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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探析
徐道楠

永善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云南 昭通 657300

【摘 要】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成分复杂、监测和治理难度较大等特点，在此主要介绍

了城市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以及对产生污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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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业面源污染情况

1.1.化肥使用及污染情况

农业生产离不开化肥，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可促

进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增进品质，但化肥使用后绝大

部分被作物吸收，其余流失到水土环境中。长期大量使

用化肥，施肥结构不科学，施肥方法不当，或施用不合

格化肥、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生活垃圾、污泥等，

大量化肥、污染物进入农田水土环境，超过农田环境自

然容量，造成水土污染。农业生产者滥用化肥，无疑加

大了农业面源污染。

1.2.农药使用及污染情况

科学合理地施用农药，可控制、防除作物病、虫、

草、鼠害的发生，保障农作物健壮生长。若用药不当，

过量、过频或使用“三高”“三致”农药，将对环境造

成严重污染。

1.3.秸秆产生量及污染情况

秸秆产生量增加，但每年依然还有大量秸秆随意丢

弃或直接焚烧，秸秆焚烧产生的烟尘对农业环境产生一

定程度的污染。

1.4.地膜使用及残留污染情况

残存土壤中的塑料薄膜产生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

对水体、土壤环境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

1.5.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污染情况

农药使用后的玻璃瓶、塑料袋等包装物，化肥、种

子、种苗包装袋等废弃物被随意丢弃。农业投入品包装

废弃物，除部分被回收外，其余被随意丢弃，加剧了农

业生产环境的污染。

2.其他面源污染情况

2.1.畜禽养殖粪便污染情况

部分养殖场和农村散养户没有污水粪便的处理设

备设施和相关处理技术，在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

便直接排放，造成周边环境污染。水产养殖中的鱼类粪

便、鱼饲料沉淀、撒施肥料及药物造成水域污染较为常

见。

2.2.农村居民生活污染情况

农村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有的村还没有建

设垃圾处理厂，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逐年递增的垃圾和

污水加剧了沟渠、河流、地下水的污染进程。

3.污染严重原因分析

3.1.环境意识淡薄

一是农业环境保护没有引起广大基层干部的重视；

二是农民素质普遍不高，滥用化肥、农药及农业投入品

废弃物乱扔，垃圾乱放，养殖户畜禽粪便随意乱排等陋

习还不同程度存在。

3.2.防治机制不力

一是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技术指导、使用管理

及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但部门之间协调不力；二是各级政府虽然把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但是没有建立相

应的监管及惩防体系。

3.3.资金投入不足

部分养殖业主只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对环境污染

和环境保护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居住结构分散无序，使

得建设环保设施的难度和投入成本较大，地方财力有限，

环保设施建设落后。

4.治理对策

4.1.深化认识，广泛宣传，大力开展对农民科学技术培

训

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互联网、明白纸

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宣传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性及

防治的重要意义，让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农业环境保护

中来，开展“田间地头随手捡”活动。其次，农业技术

部门要大力开展科学技术培训，宣传科学配方施肥、病

虫综合防治技术，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等，切实帮助农民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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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完善机制，强化监管

一是构建和完善农业环境安全的评估体系，畜禽、

水产管理部门应建立养殖业环评监测体系，加强对养殖

企业的归档和登记管理，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有效实

施生产各环节的监控；二是农产品监管部门应建立完善

安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适时开展农产品检测，建立

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大力推进“三品一标”的认证工作；

四是行政执法部门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建立统一的生

产、销售、使用档案资料，有效实施农业生产全过程的

管理监控，严厉打击销售、使用违禁药物现象。

4.3.依靠科技，全面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推进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

沃土工程等新技术和新成果的应用，实现主要农作物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目标。二是大力推进农药减量增效工作，

以农作物防灾减灾工作为重点，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和

统防统治，提升科学防控水平，实现病虫综合治理、农

药减量控害，不断提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控能力

和绿色防控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

境安全。三是开发利用秸秆综合技术成果，减少秸秆的

焚烧和随意丢弃带来的污染。近年来，城市通过秸秆“肥

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四化手段，极大地提

高了秸秆综合利用率。

4.4.畜禽养殖粪便污染的治理对策

一是加快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循环利用模式推广及

设施建设扶持力度。大力推广“畜—沼—肥—粮”的种

养循环模式，扶持有条件的畜禽养殖小区(场)，发展畜

牧种养循环，通过配套建设粪污贮存池、粪污输送管网

推广种养循环模式，发展绿色、有机农业，促进畜禽养

殖粪污资源化利用。二是鼓励已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进

一步完善治污设施的配备和利用，帮助新建或拟建畜禽

规模养殖场合理规划和建设治污设施，并督促其合理利

用治污设施，不断提高治污设施配备率和治污设施的利

用率。

4.5.水产养殖污染的治理对策

实施水产品无公害健康生态养殖，建立健全水产养

殖全程管控机制，水产养殖水体达标排放机制，确保市

内水产养殖水域水体达到《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标准》

排放。

4.6.农村生活污染的治理对策

一是加强村镇建设统一规划。特别是在新农村规划

过程中要强化功能分区，对新建的房屋在选址布局上要

综合考虑，以便集中配套相应的污水和废弃物的处理设

施。二是搞好农村养殖业的布局规划，规划禁养限养区，

同时考虑环境的容纳度、土壤的净化能力来防治养殖业

造成的污染。

4.7.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

一是将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列入年度

项目考核验收的重要内容，实行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

与农业扶持政策挂钩制度。二是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纳入各级党委绩效目标考核管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5.结束语

在农业面源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在控制和治

理农业面源污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加深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治理方面研究、着力实施

和推广生态环保的农业工程（技术）、提高农民教育程

度和农业环保意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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