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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立体污染及其防治建议 

2004-12-15 来源: 院办公室  

  “农业立体污染”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农药化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以及耕种措施等

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所构成的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污染。 

  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立体污染必将日益突出，不仅会影响到农业生态安

全、人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还影响我国的环境外交

和国际贸易。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问题，采取了大量的有效措施和方法防治面源污染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农业污染防治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必须采取水体－土壤－生物－大气一体化的

综合防治措施才能全面有效的解决问题。 

  一、我国农业污染与防治现状 

  随着科技进步和对工业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污染的污染源逐步由工业为主转到工农业并重，同时我国的

农业污染逐渐形成了从水体、土壤、生物到大气的立体污染，并成为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根据

《2003年国家环境状况公报》，我国7大水系400多个重点监测断面中，32％的断面水域属IV、V类水质，近30％的

断面属劣V类水质。根据《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农业污染对太湖流域主要污染物氨氮的贡献率超过

50％；我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畜禽养殖、水稻种植、肥料施用以及农业秸秆燃烧等活动还

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据估算，2000年农业源排放甲烷占我国甲烷排放总量的80％，排放氧化亚氮占我国

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的90％以上。 

  农业污染还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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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以上，而且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

估量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业污染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农业污染。有关部门在污染防

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组织了生态家园富民工程、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

工程示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等涉及农业污染防治的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我国农业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农业污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技术和操作造成的必然产物。减少农业立体污染对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我国在环境监测、面源污染防治、温室气体减排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系统可靠的农业立体污染基础数据信息，不能提供准确的判断，无法满足制定防治农业立体污染政策的需

要。我国在农业生态和土壤环境监测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尚未对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等构成的立体污染进

行针对性的监测，无标准监测方法，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监测网络和质量控制体系，无法对农业生态与环境的现状和

趋势给出全面、清晰的描述。 

2、缺乏系统的农业污染防治的理论、技术和评价方法。有效的防治污染措施必须基于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和减排

技术的可靠评价，基于对整个污染发生的机理、迁移过程的理解，防治技术适用性还基于当地环境条件、技术水平

及经济状况。合理的技术评价指标和方法的建立是正确指导污染防治的技术保障。 

3、缺乏适合不同区域的成功防治技术模式。综合防治技术的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防治技术的执行则依靠

千家万户的农民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示范成功的防治技术模式对防治污染对策的实施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地区之间



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污染的类型、数量和负荷不同，目前更缺乏针不同地区的防治技术模式。 

4、缺乏水体－土壤－生物－大气一体化防治污染的意识。农业污染防治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对水体、土壤和大

气的单方面研究已经远远不能有效的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另外，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他国际环境

公约的生效与实施，温室气体排放和面源污染造成农产品质量下降都将成为农畜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障碍，必须从

农业立体污染防治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 

  三、几点建议 

1、完善农业环境监测站，摸清农业污染的底数 

在农业系统已有的监测网站的基础上，根据农业立体污染监测的需求，完善并形成覆盖重点区域的农业立体污染监

测网络，通过长期定点监测，摸清农业立体污染的底数，为我国农业立体污染防治技术的研发和农业环境污染政策

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2、开展农业立体污染防治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与创新 

在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研究的同时，全面实施一体化的综合防治理论与技术研

究，重点开展主要污染物在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系统中迁移规律的研究、农业生产过程中立体污染的阻控新技

术和新方法的研究，建立农业立体污染防治技术的诊断与评价方法，为防治农业立体污染提供技术支撑； 

3、建立农业立体污染综合防治示范点，提供环境友好的技术模式 

结合农业发展总体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的污染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在典型区域建立农业立体污染综合防治示范

点，开展立体污染综合防治技术区域适应性研究，筛选出关键防治技术，示范推广节本增效、环境友好的技术模

式。 

4、加强宣传，提高公众防治环境意识 

通过科普和大众媒体，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全民对农业立体污染认识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鼓励企业和农

民采取环境友好技术，从源头控制污染物产生与排放，在适当的时候制定相应的法规，以实现减少立体污染和促进

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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