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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湖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防治措施 

顾华章，蒋 毅，李雪琴，蒋 艳，杨华妮 

（荆门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 农业面源污染是影响长湖水环境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湖是湖北省第三大湖泊，具有渔业、调

蓄、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污染防治刻不容缓。分析了长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产生原因，提出了七点治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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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长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的不断发展，农用化学物质过量和不科学使用，城乡生活污染大量排放，养殖业快速增长，导致长湖水质受到严重影响，污

染防治刻不容缓。 

1 长湖基本情况 

长湖位于荆门、荆州、潜江三市交界处，是湖北省第三大湖泊，流域面积32.4 万hm2，总面积1.5 万hm2，库容2.71 亿m³。

长湖流域核心区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境内，占整个长湖流域面积的70%，周边8个乡镇（官垱、后港、曾集、沈集、五里、拾桥、

十里、毛李）。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农户数8.15 万户，总人口32.28 万人，耕地面积4.64 万hm2。农业总产值19.16 亿元，

其中种植业8.98 亿元，水产业6.45 亿元，畜禽3.73 亿元。 

长湖具有渔业、调蓄、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是我国淡水生物天然的重要基因库，分布有鱼类78 种，鸟类29 种（冬季），

兽类13 种，两栖类6 种，爬行类12 种，有浮动物44 种，底栖动物15 种，有高等水生植物101 种（变种），浮游植物27 种，

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的物种特征，是中国湖泊水域生物多样性的典型地区。长湖流域年平均降雨量949.4mm，降雨

趋势东南大于西北，降雨量年间变化较大，降雨集中在梅雨季，平均径流量为18.59 亿m³，年间变差率达2.15。由于降雨年内

分配不均，径流量变化差异大，在丰水暴雨季节，湖区渍涝灾害时有发生，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程度加重。 

2 长湖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2.1 农业投入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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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减少与人口增加给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2015 年，人均耕地 0.14 hm2，人均耕地少，加上各种开发占

地，土地地容量压力很大。为了增收，往往过度开发利用现在的土地资源，加大耕作强度，增加熟制，导致过量和不科学使用

农业投入品，引发农业面源污染。2015 年，长湖周边乡镇共施用化肥 24.59 万 t，平均 667m2 施 120kg，使用农药 1524t，平

均 667 ㎡施 4.2kg，农膜用量 304.3t，农药化肥使用后每年产生废弃包装物 0.2 万 t，约 30% 残留在土壤中。同时，由于作物

新品种耐肥性加大，病虫耐药性加强，无污染的生产资料研发跟不上，农民用药用肥不科学等，使农业投入品用量逐年增加，

对水体污染越来越重。 

2.2 养殖业废弃物污染 

近年来，长湖流域养殖业发展较快，特别是规模化养殖场发展迅速，大部分养殖场没有配套建设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

加之受制于农业企业利润低、成本高、市场风险大等因素，造成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率低。据不完

全统计，2015 年长湖流域周边乡镇年生猪出栏51.78 万头，年牛出栏1.69 万头，年家禽出栏847.63 万只。其中畜禽养殖规模

化养殖占70%，畜禽养殖中仅生猪的排泄量就达50 万t，30%以上畜禽产生的污染物直接排入农业环境，造成了土壤板结和盐渍

化，水体富营养化，地表水和地下水受污染，直接影响长湖的水质恶化。 

2.3 水产养殖污染 

长湖流域水产养殖面积1.7 万hm2，其中湖汊河大湖养殖面积0.78 万hm2。据调查每667m2 养鱼水体每年平均投放饲料

0.14t，投放药物0.005t，投放肥料0.28t，向外体排放1075m³，其中64.5% 排入外部水系，35.3% 排入农田，0.2% 循环使用，

排出的水体均未做任何处理，直接进入长湖流域水系，最终导致长湖水体污染。 

3 长湖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原因 

3.1 环保意识淡薄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思想根源。长期较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环保知识的缺乏，造成广大农民环境保护

意识比较差，认为环境污染与自己无关。只顾眼前效益，不顾长远利益，无节制地使用农药、化肥等，从而加剧了农村环境污

染恶化。 

3.2 部门管理不到位 

市县两级管理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是力度不足，特别对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无害化处理及科学开发利用农业废

弃物缺少技术和资金支持。 

3.3 监测体系不完善 

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和预报系统不完善，导致不能及时掌握长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4 防治措施 

4.1 加强宣传，提高长湖流域民众的农业环保意识 

为改变农业环保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情况，改变广大农民对农业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不合理使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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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的现象，进一步减轻因生产生活对农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破坏，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农业污染治理的认识；

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宣传农业污染的危害性，控制污染的重要性，提高农民对农业的环保意识；同时，要开展农业环

保的在职教育和岗位培训，增强县、乡镇领导的环保意识，并将农业环保纳入县、乡镇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4.2 进行农业废弃物处置行动 

做好农田污染整治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工作，实施农业清洁生产，要根据各地实情确定有偿回收模式，采取农业废弃物兑换

物资的方法继续对丢弃在农田、沟渠、池塘边的农业投入品废弃物进行全面有偿回收。这种模式由长湖流域乡镇牵头实施，村

委会负责实施。政府拿出部分实施经费，可大大减少面源污染物，控制源头污染，有效的保障环境安全。 

4.3 推广生态农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在长湖及周边农区，因地制宜示范推广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如“稻鸭共育”“猪- 沼- 果（菜、渔、茶）”等模式，发

挥生态农业整体、循环、再生、协调的功能，减少那些大水大肥的农业生产模式，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促

进农业生产节肥、节药、节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4.4 开展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环湖生态修复治理 

一方面对湖区及周边应用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技术与措施的农户，实行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农业环保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另一方面建设环湖生态工程，采取流域治理的办法，研究规划一定区域范围，运用农艺、工程、生物等措施，建立环湖人工湿

地带，对进入长湖水体的地表流经进行控磷降氮处理，实行农业面源污染的末端治理。 

4.5 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减轻污染 

一是大力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二是加强农药管理，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降低农药使用量。三是大力发

展农村沼气。对单个农户，以沼气建设为龙头，开展改厕、改厨、改圈工作。对于规模化养殖场，发展沼气工程，推进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实现达标排放。四是加大成熟的水产养殖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防止养殖业自身造成的对养殖水

域的污染，使养殖规模和养殖污染物的排放与养殖水域自净能力保持动态平衡。 

4.6 开展乡村清洁工程建设，促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以村为依托，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和“美化村容村貌、美化家居环境、优化生产模式、优化民俗风尚”

的“三清四化”为核心，重点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污

水的资源转化，推动周边乡村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4.7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控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监督管理，建立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控点，及时掌握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并建立长湖流

域农业面源污染数据库，定期发布农业面源污染状况信息，实现监测与评价、预报与预警的常态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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