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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我国农业污染的现状，并对其污染成因进行深层剖析，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农业污染趋势，通过建立饮食新理念，构建面向
健康与生态文明的饮食结构，打造出生态饮食产业链来实现农业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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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ollution was elaborated，and the causes of the pollution were analyzed． Moreove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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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for health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reate an ecological food chain by establishing a new concept of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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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农产品产量快速提

高的同时，农业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如果说工业化生产以及

城市化生活造成环境污染，那么农业污染已经使人们的生命

安全受到威胁。为了达到预期的生产目标，人们大量使用农

药和化肥，除了部分化肥被农作物吸收，其余部分会随着土

地浇灌进入地下，对地下水造成严重的污染，直接影响到饮

用水的安全。2010 年 2 月 6 日环保部等部门公布的《第一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全国农业污染源为化学需氧量

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为 1 324． 09 万 t，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

量的 43． 7%。此外，农业源也是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

其排放量分别为 270． 46 万和 28． 47 万 t，分别占排放总量的

57. 2%和 67． 4%［1 －2］。据统计，目前我国工业、生活、农业污

染源的构成比例为 2． 5∶ 3． 5∶ 4. 0。可见，农业源不但是我国

环境污染的龙头老大，而且也是污染全国蔓延的主要原因。
1 农业污染状况与成因剖析

1． 1 污染现状 农业源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广泛使

用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工业产品，以及农作物秸秆、畜禽尿

粪、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农业或农村废弃物，并引起各

方面的长期关注。
1． 1． 1 化肥污染为先。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

施用量达434． 3 kg /hm2，是安全上限( 225 kg /hm2 ) 的2 倍［3］。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施肥时间、施肥量和施肥方法不合

理，以及农业集约化水平低下，直接导致化肥的利用率低，N
肥的利用率仅 30% ～35%，P 肥仅 10% ～ 20%，K 肥仅 35%
～50%［4］。其中，未被利用的氮、磷元素一部分被土壤吸附，

一部分通过地表径流、农田灌溉进入地表和地下水体。
1． 1． 2 农药污染深远。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涉及使

用最多的农药品种有 100 多个，全国每年农药使用次数为 30
～50，使用量超过 0. 5 t /hm2。除了 30% ～ 40% 的农药被作

物吸收外，大部分多余的药液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
而且我国使用的农药以杀虫剂为主，占农药总用量的 78%，

其中又以六六六、DDT 等毒性较高的品种使用最多［5］。由于

农药滥用，导致我们的生活环境随处都可检测到这些有毒性

的农药，出现了一连串生态恶果，如河里鱼虾稀少，天上鸟雀

罕见，生物多样性和农田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等。
1． 1． 3 畜禽粪便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人民温

饱问题得到解决，农业结构悄然发生变化，养殖业迅速兴起，

导致了畜禽粪便污染大幅增加，成为新污染的先锋［6］。有关

资料表明，养殖所产生的粪便量以及其中所含的 COD、N、P
等污染物量，均超过了工业与城市生活产生的“三废”量以及

所含污染物量的总和。尤其是规模养殖，它不但使周边环境

受到污染，而且对整个区域污染也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水

污染流域性蔓延的主要成因。当前，全国水环境中的 N 浓度

水平普遍提高 1 mg /L 以上。
1． 2 农业污染成因剖析

1． 2． 1 居民饮食结构由素食向肉食转变。随着城镇化进程

加快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较大

改变，近 10 年来年人均蔬菜消费量不断下降，而年人均肉类

消费量持续上升。目前，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大多数是户外

消费，大约有40 kg。而农民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仅有19 kg，富

裕农民人均肉类消费量 29 kg，相比于城镇人均肉类消费量，

农村居民家庭滞后 20 年。由于我国居民仍约有 60%生活在

农村，肉类消费增长是很有潜力［7］。据专家预测，到 2020 年

世界肉类产量的年增长率由预计值 2． 2% 降至 10 年前的

1. 8%，主要是由于拉美地区巴西和阿根廷两国与过去 10 年

强劲的增长率相比有大幅度减缓，以及俄罗斯加入 WHO 后

肉类的生产量也会减少。在过去 10 年中，家禽和猪肉的产

量每年分别增长了 14%和 5%，预计到 2020 年增长率将达到

2%。按照以上增长速度推测，到 2020 年发展中国家将会占

据肉类增长量的 78%［8］。
1． 2． 2 漠视农业环境问题。我国拥有 13 亿人口，民以食为

天，食以粮为地。拥有足够的粮食是维护国家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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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没有粮食安全保障，其他一切安全都将成为泡影。
但是，随着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农业污染越来越严重，使得我

国的粮食安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1． 2． 3 农业生产违背了自然规律。近年来，农用薄膜的使

用越来越广泛，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等目的，看似很

环保，但却在加速耕地的“死亡”。我国每年约有 50 万 t 农

用薄膜残留于土壤中，残留率达到 40%。在农业生产中，违

背自然规律现象也是很普遍，如反季节蔬菜生产，加剧农产

品中的药物残留; 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

期缩短至 28 ～45 d，猪缩短至 2． 5 ～4. 0 个月。这些严重违背

生物学规律的种植和养殖模式大量泛滥，令各种农药、生长

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当前社会人们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对

长期的生态后果缺乏预见和控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9］。
1． 2． 4 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饲料和兽药。为了提高作物产

量，人们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不仅对环境造

成损害，而且导致食品中残留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进入到

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安全。
在畜禽养殖中，由于人们对肉类的需求不断上升，在喂养过程

中投入大量的饲料和兽药，使畜禽的成长期缩短，市场流通加

快，对于商家来说，这是获取经济效益有效的途径［10］。
2 农业污染趋势分析

2． 1 全国人口城市化 依照国家中长期发展情景分析，未

来几年内，我国城市人口将逐年增长( 图 1) ，我国城市化率

将达到 70%，全国约有 10 亿人将彻底脱离农田生产，更多地

依赖商品化农产品供给。这种生产模式虽然有利于促进农

业规模化经营，但在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会带来了严

重的农业污染。

图 1 1990 ～ 2020 年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趋势

2． 2 人们食谱蛋白化 与城市化相对应，我国食品结构将

以很陡的势态演变，在动物类食品中主要以肉类为主。根据

中国肉类协会的统计资料，2012 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近 8 000

万 t，人均约 50 kg。近 20 年来，人均肉类消费量呈上升趋势

( 图 2) ，主要也是由于肉类的消费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高

档和多元化的肉类消费正在从大城市向中等城市和经济发

达地区的农村扩散，从高收入人群向中低收入人群拓展［1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连锁超市的发展和冷藏物流手段的改

善，各种冷却分割肉、小包装肉、中西式熟肉制品等增长迅

速，单一的需求向多种需求转变。因此，在未来几年人均肉

类消费量还将增加 1 倍以上。所对应的植物类食品数量虽

减少约 1 /3，但品种质量却有所提升［12］。

图 2 1990 ～ 2020 年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趋势

2． 3 生产方式商业化 为了适应倍增的农产品需求，如果

没有创新的思维与战略性的历史转变，农业生产必然选择商

品化生产方式。按照目前商品化生产的产污强度，在污染物

排放总量中，COD 的贡献最大，占 70%以上，未来几年也将会

急剧上升，其次是总氮、总磷( 图 3 和 4)。总的来说，未来的农

业产污量将是现状的 2 ～3 倍，将占全国产污量的 80%以上。

图 3 1990 ～2020 年城市化及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的 COD 排放量变化

图 4 1990 ～ 2020 年城市化及消费结构变化引起的 TN、TP 排放

量变化

2． 4 农业污染复合化 农业污染物除了含有有机质外，更

含有甚高的 N、P 营养素，还有日益复杂多样的痕量毒害性化

学品与生物激素。同时可以造成生态环境氧化过程失衡( 发

臭) 、营养结构失衡与生物损害，致畸致癌致突变，使污染呈

难以应对的复合形势。农业污染作用于水体、大气、土壤及

农畜产品，将损害到区域性生态系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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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农业污染主导化 由于目前的农业产污已经耗尽了全

国大部分适宜生物生长区域的环境容量，因此即使未来 15
年农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增加 3 倍，农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仍

然会高于现状的 4 ～ 6 倍，将占全国水污染物排放量的 90%
以上。若农业污染还是以当前速度持续下去，即使工业、城
镇生活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其污染也会高达 95%以上。这

主要是由于农业污染起源于分散、多样地区，地理边界和发

生位置难以识别和确定，随机性强、成因复杂、潜伏周期长等

特性，加大了治理农业污染的治理难度，未来这也将成为全

国环境污染持续加剧的决定因素［13］。
3 农业污染控制的思路转变

3． 1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以现代已有技术，如仅需维持人

的最低生物生存需求，地球养 100 亿人碳也不会超排，但往

往人们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使得这个社会上为了不断满足日

益膨胀的需求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正如商家为了满足

消费者“贪婪无止境”的欲望，推陈出新，吸引消费者，尤其是

在一些重大的节日，中国人喜欢礼尚往来，为了顾及面子，往

往在礼品的包装中下足功夫，很多普通的产品经过华丽的包

装，价格翻了十几倍，这就是所谓的营销理论。大多数情况

下，商家是为了生产在制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在引导生产。
这其实就在无形中消耗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作为消费者应

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消费时应考虑低碳排放。
3． 2 建立饮食新理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过去

的“吃粗吃饱”提升到现在的“吃细吃好”。尤其是在外宴请

宾客，比较讲究佳肴美味———大鱼大肉，造成不必要的高碳

排放。因此，应建立新的饮食理念，为健康而食，为长寿而

饮，不为豪气而暴饮暴食，在烹调与服务行业进行一场减少

排碳的革命［14］，支持素食主义，应把植物性饮食当成一种生

态、健康生活方式。相关资料表明，蔬食者仅耗费肉食者 5%
的资源，但要喂养 20 位蔬食者的食物，却只能喂养 1 位肉食

者，如果一个人每个星期吃一天素食，那么就会减少 4． 1 kg
的 CO2 排放量，大约等于 180 ～ 360 棵树一天之内的 CO2 吸

收量; 如果一个人改吃素一年，就等于全年未使用家庭用水、
用电与用气所省下的 CO2 排放量。植物性饮食不仅是低碳

饮食，而且也是越来越受到大众亲睐的健康饮食，在纯粹的

植物性饮食 /蔬食中，它可以提供所有人体所需的 6 种营养:

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
3． 3 面向社会对食品高质量、高安全的需求，广东要率先食

出中国人的生态文明食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13 亿人口

已跨越了吃饱的门槛，进入了吃好的殿堂。但食好并不代表

健康、营养、科学，只有吃得对，吃得巧妙，才能颐养机体，延

年益寿。因此，在我们的日常食谱中，应考虑每道菜的搭配，

既要有中华传统的色、味，又要具备营养和健康的食材。当

然要想较好结合这两点，营养师、美食家与农艺师都必须学

习环境知识，懂得污染控制，考虑生态成本，才能探索出生态

文明食谱。“食在广州”，广东应率先食出生态食谱，必须改

变过去以山珍海味、珍禽异兽为美味的饮食习惯，倡导以素

食为主的新理念，这有助于改善消费饮食结构，进而提高国

民整体素质，确保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15］。
3． 4 面向现代社会对生物质资源的需求，创立生态饮食产

业链 现代可持续的饮食不但与食有关，而且与整个社会越

来越复杂的物质与能量流交融。要实现持续的生态饮食必

然涉及到全社会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这三者之间是相互依

存的上下链条关系，形成了一条完整饮食产业链。要将生态

饮食贯穿于这条产业链中，必须对传统的越食越荤的饮食产

业链进行根本性的调整，这包括了对食谱结构、食品形式、烹
饪方式、食品生产产业结构与农产品结构、农业生产区域、农
业生产方式与工艺的全盘转型升级，这不仅保证人们的健康

饮食，而且对农业污染起到防治作用。
4 结语

低碳经济是我国环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契机，降低碳排

放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饮食是人类永恒的文

明主题，构建面向健康与生态文明的饮食结构，并以食在广

州、食在广东引导全国的饮食文化，实现我国食品结构的升

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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