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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farmlan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LI Xiaojing, XIONG Mingmin
（Innovative Team for Soil Organic Contamination Control, Agro-Envior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Emerging pollutant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threats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Governing policies are also a current hot spot in so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ontrolling emerging
pollutant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gro-ecological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control
measures from all aspects, such as developing detection-monitoring, perfecting benchmark-standard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pollution-
control research of emerging pollutants in farmland to build a new farmland pollution treatment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will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trinity”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ntity, quality, and ecology in China and contribute“soil”
streng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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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田新污染物防控，支撑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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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农田有机污染生物消减创新团队，天津 300191）
摘 要：新污染物是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威胁之一，对其如何治理也是近一段时期内社会和科技关注的热点。本文

从治理新污染物的背景出发，结合农业生态环境科技发展趋势，从开展农田新污染物的检测-监测工作、健全农田新污染物的基

准-标准体系、加强农田新污染物的致污-治污研究等全方面提出治理措施，以期构建中国特色的农田新污染物治理范式，为国家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强力支撑，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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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据《2022年中国自然资源统

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耕

地面积 19.14 亿亩（1 亩=667 m2），人均

耕地不足 1.4亩，且耕地质量总体不高，

中低产田占到七成，同时农业污染形势

不容乐观。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高度

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

“十三五”以来国家围绕农业面源和重

金属污染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耕地污

染加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但我国农

业生产长期受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

畜禽粪便污染、农膜残留、再生水灌

溉及工业和生活污染等因素影响，农

田中累积的抗生素、微塑料、内分泌干

扰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

污染风险凸显，对耕地质量提升、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构成威

胁，因此亟需加强新污染物风险防范

与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重视新污

染物治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加

强新污染物治理，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

理行动方案”，把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

显增强作为“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予

以部署。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出要加强新污染物治理，5月国务院印

发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到 2023
年 5月，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区完成工作

方案印发，开展全国性的新污染物治理

工作。同时，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海关总

署、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共同制定

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版）》

并于 2022年 12月 29日公布，其中有机

氯农药、抗生素、微塑料等均是农田土

壤的主要新污染物，但目前存在污染底

数不清、危害风险不明、防控技术不足

的“卡脖子”问题。针对目前农田新污

染物防控的紧迫形势，应加快开展如下

工作：

（一）开展农田新污染物的检测-监

测工作

农田中新污染物的污染特征数据

是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前

提，因此有必要尽快开展农田中新污染

物的调查工作。两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和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等全域性调查基

本未涉及新污染物指标，目前国家产地

环境例行监测指标仅涉及重金属和部

分农药，关于新污染物监测工作尚未开

展。应尽快制定专项调查制度和试点

方案，在基本农田、设施农地、集中种养

区、典型行业企业周边耕地等重点区域

开展新污染物浓度与形态调查摸底、迁

移与转化追踪检测、溯源与评估监测预

警等工作。构建监测网络，注重以点带

面、点面结合。加强单一或多维快速、

精准智能化检测监测技术研发，开发智

能预警平台，从高风险、高残留、高检出

多维度集成新污染物调查数据库。依

托新污染物基础数据，推进农田新污染

物防控由重点整治向系统治理转变，以

有效支撑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二）健全农田新污染物的基准-标

准体系

农田中新污染物的风险阈值是源

头监管、过程监督、末端治理的标尺，因

此有必要尽快完善农田中新污染物的

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控值。针对农田

新污染物污染环境基准体系缺失的问

题，应开展农田灌溉水、土壤、农作物、

农产品以及人体多级生态受体的污染

物毒理研究，按照不同新污染物的类

型，确定污染物的风险阈值和危害限

值，完善我国农田土壤环境安全利用基

准体系。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安全性

使用技术指南和新污染物污染风险管

理和评估标准，确定农田中新污染物的

分级分类分区管控模式。基于量效模

型，结合土壤基准和环境管理的具体需

求，制定修复基准。对新污染物的生

产、使用、回收、残留过程建立全生命周

期的评价和追踪，建立覆盖全面且环环

相扣的常态化监管标准体系，以有力支

撑美丽中国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三）加强农田新污染物的致污-治

污研究

农田中新污染物治理的科技创新是

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的保障，

因此有必要继续强化农田中新污染物的

科技投入。加强新污染物在农田土壤中

的残留过程和跨区域、跨介质、跨物种迁

移扩散的驱动机制研究。重视新污染物

之间以及与重金属的复合污染生态效

应，解析多污染、多界面、多介质的污染

发生机理，以及对土壤健康的危害机理。

探究新污染物（含新污染物复合污染）-
水土环境-作物-人体迁移致毒机理和

阻断机制。研制安全高效降解新污染物

的微生物菌肥、菌剂及其衍生产品，结合

农艺措施，建立新污染物污染农田生物

协同强化修复技术，强化多污染物协同

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推进绿色低碳科

技自立自强。总书记嘱托只有守住绿

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只有土地干净，

才能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农田中新

污染物防控好了，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品

质更好了，将实现科技投入转化为绿色

农产品品牌和旅游文化产业，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归乡创业，以有序支撑美丽中

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把新污染物

治理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

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

田新污染物治理是打好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突出难点，是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迫切举措，是实施乡村全面振兴和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任务。农田新污染物治

理形势复杂严峻，须立足国情，突出问

题导向，有计划分步骤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力，在农田新污染物快速精准

监测与溯源、生态效应与风险评估、迁

移转化与修复技术等源理论与根技术

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农田新污染治理

范式，为国家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提供强力支撑，为美丽中

国建设贡献“土”力量。

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