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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透彻,随之而起的就是人

们环境观念不断增强。农业生产依托于自然环境,农产品的质量优劣,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农作物生长的环境。当今社会消费者

更加注重食品安全与绿色健康,绿色有机食品能够占领更大的市场,由此可见环境保护对于农业生产,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本文从农业出发,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旨在促进我国

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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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就是农业,所以只有保障农业

的可持续性发展,才能够让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

稳步提高得到保障。另外,农业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国家

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必须要推动农业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在这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握生态环境保护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保护好农业生态环

境才可以为农业生产和发展带来可持续发展动力。 

1 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1.1 土地资源 

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黄河是我国第二

大河,干流全长 5464 公里,流域面积为 75243 平方公里。黄

河中流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结构松散容易受浸蚀。另外,中游

地区雨量集中,自然植物的破坏致使每年夏天的暴雨季节水

土流失情况尤其严重。《禹贡》有谓“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

河入于海”。西汉末年黄河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至遮

害亭的河段“河水高于平地”；到了宋朝初年,棣州境内“河

势高民屋殆逾丈”。“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相

当于全国化肥产量的1/2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

的危害,水土流失减少耕地 6.7 万公顷”。可见水土流失对于

农业生产的强大破坏力。荒漠化、农业用地污染等也是破坏

农业土地资源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荒漠化涉及 18 个省份的

471 个县,分布范围极广,扩展速度极快。风蚀、水蚀、土壤

盐碱化都是荒漠化的重要成因。农业用地污染的主要诱因是

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以及地膜分使用残留。 

1.2 水资源 

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的不合理排放对农业用水产生了严

重污染。“污水中所含的有害物质影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和农畜饮水安全,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不合理施用化肥和农

药,使水体受到污染一造成水质下降”。化肥残留也会致使水

体富营养化,浮游藻类植物大量繁殖,影响水体水质、影响水

中植物的光合作用、争夺氧气造成大量鱼类死亡,破坏物种

多样性。 

1.3 大气 

PM2.5 是指环境空气中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

的颗粒物,也被称为大气可吸入颗粒物,其特点是直径小且

比表面积大。PM2.5 的主要来源有自然和人为两种,煤炭的

大量使用是 PM2.5 激增的元凶。煤炭燃烧排放的烟尘许多无

法去除的超细颗粒,是 PM2.5 细颗粒的主要来源。PM2.5 引

起的灰霾天气会减少农作物的日照时长,使农作物的光合作

用减弱。出现灰霾天气时,空气湿度大多在 80%～90%之间,

降低了农作物的蒸腾作用吗,农作物对土壤矿物质的吸收也

受到了直接影响。同时 PM2.5 还影响土壤质量,导致农作物

减产。 

2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现今,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农产品也受到了

严重的污染,对我国国民生命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

我国应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建立,对农畜

产品安全质量加强管理,并对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以

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满足现阶段人们对资源的需

求同时,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等的共同发展。农产品

是人们生存发展需求的重要资源,只有坚持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够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

农业资源,并为后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 

由此可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两者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我国应加强农业

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保证我国农业

资源的充足、安全,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措施 

3.1 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立

现代农业耕作模式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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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调整,提高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调整种植业、养殖业内部结构,优

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乡镇

企业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所以,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资

源节约、生产集约高效、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合

理地进行生产区域布局,改进和完善传统的粗放型耕作方式,

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农业耕作模式,走“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道路,尽量减少或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使农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3.2 要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工作,才能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建设良好生态环境。首先要积

极做好城乡工业布局的规划,只有实行好的规划,才能改善

农业环境的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

色的农业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还要积极加

强对城乡居民生活垃圾的治理,要采取分离垃圾的做法,把

垃圾分成不同类别,然后积极探寻处理方法,要增加除填埋、

焚烧以及露天堆放之外的处理做法；要尽量使垃圾能够得到

利用,使垃圾变废为宝。其次,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沼气的应用,

农村沼气得到大力应用,就可以解决资源的循环利用。沼气

使用量的增大,一方面可以净化农村环境；另一方面还有利

于缓解能源的消耗,还能够为农村的植物增加有机肥料；使

有机肥料得到大量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样就会提高

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后还要积极建立水资源

的循环利用设施,要提倡节约用水,增强人们节约用水意识,

这样才能够把有用的水用到实处。这样才能改善农业环境的

污染现状,使农业环境的污染得到抑制,建立绿色的农业生

态环境,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建设。 

3.3 建立相应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农村劳动人民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产量,但往往缺乏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因此,就容易造成过于追求农业生产的产

量,而忽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

相悖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需要相关部门建立相

应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来加以约束,例如,农业部门可

以建立相应的土壤农药检测制度,实现对土壤农药的使用量

检测,对过量使用农药的人们进行及时的提醒,严重的采取

一定的处罚措施,来提高他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从而

对农业生态环境进行一定的保护。 

3.4 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科技促进农业可持发展 

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是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

宝,它有利于缓解中国农业资源的短缺问题,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利用中国现有

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动植物品种资源等,在现代农业科技

的发展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

率和转化率,使农村资源得到大的收益,逐步转变只是片面

追求农业生产量的传统观念,要从原有的观念的转化中,缓

解生态环境被不断污染和破坏的现状,这样才能使中国农业

生产之路,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3.5 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现代

农业耕作模式 

按照国家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应当加强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将信息化管理和机械化生产引进农业生产过程中,降低农业

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不断优化生产

区域布局,调整种植业、养殖业的内部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

业化的进程,鼓励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将生产模式由传

统的粗放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注重环境

生态的保护,使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减少农业生

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必要的破坏,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4 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农业的要求已经不

单单是追求产量,而是追求产量与质量并重、可持续发展。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环境问题的重视,保护农业环境,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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