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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研究所 桂林 541006) s f 

摘 要 广西石山地区位于桂西北和桂西南．自然条件较恶劣，农业生产较落后， 

经济发展埋慢．部分村屯处于封闭式半 自给的小农经济，部分群众 的温饱亟待解 

决．我们拟从资源利用现状，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农田生杰系 

统的功能．立体农业的模式等方面，应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观点予以分析和评 

价． 

美键词 石山地区 圭查查些 室堕。圭查墨篓 塞垡壅些 广西 

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的原理，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把一个农业生 

产单位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体系或复合农业生产系统，本文从我区 

贫困的石山地区农业生产现状出发，探讨生态农业的发展，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经济提 

供科学的、可行的途径 

1 广西石山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概况 

1．1 石山地区的自然条件 

广西石山地区主要是指石山面积 30％ 以上或石山面积 6 7hm：万以上的，以龙州、忻城、靖 

西、都安等为代表的27个县，主要分布于桂西南和桂西北，地域上基本连成一片 (图1)，总面积 

769 5万hm ．占广西总面积 32．5％．其中裸露石山面积281．9万 hm ，占石山地区面积 36 4％，土止 

26l万hm ．占石山地区面积 33．9％，其余为半石山半土山。 

石山地墨地处亚热带，热量较丰富，年均气温 I8．9～ 22 3℃ ，积温 6000～ 7900℃，年降 

雨量 l100～1700mm，由于各县所处地域不同，气温和降雨量差异较大，如右江以南的石山县 

f除天等，德保、靖西、那坡4个县)其年均气温 21 5～ 22 3℃ ，积温 7500～ 7900℃，而黔 

硅线以北地哉各县年均气温只有 18 9～ I9．9℃ ，积温 6000～ 6500℃ 

石山地区土地总面积 769．57／hm 耕地 75 07／hm ，占该区面积 9 7％，林地和各种用地面积 

见 (表 1)，其中难利用的裸露石山面积较大，是该区特有的一种土地类型，该区主要土壤类型 

有；石灰 (岩)土、红壤、黄壤和水稻土，耕地中旱地 420635hm ．占耕地面积 54 I％，水田 

356266hm ．占耕地面积 45．9％。从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磷、钾含量来看 (表 2)，多属中低产田 

地。水稻年量低予 6000 ／hm 的，占水田面积 62．8％，旱作玉米每 hm 产量也只有1500 左 

右 

· 资料来源均为 广西石 山地置太寝业发展战备研究 “罗城县桥头多生态农业示范研究 1慑韪 

1992军 4 a收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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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山地区土地利用现状 

类 型 面积 占息面积 ％ ^均 类 型 面积 占总酉积 ％ ^均 

(万 hm Cam ) (万 lm~) ) 

耕 地 强 0 9 74 旺076 难利用地 215．3 27．97 0 218 

园 地 】．0 13 水 域 M 】 1日 

林 地 3o4 9 39．63 O 3∞ 其 它 25 2 3．28 

牧 地 1瓤 4 15．65 n122 

宜农荒地 I3 6 1 76 014 台 计 76952∞ 

注：林地包括宜林荒山，牧地包括宜牧荒地 

表2 石山地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全氰、速效磷钾含量 

类 型 水 田 旱 地 

有 吉 量 面积 (h巾 ) 古普壹面积 ％ 面积 (hm 】 古普壹面积 ％ 

<2-0％ 低 42000 l土3 10660o 29】 

机 
LO％ ～ 3．0％ 南 119900 35 2 158B0。 4]．3 

质 >3．0％ 高 Î耵00 豫 5 】0140o 27 7 

垒 <OA％ 唾 如100 】6 6 16300 8．o 

0l一 0】5 审 75600 3】7 4I 20 o 

氯 >0】5％ 高 】 8o。 5】7 l47700 72_l 

遵 <删  鹰 l4∞00 43 9 187700 47．1 

效 5～ IOPPM 中 l1050。 34．5 l~11300 25 4 

礴 >lOPPM 高 69 。0 21．6 lOC~O0 27 5 

速 <50PPM 话 l9】8130 55．5 130500 37．3 

教 50一 II~ppM 中 I2I5o0 撕．2 132∞0 38 0 

挪 >iO呼PM 高 32 9 4 B6300 24 7 

石山地区的植物种类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约40o0多种，并蕴藏有不少珍贵的和特有的植物 

种类，按用途区分有：药用、淀粉、}亩料、纤维、橡胶、野果、饮料、芳香、祷菔、观尝和绿 

化等，其中药用植物较多约 t300多砷，这些檀物种类中较为重要的经济植物和珍贵特有植物不 

少，如八角、油桐、油茶、板粟、核桃，山楂、柑橙、鸡皮果、芒果、金银花、绞股兰等，珍 

稀濒危植物有金花茶、桫椤。动物品种资源也不少，有珍贵的、经济价值较高的，如蛤蚧、穿 

山甲、果子狸、山瑞等。 

矿产资源较丰富，除煤及建材外．还有种类较多，储量不少的有色金属，如铁、锰、铜、 

锌、铅锡、金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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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地区总人1：3 985．95万人，其中农业人1：3 908A6万人，点总人 1：3 92．1％，石山地区多为多 

民族聚居地，主要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京、彝、水等，少数民族人 

口 835 19万人 ，占总人 口 84．8％。 

据 1982年统计总人1：3中，具有太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总人 1：3 O．21％，具 中学义化的18 O％， 

小学文化的 34．1％。 

1．2 石山地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现状 

石山地区种植业以粮作为主，主要粮食作物有 ：水稻、玉米、黄豆、小麦和红薯等，粮作面 

积 644233hm2，占耕地面积 82．9％，粮食总产 238924．5万kg，其 中稻谷 156525万 ，经 作面积 

84753hm2，占耕地面积 10．9％，种植业由于农田土壤肥力低、多年来叉未能合理利用，所以产量较 

低，每 hm 产量 3292．5kg(按播种面积计算)，早作每 hm 只有1725kg，种植业的产值 10470275 

元，占农业总产值 56．9％。 

石山地区森林覆盖率低，产值低，现有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12 9％，低于全区的22％，森林面积 

988900hm2
．
其中用材林 757100hm2，经济林 124200hm2，肪护林 62700hm ，薪碳林 48300hm ，用材 

林中杉、松，桉、杂的面积分别为 116000~ hm2，22333hm ，14400hm2和403800hm ，总蓄积量 

2245万m3．约占森林总蓄积量2970．2万m 的75．6％，林业产值连年有所提高，到1986年增至 

10594万元，但在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例较少，只占农业总产值 183761万元的 5．7％。 

从 1980～1986年．累计造林面积 426466．6hm ，但由于管理不善，保存率低．一般保存率只 

有 11％ ～ 36％。 

石山地区畜牧业生产以生猪饲养为主，生猪的年末存栏数和出栏数逐年虽有增加，如1980 

年存栏数 281．7万头，而 1986年增至414．8万头，但生猪的发展受粮食生产限制，所以发展较缓 

慢，大牲畜牛马头数每年都有增加，目前已达 227．3万头，但大部份为役用牛，肉用牛年 出栏数 

只有 4．4万头，只占大牲畜头数的I．93％，除大牲畜和生猪饲养外，羊的饲养量近年来 一般在 

50～ 60万头左右，家禽也有饲养，但数量有限。畜牧业产值 1986年 36857万元，点农业总产 

值 20 6％ 

农村副业的发展，特别是贫困山区农村工副业的发展，受到加工设备、资金和技术等条件的 

限制，水域面积为 14100Ohm2，目前养殖面积 24506hm ，占水域面积 17 4％，从养殖面积来看，未 

能充分利用水面资源发展淡水养殖，渔业发展由于投入少、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所肌，产量较 

低，总产 1342．5万 kg，平均每公顷只有 547．5kg，总产值 1623 0万元，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甚小， 

只占O．88％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石山地区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结构，不甚合理，发展也不协 

调，作为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组成的林业，不仅森林覆盖率低，只有 12．9％，低于全区的 22％，而 

且产值也只占农业总产值 5．77％，渔业产值也很低，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较小 (表 3) 

衰 3 广西石山地区各业产值 (单位 ：万元) 

注 ：l986年轭计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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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山地区的工业 

石山地区的工业有钢、原煤、电力、化肥、水泥、糖，还有城镇集体和农村个体的工业生 

产、品种较多，产值较高，据 1986年统计，工业总产值为 133882万元，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工 

业发展的潜力是较大的，还有待于今后开发利用。 

3 石山地区农田生态系统和立体农业 

3．1 农田生态系统：石山地区的农田生态系统其主要组成部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见表 1) 

从表 l数据可见该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反映出丰富的土地资源未能充分开发利用，森林面积只占 

土地总面积的l 3．1 5％，而荒地面积则占24．8％，习惯放牧地面积也较大，明显表现出土地利用不 

合理，因此如何发挥丰富的土地资源的优势，扩大森林面积，这对农田生态系统功髓的影响甚大。 

石山地区现有耕地面积 749800hm ，占土地总面积 9．74％．是农田生态系统的基础，在整个农 

田生态系统中体现出其功髓的成分是：① 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养分收支状况，② 农田生态系统的 

能量投入产出，⑧ 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等，现就石山地区农 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平衡。能量投 

入产出和生产力等情况分述如下 ： 

3．1．1 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平衡 

农田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它受人为括动所支配和制约，系统中的养分物质通过人为活 

动从播种、施肥、灌溉及降火等途径进入农田，诃节养分水平，同时通过作物吸收和不同方式的 

损失 (如水土流失、土壤淋洗、气态逸失)从而输出农田，进入农 田的养分为作物吸收合成生物 

有机体，因此，农田作物生物量的养分含量可反映出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输出状况，这样的靖人 

和输出量的变化，反映出系统中养分的循环状况，现以石山地区罗城县桥头乡榕木村农田生态系 

统的养分输入和输出状况为例，来说明该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的养分平衡状况 (表 4)。 

从表 4数据看出，该地域农田生态系统养分的输入和输出是不协调的，未能达到输入和输出 

平衡，养分中除磷素输入有盈余，氮和钾则入不敷支，尤其是钾的投入不足输出的 l／2。 

衰{ 广西罗城县挢头乡榕术村农田生态系统养分输 输出概算 

莽 分 N P2 K2O 

有 机肥料 56 3王85 30．9 

输 种 子带^ 4 95 ‘∞ l_5 

人 豆科柞钧同氯 1．5 

都 无 机肥料 81
．6 13．8 315 

． 甘 台计 144
．3 50．85 35．5 

输^养分 丢失量 (％】 

辣去丢失量后的莽分置 

输出部份 【地上部) 

盈亏情况 

40 

86．盟  

90．45 

— 1 87 

15 

43．22 

35 85 

+ 37 

15 

30．18 

72． 

一 旺 27 

(单位 ：kg,fl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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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肥的投人中，氮占 62．6％．磷占 ? O％ { 占 】5．4％，可见氮磷钾三要素的比例也不够铷 

调，从投^养分的组成来看，投人确 杌肥中的氮、磷，钾量分别为 43．5％、72．9％和 91．1％ 总 

的来说，上述资料说明，该区农田生态系统，仅依靠自身的物质循环和少量的投入来维持生产， 

而系统外的投入还未能满足生产，明显反映出系统中养分物质的入不敷支的现状。 

3．I．2 农扫=j生态系统的能量投入产出 

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投入产出状况，反映出该系统的功能，农田生态系统投入的能量，一般 

是指人工补助投能，大体上分两大类，一是有机能，即是可再生能——人力，畜力，有机肥和种 

子等能流，二是无机能，即不可再生能流——化肥、农药、机械、动力，电力等，从罗城县桥头 

乡榕木村的能量产投情况来看 (表 5)。 

表 5 罗城县桥头乡榕术村农田生态系统能量产投 (单位：兆卡 n】) 

投 人 产 出 

类 型 项 目 折 能 类 型 项 目 折 能 

劳 力 999．2 地 有 
作物经蒋器盲 10508 畜 力 1437

．6 上 

机 种 于 ¨孔．6 部 

有机肥 l2917．3 倍 作曲非经蒋器盲 8012．7 

能 台 甘 16485
．7 台 计 18520．7 

无 化 肥 2090 9 地 

农 药 48．9 下 作物抿茬 3o2l g 机 

机电．动力 部 

能 台 甘 2l39 g 份 

总投能 18625．5 总产雏 21542．5 

总产螅，总投船 1．16 

总产舱／无机雏 1n07 

有机舱投人，无机能投人 7 7 

该系统的能量总投入为 18625．5兆卡、总产能21542．5兆卡，其能量产投 比为 1：16，光能利 

用率较低，只有 0．21％，系统中能量转换率也较低，从投能结构和投能水平来看，系统中的投能 

水平也是低的，所以能量的投入和产出也难趋于平衡，特别是有机能的投入只为产出能的76．5％， 

在这种情况下不和于土壤肥力的提高和保持，也制约着作物产量的提高，反映出该系统仍保持着 

传统的有机农业特点． 

3．1．3 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太小，取决于该系统的结构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 

系统的生产力主要反映在产量上，现以罗城县轿头乡情况为倒加以阐明．据 1980～1985年的资 

料分析，该乡1985年粮食产量比1980年增 36．2％，年递增 6-4％，增长的幅度不小，但生产水平是 

很低的，这与石山地区的情况较为接近，但均低于全区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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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6 罗城县桥头乡、石山地区、广西辅童单产比较 (单位：l嚼 哪 】 

＼ 地 
聿劳 ＼ ＼  罗城县柝头乡 石山地 区 广 西 

l980年 2ll5 2124．0 5047 5 

1935年 1130 226g．5 4掰 5 

另一方面反映系统价值流方面，石山地区 1980年农业产值为 95729万元，I985年为 104011 

万元，增长 8．7％，人均农业总产值 1980年为 l06．6元，1985年为 106．9元，由于人口的增长
． 所 

以人均农业产值 1985年与 1980年的相接近，这也说明了系统中的价值流不高，特别是人均农业 

收入均低于全区 (表 7)。 

衰 7 罗城县桥头乡、石山地区、广西农业人均收入 (单位 元，人) 

罗城县桥头乡 石山地区 广 西 

l9s。年 51 93 6 l92 

】985年 146 】72．7 143 

从上述资料来看，系统中的生产力是较低的。 

综台上述石山地区农曰生态系统的功能，从其养分平衡状况、能量投入产出，生产力的现 

状来看，尚来能充分发挥，从罗城县桥头乡榕木村的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养分平衡
、 能量投入产 

出以及生产力的资料分析、阐明了石山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的功能，必须根据生态原理协调农林 

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等进行人为的调节，才能发挥其较大的功能
。 

3．2 石山地区的立体农业 

立体农业也是农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份，立体农业的类型及其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农田生 

态系统的功能，也是生态农业必须予以研究的重要内容，立体农业是在传统的套间作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它根据不同农业生物的生理、生态特性，选择适当的农业组合、进行多种类 多层 

次的种植、养殖、种养结合、农牧渔结合等综台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单位面积的光能和农业 富 

然资源，发挥生物互惠共生关系的效益，促进人工生物群落的群体优势，在单位面积上以较少 

的物质和能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生物量和经济效益，同时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不断提高和保 

持土壤肥力，促进产品增值，实现有机物多层次利用，在生产过程中，促使农业生产达到最大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石山地区的立体农业，主要是传统的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生产水平低，物质循环 

能流过程也较简单，因此，光能利用率低，有机物质来能多层次利用，增值低。 

根据调查，石山地区的立体农业模式 (包括轮作体系)有下列几种类型： 

3．2 l 水田轮作 一 如稻稻肥 (绿肥)、稻稆菜、双季稻犁冬、双季稻冬闲、中稻与红薯
、 稻 

鱼等 

http://www.cqvip.com


40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3．2．2 旱田轮作——晚造秧田与红薯、绿腮碍 与晚造秧习或晚稻 (或红薯)、早玉米与晚稻、 

早玉米与晚造秧田或晚稻 (或红薯)这种类型面积不大。 

3 2．3 旱地立体种植——玉米套种黄豆、玉米与红薯、玉米套种黄豆或蔬菜、早玉米与晚玉 

米、早玉米与花生 (或黄豆、蔬菜)。 

3．2 4 林粮间作——杉木幼树问作木薯、芋头、花生、黄豆或生姜等 

3．2 5 庭园立体种养——果树下种菜、饲养鸡、鸭或兔。 

3．2 6 池塘立体养殖——分层放养不同类型鱼种。 

3．2+7 山地立体开发利用——不同海拔高度地段种值不同类型树种 (如村边地、山脚缓坡地种 

竹、棕桐、油茶、果树，山沟及湿度大的地段种杉木或杂木)。 

石山地区农田和轮作方式不同，其生物量、施肥效益、能量投入产出、光能利用率、养分平 

衡状况、经济效益等均有很大差异，根据轮作方式概分为三大系列 

第一系列主要是稻稻肥、稻稻果、稻稻犁冬等。 

第二系列如早稻与红薯、中稻与红薯。 

第三系列为玉米套种黄豆、玉米与玉米、玉米红薯、玉米与大头莱。 

不同系列其生物总量、光能利用率也有一定差异，现以罗城县桥头乡的资料加以说明(表8)。 

表8 罗城县桥头乡不同轮作系列的生物总量、光能利用率 

生物息量 t'kg,,la ) 光能利用率 (％】 

系 辫 

范 围 平 均 值 范 围 平 均 值 

第一系列 12771～ 15705 】4061．7 l 0】～ 】∞ 】14 

第二系列 ∞73 5～ 12753 9863．3 O ～ ft．85 n62 

第三系列 5331～ 8柏9．5 7085．3 d47～ 0 55 51 

从表中数据可见，第一系列的生物总量和光能利用率均高于第二和第三系列，特别是高于第 

三系列几达一倍三多。从能量投入和产出来看，第一、二系列的能量投入均大于产出能量，但从 

系列之间的差异来看，第一系列投能均大于第二和第三系列，但从产出能占投能的 ％ 数来看， 

第一系列较第二系列和第三系列的低 (表 9)。 

表9 罗城县桥头乡农田不同轮作系列能量投入产出 (单位：兆卡／am ) 

总 投 能 量 产 出 能 总 盘 产 出能 占 系 列 

范 围 平 均 值 范 围 平 均 值 投能 ％ 

第一系列 4 2F 5～ 670 51州2 45966～ 52339 5 a8468 93 9 

第 二系列 28。。5～ ．28】55 2s08O I 38 5～ 3678】5 26610 75 

第三系列 2∞6 5～ 22617 21492 ∞322— 24006 221 】∞ 12 

模式不同，即是说轮作系卿不同其养分平衡状况也有差异 (表 10) 

从表中数据看出，第一、三系歹J』养分总输入量大于输出量，而第二系列则输出大于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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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罗城县桥头乡农母不同轮作系列养分平衡状况 (单位：l噜／h皿 ) 

蝓 ^ 输 出 

系 列 平衡状况 
施 肥 自然 归还 舍 计 作钧 翟收 氮幕气化 台 计 

第一系列 789．5 l01 3 890 8 】 】叫 2 769 3 —121 4 

第 二系 列 4 9 25 4 删 3 415 3 58 B 474】 —33 8 

第三系列 3∞ 5 51 9 356 4 2 7 49 7 3】d 4 蛆 0 

4 

作为评价轮作方式的优劣，从土壤有机物平衡状况可作出评价，从 (表 11数据可见，第一 

系列土壤中有机质是有累积的，这对提高±壤肥力是主要条件，也说明这一系列在用地过程中能 

促进土壤肥力的提高，而第二和第三系列土壤有机质没有累积，反而减少，这直接降低了土壤肥 

力，这样对整个系列来说这种模式是不合理的。 

表 11 罗城县桥头乡农臣不同轮作系刊土壤中有机物平衡状况 (单位：kg m ) 

输 A 

系 列 要 =壤 化量平衡状况 施肥 自I；暑归还 合计 
第一 系 列 l0530 307．~5 l3594 5 3308 6 1875 +】050 

第二系列 6∞O 872 3 68'2 3 】437 IS 一438 

第三衷列 89(10 1875 5,'775 l 5 ： 一55 5 

4 石山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和设想 

4．】 根据经济现状和自然条件，进行生态农业规划。 

石山地区的经挤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应根据经济现状和自然条件，应用生态学、生态 

经济学的观点，采用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进行生态农业规划，要制定好这一规划首先对人口、 

劳动力、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等进行预测，从而确定各种指标体系，明确发展方针和重点项 

日 并拟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和生产按着规划的要求逐步实施。 

．2 石山地区的经济发展，首要是调整各业的结构、协调各业均衡发展 

石山地区各业的结构不甚合理，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从现有资料来看，农林牧副渔各业 

的结构很 协调，特别是种植业很不合理，粮作面积和产值均较经作大得多；林业资源贫乏，森 

林覆盖率只有 12％，低于全区的 22％，林种结构不舍理，功能减退，产值低：畜牧业发展缓慢 

主要是饲养生猪，太牲畜多为役用，作商品出售量少 渔业也很不发达，管理水平低．严值低； 

农村工副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受到资金、设备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农林牧副渔各监的产值， 

分剐占农业总产值的 56．97％、5 77％、20．06％、16．31％ 和 0．88％。综合上述，不难看出石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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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结梅不尽合理，发展也不协调。因此，要振兴该区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必 

须调整各业的结构，根据一些研究指出，石山地区各业的产值到2000年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 

36．08％、16．28％、27．24％、19．16％和 1．25％较为合理 (表12)。特别是作为生态农业的主要组成 

部分的林业生产应大力发展． 

表l2 石山地区农林牧副渔各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单位：％) 

4．3 稳定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促进粮食生产逐步提高和发展 

石山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粮食自给率，在一定栽培技术水平条件 

下，粮食产量的增减取决于耕地面积和播种指数的增减，目前石山地区有耕地 75．0万hm2，播种 

面积 109．58万 hm ，复种指数为 I．46，这 是较低的，人均有耕地面积 O．076hm ，人均产粮只有 

242 3 ，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粮食有一个较大幅度增加，除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和增加投人外，要稳 

定粮作面积和提高复种指数 

4．4 从长远着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业 

林业是大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农村工副业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石 

山地区的林业，覆盖率低，林种结构不合理，蓄积量少．产值低，森林的功能弱，在这种情况 

下．要使该区的生态农业有个较为适宜的结构，必须大力发展林业，首先要大量造林，也要封山 

育林，采用封造结合，同时要加强管理，保护水源林，增强森林功能，促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不断提高。 

4．5 发展以农产品加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同时狠抓种养业，争取在近期内贫困地区能脱 

贫致富。 

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石山地区经济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石山地区的乡镇企业只 

有955个，参加人数 5687人，产值 586．57万元，人均产值只有 1031．4元，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 

0．18％，占工业部产值的0．44％，因此，要使该区的经济大幅度的增长，发展以农产品加工工业的乡 

镇企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该区生态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4,6 增加农业和科技的投入 

要发展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目前石山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 

业设施简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得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必须增加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要使 

各业协调发展，必须依靠科学，要使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也要增加科技的投人，特别是科技作为第 
一 生产力，山区经济的振兴，农业生产的发展，无凝非依靠科学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 

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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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the Karst Region of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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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arst Region of guangxi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middle and north parts of 

guangxi with odious llattll~ conditions．Th 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s backward and th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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