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科技 195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在当前发展过程中，工业、城市方面的污染情况已

经得到了良好管控，但是在农业方面的效果却相对较

差，由于其在整体中的占比数值较大，并且还呈现出了

逐渐加重的趋势，这促使该问题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为让当前的情况得到改变，国家逐渐开始大面积推广、

使用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来控制污染的具体情况。

一、农业面源污染当下态势
（一）污染成因

在农业生产种植的过程中，能够造成生态破坏的因

素种类相对较多，并且还包含了社会因素、技术手段、

经济成本等方面内容。产生该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

农业人口数量过多、土地资源开始紧张化、城市进步速

度的提升，以及大多数知识青年外出务工，促使剩余从

业人员的素质水平较低、缺少环保方面的正确意识，并

且其还需面对生存上的压力，使其在污染控制上产生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过度追求个人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在农村还形成了一些不良风气，这也对污染

控制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阻碍。

（二）污染现状

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产生污染的最基本原因便是

国家并未对选择、使用的肥料、化学药剂数量进行严格

规定，这让过度使用农药、化肥成为当前现代生产中的

关键方式之一。同时，农民使用的药物种类，都严重超

出了国家所规定的标准范围，这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

国家对农村地区的监管较为松懈，使用的力度、措施都

存在不足，这也对管控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在

当前的阶段中，国内农业面源污染涉及的范围、危害程

度不断增加，让水体出现了富营养化的情况，其中溢出

的氮化物也对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甚至危害到了人民

的身体健康。不仅如此，还有牲畜养殖中废弃物质并未

合理解决、随意排放，以及秸秆燃烧都严重危害了空气

质量。

二、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可行性分析

土地是否肥沃的关键标准，便是衡量其中的氮、磷

物质的含量情况，同时其也是对作物生长产生关键影响

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使用现代化种植方式的过程中，让

土地中的营养物质大量流失，其中主要的物质便是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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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元素，其会随着雨水进入到河流内部，因此产生水体

富营养化的问题。在使用有机农业种植技术之后，便可

以在该前提下对土壤中的养分进行良好补充，之后通过

对有机肥料的应用，来改善土地的具体情况，强化生态

系统的整体循环能力，从而增强土地的肥沃程度，并实

现长久使用的目标。在当前的种植工作中，使用次数相

对较多的有机肥料多为禽畜的排泄物，其中不仅存在大

量的微生物，还可以在应用后对其进行大量的繁育，这

有利于改善土地在分解与吸收上的能力。同时，有机肥

料的使用，还能够对无机磷物质进行稳固，然后将其转

变成为有机形式，降低其中的营养流失、环境破坏的风

险系数。

（二）发展的方向

在有机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对污染

情况进行合理控制，并将生态复原作为重要的目标内

容，以此来达到“减少污染源数量、完成污染物质的治

理、实现生态环境复原”的总方向。在农业种植的过程

中想要减少污染源，最重要的便是控制排放总量；污染

物质的治理时，主要是在其进入到环境的经过中开展防

治工作，在该环节内部多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对其

进行拦截，让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不断缩减；生态环境

复原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生态工程修复技术，来对农

业土地资源的功能进行改善、恢复。总结来讲，研究、

开发新型技术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便是从基础上管治面

源污染问题，这不仅能够让农业生产区域逐渐趋于平

衡，还可以促进资源的持续利用。

（三）技术的作用

1.避免污染。农作物成长发育的过程中，难免会使

用一定量的化学药剂，通过该操作不仅可以改善其生长

中的状态，还能将产出的总量、质量进行大幅提升与优

化。将化肥与农药使用在农业工作开展的初期，会产生

非常优秀效果，还可以降低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但

伴随应用时间的不断延长，以及使用的数量逐渐增加，

这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使用

有机技术，不仅能够让污染问题得到良好缓解，还能合

理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

2.提高土壤肥力。在农业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最为

关键的技术手段便是土壤施肥。该技术在现实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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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根据本地的真实环境、资源条件等因素，来因地

制宜地进行，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将土地肥力提升，

还可以减少化肥的用量。

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对策
（一）空间格局优化

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田地是生产工作开展、营养

物质循环、害虫田地滋生的关键区域，还是生态系统内

部的重要组成因素。在高产量目标下的农业生产中，由

于大量的使用化肥与农药，促使其功能性不断退化。经

过专业研究之后发现，该区域中的非作物生长面积连接

程度，直接关系到了田地进入病虫害情况，以及其迁徙

扩散、预防治理的能力水平；农田之间的连接程度直接

影响到了水分的移动状况，方便养分的合理使用，并在

过滤、吸收、沉积的作用下，减少其中携带的污染物质

数量。为达到该效果，农田空间进行布局时，需要先确

保其中空间结构的连接情况，如果内部的景观要素污染

承载程度较大时，便要增加其比例数量，以此来将养分

的空间循环路径进行延长，降低污染产生的风险系数。

例如：在部分的丘陵地区中，禽畜产生的废水由于污染

程度过高，不能直接使用在果园浇灌中，但是通过“养

殖、沼气、养鱼、果树”四位一体的物质循环、能量梯

级利用措施，将营养物质的移动路径延长，降低果园中

的污染负荷程度，并在控制面源污染的前提下，将产生

的经济效益增加。

经过专业研究后发现，在农业种植田地中开辟出林

地，便可以让其中益鸟的总量增加，降低其中存在的害

虫数量，强化面源污染的控制能力。在旱地的情况下，

种植人员可根据挖塘存水的措施，来建立良好的水环

境，之后通过生态湿地的建立，来让蛙类数量提升，减

少化学药剂的使用。湿地在农业种植中还可以实现回灌

的效果，让养分能被循环利用，降低生产中对环境造成

的破坏。为能合理控制面源污染的情况，在生产布局的

过程中，还可以将景观要素的结构异质性提升，并建立

出水陆生态、林地农田等多种类型交互的共存方式，强

化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程度。

（二）强化生态功能

种植人员通过使用景观要素生态功能增强的措施，

可以将农田内部生态格局、景观的耦合效果展现出来。

经过专业的研究发现，非作物在田地中占据面积的增

加，会让病虫害出现的概率大幅提升；非作物占据生存

面积、异质化的比例越高，系统内部的天敌数量便会增

加，以此来抑制干扰因素的增长。在国际生物防治组织

中，种植区域中非作物面积要占据整体的 5.1%，在其达

到 15.3%时，可以对其中的天敌进行科学控制。由此能

够了解到，在对作物正常栽种不产生干扰的情况下，要

将其中的非作物占据面积尽可能增加，提高其中的异质

化。天敌主要存在于非作物生长的范围内，提高其总体

数量能大幅降低化学药剂的使用。同时，非农作物生长

的环境范围内，尤其是缓冲带的存在位置、布局情况会

直接影响到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从地形的角度进行

分析，缓冲带多数存在于下坡位置，多与径流的方向互

相垂直，如果是坡度较长的区域，便可以沿着等高线，

来增加安设缓冲带，减少水流产生的能量，特别是环境

较为敏感的区域，并且这时还要将缓冲带的宽度提高。

部分国外的学者认为河岸缓冲带的宽度情况，对污染物

质去除、水质优化产生了关键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植

被缓冲带最小宽度数值。例如：湖泊河流种植区域附近

使用狗牙根草作为缓冲带内部的植物，来降低种植区域

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在缓冲带的宽度在 1.6m时，

种植区域与缓冲带面积的占比要是 100 ∶ 11，其对氮、

磷元素的拦截效果达到了 56%、85%。景观要素的科学

使用，不仅能够对生态环境进行合理改善，还可以在因

地制宜的基础上，对吸收、阻控的效率进行改善。例

如：在河流湖泊流域的稻田种植区域中，通过种植狗牙

根、空心菜等方式，来创建出了良好的拦截系统，并对

径流内部的氮、磷元素进行拦截，其产生的效果达到了

48%、40% ；在平原的河网地区中，通过建立前置库，

来让降雨期间氮元素、磷元素的去除率达到了 70%、

84%。

（三）改进农艺措施

在保障空间布局改善、景观要素耦合的前提下，还

可以依据农业种植技术的优化，来实现化肥使用总量的

减少，特别是化学药剂的应用。秸秆还田、堆肥等方式

的投入使用，让部分的废弃资源得以再次使用，这不仅

能将养分的循环使用效果强化，还可以延长营养物质的

移动路径。例如：在种植过程中使用秸秆还田方式时，

可以让其中包含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应用，而不是直接进

入环境内部，这可以让每年流失的氮磷元素降低 8%；还

田、堆肥方式的使用，能减低田地内部化肥的使用，并

对当前的土质情况进行改善。大量使用化学药剂不仅非

常容易使土壤发生酸化，还会对其中的结构产生破坏，

增加流失的风险概率，通过合理利用绿肥等氮元素物质

的替代、开展轮作，便可以将营养元素进行多层空间使

用，降低其中的流失数量。例如：通过专业人员在经过

连续 9a的定位实验中表示，开展轮作套作、绿肥替代，

会让径流中的氮元素损失降低 45%。依据物理、生物防治

技术的融合，能在源头上对化学药品的投入进行控制，

例如：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使用次生代谢产物、苏云金

杆菌等相应的生物防治剂时，具备环境保护、生态系统

安全、不易产生抗性的一系列优势，可以代替化学药剂

完成对害虫的控制，并在源头上完成了污染治理的工作。

（四）重视防治作用

相关农业种植模式在国内便实现了大面积的发展，

促使该形式的栽种面积已经达到了 314 万公顷，并且存

在 1.1 万家企业、生产基地实现了对其的认证，然后便

开始逐年增长 30%。但在该基础上，国内并未建立国家

层面的开发顶层设计，来进行面源污染控制、湖泊水库

的生态环境保护。为改变该情况，便建议制定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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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面源污染的控制工作纳入到“十四五”环境保护中，

并在水体聚集、水环境敏感的区域建立重大示范项目、

重点工程内容，以此推进国家对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的考

验，之后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示范区域，从而将其纳入

到农村生态治理、环境监管工作的体系内部。

（五）出台相关政策

在进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过程中，可以让当地的

农村、生态环境等相应的部门，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化肥农药零增长计划》以及相关的方案内容作为

基础，然后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内容，对地方中的有机

农业发展进行指导、扶持。与此同时，想要推动各级农

业、生态环境部门将有机技术发展融入到面源污染工作

中，便要在政策支持上结合涉农涉水、生态环保等方面

的资金。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土地质量提升等

一系列项目的重心内容，都要向有机农业进行倾斜，以

此来探索、建立生态的补偿机制、支持较为脆弱的区域

开展有机农业、保护水体环境。不仅如此，在控制面源

污染的过程中，还要对先进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之后

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出合理的扶持政策，鼓励

一部分龙头公司、设计会群众来参与到其中，尤其是在

生产投入、技术开发、环境保护、市场培育等方面增加

补贴资助的力度，促使该领域的稳定、快速发展。

（六）加强基础科研

在强化有机农业综合开发、面源污染治理的基础、

技术研究过程中，相应结果表示如果种植阶段内大量、

长时间的使用有机肥料，会让土地中的磷元素大量流

失，因此需要强化该方面的投入，来深层次的研究土壤

育肥、病虫害防治相关的精准技术、生产模式，并制定

出敏感水体区域中技术投入规范的限制内容，避免在生

产过程中，使用过量的有机肥料、矿物源农药。与此同

时，还可以建立起全过程的污染监测体系，之后为其制

定出相关的技术应用指南，当地政府通过该方式的使

用，来对控制工作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这能促进项目

实现合理优化。

四、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实践
国内有机农业的兴起、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以往国家中存在的环境保护局是国

内第一个与有机农业管控工作产生直接关系的部门，其

主要的工作任务便是促进生态农业建设、预防面源污

染、保护生态环境。在 20世纪 90年代中，以往的国家

保护局便建立了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并在国内大力引进

相应的理念内容，这开创出了该方面事业先河的同时，

还让“有机食品发展促进农村环境保护、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的重要措施”的观点得到实践。经过 30a年时间的

进步之后，在我国 21世纪的有机农作种植面积便达到

了 314 万公顷，每年使用的化肥降低了 181 万吨、农药

5100 吨，这在面源污染控制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促

进国内有机农业向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改善地区的生

态环境、控制污染情况，便先后颁布了多条相关规定内

容，为工作提供了一定依据。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的

有机食品发展中心还提出了环水形式有机农业，以此来

控制污染情况的扩散，保护好江湖中的水质。在“十三

五”期间的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了相应的活动规划，避

免面源污染的程度不断扩展。

山东省为了降低对湖泊的污染情况，开始大力度推

广、实行有机农业种植，并创设其相应的生态圈，开展

相关的建设工作，控制排放情况。自从开始探索水土共

治的方式开始，便逐渐在土地情况改善的前提下，进行

水体质量的合理保护工作，实现了整体的绿色化发展，

这不仅每年使用的化肥数量减少了 1300t，避免了 310 多

吨的污水进入到水源内部，还让相应的干流、支流的水

质情况长期保持在二类以上。不仅如此，在 20世纪初

期，山东的潍坊峡地区也开始大力推广有机农业技术，

县城领域内的认证面积达到了 1.6 万公顷，水体质量则

从以往的 4类提高至 2类的标准。2017 年 6月，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

子，完善有机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使有机旱作农业成为

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为此，当地建立了相应的示

范市、示范县以及封闭模式下的示范片，以避免污染扩

散、生态退化情况的发生，促进农业绿色快速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有机农业技术的引入、应用，在面源污

染控制工作中发挥出了关键作用，这不仅减少了源头产

生的数量，还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阻拦。通过对农业

面源污染当下态势，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应对策

略、控制实践进行细致分析后，了解到在农业种植的过

程中建立有机农业是非常有效的整治措施，这在解决面

源污染问题的同时，也将生态环境进行了优化、改善，

提高了生活的总体质量，为人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了重要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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