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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加快推进，工业产业实现了迅猛发展，在工业产业

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周边的耕地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污

染，或者因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应用化肥、农药等，

使耕地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或者污染，这对于农业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由于我国人

多地少的矛盾，土地资源十分稀缺。因此，要采取各种

方法针对受污染的耕地进行修复，进而安全高效利用，

充分提高现有耕地的利用价值。据此，探究受污染耕地

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及措施等相关内容，进而通过各类技

术要点和措施进行落实，为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

续开发利用提供必要技术支持。

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以及措施概述

通过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可以了

解到，当前我国部分耕地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或者

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受污染耕地进行切实有效

的修复和安全利用，也已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实践的过程中要确保各项安全利用技术和措施更切实

可行，并且扎实推进，这样才能充分确保各类风险得到

有效控制，使相关利用技术更切实可行，使各类实施措

施体现出综合效能，这样才能充分确保受污染的耕地得

到更有效修复和运维管理，这对于我国耕地资源的有效

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有着关键作用。

在安全利用技术和措施进行确立和落实的过程中，

要充分明确其具体内涵。针对安全利用技术来说，主要

涉及三个大的类别，分别是农业调控类的相关技术，土

壤调理类相关技术以及综合调控类相关技术。在具体的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的应用时，更要充分结合具体

情况，针对不同污染程度地块进行充分分析，结合不同

污染程度地块采取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采取分区治

理、分区落实技术要点的基本原则，进而提高受污染耕

地的安全利用效果。

在对受污染耕地进行划分时，主要划分成两个大的

区域，分别是安全利用区域和治理修复区，对于不同区

域来说，所采取的措施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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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贯彻落实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体现出应有

的安全利用效果。针对具体的利用措施来说，对重度污

染耕地主要采取治理修复类措施，主要包括还林还草，

休耕等措施；对轻度污染耕地采取包括改良土壤，推广

高效施肥技术，对于耕种模式进行调整，选择和应用对

污染源重金属吸收率低的适宜农作物品种，充分利用现

有的措施优化效果，为受污染耕地得到可持续的开发利

用，实现良好的创新效益提供必要保障。

二、加快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与措施

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要想取得良好的发展成

效，要针对受污染耕地进行更有效的安全管理和安全利

用，同时要对其进行严格细致的管理和修复，进而充分

落实相对应的安全利用技术和措施，这样才能充分确保

受污染的耕地得到可持续开发利用，使其综合效能得到

充分体现。

（一）要有效利用高质量的肥料对于受污染工地进

行调节

对于受污染耕地来说，在对其进行安全利用的过程

中，从根本上做好污染程度的检测和污染危害的修复，

这是必要前提，也是关键所在。在具体利用过程中要针

对受污染耕地的营养成分和污染成分进行严格细致检

测，以相对的检测结果为着手点，通过相对应的肥料对

其进行更有效的调节和改良。在针对相关肥料进行应用

的过程中，要体现出应有的对症调节的效能和价值。对

此，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钙镁磷肥进行相对应的调节，

通过该类肥料的有效应用，可以使受污染的土地得到有

效的改进调节和完善，使其营养成分进一步丰富。这种

钙镁磷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硅铝酸盐玻璃体，里面有着

磷酸根，该类肥料是一种灰绿色或者灰棕色的粉末，其

含磷量大约在 18%左右，也有一定量的镁和硅等元素。

其中镁元素可以有效地生成叶绿素，进而为土地资

源的成分改善提供必要保障，使农作物的叶绿素进一步

增长，从而体现出良好的土壤修复和农作物产量提升效

果。同时，硅元素可以使农作物的纤维组织得到更有效

的生长，为其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使土壤的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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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进一步增加，这样可以提升农作物茁壮成长能力和

抗逆性，同时也可以使其更加健康茁壮，防范倒伏等相

关方面的问题。

因此，在针对该类土壤进行优化改良和可持续开发

利用的过程中，通过钙镁磷肥的有效应用和相对的调

节，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培育出大苗，以该肥料作为底

肥，这样可以呈现出良好的土壤营养成分供应效果。同

时，也确保农作物可以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相对应的养

分，为其营养需求的充分满足提供必要保障。在具体的

应用过程中，针对该类受污染地区可以有效做好土壤的

采样，然后进行相关用量用法的控制，进而充分结合作

物的实际情况，有效落实深耕基肥的方法，这样可以在

更大程度上体现出良好的种植效果。特别是针对秋季小

麦来说，运用该肥料可以起到更加良好的营养供应成

效，这对于土壤的改良和作物的良性成长发展都有着关

键作用。

（二）着重针对农作物的叶面进行相应的调控

在针对受污染土壤进行改良的过程中，要想体现出

良好的改良成效，使耕地安全利用技术得到切实落实，

在农作物的叶面调控方面要有效加强。在叶面调控过程

中要有针对性的应用相对应的喷雾剂或者农药化肥等相

关形式，为叶面营养需求提供必要保障。可以有针对性

的喷洒硅元素，硒元素和锌元素的营养液，使农作物的

抗逆性得到显著提升。同时，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有效

抑制作物的根系向根部转运重金属等相关问题，使得作

物可食部分的重金属含量能够得到充分降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充分防范可能出现的受污染

土壤危害农作物等相关问题，在针对叶面调控喷施技术

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更高质量的原材

料，使喷雾原料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微元素锌元素和硒

元素，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充分结合作物的具体种类

和生长习性，进而选择相对应的硅锌硒等元素含量比较

高的叶面调控肥料，同时对其含量也要不断优化和完

善，使其营养成分更为丰富，有更多的元素组合，这样

可以在叶面调控的过程中取得更为明显的成效。在针对

该药物成分进行调配时，要严格按照相对应的调配要求

和标准有序进行。

针对药剂来说，要兑水 500～ 800 倍液面进行喷施，

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的通过无人机喷施的方法每

亩可以用 500mL药液，一年可以喷施两次。特别是在小

麦种植的过程中，在小麦的拔节期到灌浆期间，要进行

科学合理的喷施。针对玉米来说，要尽可能在大喇叭口

期进行有效喷施，这样才能体现出良好的喷施效果，进

而从根本上体现出液面调控的效能，这对于作物的安全

高效生产有着关键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受污染耕地的可

持续利用效果。

（三）针对肥料调配以及施肥环节进行优化和完善

在针对受污染耕地进行安全利用技术和措施落实的

过程中，要从根本上着重把握好肥料的配置，在施肥的

过程中要尽可能施用有机肥，要确保每 667m
2 的土壤用

量一吨左右的肥料，在喷施有机肥的过程中，要针对有

机肥产品的含量和标准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测，使其符合

国家的行业标准和具体要求。同时，在针对小麦进行播

种之前，特别是针对秋小麦进行生产之前，要有针对性

的结合土壤的具体情况落实深耕措施，在实践的过程中

进一步有效实施深耕操作模式，以此在更大程度上体现

出应有的有机肥优化效果。在有机肥的应用方面要体现

出足够丰富的氮磷钾含量，使其得到优化配置，进而为

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也可以有针对

性的应用多种类型的复混肥，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要

针对复混肥的各类元素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有机组合，

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有效降低农作物颗粒之中的金属

含量。在针对复混肥进行使用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

以有机肥为基础的辅助作用，要确保农作物实现全覆

盖每 667m2，用 400kg复混肥，确保其总氧分含量超过

45%，针对氮含量来说，要维持在 25%，对于五氧化二

磷含量来说要控制在 10%，对于氧化钾含量来说，要控

制在 10%。着重针对各个成分的含量进行严格的控制，

符合具体的标准和要求，这样才能体现出复混肥的增施

效果，特别是针对秋季小麦来说，在对其进行播种之

前，要进一步有效做好深耕工作。落实深耕措施，匹配

相对应的深耕工具和器械设备，这样才能体现出良好的

肥料供应效果，使受污染的耕地的土壤含量和养分得到

有效改进和完善。

（四）要严格做好耕地的深翻工作

在针对受污染耕地进行修复和安全利用的过程中，

针对耕地进行深翻耕，也是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因此

要充分落实各项技术要点，对于深翻耕的各项操作进行

有序推进，有效确保土壤和梨底层的洁净土壤能够得到

有机结合，充分混合在一起，针对耕地表层的土壤污染

物含量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稀释，使其污染物含量尽可能

降低，这样才能恢复耕地的性能和优势。在耕地的深翻

耕过程中，要着重把握翻耕的具体时间，通常情况下，

在春耕的时候或者冬季的时候进行翻耕，在这样的情况

下无需占用农时。

在深翻耕的过程中要结合当地的种植习惯以及作物

的具体类型，控制与之相对应的翻耕周期和深度等。同

时，要考虑到土壤的具体污染程度和主要应用特点，对

于耕作层的具体厚度进行充分的控制，以此为着手点进

行更科学合理的翻耕，这样可以体现出更加良好的土壤

改良效果，使其受污染的程度能够得到根本上的降低，

进而确保农作物得到更有效的生产发展，为农业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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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五）落实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采取更行之有效的

安全利用措施

在具体的安全利用类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

现出应有的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要充分明确农业生产

部门和生态管理部门的管控要求和生产标准，进而落实

相关措施。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结合受污染土地的实

际情况而选择相对应的低吸收品种，要对原有的品种进

行有效替代，使品种的适宜性和高效性得到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对于土壤的酸度要进行相应的调节和完

善，匹配相对应的中和技术，使土壤的营养成分和酸度

能够得到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为农作物更高质量的生

产发展提供必要保障。同时，在水肥调控方面也要有针

对性的强化。在田间管理过程中要为土壤提供足够的养

分和水分，进而使其生产质量和营养供给效果得到更显

著的提升。在针对修复类土壤进行治理和调节的过程

中，也要以相对应的农业调控技术为着手点和基础，在

土壤的调理和原位钝化，以及生物等修复等方面进行有

效加强，进而通过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等各项措施的有

效融合，实现合力推动和统筹规划，进而在实践中体现

出应有的污染处理效果。

同时针对重度污染耕地来说，要与相关部门充分沟

通和交流，做好技术研发和切实管控，在国土空间规划

修整的过程中要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利用，同时要结合

相对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在技术的研发和相关技术

的示范推广等相关方面进行有效加强，进一步结合不同

地区的实际情况总结和落实与之相对应的安全利用技术

模式，并且针对工作措施工作推进机制进行不断的创新

和完善，进而达到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规范标准和模

板化管理体系，确保各个方面能够协同推进，融合发展。

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于受污染耕地进行有针

对性的划分和精准有效的管控，然后在安全利用集中推

进区域进行总体推广和完善，以此确保相关耕地能够按

照相对应的标准和规范，保质保量的推进各项内容，以

此更充分地体现出应有的质量管控效果，为受污染耕地

可持续开发利用效能的体现奠定基础。

（六）要充分做好重金属等污染源的管控

要想体现出更加良好的受污染耕地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效果，相关生态管理部门要和农业部门、农村各个机

构和相关农民等更有效地做好重金属等污染源的控制和

应对管理，特别是针对镉、砷等重金属元素要加大监督

管理力度，确保该类重金属元素能够得到集中有效的整

治和排查，对于与镉、砷元素相关联的行业或者企业要

加大非法排污的打击力度，从根本上切断镉、砷等重金

属污染物进入到农田的途径，从源头管控此类重金属污

染源，以此从根本上体现出应有的受污染耕地的利用和

保护效果。与此同时，也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制度，从根本上杜绝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出现，对于

不能有效切断重金属污染的途径，要加大惩治力度，确

保相关农业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要落实监督管理机制和

法律法规，对于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十分严重的耕地，

要在种植结构方面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充分落实退

耕还草、还林的措施，从根本上减少农产品的超标问

题，使超标风险能够得到有效化解。与此同时，相关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也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生态

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推动之下，进一步有效普及生态绿色

化肥和农药，进一步体现出减量增效的作用。

同时，对于当前的重金属污染，白色污染等要加大

监督管理力度，确保各类秸秆能够得到无害化，资源化

处理和利用，对于畜禽粪污等也要进行严格的管控，对

其进行资源化和高效化的利用和处理，进而确保养殖生

产工作实现绿色化和生态化，使农业产业模式进一步转

型升级和优化完善，同时促进农业生产和养殖行业在清

洁化，绿色化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综合效能，这对于受污

染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也有着关键作用。

四、结束语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充分看出，对于受污染耕地来

说，在对其进行安全利用和修复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

贯彻落实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要把握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和相关原则，在思想认知方面要有效加强，在安全利

用技术和相关措施方面，要更切实可行通过安全利用治

理修复和严格管控等各类措施的有效落实，在明确各项

技术要点，把握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

推动，这样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受污染耕地的保护和开

发利用效果，进而为我国农业生产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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