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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体角度防控农业污染（专访） 

2005-6-6 来源: 人民日报  

  背景：在“6·5”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驻华代表处高级协调代表邵雪民先生再次

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农业立体污染防治研究工程中心主任洽谈农业立体污染防治事宜，引起广泛关注。 

  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人类活动 

  造成水体—土壤—生物—大气各层面立体污染 

  记者：“农业立体污染防治”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知道农业的面源污染、点污染，而你们又提出

“农业立体污染”的概念，会不会给人以一种炒作概念的印象？ 

  章力建：“农业立体污染”是中国农科院的一批科学家经过多年积累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并提出来的新概

念，是科学家集体智慧的新概念结晶。 

  记者：那么，“农业立体污染”的原理和概念该如何理解？ 

  章力建：“农业立体污染”是由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人类活动引起的，由农业系统内部引发和外部导入，

造成水体—土壤—生物—大气各层面直接、复合交叉和循环式的立体污染，影响农业环境及其生态系统质量受损的

过程，包括不合理农药化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耕种措施及工业、生活废弃污染物不当处理及

其农业利用等多方面。 

  记者：在人们的印象中，我国农业技术比欧美落后。但“农业立体污染”概念提出后，欧盟等纷纷提出合作意

向，是否说明我们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章力建：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技术的确比较先进，但也不能忽视我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农耕文明史。近年

来，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化研究，保持在

这一领域领先的优势。 

  “农业立体污染”危害严重 

  近2000万公顷耕地遭受污染；化肥、农药浪费年损失达450多亿元 

  记者：“农业立体污染”造成的危害比其他形式的农业污染严重得多吧？ 

  章力建：是的。“农业立体污染”对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饮用水质质量下降和硝酸盐污染

超标已严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北方集约化高施肥量地区，20％的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其次，

化肥、农药已造成我国近2000万公顷耕地面积受到污染。再次，近40％的耕地受酸雨影响，严重地区的土壤酸度只

在4.0—5.5。 

  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农药

浪费造成的损失达到150多亿元以上，因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近几年

呈现出加重趋势。 

  记者：“农业立体污染”如不及时治理，后果如何？ 

  章力建：“农业立体污染”具有多层面的危害性。不及时治理，将会导致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整个系统

的污染，且还会影响农产品质量、人体健康、国家环境安全、环境健康。立体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污染物不仅危及某个“点”和“面”，而且通过时空迁移、转化、交叉、镶嵌等过程，产生新的污染，甚至形成循

环污染。 

  综合整治而非单项治理 

  不断显露生态、社会、经济效益，促进新兴高新技术环保产业产生和发展 



  记者：“农业立体污染”如此严重，治理难度一定也很大吧？ 

  章力建：“农业立体污染”是我国工农业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初期的伴生产物，治理难度肯定要

大一些，是一场持久战，但完全可防、可控、可治！这需要综合整治技术，不是单项项目治理，其生态、社会、经

济效益将会不断显露。 

  记者：治理“农业立体污染”的深层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章力建：首先，运用“科学发展观”系统揭示了农业污染综合防治的本质与内涵，提出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战略性拓展和提高。其次，将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有机应用到农业治污的进程中，可

促进一批新兴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再次，有助于进一步整合各部门、各产业现有的涉及农业污染治理

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形成一个协调、高效的综合防治平台。第四，既有突出的生态效益，又有明显的社会

与经济效益。 

  相关链接：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14916/1323370.html 

  本报记者 蒋建科《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06日 第五版)  

中国农业科学院章力建副院长（左）在进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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