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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农药、化肥和农膜等引起的农业自身污染及由工业“三废”等引发的农业环境问题在苏北地区日趋严峻, 使得该地区农村居民
生活环境质量下降, 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据此 ,在分析苏北地区农业环境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 提出改善农业环境的对策 , 以期实现苏北
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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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blemin Northern Jiangsu and its Controlling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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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more and more acute in northernJiangsu because of the pesticides , chemical fertilizers ,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 mand the “three waste”caused by industrial pollution. The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declini ng and the eco-
nomic development was affected . So ,on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 the i mproved approach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sus-
tai 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 n northern Jiangs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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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环境是指影响农业生物生存、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

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1] 。由徐州、淮安、盐城、宿迁

和连云港5 市组成的苏北地区, 北接经济实力雄厚的山东半

岛, 南连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西临安徽, 东滨

黄海, 隔海与日本、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望, 地形以平原

及低山丘陵为主, 气候以北亚热带和南温带湿润季风气候为

主, 热量充足 , 雨热同季, 发展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十分优

越, 是江苏省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但由于人们在生产

活动中不注意资源的合理开发, 导致苏北地区农业资源退

化、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减弱, 农业环境问题凸显。

1  苏北地区农业环境问题解读

苏北地区农业环境问题主要是由2 方面原因造成 : 一是

由农药、化肥和农用塑料薄膜等引起的农业自身污染; 二是

由工业“三废”等引发的。

1 .1 农业自身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

1 .1 .1 塑料农膜使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农业生产是人

类利用生物在自然环境或人工控制环境条件下进行物质再

生产的一个复杂过程 , 与气象条件的关系密切。随着农业科

学技术的推广, 人们广泛使用农膜来改善当地的农业气象条

件, 以达到增温、增湿、节水及防止病虫害入侵的目的。使用

塑料农膜可以反季节种植植物, 还可以提高蔬菜、瓜果的产

量、质量。但塑料农膜不能自行分解, 一旦散落在农田就会

造成永久性污染, 不仅不利于土地耕作, 还会对深层土壤造

成污染。此外, 当田地中塑料废膜过多时, 土壤结构会被破

坏, 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 妨碍作物根系生长, 土壤中

水分、空气和营养元素的正常分布运行也被破坏。

据统计, 使用地膜1 年, 残留废膜片约32 .55 kg/ hm2 的土

地, 会使作物减产6 .43 % ; 连续使用5 年, 残留废膜片325 .35

kg/ hm2 的地块, 作物减产则高达24 .70 % 。2004 年, 苏北地区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总量为41 519t , 占全省农用薄膜使用量的

58 .9 % 。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长此下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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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1 .1 .2 化肥、农药流失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现代农业用

大量农用化学物质的投入来保证农业的增产, 但不合理的使

用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

近年来, 化肥一直作为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 仅2004

年, 苏北地区的农业化肥使用量就高达2 135 789 t , 占全省化

肥使用量的63 .41 % , 但由于施肥方式粗放, 实际利用率只有

40 % ～56 % , 不合理的施肥方式使化肥中营养元素通过地表

径流和淋溶作用进入水体, 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还导

致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 使得水中溶解氧下降 , 水质恶化, 造

成鱼虾大量死亡。此外, 化肥中硝酸盐还可能在土壤、水体

及作物中积累, 造成人体、家畜的中毒[ 2] ; 化肥( 主要是磷肥)

中所含的重金属微生物无法分解, 被土壤胶体吸附后, 或被

微生物富集后, 也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

农药对治理病虫害具有重要作用 , 苏北地区农药使用量

为47 700 t( 2004 年) , 占全省农药使用量的51 .7 % , 但有效利

用率只有20 % ～30 % , 大量的农药飘浮在空气中或降落在地

面, 进入土壤、水体中 , 通过食物链形成危害。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 苏北地区施用的多为毒性大、难降解的有机氯农

药, 农畜产品污染十分普遍 , 不少农产品因为农药残留超标

而不能出口或被退货。每年都有因农药污染而造成的中毒

事件。近年来 , 虽然使用的农药质量有所提高, 但有些农民

为了省钱或因不法商贩以次充好 , 使得一些巨毒农药还有市

场。再加上各种害虫抗药性的产生, 农药使用量不得不成倍

增加, 但此举又使得大量的病虫害的天敌也被杀死, 加重了

病虫害发生的频次, 造成恶性循环, 加剧农药对环境的污染。

1 .1 .3  秸秆大面积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在早期农业生产

中, 苏北地区农作物收获的秸秆大多被囤集作为燃料用, 留

在农田中的作物根茬则在农田翻耕时埋入地下。但现今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 , 燃料多以煤炭、天然气、玉米、黄豆的秸秆

或是树枝为主, 再加上水稻、小麦的收获主要靠收割机, 秸秆

留在田中, 给田地翻耕带来困难, 于是农民就在秋收后放火

焚烧秸秆, 这样做一不小心就将附近还没收获的地块也烧

了, 而且大面积的秸秆同时燃烧时, 造成的烟雾会使得空气

能见度降低 , 给行人和车辆行驶带来困难, 造成不必要的经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6 ,34(21) :5634 - 5636                     责任编辑 孙红忠 责任校对 孙红忠



济损失。

1 .1 .4 禽畜排泄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家禽、家畜的饲养是

苏北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环节, 且禽、畜的排泄物可以作为

有机肥施用 , 提高土壤肥力, 但农村禽、畜往往散养, 排泄物

随处可见, 影响居住环境。即使是集中堆放囤集, 也多是露

天的, 在非用肥季节, 大量的禽、畜粪便不能及时处理, 导致

臭气弥漫、粪水四溢、蚊蝇乱飞。疟疾等有害病菌随之传播

和扩散, 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另外粪便厌氧发酵

还会排放出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 , 加剧温室效应。

据统计,2004 年仅盐城市禽、畜养殖业甲烷排放总量就达

23 585 .8 ～26 638 .4t 。

1 .2 工业“三废”引发的农业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改革开放

以来, 乡镇企业日益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但这也便利了工业和城市污

染向农村的转嫁。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各级政府各谋其

政, 乡乡都有工业新区, 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引进企

业的时候, 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去考虑这些企业是否重

复建设, 是否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 , 所以从总体上看, 苏

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呈现出布局混乱、工艺陈旧、设备简陋、技

术落后、能源消耗比较高的特点, 绝大部分企业没有防治污

染设施 , 使得乡镇企业成为苏北地区最大的污染源。

1 .2 .1 对河流的污染。由于大量未经任何降解处理的污水

直接排放, 导致苏北地区河流水质下降 , 如: 连云港市浦南开

发区和洪门开发区的工业污水和东金化工有限公司的工业

废水及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导致蔷薇河水质下降, 夕日清泉碧

波、鱼儿嬉戏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龙尾河、西盐河、玉带河等

河流水质不达标也跟工业污水的直接排放有很大关系。此

外还有些靠近企业的地方直接就用企业排放出的污水灌溉

农田, 污灌面积盲目发展, 造成土壤、农作物的严重污染, 农

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 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

1 .2 .2 对大气的污染。由于苏北地区乡镇企业多属于能耗

较高的企业 , 而这些企业的燃料煤中含硫量超标, 再加上处

理固体废弃物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气体、酸性物质、重金属, 使

得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和可吸入颗粒浓度增高, 这些污染物

通过气孔进入植物组织 , 干扰植物酶的正常功能, 阻碍作物

的新陈代谢机能, 有的有毒物质在生物体内还可以进一步分

解或参与合成过程, 产生新的有害物质 , 侵害细胞组织, 抑制

光合作用, 使作物生长受阻、产量降低、品质变劣[ 4] 。如: 根

据测定, 连云港市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 ,2004 年较2003 年日

均值增加了10 % ,2005 年继续增高, 其中3 月份超过二级标

准。2004 年可吸入颗粒浓度全年超标样本数达126 个, 超标

率为8 .65 % 。

1 .2 .3 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固体废弃物数量

大, 成分复杂, 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状况下随意堆放 , 不仅占

用耕地, 而且会污染毁损耕地, 污染地下水源 , 对农业环境造

成污染。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口的增长, 生活垃圾也会增多 ,

这些无人管理的生活垃圾, 随意堆放在道路两旁、地头田边 ,

严重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卫生环境。

2  苏北地区农业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2 .1 众多的人口, 贫乏的资金导致了农业环境问题  人是

生产者, 同时也是消费者, 众多的人口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苏北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为

了人们的生存, 不得不过度垦荒、破坏森林、草皮来增加耕地

面积; 不得不增加复种指数来获得数量较多的农产品; 不得

不靠增施化肥、农药来提高作物单产。而这些作为又使得土

壤肥力下降, 水土流失加重, 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使得农业生

产环境退化。尽管这几年国家对环保投资逐步增多, 但仍不

能满足治理环境的需要。乡镇企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任务

较重, 流动资金紧缺, 亦难加大在排污治理这方面的资金投

入。目前, 乡镇企业每年用于环保方面的投入仅占总投入的

0 .1 % , 致使环境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速度。

2 .2 淡薄的意识, 欠缺的体系导致了农业环境问题  由于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没能养成较好的卫生习惯 ,

对自身行为给环境带来危害的认识也不足 , 随意堆放垃圾 ,

焚烧秸秆, 滥用化肥农药 , 使得农业生产环境不断恶化, 而政

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 农村环境技术支持体系

不全, 多数乡镇企业只配1 名专( 兼) 职环保技术人员, 而且

绝大部分是有名无实, 环境保护、环境规划及环保宣传都无

从说起 , 使得农业环境问题的解决至今仍旧停留在口头上。

2 .3 短浅的目光, 落后的技术导致了农业环境问题  苏北

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不少地方为了尽快改变当地贫穷落

后的面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只追求经济效益, 不顾及生态

效益, 短视的目光 , 短期的行为给农业生产环境造成危害。

同时, 落后的农业技术也给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带来困难 ,

虽然苏北地区在技术培训和推广上下了很大功夫 , 但仍然不

能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需求, 行之有效的种植技术难以推

广, 农民仍用传统的方式耕种 , 导致农业环境问题日趋严峻。

3  解决苏北地区农业环境问题的途径

农业环境问题的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必须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和对策, 才能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环境。

3 .1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环保意识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

问题, 必须使广大的农民群众树立起环保意识 , 因此要充分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 广泛深入地开展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

的农业环境保护宣传活动, 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自觉主动

地加入到农业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从我做起 , 改变生产、生

活习惯, 并能与不良行为作斗争。同时把农业环境带来的问

题、农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改善农业环境手段的方法等内

容列入农业中专、夜大、职业学校及党校的教学中, 并开展在

职教育和岗前培训, 提高环保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把提

高全民环境意识和培养环保专业人才结合起来。

3 .2 加强废膜管理, 防止废膜污染  关于农用塑料废膜的

处理问题, 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整治技术 , 因此只能通过强化

管理的手段来减少废膜的遗弃。如: 通过宣传废膜残留在土

地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以减少农民的任意丢弃废膜的行为

习惯; 通过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特别是基层农业技术干

部, 进村指导农民回收破旧废膜, 以防破废地膜在土壤中累

积; 通过建立废膜收购机构, 适当提高收购价格, 促进破废地

膜的回收。同时应积极开展可分解地膜的生产技术, 从根本

上解决塑料废旧地膜产生的农业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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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科学施肥用药, 推广综合防治  由于不合理的施肥方

法, 化肥、农药施用过后, 大部分残留物进入土壤中, 又随雨

水或灌溉水进入水体中, 造成化肥、农药的大量流失。随着

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今后要逐步推广土壤诊断和植物

营养诊断技术, 发展平衡施肥和配方施肥技术 , 改善用肥结

构, 推广使用复合肥, 以改变目前氮、磷、钾比例失调的局面。

通过化学、生物和物理措施, 综合防治作物病虫害, 以减少农

药的使用量, 同时积极开发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 防止农药对农、畜产品的污染。

3 .4 发展生态农业, 建设无公害农产品基地  发展生态农

业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

要举措, 通过推广猪- 沼 - 菜、猪- 沼 - 果、猪- 沼 - 粮等生

态农业技术模式, 组织各地开展生物链生态农业建设, 并将

沼气池建设与乡村厕所、猪圈、厨房、院落的改造结合起来 ,

使农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解决的脏、乱、差等生活环境状况

得到改善, 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改善农业生态环

境; 通过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 将秸秆制成草帘、饲料或作

沼气原料之用, 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危害 ; 积极建立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发展绿色食品, 利用实力雄厚、辐射带

动强的龙头企业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3 .5 制定排污标准, 减少乡镇企业排放污染  针对乡镇企

业是目前苏北农村最大污染源的状况, 建立乡镇企业工业环

境管理体系, 加强规划, 合理布局, 结合小城镇建设及乡镇工

业园区规划, 将乡镇企业相对集中, 便于污染的集中控制; 同

时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 , 促进乡镇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 推

进清洁生产工艺流程 , 改革能源结构 , 多用无污染能源( 如太

阳能、风能、水能) 和低污染能源( 如天然气) , 对燃料进行预

处理( 如煤炭燃烧前先脱硫) 等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 使用除尘

消烟技术、冷凝技术、液体吸收技术、回收技术等消除废气中

的部分污染物; 要求新项目上马时必须进行农业环境影响评

估, 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向乡镇企业发放排放污染物许

可证, 促进乡镇企业在排污项目上投资 , 以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 保护农业生产环境。

农业环境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 农业环境保护直

接关系到动植物的安全、人类的健康、农产品的质量及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因

此保护好农业环境, 不仅对农业、农村、农民至关重要, 而且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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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限制。用于投入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

不同行业差别很大。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 受比较利益

驱动 , 劳动力和生产要素都向非农产业转移 , 农户不愿在农

用地上投入, 造成土地的生产潜力得不到真正发挥, 作物实

际产量低于其能够达到的产量水平 , 从而导致该地区收集

得到的土地投入、产出数据偏低。这时, 通过实地调查得到

的数据不能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下所能发掘农用地生产

潜力的能力[ 3] 。因此 , 实际操作过程中, 调查点的选择一定

要注意选择正常投入和管理的地块 , 以获取代表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能够达到的作物产量。

2 .4  因地制宜地选择各指标及参数  在光温( 气候) 生产

潜力指数选择上 , 应根据分等区内实际自然状况选择相应

指数 , 对于气候、地形变化较大的山区县( 市) , 采用2 个以

上光温( 气候) 生产潜力指数 , 或可根据所处的海拔和纬度

进行插值计算 , 或采用邻近相似县海拔相近区域的相应值。

在分等因素指标区选择时应根据所在省份实际状况选

择相应的指标区、评价因素及其权重 , 并且在同一指标区内

使用同一套评价因素。广东省的做法是 : 根据试点经验和

实际情况, 在反复征求国家及省内专家意见和进行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 分不同地貌类型区 ,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斐

法确定采用剖面构型、表层质地、有机质含量、pH 值、灌溉

保证率、土壤排水、地下水位、田面坡度、耕作层厚度、有效

土层厚度10 个评价因子作为广东省农用地的分等因素, 所

有的指标区采用同样的分等因素 , 不再区分平原耕地和坡

耕地 , 只是不同的指标区根据分等因素影响的程度, 其权重

有所不同[ 4] 。

2 .5  做好农用地分等的宣传工作  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及

分等工作领导组在开展工作前应事先对农用地分等工作的

重要性在基层干部及广大农村中宣传以取得广泛的理解与

支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要广泛征求当地农民群众的意

见, 农民对所种田块有最直接的了解。同时 , 地方有关部门

要与分等技术组做好协调与合作, 在保证地方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基础上, 科学、客观地做好分等工作。

3  结论

影响农用地分等结果的因素是综合性的 , 贯穿于整个

分等过程之中。为使分等结果科学、客观、现实, 除了有一

套科学的分等方法外还要在客观资料上达到分等要求, 并

且有一套相应的制度保证。目前农用地分等还存在很多问

题,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并且总结经验使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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