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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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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畜牧兽医总站,甘肃武威
 

733000)

摘 要:武威市属河西农业重镇,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日

益突出,而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介绍了化肥污染和水污染两

大农业面源污染,分析产生农业面源污染的5个原因:土地经营规模巨大变化、农民环保意识不足、
农户劳动力投入不足、环境治理技术尚显滞后、监管力度不足,并提出强化环保意识、依靠科技、完
善机制,强化监管几个防治对策,为改善我市农村生态环境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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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uwei
 

City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town
 

in
 

Hexi.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y,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intro-
duces

 

two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fertilizer
 

pollution
 

and
 

water
 

pollution,and
 

analyzes
 

five
 

reasons
 

for
 

agricul-
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The
 

huge
 

changes
 

in
 

the
 

scale
 

of
 

land
 

management,the
 

lack
 

of
 

farmers
 

awareness
 

of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the
 

lack
 

of
 

farmers
 

labor
 

input,the
 

lagging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and
 

the
 

lack
 

of
 

supervi-
sion

 

were
 

put
 

forward.The
 

countermeasures
 

of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rely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er-
fecting

 

the
 

mechanism,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ou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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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村生产生活发展过程

中,产生的一些对人类和环节有害的污染物,这些物

质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些物质有可溶解,也有难溶的

固体污染物,还包括气体、金属元素等。例如:农田

中的土粒、氮素农药重金属、农村禽畜粪便等有害物

质,这些物质渗入农产品畜产品危害人健康,金属元

素等不易分解物质通过降水等其他作用,进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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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污染我们人类生活环境,这称作农业面源污

染[1]。农业面源污染造成面积广,污染物复杂多样,
并且不容易治理,对环境破环程度强,难以控制。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近几年来,在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市农业及畜牧

业快速发展,从传统的种养技术以及发展为标准化

种养技术,成为我市农民经济支柱,同时我市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通过一系列政策大力支持农业畜牧业

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产生许多环境方面的问题,
包括化肥污染、水污染、畜牧养殖粪污污染问题等。
种植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经影响了人居环



境,对我们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同时与乡村振兴提

出的“村容整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相悖。人来要长期生存发展,就要考虑与环境

和谐共处,不能超出环境容纳能力,只追求眼前利

益,忽略长期发展,对于我市来说农业是保障人民生

活的支柱产业,较为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就是农业

面源污染,所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综合治理是

农村生态宜居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发展以来,农
业面源污染已经对我们生活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由
于过去我们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没有相应的处理政

策,导致我们环境质量下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

展,也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相悖。本文介绍了

武威市农业面源污染污染现状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策,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供

依据。

1 武威市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1.1 化肥污染

  化肥使用主要引起两方面的污染,即大气污染

和土壤污染。

1.1.1 大气污染的源头就是化肥 施肥以后,化肥

和土壤中微生物接触产生化学反应,在硝酸根离子

的作用下,产生大量的
 

N2O,它会散发到大气层中,
引发臭氧化学反应,破坏大气层,影响人类健康,如
果破坏严重还会引起致癌,有资料表明,臭氧含量减

少
 

8%~10%紫外线将会随之增加10%~15%以

上[2]。2023年经环保检测部门结果如下:PM10为

65
 

μg/m
3(年均浓度),PM2.5为30

 

μg/m
3(年均浓

度),优良天数81.1%,二氧化硫7
 

μg/m
3,同比下降

12.5%,二氧化氮21
 

μg/m
3,同比下降8.7%,一氧

化碳0.9
 

mg/m3,同比下降25.0%;臭氧日最大8
 

h
平均浓度值131

 

μg/m
3,同比上升4.0%;6项污染

物浓度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

1.1.2 随着人口增加,耕地氮、磷等养分的大量流

失 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在种植过程中开始使用化

肥来提供养分,尤以氮肥和磷为甚[4]。部分人员专

业能力不足,觉得施肥越多越好,导致土壤大面积污

染,降低了土壤品质。引起土壤酸化的原因主要就

是化学肥料对土壤的损害;另外使用的磷素肥料重

金属含量高,会滞留在土壤中不断积累,对土壤造成

损害;最后由于部分农民施肥过量或施肥不当,长时

间会造成土地腐殖质异常化,而且还会带来养分丢

失营养失衡。近几年来我市政府相关部门注重农业

面源污染问题,2023环保部门对我市辖区内农用地

土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我市土壤质量良好[5-6],没
有污染情况出现,也没有因为施肥等原因造成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核实农用地详查点位354个,其
中设计表层土壤调查点位247个、农产品协同调查

点位104个、深层土壤调查点位3个。配合省地质

调查研究院,完成辖区内354个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点位土壤样品采集工作,为发现农业面源污

染现象。

1.2 水污染

  水污染的源头有很多,我市属于农业城市,主要

养殖业造成的水污染。近年来,武威市随着“设施农

牧业+特色林果业”农业主体生产模式的深入推进,
畜牧产业取得长足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畜
牧业已成为武威市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

的重要来源[7]。据统计2023年,全市牛羊猪禽饲养

量达到4
 

000万头只左右。其中牛存栏达92万头

左右(其中奶牛11万头),出栏41.41万头;羊存栏

837.58万只,出栏971.87万只;猪存栏120.55万

头,出栏213.83万头;禽存栏982.01万只,出栏

782.05万只[8-11]。在畜禽养殖过程中,有部分养殖

户不注重环境保护,传统养殖,把畜禽产生的粪污随

意丢弃,有的直接排到水源当中,还有产生的臭味等

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我市坚持粪污

“零”排放原则,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的配

套,通过“畜禽→粪便→沼气→有机肥→饲草→畜

禽”的良性发展,示范带动周边养殖场户发展畜禽标

准化健康养殖,减少畜禽养殖污染,全市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90%,通过检测,水源水质均为《地
表水环境质量》(GB

 

3838-2002)Ⅰ类,符合Ⅲ类考

核目标,达标率100%。

2 农业面污染源的主要原因

2.1 土地经营规模巨大变化

  我市总体来说人均占有面积少,且山地占较大

一部分。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人均占有耕

地面积更少。农户种植养殖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地
膜、农药、化肥、饲料、粪污等产生较多,但是这些污

染物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管理,造成农业面源污染。
这种种植方式使农药金属的截留效率比一般要高许

多。截留率的上升造成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等残留

在细碎农田中,所以此种方式更容易受到农药污染

的侵害[12-14]。

2.2 农民环保意识不足

  长期以来的思想观念以及生活习惯,使农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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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环保意识和改变习惯较为困难。同时,过去发展

中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略了真正的“金山银山”,
给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忽视环境可持续发展。在

种植过程中,为了增加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忽
视化肥使用三轻三重问题,导致地下土壤、地下水等

受到污染,进而威胁人类的健康。在养殖环节,养殖

户使用瘦肉精等违规产品,不注重节能减排,只追求

短期经济效益,对农业面源污染造成大量污染。

2.3 农户劳动力投入不足

  近几年来,响应国家优惠政策,农村偏远山区进

行移民搬迁,改变农村风貌,原来的生活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有一部分农民搬迁至地区,人均土地少,有
小部分设施暖棚,但是原来山区土地交通不便利,很
大一部分靠人工,对于现在的暖棚种植等缺乏技术,
在加上由于搬迁问题,部分农民缺乏土地,只能外出

打工,打工多年轻人为主,造成本地大量劳动力外

流,不利于本地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经济效益的取

得,周期较长,且产出率低,所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

出打工,获得短期经济效益,
 

这样虽然提高了单个

家庭的经济收入,但是在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

情况下,年轻劳动力外流,出现很多老少耕作农业的

现象,是我市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疏于管理,长此以

往阻碍我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原本的农业操作程序

和方法逐渐被废弃,加大了对农药化肥等用量,增加

了对这些添加剂的依赖性,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2.4 环境治理技术尚显滞后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对环境污染防治开始重视,
但是相比较其他国家,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技术

能力和治理水平还很滞后,不论是在水污染治理、空
气污染治理,还是土地污染治理上,均趋落后状态。
在污染治理方面依然使用传统的氧化沟、生物滤池、
活性污泥法等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这些技术投入

大,效率低,对污染物处理不彻底,大量农业畜牧业

造成的污染物污染大气、土壤、水等。

2.5 监管力度不足

  农业部全面开展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对农业畜牧等农村生活中的投入品都有相关管

理措施,这些投入品主要包括化肥、杀虫剂、兽药、饲
料等,对违反规定的投入品都进行了管控,但是经过

调查,管控力度不足,一些违禁添加剂以及假冒伪劣

产品依旧流通到市场上,农牧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还是会选择这些产品。加上新的绿色产品制造流程

复杂,价格昂贵,在市场上不受欢迎。农牧民盲目追

求自身利益,使用化肥农药等并由此造成了对农产

品生态系统的危害,这些残余物渗入土壤、水以及动

植物体内,人类食用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

影响,有的甚至会致癌,危害极大,从而造成了对农

业面源污染的进一步加剧。

3 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对策

3.1 强化环保意识

  农户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主体,想要从根本

上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首先就要提高农民的环保

意识,认识到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危害,使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因此,我们首先就要做

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在网上还是线下活动,通过宣

传和培训,把环保意识的观念深入心中,在实际培训

过程中,对于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用量

注重介绍,对产生的危害进行说明,通过先进的宣传

说明,改变农牧民根深蒂固的观念,增加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的主观能动性,从源头上提高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的成效。

3.2 依靠科技,防治污染

  随着科技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技术快速发展。
我们要推广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标准化养殖技

术,对施肥的方式、用量、农作物品种、粪污处理方

式、消毒方式等相关技术进行研究,指导农民正确使

用化肥农药,并优化化肥等的配比,推广使用有机肥

生物肥等绿色肥料;把玉米青贮技术、微贮技术、氨
化技术推广应用,严禁农民任意燃烧秸秆,保护环

境;在养殖环节,针对粪污等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通过合适的处理方式对粪污进行处理,如固液分

离技术、好氧技术等,对畜禽粪便实行二次处理,产
生有机肥、天然气等方式实现循环利用。同时根据

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使种养结合,粪便发酵后当作

肥料,用来种植,这样不仅可以改善土壤,还能提高

作物品质,同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3.3 完善机制,强化监管

  一是构建和完善农业环境安全的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二是建立

健全农业环境保护的评估体系,农业畜牧建立专门

的检测机构,加强对农产品及畜产品的检测,随时抽

查检测,大力推进“三品一标”的认证工作以及畜产

品质量安全排查工作;三是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对
养殖小区,交易等环节制定专门人员对生产各环节

的监控,一旦发现违反规定事件,报相关部门要进行

严肃处理,造成违法犯罪的追求刑事责任;四是行政

执法部门加强农业投入品以及畜产品监管,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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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环节、畜禽销售等环节建立档案,对所有的生产环

节进行监管检测,严厉打击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害

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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