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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土壤，土壤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要资源，当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可以替代土地自然资
源，保障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不合理利用和工业生产对土壤造成的污染
对社会经济与农业产业的影响开始逐渐体现，不仅影响经济产业
发展，还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

一、农用地土壤污染原因
（一）固体废弃物污染
城市垃圾和工业生产污染是导致土壤出现固体污染的常见原

因。很多没有进行处理过的工业污染物在土地上堆积，在遇到雨
水的时候，其中的重金属物质就会深入土壤中，并释放其中的成
分，对土壤造成污染。常见的工业生产污染物多来自有色金属的
矿采和冶炼，石油的开采和加工，还有各种化工、机械加工生产
等。

（二）农业生产污染
农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主要指的是农药、化肥、农膜以

及畜禽的养殖。农业生产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化肥和农药的
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出现板结、酸化的现象，使土壤中的微生
物、细菌活力下降，破坏了土壤生态环境的平衡等，就会对土壤
的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另外，没有被农作物吸收完的化肥也会随
着排水及雨水扩散到土壤的周围环境中，让土壤受污染的面积进
一步扩大，农药过量且长期使用，会导致农药不断在土壤中的累
积现象，提高了对土壤污染的程度。降雨会让农药残留深入土
壤，对土壤中的有益生物造成严重影响，随着生物循环对人体的
健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三）生活污染
生活污水如果未经处理就直接用于农用地的灌溉，就会让

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进入土壤中，对土壤造成一定程度度影
响，另外，生活垃圾中经常出现不同种类的固体垃圾，其中包含
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不仅有病原菌，有一些甚至还具有难自然降
解性，这种垃圾一旦被进入农田之中，通过雨水的引导就会将有
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对土质与土壤结构进行破坏，让土壤中的
微生物受到伤害，破坏土壤平衡，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情
况，始植物无法正常健康生长。

二、农用地土壤污染特征
（一）隐蔽性
通过对土壤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土壤污染拥有隐蔽

性，农用地的土壤污染很难被直观发现。土壤污染与空气和水污
染相比更难被研究和评价，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的初期很难通过气
味与其他感官直接判断土壤是否被污染，在长期的蓄积之后，当
污染物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以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对土壤进行
化学分析，确定其中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

（二）累积性
生态环境之中的能量是不断交替变更的，很多重金属与多环

芳烃的污染是不可逆的，会留存在环境之中，污染物不断产生和
蓄积就会让土壤之中有毒有害物质浓度变得更高，污染的面积也
会变得更大，最终超过了土壤具备的环境承载力，土壤没有办法
进行自行修复，一定时间累积后就形成土壤污染，对生物的健康
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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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用地是我国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基础，保持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进行研究

和治理与修复不仅可以使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农用地土壤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我们一定要肩负防治农用地

土壤污染的责任，对于治理与修复工作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不断推动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措施，让农用地发挥安全有效的作用，增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

治与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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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用地土壤污染防范对策
（一）严格对农用地土壤实行分类管理
生态环境部已经根据农用地土壤的环境质量进行类别的划

分，并公布了导则指南。根据污染的程度将农用地划分为三个类
别，对完全没有污染和轻微污染地块实行优先保护，轻度污染与
中度污染的地块通过集成各种农艺措施实现安全利用，重度污染
区域采取严格管控措施。

（二）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有效检测
要想进行有效的治理修复工作，我们就要根据土壤的实际

情况设计治理修复方案，对于污染严重和农产品质量超标的区
域，我们要对受污染的耕地进行修复，使其可以被安全使用。对
于可以进行安全种植的地块，我们要根据该区域主要生产的农产
品与种植的农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种植设计，利用交替种植的方
式对农作物的种植进行科学控制，防止农产品质量超标的情况的
出现。对于需要严格管控的地块，我们一定要清晰划定禁止种植
食用农产品的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风险管控的措施和方案，
防止可食用性的农作物在此区域种植。对于污染比较严重的农用
地，我们可以开展退耕还林、还草、休耕工作，根据用地属性使
用科学合适的种植计划对地块进行修复。

（三）减少生活污染和生产污染
我们要根据城市管理的执法体制与改革要求提升综合执法的

力度。建立各层级的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各组织之间的交流，利
用垃圾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的方式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
资源化，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体现绿色、开放和循环的绿色发展
理念。我们要在各村、社之间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使农村的生
活垃圾可以被有效科学治理，对不规范的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治和
处理，印发垃圾堆放点的排查与整治计划，根据计划进行相应的
垃圾处理整治工作。强化铅蓄电池、汞电池、镍镉电池和温度计
等含重金属废物的处理和相关知识的普及，使它们可以被安全绿
色处理，尽量杜绝过度包装的情况出现，严谨管控农产品环境标
志的使用，提升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防治与修复工作的有效性，让
农产品的经济效益获得提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做好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防治与修复工作不仅可以

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还可以建设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对国家与
群众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建设农用地土壤保
护和污染防治与修复的长效机制，切实改变土壤环境，让我国的
农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工作过程中，我们要使用法治的观
念制定相关制度并严谨实施，通过统筹人力、财力和物力保障建
设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让合作治理成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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