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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文 简要 地 介 绍 了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 范 围 及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综 合 治 理 与 开

发 战 略 研 究》 课 题 组 的 工 作 区 域
,

论 述 了石 山 地 区 地 理 位 置
、

地 质
、

地 貌
、

气 候
、

水 文 等 自 然 条 件 以 及 氏族
、

文 化
、

人 口
、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概 况
,

阐 述 了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面 临 着 生 态 环 境 恶 化
、

人 口 急剧 增 长
、

粮 食 产 量 下 降等 重 大 问题
。

认 为应 将 加 速 该

区域 的 治 理 与 开 发提 到 决 策部 门 的 议 事 日程 上 来
。

石 山 的定义 和 广西石 山地 区的范围

一
、

石 山 的 定 义

“ 石 山
”

一 词 最 早见 于 文 字
,

是我 国 明代地 理 学家徐 霞 客在 “游 记 ” 中对 于 南方广 大 裸

露 石灰 岩 山 区 通 俗 形 象 的 称 谓 : “ 此石 山 当 道
,

峻 赠 敬侧
,

行 路甚 难” ( 徐 霞客 游 记 上 卷 第

十 行 )
,

其 后 一 直 流 传 于 民 间
。

但 从确 切 的 科 学 含 义 去 分 析
,

俗称 的
` “ 石 山 ” 还不 能 准确 概

括具 有 以 溶蚀 现 象 为 主 的裸 露 的 石 灰岩 山 区 的 特性
,

因 为花 岗岩
、

玄武 岩
、

砂岩 等 均 可 以 形

成 裸露 的 “ 石 山 ” 。

因 此 , 在 这 里 所 指 的 “ 石 山 ” ,

其 确 切的 科学定 义 应是 : “ 裸 露 的 或半

裸 露的 碳 酸 盐岩 溶 山 区 ” . , 简 称为岩 溶 山 区
。

我 国 古代 许 多 典 籍 和 地 方 志 对 岩 溶 现象有 过不 同程 度 的 描述 , 早 在晋 代 就有文 字 记 载
。

但将 岩溶 作为研究 对 象 , 并 且 探 讨岩 溶 的 成 因 问 题
,

则 是 从宋 代 开 始 的
。

宋 代的沈括 和 范成

大 都 指 出 了 石 钟 乳 由沉 淀 作 用 生 成
。

沈括在 他 的 《梦 溪 笔 谈》 里 写 道 : “ 又 石 穴 中水
,

所 论

皆钟 乳 ⋯ ⋯ 皆 湿 之 所 化也
。 ” 他 在 800 年前 就 把石 灰质 沉淀 成 为石钟 乳 的 概 念 提 出 来 了

。

范

成 大 在 《桂 海 虞 衡 志 》 中 写 道
: “ 乳 水滴 沥 未 己 ,

且滴 且凝 ” 。

周 去非 在 《岭外 代 答》 中 也

提到 了地 下 河 袭 夺 地 表河 的 现象
。

到 了 明 代 , 我 国 著 名的 地理 探 险 家 徐 霞 客 ( 15 8 6一 16 41

年 ) 考 察 了 广 西
、

贵 州
、

云 南 一 带的岩 溶 地 貌
,

深 入地 考 察 了 100 多 个地 下溶 洞 , 测 量 了 它

们 的 方 向
、

高度
、

宽 度和 深 度
夕

详 细地 记 述 了 广 西
、

贵 州
、

云 南 石 灰岩 山 区 的 岩 溶景 观
。

徐

霞客对岩 溶 现象 描述 得非 常 详尽
,

并 不 加 任何 附会 之 意
,

是 记 实 性探 险记 录 , 颇具 朴素 的唯

物观 点
,

对岩 溶研 究作 出 了 重 大 的 贡献
。

国 外 的 岩 溶 研 究
,

在 十 九 世纪 中 叶
,

进 入 了地 理 学 与地质 学综 合 研 究 时 期
。

1 893 年 , 南

吴 应 科等 《 广 西 石 山地 区 岩 溶 的 改造利 用 战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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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 夫 学 者 J
·

斯 维奇 (C vi 1i c) 在 研 究 了 南斯 拉 夫 西 北 部伊 利 的 亚 半 岛
_

L 喀 斯 特 高原 之 后 ,

发 表 了 《喀斯 特 现 象》 一 书
,

阐 述 了 喀斯 特 高 原 的 地 貌 形 态 主 要 是 由侵 蚀
—

溶 蚀 作 用 形

成
,

确立 了 喀斯 特 现 象的第 一 理 论概 念
,

并 为世 界 各国 学 者所 公 认
。

所 以 在 国外 一 百多年前

已 开 始 把 “ 喀斯 特” 这 一 称 谓 作为 岩 石 的 侵 蚀
—

溶蚀 作 用 的 通 用 名 词 而 广泛 使 用
。

升了二

十世 纪 , 除南斯 拉 夫 外
,

苏 联
、

罗 马 尼 亚
、

匈 牙 利
、

捷克 斯洛 伐 克
、

法国
、

西 德
、

意大利
、

奥地 利
、

瑞 士
、

西 班牙
、

美 国 等 国家 都 先后 开 展 了 喀 斯特 现 象 灼 研 究
,

而 使 “ 喀斯特 ” 一词

成 为 世界 各国 通 用 的 专 门术 语
。

在 我 国
,

也 曾经使 用 过 “ 喀斯 特
”

一 词
,

但 在 19 66年 一 次岩

溶 学 术会 议 上
,

决定 将 “ 喀斯 特 ” 一 词 改 称为 “ 岩 溶 ” 。

“ 喀 斯特 ” 和 “ 岩 溶 ” 其涵 义 应 是恒 等 的
。

近 年来
,

我 国 学 术 界 对岩 溶 涵 义 的 解释 逐

渐 趋 于 一 致
:

凡是 地 下 水 和 地 表水对 可 溶 性岩 石 的 破 坏 和 改 造作 用称 为 岩 溶作 用
,

其 中包 括

化 学 过 程 ( 溶 蚀 和 沉 淀 ) 和 机械 过程 ( 流 水侵 蚀 和 沉 积
,

重 力崩 塌 和 堆 识 等 )
。

这 些 作 用所

形 成的地 下 形 态 和 地 表形 态 称 为 岩溶 地 貌
。

岩 溶作用 及其 所 产生 峋水 文 现 象和 地 貌现 象统 称

为 岩 溶
。

综上 所述 , “ 石 山 ” 与 “岩 溶 ” 有着不 可 分 割 的联 系
, “ 石 山 ” 是岩 溶作 用的 产物

,

是

岩 溶 现 象 的典 型
。

这里 所 指 的 “ 石 山 ” 的 内涵 应 包 括 由石 灰 岩 类
、

白 云 岑 类 及 其 相互 组 合 的

岩 类 , 经 漫 长 的 侵 蚀
—

溶蚀 作 用 及 机械 过 程 所 构成 的峰 丛 洼 地
、

峰林 谷 地
、

丘 丛洼 地 等 高

差 明 显 的 正 负地 形
。 “ 裸 露 ” ,

即 石 灰 岩
、

白 云 岩 等岩 类直 接 暴 露于 地 友 ; 而 “ 半裸 露 ” 则

通指 岩 溶 山 区 中的 洼 地
、

谷 地
、

平 原 等大 多 已 被 第 四 系 地 层 所 覆盖
。

覆盖 层 厚 度 一 般 小 于

50 米 , 其成 因 一是 由母 岩蚀 余残 积 , 二是 由流 水 搬 运约 堆 积
。

不 论何 种 成因 , 都是 岩 溶 山 区

在 形 成 过 程 中 的 产 物
,

是岩 溶 山 区不 可分 割 的 组 成部 份
。

石 山 区 各 地理 要 素 为 基本 特 点是
:

地 形 复杂 独特
,

地 下 洞 隙纵 横 交错 , 不 完 善的地 表 排 水 系统 与 地
一

F排 水系 统并 存 , 水 文动态

变 化大 , 早 涝交 迭
,

成 土能 力 极差
,

生态 环 境 脆 弱
。

这 些 特 点
,

对 于 石 山地 区 的 经济社 会 的

发 展有 着极 大 的 影 响
。

二
、

石 山 的分 布

碳 酸 盐岩 溶 山 区 在世界
_

L分 布十 分 广 泛
,

据 苏联 学 者 T
·

A
·

马 克 西莫 维 奇估 计
,

碳 酸

盐 岩类 在 地 球 上 面 积 达 4000万 平方 公里
,

裸 露 和 覆 盖 的碳 酸盐 岩类 约 占大 陆 面 积 的 l / 4以

上
。

碳 酸盐 岩类 在地球 上 的地理 分 布 是不 均 匀的
,

其 中以 北 纬 20
“

一 50
。

之 间分 布 较 为普 遍
。

我 国 是 世 界 上碳酸 盐岩 类岩 石 分 布最 广
、

岩 溶 山 区 类 型 最 多最 复 杂 的 国 家
。

据不 完 全统 计
,

全

国碳 酸盐 岩面 积 90 多万 平方 公 里 , 约 占全 国 面 积 的 9
.

4%
。

我 国 裸 露 的 碳 酸 盐 岩主 要
,

分 布 在

广 西 , 贵 州 和云 南东 部
。

岩 溶 山 区 , 即 石 山地 区 的分 布主 要决 定 于 岩 性
,

只 有碳 酸盐 岩类 分

布 的地 区 才有 石 山 ; 碳酸 盐 岩石 出 露 的情 况
,

决定 了 岩 溶 山 区 分 布 的 格 局
。

因 此
,

我 国 石 山

的 分 布 与 中 国 碳 酸盐 类 岩 层 ( 含碳 酸 盐 岩 层 夹 少 量非碳 酸 盐 类 岩 石 ) 分 布 图 ( 图 1 ) 基本 上

是 吻 合的
。

三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范 围 和 “ 石 山 课 题组 ” 的工 作 区

我 区 是 世界 上 典 型 的岩 溶 山 区 之 一
。

由于 质地 纯 净 的 石 灰 岩 广 为分 布 , 厚 度 达数千米 的

石 灰 岩建 造
,

加 上 亚热 带 的气 候
,

活 跃 的水文 要 素 的作用
,

使 我 区 岩 溶地 貌 极为 发 育
。

据地

质矿 产部 岩 溶地 质 研究 所 统计
,

我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3 66 万 平 方公 里
,

占全 国 面 积 的 6 %
。

2
.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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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酸盐 岩分 布 面积 为8
.

5 9万平 方公 里
,

占全 国 碳 酸盐 岩类分 布 面 积 的 9
.

8%
,

是我 国 碳 酸趁
’ ·

岩分 布最 广 的省份 之 一
。

全 区 裸 露 的 石 灰 岩 山 区 7
.

88 万平 方 公 里
,

占土 地 总 面 积 的 33
.

31 % ,

如果 连 同覆 盖 层小 于 50 米 的 埋 藏 岩溶 地 貌面 积 计 算 , 则 “ 裸 露 的或 半裸 露 的碳酸岩 山区 ” 两

积 为 8
。

62 万平 方 公 里
,

占全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36
。

4 3%
,

( 图 2 )
。

按 行政 区 划
,

广西有 8个地 区
,

68 个 县和 6个县级 市
, 8个 区辖 市 和 8个 市辖 县 , 合计95 个

行 政 单元 ( 1985年 )
。

如 果 不 计重 复 的 8个 地 区 , 则 有 87 个行 政 单元
。

各行 政 单元 的 石 山 面

积
,

详见 表 1
。

广 西石 山 遍及 全 区 79 个 县 ( 市 )
,

占全 区 87 个 行 政县 ( 市 ) 的 90
.

8% , 范 围

之 广
,

面 积 之 大 , 是全 国 少有 的
。

表 1 广西石山 地区 碳酸盐岩面积 统计裹 ( 平方公里 )

占))积市%面((山县率石全比全 县

( 市 )

面 积

碳酸盐

岩夹碎

屑 岩

碳 酸 盐

岩 碎 屑

岩 互 层

覆 盖 型

碳 酸盐 岩
备

碳酸盐岩

吮甘76114176652眨J3,931,自23
?
匀7861六J39998949493928590878381807979787378737171696868666563626161

6382

桂林 市

忻城

宜 山

靖西

柳 江

都安

来宾

龙州

大 新

天等

柳 城

河 池 市

崇左

象 州

马 山

合 山

富川

隆安

武宣

扶 绥

德保

阳朔

上林

南 丹

平果

武 鸣

东 兰

5 65

25 4 1

3 4 63

3 33 1

25 0 4

6 4 69

4 3 64

23 18

2 7 57

2 183

22 0 7

23 40
29 0 2

18 9 8

2 66 5

3 50

15 72

22 6 5

1 739

28 75

25 59

1 4 28

18 9 0

39 16

2 48 5

33 66

24 15

28 5

2 46 6

2 6 2 7

28 8 3

18 2 6

5 8 2 4

3 1 7 2

18 0 8

23 1 4

16 7 4

12 6 7

16 4 4

189 9

28 4

19 7 1

2 16

1 16 0

1 26 0

63 4

16 0 0

15 69

8 72

10 6 5

2 25 5

15 5 4

1 46 0

14 1 0

10

2 2 1

8 1

18 6

3 8

27 4

30

20

20 6

109

12 2

18

7 5 7

14

3 2 1

1 2

26 5

14 5

)
23 30

{
59 79

⋯ 39 33

{
20 30

{
23 58

⋯
王8 25

⋯
工8 0 1

) 18 76

230 7

150 6

209 8

3 74

1 16 2

16 32

1 239

20 4 7

17 73

98 5

129 5

2 6 11

16 35

21 40

1 4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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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酸盐 岩分 布 面积 为8
.

95 万平 方公 里
,

占全 国 碳 酸盐 岩类分 布 面 积 的 9
.

8%
,

是我 国 碳 酸趁
’ ·

岩分 布最 广 的省份 之 一
。

全 区 裸 露 的 石 灰 岩 山 区 7
.

88 万平 方 公 里
,

占土 地 总 面 积 的 33
.

31 % ,

如果 连 同覆 盖 层小 于 50 米 的 埋 藏 岩溶 地 貌面 积 计 算 , 则 “ 裸 露 的或 半裸 露 的碳酸岩 山区 ” 两

积 为 8
。

62 万平 方 公 里
,

占全 区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36
。

4 3%
,

( 图 2 )
。

按 行政 区 划
,

广西有 8个地 区
,

68 个 县和 6个县级 市
, 8个 区辖 市 和 8个 市辖 县 , 合计95 个

行 政 单元 ( 1985年 )
。

如 果 不 计重 复 的 8个 地 区 , 则 有 87 个行 政 单元
。

各行 政 单元 的 石 山 面

积
,

详见 表 1
。

广 西石 山 遍及 全 区 79 个 县 ( 市 )
,

占全 区 87 个 行 政县 ( 市 ) 的 90
.

8% , 范 围

之 广
,

面 积 之 大 , 是全 国 少有 的
。

表 1 广西石山 地区 碳酸盐岩面积 统计裹 ( 平方公里 )

占))积市%面((山县率石全比全 县

( 市 )

面 积

碳酸盐

岩夹碎

屑 岩

碳 酸 盐

岩 碎 屑

岩 互 层

覆 盖 型

碳 酸盐 岩
备

碳酸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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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

面 积

碳 酸 盐

岩 夹 碎

屑 岩

碳 酸盐

岩 碎 屑
覆 盖 型 一

小 计
、 二 曰 { 碳 酸盐 岩

尸
_

兰 至二一 一 _ _

石 山面 积 占

全县 (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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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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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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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综 合治 理 与 开 发 战 略研 究
’夕

这 一 课 题 的 需 要 出 发
,

石 山 的面 积 应 以

裸 露 的 属 于 正 地形 的 岩 溶 山 区 占全 县 ( 市 ) 土 地 总 面 积 的百分 比 为 选 择 参数
。

我们 以 裸 露 的

石 山 面 积 占该行 政 单元 土 地 总 面积 30 % 以 七或 面 积 超 过 100 万 亩 作 为 标 准 , 共 有 都 安
、

靖

西
、

忻 城
、

河 池
、 _

天 等
、

大 新
、

龙 州
、

宜 山
、

德保
、

东 兰
、

平 果
、

马 山
、

柳 江
、

凤 山
、

隆

安
、

南丹
、

田 阳
、

凌 云
、

罗 城
、

阳 朔
、

环江
、

上 林
、

巴 马 那坡
、

来 宾
、

隆 林
、

崇 左 等27 个 县

( 市 ) 列 入 “ 石 山 课题
’夕

的必 须 工 作 区气 这 27 个 县 ( 市 ) 裸 露 的石 山 面 积 共 55 03
。

32万亩
,

占广 西裸 露 的 石 灰 岩 山 地 面 积 的 8 1
.

36 %
。

我 们 以 这 27 个 县 ( 市 ) 的 自 然
、

经 济
、

社 会 等 状

况 作 为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代表 来加 以研 究 ,

其中 阳 朔县 和 隆林 县游 离 于 连片 石 山 地 区 之 外 , 前

者 可 作 为 旅 游 风 景县 的代 表
,

后 者位 于 云 贵 高原 南缘
,

可 作 为 云 贵 高 原 的代 表
,

此 外
,

柳江

县作 为工 业 城 市 辐射 带 动 的 “ 市带 县 ” 的 代 表 来研 究
。

另 外
,

作 为 区 域经 济研 究
,

特 别 是 经 济极 不 发 达 的边 远 山 区
,

行 政 区 划 的影 响并 不 是短

时 期 就能 消 除的
。

所 以
,

在 考 虑 经 济发 展 模 式时 势 必 考 虑 到 行 政 区 划
。

因 而
,

我 们 又 把 宁

明
、

凭 祥
、

扶 绥
、

武 鸣
、

田 东
、

百色
、

田 林
、

西林
、

乐 业
、

天 峨
、

合 山 等 11 个 县 ( 市 ) 列入
“ 石 山 课题 ” 的 选 择工 作 区 的 范 围 ( 图 3 )

。

地理 位置 及地质 、 地貌

一
、

地 理 位 置

广西 石 山 地 区 主 要 以 27 个 县 ( 市 ) 为 代 表
,

分 布在 桂 西和 桂 西 北
,

大 体上 集 中于 广 西 的

西半 部 , 湘 桂线 以 西
,

地 域上 基 本 上 连 成 一片
。

该 地 区西 起 东 经 104
0

5王’,

东 至 东 经 1功
’ 4衷尹,

北 起 北 纬2 5 0 37 , , 南 至 北 纬 2 2
0

10 ’ ; 西 接 云南
、

越 南 , 北 连 贵州
,

东
、

南 与经济发 达 的 桂末

南 接 壤
。

二
、

地 质 背 景

1
。

地 层

广西 石 山 地 区 的 地层 出 露较 多 的是上 古 生界 和 中生 界
。

① 泥 盆 系 : 岩 相变 化复 杂 , 中统 上 部 以 灰 岩 为主 , 夹硅 质
、

泥 质 岩
,

下部 为 碳 酸 盐岩 与

碎屑 岩交 互 沉 积
。

上 统 主 要 为质 纯 的碳 酸 盐 岩
。

② 石炭 系
:

下
、

中统 均 为 碳 酸 盐 岩
, 一

七统 缺失
。

③ 二 叠系
:

下统 为 碳 酸盐 岩
,

岩相 较稳 定 , 夹有 硅 质岩 , 上 统 以 碳酸 盐 岩为 主
。

④ 三 叠 系 : 下
、

中统 为 海 相 碳 酸盐岩 和 碎 屑岩 夹 酸性 火 山岩
,

上 统 至第 四纪 主 要 发育 内

陆 山 间盆地 堆 积 的红 色建 造
。

2
.

地质 构造
广 西全 区 地 质 构造 比 较 复杂

,

具 有 多期 、多 次构造运 动的特征
。

全 区 自中元古 代以 来 广西

地 壳 的发 展 大 致 经 历 了 三 大 阶段
:

早 古 生 代及 其 以前 的地 槽发展 阶段 ; 晚 古 生代 相 对 稳定 的

*

确定工作 区所 引 用 的 石 山 面 积系 来 源于 广 西农 业 区 划委 员会 编 写 的 《广 西 农 业 自然 资 源
、

农村经 济

多演着理撇握芳斜志霜 少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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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 台发展 阶段 和 中生 代 以 后 的 大 陆 边 缘 山 间盆地 发 展 阶段
,

地壳 由地槽 向准地 台演 变
。

广

西石 山 地 区 主 要 位 干 右 江 再 生 地槽
、

桂 中

—
桂 东台 陷以 及部 分 的 钦 州 残 余地 槽 夕 经 历 了十

多 个期 次 不 均 衡 性 地 壳 活 动
。

桂 西 北 多短 轴 弯窿构造 , 桂 中及桂 东北 断裂
、

褶 曲发育
。

广 西 的 新 构 造运 动 明显 地 表 现 为 以上 升 运 动 为 主
,

间 有 相 对 稳 定 及 下 降
。

在 水 平 分 布

上
,

桂西 石 山 地 区 上 升幅度 较大
、

较快 , 东部 相对 较 小
、

较慢
,

南 北也 有 差 异
。

总 的是南 强

北弱
,

从 而 造 成整 个 广 西 地 形 从西 北 向东南 降低
。

第 四纪 以 来
夕

明显 的 间 歇性 上升 约有 七
、

八 次
,

形 成 多 级 夷平 面 及 一 些 洞 穴 层
。

三
、

地 貌概 况

( 一 ) 以 地 貌形 态分 类
,

广 西石 山 地 区 的 地 貌 可 分 为如 下 几个类 型
:

山 地 ( 包 括 中 山
、

低 山 和 山丘 )
、

丘 陵 ( 包括 中丘
、

低 丘 )
、

台地 和 平 原
。

各 地 貌 类 型 分布 情 况 见 表 o2

表 2 石 山 地区 地魏类 型 倩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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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地
:

由上 表 可 知 山 地 ( 占27 个石 山 县 总 面 积 的 7 2
,

5% ) 是 广 西 石 山地 区 的 主 要地 貌

类型
,

它 面积 大夕 分布 广
。

山 地 按海拔 高度 又 分 为 中山 ( 海拔 > 80 。米 )
、

低 山 ( 海 拔 500 一

800米 ) 和 山 丘 ( 海 拔 250一 50 0米 ) 三 类
。

( 1) 中 山 : 主 要分 布 于 广 西的 边缘地 区 和 中部
,

如 那坡
、

隆林
、

南 丹
、

德 保
、

凤 山
、

上

林
、

都安 等 ; 凡 是 广西 的名 山 都属 此类 型
,

如 石 山 地 区 27 个 代表县 中 的 金钟 山
、

青 龙 山
、

大

明 山 等
。

中山 主 要由 石 灰 岩和 砂 页 岩组 成
。

海 拔 高 ( 一 般 都 在 1 0 00

—
1 50。 米 )

,

切割深

( 相对 高 度 常达 500 一 700 米 )
,

坡 度 陡 ( 一般 多 在 30
。

一40
。

)
,

是 中 山 地 貌 的 显 著特征
。

因 此
,

耕 地 以梯 田 坡地 为 主
,

且分 布零散
,

垦 殖 指数 低
。

如 中山 面 积 较 大 的 凤 山 县 19 86 年

的 垦 殖 指 数 为 5
.

77 %
,

而无 中 山 地 貌 ( 或面 积 较 小 ) 的 忻 城
、

阳 朔 县 的 同 一 时 期 的 垦 殖

指数分 别为 12
。

07%
、

14
.

03 % ( 全 区 同 期 的垦 殖 指数 为 1 0
.

83 % )
。

中山 地 貌 区 日照 较 少 ,

发 展 农 业条件 较差
。

但 水源 条 件 尚可
,

气 候温 和 湿 润
,

土 层 较厚
,

有 利于 各种林 木 生 长
。

因此
,

这 种地 貌类型 的 利 用方 向应 以林 为主
,

多 种 经 营 , 全 面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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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石山 地 区各县 ( 市 ) 墨殖指数 ( 19 86年 ) 及 各种地貌 类 型情况 裹 ( 之 一 )

单 位 : 万亩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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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 西石 山地 区各县 ( 市 ) 垦 殖指数 (1 986 年 ) 及 各种 地貌类型情况 表 ( 之 二 )

单 位 : 万 亩

一
注 : 耕 地 面 积 来 自 年 《 广 西 统 计年鉴 》

其 他 均 来 自 《 广西 农 业 自然 资源
、

农村 经 济基本 情 况数 据 资料 汇 编 卜 ` 份 年 )

19 8 7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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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广西 石 山 地 区 不 同 地貌类型的地质组成情况

单位 :

万公 顷

二⋯
( 2 ) 低 山

:

这 是 石 山 地 区 分 币 面 积 最 广 的 山 地 地 貌
,

占总 土地面 积 的 36
.

4%
,

除 了 阳

朔
、

崇 左
、

平 果 等地 分 布 面 积 较小 以外
,

其 他 石 山 县 均有 一定 量 的分布
。

该种地 貌多 分 布 于

中山 的周 围
,

并 多 成 带 或成 片 分 布
。

主 要 由 石灰 岩 和 砂 页 岩 组 成
。

切割较 浅 (相对 高度 300 一50 0

米 )
夕

坡 度 较缓 ( 一 股 为 25
“

一 35
。

)
夕

谷地 较 开 阔
,

并 常在 断裂 带 相 交 或岩 层 较 弱 处 发 育有

面积 较 大 的 山 间 盆 地
,

且水
、

土
、

光
、

热 条件 较好
,

宜林
、

宜 牧
、

宜 农
。

( 3 ) 山 丘
:

是 介 于 山 地 与丘 陵 之 间 的 地 貌
,

海 拔 2 50 一 500 米
,

比 高 100 一 400 米
。

主 要

由石 灰岩
、

砂 页 岩 组 成
,

也 有 少 量 第 四纪 红 土
。

山 丘 的 坡 麓常有 较 厚 的 坡 积 层
,

谷 地 比 较 开

阔
,

水 土 流 失较 严 贡
。

除 了隆 林
、

凤 山
、

靖 西 等地 分布 面 积 较 小外
,

其 他 石 山 县均 有 一 定 量

的分布
。

( 4 ) 丘 陵
:

丘 陵 包 括 中 丘 和 低 丘
,

广 泛分 布 于 山 地 边 缘
、

河 流 两 岸 和 盆 地周 围
。

海拔

25 0米以 下
,

比 高 50 一 2 50 米
,

切割 轻微
,

起 伏 中等 , 坡度犷 一25
。 ,

主 要 由 石 灰 岩
、

砂 页 岩

组 成
,

也有 少 量 第 四纪 红 上
。

土 层 较 厚
,

丘 间 盆地
、

谷地 宽 广
,

光热 条件好
,

宜农
、

宜 林
、

宜 果
。

这类 地 貌在 石 山 地 区 占 的 面 积 不 大
,

只 有 89
。

75 万 公 顷
,

占总 面 积 的 11
。

67 %
,

主 要分

布在 来 宾
、

柳 江
、

阳 朔
、

上 杯
、

隆 安
、

崇 左
、

田 阳
、

平果 等 地
。

( 5 ) 台地和 平 原 这 两类 地 貌 在 石 山 地 区 的分 布 面积 很小
,

共”
。

35 万 公 顷
,

占总 面 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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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2
。

91%
。

岩性 构成 有石 灰 岩
、

砂 页 岩
、

红 土 冲 积 物
。

主 要 分 布 干 田 阳
、

平 果
、

来 宾
、

柳

任
、

上林
、

隆安
,

台地 起伏和 缓
,

轻微 切割
,

坡 度约 l 一 一 100
,

高程 在 200 米 以 下
,

比 高可

分 为 5一 10米
、

10一 15米
、

2 0一 2 5米
、

35一 45米
、

5卜 65米
、

70一 50 米 等
,

但 以 25一 2 0 米

租40 一50 米 两 级 为最 明显
。

该 种地 貌类 型 地 面平坦
,

土 层厚
。

平 原 主 要 为 右江 平 原 ( 右江 盆

地 ) 和 桂 中平 原
,

分 布 于 百色
、

田 阳
、

平果 一 带和 来 宾
、

柳江 一 带
,

水 利条 件 较 好
夕

土 层

深 厚
,

上 壤 肥 沃
,

是 光
、

热
、

水
、

土 配 合较 好 的农 作区
。

台地 和 平 原 地 区 的 垦 殖 指 数 较

大
。

( 二 ) 按 地 貌的 成 因 分 类
,

石 山 地 区 的地 貌 主 要是 岩溶 地 貌
。

按 其发 育程 度分
,

石 山地

区 主 要 有 峰丛 洼 地
、

峰林 谷地 两 种类 型 岩溶地 貌
。

1
。

峰 丛 洼 地 : 为 岩溶 发育 的 早 期 阶段
,

岩 溶发 育程 度为 中等一 强 烈
。

其特 点是 : 石 山 高

大 ( 海拔 70 0一 900 米 )
,

山 峰成 丛
,

连 绵 不断
,

基 座 完 全 相 连
,

洼 地 则一 个个深 嵌 在群峰 之

中
。

这 种 类 型 地 貌的地 面 缺少 河 系
,

地 下 水 埋 藏 很深
,

水 利 条 件极差
夕

且 石 山 多
,

耕地 少

( 如 属 此 类 地 貌的凌 云 县 1 986年的垦 殖指数 只 有 4
.

35 % )
,

往 往 是 “九 分 石 头 一 分 土 ” ,

农 业

生 产 条件 很 差
。

在 广西 石 山地 区 中 , 此 类 地貌 主 要分 布在 那 坡
、

靖 西
、

德 保
、

天 等
、

田 阳
、

平果
、

巴 马
、

凌 云
、

隆 林
、

凤 山
、

东 兰
、

都安
、

马 山
、

上 林
、

南丹
、

忻 城
、

河 池等地
。

2
。

峰林 谷 地
:

为岩 溶发 育 的 中期 阶段 , 岩 溶发 育程 度 为强 烈一 极 强
。

其特 点 是 石 山 如

林 , 基座 分离 或 相连 不 紧密
。

峰林 之 间 , 有 的 是长 条状 的 谷 地
,

.

有 的 是 比 较 宽 阔 的 溶 蚀洼

地
。

这 种类型 地 貌耕地 比 较 集 中 连 片
,

一 般 水 利 条 件较好
,

是 重 要的 水 稻
、

玉 米 和 豆 类 产

区 , 但 往往 受早 涝 的威胁
。

这 种地 貌主 要 分布 在宜 山
、

罗 城
、

柳江
、

来宾
、

阳 朔
、

隆 安
、

大

新
、

崇左
、

龙 州等 地
。

另外 , 在 一 些 沿 江 河谷地 带 , 也分布 有 孤峰 平原类 型
,

但 面 积 很 小 , 如靖 西 县 城 附近 ,

平果 的右江 两岸
。

气 候 概 况

广 西 石 山地 区 位 于 北 回 归线 附近 , 北 回 归线 贯 穿石 以l地 区 的 来宾
、 _

丘林
、

平果
、

隆安
、

德保
、

那 坡 等县
。

北 回 归线 是地球 上 一 条 重 要 的地理 界线
,

为 北纬 2 3
0

2 7`
,

是 太 阳直 射 北 半

球 的最 北 界线
。

在地 球 的北回 归 线上 , 由于 处 在大 陆高压 单体 下 沉 空 气 的影 响 , 空 气 对 流较

小 , 终 年受大 陆干 燥 的东北信 风控 制
,

雨 量极少
,

形 成 了 所 谓 “ 回 归 沙 漠 带” 。

广 阔的北非

沙漠
、

阿 拉 伯大 沙漠
、

伊 朗 和 巴 基斯 坦 沙 摸
、

美 国西 南 部 和 墨 西 哥 索诺 拉 沙摸
,

就 是 “ 回 归

沙漠 带 ” 典 型 的 例 子
。

然 而 , 我 国 的 北 回 归线 上
,

却是 一 个 例外 ; 由 于 受太 平 洋 的影 响 , 在这里 一 年 中有 一 个

明 显 的 湿 季和 一 个 明显 的干 季 ; 湿 季是 在 太 阳 高度 高时 受 湿 热 的海 洋气 团 控 制 ; 干 季 在太 阳

高 度 低 时 受热带 大 陆气 团 的控 制
。

在世 界气 候 分 类 中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气 候 属 热带 干 湿 气 候
。

但 是
,

决 定某 一 区 域气 候的形 成还要看 当 地 的太 阳 辐射
、

地 理 环 境 和 大气 环 流 的综合 影

响
。

广西 石 山地 区 纬度 低
,

距 海 洋近
,

因 而 受 较 强 的太 阳 辐 射和 海陆 季 风的影 响
,

年气 温 高
,

热

量充 足
,

雨 量 适宜
。

因而
,

在次 一 级 的气 候 分类 中 , 石 山地 区 属高 温 多 雨 的 亚 热 带 季风气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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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 照 时 数 和 太 阳 辐 射

( 一 ) 日照 时 数

石 山 地 区 理 论 上 太 阳 可 照 时 数为 4 40 0一 4450 小 时
。

但 由于 天 空 云 层 的 遮 蔽
,

峰林谷 地 的

地 形 差 异 , 使地 面 接受 太 阳 光照 时 间相 对 减 少
。

因 此
,

年均 日照 时 数 约 为 1 557
。

o小 时
。

如 柳

江 县
,

年 可 照 时 数 4432
。

9小 时
,

实照 时数 为 1650
。

4小 时
,

日照 百 分 率 为37
。

2%
。

位 于 红 水 河

谷 的 都 安 县 年可 照 时 数 为441 6
.

。小 时
,

但 实 吸 时数 为 13 95
.

5小 时
,

日照 百 分率 为 3 1
.

6%
。

27

个 县 中
,

日照 时 间最 长的是 田 阳 县
,

达 19n
。

9小时
,

最短 的 是 南丹 县
,

仅 有 12 57
。

l 小 时
。

一 年 中
,

日照 时数 以 夏 秋 居 多
,

冬 春 为 少
。

如 平果 县
, 1一 4月 的月 均 日照 时 数 约 为75 ~

9 9小 时
,

平 均每 天 2一 3小 时
,

而 5月 一 10 月 的 月 均 日照 时数 则 为 155 ~ 205 小 时 , 平 均 每 天

5~ 6小 时
。

其 中7
、

8
、

9三 个 月
,

月 均 日照 时数依 次 为2 04
。

2
、

19 7
。

2
、

203
。

6小 时
,

平 均每 天
6~ 7小 时

。

都安 县 多 年平 均 日照 时 数 1 395
。

6小 时 , 日均 3
。

8小 时
,

其 中1月~ 4 月
,

日均 只 有
2

。

0小 时
, 7月 ~ 9月

,

光照 条 件较 好
,

日均达 5
.

9小 时
。

石 山 地 区 日照 时 间 的这 种 季性分 布 ,

对 于 农 作 物 的 生 长
,

植 物 生 产 量 的 提 高是有 利 的
。

( 二 ) 太 阳 辐 射 总 量

石 山 地 区 全 年获 得 的 太 阳 辐 射 总 量 为 90 一 1 10 千 卡 / 厘 米
2。

如 都 安
、

天 等
、

靖 西
、

德

保
、

柳 江
、

巴 马
、

隆 安
、

平呆
、

来 宾
、

忻城 这十 个县 全 年的太 阳 辐 射 总 量 依 次 为 93
。

` 3
、

100
。

6
、

101
.

6
、

1 0 1
.

9
、

1 0 2
.

5
、

102
.

6
、

1 03
。

6
、

10 6
.

1
、

10 8
.

7
、

11 0
.

0千 卡 / 厘 米
么 。

而 太

阳 辐 射 强 度 的季 节变 化
,

习 日照 时 数 的季 节变化是 同步 的
。

1月
、

2月较 低
,
3月~ 7 月 逐 月

增 多
。

以 7月 一 8月 为 最 高
, 9月 辐 射 总 量 仍 然 很 高

,

10 月~ 12 月 逐 月 下 降
。

太 阳辐 射 总 量 的

季 节性 变 化 与 日照 时 数 一 样 , 对 植 物 的 光 合生 产能 力起 着 积 极 的作 用
。

二
、

沮 度

所有 的生 物 种
,

无 论是 植 物 还是 动物
,

都要受 到其生 态 环 境中温度 的 制约
。

气 温是 动
、

植物生 长 发育 必 需 的 条件 之 一
,

是气 候 学 最基 本的 因 子 之 一
,

是气 候分 类 的根 据
。

( 一 ) 温 度 的 时 空 分 布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年平 均气 温 为 2。
。

3℃
,

27 个县 中
,

年 平均气 温最 高 的是 祟左 和 龙 州
,

分 别

为 22
.

3℃ 和 22
.

1 ℃
。

较 高的有 田 阳 ( 22
.

。℃ ) 和 都 安 ( 21
.

3℃ )
。

年 平均 气 温 最 低 的是 南

丹
,

仅 1 6
。

9℃
,

其 次 是 那 坡 ( 18
.

7℃ )
、

罗 城 ( 18
。

9℃ )
,

较低 的 还有 隆 林 ( 19
.

。℃ )
、

靖

西 ( 1 9
。

l ℃ ) 和 阳 朔 ( 19
.

1 ℃ )
。

石 山 地 区 气 温 的纬 向变 化是 比 较 明 显 的
,

再加上 广 西 的 地

势是西 北高
,

东 南 低
,

纬 度 较 高 的 地 方 海 拔 高程 较 大 , 纬度较 低 的地方 海 拔 高程 较小
,

就 使

得 气 温 的纬度 变 化和 垂 向变 化叠 加
,

各地 气温 显 出 了较 大 的差 异
。

石 山 地 区 气 温 年 际 间 变 化不 大
,

如 柳江县 一 般 前 后年 差值 在。
。

4 ℃ 以 下
。

而 巴 马 县城 年

均气温 最 高值 ( 21
。

o℃ ) 与最 低 值 ( 19
.

9℃ ) 仅相 差 l
。

1℃
。

但 气温 年较 差 十 分 明 显
。

一 年

中
,

月 平 均 气温 最 低 的是 1月
。

石 山 地 区 1月平均 气温 在 10
。

0~ 13 ℃
。

南 丹县 最 低
,

为 7
。

4℃ ,

较低 的还有 阳 朔 ( 8
.

4 ℃ ) 和 罗 城 ( 8
.

9℃ )
。

l 月 平均 气温最 高的 是 龙 州 ( 13
。

9℃ )
,

其 次

是 崇左 ( 13
。

8℃ )
、

大 新 ( 1 2
。

9℃ ) 等
。

石 山 地 区 月平 均气 温最 高 的是了月 , 7月 平 均气 温在

5 ℃一 ℃ 之 间
。

月 气 温较 高 的 县 有 柳江 (
。

6℃ )
、

崇左 (
。

5 ℃ ) 租 来宾 (
。

5℃ )
`

较低 的 有那 坡 ( ℃ ) 和 南丹 ( 6℃ )
。

月平 均 气温年 较差 在 6~
。

。℃ 之 间
。

2 29 7 28 28 28

24
.

4 24
.

1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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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山 地 区 月 平 均气 温
,

随 着 季节 的变 化 而变 化
。

每 年 2月 一 7 月 , 各地 气 温 逐 月 递 增 ,

以 3一 5月 增温 较快
,

至 7月份 达到 最大 值
。

8月 起 月 均 气 温 逐 渐 下 降
,

以10 月
、

n 月 下 降幅

度较 大
,

直 至 次 年 1月
,

达 到 最 小 值
。

( 二 ) 四 季 划分 与无 霜 期

气候 学 四 季 的划 分是 以候 平均 气温 稳 定小 于 10 ℃ 为 冬 季
,

10 ~ 22 ℃ 为 春季 和 秋季
,

大 于
22 ℃ 为夏季

。

石 山 地 区 由 于 各地 气温 的 差 异
,

可 分 为 两 种 情 况
:

一 种是 长 夏 无 冬
,

秋 春 相

连
。

如 平果 县 城 , 多 年 四 季 的起止 日期大 致如 下
:

夏 季 自4月 16 日 起
,

至 10 月 17 日 止
,

长达
厂

15 4天
。

秋 季 与次 年 春季相 连
,

自10 月 18 日起 至 次 年 4月 1 5 日止
,

持续 1 81 天
。

来 宾 县 也 无冬

季
,

从 4月20 日到 10 月 15 日为 夏 季
,

长 达 1 78 天
,

秋季 与 次 年 春季 相连
,

长 达 1 87 天
。

另 一 种情

况 是冬 短 夏长
,

秋 春相 近
。

如 巴 马 县 城
,

多年平 均 春季 为 76 天
,

夏 季 为15 9天
,

秋季 为76 天
,

而冬 季 仅54 天 ; 忻城 县 城 多 年平 均春 季 79 天
,

夏 季 1 63 天
,

秋 季 75 天
,

冬 季 48 天 ; 柳 江 县

城 , 多 年平 均春 季 91 天
,

夏 季 17 8天
,

秋 季 71 天
,

冬 季 仅 26 天
。

石 山 地 区 的无霜 期是 比 较 长的
。

27 个县 年均 无 霜 期 达 335 天
,

霜期 仅 30 天
,

无 霜期 较 长

的是 都 安 ( 35 3天 )
、

龙 州 ( 352天 )
、

田 阳 ( 3 52天 )
、

凌 云 ( 3 45天 ) 相 崇 左 ( 3 4 6天 )
。

无 霜期 较短 的 是 南丹 ( 2 98天 ) , 阳 朔 ( 302 天 ) 和 罗 城 ( 303 天 )
。

石 山 地 区 日平 均气 温 稳定 通过 10 ℃ 期 间 的活 动积 温 状 况 见 表 5
。

三
、

降水 与燕 发

( 一 ) 降水

区 域 的降水 状 况 是 最 重 要 的气 候 特 征 之

一 , 特 别 是在 石 山 地 区 , 喀斯 特发 育 , 土 层薄

瘩 , 下伏 灰 岩溶 洞
、

裂 隙 多
,

无 法 涵 养水分
,

加上 水 利 条件 差
,

森 林植 被 覆 盖 率 低
,

使得 降

水数 量 的大小 及分 配 特 征 对 农 业 收 成具 有 极大

的 影 响
。

石 山 地 区 多 年 平均 降雨 量 为 1 4 68 毫 米 ,’ 但

分布 不 均 匀
。

位 于 大 明山 系 东部 的 上 林 县
,

都

阳 山 系 东 部 的都 安县 年均 降 雨 量 特 别丰 富
,

分

别 达 175 3
.

3毫米 和 174 3
.

2毫米
,

成为 广西 的 降

雨 中 心 之 一
。

降 雨量 较 多 的 还有马 山 ( 1 667
.

1

毫米 )
、

阳 朔 ( 1 64 6
.

7毫米 )
、

靖 西 ( 1 60 6
.

0毫
二 _ `

_
_

~
. 、 , _ _ _ _ 。

_ _ _ _

8
米 )

。

年均 降雨 量最 小 的 是 田 阳
,

仅 1 100
. “

表 5 广西石 山 地 区 日 平均 气沮稳定 通

过 10 它 期间 的活动积温 状况 表

7 0 00℃ 二 、 65 0 0℃

县 名

上 林

忻城

积 温值

6 9 4 7
“

68 6 4

6 8 2 6

68 2 0

等一云天一凌

一,J一任已JZ一
ù匀一乙口一l勺

.J几一八0zD一一勺一口山一一nU沉担一8
一

7一7一
/O一 一nù口从ù丫一门了ǔ月了一门/Jō八U

ù落件.ù口一7一
一一.口

,孟

入佗阴日一月艺一小
少é汉护一ó夕

仁止声口é刁月一刁Z一山们
一

平果

隆安

大 新

马 山

巴 马

7 5 35 禾 兵 6 82 0

7 49 8
。

73 8

7 1 74

河 `也

东 兰

67 9 4
“

67 4 6

柳 江

宜 山

6 68 8

7 02 6
。

6 5 73

一一一

积温 值值县县 名名 64 08
““

德德保保保

靖靖 西西 629 1
““

隆隆 林林 62 72
。。

凤凤 山山 62 62
““

那那 坡坡 60 49
““

阳阳 朔朔 6 03 2
““

罗罗城城 59 8 9
000

南南丹丹 5 2 32
““

环环 江江 65 39
““

毫 米 , 较 小 的 还有 隆 林 ( 11 48
。

2毫 米 )
、

易冬左 ( 12 0 1
.

1毫 米 )
、

隆 安 ( 13 1 0
.

0毫 米 ) 等
。

降水 量 年 际 间 的 变 化 是很 大 的
,

如上 林 县 虽 然 年均 降水 量 为 17 53
.

3毫 米
,

但 在 192 5 年年 降

雨 量仅 为 144 8
。

O毫 米
,

而 紧 接着 1 926年
,

年降 雨 量 竟 达 271 7
.

8毫 米
。

一 前 一 后 , 相 差 12 69
。

8

毫米
。

平果 县 近 二 十 年的 年均 降 卜FJ’量为 1 37 4毫 米
,

但 最 少 量仅 958
.

4毫 米 ( 1 9 62 年 )
,

而 最

多 年达 188
。

3毫米 ( 1973年 )
,

一 多 一 少
,

相 差 近 一 倍
。

来 宾 县 1 63年 降 水 3 3毫 米
,

而

年达 到 毫米 , 后 者 是前 者 的 3倍
。

如此 等 等
,

都 说 明 石 山 地 区 降 水 的年 际间 差 异

是 很大的
。

4 9 8

1970 190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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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水 量 是 确立 气 候类 型 约 一 个特 征 量
,

但 由 于 降水 可 以有 很 大 为 季 节 变 化
。

这 种 变 化 大

玫 可 分 为 三 种 主 要 形 式 ( 1 ) 降 火 均 匀分 配
,

( 2 ) 在 日照 最 强 的 夏 季 降 长 最 高 ; ( 3 ) 在

日照 最 弱 的 冬 季或 凉季 降 水 最 多
。

而 石 山 地 区 年降 水量 的 月 分 布 是 属 于 第 ( 2 ) 种 形 式
。

每

年灼 12 月 一 次 年2月
,

石 山 地 区 的 气 候 受 大 陆 气 团 控 制
,

气温 低
·

戈 气 中 含 水份 少
,

降 水 较

少
。

3月 一 5月
,

海 洋性 的 夏 季 风 逐 渐 增 强
,

影 响 石 山 地 区
,

月 降雨 量 逐 渐 增 加
。

到 了 5
、

6
、

7
、

8 四 个月
,

海 洋湿 润 气 团 强 盛
.

暖 温 气流 活 跃
,

气 温 高
,

降水 日数 增 多 而 强 度 大
,

月 降 雨

量 达 到 高 峰
,

刊 了 9~ n 月
,

夏 季 风 逐 渐 减 弱
,

降水 量 减 少
。

一 般 说 来
,

石 心地 区 各地 春 季

( 3一 5月 ) 降雨 量 约 占年降雨 量 25 %
夕

夏季 ( 6一 8月 ) 降 雨 量 约 占50 %
,

伙 季 ( 9~ 11 月 )

约 占 15 %
。

叮冬 季 ( 12 月 一 次 年 2月 ) 约 占 10 %左 右
。

虽 然 石 山 地 区 的 致雨 成 因 都 是 由 于 海 洋性 季 风影 响
,

但 由于 各地 勺 地 形的 下同
,

平 系 或

山地 的
一

不同
,

迎 风 坡 或 背 风坡 的 不 同
,

都 可 造 成降雨 量 的 差 异
。

即使 庄 一 个县内
,

这 种 差 异

也 是 十 分 明显 的
。

( 二 ) 蒸 发

区 域 的气 候类 型
, :造属 于 湿 润 的

,

还 是干 澡 的
,

不 仅 取决 于 大 气降水 的 多 少
,

而 且 也 受

蒸 发 力 的制 约
。

石 山 地 区 的年 均 器测 蒸发 量 为 1527
.

8毫米
,

略 大 于 年均 降 雨 量
, 2 7个 县 中

,

有13 个 县 ,

年均 降 雨 量 大于 蒸 发 量
,

如 上林
、

南丹
、

都 安
、

靖西
、

风 山
、

阳 朔
、

罗 城
、

天 等
、

巴 马 等 县
夕

年 均降雨 量 比 年均 蒸发 量 多 90 一 2 50 毫 米
。

平 均 蒸发 量大 于 年均 降雨 量的 有 14 个 县
,

其 中 以

田 阳 县 相差 最 大
夕

年均 降而 量 ( 1 10 0
.

8毫米 ) 比 年 均 蒸 发 量 ( 19 30
。

2毫 米 ) 少 了 82 9
.

4毫

米
。

年均 降 雨 量少 于 主均 蒸 发 量在 100 毫 米~ 300 毫米左 右 的 还有 忻城
、

大新
、

宜 山
、

平果
、

柳 江
、

隆 安
、

环 江
、 : :、宾

、

隆林
、

佘 左 等县
。

根 据伊 万诺 夫公 式计 算 各月 的 湿 润 度
,

结果 表 明
:

石 山 地 区 各县 年 均 湿 润 度 均大 于

1
.

0 ,

属 于 湿 润 地 区
。

四
、

石 山 地 区 气 候特 征

综上 所 述
,

石 山 地 区 气 候具 有 以 下 两 个 特 征 :

1
。

光
、

热
、

水 同步 变 化
,

有 利于 植 物生 长
。

石 山 地 区 处 在 北 回 归 带
,

东 南 濒近 太 平 洋
,

在 太 阳 高度 较 高 时
,

受热 带海 洋湿 润 气 团 的

影 响
,

太 阳 辐 射 强 度
夕

日照 时 间和 温 度
,

降雨 量都 在 同 步增 长
。

图4
、

图 5
、

图6 分 别 给 出 了

桂 中
、

桂 北
、

桂 西 的 三 个 县 的 光
、

热
、

水 年变 化 曲线
,

从图 中
夕

可 以 看 出 这 个 持 征 是 显 然

的
。

石 山 地 区 气 候 的 这 一 特征 , 对 植 物 , 尤其 是 对 喜 温热 带农作 物 的 生 长 量 有着 积 极 的 意

义
。

2
.

气 候 类 型 多样 性 为特 有物 种 的繁 衍 提 供 了气候 条件

广西 石 山 地 区 大 多 在 广 西 的 西 部
、

西北 部 和 北部 , 围 绕 着 广 西 盆地
,

而 且 越 往 西
、

往

北
,

海拔 也 越 高
,

由 海拔 20 0~ 400 米 的 低 山
,

逐渐 过 渡到 400 ~ 8 00 米 的 中 山 ; 接近 广西 边 境
,

达 到 1000米 以 上
,

成 为 云 贵 高原 的 斜 坡
。

这 种 高差 悬 殊 的 地 势以 及 复杂 的 地 形 特征 和 森 林 植被

造 就 了 多 种 多 样 的 区 域小 气候
,

为 石 山 地 区 的 “ 偏
、

稀
、

缺 ” 物 种 提供 了繁 衍 的 条 件
。

如

天 等 的紫 胶 虫
,

可 在 背风
、

向 阳 的 东 南 山 凹 里 越冬
,

为 桂 西南 的 紫胶发 展 区 提 供 种源 ; 靖 西

的 田七
,

天 峨 的 白 蜡虫 夕 大新 的苦 丁 茶 , 桂 西 南 的八 角
,

右 江 河谷 的去 果
,

隆 安黑 山 羊 ,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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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矮 马
,

石 山 的 蛤 纷
、

果 子 狸 等都 为 石 山 地 区 发 展 “ 一 县 一 品 ” 、 “ 一 乡 一 品 ” 的 土 特 商品

提 供 了 门路
。

五
、

主 要 灾 害 性 天 气

影 响 石 山 地 区 的主 要 灾 害性 天 气 有干 旱
,

洪 涝 和 寒 害等
。

( 一 ) 干 早

石 山 地 区 自9
、

10 月 起
,

直 到 次 年 2
、

3月
,

基 本 上 是 受大 陆 干 燥气 团 的 控制
,

降雨 量 很

少
,

常常 出 现 数 月 时 间 的无雨 或少 雨 天 气
,

水分入 不 敷 出 , 造 成 了 干 旱
。

而 且
,

石 山 地 区 植 被 少
,

土 层 浅 薄
,

山 石 裸 露 面 积 大
,

溶洞 裂 隙 多 , 山 高谷 深 , 水 源 更

缺
。

不 仅 农 作 物 无水 浇 灌
,

就 连 人 畜饮 水也 发 生 困 难
。

据 不 完全统 计
,

石 山 地 区 人 畜饮 水 困

难人 数 近 300 万
。

许 多 村 屯 的 徉 众
,

每 年要 有 4一 6个 月 得半 夜 三 更 点着 火 把
,

翻 山 越 岭 到 十 数

里 外 的 河里 去 挑 水
。

冬 早 连 着 秋早
、

春 早 接着 冬 旱
。

都 安县 在 1954~ 1 98 0年 27 年 间
,

发 生大

早 灾 n 年
夕

中 旱 灾 14 年
,

局 部早 灾 年年发 生
。

其 它 县 也 与都 安 一 样
,

程 度不 同 的 旱 灾 几乎 是

年 年发 生
。

给 石 山 地 区 的农 业 生 产
,

人 民生 活 带 来 了 极大 的 困 难
。

( 二 ) 洪 涝

石 山 地 区 全 年 的 降 雨 量
,

有 70 ~ 80 %集 中在 下半 年
。

这样 , 大 雨
、

暴 雨
、

大 暴雨 等 急剧

的 降水 量经 常发 生
。

由于 石 山地 区 涵 养水 份的 能力 低
,

降雨 量大 大地 超过 高 山 异 场 的 落 水

洞
、

喀斯 特 漏斗 的 消水 能力
,

因 而 山 洪 暴发
,

泛 滥 成 灾
。

而 在 地势 较低 的洼 地 , 则 因 排 水不

畅
,

造 成内涝
。

据调查
,

局 部 区 域 的供 涝在 石 山地 区 是 年年 发生 , 平果 县 在 19 58~ 198 0年 的

23 年中
,

局 部地 区 洪 涝 总 计发 生 66 次
,

平 均 每 年 3次
。

都 安县 19 78年 夏季 大 洪涝
,

受 灾 面 积

1 1
。

26万 亩 , 占全 县 耕退 面 积 台314% , 粮 食损 失 3 700多 万 斤
。

( 三 ) 春季寒 害

石 山 地 区 大部 分 县 几 乎 每 年都 不 同 程 度 地 受到 春季寒 害 的 影响
,

但 构成 危 害 较严 重 的连

续 七 天 以 上 的低 温 阴 雨 天 气
,

或 在 “ 惊蛰 ” 过 后 出 现 的 “ 倒 春寒 ” 约 占l / 3
。

如桂西 南 的 隆

安 县 , 早 春 低温 阴 雨 天 气
,

多 年平 均 值为 13 天
,

最 长的达 29 天
。

桂西 的德 保县 自195 8一 198。

年23 年统计
,

出 现 春 季 寒 害 的 有 19 年
,

占82
.

6%
。

平果 早 稻 烂 秧天 气 除个 别 年份外
,

每 年 均

有发 生 , 而 “ 倒 春寒 ” 天 气
,

在 23 年的气 象 资 料 中
,

出 现 8次
,

大 约 每 3年左 右可 碰 到 一 次
。

桂 中的 柳 江 县 1 958~ 19 80年 23 年 中
,

共 出 现 烂 秧天 气 25 次 , 基 本上 是 每 年 一 次
,

造 成 中等程

度 的 危 害和 特 别 严 重 危 害的 有 n 年
,

约 占4 3叮
。

六
、

右 山 地 区 的气 候 分 区

由于 整 个 石 山 地 区 地 理 范围 较大
,

纬 度
、

海拔 高度
、

地形地 貌为差 异 也 很 明 显
,

所 以 石 山

地 区 各县 的 气 候 存在 不 同 的差 异
。

根 据 中国气 候 区 划
,

以 年平 均气 温
、

大 于 或 等于 10 ℃ 的 活

动 积 温
、

最 低温 度 等不 同
,

石 山 地 区 又 可 分 为 两 个二 级 区
,

即南 亚 热 带气 候 区 和 中 亚 热带 气

候 区
。

南 亚 热带 气候 区
,

年平 均气 温 在21 一 22 ℃ , 极 端最 低气 温 。
。

4~ 3
.

4℃ ,

乒 10 ℃ 活 动 积

温 70。。~ 8 00 0℃
,

双 季稻 生 育 期 2 30 一 24 。天
。

按 此 标准
,

石 山 地 区 的 龙州
、

崇左
、

大 新
、

隆

安
、

田 阳
、

马 山
、

上 林
、

平 呆 等 8个 县 属 南 亚 热带 气候 区
。

这 里 可 为 热 带 作 物 如
一

甘 蔗
、

香

蕉
、

龙 眼
、

荔枝
、

菠萝
、

芒果
、

木 瓜
、

八 角
、

玉 桂 等经 济作 物 的 生 长提 供 了 优 越 的 气 候 条

件
。

而 中 亚 热 带地 区
,

即 年平 均 温 度 ~ ℃
,

极端 低温 一 ~ ℃
,

异 ℃ 的活 动 积 温17 21 8
.

4 0
.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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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0~ 7000℃
,

水 稻安 全 生 长 期 17 2~ 23 0夭
,

包 括有
:

那坡
、 ’

靖 西
、

德 保
,

凌 云
、

天 等
、

来

宾
、

忻 城
,

柳 江
、

都 安
、

东 兰
、

风 山
、

巴 马
、

河 池
、

宜 山
、

罗 城
、

环 江
、

隆 林
、

阳 朔等 19 个

县
。

可 发 展 杉木
、

松 树
、

毛 竹
、

油 茶
、

油 桐
、

柑桔 等 亚 热 带作 物
。

此 外
,

属 于 北 亚 热 带的 有

南 丹县
。

当 然这 种分 区 每 县 仅 以 一
、

两 个 气 象站 ( 主 要 是 县 气 象 站 ) 的 资料 为 伐 据
,

具 有 一

定 的 代 表 性
。

但 由于 各县 的地 形 地 貌千 差 万 别
,

往 往 一 个 县 境 沟南 部 和 北部 又 各属 一 个气 候

区
,

如 天 等
,

都 安 等县 南 部 可 划 入南亚 热 带气 候 区
,

北 部 应 划 入 中亚 热带气 候 区
:

而 大 明山

系
、

都 阳 山系
、

隆 林
、

凌 云 等 地的 高 山 区 又 可 属 于 北 亚 热 带气 候 区
。

在 发 履 农 业生 六 时
,

应

根 据当 池 具 体的 情 况 作具 体 的 分析
,

作 出合理 的 布 局
。

水 文 特 征

一
、

地 表河 系 和 河 网 密度

广西 的 地 表 水系 除 桂东 南部 分 独 流 入 海 的地表 河 夕卜 甚 本 上都 不 同 猩 度地 流 经 石 山 地

区
。

流 经石 山 地 区 的 河流 分属 两 个 水 系 夕 西 江 水 系 和百 都 河 水 系
。

其 中 以 红 水 河
、

左 江
、

龙

江
、

漓江 柳 江 为 典型 的 岩 溶地 表 河 流
,

其 河 谷 形 态 呈 深 切 峡 谷 或 嶂 谷
,

蔚 为壮 观
。

1
、

西江 水 系
:

有集 雨 面 积 50 平 方 公 里 以 上 的 河 流 83 3 条
,

其 中 784 条流 经 广西 境 内
。

其

中
,

流 经 石 山 地 区 主 要 的 支 流 有
:

红 水河
、

柳 江
、

右江
、

左 江 等
。

( 1 ) 红水 河
,

区 内 长度 6 38 公 里 , 区 内集 水面 积 4 3790 平 方公 里
,

流经 乐 业
、

天 峨
、

东

兰
、

巴 马
、

都 安
、

马 山
、

忻城
、

来 宾 等县 与柳 江 汇 合入 黔江
,

在 石 山 地 区 有 以 下 主 要 支 流
:

( i) 南 盘江
,

为红 水河 主 要 支流 , 流 经隆 林 等县
,

汇 入 红 水河 ; ( ii ) 盘 阳 河
,

源 于 云 南

省 , 河 长 H S公 里 , 集 水面 积 2 40 7平方 公里
,

流经 凤 山
、

巴 马 等县
,

汇 入 红 水河 , ( iii ) 刁

江 , 河 长 229 公里
,

集 水面 积 3 585平 方 公里 , 流 经都 安 等县
,

汇 入 红 水 河 ; ( iv ) 清 水 河
,

河 长 18 7公 里
,

集 水 面 积 4 169平 方 公里
,

流 经上 林 等县 , 汇 入 红 水河
。

( 2 ) 柳 江
,

河 长 724 公 里
,

区 内集 水 面 积 412 38平 方公 里
,

流 经 柳 江
、

罗 城 等 县
夕

汇 入

黔 江
,

在 石 山 地 区 有 以 下 主 要 支流 , ( i ) 龙 江 及 其上 游 打 狗 河
,

区 内 集 水 面 积 12 4 6 9平 方 公

里
,

流 经河 池
、

宜 山 等县 , 汇 入 柳江 , ( ii ) 环江 , 河 长 177 公 里
,

集 水 面 积 3929平 方 公里
,

流经 环 江 县
,

汇入 柳江 支流龙 江
。

( 3 ) 右江
,

河 长 724 公里
,

区 内集水 面 积 2 93 75平 方 公里
,

流 经百色
、

田 阳
、

田 东
、

平

果
、

隆 安等县
,

汇 入 琶江
,

在 石 山 地 区 主 要 支流 有 : ( i ) 驮娘 江
,

流 经 隆 林
、

西 林 等 县
,

汇 入 右

江 : ( 11) 澄 碧河
,

河 长14 4公 里
,

集水 面 积2 149平方 公 里
,

流 经 田 林
、

百色 等县
,

汇 入 右 江
。

( 4 ) 左 江 , 河 长 47 0公 里 , 流 经 龙 州
、

崇 左 等县 , 汇 入 琶江
,

其 在石 山 地 区 的 主 要 支 流

有 : ( i) 黑 水河 , 河 长 192 公 里
,

集 水面 积 6 660 平 方公 里
,

流 经 靖西
、

天 等
、

大 新 等 县
,

汇

入 左江 ; ( ii ) 黎 溪
,

流 经龙 州
、

汇 入 左 江
。

2
、

百都 河 水系 , 区 内 集雨 面 积 14 54平方 公里
,

源 于 那 坡 县南 部
,

流 入 越 南甘 河
,

经 红

河 出 海
。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的 河流 干 流 主 要是沿 构 造线 发育 , 红 水 河
、

龙 江 支流 多
,

由左 侧 汇 入
,

成

羽 状 分 布
。

柳 江 干 流 受元 宝 山
、

天 平 山
、

大 瑶 山 及海 洋 山 等 影响
,

支 流 排列 齐整
,

成网 状分

布
。

右江 流 向循 右江 断裂 带 伸展
,

流 域 内的 几 个 小盘 地 均 属 构造 盘 地
。



增 刊 莫鼎 新 等 广西 石 山 地 区 自然 条件和 社会 概 况

一
~ ~ ~ ~ ~ ~ ~ ~ ~ ~ ~ ~ ~ ~ ~ ~ . . .

_
以 集雨 面 积0 5平 方 公里 以 上 河流统 计

,

全 区 河 网 密度 为 0
。

14 公里 / 平 方公里
。

但石 山地

区 由于 岩 溶发 育
,

河 网很 稀
。

如 黑 水河 的 河 网 密度 为 0
.

067 公里 / 平 方 公 里 , 红 水河 为 0
.

07 5

公 里 / 平 方公 里
,

左江 为 。
.

0 95 公 里 / 平 方 公里
,

右江 为 0
.

110 公 里 / 平 方公里
。

因此 , 整 个

石 山地 区 包括 红 水河 流域
,

右江流 域 , 左江 流 域成 为全 区河 网 密度 的 低 区
。

二
、

地 表径 流 的形 成 和变 化

( 一 ) 地 表 径 流 的 形 成

石 山 地 区 的地 表 河流 补给 以 接 受大气 降水补 给 为主
,

流 域 范围 的 地下 水排 泄补 给 为辅
,

属 于 雨 源 型
,

径 流 的形 成取 决 于 降雨 量 的大 小
。

广 西 境内有 三 大 降 雨高 区 主 要 系 十万 大 山
、

桂 北
、

大 瑶 山 等降 雨 区
,

中心 年降 雨 量达 20 00~ 30。。毫米 ; 三 大 降雨 低 区 系 崇左 一 一扶 绥
,

来

宾 一 阳 朔 一 线 狭 长地 带
,

桂西 ( 含 右江 上游 一带 ) 等降雨 区
,

年 均降雨 量 为 12 00一 140 0毫米
。

三 大 降 雨 低 区全 部 集 中 在 石 lU地 区
。

广 西 各主 要 河 流 流 域 区 内 多 年平 均降雨 量 , 以洛 清江 流 域降水 量 最 多
,

达 1701
。

9毫米 ,

其 次 为 南流 江
, 169 9

.

8毫米
,

而 最少 的是右 江 流 域
夕

仅 12 91
。

3毫米 , 左 江 流域 1342
。

8毫米 和

红 水 河 流 域 14 13
.

5毫米
。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年平 均天 然 径流 深度 大大 低 于降雨 高 区
。

广西 全 区

年平 均 天 然径流 深 度 为 795
.

0毫米
,

而 27 个石 山 县 中有24 个 县的 多 年平 均径流探 度小 于 全 区

的平 均值
,

其 中如 崇左 ( 400
。

0毫 米 )
、

田 阳 ( 440
。

O毫 米 )
、

隆 林 ( 4“
。

O毫 米 )
、

隆 安

( 429
。

5毫 米 ) 等县 多 年平均 径 流深 度 均不 足 500 毫米 , 成 为全 区 的地表 径 流深 度 的低 区
。

然 而
,

由 于 儿 条大 河 流
,

如红 水河
、

柳 江
、

右江
、

左 江 均流 经石 山 县 , 石 山 地 因各 县 的

多 年 径 流 总 量 还是 比 较大 的
。

全 区 8 7个县 ( 市 ) 多 年径 流量 之 和 为 18 8。亿立 方米
,

而 石 山 地

区 2 7个 县 多 年径 流 量 之 和 为 74 5亿立 方 米
,

占40 %
。

而石 山 地 区 土 地面积 7
。

63 万 平方 公里
,

占

广 西 总 面 积 的 32 %
,

因 而 相对 地说
,

石 山 地 区 各县 年径 流量 之 和 还是 比较大 的
。

就河 流 年 径 流 总 量 来说
,

流 经石 山 地 区 的 红 水 河
、

柳江
、

右 江
、

左 江
、

百都 河 五 支水 系 年

径 流 总 量 达 16 00多亿立 方 米 , 且 坡降 也较 大
。

可 以 说
,

石 山 地 区的 水 力 资源是 比 较丰 富的
,

( 二 ) 地 表径 流的 变 化
1

。

径 流 的年内变 化

雨 源 型 河 流
,

径 流 的 年 变化 主 要 受 降雨的 季 节 性 变化 影响
。

石 山地 区 属 亚热 带季 风 气候

区 ,

由于 季风 的影 响
,

一 年内有 明显 的 干季 和湿 期夕 因 而 地表 径 流的 年内分 配 则分 为 汛 期 或

非汛 期 ; 石 山地 区 河流 汛 期 水量 约 占全 单径 流量 的65 %以上
。

据 资料统 计
,

红 水 河迁江 段 多 年平 均连 续最 大 四 个 月径 流量 出 现在 6月 ~ 9月
,

这 四 个 月

的径 流量 占年径 流量 的“ %
,

属 于 汛 期
,

洪 灾也 出现在 这几 个月
。

而其 余八个 月 分 为 非 汛

期
,

水量 极 少
。

柳江 柳州 段 多 年 平均 连续 最大 四 个 月径 流量 出现在 5月~ 吕月
,

四个 月 的 径 流量 占年 径 流

量 的 68%以 上
。

其 上 游龙 江三 岔 段 多 年 平均 连续径 流量 最大 的 四个 月 也 出现 在 5 日一 8月
,

而

四个 月 的径 流量 占全 年 径流量 的 73
。

5%
。

右江 下 颜段 多 年 平均 连 续 径 流量最 大 的 四 个 月出 现在 6月~ 9月
,

四 个 月 的 径流 量 占年径

流量 的6 7%
。

左 江 漱 湍段 多 年平 均连 续 径流 量最 大 的 四 个 月 出现 在6月~ 月
,

四 个 月的 径 流量 占年 径

流量 的 %
。

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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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所述
,

石 山 地 区 的 河 网 水系 汛 期 均 出 现 在 下半 年
,

洪 灾 也是 出 现 在 下 半 年
。

而 在下

半 年
,

大气 环 流 对 石 山 地 区 年 内降 水 分 配 具 有较 大 的 影 响
, 6月 份 由于 东 南 季风 影 响

,

雨 量

特 别大
,

而 7月 份 由于 受 到 亚 热 带高压 北移 而 降 水量 较少
,

到 了 8月 份 台风登 陆频 繁
,

降水 又

偏 多
,

出 现 双 峰雨 型
,

因而 洪 灾也 往 往 随 之 发 生
。

2
、

径 流的年 际 变化

标 志 径 流 多年 变 化特 征 的 是 降 水 量 变 差 系 数 ( CV ) 值
,

该值越 大
,

表明 河川径 流 的 年

际 变化 越大
。

我 区 各地 降 水 量 的变 差 系 数 均 在 0
.

15 一0
.

25 之 间
。

石 山 地 区 红 水 河 下 游 的 巴

马
、

都 安
、

马 山
、

忻城
、

上 林 等县
,

龙 江 流 域 的 河 池
、

宜 山
、

环 江
、

罗 城等 县
,

降水 量 变差

系 数 在 0
.

15 左 右 ; 红 水 河 中游的南 丹 县
夕

左 江 流 域 的 天 等
、

大新
、

崇 左 等 县
,

降 水 量 变差 系

数 为 O
。

20 ; 其 余各 县均 在 O
。

15 一 2
.

0之 间
,

这 是 由 于 石 山 地 区 距 离 沿 海 较远
,

受 季 风 影 响 相

对 来 说 比 不 上 桂 东
、

桂东南 那 么 大 的 缘故
。

三
、

地 下 水

( 一 ) 石 山 地 区 地 下 水简 述

石 山 地 区 由于 岩 溶分 布 面 积广
,

岩溶 地 下 水 也 很 活 跃
。

可 以 说
,

凡 是 石 山 县 均存 在地下

河
、

地 下水 通 道
、

地 下 水流天 窗
、

落水 洞
、

溶 水 井
、

地 下 潭
、

溢 流 洞
、

消 水 洞
、

下 降 漩 涡

等 岩溶 水 文 地 貌
,

如 大新 县类 似 的岩溶 水 文点达 55 6处 之 多
。

尤 其 是 地 表 明 流 与地 下 暗 流 相

互 交错 出 现
,

池 表 河 经过 地 质 构 造软 弱 地 带或 断裂地 层
夕

岩 洞 发 育较 好
,

即流 入 地 下 成 为 地

下 河
,

伏流 后 又 复 出 露 成 为 地 表 河 , 在 石 山 地 区 屡 见 不 鲜
。

在 地 势 高的 石 山 区 ( 地 形 标 高在 300 一 1200米 以 上 )
夕

碳酸 盐岩类 裸 露 面 积 大
,

直 接

受降 雨 补 给
,

是地 下 水 的 补给 地段
。

如 红 水河 流 域 的东 兰
、

巴 马
、

凤 山
、

都 安
、

马 山
、

上

林
、

忻 城 等县 ; 柳 江 流域 的南 丹
、

环 江
、

罗 城
、

河 池
、

宜 山 等县 ; 右 江 流 域的 靖西
、

德 保
、

田 阳
、

平果 等县 ; 左 江流 域的天 等
、

大新
、

龙 州 等县
,

地 下 水 主 要是 以 岩 溶 潭 水
、

地 下 河
、

悬 挂 泉 等 形式 出 露
。

岩 溶水 埋 藏深 且 水 位 变化 幅 度 大
,

通 常 在 。~ 50 米
。

在地 势较 低 的石 山 区 ( 地 形 标 高在 100 一300 米 左 右 )
,

如称 之 为 桂 中 岩 溶 平 原 的 红 水 河 流

域 的 来 宾
夕

柳 江 流 域 的 柳江 等 平 原 区
夕

右 江 下 游 的 隆 安
、

左 江 下 游 的 崇 左 等 县
,

地 下 水 部 分

受 降水 补给
,

部 分 受地 表河 水
、

渠 水
、

塘 库水 补 给
夕

属 溶岩 水 径 流 地段
,

常有承 压岩 溶 水
,

多 以 上 升泉
,

岩 溶 潭水 及 地 下 河 等 形 式 出 露
。

岩 溶水 埋 藏深 度 在 O一20 米 之 间
,

水 位 变 幅 较

小 , 水 质好
,

多可 自流灌溉 农 田
。

( 二 ) 地 下 河

在 岩 溶 管道
、

溶洞 中运动 的 水称 为地 下 河
。

据 统 计
,

全 区 枯水 流量 在 0
.

1立 方 米 / 秒 以

上
,

长 度超 过 10 公 里 的地 下河 系 共 有2 48 条 , 总 枯水 期流 量在 150 立 方米 / 秒 以 上
。

地 下 水 虽

然 遍布八 个 地 区
,

但 主 要 集 中分 布 在 石 山地 区
。

我 区 最 长 的 地 下 河 凤 山县 坡心 地 下 河 长达 70

公里 ( 含 明 流 4公 里 )
,

枯 水期 流 量达 4
.

2立 方 米 / 秒
。

都 安县 由 于 岩 溶 广 布
夕

己 探 明 的 地 下

河系 有 38 条
,

干
、

支 流 共 99 条
,

枯 水 期 总 流 量 19
。

5立 方米 / 秒
,

平水 期 为 60 立 方 米 / 秒
。

其

中地 苏 河 长达 5 7
。

8公 里
,

有 支 流 11 条
,

补 给 面 积 达 10 80平 方 公 里
,

埋 藏深 度 上 游大 于 50 米
,

中
、

下 游20 ~ 50 米
。

枯 水期 流 量 达 4
.

1立 方 米 / 秒
,

洪 水 期流 遗 达 500 立 方 米 / 秒
夕

年 总 流 量

为黄 河 的六分 之 一 , 为 全 区最 大 的地 下河
。

全 区 的 地 表径 流 和 地 下 河 有 极其 密 切的关 系
。

地 表水系 除接 受 大 气降水 补给外
,

于 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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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的 地 下水 排 泄 亦 是 其 重 要 的补 给来 源
,

观测数 据表 明
,

尤 其 在枯 水期
,

河 川径 流 的绝 大

部 分 由地 下 水
、

地 下 河 补 给
。

广 西 多 年 平均 浅层 地 下 水 资源 为 3 92 亿立 方 米
,

其 中岩 溶 地 下

水 为 15 3亿 立方 米
。

石 山 地 区 的地 表 径流
,

地 下 水补 给量 占有 颇大 的 比 重 ( 见 表 6 )
。

可 见
,

地 下 水对 地 表河 流的 补给 作 用是 相 当大 的
。

表 6 石 山地 区主要地 表径渡 与通下水补给 , 愉况 衰:

河 流名 称 年径流 量 地 下 水补 给 量

单位
:

亿立 方米

地下 水补给 占年

径流最的 比 例 %

84
`

6
.1,417162024231619690416”6033526311420红 水 河 上 游

红 水 河 中 游

龙江 中
、

下游

柳 江 中 游

右 江 中 下 游

左 江

1 7
.

92

2 1 7
。

9 4

10 5
.

7 2

70
.

52

13 4
.

30

12 5
.

3

四
、

河 流 含沙 t 和 水 质

( 一 ) 河 流 含沙 量

我 区 河 流 多年 平 均含沙 量较小
,

经大 多数 观测 站测 定通 常 在。
。

5公斤 / 立 方米 以 下
。

据

全 区 水 文 站测 定
,

全 区 多 年平 均含 沙 量最 大 的 是 红水 河
,

其 中流经 石 山 地 区 的红 水 河 都 安

段 , 多 年平 均含 沙 量 为 0
.

73 公 斤 / 立方 米
。

此 外龙 江 三岔 段 多 年平 均含沙 量 为 O
。

10 公 斤 / 立

方 米
,

右江百 色 段 的多 年平 均 含沙 量 为。
。

60 公 斤 / 立 方 米
,

左 江 多年平 均 含沙 量 为。
.

17 公 斤 /

立 方米
,

相 比 较而 言
,

红 水 河
、

右 江
、

左 江的 含沙 量在 全 区 来 说 相对较 高
。

发源 于 大 明山 的

清 水河 , 也 流 经 石 山 地 区 ; 但 由于 源 头 森林 覆盖 率 较 高
,

沿 途 水 土 流 失不 严 重 , 因 而 多 年平

均 含沙 量 仅有 0
.

0 67 公 斤 / 立 方 米
,

历 年最大 含 沙 量 1
.

23 公 斤 / 立方 米 , 成 为全 区 最 清 之

河
。

石 山 地 区 各主 要 河 流含 沙 量 的 年 内变化 大致 上 与河 流径 流量 同步
。

红水 河 含沙 量 多年月

平 均 含 沙 量作 如 下 变化 ; 12 月 ~ 次 年3月 枯水 期 为 0
.

0 13 ~ O
。

53 公斤 / 立 方米 , 4月 和 10 月 ~

11月
,

为 平水 期 , 含 沙 量在 。
.

25 ~ 0
.

47 公 斤 / 立 方 米 之 间 , 而 5月~ 9月 为 丰水 期
,

即 汛期
,

含沙 量 在 0
。

79~ O
。

95 公 斤 / 立 方米
。

石 山 地 区 河 流 含沙 量 的 年际 变 化 , 以 红水河 最 为引人 注 目
。
1954~ 195 9年

,

红水 河迁 江

段 平均 含沙 量 为。
.

5 11 公 斤 / 立 方米 , 而 196 0~ 19 64年 为 0
.

655 公 斤 / 立 方米 , 19 70~ 1 97 9年

为 0
.

712公 斤 / 立 方 米
。

60 年 代 比 50 年 代 增 长 了 28
。

2%
。

而 70 年 代又 比60 年 代增 长 了8
.

8%
。

河 流 含沙 量 呈 现 出一 种 上 升 势
。

而 柳 江 ( 含龙 江 )
、

郁江 ( 含 右江
、

左江 )
,

河 流 含 沙 量的

变 化呈 一 种稳 中有 降 的 趋 势
。

( 二 ) 水质
1

.

地 表径 流 水质

石 山 地 区 地 表 径 流 以 西江 为 主
。

据 西江 水 系 主 要站 点六 十 年代 水质 监 测 , 总体上 水 质较

好 , PH 值适 中 , 离 子总 数 不 高 , 中 等矿 化度 , 属 软水 , 适 合工 农 业和 生活 用水 ( 见 丧 7 )
。

但近 二 十年来
,

部分 河流 水质 开始 受 污染
。

流 经 石 山 地 区 四 条 主 要河流 受 污染 最严 重 的 是 柳

沁 工 业废 水 和 生活 污 水 , 使柳 江 的 总废 污 水 量 日均达“ 万吨 , 居 全 区 之 首 , 龙江 总 废 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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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广西石 山地 区主要河流多 年水 化学成份统计表

一

上
一

臼
一

竺一 三一

一
(年 )

」」」

7
.

3 83
.

47 6
.

5 7
0

5
.

65

(德 日度 )

耗 氧 量

( mg/ 1)

量 日均 26万 吨 ;红水河 总废 污 水量 日均 为1 4万 吨
。

据 1 9 81 年测 定
夕

红 水 河 铜 超 标1
。

7%
。

柳

江
、

漓江 酚 的 超标 率分 别 为 6
。

7%
、

9
。

8%
,

目前 , 对 水 质 污 染 已 采 取 防 治 措 施
。

2
。

地 下水 水 质

石 山 地 区 岩 溶地 下水 以 重 碳 酸钙 或 重 碳 酸钙镁 型 水 质 为 主
。

矿 化 度 一 般 为 100 ~ 3 00 毫克

/ 升
,

属 极 淡 水 ; 硬度 多为7~ n 德度
,

属 软 质微 硬 水 多 P H值 在 6
.

7~ 8
.

4之 间 , 属 弱酸性 及

弱 碱性 水 , 适宜 作 生产和 生活 用水
。

但 位于 石 山 区 的 一些 城市
,

如 柳 州
、

桂 林
、

金 城江 等 ,

地 下水 已 受到 不 同程 度的 污染 , 需 要 加以处 理 后
,

才能 饮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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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与 文 化

一
、

民 族 人 口 及 分 布 状 况

1
。

民 族 人 口

众 所周 知
, 广 西 是 我 国 少 数 民族 人 口数 量 最 多的省 区

,

而 广西 的 石 山 地 区 又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聚 居地
,

有 5个 少数 民 族 自治县
。

少数 民 族人 口在 广 西 , 在 全 国均 有 重 要 位 置 ( 表8 )
。

1 986年 , 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985
。

95万人 , 占全 广 西总 人 口的25 %
。

总 人 口 中 ,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80 5万 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的 83 %
,

占全 广西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的 53
.

3%
。

居住 在石 山 地 区 的

主 要 民 族 人 口 :

壮 族 6 98
.

0万 人 ( 第三 次人 口 普查 统 计数 , 下 同 )
,

瑶族 39
.

67万 人 , 苗 族
8

.

89 万人 , 松佬 族 8
.

35 万 人
,

毛 南 族 3
.

72 万人 , 汉 族 150
。

33万 人
。

其 中松佬 族 人 口 占全 国 松

佬 人 口 总 数 的 93 %
,

毛 南 族 人 口 占全 国 毛南 族人 口 总 数 的 98 %
。

表 8 石山地区 少数民族在广西
、

全国的地位 状况 衰

单 位 :

万人
、

%

⋯
l
.esl
.

es
l.eswe
`

!
es

!!
1

1一
.

⋯
一

一l一

全 广西 全 国
石 山 地 区 在

广 西 比 例

石 山地 区 占

全 国 比 例

总人 口

少数 民 族 人 口

其 中
: 壮 族

瑶 族

苗 族

伙 佬族

毛 南 族

3 64 2
.

2 1

1 3 93
.

5 9 6 9 40
.

1 7

69 8
.

0 0 1 2 32

ōU,
`

,é,
才

,J6.

⋯
81占弓̀月了内乙n,n,

.

40

.

38

13 3 7
.

81

1 0
`

9 2

52
`

1 7

曰̀,O
8
,J39

.

6 7

.

8 9

.

35

.

74

.

88

1 40
.

2 3

5 03
.

58

.

04

.

8 1

5 4
.

38

5 6
.

60

45
.

90

2 6
.

3 4

9 4

9 8
.

15

据第三 次 人 口 普 查资 料整理

2
.

各 民 族分 布 状 况
。

壮 族人 口 在石 山 地 区 分布 甚广 , 主 要聚 居 在桂 西 南
、

桂 西
、

桂 西 北

的左
、

右江 一 带和 红 水 河 流 域
,

各 县壮族 人 口 均 占较大 比 重 , 瑶族 人 口 主 要 聚 居 在 都 安
、

巴

马
、

凌 云
、

马 山
、

南 丹
、

上 林
、

平果
、

宜 山
、

凤 山
、

东 兰 , 苗族 人 主 要 居住 在 隆 林
、

南 丹
、

环 江 ; 松佬 人 主 要居 住 在罗 城 低佬 族 自治 县 , 此外 宜 山
、

都 安也 有少数 松 佬 人 , 毛 南族人 主

要 居 住在 环 江 毛 南族 自治 县
,

河 池
、

南 丹和 都 安也 有部 分 毛 南人
。

二
、

民 族社 会简 况

广西石 山 地 区 主 要 居 住着 壮
、

瑶
、

苗
、

汉
、

彝
、

低佬
、

毛 南
、

吃佬 等 民 族
。

就社 会发 展

形 态 来说
,

这 些 民 族解放 前 基本 上 已 进入 了 封 建社会 , 并带上 一 些 半封 建 半殖 民 地的色 彩
。

但从整体 来看
,

社会 经济 发 展 的 程 度都 比较 低 , 在 各个 民 族 中
,

都 不 同 程度 地存 在 一些 古老

的社会经 济组 织 形 式 和 风 俗 习
`

质
;

在 瑶 族 中 , 这 种情 况就更为 复杂 一些 , 既 有原属原始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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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民 主 制度
,

后 来 不 同 程度 地 演 变 成保 护 私 有 制 的 “ 石 牌 制 ” 、 “瑶 老 制 ” ,

又 有 私有制
,

但 仍以 伙 同共 耕为 主 要特 征 的 原 始社会 农村 公 社 的 组 织 形 式为 主
。

南丹 县 白 裤 瑶 中 的 “ 油

锅
”

组 织
,

就 是 一 种 以 血 缘 为 纽 带 的 父系 氏 族 公 社 的 残 佘
。 “ 油 锅 ” 由 同 宗 共 姓 的 家 庭 组

成
,

少 的 二
、

三 户
,

多 的 十 几
、

二 十 户
,

外宗 族的 人 加 入 要 经 “ 油锅 ” 成员 同 意 , 履行 “ 油

锅 ” 规 定 才能 加入
。

头 领 自然 产生
, “ 油 锅 ” 成 员 苦难 同 当

,

扶贫 济 困 , 共 同 占 有 “ 清明

田 ” ,

其 出租 收入 由 “ 油 锅 ” 成 员 平 均分配
。

实行 氏 族外 婚 民 族 内婚 制
。

在 苗 族 中 有 某 些

对 偶婚 性 质 的原 始婚 姻残 余 ; 在壮 族 中
,

也 残存 某些 母系 氏 族婚 姻 遗 迹
,

如 不 落 夫 家
、

入

赘 等
。

在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上
,

就 一 般情 况 来 说
,

生 产工具 都 比较 落 后
,

刀 耕火 种 普遍 存在
,

自然
经济 意 识 浓厚

,

商 品 经 济极 不 发 达
。

其 中
,

苗
、

瑶 族 的 发 展 水平 更 低 一 些
。

解放 前
,

有 的地

方 还使 用 木耙
、

木 锄
、

打洞 棍 等木制工 具 , 大 部分 农户 的 主 要 生 产 工 具 是 砍 刀
、

斧 头
、

锄

头
、

背篓
,

有 的 地 方 铁 犁 用 的 很 少
。

有 的 还没有 进 入 锄 耕 农 业 阶段
,

也有 一 些 己 进 入 犁耕农

业
。

所 种植 的主 要 是 早地 作物
,

如 玉 米
、

薯类
、

小米 和 豆 类
。

在 有 条件 的地 方仍 以 采 集和 捕

猎 为 辅 助 经 济 来源 , 民 族内部 各 种 工 匠 很少
,

手 工 业 还 没 有 从农 业 中 分 离 出 来
,

民 族 内部 交

换 很少
,

还 没有 出 现 本 民 族 的 商 人 队 伍
,

没 有形 成民 族经 济 中心 集 市
。

在 农 业 生 产 活 动 中
,

因 为耕 地 很 少
,

耕作粗 放
,

刀 耕火 种 盛 行
夕

一 把 火 烧 一 坡
,

广 种 薄 收
,

一 个 山 坡 收 几箩
。

所

伺 养 的 禽畜 数 量 少
,

除 自给 外
,

多 用 于 迷 信祭 祀
。

苗
、

瑶 族 的 这 种 经 济发 展 水 平
,

至 今 还 没

有根 本 性 的 改 变
。

三
、

民 族特 点 与文化

1
.

壮 族 从 总 体 上 来 说
,

其 生 活 习 惯 与宗 教信 仰
,

在 壮
、

汉 杂 居 的 地 方
,

受汉 族 影 响 较

大
,

与汉 族 基 本相 同
。

但 在壮 族 人 口 相对 集 中地 区则 有 自己 独特 之 处
。

如壮 族有传 统 的歌 节
“ 三 月 三 ” 。

壮族 男 女 青 年在 歌节 那 天
,

或聚 集 于 墟 场
,

或群 集 于郊 外
,

进 行 对 歌
,

名 日

“ 歌墟 ” 或 “ 歌 场 ” 。

壮 族 的 语 言 属 汉 藏 语系
、

壮 侗 语族
、

壮 傣语 支
,

其 中 又 分 为 南 壮 和 北 壮 两 大 方 言
。

现 有

壮文 拼 音 和 壮 文 学 校
,

为 发 展和 推 广 壮 族 文 学 提供 条 件
。

壮 族 有 着 悠 久 的 文 化 和 艺 术
,

如 铜

鼓
、

花 山 壁 画
、

壮 锦
、

壮 歌 等
,

都是 壮族 文 化 的 艺 术 珍 品
。

长 期 以 来
,

壮族 人 民 已 广 泛 使 用

汉 语和 汉 文
,

且
`

由于 汉 壮 通 婚
,

贸 易 往 来
,

壮族 地 区 对 发 达 地 区 技 术 的吸 收
,

已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出现壮族 逐 渐减 少 本 民族 特 点的 现 象
。

2
.

瑶族 在 漫
一

长的封 建 社会里
,

由于 民 族 压 迫
,

使 瑶 族 成 为一 个 迁徙 较 多的 民族 , 据资 料

考 证
,

广西 的瑶 族大 多 是 隋唐 时期 开始 从 福建
、

湖南
、

广 东迁 移 过 来的
。

到 了元
、

明时 期
,

瑶族 大 量 迁 入 广西 腹 地 山 区
。

到 了 明 末 清初 , 瑶 族 又 迁 往贵 州
、

云 南及 交趾 ( 即 现 在 的 越

南 )
。

至 今
,

广 西 瑶 族 多聚 居 在 大 瑶 山 及 广 西 与 各省 毗 邻 的大 山 区 县
。

根 据 经济 生 活
、

居 住条 件
、

服 饰 等不 同 的 特征
,

瑶 族 的 称 谓 有 二
、

三 十 种
,

如 盘 瑶
、

蓝

靛 瑶
、

背萎 瑶
、

白 裤瑶
、

茶山 瑶 等 等
。

由于 长 期 居 住 深 山
,

文 化 教育 落后
,

缺 乏 科 学 知 识 ,

生 产力 水平 非 常 低
夕

在 遇 到 自然 灾 害 而 又 无 力 战 胜 时
,

瑶 族 人 就 会 产生 对 自然 神
、

图腾 神
、

祖 先 神 的膜 拜
。

而 今 随 着 文化 教育 事 业 的发 展 , 瑶 族 人 民 的 文化知 识 和 科学 技 术水 平 已 有一

定 的 提高 , 许 多 原 始 的宗 教迷 信 已逐 渐废 除
。

瑶族 语言 属 汉 藏 语系
、

苗瑶 语族
、

苗语 支或 瑶语 支
。

瑶 族 没 有 文字
。

由 于部分 瑶族人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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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与汉
、

壮 等其 他 民 族 杂 居
,

交 往 较 多
,

许多 瑶 族 久也 会 讲汉 语 和 壮 语
,

并 且 也使 用汉 文
。

这 对 吸 收 先 进 地 区 的 科 学 技 术 达一 个 有利 的 条 件
。

在 漫
一

长的 历 史 中
,

瑶 族 人 民 创 造 了 丰 富的 文 化 艺 术
,

如 瑶 族 山 歌
,

长 鼓舞和 铜 锣舞 等 ,

瑶 族 的 刺 绣
、

挑 花
、

织 锦
、

印染 等工 艺美 术也 深 受 瑶 族 人 民 的 喜爱
。

3
.

苗族 是我 国 古老 的 民 族 之 一
。

根 据其服 饰和 住 地 不 同 , 曾有 过 偏苗
、

白苗
、

红 苗
、

花

苗
、

青水 苗 和 栽 姜苗 等 不 同 的 称 谓
。

苗族 先 民 最 早 劳 动 生 息 在 湖南 洞 庭 湖地 区
。

广西 的 苗 民大 约 是 在十 世 纪 时 陆续 从 湖 南等

地 迁 来 的
,

多 聚 居 于 石 山 地 区
。

苗族 的 语 言属 汉 藏 语 系
、

苗瑶 语 族
、

苗 语 支
,

语法与汉 语 相 同 , 但 形 容 词 多为倒 装
。

广

西 苗族 方 言大 体 有 两 种
,

融水 县 苗 族语 言 属黔 东南 方 言
,

而 隆 林 县 苗 族 语 言 属 川 黔 滇方 言
。

苗 族 无 文 字
。

解放 后
,

存关 方 面 也 为 苗族 人 民 创 制 了 拼音 文字
,

但 广 西 未见 推 广
。

苗 族有悠 久 的 历 史
,

能 歌 善 舞
,

男 女 老 幼 都 会 唱 苗族 山歌
,

跳芦 笙 舞
,

挑 花
、

制绣 等 民

间 艺术
,

也 在 苗 民 中 间 广 为 流 传
。

苗 医 草药
,

可 治一 般常见 病
,

对 治 疗 骨 折
、

刀 伤 尤 为 有

效
。

4
.

松佬 族 是 广西 特有 的 民 族
,

其 先 民 是 广西 的 土 著 民 族
,

据 考证
,

是 百 越 族 群 中 的 一

支
,

可 能 与数 万 年前 的 “ 柳江 人 ” 有 族 属联 系
。

明
、

清 以 后 , 相 继 以 “ 穆佬 ” “ 木老 ” “ 木

佬” 、 “ 姆 佬 ” 等 名 称见 于 史 书
。

解放 后
,

正 式 定 称为 松佬
。

松佬族 多聚 族 而 居
,

有血 缘 关 系 的宗 族 人 常常 居住 在 同一 村 庄
。

松 佬族有 自己的 语 言 ,

但 无文 字
。

松佬 语 属 汉藏 语 系
、

壮 侗 语 族
、

侗 水 语 支
。

由 于 长 期 与 汉 族
、

壮族 等 交往 密 切
,

并 互 相通 婚
,

大 多 数 松佬 人都 会 说 汉 语
、

壮 语
,

并会 用 汉 文
。

松 佬 人 能 歌善 舞
,

许 多 民 间传 说 都 是 民 歌 的 体栽 流 传 下来
。

有 关 本 民 族 的 历 史
、

神 话
、

戏剧 等 都 是 口 头 创 作
,

世 代 相 传
。

低 佬 人 男 女青 年多 以 “ 走 坡 ” 对 歌 来抒 发 感情
,

寻 求恋 爱

对 象
。

5
。

毛 南 族是 广 西 特 有 的 民 族
。

毛 南 人 有 自 己 的 语 言
,

其 语言 属 汉藏 语系
、

壮 伺 语 族
、

洞

水语 支
,

毛南 族无 文 字
。

由 于 毛 南 人 与 汉 壮 等 民族有 密 切 的交往 并通 婚
,

故大 多 会讲 汉语 和

壮语
,

并会使 用汉 文
。

毛 南族 有 许多 传 统 的风情
。

无论 男 女老 幼都 会 唱 山 歌
,

i午 多 民 间 故

事
,

神 话 都 是通 过 口 头 文 学
,

作 为 家庭 文 化
,

代 代相 传
。

在 毛 南人 聚 居的 地 方
,

还盛 行 毛 南

戏
。

毛 南 人 的雕 刻 和 竹 编工 艺 深 受本 民族 人 民 的 喜爱
。

经 济社会发展概况

广西 石 山 地 区 主 要 分布 在 桂西
、

佳西 北 和桂 中部分 地 区
,

27 个 代 表 县 土 地 面 积 为 75 90 0

平方 公里
,

占全 广 西 总 面 积 的 32
.

5% ; 1 98 6年末 总 人 口 有 98 5
.

9 5万 人
,

其 中 农 业 人 口 为

907
。

8 6万 人
,

占9 2
.

0 7% ; 总 人 口 中
,

少 数 民族 人 口 为 8 05 万 人
,

占81
.

65 %
。

区 域 内左 右 江

一 带和 红 水 河 两 岸 过 去 曾是 红 七 军
、

红 八 军 战 斗的 地 方
,

有 着光 荣 的 革 命历 史 ; 有 5个 少 数

民族 自治 县和 4个 边 境 县
,

有 15 个 县 是全 国 重 点贫 困 县
,

占全 区 重 点贫 困县 的 65
.

2 1%
。

石 山

地 区 虽 然 地处 亚 热 带
,

地 上
、

地 下 自然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

可 由 于 历 史 的
、

自然 的 和 工作 上 的种

种原因
,

其 经 济 社 会 与广 西
,

与 全 国 相 比
,

发 展进 程非常 缓 慢
,

经 济 伏况 相 当贫 困 落 后 ( 表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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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66 30 3
.

0CCCCC 3 8
.

7 222 15
`

7 000

农农业 总 产值值 元元 18 6
.

9 000 23 4
.

0 000 3 7 2
.

0 000 79
.

8 777 5 0
.

2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7 8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财财政收人人 元元 2 0

.

6888 53
`

0 00000 }一飞9
.

面
一一 .

1 1
,

弓888

{{{{{{{{{{{{{{{{{{{{{{{{{{{{{{{{{{{{{{{{{{{{{{{{{{{{{{{{{{{{{{{{{{{{{{{
- - - - -

- -

一一
.

24
.

6222

财财政 支出出 兀兀 43
.

4 555 77
.

0 000 176
.

4888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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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粮食产量量 公 斤斤 2 54
.

8 888 2 9 1
.

0 000 66 5
.

000000 69
.

8 333

农农 民纯 收 入入 兀兀 1 67
。

8 777 3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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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 会商 品 零售 额额 二毛毛 1 67
.

3 333 29 1
.

0 000 4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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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00 4 0
.

6 333

经经济密度度 元 / 平 方方 2 5 87
,

8 777 8 52 4
.

6 000

公公公里里里里

1985年社会 总 产值仅 占广西 14
。

74 %
,

每平方 公 里 财 政 收入 ( 经 济 密 度 ) 仅 相 当广 西 平

均水 平 的 30
。

3 6%
,

全 国 平 均水 平 的 14
。

79 % , 人 均 工 农 业 总 产 值仅 相 当于 广西 平 均 水 平 的

5 5
。

65%
,

全 国 平 均水 平 的2 6
。
52% ; 人 均 国 民 收入仅 相 当于 广西 平 均 水平 的 68

.

78% , 全 国

平 均 水平 的 42
.

2 7% ; 人均 财政 收入 仅相 当于 广西 平 均水 平 的 39
.

02 %
,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11
.

58 % , 占总人 口 92
.

0 7% 的 农 民
,

人 均纯 收入 仅有 167
。

87元
, 口 粮不 足 200 公 斤 ( 以 人 均 粮

食产 量的 70 %折 为 口 粮 178 公 斤 )
,

同 年全 国 贫 困地 区 农 民 人 均纯 收 入 己 达 2 17 元 , 相 比 之

下
,

石 山 地 区 农 民 的生 活 更 为贫 困
。

从 人 均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

国 民 收 入
、

财政 收 入 三 项 经济指

标 来 看
夕

可 以 得 出 这样 的结 论
:

石 山 地 区 的 经济发 展 水 平仅 相 当于 全 国 19 6 5年 的 水 平
,

差 距

为 2 0 年
。

以 上 是 从 区 域整 体 经 济水 平 的 比 较而 言
,

若 从 区 域内 各县 主 要 经 济 指标人 均 值状

况 比 较
,

相 当部 分 县差 距 更 大
,

发 展水 平 更低 ( 表10 )
。

石 山 地 区27 个县 中人 均工 农 业 总 产 值和每 平方 公里 财 政收 入 ( 经 济密 度 ) 低 于 区 域 平均

水 平 的有15 个县 , 占一 半 强 ( 55
.

6% )
,

其 中人 均工 农业 总 产值最 低 的都 安县 ( 171
.

8 7 ) 夕

仅相 当于 区 域平 均水 平 ( 309
.

96 元 )的55
.

45 %
、

广 西 平均 水平 ( 55 7元 )的 30
.

85 %
、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1 168
.

79 ) 14
.

70 % ; 区 域内人 均工 农 业 总 产值最 高 的 河 池 ( 7 19
.

9 7元 ) 也只 有 全 国 平

均 水平 的 61
.

59 %
。

每平 方 公 里 财政 收入 ( 经 济密度 ) 最 低的 凤 山 县 ( 73 5
.

8 8元 ) 仅 相 当 于

区 域 内 平 均 水平 ( 258 7
。

8 7元 ) 的 28
。

43%
、

广 西 平 均 水平 ( 852 4
。

6元 )的 8
。

63 %
、

全 国 平均 水

平 ( 1749 6
。

3 4元 ) 的 4
。

20 % ; 区 域内每 平 方公 里 财 政 收 入 最 高 的 河 池 ( 72 69元 ) 也 只 有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41
.

55 %
。

此 外
,

农 民 人均纯 收入 不 足 150 元 的 特 困 县 有 13 个
,

其 人 口 约 有 400 多

万 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的 40%左 右
。

综 上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经 济 的落 后 状况 和贫 困 的 严 重 程 度 在 广 西 和全 国都 是 罕见 的 , 可 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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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广西石 山地区 各县主要 经济指 标人均值状况 裹 ( , 98 5

工 农 业 总 厂州 良

( 元 )

工 业
』

总厂℃ 值 财政 收入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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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57nU,自4n

ù

⋯
弓山匕Jl气」,土今门妇才J

11二,止

都 安

靖 西

沂 城

河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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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州

冠 山

德 保

东 兰

平 果

马 山

柳 江

凤 山

隆安

南 丹

田 阳

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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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朔

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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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马

那 坡

来宾

隆林

崇左

合 计

1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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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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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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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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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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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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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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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6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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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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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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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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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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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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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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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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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山 地 区 不 仅是 广 西
,

而且 是 全 国最 贫 困 的 地 区
。

虽 然贫 困
,

但 是解放 三 十 多年来 , 特 别是 党的 十一 届 三 中 全会 以 来
,

石 山 地 区 经 济建设

和 社会发 展还 是取 得 了 不容 置 疑的成 就
,

这 是 应该 给 予 肯 定的
。

1
。

解放三 十 多 年来 , 石 山 地 区 各族 人 民 在 中国 共 产党 的 领 导 下
,

自力 更 生
,

艰 苦创 业 ,

逐 步 建立 并发 展 了 社会 主 义 经 济
。

特 别是 党的十 一 届 三 中 全会 以 后
,

经 济建 设 取 得 很 大 成

就
,

经 济社会 向前 发展
。

1 986年 , 石 山 地区 全社 会生 产总 值 为 54 2 934万 元 (现 行 价 )
,

其 中工

农业 总 产 值 为 436 244万 元 ( 为 解 放 初 期 的几 十 倍 )
,

工 农 业 总 产 值 中 农 业 总 产 值 191578 万

元
,

轻工 业 总 产 值 566 02万 元 , 重 工 业 7 722 0万 元 , 国 民 收入 总 值 2 9700 9万 元 ( 现 行价 )
,

人

均 国 民收 入 30 1
.

2元
,

比 解 放 前 翻 了 10 多倍
。

2
.

农 田 基 本 建 设有 了发 展
,

生产 条 件得 到 改 善
。

三 十 多 年 来
,

石 山地 区 共 建成 各种大 中

小 型 水利 工 程 ( 包 括 山塘
、

堰 坝等 ) 约 6万处
,

总 蓄水 量 为 2 1
.

5亿 立 方 米
,

使 农 田 灌溉 面 积

由解 放 初 期 的 几十 万 亩 增加 到 31 5
.

5万 亩
。

解 放 初期石 山 地 区 各县 基 本 上 没 有 农 业 机 械
,

而

到 1 986 年 已 拥有 农 用 汽 车
、

中 型 拖 拉 机
、

手 扶 拖拉 机 等 各种农 业 机具 13
.

33 万 台
,

农 业 机

械 总 动 力 1 0 8
.

5 0万 马力 , 平 均 每
一

百亩 耕地 拥有 农 机 动 力 9
.

7马 力
。

并 且 , 普 遍推 广使 用 了 化

肥
夕

1 985年 石 山 地 区 全 年施 用 化 肥 量 为 3 938 02吨
,

平均 亩 施化 肥 35
。

2公 斤
。

石 山 地 区 已有部

分农 村 用 上 了 电
, 1 98 5年27 个石 山县 农 村 用 电 量 为 1 91 42万 度

,

人 均 用 电2 1
.

4度
。

3
.

粮 食 生 产有 了较 大发 展
,

半数 左 右 农 民基 本 解决 温 饱
。

石 山 地 区 农 业生产 条件 得 到 初

步 改善 后
,

农业 生 产开 始 改 变 完 全 依 赖 自然 的 落 后 状 态
,

抗御 自然 灾害的 能 力 有 所 加 强
。

上 98 2 年粮食 产 量 达 历 史 最 高水平
,

总 产 量 3 0
.

6亿 公 斤
,

人 均有 粮 33 1
.

9公 斤
, 1 982年 以 来 虽 然

粮食 连 年减产 , 但 人 均有 粮仍 保 持在 2 50 公 斤的 水平
,

加 上 调 入 部 分 粮 食
,

石 山 地 区 半数左

右农 民基 本 靠 自给 解 决温 饱
。

4
.

农村 产业 开 始改 变单 一 经 营 农 业的做 法
,

非 农产 业有 所发 展
。

1985 年农村 社会 总 产

值 为 32 7 154
.

2万 元 (现 行价
夕

下 同 )
,

其 中工 业 产 值 发 展 到 15 75 0
.

2万 元
,

占总 产 值 比 重 已 由

过 去微 乎 其微 的 地 位提 高 到 占4
。

81 % 的 水 平
,

建筑 业 产 值发 展 到 15 42 1
.

9万 元 , 交通 运 输 业

发 展到 648 1
。

1万 元
,

商 业 服 务 业 发 展 到 1 5 1 55
。

9万 元
,

比 重分 别 为 4
。

7工
、

1
。

98 和4
。

6 3
。

尽管 非 农

产业 占的 比 重 不 大
,

但说 明 石 山 区 农 村 的 非 农 产业 已 开 始 走 出 深 谷
。

农 业 生 产 内 部也 开 始改

变单 一 经 营粮 食生 产的 传 统
,

经 济 作 物在 种植 业 的 比 重 开 始上 升
,

林牧 副 渔 四 业 比 重也 逐 年 上

升
。

1955 年农业 总 产值 150 923万 元
,

其 中 种 植业 比 重 已 从 1975 年 的6 5
.

17% 下 降为 5 7
.

4 9%
,

林

牧 副渔 分 别从 1 978年 的 3
。

85 %
、

15
。

6%
、

1 1
。

91 % 和 O
。

38 % 上升 到 1 98 5年的 5
。

79%
、

1 9
。

35 %
、

16
。

6 1%和 0
。

77%
。

5
.

工 业 生 产有 了 较大发 展 , 经 过 三 十 多年 的 建 设 , 工 业 门 类 和 部 门 已 由 原 来 的 手工 业 小

作坊发 展 为 有 冶金
、

矿 山
、

轻纺
、

食 品
、

煤 炭
、

化工
、

机械
、

建材
、

电 力 等行 业
,

并 开始 建

立 了 一 批 骨干 企 业
,

基 中大 中 型 企 业 有 河 池 氮 肥厂
、

宜 山 维 尼 纶 厂
、

宜 山 玻 璃钢 厂
、

宜 山 轴

承 厂
、

河 池 地 区 水 泥 厂
、

田 东水 泥 厂
、

田 阳 绢 纺 厂
、

河 池 东 江 棉纺 厂 以及 崇 左
、

来 宾
、

隆 安

等 17 个大 中 型 糖 厂 , 初 步 形成 门 类 较齐 全
,

有一 足 规 模 的 地 方 工 业
。

1 985年末
,

工 业 企 业 已

发 展 到 1兮15 个 , 其 中 全 民 560 个 夕 集体 827 个
,

工 业 总 产值 发 展 到 8 4 930万 元
,

工业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达 18 20 93万 元
。

主 要 工 业 产 品产 量
:

煤 13 3
.

59 万 吨
,

发 电 量 23
.

76 亿 度 (水 电 23
.

53亿度
、

火 电 3亿度 )
、

铁 矿 石 35万 吨
、

水 泥 万 吨
、

化 肥 6 万 !!屯
、

化 纤 6 5 吨
、

棉 纱 33

吨
、

棉布 3万 米
、

糖 万 吨 , 罐 头 3 5 吨
。

0
.

2 42
.

41 1
.

4 84 17

201 12
.

8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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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乡 镇 企 业 开 始 起 步
,

并显 示 其 活 力
。

石 山 地 区 的 乡镇 企 业 是 从党 的十 一 届 三 中全 会 以 后

发 展起 来的
, 1 985年 己 发 展 了 8

.

96 万 个 企 业
,

就 业 人 数 20
。

31万 人
,

虽 然 规模 不 及 广 西 其 他

地 区
,

仅 占广西 乡 镇 企 业 总 数 的 20
。

7%
,

就业人 数 的 14
。

57%
。

但 在石 山地 区 工 业 经 济 结 构

中
,

乡 镇 企业 的 发 展 己成 为 石 山 地 区 经 济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19 85年乡 镇 企 业 总 产 值 3 138 4
.

7。

万 元
,

占工 业 总 产 值 的 2 3
。

3%
,

就 业 人 员 总 收入 2 9604
.

46万 元
,

上 交 国家 税 金 1 3 76
。

O万 元
,

百 元 固 定 资产 实现 利 税 12
。

92 元
。

7
。

交 通 运 输业 及 邮 电业
。

解 放 前 绝 大 部分 山 区 没 有 公 路
,

运 输 主 要 靠 人 背 马 驮
,

解 放 后

石 山 区 交 通 运 输业 有 了 较大 发 展
,

主 要 表现 在 : ( 1 ) 运 输 线路 和 运 输工 具 有 了很 大 增 长
。

客 货运 量 大 幅度 提高
。

铁 路 通 车里 程 发展 到 321 公 里
,

公 路 通车 里 程 发 展 到 1 194 6
.

93公 里
,

航 道 10 90
。

5公 里
,

车 船 等各 种 运 输 工 具 有 较大 幅度 提高
,

各种汽 车 1万 多 辆
夕

年客 运 量 1 0000

万 多人 次
,

货运 周 转 量 5 19 60
.

46万 吨 公 里
,

水 运货 物周 转量 1380 4
.

69万 吨 公 里 ( 缺 来宾 : 柳

江
、

阳 朔 数 据 )
。

( 2 ) 区 域 交 通 运 输 网 己 形 成
。

石 山 地 区 经过 多 年灼 建 设 已 侧步 形 成 以 公 路

为 主
,

铁 路 和 水 路 为 辅 的 区 域 交 通 运 输 网
。

较 大 的 交 通枢 纽有 以 百 色 市 为 中心 的 滇 黔 桂 三 省

边区 陆
、

水 运输 网 ; 以 崇 左 为 中 心 的 桂西 南 诸 县 的 公 路
、

铁 路
、

水路 运 输 网 , 以 宜 山
、

河 池

为主 线 的 黔桂 铁 路 公 路运 输 网 ; 各 县 之 间 的 干 线公 路基本 上能 互 通 联 网
。

但 在偏 远 山 区 交 通

运输仍 以 机耕 路为 主
,

辅 助 于 马 驮 路
,

边 远 山 寨大 部分主 要 靠马 驮 路
。

( 3 ) 邮 电 通 信 业
。

19 8 6年 己 建立 邮 电 局 ( 所 ) 382 所
,

邮 路单程 总 长发 展 到 50000公里
,

长途 电 话 电 路 2 67 路
、

电 话机 1 6100部
,

邮 电 通 信业 的发 展 为 经 济建 设 提 供 了服 务 保漳
。

8
。

商 业 服务 业 有所 发展
。

主 要 表 现 在 ( l ) 商 品 零售 总 额增 长较 快
, 19 8 6年社 会 商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18193 3万 元
,

其 中社会 商 品 零售 额 1 62 03 7万 元
,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零售 额 237 07 万 元
,

分

别 比 198 0年增 长 1
.

09 倍
、

1
.

04 倍 和 61
.

34 %
。

( 2 ) 形 成 以 国 营商 业 为 主
,

集体
、

个体 商业 为

辅 的 多 种经 济 成 分 的 商业 体系 , 实行 多 种 经营 方式
,

打破 过 去 国 营 管城 镇市 场
,

供销 合作社

管 农村 市 场的 界 限 , 活 跃 了 城 乡 物质 交 流 , 集 市贸 易 兴 旺
。

( 3 ) 商业 服 务 网 点 增 长
, 19 84

年国营
、

集 体 和 个 体商 业 网 点 已 达 6 0 937 个
,

促 进 了 市场繁 荣
,

给群 众 生 活 带来 了 方 便
。

9
.

金 融 状 况
。

解放 三 十 多 年来 石 山 地 区 已 初步 形 成 了 以 人民银 行 为 主 体
,

各专 业银行
、

保

险 公 司
、

信用 社 为 骨于 的 金 融 体系
。

各层 次的 金融 网 络 的建立 租发 展
,

对 促进 和 保障 经济 发

展 起积 极作 用
。

1 986年 各类 银行 吸 收存款有 了 很大 增长
,

其 中城 乡 居 民 储 蓄 存 款 余 额 达

54722万 元
,

比 1 98。年增 加 5
.

8倍
,

城 乡 人 民 存 款额 的 增加反 映 了 石 山 地 区 各族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

人 民银 行 在 群 众 中 有 较 高 的 信誉
。

石 山地 区 是广西 的 不 发 达 地 区
,

又 是 少 数 民 族聚

居地
,

在党 和 国家 有关 积 极 支 持少 数 民 族地 区 发 展 经 济 的政 策照 顾下
,

石 山 地 区 27 个 县 历 年

来都 有 相 当数额 的 各种 贷 款指 标
,

用 于 支持 工 农业 生产 和 扶 持贫 困 户 发 展 生 产
。

银行 信贷 资

金 参 与各 项 经 济建 设 活 动
,

给 社会 带来 较好 的 效益
,

成 为 石 山 地区 建 设和 商 品 流 通 的 主 要 资

金 力 量
。

10
。

财 政 状 况
。

三 十 多 年来 随 着 国 民 经济 的 发展
,

地 方 财 政收入 不 断增 长
。 “ 六 五 ” 期 间

地 方财政 总 收 入 7
.

47 亿元
,

占广西 同 期的 10
。

06 %
。

198 5年 收入 为 1
.

97 亿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11
。

0%
。

财 政收入 主 要 来 自国 营 和 集体 企业
,

其 中独 立核 算 工业 企 业 上 交税 收 占 总 收 入 的

“
.

92 %
。

财 政收 入 的 一 个 明 显 特 点是 绝 大 多数 县 依 然 入 不 敷 出
,

五 年 间 靠 国 家 补 贴

6 3
。

5 万 元
,

相 当 于 收 入 的
。

%
,

占支出 的
。

6 %
。

个 县 中 能依靠 自 己力 量 保持 部

分 年份 收支平 衡 或 略有 结余 的 县 极少 且 逐 年减少
。

年有 崇 左
、

来 宾
、

忻 城
、

田 阳
、

河

9 19 9 9 2 7 9 47 8 27

1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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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

宜 山
、

环江
、

南丹等 8个县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略 有 结 余
,

到 了 193 5年仅有 来 宾
、

河 池
、

宜 山 等3个

县
,

而 能连续 5年保 持结 余的 仅 有 宜 111 县 ( 主 要 靠 工 业 )
。 “六 五 ” 期 间 财 政 总 支 出 14

`
4亿

元 , 占全 广 西 支 出的 13
。

6 9%
,

其 中 1985 年财政 支 出 414 5 9万 元
,

年增 长率 为 13
。

8%
。

财政 支

出的 特点是 支 出 增长快 于 收 入 增 长
夕

非 生 产 性支 出 逐 年 大于 生 产 性 支 出
。 “ 六 五 ” 期 间收入

年增 长率 为 1 1
。

00 %
,

支 出 年增 长 率 为 13
。

8%
,

支 出比 收 入 高出 近 3个 百 分 点
。

11
.

科 技文 化 教育有 了 很大 发 展
。

( 1 ) 初步 改 变科 技 极端落 后 的状 况
,

各 种 类 型 各层 次

的 科研 机 构初 步 建立 起 来
,

科 学 技术 有 了 发 展
。

27 个 县 有 各 种县 级科 研所 82 个
,

各 类 农 业 技

术 站 58 个
,

科 技 人 员4 6 13 9人
,

每 万 人 中有 46 个 科 技人 员
,

近 10 年来 开 展 了 一 系 列科 研 项 目

近 了00 项
,

取得 一 批 有水平
、

经济 效 益 高的 科 研成 果
,

其 中获 国 家
、

部委
、

自治 区
、

地 区 技

术进 步奖 的科 研成 果有66 项 ( 1 984年统 计数 ), 科 学技 术开 始 在石 山 地 区 萌芽 开 花
。

( 2 )

初步 改 变山 区 文 化 落 后的 状 况 , 各 县均建 立 了 文 化
、

电 视
、

广 播 局 ( 站 )
、

设 有 文 化馆 和 图

书馆
、

馆 藏 各类 图书 1 14
.

1万 册 ( 1 984年 ) ; 各种 大 小 电 形 院 ( 站 ) 376 家
,

放映 队 139 1个 ,

文 工 团歌舞 团 4个
,

专业 和 业 余文 艺队 2 07 个 ; 新 华 书店29 所
、

发行 站 350 个 , 电视 差 转 台”

个 , 卫星 接 收站 2个
,

除 了部 分边 远 大山 区 外
,

大 部分 乡 讨匀 发 屁 了 言线 租无 线 广 播 网
,

广

大 群 众能 及时 听 到新 闻 租 各种 消息 , 《河 池 日报 》 租 《百 色 日报 》 是 河 池 和 百 色 两 地 区 的党

政 机 关 报
,

四 开 四 版
,

周 六 刊
,

在全 区 发 行
。

( 3 ) 初 步 建 立 了 以 普通 教 育 为 主 体
,

民 族 教 育

和 职 工
.

农 民 教 育为 浦 的多 层 次
,

多 形 式 为教 育网
。

1986 年大 中小 孕 佼 已 发 展 到 一 定 规 模

( 见 表 11 )
。

民 族 教 育除 了 右 江 民 族 医 学 院 , 民族 师 范专科 学 佼
、

民 族 商校 外
,

还 在 普 通 学

校 设立 高
、

初 中 民族 班
,

在 民 族 乡 设 立 民 族

小 学 班 , 配备 一定 的 民 族 教 师
,

初 步建立 了

初 级 民 族教 育 网
。

职工 教 育 和 农 民技术 墙训

等 在 各县 均有 所发 展
。

山 区 教 育的发 展 , 初

步 改变 过去 极端 落后
,

愚 昧的 状况
。

12
。

医 疗 卫 生 事业有 了较 大 发 展
。

三 十

多 年来 , 医 疗 卫生 事业 同 其 掩姆笋业一 样
,

有

了 较 大发展
。

( 1 ) 1986 年 各 种 卫 主 机 构

( 医 院
、

卫 生 所
、

防痰 站
、

妇 幼 保健 站 等 )

已 发展 到 101 0个 , 其 中医 院 341 个 ; 医 院病

表 11 198 6年大
、

中
、

小学校发展状况

学 校
( 所 )

在 校学 生
( 万人 )

专 任

教师
每万人 中

有学 生

OQ
尸曰ó月矛`U

.月片勺̀O
乙口j土小 学

普通 中学

43 6 8

62 0

14 4
.

2 6
.

9 6 }5
.

5 8 6

5 3 }1 4 15 8

农业
、

职 工 技校 } 5 0
.

0 52

中等 专业 学 校

高等 学 校

0
。

63 44

0
.

1 75

5 67

1
.

8

床发 展 到 1 1475 张 , 其 中正 规病 床 为 1 02 18 张 ; 医 务工 作 人员 203 17 人
,

其 中卫生 技术 人 员

1 64 86人
。

( 2 ) 医 疗设 施也 相 应得 到改善
,

许 多 医 院己 从过 去 仅能 诊 治一 些常 见病发 展 到 能

开 展 胸 外
、

颅脑
、

腹 部 等手术 , 许 多先 进 的治 疗技术 如 基础 代 谢心 电图
、

超声 波
、

肝 胆 肾 造

影 等也进 入 山 区 医 院 , 乡卫生 院也 从只 能 治小病 发展 到 能开 展 一 些较 大 的手 术 和部分 急 病 的

抢 救
。

( 3 ) 防疫工 作也 有 了 较大 发 展
,

一 些 严 重 危害 各 族 群 众身 体健 康 的 疟 疾
、

天花 已被

根 除
,

寄 生 虫 病 , 如血 吸 虫
、

丝 虫 病基 本 被 消灭
。

对麻 疯病 也 建立 专 门医 院 进 行 防 疫治 疗
,

一 些 传 染病 的 发 病率 也 大 幅度 下 降
。

( 4 ) 妇 幼保 健 工 作 从无 到 有
,

从 小到 大
,

现 己 建 立 地

县 级 妇幼保 健 院 ( 站 ) 30 多个 , 并 配 备 相 应 的 医 务人 员
。

每 年定期 对 妇 女 病及 儿童 保 健进 行

检查 , 使 得 各族 妇 女
、

儿童 身体 健 康逐步 得 到保障
。

3
。

城乡 人 民 生 活 有所 改善
。

主 要 表现 在 ( ) 城 乡居 民 储 蓄余额 上 升 较 快
,

6 年 比

年增加 5 倩
,

达与
。

亿 元 ; ( ) 城 乡私 人建 房多 , 从 年 至 6年 城乡 私 人 己 建房

1 l 19 8

1 97 9
.

7 47 2 1982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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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 工 19 91
.

4 1万平 方米
,

其 中农 村 私 人建 房 占94
.

1% ; ( 3 ) 社会 商 品 零售 额 有 了 较大 增 长 ,

1986 年 比 197 9年 增 长 1
。

04 倍
,

其 中农 业 生 产资料 零售额 增 长6 1
.

3% , ( 4 ) 城 乡 人 民 收 入有

了较 大 提 高
,

1986年 城市 职 工 年工 资额 为 1187元
,

比 198 0年的6 88 元 增加 了 47 9元 ,

农 民 人 均

收入 196元
,

比 1 9 81年的 6 8
。

12元提 高 了 2 27元
。

人 口 现状分析

民族 地 区 经 济的发 展
,

除 资源 和 社会 软
、

硬环 境 外
,

主 要 取决 于 人 口 的素 质
。

为 此 , 我

们将 “ 人 口 现 状 分析 ” 独立 成 节进 行 论 述 , 了解 现 状 是 为 了 预 测将来
,

为使 内容 紧 凑
,

不 宜

分 插 到 几 章里 分 述
,

一 气 呵 成更 显 示 其 重 要 性
。

马 克 思 主 义 认 为
,

人 口 规律 是 社会 规律
,

是 由人 类 社 会发 展 的 普遍 规 律 , 即 生 产 力和 生

产关 系 辩 证统 一规 律
,

或一 定 的社会生 产方 式 所决 定的
。

石 山 地 区要 综 合治 理 与开 发
,

石 山

地 区 要脱 贫 致 富
,

使其 社 会 生 产进 入 现 代文 明
,

必 须认 真解 决好物 质资料生 产 与人类 自身生

产 的 关 系
。

人 类 自身生 产是 靠消 耗 物质 资料生 产的 产 品而 实 现 的
。

在 物质 资料生 产 中 , 生 产

者物 化 ; 在 人 类 自身生 产 中
,

生 产 者创 造的物 人化
。

据 1 982铆 月 l 日全 国 第 三 次人 口 普查 统

计
,

广 西 总 人 IJ 3 64 2
。

2 1万 人
,

其 中石 山 地 区27 个 县 ( 市 ) 90 8
.

0 9 万 人 , 占 广 西 总 人 口

的 24
.

93 %
。

在 这一 节 里
,

我 们 拟 就 石 山地 区 人 口 的现 状 和 发展 趋势 做 一 些 粗浅 的分 析 和 评

价
,

供制 定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政 策 时参 考
。

一
、

年龄 构 成

人 口 的 年龄构 成 是 人 口 最 基本 的标 志 之 一
,

是 对 人 IJ 自然变 动 及 人 口 再 生 产 速 度
,

对 物

质 资料 生 产最 有 影 响 的 因 素
。

( 一 ) 年龄 构 成分 组及 人 口 年 龄 金 字塔

年 龄 构成分 组 最基 本 的 是 一 岁 一 组
,

在 此 基 础 上 , 我 们整 理 出 五岁 一组 的人 口 数
,

绘 制成

人 口 年 龄 金字 塔 ( 图7 )
。

这 个金 字塔基 座 很宽
,

而塔 顶尖 耸
,

这 说明 了 石 山地 区 是 以 年轻

人 口 为 主 体
。

以 少 年儿童 人 口 ( o~ 14岁 )
,

中 年人 口 ( 15~ 64岁 ) 和 老 年人 口 ( 65岁 以 上 ) 分 组 , 按

其 比例 与 全 国
、

广 西 相 比 较
,

石 山 地 区 的 儿 童 人 口 比 例 比 全 国
、

广 西 都 高 , 而 老 年人 口 比 例

则 比全 国
、

广 西 都 低
,

这 说 明 了 石 山 地 区 多 年 以 来一 直 处 在人 口 生 育 高峰期
。

( 二 ) 年 龄结 构类 型

石 山 地 区 年龄 中 位数 是 19
.

33 ( 广 西 为 2。
。

。l ) , 老 年人 口 系 数 5
。

。% ( 广 西 为 5
。

1% ) ,

少 年儿 童 系数 3 9
.

40% ( 广西 为 3 7
。

40% )
,

老
、

少 比 是 12
。

71% ( 广西 为 13
。

64% )
。

按照 国

际上 通用 的人 口 年龄结 构 的 三 种类 型 ( 年 轻型
、

成 年型
、

老 年型 ) 的分类 标 准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的年龄 结 构属 于 年轻 型
。

( 三 ) 人 口 再 生 产类 型

根 据年 龄构 成分 析人 口 再 生 产 类 型
,

我 们将石 山 地 区 现 状 人 口 构成 比 例 与 瑞 典 人 口 学

家桑德 巴 式 的 分 类 参 效 作一 个 比较 ( 表 3 )
。

可 知
,

石 比地 区 人 口 再 生 产 类 型 属 于 增 加

型

1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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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0 1 ~. 户

,

O ` 月 岁

田 7 19 8 2年广西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年龄金字塔

表 12 石 山地区 人口 甚木年 龄构成与广西
、

全国基 本年龄构 成的比较

全全 国国

广广 西西

石石 山 地 区区

占 总 人 口 比 例 竺

少年儿 童人 口 青
、

中年人 口 老 年 人 口

33
.

90 6 0
.

9 0 5
_

2 0

3 7
.

4 0 5 7
.

50 5
_

10

3 9
.

4 0 55
.

6 0 S
_

0 0

表 13 石 山地 区人 口 再 生产类型 构成 与桑像巴 式分类参数 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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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所 述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年 龄 构成最显 著 的特 点是年 龄 构成 轻 , 未来人 口 再 生产类 型 属

于 增加 型
。

形 成 这一 特 点 的主 要 原 因 是 “ 文革 ” 期 间
,

人 口 生 育一 直处 于无 政府 状态
。

八 十

年 代 以来 , 广 西 虽 然 大 力推行 计划 生 育
,

但石 山 地 区 却仍 基本上处 于 放任 自流 状 态 , 未能 从

根 本上 得 到控 制
。

二
、

性 比 例 和 人 口 生 育 状 况

据 1982 年 7月 1 日统 计
,

石 山 地 区 的 性 比 例状 况 如 下
:

以 女 性人 口 为 10 0
,

相应 的男性 人 口

为 97
.

8 3一 10 8
.

70
,

其 中 以 田 阳 县 为最低 ( 97
.

83 )
,

性 比 例 在 100 以 下 的有 田 阳
、

平果
、

凤

山
、

巴 马
、

大新
、

天 等 等 6个县 , 低 于 全 国 ( 10 6
。

3 ) 的
, 除 上 述 6个县 外 , 还 有 都 安

、

靖

西
、

忻 城
、

龙 州
、

宜 山
、

德 保
、

东 兰
、

马 山
、

柳 江
、

隆安
、

凌 云
、

罗 城
、

阳 朔
、

上 林
、

那

坡
、

来 宾
、

隆 林
、

崇 左共 2 4个县
,

低 于 广西 ( 10 7
。

3) 除 了 上 述 24个 县外
,

还有 河 池
。

性 比 例 高于

广西 的仅 有 南 丹 ( 10 8
.

03 ) 和 环江 ( 10 8
。

70 )
。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的 性 比 例 是 比较低 的
。

除 婴

儿性 比 例 略低 这 一原 因 夕卜
`

是否 还 与石 山鹉区 淳 朴的 民 风直养
,

是 值得探 讨 的
。

石 山 地 区 属

少数 民族 地 区 , 如 瑶 族
、

壮 族 等有入 赘 的 习 俗
, “上 门女婿 ” 不 受歧 视

, “ 重男轻 女 ” 意 识

比 较 淡 薄
。

石 山 地 区 妇 女的生 育状 况 最显 著 的 特 点是 多胎 率 高
,

总 和 生育 率 高
。

表“ 是 1 981 年石 山

地 区 育 龄 妇女生 育 状况 与广 西
,

全 国 的 比 较
,

从 表 中可看 出 , 石 山地 区 多胎 率 及 总 和 生 育

率均 高 于 全 国 水平 , 而 与广 西平 均 水平 相 比 较
,

多 胎率 高于 广西 的有20 个 县
,

其 中 以 隆 林 为

最 高
,

达 63
.

76% , 其 次 是 凤 山 ( 60
.

21) %
。

多 胎 率 高说 明石 山 地 区 平均 生 育子女 多 , 因 此

育龄 妇女 的总 和 生 育率 也高
,

据可 查的 22 个石 山 县
,

总 和生 育率 仅 有 阳 朔 ( 3
.

49 )
、

宜 山

( 4
.

05 ) 低于 广 西 ( 4
。

11 )
,

而 其 余 20 个 县均 高 于 广 西 , 其 中 隆 林 最 高 , 达 6
.

6 3, 凤 山

6
。

28 为 次
。

总 和 生 育 率 揭示 了 就现 有 各 年龄 妇 女生 育率 来说
,

平 均每个 妇 女将 生育 几 个 孩

子
,

这是 当前 国 际 上 广 泛 使用 的 指 标
。

它 与现实生 育率 结 合 , 可 以 用 来 研 究不同 时 期生 育率

的变 化
,

是 表 示 妇 女 生 育率 比 较完 满 的指 标
。

隆 林 县总 和 生育 率高 达 6
。

63 , 说 明 了 这 个 县 的

妇女有 多生 多 育的 习 惯
。

据 1982 年人 口 普查 资料
,

隆林 县15 ~ “ 岁 妇 女人 口 75 77 5人 , 其 中未

生 育 的 2 45 32人 , 生 一 胎 的 58 03人
,

生 二胎 的 634 8人 , 生 三 胎 以 上的 39092 人
。

其 中活 产10 ~

“个 子 女的 有 26 85人
,

活 产 15 个 子女 的 有 43 人 , 可 谓惊 人
。

由石 山 地 区 人 口 生育 状 况也 可 以 看 出 , 该 地 区 人 口增 长速度 是相 当 高的
。

1952 年来石 山

地 区 27个 县 ( 含 当 时 未划 分 的合 山 市 ) 人 口 为 50 1
。

70 万人 , 1 984年末 为 962
。

78 万人 , 32 年间

增加 了 91
.

9。%
,

儿 乎 翻 了 一 番
。

年平 均 自然 增长 率为 2 0
.

5 8 输 , 高 于 同 期 全 国 ( 18
.

54阶 )

的 水平
。

世界上 各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随着 经 济社会 的发 展
,

人 口 再生产 的方 式都 经 过 了 或 正 在 经

历着 三 种类型
:

( l ) 高 出 生 , 高 死 亡 , 低 自然 增 长的原 始型 , ( 2 ) 高 出生 , 低死 亡 , 高 自

然 增长 的传统型 ; ③ 低 出 生
,

低 死 亡
,

低 自然 增 长的现 代型
。

石 山 地 区 目前 正 处 在高 出生
,

低

死 亡 , 高 自然 增 长 的传统 型 阶段
。

如 不 采 取严 格 的控 制措 施
,

由于 人 口 生 产的 惯性 作 用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急 剧 膨胀 所 引起 的 将是 一 种 人 口 灾 难
。

三
、

民 族 构成

广西 是伐 国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数 量最 多 的 一 个 自治区
。

全 区 现 有 个 民 族
,

主 要 的 民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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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 族 外
,

还 有壮
、

瑶
、

苗
、

侗
、

松佬
、

毛 南
、

回
、

京
、

彝
、

水
、

吃佬 等n 个 民 族
。

据 1 982 年人 口 普 查 资 料
,

广西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1393
.

5 9万 人 占广 西 总 人 口 ( 3642
。

21 万 )

的 3 5
。

3%
。

石 山 地 区 少 数 民族 人 口 757
.

76万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 9 08
。

0 9 ) 的 8 3
。

45%
。

石 山 地 区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全 区 少 数 民 族人 口 总数的 54
。

3 8%
。

可 以 说
,

石 山 地 区 是 以 少 数 民

族 为主 体的 多 民 族 聚 居 地
。

石 山 地 区 以壮 族人 口 最 多 , 达 698
.

2 1万 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的 76
.

8 8%
。

全 民玲 aZ
。

40

万 壮族 人 口 ,

有 56
。

“% 居 住在石 山 地 区
。

瑶 族是 广 西人 口 较 多 的少数 民族
。

石 山 地 区 有 瑶族 人 口 3 9
.

67万 人
,

占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的 4
。

37%
。

全 区 86
。

38 万 瑶 族 人 口 ,

石 山 地 区 占4 5
。

92%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较 多 的 还 有 苗 族 ( 8
.

89 万 人
,

占。
.

98 % ) 和 伙 佬 族 ( 8
.

35 万 人
,

占

0
。

92 % )
, ’

苗族 主 要 分 布 在 隆林 县
,

松 佬族 主 要分 布 在罗 城 县
。

因此
,

研 究石 山 地 区 社会 经 济 的发 展
,

就 必 须 研究 少数 民 族 社会 经济 的发 展
。

石 山 地 区

要解 决 温 饱
,

脱 贫 致 富
,

主 要也 是 指 这 部 分 群众 的脱贫 致 富
。

四
、

人 口 的 行 业
,

职 业 构成 及 文 化 程 度分 析

第 三 次 人 口 普 查 资 料表 明 石 山 地 区 劳 动 适 龄人 口 ,

按 国 内 统 计 口 径 ( 男15 ~ 59 岁 ,

女15 ~ 54 岁 ) 计 算 有 4 69
.

3 5万 人
,

占总人 口 5 1
.

6 9%
:

略低于 全 国 ( “
。

87 % ) 水平 , 如 按 国

际 口 径 ( 15 ~ “ 岁 ) 计算
,

则石 山 地 区 劳动适 龄人 口 为 5 05
.

72万 , 占总人 口 的 55
。

“% ,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的 劳动 资源 是 十分 丰富 的
。

同期石 山地 区 在 业 人 口 45 7
.

29万 人
,

劳 动 适 龄 人 口 在 业 率 为97
.

43 % , “ 待 业 ” 占

2
。

5 7%
,

而 城镇 待 业 人 口 为 155 07人
,

只 占0
。

3%
。

从在 业 人 口 的 行 业 构成看
,

物 质生 产 部 门 占94
。

O%
,

而非 物质生 产 部 门仅 占6
。

O%
。

然而 ,

由于 石 山地 区 农 业人 口 占92
。

2%
。

因 此
,

在业 人 口 就业 也 是第 一 产业 ( 农
、

林
、

牧
、

渔 业 )

所 占的 比 重最大
,

达 8 9
。

9。% , 第 二 产业 ( 矿 业及 木 材采 运业
、

电力 煤气
、

自来 水 业
、

制 造

业
、

地质 勘探 普 查业
、

建筑 业 ) 仅 占4
。

06 % , 而 第 三 产业 ( 交 通 邮电通讯 业
、

商 业饮 食服 务

业
、

住宅 管理 等服务 业
、

卫生 体 育 事业
、

金 融保 险业
、

国 家机 关 群 众 团 体
、

其 它 行 业 )

占6
。

。4%
。

这与 发 达国 家是 无法 相 比 的 ( 美 国
、

英 国
、

法国
、

德国从 事 第一 产 业 人 口 在 10 %

以 下
,

从 事第 二产 业 人 口 占30 ~ 40 %之 间
,

第 三 产业 人 口 占50 %以 上 ) , 与 我国 同 期 相 比 ,

差 异 也 很 显 著
。

我 国 三 个 产业 就 业 人 口 占在 业总 人 口 的 比 重分 别 为
:

第 一 产 业 73
。

7%
,

第二 产业 15
。

8%
,

第 三 产 业 10
。

5%
。

与广 西 相 比
,

石 山 地 区 也 有差 距
。

广 西 三 个 产业 就 业 人

口 占在业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 第一 产业 占84
。

67 %
,

第 二 产业 7
。

n %
,

第三 产业 8
。

22 %
。

从在 业 人 口 的职 业 构 成来 看 , 石 山 地 区 在 业人 口 中 主 要 从 事体 力 劳动 的 人 所 占比 重也 很

大
。

如 农
、

林
、

牧
、

渔业 劳动者 占在 业 人 口 的 89
。

5%
,

生 产工 人及运 输工 人 占 4
。

2 %
,

共 占93
。

7%
。

从 上 述 几 个 简单 数 字可 以 看 出
:

( l ) 石 山 地 区 在 业 人 口 , 主 要 集 中在第 一 产 业 , 即农

业 上
。

农
,

林
、

牧
、

渔业 劳 动者所 占比 重 大
,

第 一产 业属 劳动 密集 型 产 业 ; ( 2 ) 从 事 工 业

生 产人 口所 占 比 重 甚 少
,

而 从 事科 技
、

教 育
、

文化 等方 面的人 口 所 占的 比 重更小
。

这 种状 况

无 疑是发展 经 济的 巨大 侄 桔
。

石 山 地 区 个 县
,

情 况 也不 相 同
。

我 们 将 个 县 从事 三 大 产业 的人 口 比 例 ( 表 5 )绘制 成

《在业 人 口 空 间分 布 图 》 ( 图 )
,

可 以 看 出
,

虽 然 各 县位置 相对 集中 于 第 一 产业 比 重大 的 一 侧 ,

27 27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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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 族 外
,

还 有壮
、

瑶
、

苗
、

侗
、

松佬
、

毛 南
、

回
、

京
、

彝
、

水
、

吃佬 等n 个 民 族
。

据 1 982 年人 口 普 查 资 料
,

广西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1393
.

5 9万 人 占广 西 总 人 口 ( 3642
。

21 万 )

的 3 5
。

3%
。

石 山 地 区 少 数 民族 人 口 757
.

76万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 9 08
。

0 9 ) 的 8 3
。

45%
。

石 山 地 区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全 区 少 数 民 族人 口 总数的 54
。

3 8%
。

可 以 说
,

石 山 地 区 是 以 少 数 民

族 为主 体的 多 民 族 聚 居 地
。

石 山 地 区 以壮 族人 口 最 多 , 达 698
.

2 1万 人 , 占石 山 地 区 总 人 口 的 76
.

8 8%
。

全 民玲 aZ
。

40

万 壮族 人 口 ,

有 56
。

“% 居 住在石 山 地 区
。

瑶 族是 广 西人 口 较 多 的少数 民族
。

石 山 地 区 有 瑶族 人 口 3 9
.

67万 人
,

占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的 4
。

37%
。

全 区 86
。

38 万 瑶 族 人 口 ,

石 山 地 区 占4 5
。

92%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较 多 的 还 有 苗 族 ( 8
.

89 万 人
,

占。
.

98 % ) 和 伙 佬 族 ( 8
.

35 万 人
,

占

0
。

92 % )
, ’

苗族 主 要 分 布 在 隆林 县
,

松 佬族 主 要分 布 在罗 城 县
。

因此
,

研 究石 山 地 区 社会 经 济 的发 展
,

就 必 须 研究 少数 民 族 社会 经济 的发 展
。

石 山 地 区

要解 决 温 饱
,

脱 贫 致 富
,

主 要也 是 指 这 部 分 群众 的脱贫 致 富
。

四
、

人 口 的 行 业
,

职 业 构成 及 文 化 程 度分 析

第 三 次 人 口 普 查 资 料表 明 石 山 地 区 劳 动 适 龄人 口 ,

按 国 内 统 计 口 径 ( 男15 ~ 59 岁 ,

女15 ~ 54 岁 ) 计 算 有 4 69
.

3 5万 人
,

占总人 口 5 1
.

6 9%
:

略低于 全 国 ( “
。

87 % ) 水平 , 如 按 国

际 口 径 ( 15 ~ “ 岁 ) 计算
,

则石 山 地 区 劳动适 龄人 口 为 5 05
.

72万 , 占总人 口 的 55
。

“% , 可

见 , 石 山 地 区 的 劳动 资源 是 十分 丰富 的
。

同期石 山地 区 在 业 人 口 45 7
.

29万 人
,

劳 动 适 龄 人 口 在 业 率 为97
.

43 % , “ 待 业 ” 占

2
。

5 7%
,

而 城镇 待 业 人 口 为 155 07人
,

只 占0
。

3%
。

从在 业 人 口 的 行 业 构成看
,

物 质生 产 部 门 占94
。

O%
,

而非 物质生 产 部 门仅 占6
。

O%
。

然而 ,

由于 石 山地 区 农 业人 口 占92
。

2%
。

因 此
,

在业 人 口 就业 也 是第 一 产业 ( 农
、

林
、

牧
、

渔 业 )

所 占的 比 重最大
,

达 8 9
。

9。% , 第 二 产业 ( 矿 业及 木 材采 运业
、

电力 煤气
、

自来 水 业
、

制 造

业
、

地质 勘探 普 查业
、

建筑 业 ) 仅 占4
。

06 % , 而 第 三 产业 ( 交 通 邮电通讯 业
、

商 业饮 食服 务

业
、

住宅 管理 等服务 业
、

卫生 体 育 事业
、

金 融保 险业
、

国 家机 关 群 众 团 体
、

其 它 行 业 )

占6
。

。4%
。

这与 发 达国 家是 无法 相 比 的 ( 美 国
、

英 国
、

法国
、

德国从 事 第一 产 业 人 口 在 10 %

以 下
,

从 事第 二产 业 人 口 占30 ~ 40 %之 间
,

第 三 产业 人 口 占50 %以 上 ) , 与 我国 同 期 相 比 ,

差 异 也 很 显 著
。

我 国 三 个 产业 就 业 人 口 占在 业总 人 口 的 比 重分 别 为
:

第 一 产 业 73
。

7%
,

第二 产业 15
。

8%
,

第 三 产 业 10
。

5%
。

与广 西 相 比
,

石 山 地 区 也 有差 距
。

广 西 三 个 产业 就 业 人

口 占在业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 第一 产业 占84
。

67 %
,

第 二 产业 7
。

n %
,

第三 产业 8
。

22 %
。

从在 业 人 口 的职 业 构 成来 看 , 石 山 地 区 在 业人 口 中 主 要 从 事体 力 劳动 的 人 所 占比 重也 很

大
。

如 农
、

林
、

牧
、

渔业 劳动者 占在 业 人 口 的 89
。

5%
,

生 产工 人及运 输工 人 占 4
。

2 %
,

共 占93
。

7%
。

从 上 述 几 个 简单 数 字可 以 看 出
:

( l ) 石 山 地 区 在 业 人 口 , 主 要 集 中在第 一 产 业 , 即农

业 上
。

农
,

林
、

牧
、

渔业 劳 动者所 占比 重 大
,

第 一产 业属 劳动 密集 型 产 业 ; ( 2 ) 从 事 工 业

生 产人 口所 占 比 重 甚 少
,

而 从 事科 技
、

教 育
、

文化 等方 面的人 口 所 占的 比 重更小
。

这 种状 况

无 疑是发展 经 济的 巨大 侄 桔
。

石 山 地 区 个 县
,

情 况 也不 相 同
。

我 们 将 个 县 从事 三 大 产业 的人 口 比 例 ( 表 5 )绘制 成

《在业 人 口 空 间分 布 图 》 ( 图 )
,

可 以 看 出
,

虽 然 各 县位置 相对 集中 于 第 一 产业 比 重大 的 一 侧 ,

27 27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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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河 池 县 第一
、

二
、

三产 业 比 重依 次 为 66
.

4%
、

7 1
。

2%
、

6 1
.

4%与其它 县 位置显 著不 同
。

其

次 , 南 丹
、

环江
、

宜 山
、

罗 城 第 二 产业 所 占 比重 都 稍 大
。

而 其 它22 个县 都 集 中在 第 一 产 业

区 , 从 事第一 产业 人 口 均在 90 %左 右
。

尤 其是 都 安
、

天 等县
,

第一 产 业 人 口 分 别 达 9 4
。

9%

知 94
.

6%
,

而 从 事第 二产业 人 口 仅为 。
。

9%和 1
.

。%
。

可 以 说 ; 基本 上没有 第 二产业
。

与行 业
、

职 业分 布状 况 相 应的是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文 化素 质较 低
。

石 山地 区 平 均每 万人 中 ,

具有大 学 文化 程度 有 2 0
。

7人 , 而 同期 广 西 为 36
。

3人 , 全 国 为 59
.
9人 , 石 山 地 区 仅 为 全 国

的 34
.

5%
,

广 西 的 5 7
.

。%
。

具 有 高中 文 化程 度 为5 29人
,

比 广 西 ( 652人 ) 少 123人 , 比 全

国 ( 6 63人 ) 少 13 4人
。

具 有 初 中 文化 程度 的 有 1 335人
,

比 广 西 ( 157 1人 ) 少 23 6人 , 比 全 国

( 1775人 ) 少 440 人
。

而 27 个 县 12 岁 以 上人 口 的文盲 半 文盲率 除 了 上 林 ( 19
。

94 % ) 和 河 池

( 25
。

。% ) 低于 或 等于 广 西 ( 25
.

。% ) 的 水平 外
,

而其 它25 个 县 均高 于 广西 的水平
,

其 中 以

隆林 县为最
,

高达 65
.

5 4%
,

较 高的还 有 巴 马
、

凌 云
、

那坡 , 文盲 半 文盲 率依 次为55
。

96 %
、

53
.

6。%
、

50
.

77% , 均 超过 50 %
,

更 为 严 重的是 , 在 144 万 6~ 1 1岁 入学适 龄 人 口 中 , 又有

近 66 万 人没 有入 学 , 占45 %
,

这说 明在 石 山 地 区 又 有新 的 一 代 文盲
、

半文 盲继 续产生
。

数 量

如此 庞大 的 儿童失 学
,

将给 石 山 地 区 未 来的经 济发展 带来术 良的 后果
。

从在业 人 口 文 化程 度 来分 析
,

其 素 质也 是 相 当 低 的
。

我 们 从桂西 南
、

桂 西
、

桂中
、

桂

北 的 石山 地 区
,

选 择 四 个 县 ( 罗 城
、

忻城
、

龙 州
、

德 保 ) 来考 察石 山 地 区 各类 职业 的 文化

术质 ( 表场 )
。

农 林牧 渔 业劳 动者以 小学文化 及 文盲 半文盲 为主 体
。

而生 产工 人及 运 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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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6各种文 化人橄 占该类职业 总人 数的比 , ( % )

计

各类专

业技术

人 员

国家机
关企 事
业 负
责 人

办 事人

员 和 有

关 人 员

商业 工 } 服 务 性

{ 工 作

作人 员 } 人 员

农 林渔

牧 业

劳动 者

生 产 工

人运 输

工 人等

不便分
类 的
其 它
劳动者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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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 主 要 是初 中
、

小学 文 化
。

即 使是 各类 专业
、

技术人 员的 文 化 程 度主 要 也 是 高
、

初 中 文

化 , 而 大 学毕 业仍不 足 i0 %
,

可 见 技术水 平 之 低
。

而 国 家 机关
、

群 众团 体
,

企 事 业 负责 人 等

一大批 行政 管 理 人 员 , 小 学文 化 竟 占25 ~ 36 %
,

40 % 以 上 是 初 中 文 化 , 而 大 学 毕业 仅

占 3
.

5~ 5
。

2%
。

领 导 集 团 的 这 种智 力结 构
、

管 理 水 平 与 目前 改革
、

开 放
、

搞 活 的 形 势 , 商

品 经 济和 竞 争 的 观念 是 极 不 相 适 应 的
。

五
、

人 口 预 浏 及 对 策

如上所 述 , 从 1952年末 到 1 982年末
,

石 山 地 区 人 口 增 长 十分 迅 速
,

32 年来 的平 均 年 自然

增 长率 达 2 0
.

6编
。

近 年来
,

经 过 宣 传 计划 生 育
,

采 取 了 一 些 节育 的措施 夕 人 口 自然 增 长率 已

下降到 1 6
.

5喻
,

但 各县 情 况 差 别 也 很大
。

1 984年
、

1 985年人 口 自然增 长率 超过20 %的县 还有

河 池
、

天 等
、

东 兰
、

平果
、

马 山
、

柳江
、

凤 山
、

南 丹
、

凌云
、

罗 城
、

阳 朔
、

上林
、

巴马
、

隆

林
、

崇 左 等 15 个 县
。

凤 山 县 1985年人 口 自然 增 长 率 达 33 : 8编 , 罗 城
、

巴 马
、

南 丹 依 次 高

达 2 8
.

8编
、

2 6
.

4编
、

2 3
.

9编
。

虽 有 大新
、

龙 州
、

德 保
、

田 阳
、

那坡 等县 人 口 自然增长 率控 制

在巧 编 左 右 , 但 由于 人 口 基 数 已 十 分 庞 大
,

人 口 增加 的绝 对 数还 是很 大的
。

人 口 的 高速 增长

给石 山 地 区 时 经 济发 展 带来 了 巨 大 的 压 力
。

第一
、

人均 耕地 面积 大 大减 少
。

与 1 952 年相 比
,

27 个县 中有 12 个 县人 均耕 地不 足 原来 的

50%
。

宜 山 县 1952年人均 耕地 3
.

23 亩
,

而 1985年仅为 1
.

26 亩
,

还不 到原有 耕地 的40 %
。

天 等县

19 52 年人均 耕地 2
。

2 5亩
,

而 195 5年仅 有 1
.

0 6亩 , 该 县进 结 镇 孟 养村有 337户 1 63 1人 ( 19 85年 ) ,

表 17 石 山地区 19 8 4年
、

19 8 5年人 口 自然增长 率一 览衰

县 别
8 4年人 口

增 长 率
8弓年 人 口

增 长 遂

85年人 口

县 别
8 4年人 口

沙台长率

} _ _
_

}

增长 率
( %

。
)

都 安

靖 西

忻 城

河 池

天 等

大 新

龙 州

宜 山

1 8
.

4

13
.

5

17
。

4

1 8
.

0

1 5
.

8

1 8
.

弓

18
。

1

1 8
.

1

2 1
.

8

2 0
.

0

1 5
.

0

1 4
.

0

2 0
.

1

1 3
.

3

12
.

4

1 4
.

2

17
.

8

11
.

4

2 0
.

0

环 江

上 林

巴 马

那 坡

来 宾

隆 林

崇 左

16
.

2

德 保

东 兰

2 0
.

7

1 9
.

5 2 3
.

9

平 果

马 山

柳 江

2 1
.

0

2 6
.

3

18
.

7

2 1
.

8

.

1 4
.

6

1 4
.

5

, .

5 6
.

弓

3

3 3
.

8

18
.

0

2 3
.

9

1 1
。

1

22
.

4

28
.

8

15
.

5

工9
.

6

19
.

0

26
.

4

18
.

25

15
.

1

。

1 8 12 0 1

1 8
.

2 0 9

2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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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 石 山地 区 1952年人均 桥地面积

,

人均产粮 与万9 85年人均桥地面积
、

人均产粗 比软

人 均 有 耕 地 ( 亩 ) 人 均 产 粮 ( 斤 )

弓2年 8 5年

8 5年对于

52 年增 减
52年 8 5年

85年对 52年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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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姆

气J心i眨门才J
`

1眨曰

⋯⋯

妇州妇̀、.习气J.tJ诊
产」O产1五77争

r

如么4
d必了夕夕民

卜八公4
1` .

à内」月了护勺
J

O凡U46426232

朋灾臾兜朽勿义叨刀助肠创处512313980087172334“719738八p八,nU八U月
.

,̀上门二,孟nU八UO
`1一UO
刁l,占八U心人n.,人
口

土,孟óU)[
ù嘴二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8986279206巧6926078082%8275269706乃9811111273917617八UO,五n甘,一

口

孟i
月1.1八八甘UùU
` AnU`1n.,孟八U01
孟Jl` .一nù0
Ji,孟

罗 城

阳 朔

环 江

上 林

巴 马

那 坡

来 宾

隆 林

2
.

0 4

1
.

75

1
.

8 5

2
.

28

2
.

34

2
.

46

1
.

38

1
.

6 2

3
.

73

1
.

55

5 7 0
.

2

40 4
.

9

5 0 0
.

4

47 7
.

0

3 5
.

6

一 6 1
.

6

一 12 6
.

1

+ 1 56
.

7

一
.

一
` 口 甲”

4 84 7

. . . . . . . . . . .



增 刊 莫 鼎新 等 广西 石 山 地 区 自然条 件和 社会 概 况

、

由 于 耕地 少
,

田块 小
,

落实 责任 制 时 , 只能 用 草帽盖 地 ( 每 个草 帽盖 地 面积 可 种一 株玉 米 )

来分 地
,

人 均有地 957 个 “ 草 帽 ” ,

可 种 95 7株 玉 米
。

第二
、

人 均耕 地 面 积 的减少 , 引起 了人均 产粮 水平 低
。

石 山 地 区 目前 的生 产 水 平 比 19 52

年 已 大有 提 高
,

但 由于 人 口 增长 的 速度 , 大大 高 于 物质生 产增加的 速度
, 19 85年 与 1952年

、

相

比
, 2 7个 县 人 均产粮 有 n 个 县 下 降了

。

如马 山 县 , 19 52 年 人 均 产 粮 52 1
.

3斤
,

而 198 5年 仅

为 34 5
。

3斤
,

减少 了 17 6
.

0斤
,

吃 粮水 平 由温饱 型 下 降到贫 困 型
。

其余 16 个 县虽 有增 加 , 但 因

基 数太 低
,

生 活 仍 未改 善
。

如 东 兰 县
, 19 8 5年人 均产粮 37 0

.

8斤 , 比 1 9 52年 ( 349
.

3斤 ) 增 加

了 2 1
.

5斤
,

但仍未能 解 决 温 饱 问题
。

第三
、

人 口 的 增加
,

生 活 能 源 ( 薪柴 ) 悄 耗 过大 , 加快 了 森林 植被 的砍 伐 速度 , 使 森林

覆 盖 率 大 大下 降
。

石 山 县 的森林 覆 盖率 均不 足 14 %
,

而 忻 城县 19 85年 森林谭盖率 仅为 2
.

9% ,

使 农业 生 态环 境恶 化 , 水 土 流失 严 重 , 人 畜饮 水 日益 困 难 , 作 物产 量下 降
, 形成 了 一 个 恶性

循 环
。

第 四
、

人 口 增 长过快
,

既 影 响石 山 地 区 人 口 素 质 的提高
, 又影 响 了 石 山 地 区 建设 资 金 的

积 累
。

为 了解 决石 山 地 区 人 民的 吃 饭 间题
,

国 家 财政 每年都 需 要下 拨 救 济金 和 返销粮
。

27 个

石 山 县 就有 24 个 县财 政 需要上 级 财政 补贴
。

人 口 的增加
,

也 增加 子 教育
、

卫 生
、

文 化 等事业

的 负担 , 教育 水 平无 法提 高
。

县 级财政 每年 教 育 经费 开 支要 占县 级财政 总 支 出的30 ~ 50 %
,

使 石 山 县 无 力积 累资 金 以 扩大 再生 产 , 形 成 了像 “ 马 太 福音 ” 所说 的 “ 让富有的 更 富有 , 让

没 有 的更 没有 ” 的 “ 正 反馈 ” , 石 山 县 与桂东 南 先进 县的 差 距 越来 越大
。

·

总
·

而 言之
,

由于 石 山地 区 特殊 的 自然 条件 , 山 高缺 水 , 土 地痔 薄 , 植被 严 重破坏 , 许多

海 拔 300 米 以上 的 峰丛 洼地 区 已成 了无 水 可 喝
、

无 土 可 耕
、

无 柴 可烧 的 “三 无 地 带 ” , 人 口

已 达 到过 饱 和 状 态 , 人与 自然的 关系 日趋恶 化
。

因 而
,

石 山 地 区要 脱贫 , 经 济要发 展 , 人 口

的发 展 一 定 要控 制
,

人 口 出生 率 一 定要 降 下来
,

这 应是 石 山地 区 脱 贫致 富的 重要的措 施
。

控 制 人 口 增 长, 我 们 既 要看 到 石 山地 区 年 龄 构成 轻
,

未来进 入育 龄 妇女 的队 伍庞 大 , 人

口 生产 惯 性 大 的一 面 ; 又 要 看到 , 我 们 计划 生育 工 作 在 石 山地 区 是 很 薄弱 的
,

许 多 地 方 还处

于 无政 府 的 自然状 态
。

我 们应 采 取 坚 决 的措施
,

禁止 早 育
,

提 倡 一对 夫 妇只 生一 个 孩子
,

严 格控 制 二胎 , 坚 决杜 绝 多胎
。

少数 民族 自治 县要 争取控 制人 口 发展 的 自治 权
,

对 总 人 口 超

过 5万 以上 的少数 民 族 也要实 行计 划生育
。

以 1 98 5年的 人 口 增长率 16
.
5编 为 基 数 , 人 口 增 长

率 按每 年 以 。
,

5%。}为 速 度 递 减 ( 1985年增 长 率 高的 县 以 1编 以上 的速 度递 减 )
。

那末大 多

数 县到 2 0 00年都 可 以 降到 8%。的水 平
。

到 2 00 0年 , 石 山 地 区 的总 人 口 将 由 19 85年 的 9 69
.

7万增

加 到 1 164
.

16万
。

这 个数 字相 当于 从 198 5年 到 20。。年 平均 增长率 为12 ~ 12
.

5%。的水 平
,

这已 接

近 国 家 下 达的 平均增 长 率控 制在 10 输 的 水平
。

这是 比 较 理 想 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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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A UR AL CN OD T IN IO S AN D N GE ER L A SOC IL A

SIT T U A I ON O FGU AN GX I K AR ST R E G IN O

M oD 落” gx坛九 ,

Q f刀 C ha , g u , e刀 & H 左a n g Y i

( G Z, a : g x 该 月c a d。阴 夕 。 f Sc i e: e e s )

A BST RA CT

T h i s p a p e r p r o v i d e s b r i e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bo u t t h e s p 五e r e o f G u a n g x i k a
-

r s t r e g i o n a n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a r e a o f t h e w o r k i n g g r o u p o n a G u a o g x i k a r s t

r e g i o n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h a r n e s s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t r a t e g y r e s e a r e h ,, .

I t a l s o

d i s e o u r s e s t h e k a r s t r e g i o n , 5 n a t u r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s u e h a s g e o g r a p h i e a l l o e a -

t i o n , g e o l o g y
,
l a n d f o r m s ,

扭 e t e o r o l o g y a n d 五y d r o l o g y a s w e l l a s s o e i a l f a e -

t o r s s “ e h a s n a t i o n a l i t y
, e u l t o r e ,

p o P u l a t i o n a n d g e n e r a l de v e l o p m e n t s i t
-

u a t i o n o f s o e i e t y
一 e e o n o m y , e x p o u n d s t 卜e s e r i o u s p r o b l e m s w i t h w h i c h

G u a o g x i k a r s t r e g i o n e o n f r o n t s , s u e h a s e e o 一 e n v i r o n m e n t v i e i o 往 n e s s ,

r a P i d i n e r e a s e o f p o P u l a t i o n a n d d e e r e a s e o f g r a i n y i e l d ; s u g g e s t s t ha t

a e e e l e r a t i n g G“ a n g x i k a r s t r e g i o n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h a r n e s s a n d d e v o t o p m e n t

s h o u l d b e p l a e e d o n t h e a g e n d a o f d e e i s i o n de p a r t m e n t
。

( 秦 长 文 译
,

王 晓 丽 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