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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fers to the pollution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oduction and life. 
R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ainly comes from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household 
garbage and sewage, straw, aqua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film, etc. Whe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use scientific 
methods to control it to ensure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ect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more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from the pollution source, significance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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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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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面源污染指的是在农业农村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化肥和农药、畜禽粪便、生活垃
圾和污水、秸秆、水产养殖及农膜等。在处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时，应重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多样性，运用科学的方法
加以管控，保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效果更加突出。本文分析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并重点探讨农业面源
污染监测技术的应用对策，从污染源、意义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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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中国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在

增加资金投入的过程中提出了相关建议，制定出可靠的政策

方针【1】。针对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要详细分析居民日常生

产及生活受到的影响，要提高相应的防治力度，维护好农村

生态环境，给农业发展清除一系列障碍。农业面源污染主要

是指农业生产活动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化肥农药以及畜

禽粪便等，在地表径流以及渗漏的过程中直接污染河流与湖

泊等生态系统，最终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2 农业面源污染源

2.1 化肥
化肥污染是在化肥使用环节通过农田排水流入到江河

湖泊，或是农药始终残留在土壤之中、使用农药时出现降雨

的情况，导致化肥被冲刷至土壤引发了污染，进而影响到整

个生态系统，威胁到其他生物的安全。根据相应的调查研究，

农村地区的亚硝酸盐、氮等成分严重超标，部分含量超出了

国家标准十倍以上，干扰了国家及社会的稳定【2】。

2.2 农药
农药污染是在农药残留超标和过度使用的情况下引发

了生态环境问题，为适当地强化农药管理力度，国家先后出

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规范农药的使用过程，保证农药

的用量达标。现阶段，已经有几十种化学农药被禁止生产和

售卖，相应的效果突出。与此同时，还有些地方积极地投入

生物防治法，针对常见的病虫害提出了针对性防治方案。许

多地区的病虫害防治已经由简单的喷药转变为专业化防治

模式，各个区域也构建起更加完善的体系，使相关工作的进

展更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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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牲畜家禽粪便
这种养殖场的粪便未能经过有效加工，直接排入到周

边的河湖水域，造成了严重的水质污染和空气污染。在环境

致病因子的作用下，农作物备受侵蚀，病虫害以及人畜感

染等问题突出。家禽粪便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出现多种有害物

质，如醛类和苯等，均能影响到人们的呼吸系统。其中包含

的 COD、TN 等也会进入水体，引起严重的水质污染现象。

农业面源污染源

3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意义

农业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应对重重考验，特别是病虫害

以及自然灾害等，需要通过适宜的方式将农业发展干扰因素

逐一排除，借助于科学化手段让农业发展保持良好趋势。现

阶段，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直接阻碍了农业发展进程，应全面

了解应对面源污染的意义，借助科学化手段规范农业发展模

式，促使农业发展的实效性大大提升。

3.1 营造良好的农业环境
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其与农业齐头并进，推动着我国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在工业发展进程中，工业污染问题未能受到

关注，管理措施选用不当，管理工作无法开展，各种干扰因

素频现【3】。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使土壤中的有害物质

急剧增加，pH 值失衡的情况极为常见，土壤微生物数量大

大减少。应将农业和工业密切结合，科学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促使土壤的有害物质合理控制，改善其整体状况，让土壤微

生物的含量进一步提升，平衡 pH 值，强化土壤肥力。通过

这样的途径可以改善生态系统，使之保持稳定性，创设更加

完整的生物链，确保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进一步提高。

3.2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具备长

期稳定的生产模式，还要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运用合理化

手段推动农业发展的整体进程。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

环境，因此需要积极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将自然资源和环境

密切结合，使得可持续发展目标圆满完成。正是人们将保护

环境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才能让高消

耗和高污染的模式有所转变，变成低消耗和低污染的体系，

促使相关工作有序开展。在运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时，

还可突破以往的界限，让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拥有稳固根基，

保证生态循环的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优化，改善生态空间。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措施

4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存在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至关重要，但是极易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相关工作的开展备受阻碍，无法采取科学化的应对

方案，使得工作进展不尽如人意【4】。需要及时地采取可靠

措施，在全面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举措，让相关工

作的开展实效进一步提升。

4.1 难以把控防治主体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问题应受到广泛关注，要采取适当

措施改善当前的模式，保证相应的实践成果达到最佳。根据

现阶段情况分析，在不同主体的主题差异下，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目标也反映出不同之处：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更加看重

农业生态目标，主张对农业产品的安全维护；从地方政府的

角度分析，更加侧重于经济目标的实现，注重农业对区域经

济的拉动作用。基于此，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安全隐患，若未

能及时地把控，将会影响到后续工作的开展，给农业面源污

染的综合防治带来不便。总而言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主

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目标取向存在着显著差别，把控难度

越来越大。

4.2 防治对象具有多源性
农业面源污染的多源性突出，从客观上分析，在农业

生产环节科学的施肥能够让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保障

农业生产量增加至 50%。但是在使用农药和化肥的过程中，

虽然能够有效地防控病虫害，保障农作物的健康生长，但是

却在不合理的使用中给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引发了大面积的

农业面源污染。需要注重相关问题的负面影响，采取适当措

施加以防范，保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更加到位。以缺水极为

严重的西北地区为例，适当应用塑料薄膜至关重要，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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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合理的使用，使得整体效率低下，出现了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5】。

5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提及的相关问题，必须通过适宜思路加以处

理，确保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保障农业的生产更加

稳定，给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可以从规

范化肥与农药用量以及融入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效率稳步提升，妥善处理一系列安全

隐患，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

5.1 重视化肥与农药的合理用量
在新的时期，农业发展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

制定出更为详尽的政策方针，引导其稳定前进，使之拥有了

可持续前进的动力。面对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需要积极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将综合治理和标本兼治等方针落到实处，

合理地调整农业投入结构，使农药和化肥施用量符合标准，

做到精准施肥。要重视高标准农田的合理构建，根据农业发

展需要稳步提升耕地地力等级，使之满足农业发展的相关需

求。提高病虫害的防控力度，大力推行绿色植保工程，使

相关工作开展拥有稳定的支撑条件，强化病虫害统防效率。

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有害生物全程综合防控技

术，调动政府、企业、农户等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让农业投

入品减量使用制度落实到位，发挥出保障效力。

5.2 提升农业生产质量水平
根据农业发展的要求，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升生产

质量水平，保证农业生产形式的落后问题得以处理。根据相

关调查分析，农业生产形式落后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

原因，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当地政府有效沟通，

呈现最为理想的生产模式。政府和企业也要扮演好自身的角

色，积极鼓励农业创新，发挥农业生产合作模式的优势，在

政府提供辅助以及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基础上，确保农业生

产更加稳定，取得显著成果。

5.3 综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
资源化利用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举措，在具体

研究和实践环节，要坚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通过将沼气融

入其中，可以实现多个行业的有效结合，促使相应的目标圆

满完成。还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沼气工程，妥善处理人畜粪便

以及生活污水等污染物，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积极推行

优惠政策，推广并使用补贴方案，鼓励农民多使用农家肥。

大力推行沼气池治污以及清污分离等举措，让畜牧业向着生

态化方向发展，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的畜牧生产目标。还要注

重循环农业的推行，在适当构建高产出和低污染的技术体系

时，促使相关行业有序推进，实现对资源能源的可再生循环

利用，解决现有问题，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6】。

5.4 信息技术构建监测与预警系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各个行业注入

了活力，让其拥有了更为可靠的支撑条件。通过将信息技术

与农业面源污染工作密切结合，能够构建监测与预警体系，

发挥出计算机技术和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优势之处。在技术

的支持下，多个传感器能够放置于被监测的区域，实现对相

关信息的合理传输与有效汇总，精准分析实际情况。在技术

手段的支持下，还能完善应用层以及感知层等多个层级的功

能，将其运用至相关工作开展的过程，完成对污染信息的有

效采集与查询，判断实际的情况，以便在决策阶段发挥出优

势。通过构建水质预测预警模型，给面源污染的预处理提供

可靠保障，使之拥有更加理想的支撑条件，实现有序的监管

与维护。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分析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

上，需要及时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要详细了解各个污染源，

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最佳方案，确保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得到有

效的根治，给人们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为国家农业

的发展清除一系列障碍。在本文的分析中，了解到相关工作

的开展要求和现状，制定出可靠的实践策略，希望发挥出参

考价值，为广大工作者开展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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