
。

* 本文 19 习5年12 月 1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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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土 壤 类 型 和 分 布

大瑶山山体庞大
,

坡陡谷深
,

山脉呈东北一一西南走向
,

山体海拔高差甚大
,

因而引起了

水分和热量的重新分配
,

生物气候产生了有规律的垂直变化
,

土壤也出现相应的垂直分布
,

这种因地形的变化影响水热平衡的变化
,

构成了大瑶 山土壤分布的特殊性
。

大瑶 山土壤分布由南一一北为赤红壤一红壤
,

而土壤的垂直分布结构
,

则因水平地带性的

不同而异
。

南麓垂直带结构的基带土壤为赤红壤
,

随着山体的升高
,

生物气候条件的变化
,

依次出现山地红壤一一山地黄红壤 ( 过渡性土壤 ) 一一山地黄壤一一山地漂灰黄壤
。

北坡基

带土壤是红壤
,

依次是山地黄红壤一一山地黄壤一一山地漂灰黄壤
。

此外
,
在海拔 1 2 0 0米的山缘缓坡地段出现有山地草甸土和山地沼泽土

。

是在一定海拔高

度地形和特定生物气候和环境条件下的地域性土壤
。

大瑶山的山地土壤主要发育于以砂岩为主次为页岩
、

花岗岩母质上
。

由于地处亚热带
、

水热条件优越
,

在形成过程中受亚热带生物气候的作用
,

脱硅富铝化作用强烈
,

淋溶作用较

为明显
,

加上受地形
,

地势
,

坡向
,

海拔高低以及植被类型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

引起水热状

况 的差异而形成各种不同土壤类型
,

大瑶山主要土壤有
:

1
。

赤红壤一一分布于大瑶山南麓20 。一 300 米以下的沟谷和山前丘陵地带
,

成土母质有砂

页岩和第四纪红土
,

植被以散生马尾松
、

桃金娘
、

铁芒基
、

纤毛鸭咀草为主
,

生长较差
,

有水

土流失现象
,

开垦地常见侵蚀沟
,

土壤肥力较低
,

有机质含量 4
。

41 %
、

全氮。
。

228 %
、

土 壤

呈酸性
, P H S

.

O一 5
.

6
,

代换性酸以代换性铝为主
, ,

表层含量 1
。

。。 e / 1 009 土左右
,

高 的

可达 5一 7m e / l 。。 g土
,

阳离子代换量只有12
。
Zm e / 1 009 土

,

土壤质地粘重
,

多 为 重 壤一一轻

粘土
,

部份开垦种植农作物而成为耕型赤红壤
。

2
。

山地红壤一一一般分布于3 00 一 60 0米的山麓地带
。

在南坡属垂直分布带谱中处于基带

土壤一一赤红土壤类型之上
,

在北坡和东
,

西坡则为基带土壤类型
,

成土母质为砂页岩坡积

物和部份花岗岩风化坡积物
。

、

土壤呈 酸 性
,

P H 4
。

5一 4
。
7

、

由于植 被和生态环境不同以及人

为的影响
,

土壤理化特性和肥力产生了很大差异
,

可分为
:

( 1 ) 山地森林红壤一一在次生常绿阔叶林或人工植被情况下的山地森林红壤
,

表层土壤

有机质含量在 5% 以上
,

全氮。
.

27 5%左右
,

酸性
、

P H 4
。

5左右
,

代换性酸为 8
。
s m e

/ 1 0 0 9土
,

以代换性铝为主
,

表层质地中壤一一重壤
。

( 2) 山地生草红壤一一主要分布于低海拔的山地坡麓
、

成土母质为砂岩
、

原生植被已遭

破坏
,

代之以禾本科草类为主
,

间有散生马尾松
,

桃金娘和铁芒基的灌木丛
,

覆盖度为 70 %
,

地表有侵蚀现象
,

土壤较干燥
,

上层深厚
,

表层中壤一一重壤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之山地森林

红壤有显著下降现象
,

一般只有 2
.

0 %左右
,

全氮 0
.

04 %左右
,

土壤呈酸质
,

代换性酸 8
.

g m e
/

1 0 0 9土
,

以代换性铝为主
,

该类型土壤经开垦种植后而变为耕型山地红壤
,

土壤肥力较低
。

3
.

山地黄壤一是大瑶山主要土壤类型
,

分布面积较大
,

一般分布于 55 0一 7 00 米 以 上 至

1 3 0。一 1 6 0 0米的山地
,

自然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生 长茂盛
,

但部份被破坏变成次生植

被
,

同时还有较大面积五节芒
,

金茅尊禾本科为主的草丛植被
,

成土母质以砂页岩为主
,

次

为花岗岩
,

也分为山地森林黄壤和 山地生草黄壤两个类型
。

(1 ) 山地森林黄壤一一一般分布在海拔 8 00 一 1 4 0 0米的 山地
,

植被有天然和人工林
,

表土

有机质含量 一般均在 10 % 以上
,

土壤呈酸性
,

P H 4
.

0一 4
。
5 ,

代换性酸含量 14 一 1 6m e / 1 0 0 9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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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换铅为主
,

均在 10 m g / 1 00 9土以上
,

质地中壤一一重壤
。

( 2 ) 山地生草黄壤一一一般分布在海拔 5 50 一 1 4 0 0米的山地
,

面积较大
,

约占土地总面积

1 / 3 ,

而且海拔 1 0 0 0米以下的山地为多
。

由于原生植被常绿阔叶林遭破坏后演变为草地
,

所

以土壤有机质含量较山地森林黄壤低
,

表层土壤有机质只有 6
.

0%左右
,

全氮 。
.

24 %
、

阳离子

代换量 1 5
.

3m e
/ 1 0 09 土

,

土壤 P H一般 5
.

。一 5
.

3 ,
代换性酸也较山地森林黄 壤含 量 低

,

约

为 6
.

s m e / 1 0 0 9土
,

以代换性铝为主
,

土层稍厚
,

70 一 8c0 m
,

质地中壤一一重壤
。

4
.

山地漂灰黄壤一一分布于 1 3 0 0米以上的山顶和山脊
,

坡陡
,

一般在 35 度以上
,

上层浅

薄
,

约40 一 50 厘米
,

成土母质有砂岩和紫色砂岩
。

植被有常绿 阔叶林和常绿润叶一针叶混交

林
,

表土有机质含量高
,

一般均在 1 0
.

。% 以上
,

全氮 1
.

3一 1
.

9 %
,

阳离子代换量 60 m e
/ 1 0 0 9土

,

代换性酸 10 一 1 6m e
/ 1 0 09 土

,

以代换性铅为主
,

P H 3
.

5一 4
.

0 ,

粘粒下移明显
,

土壤质地粘

重
。

剖剖 面 号号 植植 土土 采 士士 P HHH 有有 全全 全全 速效钾钾 阳离子子 代换换 代换换

…
代换换 粘粒粒

及及 地
,

点点 被被 壤壤 深 度度度 机机 氮氮 磷磷 m g /// 代换量量 性酸酸 性铝铝 {性氢氢 含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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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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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山地草甸土一一零星分布于海拔 12。。米以上的山缘缓坡地段
,

土壤内外排水不 良
,

土层

处于潮湿状态
,

在 50 厘米深处的土层出现潜水或渍水层
。

植被以中性和喜湿性莎草科为主
,

间有少量禾本科的草类植被
,

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约为 10 %
,

全氮。
。

3% 以下
,

阳离子 代换

量 14 m e / 1 0 0 9土左右
,

代换性酸 6
。

6m e / 1 0 0 9土
,

以代换性铅为主
,

土壤质地较轻
,

多为轻

壤一一中壤
。

6
.

山地沼泽土一一零星分布于海拔 1 2 0 0米 以上的山缘平坦稍低处
,

母质为砂岩风化物
,

常

有季节性积水
,

土壤水分长期处于饱和状态
,

植物以喜湿性莎草科草类为主
,

地表有苔醉
,

土层松软
,

植物残根大量聚积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 32 %
,

全氮。
。

9%
,

阳离子代换量和

代换性酸含量高
,

以代换铝为主
,

声4
。
0左右

,

质地以轻壤为主
。

7
。

水稻土一一主要分布山麓低海拔平缓地段和河沟两岸以及谷地边缘
,

面积约三万亩
,

成

土母质较复杂
,

有河流冲积土
,

第四纪红土和砂页岩或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
、

红壤和黄壤
,

土壤肥力差异较大
,

一般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较上述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低
。

土壤微酸 性 P H

.6 0一 6
。

5
,

阳离子代换量和代换酸含量低
,

以代换性为主
,

质地砂壤一一中壤 ( 表 3 )
。

三
、

土 壤 肥 力 特 点

大瑶 山地处亚热带
,

土壤在形成过程中受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其肥力特点分述

如下
:

1
。

土坡酸性

脱硅富铝化是红壤 ( 包括黄壤 ) 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点〔幻
。

大瑶山土壤的形成 受 亚 热

带生物气候条件的影响
,

脱硅富铝化作用较为 明显
,

在高温多雨的条件下
,

土壤淋溶作用强

烈
,

土壤呈酸性
,

声 4
。

O一 5
。

5
,

但因植被类型 的不同而有差异
,

山地森林黄壤 P H 3
。

5一 4
。

8
,

山地生草黄壤 P H 4
。

9一 5
.

3
,

水稻土受人为的影响
, P H 6

。

O一 6
。

5
,

从研究结果表明
,

土壤代换性

铝决定着红
、

黄壤的酸度本质
。

大瑶山各种土壤代换性总酸度较高
,

其决定着红
、

黄壤酸度

本质 的代换性铝一般占总酸度 80 %以上
,

高的可达 95 %
,

其中红壤土层中代换性铝占代换性

总酸度的比例较黄壤高
。

由于土层中代换性铝的大量存在
,

植物的生长
,
特别是一般农作物

易遭毒害
。

2
。

有机质含 t 丰 ,

亚热带地 区气候条件优越
,

植被多为常绿 阔叶林
,

覆盖较好
,

枯枝落叶残落物量大
, 一

般为 598
.

5斤 / 亩
,

这为土壤 的生物累积创造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

大瑶山的山地土壤在 植 被

碑珍摊好的情况下
,

上壤表层有机质含量是
:
草地土壤 5一 l 。%

,

自然植被下 的森林土壤一般

都在10 叱以上
,

高的可达 33 %
。

但自然植被破坏后
,

土壤表层有机质迅速分解而被流失
,

这

时分解胜于生物累积
,

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
。

因此
,

保护森林不仅是保护 自然资源具有战略

意义的一个重要做法
,

同时也是提高和保持稳定土壤肥力的一个有效措施
。

a
。

丰宫的矿质养分含 ,

森林植被下大量残落物为各类土壤在形成过程中的生物累积创造 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

残

落物在分解过程中释放出各种主要元素如氮
、

磷
、

钾
、

钙
、

镁
、

硫进入土体中
、

增加了土壤

中营养元素的含量
。

大瑶山各类土壤在 自然植被下
,

土壤表层全氮含量 0
.

5一 1
.

0%
,

高的可

达 2
.

0%
,

磷一般含量 。
。
l %左右

,

高的可达。
。
3 %

,

速效钾含量在 l o m g
八 009 土之上

,

总的

来说大瑶山土壤的有机质
、

全氮含量较高
、

磷钾含量 中等至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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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土滚保肥能力较强

土壤阳离子代换量的多寡对于植物营养和施肥有着重大意义
,

它可调节土壤 溶 液 的 浓

度
,

保持了溶液的
“
生理平衡

” ,

同时还有保持和减少各种养分免于被雨水所
、

淋 洗 流失的

作用 〔幻〔3〕
。

大瑶山大部分土壤 表层其阳离子代换 量一般为 1 0一 3伽
e / 1 0 09 土

,

高的 可 达

50 m 。 / 1 0 0 9土
,

这样高的阳离子代换量有助于保水保肥能力的提高
。

这与大瑶山土壤 在 自

然植被情况下有机质含量较高有直接相关
。

5
.

土坡含水皿较离
,

有利于林木生长

根据我们在野外对在不 同植被下土壤含水量的测定结果来看
,

表层一般含水量在 45 %左

右
,

其中常绿 阔叶林的 自然植被下
,

表层含水量高达 61 %
,

人工衫木林由于枯枝落叶覆盖在

土层之上其土层含水量也高达 56 %
,

次生林下土层含水量 41 %
。

一般土壤 的心土层 含水量

3 0%左右
。

四
、

土壤利用途径

大瑶山在金秀县境内总面积 2 0 8 0平方公里
,

折合3 12 万亩
,

农业土壤水稻土 3 万亩
,

旱作

地 8万亩
,

共 n 万亩
,

约 占总面积 3
.

5%
,

大部分为 山地土壤
,

其中又分为草地和林地
,

林地为

1 2 3 6 41 2亩
,

荒山草地 1 7 6 9 0。。亩
。

土地资源较为丰富
,

土壤自然肥力较高
,

生产潜力大
,

土

壤含水量高
,

林间湿度大
,

处于优良的森林气候环境
,

对发展林业生产极为有利
,

根据上述

大瑶山的土壤利用着重 以下几方面
.

1
。

以发展林业为主
,

.

造营结合

大瑶山原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天然水源林
,

长期以来在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减少 自然

灾害等方面起 了积极作用
,

但廿多年来由于毁林开荒
,

乱砍滥伐使森林受到很大的破坏
。

如

何造林恢复大瑶山过去的森林植被是有着重要意义
,

另一方面在造林的同时也必需保护和管

理好现有的森林
,

使其在提高森林涵养水源
、

为围周的农田灌溉
、

保持水土和为国家提供木

材作出供献
。

2
。

恢复和发展经济作物

大瑶 山其经济作物种类较多
,

如八角
、

油桐屯生姜
、

茶叶
、

山苍子
、

棕
、

天花粉
、

灵香

草等
,

过去种植生长好
、

产量高
,

但由于近廿多年来毁林开荒
,

目前虽有种植但面积小产量

低
,

因此
,

恢复和发展大瑶山的经济植物有着重要意义
。

a
.

在以林为主的签础上
,

因地 制宣适肖发展 , 收业

大瑶山现有荒山草地 1 1 6 2 9 0 0亩
,

约占总面积 35 %左右
,

如何合理利用这些草山对大瑶山

的生产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

大 瑶山草山面积有84 %分布在海拔 1O o Q米以
一

下的山地
,

牧草

种类有五节芒
、

白茅
、

野古草
、

纤毛鸭咀草
、

金茅等
,

一般产量 1 6 0 0斤 / 亩
,

根据有关部门

对广西草营养成分的测定
,

粗蛋 白含量2
.

04 一 6
.

31 % 、 粗脂肪 1
。

73 一 3
。

95 %
、

无 氮 浸 出 物

3 5
.

4一 4 7
.

4%
,

营养价值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

综合上述
,

大瑶山在发展林业生产基础
_

七
,

有计划适当地在低海拔
、

坡度较缓的山地发展以放牧黄牛
、

山羊的畜牧业是可取的
。

4
.

建立良好的农 田系统
,

土地用养结合
、

不断提高土坡肥力

大瑶 让̀农田土壤面积不大
,

土层浅层
,

上壤肥力中等偏低
,

水稻和旱作物产量很低
,

因

此当前应以下列几点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

( 1 ) 采取多种途径培育肥力
,

.

向林向牧要肥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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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商品流通数据计算机管理系统

兰红星 乔 中南

(广西计算中心 )

刘新彬

(南宁医药批发站 )

摘 要

医药商品流通数据管理和其它商品流通数据管理有某些 相 同之处
,

但 因为医药

商品具有特珠性
,

所 以 医药商业数据管理也有其特珠性
。

来用计异机进行管理意义

重大
。

作者进行 了这方 面的实践
,

基本实现 了时医药商品批发部门业务帐 目和财会

帐 目的计算机管理
。

本文介绍 了医药商品流通数据计算机管理 系统软 件 设计 的 意

义
、

目标和设计方法
,

并介绍 了该管理 系统的功能和实
,

际 使用情况
。

一
、

引 言

1
。

意义

医药商品流通部 门
,

是沟通药品生产工厂与医疗卫生部门联系的中介部 门
。

它的业务活

动象其它商业批发单位的业务活动一样
。

但是
,

医药商品又具有特殊性
,

既要求保证必要的

库存量
,

又存在药品过期失效报废问题
。

所以合理的购
、

销
,

保持合理库存
,

尽可能减少或

消除积压过期失效
,

随时掌握购销存的情况
,

对医药商品批发部门的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

义
。

用微型电子计算机处理医药批发部 门业务活动 中的各种数据
,

.

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

经济效益
,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

2
。

设计目标

本管理系统软件是要求在不改变 目前医药批发部门的工作流程和所用的原始报表和数据

的基础上
,

实现用微机代替日常业务活动中繁杂重复的大量的票据处理
。

可进行各种查询
、

统计工作
,

及时向有关人员反映各种数据信息
。

要求用汉字打印输出所需的 各 种 票 据
、

报

* 本文卫始弓年主么月犯日收到

( 2 ) 逐步加深耕作层
。

( 3 ) 施用钙镁磷肥和石灰
,

调节土壤酸度
。

( 4 ) 实行水早轮作
。

( 5 ) 实行排灌分家
,

完善排灌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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