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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专家论坛－治理农业污染必须抓“链条” 

2004-12-15 来源: 科技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周清春             嘉宾：章力建 蔡典雄  

  每年因不合理施肥使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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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以上  

  主持人：谈到污染，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领域，但近些年来，从瘦肉精到有毒菜，从食品污染到土壤退化，

一系列的事件使农业污染逐步成为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你们最近所提出的“农业立体污染”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全

新概念，那什么是“农业立体污染”？对环境会产生哪些危害？  

  章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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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

迅速发展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立体污染”日益突出，它不仅会影响到农业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和农产品质

量，还会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甚至还会影响我国的环境外交和国际贸易。  

  蔡典雄：“农业立体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每年因不合理施肥使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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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以上。污染对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质量也造

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  

  主持人：这么说来，造成“农业立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化肥和农药？  

  章力建：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不合理的施用化肥农药，不合理的耕作管理，随意的堆放畜禽粪便。一般来说合理

利用化肥不会产生污染，但是在局部地区有些农民大量盲目地施用化肥，这种掠夺性开发，不仅难以推动农作物增

产，反而破坏了土壤的内在结构，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  

  蔡典雄：在畜牧业规模养殖迅速崛起的同时，牲畜粪便造成的农业污染也呈现出加重的趋势。许多大中型畜禽

养殖场缺乏处理能力，将粪便倒入河流或随意堆放。这些粪便进入水体或渗入浅层地下水后，大量消耗氧气，使水

中的其它微生物无法存活，从而产生严重的污染。还有很多没有经过发酵的粪便直接进入田地，粪便中的有害细菌

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  

  各形各色的污染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干，事实上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  

  主持人：据了解，“农业立体污染”具有海路空交叉穿梭式的特征，能具体谈谈这个特征吗？它与传统上所说

的污染有何区别呢？  

  蔡典雄：现在有土壤污染、有地下水污染、有地表水污染，大气中有酸雨污染、也会产生污染生物中的食物

链，这些各形各色的污染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干，事实上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如土壤中过量施

用氮肥，大量流失的废氮会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池塘、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

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施用的氮肥中有很多挥发，以N2O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温室气体之一）形式

逸失到空气里。过量的氮肥形成了“从地下到空中”的立体污染。  

  这些污染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而以前我们所做的研究都很单一，只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有人专门负责

研究温室气体，有人专门负责研究酸雨污染，这就割断了各种污染之间的联系。而我们现在提的是一个全新的理

念：治理农业污染，不应该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去治理哪儿，那只是治表，应该考虑到，污染存在于一个大循环

体中，这个大循环体牵涉到许多种污染物质的交换、转变和迁移。  

  如单纯治理大气，大气里的物质会返回到土壤中，污染了土壤，又不得不去治理土壤。只有通过控制整个“立

体污染”的循环链，阻隔污染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  



  主持人：你们所说的这些污染问题在世界各国都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但国际上还没有“农业立体污染”这种提

法，国内更是首次，那么你们是怎样想到的呢？这种提法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章力建：在治理农业污染当中，我们发现，治理好一个污染问题，往往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靠单方面治理

是不行的，如单纯治理大气，大气里的物质会返回到土壤中，污染了土壤，又不得不去治理土壤。这种做法失败的

原因是没有找到根源，只有通过控制整个“立体污染”的循环链，阻隔污染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  

  蔡典雄：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也只是一个思路，还会有很多东西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这将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要治理污染就需要从整体考虑，“农业立体污染”这种提

法将会起很大作用。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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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农业立体污染”应该是处在一个较为严峻的状况。  

  蔡典雄：是的，随着科技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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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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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可以分为五类，属IV、V类的水质极差，不可以用于农业，

更不可能供人畜饮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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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氧化亚氮占我国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的90％以上。  

  主持人：面对这些严峻情况，国家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章力建：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业污染问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农业污染。特别是近

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就对农业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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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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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的研究及高新技术在立体污染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主持人：的确，我国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我国环境污染正在转型，工业污染比重下降，农业污染日益

突出。那么，在治理农业立体污染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瓶颈问题呢？  

  章力建：农业污染防治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目前我们对水体、土壤和大气的单方面研究已经远远不能有效地

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必须要采取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化的综合防治措施。但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缺乏系

统可靠的农业立体污染基础数据信息，尚未对立体污染进行针对性的监测，也无标准监测方法，更没有形成完整的

监测网络和质量控制体系；缺乏系统的农业污染防治理论、技术和评价方法，有效的防治污染措施必须基于对整个

污染发生、迁移过程机理的理解；缺乏适合不同区域的成功的防治技术模式；缺乏水体－土壤－生物－大气一体化

防治污染的意识。  

  主持人：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在首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说，防治农业污染首先

要由“点”扩展到“面”，同时应从政策、环境立法和技术三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那么从“农业立体污染”防治

角度来讲，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  

  章力建：在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减少温室气体技术研究的同时，必须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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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新技术在立体污染

防止中的应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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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时候制定相

应的法规，以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蔡典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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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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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关键防治技术，并进行示范和推广。  

  ■新闻缘起  

  我国学者通过最新研究，首次提出“农业立体污染”这一新的学术观点及防治对策。专家说，被称为海陆空交

叉穿梭式的“农业立体污染”，比平面单一的“农业污染”更具综合性，它是由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农药化肥

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理以及耕种措施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构成了水体、土

壤、生物、大气的“立体污染”，一份数据显示，我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面积接近两千万公顷。据本报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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