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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以及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成因 ,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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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越来越

凸显出来, 成为21 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 。

所以, 治理农村污染对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 推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现状分析

1 .1 农村工业带来的污染

1 .1 .1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了搞活农村经济, 脱贫致富,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由于这

些企业大多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缺乏环保处理设施 , 排放的

污水和废气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 致使水资源遭受严重污

染, 发生人畜、农业用水危机, 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同时空气

受到污染, 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2007

年) 的数据,2007 年, 工业废水排放量246 .6 亿t , 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2 140 .0 万t , 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分别为771 .1 和

698 .7 万t ,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 .6 亿t 。目前, 我国乡

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占工业污

染物排放总量的50 % 以上 , 同时由于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

环境治理设备不齐全, 再加上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等原

因, 导致乡镇企业污染物的处理率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的平

均处理率,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 2] 。

1 .1 .2 城市企业转移到农村。据《燕赵晚报》2009 年2 月16

日报道,“今明两年, 省会将投资400 多亿元, 搬迁城区的37

家企业。其中2009 年将搬迁20 家 , 可消减燃煤150 万t , 确

保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二级以上天数达306

d) ;2010 年再搬迁改造17 家企业, 使年燃煤总量降至280 万t

以下, 市区二级空气质量进一步优化( 二级以上天数达310

d) 。可以看出, 随着城市环保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二元化”

城乡环境越来越明显, 城市中许多污染性的企业, 不断从城

市搬到了农村, 加重了农村生态环境的负担, 对农村生态环

境造成了极大危害。

1 .2  养殖业带来的环境污染 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造成的

环境污染, 是造成畜牧业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据测定,1

只鸡日排粪约0 .1 kg , 一个饲养10 万只鸡的养鸡场, 每天产

鸡粪便可达10 t , 年产鸡粪达3 600 t 。1 头猪的日排泄粪尿按

6 kg 计, 则1 个千头猪场日排泄粪尿达6 t , 年排泄粪尿达

2 500 t 。根据2004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 年中国畜禽粪便

产生总量约为29 亿 t , 而同期中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0

亿t , 畜禽粪便产生量是工业固体废物的 2 .9 倍。如果这些

畜禽粪便随意堆放, 不做妥善处理, 势必对空气、土壤和水质

造成污染。

大量冲洗禽畜舍的污水是造成水质的主要污染源。据

测定, 采用水冲式清粪便,1 头猪日污水排放量约为30 kg ,

1 000 头猪污水达30 t , 年排污水达1 万t 。这种水不经处理排

入水库或湖泊中, 将导致水中的生物特别是藻类大量繁殖 ,

影响水产业的发展; 流入土壤, 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 并且通

过渗透影响地下水, 从而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1 .3 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

1 .3.1 化肥的大量使用。根据表1 的数据, 可以得出单位有

效耕地面积使用化肥量:1980 、1990 、2000、2005 年分别为:28 、

55 、77 、86 t/ km2 ,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

造成危害而设置的每平方千米22 .5 t 的安全上限, 并且还存

在使用结构不合理, 利用率低, 流失率高等问题。据统计, 我

国化肥的利用率一般只有30 % ～40 % , 其余60 % ～70 % 进入

生态环境, 造成土壤有机质降低、土壤理化性状变劣、肥力下

降, 同时还造成水体污染 , 使水体富营养化, 导致水体中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的数量增多, 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表1 我国耕地使用化肥的情况[3]

Table 1 Thesituation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in Chinese cultivated land

年份Year 1980 1990 2000 2005

有效耕地面积∥万hm2 4 488 .8 4 740 .3 5 382 .0 5 502 .9

Effective cultivated land

化肥使用量∥万t 1 269 .4 2 590 .3 4 146 .4 4 766 .2

Fertilizer amount

1 .3.2 农药的大量使用。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 防治病虫

害, 农药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据统计, 我国农药的年使用

量在130 万t 以上, 其中只有1/ 3 被有效利用, 大部分进入了

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 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并严重威胁

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较低的农药产品合格率也为环境污染埋下隐患。根据

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沈阳) 2004 年的调查 , 在生产企

业农药产品合格率达到85 % 以上 , 但是在市场和用户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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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合格率不到45 % 。2004 年国家工商总局组织辽宁地

区市场抽查, 共抽到38 个经销单位的60 个产品 , 完成检验的

56 个产品中, 合格的只有19 个 , 合格率仅有33 .9 % 。这些不

合格的农药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还会导致

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1 .3 .3 农用地膜的大量使用。在农村被广泛使用的温室大

棚和地膜对作物生长有促进作用 , 但大量不可降解塑料残膜

却会阻碍作物生长, 并对土壤产生破坏作用。我国农用地膜

的使用量和覆盖面积均居世界首位 , 统计显示,2003 年地膜

用量超过60 万t , 发达地区的使用量更大。这些农用地膜质

薄、易破, 基本属于一次性的生产资料 , 加之薄膜本身无法自

然降解, 随处可见废弃的农用地膜滞留田间, 造成土壤污染。

据对有关省区的调查发现, 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 .8

kg/ hm2 , 其中最高的达268 .5 kg/ hm2 , 地膜污染的直接经济损

失在1 500 万元以上。

1 .3 .4 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从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

角度来看, 由于农业生产以后, 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会随着产

品的产出而减少, 所以, 土壤中有机质的补充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收割农作物后的秸秆, 许多农民采取了焚烧的方式。

2007 年5 月至6 月国家卫星遥感监测数据表明 , 我国主要农

区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焚烧秸秆火点数分别为

280、1 013 、357、592 和577 个。这些秸秆的燃料, 使得秸秆不

能还田, 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充 , 同时还造成了大气污染, 影

响人体健康。

1 .4 农村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污染  从表2 可以看出, 农村

的主要污染源为生活垃圾。我国农村每天约有1 .2 亿t 的生

活垃圾产生 , 这些生活垃圾 , 已从过去易自然腐烂的蔬菜残

叶、瓜皮等, 发展到现在的塑料袋、快餐盒、废旧电池等与腐

败物质的混合体, 这些生活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没有统

一的堆放点, 导致垃圾无序堆放 , 脏乱差现象严重, 同时受传

统生活方式的影响, 厕所仍然采取非封闭状态 , 污染环境, 传

播疾病 , 这些势必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表2 调查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4]

Table 2 Mainpollutionsource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ininvestigated village

矿山污染

Mine pollution

工业污染

Industrial pollution

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

化肥、农药污染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pollution

其他

Other

村数∥个Village number     6     35     53      10     3

比例∥%Proportion 5 .61 32 .71 49 .53 9 .35 2.80

2  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分析

2 .1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直

接导致农民及农村干部环保观念淡薄; 农民小农意识较强 ,

缺乏公众环保意识, 注重即时利益, 进行了大量“涸泽而渔 ,

杀鸡取卵”的掠夺性开发; 农村干部和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淡

薄, 农村法制教育与宣传缺失, 农村干部往往以政策的原则

性、实践性、灵活性代替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稳定

性; 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 , 农民由于贫困只能依靠对自然

资源的过度摄取维持生计, 由此造成从相对贫困到农村环境

恶化的恶性循环。

2 .2  农村环保法治缺位  我国现有的环境立法主要针对城

市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 基本没有考虑农村特殊的环境污染

状况, 因此无法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这是造成我国农村环

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其次, 环境执法不到位, 相关管理制度

形同虚设。一方面 , 农村环境执法常常不被人重视, 往往以

“经济建设”被领导叫停 ; 另一方面, 各级环保部门在环境执

法中, 多数都是以事后处罚为主, 预防环境污染并没有被重

视。所以, 地方各级环境执法部门对污染行为听之任之, 放

任自流的做法加剧了我国农村的环境污染。

3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应对策

3 .1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加强对农

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是根治农业农村环境的前提。加强

农村地区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 一是增强基层领导的环

境保护意识。农村干部要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要

性,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不以牺牲环境、危

害居民健康为代价来获取短期的、暂时的经济利益。二是要

抓好对乡村居民的环境教育。大力向群众宣传环境科学知

识、环保法、树立环境道德观, 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培养良

好的生活消费习惯, 创造良好的环保氛围; 倡导购买无污染、

无公害的绿色生活消费品, 选购减量包装的商品, 促使生活

垃圾实施减量、无害和资源化; 动员家庭成员净化、绿化、美

化居住环境, 将美化居住环境与保护环境结合起来[ 5] 。深入

开展农业环境保护教育 , 提高全民农业环境保护意识, 鼓励

他们实施农业生产中生态保护的新技术、新方法, 鼓励农民

生产生态绿色环保产品 , 做好环保品牌 , 让农民从保护生态

环境中获得实惠, 使他们主动参与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行

动中来。

3 .2 加强环保管理, 把农村环保纳入法治化轨道  环境立

法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 是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

前提。当前我们应该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生态保护法律、法

规, 建立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纳入到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要建议尽快制定《农村

环境保护法》, 作为国家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规。

在执法的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 不以牺牲环境和身体健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同时 , 环

保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 各个执法机关必须严格遵照我国法

律的要求,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执法过程

中切不可将目光落到某一点或某一个阶段上, 而应该实行全

程监管, 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程监督”。还应该

改变现在的环境执法模式, 变“重事后管理”为“重事前预

防”, 减少环保成本, 实现环境保护[ 6] 。

重视对农村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农村领导

干部的考核标准应当加入环保考核的内容, 应当包括空气质

量、饮用水质量、环保投资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数量

等要素。这种领导考核方式能够使农村领导从单纯的抓经

济发展转变到重视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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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进行农村土地的整合, 划分不同的区域  推动土地整

合是维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要对农村进行整体的

长远规划, 建立四大区域: 农民住宅区、乡镇工业园区、养殖

业区域以及农田保护区[ 7] 。

农民住宅要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设置固定的垃圾堆

放处, 并在工业园区建立垃圾处理厂。同时结合各村实际进

行景观多样性的建设, 保护农村的自然生态景观, 使农村生

态环境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乡镇企业要向工业园集中 , 远离农民居住区, 并根治工

业“三废”污染。为了解决工业“三废”对农业农村环境污染 ,

首先要对现有“三废”污染源的厂矿企业加强管理, 监督其建

立污染处理设施, 彻底根治“三废”污染源 ; 其次, 对于要兴建

的企业, 环保机构要严把关口, 禁止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兴建 ,

以保护农田保护区和居民生活区以及周边区域的良好环境 ,

维持生态平衡; 再次, 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 , 要依法取缔。例

如, 湖北省在2007 、2008 年环保专项治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 ,

关闭133 家污染小企业, 开工或竣工污水处理项目75 个, 进

一步推进污染减排 , 保护生态环境。

养殖业要向养殖区域集中, 远离工业区和居住区。养殖

场实行统一管理, 建成一个畜禽饲养、粪便无害化处理等综

合利用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的养殖场; 首先, 要建立远离水源

和居民区的防渗漏粪便贮存场, 然后充分利用这些粪便。例

如, 可以发酵生产沼气或发电; 可以生产有机肥; 还可以利用

粪便生产鸡或者鱼饲料等。

农业生产要建立农田保护区, 向规模经营集中, 由有农

业专门技术的农业人员来种植, 使有限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利

用。要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 维护生态平衡; 提倡用地

养地的耕用制度, 反对掠夺式经营, 要充分利用畜禽粪便, 把

污染源变成肥料源, 并加大对秸杆的回田利用 , 不断补充土

壤营养; 对土壤要进行定期诊断 , 调整土壤结构, 优化施肥配

方, 改进施肥方法 , 增强土壤肥力。同时 , 要加强对农作物的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并采用药物防治与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

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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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与调查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昆嵛山为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和海洋性气

候, 年平均温度11 .8 ℃, 年降水量800～1 000 mm, 无霜期200

～220 d。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气候温和, 可满足温带各种植

物的生长需要。陡峭的山峰 , 复杂的地形, 形成了许多局部

小气候, 为温带、亚热带树种的定居提供了有利条件[ 1] 。该

地区植物种类繁多, 区系成分复杂, 具有丰富的植物种质资

源。槲栎等都是提取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重要原料植物。

1 .2  调查方法 笔者对昆嵛山植物资源进行全面野外考察

并详细分类 , 对可提取醛糖还原酶抑制剂原料植物19 科33

种进行了整理[ 2] 。

2  调查结果

昆嵛山醛糖还原酶抑制剂原料植物资源调查结果见表

1 。由表1 可知 , 醛糖还原酶抑制剂主要分布在昆嵛山的菊

科、豆科、葡萄科、蔷薇科和蓼科等植物中, 其中以菊科和豆

科含醛糖还原酶抑制剂的植物种类最多。

3  结论

目前, 醛糖还原酶抑制剂主要分布在昆嵛山菊科、豆科、

葡萄科、蔷薇科和蓼科等植物中, 建议对它们进行活性成分

分析[ 5] , 以期筛选到更多可提取酶抑制剂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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