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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very grim, in which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rable soil pollution has been a great challenge. China government issued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 in this May. Based on relevant rules,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work,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 for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arable 
soi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lassified administration, pollution source supervision, treatment 
and remediation,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nd 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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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形势严峻，其中耕地土壤污染防治任务艰巨。本文结合国家颁布的《土壤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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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动计划》和相关管理规定，调研相关文献，结合工作实际，就耕地土壤环境监测、分类管理、污染

源监管、治理修复、管理办法及耕地环保宣传等方面提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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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耕地是国家最重要的一种土地资源，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资源条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对于国家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意义[1] [2]。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和相关报道[3] [4]，我国耕

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 19.4%，部分区域农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作物食品安

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为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我国于 2016 年 5 月底正式

颁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明确提出[5]，到 2020 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

基本保障，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到 2030 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根据“土十条”要求[5]，2016 年底前各级人民政府(省、市、县或相

当级别)需编制本辖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重点产粮油区域需编制耕地土壤环境保护方案。 
国家“土十条”在宏观层面明确了当前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原则[5]，“预防为主，保护优先，

风险管控，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严控新增污染、逐步减

少存量”，但具体到耕地土壤的污染防治，尚未给出微观可操作性措施。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区域还存

在土壤环境现状差异、土壤环境管理工作基础薄弱、耕地土壤环境管理法规和标准缺乏[6] [7]、人力物力

投入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1] [2]，各地要提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防治策略，必须在“土十条”

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在各个环节认真细化与落实，因地制宜，因土施策。 
本文结合国家颁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相关管理规定，调研相关文献，结合工作实际，

就耕地土壤环境监测、分类管理、污染源监管、治理修复、管理办法及耕地环保宣传等方面提出耕地土

壤污染防治策略建议。 

2. 切实掌握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在充分了解耕地土壤利用历史、周边环境以及既往污染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调查数据，采

取一般区域均匀布点加重点区域加密布点的方式，合理筛选常规监测因子加特征污染因子，科学制定耕

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方案，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详查，规范采样、保存、运输、处理与测试分析，全

面评估和认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既往调查布点网格过大，点位设置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无法准确掌

握小区域内耕地污染面积与程度。详查需重点关注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

电镀、焦化、制革、制药、铅酸电池等重点行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或工业园区周边耕地、历史污灌耕

地、农药高强度使用耕地、交通干线两边耕地、危废倾倒或有毒有害化学品泄漏耕地、非正规垃圾填埋

场周边耕地等。同时，对耕地区域内地表水、沉积物、大气等进行跟踪监测，掌握其对土壤环境质量的

影响及污染特征和规律，为后期污染防治提供。一般情况下，每十年开展 1 次例行监测[5]，重点区域或

特殊情况下，根据实际提高监测频次和增加监测内容。所有耕地土壤环境监测数据与相关评估材料均需

按要求备案。 

3. 强化耕地土壤分类管理 

严格落实国家农用地分类管理要求，按污染程度将耕地划为三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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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管理措

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结果为依据，开展耕地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与评价，

按照国家关于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划定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建立耕地土壤环境

信息化管理平台。根据土地利用变更和土壤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定期对各类别耕地面积、分布等信息进

行更新。对于耕地土壤环境保护采取一定的奖惩措施，维持耕地土壤为优先保护类的，按面积每年给予

奖励，对污染耕地采取安全利用措施或治理修复的，按实际工作量给予资金补助；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

追究其污染责任。 

4. 强化耕地土壤污染源监管 

加强耕地周边工矿日常环境监管，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的排放污水、扬尘与大气降

尘、废弃物等开展监测，加强潜在土壤污染企业的污染物非法排放环境执法力度。切实做好历史遗留尾

矿库整治工作，防止溃坝或酸性废水排放造成的污染扩散。及时妥善处理处置耕地及其周边倾倒的危废

或泄露的危化品。加强灌溉水质环境监管，做好灌溉水渠河道污染底泥清理与治理。控制化肥和农药使

用种类与剂量。强化有机肥的监管，确保其重金属或相关有害物质含量达标。加强农膜产品管理与废弃

农膜回收利用。 

5. 开展污染耕地土壤治理与修复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责

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针对不同污染情况的耕地，

比选适用于地方的治理与修复技术方案，对于轻度、中度污染耕地，以安全利用为主，采取农艺调控、

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于重度污染耕地，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严禁

种植食用农产品，采取种植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植物修复等措施[5]。 
强化综合治理，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尤其是废弃矿山、矿区、尾矿库、大宗固废堆存场所等周边

农田，需开展区域环境连片整治和土水气综合治理，务必做好源头污染治理，农田与周边河流、灌渠综

合治理。 

6. 制定并实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将耕地土壤环境保护列为环保和农业部门一项重点任务，在耕地使用过程的每个环节加强监管，建

立专门保护管理条例与细则，明确各方责任，依法保护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强化耕地使用者或所有者对

耕地土壤环境保护的义务，强化耕地污染者的法律责任。提升地方耕地土壤环境监测能力与执法水平。 
探索在重点区域建立农户耕地土壤环境信息系统，采用常规例行监测和不定时抽检方式，全面掌握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信息。对于当前未污染的耕地，加强保护，对于已污染的耕地，根据污染成因及相关

责任方，由当地政府组织治理与修复；对于后期耕地出现的污染，直接追究相关潜在污染者的法律责任。

对于工矿企业周边耕地，高度关注企业对耕地可能的污染，严格追究污染者法律责任，严厉打击工矿企

业或者相关污染责任方对耕地的污染仅采取简单经济补偿而不治理的恶性行为，建立耕地污染有奖举报

机制。鼓励社会第三方监测机构、环保公益组织等对耕地土壤环境监管提供技术服务与监督。 

7. 加强耕地土壤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 

充分利用学校、网络、书刊等各种宣教平台与媒体，加强耕地土壤污染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解读，强

化领导干部耕地土壤环保意识，强化学校、社区、工厂等土壤环保知识的普及，加强对污染企业或潜在

耕地污染者保护土壤环境观念和土壤污染法制教育，加强农村地区居民对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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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保护耕地土壤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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