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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限制等因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交织在一起，大气、土壤和水环境污染相互渗透，使得不堪负重的地球雪上加霜
，在点源污染得到一定控制之后，面源污染又日益突显。
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保护环境、拯救地球。
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方针、政
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可喜的是，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清醒认识到治理面源污染、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
的重要性，较早地开展研究、积累技术、探索方法，并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的支持下，
在本世纪初就建立起“中国北方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示范区”。
示范区的建设遵循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应用等思路和方法，研究开发出一整套
适合于我国北方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技术体系，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提供了范例。
正是由于这些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技术方法的不断完善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国家“十一五”重大项目“沿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综合治理技术研究”才得以顺利立项和
实施。
此举利国利民、可喜可贺！
作为一名老生态工作者，从这一项目的立题开始，我就跟踪、关注他们的研究工作。
他们迎难而上的工作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欣闻近期他们将把近些年在农业环保领域的研究成果编辑出著，感到由衷高兴，对他们取得的成果、
成绩表示祝贺！
多年来，这些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用他们的智慧、汗水和心血浇灌着生态之
花，冲刷着土壤之污，期盼着江河之净，在此对他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恭贺，对他们
为“三农”工作做出的特殊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容量有限，这是我们面对的基本国情
。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将继续并存，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
不断加大。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我国的环保事业就充满希望，重现青山、绿水、蓝天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研究进展>>

内容概要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研究进展》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都在大声
疾呼保护环境、拯救地球。
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方针、政
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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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研究进展>>

章节摘录

插图：从表5可见，农田径流是库区的主要污染源，所含的各类污染物含量占入库污染物总量的40％以
上，而生活污水所占比例不到30％，工业废水在10％左右（由于水源地保护的需要，库区工业发展受
到一定的限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库区水环境影响最大的污染源为随地表径流入库的农业面源污染。
库区居民为了追求高产丰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同时，由于不合理的耕作、r施肥方式
等的影响，加之库区多坡耕地，土壤肥力差，土壤颗粒易于冲刷流洗进入径流，因此，在高强度的耕
作模式下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土壤颗粒随地表径流流失入库，这些因子是导致目前水体中TN、TP
、颗粒悬浮物和COD日渐增加的主要原因。
图3显示了丹江口水库近年来的TN含量变化以及库区流域氮肥使用量的情况：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
水库TN含量的变化与化肥使用量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丹江口水库水质的总氮指标与整个库区的氮
肥使用量成正比。
这表明，库区的水质与整个库区的面源污染排放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需要指出的是，总氮是水体富营养化的5个衡量指标之一，总氮含量的增加对于水体营养负荷的增加
以及水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主要影响，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
水体颗粒悬浮物含量的增加与库区的水土流失具有密切关系，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域内成土
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遇强降水极易土层坍塌；该地区多山地和岗地，坡
度25~以上坡地占山地和岗地总面积52％；同时地表裸露，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每年5-9月份暴
雨频繁且强度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
研究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农用地土壤侵蚀速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沟谷旱地>坡耕地>菜田>水田>
草地，该流域的土壤状况决定其属于水土流失敏感区域；同时由于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hm2，大规模
垦林开荒和频繁耕作加剧了水土流失。
据资料统计，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km2，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
积1369.7km2，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l552.44km2，占总面积的24.5％，3者合计3369.01km2，
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t／km。
，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水体颗粒悬浮物在雨季增加，使水质恶化，增加了水体富营养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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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研究进展》：国家十一五“沿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与治理技术
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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