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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年天水市农村环境卫生调查分析 

王顺琴 

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天水  741000 

【摘  要】目的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农村环境卫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调查天水市农村环境卫生状况，为扎实推进我市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提供依据和支持。方法  2017-2022 年在我市武山县、秦安县、甘谷县 3 个监测县随机抽取 5 个乡镇（不含城关镇），每个乡镇抽取 4 个行政村作为监测

点，每个行政村抽取 10 户家庭作为监测户，开展农村环境卫生调查。结果 我市三个县区道路全部硬化和部分硬化达到 97.78% 部分农村居民使用农药时防护不到

位，防病意识等方面仍较为薄弱，慢性病的发病呈增长趋势，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结论  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环境保护

和防病意识。大力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环保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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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环境卫生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环境脏乱差直接影响农民生活质量[1]。通过连续开展农村环境

卫生监测工作，了解天水市农村环境卫生现状，为扎实推进我市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提供依据和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我市武山县、秦安县、甘谷县 3 个监测县随机抽取 5 个乡镇（不

含城关镇），每个乡镇抽取 4 个行政村作为监测点，每个行政村抽取 10

户家庭作为监测户。每个乡镇选择初中、小学各 1 所进行学校卫生状况

监测。监测县、乡镇、村、农户的选择严格遵循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

行，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1.2 方法 

项目县于每年 7-8 月开展监测工作，并于 8 月 30 日前送检土壤样品。

调查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等方式方法获得相关数据信

息，填写统一调查表格。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录入，应用 Excel

和 SPSS 21.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调查结果 

2.1 基本情况 随机抽取三个县的 60 个行政村经济来源调查，主要以

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为主。种植业 170 户，占 47.22%，养殖业 3 户，

占 0.83%，外出务工 181 户，占 50.28%，其它 5 户，占 1.39%。道路状况

调查，道路硬化 238 个行政村，占 66.11%；部分硬化 114 个行政村，占

31.67%；未硬化 8 个行政村，占 2.22%。2017 年至 2022 年道路硬化的行

政村从 23 个逐年增至 47 个，增长 60.89 率%，部分硬化由 35 个行政村

村逐年下降至 12 个行政村，下降率 65.71%，未硬化的行政村即将达到清

零。项目县全村有公用垃圾桶的是 329 个村，垃圾桶的总数是 2286 个，

无公用垃圾桶的是 31 个行政村。村里配备公用垃圾桶由 2017 年的 41 个

行政村逐年增加至 2021 年全覆盖，垃圾桶的总数由 2017 年的 187 个增加

至 2022 年的 504 个，无垃圾桶的行政村数量相应的逐年减少，在 2021

年无垃圾桶的行政村清零，所有行政村均配备有公用垃圾桶。 

2.2 全村厕所情况调查  卫生户厕由 2017 年的 331 户逐年增加，至

2022 年达到 6432 户，非卫生户厕由 14277 户减少至 12355 户，无户厕清

零，全村公厕由 2017 年的 0 座逐年增加至 2022 年的 57 座。全村卫生户

厕调查情况，三格式卫生户厕 7855 户，占卫生户厕的 44.04%；双瓮式的

1692 户，占卫生户厕的 9.50%；沼气池式的 2243 户，占卫生户厕的 12.57%；

粪尿分集 615 户，占卫生户厕的 3.45%；双坑交替 877 户，占卫生户厕的

4.92%，完整下水道 225 户，占卫生户厕的 1.26%，其他类型 4241 户，占

卫生户厕的 23.78%. 

2.3 全村生活垃圾收集和生活污水排放调查情况  生活垃圾收集方式

定点堆放 259 个行政村，占 71.94%；随意堆放 35 个行政村，占 9.72%；

统一收集 66 个行政村。占 18.33%；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的占 83.06%，焚

烧处理的占 10.83%，高温堆肥的占 1.11%，再利用的占 0.56%，不处理的

占 2.50%，集中转运的占 1.94%.垃圾回收再利用和集中转运是从 2022 年

开始的。污水随意排放占 43.89%，明沟排放 45.56%，暗沟排放 7.78%，

管道排放 2.78%。全村生活污水排放地点调查：河流占 37.78%，坑塘占

46.94%，农田占 9.17%，处理厂占 3.06%，随意排放占 3.89%。2.4 村内

环境卫生管理调查情况：村内设有的专职保洁人员从 2017 年的 12 名工

作人员逐年增长，至 2020 年增至 327 人，2022 年有所下降至 108 人，兼

职保洁员逐年递减；有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的村是 258 个，占 71.67%，无

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的村是 102 个，占 28.33%；开展相关宣传教育的村 247

个，占 68.61%，未开展相关宣传教育的村是 113 个，占 31.39%。全村病

媒生物控制调查情况：2017 年未组织开展灭鼠、灭蝇、灭蚊和灭蟑螂工

作，此后每年均组织开展了“四灭”活动，开展了灭鼠工作的行政村占

10%，开展了灭蝇工作的行政村占 26.11%，开展了灭蚊工作的行政村占

28.33%，开展了灭蟑螂工作的行政村占 4.44%。 

2.5 村内土壤蛔虫卵检测结果调查情况：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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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618 - 2008）[1] 的要求，我市土壤 PH 值采用电位法测定，结果在

5.94-8.48 之间。村内土壤蛔虫卵检测结果可见活卵的检出率在 0-25%之

间波动。土壤重金属检测铅、铬、镉、汞、砷的检测结果均符合农用土

壤的要求。 

2.6 农户饮用水类型调查：饮用沟、河水的农户占 0.39%，饮用井水

的农户占 8.08%，饮用水窖水的农户占 7.08%，饮用泉水的农户占 3.58%，

饮用集中式供水的农户占 80.78%。农户家庭饮用水习惯调查：2017 年喝

生水的农户 81 户，2022 年喝生水的农户 22 户。农户饭前便后洗手习惯

调查：2022 年饭前洗手、便后洗手和饭前便后都洗较 2017 年都有成倍的

增加，都不洗和不一定洗较 2017 年有显著下降，饭前洗手占 11.39%，便

后洗手占 9.67%，都洗占 43.64%，都不洗占 4.86%，不一定占 30.44%. 

2.7 农户农药使用防护调查：头戴防护用品从 2017 年 151 户逐年增

至 2022 年 401 户，穿长袖衣裤由 2017 年的 103 户增长至 2022 年 283 户，

带乳胶手套或穿胶鞋由 2017 年 150 户增至 2022 年 342 户，不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的由 2017 年的 255 户递减至 2022 年 43 户。将农药储存在杂物内

的 1241 户，占 37.57%，储存在床下的 8 户，占 0.24%，储存在上锁的隐

蔽处的 338 户，占 10.08%，随意堆放的 58 户，占 1.76%，现用现买不存

放的 1663 户，占 50.35%。田边或垃圾堆旁 2595 户，占 78.56%，卖掉 24

户，占 0.73%。埋地下 639 户，19.35%，焚烧 45 户，占 1.36%。 

2.8 农户患病人数调查情况：经调查农户患病依据患病人数依次是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详见表 1. 

表 1  2017 年-2022 年 600 户农户患病人数调查表 

年份 高血压（人） 糖尿病（人） 冠心病（人） 脑卒中（人） 恶性肿瘤（人） 其他（人） 

2017 181 24 18 9 4 64 

2018 201 25 20 9 1 98 

2019 238 33 19 4 2 94 

2020 249 28 12 2 2 54 

2021 266 47 17 1 8 52 

2022 174 32 37 9 4 32 

合计 1309（63.24%） 189（9.13%） 123（5.94%） 34（1.64%） 21（1.01%） 394（19.03%）

3 讨论 

农村环境卫生的质量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2]，垃圾填埋是我市

解决生活垃圾的最主要的方法，它的最大优势是处理成本相对较低，同

时填埋技术也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最主要的是恶臭、排放甲烷

气体和垃圾渗滤液的问题，如果防渗措施做得不好，或者是垃圾渗滤液

出来后，治理不好，就会对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产生严重的污染，带

来严重环境的问题。因此，只要严格的按照环境保护的标准和规范要求，

哪种垃圾处理方式都是可取的。 

在农村，公路属于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纽带和关键性因素，可以促

进农民增收，实现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规划，我市三个县区道路全

部硬化和部分硬化达到 97.78%，有望在近年内达到硬化全覆盖，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开展农村改厕工作，可以减少粪便对周

围环境的污染，进而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村居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3] 

垃圾污染是环境污染中较为严重的一部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

民生改善，事关环境保护，通过设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可以有效消除

村内乱丢乱扔的现象，改善村内环境面貌。另外，垃圾分类的实行有助

于再生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帮助减轻环境污染，因此，大力宣传垃圾分

类知识，倡导环保行为，有效减少垃圾对土地资源的消耗，减少疾病的

发生和流行。 

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中毒会给农产品和劳动者带来很大的伤

害，导致劳动者农药中毒的相关因素很多，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民文化水

平限制，对农药使用的相关知识认识不足，导致使用农药的方法不正确，

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使用农药之前，如果使用者能够穿戴好防护用

具，就能大大的降低农药中毒的风险。但我市三县的调查结果显示，只

有一部分农民重视防护，很大一部分人群都不使用防毒装置，甚至有少

数农民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因此，要大力进行农药使用的宣传和健康

教育，让使用者了解农药中毒的预防和控制，提高农药使用的安全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慢性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

病率和致残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大量在农村，无人照顾，

一些常见病、小病得不到及时诊治，使得农村慢性病病例的数量和比例

增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成为我市农村地区最为严重的社会

卫生问题，因此应该加大对慢性疾病预防的宣传，进行常识普及和健康

教育，开展健康讲座，为贫困户提供绿色通道，提高农民健康意识和健

康生活习惯，引导正确饮食和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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