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环水有机农业    保护大江大湖地区生态环境 



目录： 

一、什么是环水有机农业？ 
 

二、为什么发展环水有机农业？ 
 

三、如何推动环水有机农业发展？ 
 



 有机农业 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 

 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

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物质， 

 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平衡； 

 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

种农业生产方式。 

   发展有机农业能有效减少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排放 

（一）有机农业的定义 



控制N、P排放，保护水环境 

大江大湖污染 

农业面源
污染 

主要原因 

有机农业 

（二）有机农业与大江大湖环境的关系 

环水有机农业：指在重要的湖库周边、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源集水区等水

环境敏感区域采取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与水质保护相结合的一种环

境友好型农业模式。 

   控制 



（三）有机农业控制面源污染的举措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源头治理 过程控制 末端治理 

最佳选择 难 效果差、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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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源污染，保护大江大湖生态环境 



二、为什么发展环水有机农业？ 

       我国江河湖泊储存着丰富的淡水资源，具有供水、灌溉、调蓄、水运、发电、
旅游、渔业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等多种功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 



中国水环境现状： 

《2014年中国环境公报》： 
      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

其中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6.8%、9.2%，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我国37个大小湖泊的调查评价表明，中度营养化的湖泊占 55.8%，富营养化
的占 14.7%，重富营养化的占 8.8%。其中云南的滇池、草海为重度富营养型，水质
主要以Ⅴ类或劣Ⅴ类为主；太湖和巢湖也呈富营养化状态； 
 我国三大湖泊的主要污染指标均为氨氮和总磷。 



中国水环境现状： 

        2014年，全国废水中主要污染物COD排放总量

为2294.6万吨，其中农业源1102.4万吨，占48%。 

       主要污染物氨氮排放总量为238.5万吨，其中

农业源75.5万吨，占31.6%。 

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水体污染最
大的来源之一！ 



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大江大湖水污染的重要因素 

    随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了
提高农产品产量，耕地大量开发、大量施用
化肥农药。 

       随着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地表
水水质变差，湖泊尤甚，水体中的COD, 
TN、,TP 严重超标，富营养化现象严重，给
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发展有机农业
保护江河湖泊水资源，确保生活、生产、生
态用水安全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之一。 



美国和欧洲水环境调查情况： 

美国环保局2003年调查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是美国河流和湖泊污染的第一大
污染源，导致约40%的河流和湖泊水体水质不合格，是河口污染的第三大污
染源，是造成地下水污染和湿地退化的主要因素。 

美国 

在欧洲国家，农业面源污染同样是造成水体、特别是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首要
来源，也是造成地表水中磷富集的最主要原因。例如在瑞典，不同流域来自农
业的氮素占流域总输入量的60%～87%；芬兰20%的湖泊水质恶化，而农业
面源排放的磷素和氮素在各种污染源中所占比重最大，占总排放量的50%以上，
各流域内高投入农业比例大的湖区更容易导致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富集。 

欧洲 



二、发展环水有机农业保护大江大湖
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轮作   硝态氮 铵态氮 总氮 可溶性磷 总磷 

淋溶量

（kg/ha） 

2013 稻 

空白 0.17 0.43 0.73 0.13 0.34 

有机 0.48 1.00 1.76 0.18 0.42 

常规 0.30 0.79 1.25 0.05 0.52 

2013/14 麦 

空白 0.43 0.38 1.26 0.0004 0.022 

有机 1.05 0.35 2.28 0.0004 0.022 

常规 2.32 0.34 3.68 0.002 0.019 

径流量

（kg/ha） 

2013 稻 空白 1.46 0.26 2.13 0.33 1.22 

有机 2.34 0.51 2.59 18.71 44.87 

常规 2.57 0.72 3.21 1.22 3.4 

2013/14 麦 空白 20.11 0.93 25.93 0.015 0.228 

有机 17.52 0.95 23.86 0.234 0.483 

常规 47.45 1.05 55.89 0.0179 0.244 

流失量

（kg/ha） 

2013/14 稻麦

轮作 

空白 22.85 1.57 31.29 0.48 1.81 

有机 20.97 1.98 28.25 19.12 5.10 

常规 51.32 2.11 60.46 1.29 1.18 

南京所在太湖流域研究表明，通过有机稻麦轮作方式，每年可以减少氮排放32.1 kgN/ha。 

（一）有机农业——降低N、等污染物输出量，减少面源污染 



江苏南京溧水区：有机水稻田间试验表明，

通过有机农业的测土配肥控氮固磷集成技术能有

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作物生长过程中农

田流出水的水质，有机种植区域流出水体中

CODMn 、TN、TP由4.6、5.34、0.68 mg/L减

少到2.1、0.45、0.08 mg /L。 

（一）有机农业——降低N、等污染物输出量，减少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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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有机水稻、大豆生产生态环境效益调查结果显示： 

有机种植方式可以显著降低氮素淋溶，而且随着种植年限的提高而更加显著。 

 

（一）有机农业——降低N、等污染物输出量，减少面源污染 



丹麦对有机农业控制面源污染的研究结果 

氮淋溶:氮是所有养分中最容易淋溶的成分。

研究表明有机生产的硝酸盐淋溶很低，在丹

麦仅为27~ 40kgNhm-2yr-1； 

 



      研究结果表明：有机蔬菜种植模式对耕层

土壤的氮素累积贡献最大，且较无公害和常规

种植模式相对高产；有机模式土壤氮盈余较少，

表现出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长期施用有机肥

与化肥相比可以提高土壤真菌多样性。（中国

农业大学） 

（二）有机农业——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1. 有机农业可加强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结果来自于FIBL 21年（1977-1998年）的田间试验 

（1）在有机系统里，土壤表层的节肢动
物密度是常规土壤的2倍。引起差异的原
因： 
a.  是常规生产农药的使用导致捕食不足， 

b. 是在有机地块作物中同时生长着丰富的杂

草群系 

 

步行虫、隐翅虫和蜘蛛 
（1988、1990和1991年均值），K2=100% 

（三）有机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 



2.  有机系统中蚯蚓的生物量高于常规系

统30-40%，密度高于常规系统50-80%。

在只施用无机肥料体系中，这种差异更

明显。  

蚯蚓生物量和密度 
（1990、1991和1992年平均值），K2=100% 

（三）有机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 



3. 有机系统中微生物总量比施肥的

常规系统高出20-40%，比不施肥的

常规系统高出60-85%。  

 每千克土壤中的微生物生物量（Cmic） K2=100% 

（三）有机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 



       南京所对江苏句容戴庄村有机水稻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有机稻田中的动物有环节
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鱼类、鸟类等共10纲24目78种。而常规稻田中的动物共5纲7
目8种，有机农业显著提高了环境生物多样性。 

（三）有机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 



发展环水有机农业对保护大江大湖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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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环水有机农业的建议 
 



（一）国外发展有机生态农业控制面源污染举措 

  美国 
  农田最佳管理措施    
（BMPs） 

 

工程措施 

管理措施 

增加湿地或植被缓冲区，拦截、降解、沉降污染物。 

以规划、农户教育、奖励等形式，促使农民自觉

使用廉价的环境友好技术。 

欧洲 政府每年农田环境政策补贴最高可达1000欧元/公顷，鼓励有机农业发展。 

重视有机
技术研究 

2014 年新法案对有机农业补贴的重点为有机农业研
究和扩展项目，补贴额达到1亿美元  



德国 

（一）国外发展有机生态农业控制面源污染举措 

规定了各级水源保护区允许的轮作类型和相应的施肥标准。 

仅允许作为林地和草地，不允许种植农作物，也不允许使用任何肥料； 

一级水源保护区 

仅允许种植用肥量低的农作物，如黑麦等，并且作物的用肥量也必须控制在标准限
量之内，不允许种植用肥量高的农作物如大多数蔬菜作物； 

对作物种类和用肥量也有相应的限定。 

二级水源保护区 

三级水源保护区 



（一）国外发展有机生态农业控制面源污染举措 

    德国博登湖的Reichenau（赖登瑙
岛），是德国著名的草药和蔬菜产地，但随
着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该岛地下水硝酸
盐含量严重超标，同时博登湖的富营养化也
促使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80 年代末以来，该岛逐步推广环境友好型
农业，化肥、农药用量大幅下降，地下水及博登
湖的污染得到控制。随着环境的改善，该岛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独具特色的蔬菜生产基地成为远近
闻名的旅游胜地。 



化学农药销售量年际变化图 

有机和常规农产品价格、节肥减药对比表 

有机农产品认证农户变化图 

a 常规施肥 b 环保施肥 

日本 “湖泊水质保护特别措施法” “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活动规范” “农田－ 水体”环保对策 



2007年《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环太

湖1公里区域内发展有机农业，环太湖1～5公里

区域内发展绿色农业。 

 云南洱海—着力打造洱海流域高效生态农业新

样本。 

 云南松华坝水源保护区—万亩饮用水源地有机

农业产业园。 

 千岛湖—发展有机水产养殖，保护水库水质。 

太湖 

（一）国内外的有机农业与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典型案例 



2010年，云南好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昆明市饮用水源-松华坝水库集水区，组织日
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和国内专家团队，在防止水源破坏，控制面源污染与水土流失的基础
上，进行资源整合，打造万亩饮用水源地有机农业产业园，有机蔬菜销往北京、上海、
深圳、昆明等城市，取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一）国内外的有机农业与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典型案例 



（二） 几点建议 
 

1、制订国家层面环水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加强发展有机农业的制度保障。 

（1）制订大江大湖地区发展有机农业专项规划、确立中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实施一批
重大建设项目和重点工程，并对发展前景进行全面的可行性论证。 

（2）加快制定江河湖库地区发展有机农业的扶持政策与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总体
发展思路、目标及措施。 

（3）加快制定发展环水有机农业技术规范、技术政策等保障制度和激励制度，明确划分
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的责任，对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有机农业建设的积极性进行鼓
励。 



2、建立环水有机农业科技促进机制，强化技术支撑体系。 

（1） 开展环水有机农业综合开发与水质保护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强化国
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对国外先进科技成果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 

（2） 探索建立大江大湖地区不同类型的有机农业模式与示范基地及交流网络，构建各
具特色的有机农业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二） 几点建议 
 



3、优化财政投入，建立健全环水有机农业扶持机制。 

三、发展环水有机农业的建议 
 

            开展环水有机农业建设，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有
效的支撑。增加公共财政对有机农业尤其是重要的湖库周边、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源
集水区等水环境敏感区域有机农业的投入总量，在财政投入中加大对有机农业基础设
施和水生态工程建设的投入，注重对环水有机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和推广等的投入；
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对投资于环水有机农业发展获得的收益实行免税或减税政
策；加大政策性金融对环水有机农业的支持。  

 



三、发展环水有机农业的建议 
 

4、以点带面，启动国家环水有机农业与水源地保护重大工程。 

       受资金、技术等客观条件制约，在全国所有大江大湖区域推进有机农业工作尚有
难度。为此，建议选择一批生态敏感脆弱流域（如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源头区、洱海、
滇池等）以及有机农业初具成效的流域（如太湖、东江源区等），建立一批易操作、
高科技、高效益，并具有强辐射效应的国家有机农业与水源地保护示范区，形成以点
带面，分阶段、分区域推进以发展环水有机农业推进大江大湖生态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5、建立健全有机产品销售机制 

       从机制、体制、政策
扶持，以及生态补偿等方
面逐步建立健全有机产品
销售机制。 



加快发展环水有机农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环水有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生产实践内容,也是新时期做好水环境保
护以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具体抓手。有机农业不仅保护水环境、土壤环境、保护生物
多样性，提供优质农产品，而且还可以推动湖库周边区域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民水环境保
护意识，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区域农村与城镇社会和谐发
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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