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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主要是指人类在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源通过各
种途径进入到土壤而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受到污染的土壤理
化性质发生改变，致使土壤质量出现明显下降，从而降低了土壤
生产力。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关注，国
家目前高度重视绿色农业发展以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土壤污染
治理与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同等重要。

一、土壤污染类型
（一）金属污染
污染发展是从外向内的过程，如果缺乏监督管理，处罚力度

不足，污染严重，排放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废物、废水、废渣、
废气长期贮存，导致对土壤的严重污染。例如，石油化工产业、
造纸产业等企业，排放铅、汞、锑等重金属。排放后未经过处
理，直接排放如土壤中，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经过食物链的
迁移，最终影响人们的健康。

（二）农药污染
农业生产中会使用各类化肥，为了提高农作物的经济产量和

品质，使用超标准的农业化肥，造成浪费、烧苗，土壤板结。化
学农药过量，土壤中会有残留，影响后续的健康种植，导致农作
物中包含较多的化学成分。对农作物而言造成严重的影响，害虫
在农药的作用下产生耐药性，为了消灭害虫，需要使用更加高浓
度的化学药物，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问题。在长期积累作用下，
生物链可能受到污染。

二、土壤污染治理措施
（一）生态恢复
对土壤污染开展深入治理，重要原因是保证土壤的生态作用

不受到较大的影响，确保其经济效益的平稳上升，于是在对土壤
污染开展治理的过程中，应基于恢复生态的准则来创建。基于这
种形势，对土壤的生态作用进行恢复，要充分协调这种因素对土
壤带来的影响，将这些元素全面利用起来，经过提升整体效益，
使土壤进一步实现生态型。需要借助于农家肥料对土壤的肥力进
行合理改造，借助于农家肥能够很快恢复土壤的相关属性，使其
生态效益获得提升。发展有机绿色农业，保护土壤。

（二）土壤污染治理技术
目前比较常用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主要有固化修复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动电修复技术、热处理技术、冲洗修复技术、萃
取技术以及玻璃化等修复技术。总结技术应用经验，加强技术创
新，并加强有效治理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改善农业环境修
复土壤资源的目的，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资源
保障。

1．治理土壤化学污染技术。在治理土壤的化学污染问题
时，也能够首先分析其化学元素成分以及含量，并根据其化学性
质特点采取相应的利用护着消除措施。同时还应对土壤酸碱度进
行相应的调整，以尽量降低土壤资源受化学元素的影响程度。

2．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技术。在治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
题时，应根据重金属的化学性质特点，利用相应的化学元素与其
进行氧化还原、溶解以及吸收反应，从而实现消除土壤中的重金
属元素的目的。土壤污染修复过程中利用超临界CO2 萃取技术引
入合适的螯合剂与重金属结合，在溶解于超临界CO2 状态中，达
到萃取分离的效果。可以利用改性生物炭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
的特点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3．利用生物技术保护土壤生态系统。目前在土壤污染治理
中广泛的采用了植物以及生物技术来进行防止，其不仅能够对土
壤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同时其技术的安全性也更高，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以植物修复技术为例，其主要利用植
物自身的根系过滤作用、固定作用以及抽提作用等来实现对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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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了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

且也给我国的食品安全带来了严重的风险隐患。除此之外，绿色农业成为我国未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流模式。本文就土壤污染及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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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污染成分的治理消除。
三、农业绿色发展措施
（一）树立绿色农业发展理念
坚持绿色发展道路，与时俱进，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求进行

绿色农产品的生产；树立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增强农民对绿色农
业的认识，引导农民树立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做好农民思想引导
与培训，通过农业知识和绿色环保知识的讲解与宣传，及示范基
地的实际生产演示，转变农民传统绿色农业认知，同时增加农民
教育和培训投资，从思想上指导农民对绿色农业形成正确认知，
积极转变农业发展理念，进行绿色农业（图 1）。

图 1马铃薯规模化机械种植

（二）转变栽培方式
当前，我国的粮食生产已由追求高产向追求优质高效方向

转变，这是降低化肥农药使用的关键举措，粮食生产突出“提产
能、调结构、转方式、增效益”，因地制宜推进种植业结构转型
升级。以栽培方式的转变为抓手，示范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通过建立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
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核心示范区进行辐射带动，积极开展优质
稻米、专用小麦、高效农业等规模化、订单化、标准化种植，示
范稻田养鱼、养虾、养鸭等绿色增效模式，大力推广秸秆全量还
田及机械化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确保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
逐步实现粮油生产由无公害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三）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农民是农业生产中的核心人力要素，其教育程度决定了这一

核心人力要素的生产力水平。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
低。因此，要建立系统的、与绿色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民教育、
培训体系，把农民培养成具有高生产力水平的新型农业从业者。

（四）提高农业科技支撑能力
推动绿色农业发展，科技进步则是其发展的核心因素。绿色

农业长足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科技支撑，吸收先进科技成果。加
强对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优势长处的吸收，探索、创造出一条符
合国情的绿色农业发展技术。完善绿色农业体系，标准化绿色农
业体系，一手抓才能构建出系统化、标准化的绿色农业生产体系。

四、结束语
总之，绿色农业以“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为

主体，促使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化学农业向主要依靠生物内在
机制的生态农业转变。发展绿色农业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护环
境的需要。当前，我国绿色农业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今后需增
强人们对绿色农业的认识、重视土壤污染减控农药化肥使用、强
化科技支撑和专业人才培养、健全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等，以加
快绿色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