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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ituation of 
Panjiang community in Panxi Town, Yuxi C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Panjiang community is serious, and the pollution types include pesticide and fertilizer pollution,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pollution, livestock excreta pollution and living waste pollution. The in-
tensification of these types of pollution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local officials and villagers who are lack of enough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social structure, imperfect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undeveloped village eco-
nomic, unreasonable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and so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various kinds of pollution have brought a lot of adverse effects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villagers. Due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three residential areas of Panjiang commu-
nity suffered different degree of pollution, but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poor, the vil-
lagers’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not strong, and it’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villa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without dela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the village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mmunity mechanism, government 
polic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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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对玉溪市盘溪镇盘江社区环境污染状况

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盘江社区目前环境污染严重，存在农药化肥污染、农用地膜污染、畜禽排泄

物污染和生活废弃物污染等污染类型。这些污染类型的加剧并最终演变成环境问题与地方官员环保观念

不深和村民环保道德意识薄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政府管理体系欠缺、该村经济发展滞后和村民生产

生活方式不合理等有关。各类污染加剧带来的环境问题给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盘江

社区三个居住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所受的污染程度有所不同，但整体环境质量差，村民普遍环保意

识不强，改善该村环境污染问题刻不容缓。最后，本文根据以上分析结论，从环保意识、社区机制、政

府政策等层面，对改善该村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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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是指以从事种植业生产为主的人口聚居地及其周围地区(土地、河流、森林、草地) [1]。根

据对“农村”概念的认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概念的阐述，可以将农村环境理解为

以农牧业生产为主体的，由天然因素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总体，包括大气、水、

土地等。农村环境有它自身的承载力，可以吸纳一定量的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的污染物，在其承载力之

内，则污染物不会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但是一旦污染物超出农村环境的可吸纳的数量，污染物就会对

农村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2]。 
盘溪镇是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的一个农业大镇，地处华宁县东面，2016 年，盘溪镇被列为国家重点

建设镇之一。盘江社区是盘溪镇的一个行政村，地理状况为坝区，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近年来，盘

江社区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村环境问题不受重视，居民的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目前存在乱丢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散排、畜禽养殖排泄物随意处理、农药化肥不合理施用等污染环境的现象。该村属于贫困

村，地处偏远，相关环保措施还在初步落实，农村环境保护进程明显落后于该村社会的发展步伐。生态

环境与经济发展日益突出的矛盾必将拖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如不加以重视并采取具体有效的

措施增强该村环境建设力度，势必严重影响到该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不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

大目标。 
本文力图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盘江社区区域内环境污染状况，分析居民生

活和农业生产中的各类污染、环境污染问题形成原因、对当地居民生活生产的影响等方面，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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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实践性措施。并将视角扩展到对盘溪镇生态环境的研究和思考方面，争取在改善盘溪镇生态环境，

构建盘溪镇生态文明，加快盘溪镇经济建设步伐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动态 
(1) 对环境污染监控和治理的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发达国家就建立了各类环境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并借助 3S 技术，对大气、

水体污染状况和环境变化进行观察和预测。近年来，检测系统更加完善。还有不少国外学者结合先进技

术，针对实际需要，研究出新的环境污染监控和治理方法，如：Peterson Mark J 等(2016)提出了控制和监

测城市固体废物(MSW)垃圾填埋场的排放对于减少环境破坏和健康风险至关重要，介绍了如何利用傅里

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来监测各种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3]。Yasuyuki Zushi 等(2016)针对东京湾流域河流

的监测，结合使用全长二维气相色谱与高分辨率飞行时间质谱仪(GC× GC-HRTOFMS)，开发了一种用于

连续非目标和目标筛选的方法，用于环境监测。这种方法对于环境监测是高效的，并为环境管理背景下

的监测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新信息[4]。 
(2) 对农村发展中环境污染问题成因的研究 
发达国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农业生产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在过去，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成本过高。随着人口剧增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相继涌现，如

资源短缺、农村土地和水体的污染等(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2000) [5]。Stanton (2002)运用美国二战后化

肥和农药使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对农村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6]。Veera 
Gnaneswar Gude (2016)提出污水源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体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的污水处理技术还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卫生需求，微生物燃料电池技术可能会提供可持续和环保的途径来满足用水卫

生需求[7]。Zouiten Amina (2016)认为医药残留物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抗生素制药行业的废水排放会污染

水体环境。自然环境中的医药残留物对细菌具有耐药性且对自然界具有毒性，对公共卫生造成了影响[8]。 
(3) 对农村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的研究 
Reddy 和 Behera (2006)运用大样本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村水污染对农业生产、居民健康和畜牧养殖等

方面的影响[9]。Jo Rios 等(2009)通过对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居民健康之间建立的环境健康生态框架进

行研究得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等农村地区不合格的住房、缺乏正规的污水处理系统、没有室内厕所

及生活垃圾长久堆放可能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健康问题。如生活垃圾堆放超过一周可能会引起肠胃疾病和

眼部感染，不合格的化粪池可能会引起相关肠胃道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皮肤感染。缺乏正规的污水处理

系统可能导致卫生问题等。由于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环境卫生管理结构性措施，农村居民正处在疾病的

风险之中[10]。Golam Kibria 等(2016)对孟加拉国卡纳福里河口和沿海地区十一种痕量金属的时间综合水

平进行研究分析，其结果表明，孟加拉国卡纳福里河口和沿海地区存在重金属污染，会对当地水质、海

产品捕捞量、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公共卫生造成影响[11]。Ujjal Ghosh 等(2017)表示，重金属离子如汞在

环境中的所有氧化态都是高毒性的。汞暴露引起多种环境和健康问题，如脑损伤，神经障碍，免疫系统

的损害等[12]。 
(4) 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Brown (2007)认为，德国通过禁止使用农药、禁止使用化学肥料等措施，改善了土壤环境[13]。日本

政府为实现绿色农业，采取控制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建设牲畜粪便回收系统、发展有机农业等措施，实

现了农业和环境协调发展。Osborn 和 Datta (2006)回顾了各国政府在海岸和海洋环境中管理其公民的破坏

性和污染活动的监管和非监管方案的优缺点。认为政府应避免将各种政策手段视为彼此的替代品，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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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进监管，收取排污费和鼓励居民志愿环保等多方面，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综合措施[14]。Kathy B 等

(2008)认为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农民合作组织能够在农村环境建设中起到很大作用，有利于农村农业环

保新型科技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15]。Antonio Estache 等(2016)通过分析调查巴西圣保罗州的当地污水

处理政策，提出国家和地方当局应该使用非正式的监管方式解决环境污水处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或道德

风险问题，这种监管主要集中在总督的政治杠杆上，应该允许总督为市长提供定制相应的激励措施来改

善当地卫生基础设施[16]。 

1.2.2. 国内研究动态 
(1) 对环境污染监控和治理方面的研究 
我国在 21 世纪初开始大规模投入使用污染源监控系统，众多学者针对各地环境监控现状进行研究和

创新，都有了很大突破。张云龙(2016)根据目前我国对地下水的监控及预警技术体系还不太完整的现状，

提出把地下水污染源作为监控对象，建立全过程监控体系，并建立地下水典型污染源污染预警系统，有

效的促进了地下水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17]。王谦等(2014)认为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监控仍以政府为

主导，结果为导向，缺乏异构之间的信息协同能力，提出了物联网管理模式，并将之应用在环境治理领

域，提高了环保部门环境管理能力[18]。张普及(2014)从平凉市大气环境治理和防控现状出发，从严格控

制产业排放、加强监管、消除污染防治盲区、增强对机动车尾气防治和调整能源结构几方面提出了优化

方案，促进了平凉市大气污染防治和空气质量改善[19]。 
(2) 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成因的研究 
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朱姣等(2011)认为农村环境污染

问题严峻是由于我国环境管理体系主要针对城市和突出的点源污染，而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上没有较

强的实用性，且缺乏对农村环境的监测、统计和保护研究，相关环保规划、环保设施建设滞后，提出了

在农村推行绿色建筑，号召政府重视投入，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制定政策，建设农村生态环境[20]。高博等

(2016)提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是农村环境问题的首要原因，生活方式传统是其重要原因，农民观念落后是

其根本原因，城乡二元体制弊端是其主要原因[21]。周梦冉等(2016)认为农村环境之所以日益恶化，其根

源在于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和观念未能随社会变迁过程而做出相应改变[22]。吕培进等(2017)通过对山西

农村环境现状的研究，指出造成山西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地方环境管

理不到位、企业减排技术不完善、污染违法成本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方面[23]。 
(3) 对农村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的研究 
姜云峰等(2009)指出，农药、化肥、农膜的过度使用会破坏土壤环境，工业粉尘会影响植物生长、农

村畜禽粪便发酵会产生有害气体，污染空气，以及畜禽粪尿进入水体后会形成多次污染，威胁人畜健康

[24]。李新阳(2013)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障碍，主要表现在农村环境污染

威胁到居民健康，阻碍农业发展以及影响农村发展的规划[25]。钟慧(2016)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分析得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利于农业可持续

发展以及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时也会扰乱农村社会秩序[26]。崔艳琪(2017)指出，乡镇工业污

水排放会污染农业灌溉水，影响农产品质量，工业废气排放会对耕地、公共设施、人畜安全带来危害，

同时乡镇工业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导致耕地荒废等问题[27]。 
(4) 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 
俞孔坚等(2007)认为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是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有学者从区域环境管理

体制角度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28]。肖萍等(2014)提出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效

果不太明显，通过结合西方经验，认为农村污染治理应该实行多元治理模式，即以村委会基层自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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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动员村民、企业、社会团体等参与治理，并在该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从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

方法等方面构建农村污染治理体系[29]。李新阳(2013)提出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补偿机制，并结合农

村特色调整发展方向，采取一票否决制，促使各地政府注重环境保护[25]。周梦冉等(2016)认为应该实行

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村委会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带动农民投入到农村环境建设中来，

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22]。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主要围绕盘江社区环境污染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从而提出适用于盘江社区环境建设的

相关对策和建议。数据来源主要是到盘江社区村委会进行收集，必要时查阅华宁县统计年鉴。具体内容

如下： 
(1) 对盘江社区自然资源和环境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对盘江社区卫星图进行校正和处理，明确盘江社

区现土地功能分区以及各分区内主要污染源。 
(2) 结合盘江社区实际情况，分析存在的污染类型。主要围绕农业污染、畜禽排泄物污染和农村生活

废弃物污染这三个污染类型进行分析，并论述各类污染的影响。 
(3) 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盘江社区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成因进行探析。 
(4) 通过实地调查，明确盘江社区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5) 盘江社区下辖的 5 个小组的居民现混居在“盘溪镇”区域、“盘江村”区域和“八方树村”区域，

通过对比三个居民区所受污染差异，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 
(6)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对盘江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提出对策和建议。 

1.4.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调查主要采用入户访谈和

实地调查 2 种形式。本次入户访谈主要是与村民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村民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情况及环保

意识，以便收集更多客观性资料。 

2. 盘江社区基本情况介绍 

2.1. 经济发展状况 

盘江社区是华宁县盘溪镇的一个行政村，地理状况为坝区。盘江社区距离盘溪镇政府所在地 1.50 公

里，乡镇道路为柏油、水泥路面，辖盘江村等 5 个村民小组，现混居在“盘溪镇”区域、“盘江村”区

域和“八方树村”区域，生活区和农业区分区明显。有农户 1136 户，有乡村人口 3693 人。其中农业人

口 3693 人，劳动力 2247 人，乡村从业人员数 2138 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1125 人，从事第二产业

278 人，从事第三产业 648 人，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87 人[30]。 
截止 2014 年盘江社区农村经济总收入 5468.00 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 1777.00 万元，畜牧业收入

1232.00 万元；林业收入 0.00 万元，第二、三产业收入 2339.0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0,558.00 元。该

村目前正在发展肉牛饲养、苦瓜种植特色产业，计划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产业[31]。 

2.2. 盘江社区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现状 

整个村委会国土面积 3.10 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 1108.00 亩(其中：田 964.00 亩，地 144.00 亩)，人

均耕地 0.30 亩，主要种植蔬菜、粮食、柑桔等作物；拥有经济林果地 1466.90 亩，人均经济林果地 0.40
亩，主要种植柑桔、柿子等经济林果；其他面积 0.00 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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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江社区所属范围内覆盖的植被主要为耕地中的种植作物和经济果林，基本无天然植被，植被覆盖

变化不甚明显，难以反映该村环境状况。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该村目前存在以下环境污染现象：(1) 普
遍存在生活垃圾胡乱投放问题。道路上垃圾随处可见，不少村民未将生活垃圾放至垃圾投放点，而是堆

在路边、河边；(2) 畜禽散养影响村容村貌，其排泄物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3) 南盘江流经盘江社区中

部，近年来南盘江水体变绿，河内鱼虾死亡；(4) 土地板结，农田区随时充斥着农药的味道。目前盘江社

区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由于制度上落实不到位以及对环保的重视度不够，使环境破坏现象越发严重，分

析该村环境污染问题，加以整治改善环境，实现人地协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通过调查可以得出，盘江社区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

因此，要分析具体的环境污染因素，应从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式两方面着手，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

法，对盘江社区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3. 盘江社区环境污染状况 

3.1. 资料来源 

本文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到盘江社区村委会收集的近五年的“农村二级基层统计

数据”；二是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相关通知、相关行业标准；三是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整理的材料。 

3.2. 盘江社区环境主要污染类型 

多年来，盘江社区的经营模式仍然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为主，盘江社区范围内无工厂，主

要污染源来自生活和农田。据调查，该村目前正在发展苦瓜种植特色产业，计划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

业产业。因此本课题主要围绕农业污染、畜禽排泄物污染和农村生活废弃物污染这三个污染类型进行分

析。 

3.2.1. 农业污染 
(1) 农用塑料薄膜污染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农用塑料薄膜被作为农业生产中保湿保温、维持产量的重要工具而被

大量投入使用。盘江社区所使用的农用塑料薄膜以农用地膜为主，通常情况下，农用地膜具有难以自然

降解的特征，在农业生产中，废弃的农用地膜若不合理回收，残留在土地中会对农用地造成长久性污染。 
盘江社区的主要种植业为苦瓜种植特色产业，其次是种植豆类、茄子、西红柿。每一种农作物种植

过程中都需要使用农用地膜，且不同作物单位面积农用地膜使用量不同。近 5 年，盘江社区农用地膜使

用总量和覆盖面积变化趋势如图 1、图 2 所示。农用地膜用量越多，意味着残留量也将增多，因此，环

境污染程度也随农用地膜的使用量的增加而加重。2016 年盘江社区农用地膜使用量为 8t，较 2012 年增

加了 4t，年均增长率为 18.9%。2016 年盘江社区农用地膜覆盖面积达 1035 亩，较 2012 年增加了 17 亩，

年均增长率约为 0.4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盘江社区农用地膜使用量多，据调查，回收率却很低。大多数居民在使用

地膜后直接随意丢弃，部分居民将其焚烧，只有少部分人会将其回收再利用。从总体看，盘江社区农用

地膜残留率较高，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白色污染”。由于地膜短期内难以自然降解，长时间遗留在土壤

中会导致土壤塑化剂含量过高，从而造成土壤污染，影响作物生长。而焚烧的处理方式也会带来大气污

染。 
(2) 农用化肥污染 
盘江社区农业技术普及程度不高，农业中所施用的肥料有农家有机肥和农用化肥两种，自化肥普及

以来，因其施用方便，有针对性，效率较高而被大量使用，农家有机肥施用较少。在农业生产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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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农民盲目地认为化肥施用量越多，作物生长得越好，产出也就越多，从而过度使用化肥。目前，盘江 
社区农用化肥施用总量和单位面积施用量过大，化肥利用率极低，反而造成了化肥污染，同时，各种肥

料之间搭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土壤中营养成分不均匀、出现土地板结现象等。 
近 5 年来，盘江社区农业生产中化肥施用情况如图 3 所示。2016 年，盘江社区氮、磷、钾肥施肥比 

 

 
Figure 1. Application amount of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1. 盘江社区农用地膜使用情况(2012 年~2016 年) 

 

 
Figure 2. Coverage area of agricultural plastic film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2. 盘江社区农用地膜覆盖面积(2012 年~2016 年) 

 

 
Figure 3. Application amount of agricultural fertilizer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3. 盘江社区农用化肥施用情况(2012 年~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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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1:0.37:0.16，与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较[32]。盘江社区的施肥配比(本文所指的施肥比，是

一个综合平均施肥比，暂不考虑各地块作物种植类型和农田土壤肥力差异)还不太合理，氮肥用量最多，

磷肥和钾肥用量较少。土壤中肥料量过多,就会进入水体，形成农业面源污染。氮肥施入土中后，有一部

分可能经过反硝化作用，从土壤中逸散出来进入大气，在臭氧层与臭氧发生化学作用，使臭氧减少，同

时，过多施用的氮肥还会对土壤环境造成破坏。因此，盘江社区氮肥的过量施用给周围环境带来了很大

危害。 
农用化肥污染除了与施肥结构有关，还与施肥强度有关。通过计算盘江社区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

量，反映施肥强度，与相关标准对比，判断其污染程度。盘江社区近 5 年来化肥污染程度如表 1 所示。

可以看出，化肥施用强度整体增大，且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显著高于国家和省级生态乡镇建设标准，

尤其是高于国家标准 19 倍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盘江社区农药化肥污染非常严重，同时，施用方式不

科学，造成施肥效益不高，化肥流失严重，加重土壤和水体的污染负荷。 
(3) 农药污染 
盘江社区是一个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农村，在种植生产中使用农药是必不可少的，盘江社区近

5 年农药使用情况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近 5 年盘江社区农药使用量逐年增加，尤其是

2015~2016 年之间增加量较大，通过调查，这与近两年来该村大力发展苦瓜、番茄种植业有关，这两种

作物植株较大，叶片多，喷洒的农药需求量大。 
仅仅凭农药使用量难以说明该村农药污染状况，本次研究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来反映

农药施用强度，并与相关标准对比，判断该村农药污染程度。结合相关概念和客观规律，可以认为，单

位面积农药施用量与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Table 1. The degre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pollution in Panjiang community 
表 1. 盘江社区化肥污染程度 

年份 农用化肥施用量 
(公斤) 

施肥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施用量 
(公斤/公顷.年) 

单位面积施用量与国家标准 
(<250 公斤/公顷.年)对比 

单位面积施用量与省级标准 
(<310 公斤/公顷.年)对比 

2012 330,000 68.1 4845.81 

大于 大于 

2013 338,000 68.7 4919.94 

2014 350,000 68.6 5102.04 

2015 358,000 69.4 5158.50 

2016 363,000 69 5260.87 

标准来源：国家级生态乡镇建设指标(试行)；云南省生态乡镇建设标准(修订)。 
 

 
Figure 4.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4. 盘江社区农药施用情况(2012 年~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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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江社区农药污染程度如表 2 所示，盘江社区近 5 年来农药施用强度明显高于国家和省级生态乡镇

建设指标，尤其是高于国家标准 12 倍以上。如此大的差距说明盘江社区农药污染程度较严重。 

3.2.2. 畜禽排泄物污染 
盘江社区目前畜禽排泄物随意堆放于室外路边，不仅影响乡村形象，其散发的刺激性气味会污染周

围空气，若经雨水淋溶流入田间、街道、河流等，对居民居住环境和生产环境产生影响。 
通常来讲，畜禽排泄物(粪、尿)数量是按不同畜禽的排泄系数与当年各类畜禽的饲养总量估算出来的

[32]。因此，大致可估算出近 5 年来江社区畜禽排泄物总量，如图 5 所示。畜禽粪便排泄系数如表 3 所示。

从排放总量来看，近 5 年来，盘江社区目前畜禽粪尿排放量大，并逐年增加，2016 年排放总量为 35,667.34
吨，该村耕地面积为 73.87 公顷，即使将所有畜禽粪肥施用到耕地中，平均每公顷农田要承载 488.59 吨

粪肥。一般规定，每公顷施粪肥不得超过 30~45 t，若是粪肥用量超过推荐量的 30%，容易造成氮素污染 
 
Table 2. Pesticide pollution degree in Panjiang community 
表 2. 盘江社区农药污染程度 

年份 农药使用量 
(公斤) 

播种面积 
(公顷) 

单位面积使用量 
(公斤/公顷.年) 

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与国家标准 
(<3.0 公斤/公顷.年)对比 

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与省级标准 
(<3.7 公斤/公顷.年)对比 

2012 年 2500 68.1 36.71 

大于 大于 

2013 年 2700 68.7 39.30 

2014 年 3000 68.6 43.73 

2015 年 3100 69.4 44.67 

2016 年 4000 69 57.97 

标准来源：国家级生态乡镇建设指标(试行)；云南省生态乡镇建设标准(修订)。 
 
Table 3. Excretion coefficient of livestock manure  
表 3. 畜禽粪便排泄系数 

项目 单位 牛 猪 羊 鸡 

糞 
公斤/天 20.0 2.0 2.6 0.12 

公斤/年 7300.0 398.0 949 25.2 

尿 
公斤/天 10.0 3.3 0.8 -- 

公斤/年 3650.0 656.7 292 -- 

饲养周期 天 365 199 365 210 

资料来源：编委会。《农业技术经济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 
 

 
Figure 5. Emission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5. 盘江社区畜禽粪尿排放量(2012 年~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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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和地表水[33]。可见盘江社区目前存在畜禽排泄物污染状况。并且随着农业进步，该村农业种植中

使用的传统有机肥料逐渐被化学肥料所取代，农民们对畜禽粪肥的利用率极低。随着养殖业的发展而不

断增加的畜禽粪肥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而被闲置堆积，更是加重了对环境的影响，难以被当

地环境消纳，形成农村一大公害。 
通过对盘江社区畜禽粪尿排放量的估算，结合相关指标和该村实际情况，可以初步判定该村存在畜

禽排泄物污染，要明确其对环境的具体影响，可通过估算畜禽排泄物污染物含量进行分析。畜禽粪尿中，

主要含有水分、有机物、总磷和总氮。其中有机物、氮、磷会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各种畜禽粪尿中所

含的污染物不同，因此本次研究通过结合畜禽粪便中污染物平均含量，如表 4 所示，估算盘江社区畜禽

排泄物中各成分含量，进一步分析污染程度。 
盘江社区近 5 年来随着畜禽排泄物总量的增加，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呈增长趋势，盘江社区畜禽

粪尿污染物排放情况如图 6 所示。在畜禽粪尿污染物排放量中，有机质含量最高，2016 年达 1409 吨；

氮元素含量较高，2016 年总氮达 203 吨；总磷 2016 年排放 35 吨。由于畜禽粪尿极易淋溶，约 30%会渗

入水体[34]。以 2016 年排放量来算，排入水体的有机质达 422.7 吨，总氮达 60.9 吨，总磷达 10.5 吨，可

见对水体造成极大的污染。 
 
Table 4. The average content of pollutants in livestock manure (kg/t) 
表 4. 畜禽粪便中污染物平均含量(kg/t) 

项目 COD BOD NH4-N TP TN 

牛 
粪 31.0 24.53 1.71 1.18 4.37 

尿 6.0 4.0 3.47 0.40 8.0 

猪 
粪 52.0 57.03 3.08 3.41 5.88 

尿 9.0 5.0 1.43 0.52 3.3 

羊 
粪 4.63 4.10 0.80 2.60 7.5 

尿 未计 未计 未计 1.96 14.0 

鸡 粪 45.0 47.87 4.78 5.37 9.84 

注：由于羊尿中 COD、BOD、NH4-N 的含量未计，在本文估算时将羊尿中这三个项的含量视为不计。 
资料来源：编委会. 农业技术经济手册[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Figure 6. Emissions of Pollutants in livestock manure in Panjiang community 
(2012~2016) 
图 6. 盘江社区畜禽粪尿污染物排放量(2012 年~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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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农村生活废弃物污染 
盘江社区的生活废弃物主要包括农村居民排泄物、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三大类。目前，该村设有生

产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 3 个，没有正规的垃圾填埋场，这三个垃圾堆放点对于垃圾的处理方式以就地焚

烧为主，垃圾焚烧对环境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对大气的污染。同时，该村有两个公共卫生侧所，为旱厕。

基本上每户村民都有一个厕所，且以旱厕为主，多集中在“八方树村”区域，盘江社区旱厕整体比较简

陋，人畜混居的农户有的将旱厕设在牛圈、猪圈内。加之近年来对粪肥的使用减少，对粪便并不经常清

掏，常常出现“满厕”现象，臭气冲天，蝇蛆成群，这种卫生不良的状况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再者，

盘江社区并未设有专门的排污管网，居民生活污水多排入房屋周围的沟渠，沟渠之间散乱分布相互贯通，

最终通往南盘江。生活污水在沟渠中滞留、干涸，经长时间累积形成沟泥，很少有人清掏，产生恶臭，

滋生细菌，影响居住区整体面貌。排入南盘江的生活污水携带有机物、病菌、无机盐等进入水体，对水

环境造成影响。 
通过实地收集数据，并结合 2006 年国家科技部组织开展的对我国西部 12 省(市)生态系统调查评估报

告公布的估算系数[35]，即我国西南地区农村人口每年人均人粪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产生系数分别为

0.821 t、0.26 t 和 22.05 t，可以估算出近 5 年来盘江社区生活废弃物产生量(表 3~表 5)。 
盘江社区生活废弃物排放总量如表 5 所示，据调查，该村并未配套相应的排污处理设施，生活废弃

物处理效率极低，这些废弃物未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进入自然环境，导致该村环境尤其是居住区环境质

量恶化。人粪尿和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病菌、虫卵和其他有害物质，若不进行无害化处理，会污染空

气和水源。尤其是进入水体后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水中氧含量减少，鱼虾死亡。垃圾焚烧会产生 SO2、

TSP、NOX 和有毒微量有机污染物等有害物质，SO2 排放过多还会导致酸雨形成。有毒微量有机污染物有

致癌作用和环境激素作用。 

4. 盘江社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探析 

4.1. 社会文化观念因素分析 

(1) 少部分地方官员及基层干部的环保观念不深。盘江社区目前“脏、乱、差”的环境现象随处可见，

但并无有效具体的措施加以整改，这与该地区地方官员及基层干部的环保观念不深、对环境保护的必要

性认识不充分有关。基层干部环保观念薄弱，在向上级的汇报工作中容易忽略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使盘

江社区环境保护不受重视。同时，少部分地方官员及基层干部的行为对农村居民具有导向作用，管理阶

层对环境保护不重视，就会变相地“放纵”环境破坏行为，少数居民采取“装傻”的态度为图便利对环

境造成污染。 
(2) 村民单一的价值取向和薄弱的环保意识。盘江社区为贫困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贫困人口数占

全村总人口约 23%，追求经济发展仍然是主要目标。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取得经济发展，出现以牺牲资 
 
Table 5. The amount of life wastes produced in Panjiang community (kg/t) 
表 5. 盘江社区生活废弃物产生量(kg/t) 

年份 人口数(人) 居民粪尿(t) 生活垃圾(t) 生活污水(t) 废弃物总量(t) 

2012 年 3668 3011.43 953.68 80,879.4 84,844.51 

2013 年 3675 3017.18 955.5 81,033.75 85,006.43 

2014 年 3681 3022.10 957.06 81,166.05 85,145.21 

2015 年 3683 3023.74 957.58 81,210.15 85,191.47 

2016 年 3693 3031.95 960.18 81,430.65 85,4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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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为代价的现象。加之盘江社区村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多数村民对环保一词不太理解，少数村民

即使知道环境需要保护，但对具体应该怎么保护环境了解较少。且村民接受环保教育的主动性不强。由

此导致村民环保意识薄弱，认识不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性，对已被破坏了的环境不加以保护，对

环境破坏行为不加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该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滋生、恶化。 
(3) 盘江社区较大的民族文化差异和较低的生态伦理道德素质。盘江社区主要有回、汉两种民族，由

于历史原因和民族习惯差异，两个民族的居民生活中交流较少。生活习惯上的难以融合促使盘江社区大多

数居民只注重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利己思想严重，难以团结一致共同保护公有环境。不少村民为了图自

己便利而损害公共利益，抱着“环境不是我一个人的”的思想，对于公共卫生不但视而不见反而加以损害。

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畜禽散养，将生活污水泼到路上、在路边空地堆放秸秆和畜禽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屡见不鲜，在破坏公共环境后村民还毫无责任感地任其恶化，不愿对环境投入治理，致使环境恶化。 

4.2. 政治因素分析 

(1)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差距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环境建设方面，农村相对于城

市缺乏环境保护队伍、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经费投入，最明显的在于城市绿

化工作做得很好，但农村基本无绿化带，就连行道树也是随便栽种，并未根据农村环境需求和自然条件

而科学选取树种。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农村环境保护不受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

决，致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2) 政府管理体系欠缺。通过对盘江社区环境现状调查来看，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系上有所欠缺，

首先，地方政府对盘江社区现存环境污染问题研究不深，对各类污染源重视不够，难以制定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投入实践，使环境保护工作成效见微。其次，缺乏环境监测和统计，无专门环保人员进行盘江社

区环境保护工作。未使用科学手段对盘江社区环境加以整改。最后，政府对相关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南盘江是流经盘江社区的主要河流，以往村民们都将生活垃圾直接投入河流或丢在河边。近年来政府开

始重视对南盘江的保护，修建了堤坝，立起了警示牌，但是实际上却并无监督体系，仍然有垃圾堆放于

河岸却不知何人所仍，罚款无从实施。此外，当地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经济效益而漠视环境污染行为的

情况也常常出现。 

4.3. 经济因素分析 

(1)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盘江社区经济发展相对于我国大部分农村比较落后，经济的落后与环境恶化

是互为因果的，贫困所带来的人们对增加物质财富的迫切渴望，使村民们想方设法利用现有资源扩大生

产，不惜牺牲环境。比如开山造田、过度放牧。为了维持生存和支付日常消费，村民们并无太多闲置资

金用于投入治理公共卫生环境。还有相关部门在对盘江社区的垃圾池中的垃圾进行处理时，为节省人力

物力，而采取最直接简单的就地焚烧方式对垃圾进行处理，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对社区卫生进行管理时，

没有设有公共垃圾桶，导致垃圾随处可见，这也与该村经济落后有关。 
(2)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合理。盘江社区居民生产方式较为传统，农业科学生产方法还未在该村普及，

农业生产投入多，效率低，农药化肥的大量投入不但没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农产品产量，反而加重了环境负担。

同时，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也对环境形成压力。盘江社区居民生活方式仍保留传统习惯，如生活污水散排、垃

圾乱扔、畜禽散养、对公共卫生不爱护，加上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使得环境污染更加严重。 

5. 盘江社区环境污染对村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据调查，盘江社区居民已普及用电做饭，对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减少。因此在生产生活中对大气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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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主要来源于垃圾焚烧。垃圾堆放点周围的村民纷纷表示，每次焚烧垃圾都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烟雾浓

浓四处飘散，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气味让人难以呼吸。由此可见空气污染已经给该村村民带来了很大困扰。 
盘江社区居民饮用水为经水厂净化过的龙潭水，目前该龙潭水体保护较好，几乎无污染源进入，因

此不存在饮用水污染。通过调查，该村受污染的水体包括河流、灌溉水、鱼塘。这些水体是居民日常所

接触的，由于水体中携带细菌、病毒较多，人体皮肤直接接触后，容易引起瘙痒等症状。此外，村民们

所种植的蔬菜会先用河水、灌溉水将泥土冲洗后再拿到市场销售，经受污染的水体洗泡过的农产品表面

往往会附着水体中的污染物，如果食用前清洗不干净，会引起腹泻等病症。 
盘江社区环境污染还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盘江社区农户居住房屋紧凑，农户房屋之间公共

地块的环境污染治理权责不明确，容易引起纠纷。同时，通过与村民们交流得知，该村村民对环境保护

的责任意识不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在环境保护之前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当某些

环保活动影响到村民便利时，也会产生纠纷。如某些居民习惯将畜禽粪便堆放到路边，邻居加以劝说阻

止，一旦难以协调，很容易产生矛盾。 

6. 三个居民区所受污染差异及原因分析 

盘江社区农业区和居住区分区明显，下辖的 5 个小组的居民现混居在“盘溪镇”区域、“盘江村”

区域和“八方树村”区域，通过实地调查，对比三个居民区所受污染差异，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可以

更加具体地了解该村内部污染状况。盘江社区土地分区状况及主要污染物分布如图 7 所示。 

6.1. 受污染差异对比分析 

盘江社区三个居民区并没有紧密连接，中间相隔一段距离，分区明显。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个居民区

所受污染状况，特意深入实地调查，整理对比得出盘江社区三个居民区受污染程度差异，受污染程度对

比情况如表 6 所示。 

6.2. 受污染差异原因分析 

1、“盘溪镇”区域：盘江社区少部分村民居住在“盘溪镇”区域，该区域为盘溪镇商业中心，相对

于“盘江村”区域和“八方树村”区域来说，这个区域居住环境相对较好。从图 7 可以直观地看出，该

区域距离农田较远，受农业污染影响小。其次，由于居住地限制，该区域居民畜禽养殖以养家禽为主，

受畜禽排泄物影响相对于其他两个区域小。同时，该区域是商业区，因此有专门清洁人员对街道进行清

扫，厕所多为水冲厕，虽然也存在人粪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污染，但整体情况较好。 
2、“盘江村”区域：“盘江村”区域是盘江社区居住人口较多的区域，地方狭小，人口密度大。西

部和北部毗邻农田，“盘江村”区域整体来说是一个由南向北倾斜的斜坡，因此农业灌溉水难以流入该区

域，居住区受农业灌溉水影响小，但农业区施用农药、化肥会对该区域空气造成污染。其次，盘溪镇是一

个回族、汉族混居的小镇，“盘江村”区域是盘江社区汉族聚居的区域，几每户汉族村民都饲养猪， 
 
Table 6. Comparison of pollution degree of three residential areas in Panjiang community 
表 6. 盘江社区三个居民区受污染程度对比 

区域               污染类型 受农业污染 受畜禽排泄物污染 受生活废弃物污染 

“盘溪镇”区域 小 小 小 

“盘江村”区域 中 大 大 

“八方树村”区域 大 中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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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pollutants in Panjiang community 
图 7. 盘江社区土地分区状况及主要污染物分布示意图 
 

部分饲养牛，且多为人畜混居，总体来说是盘江社区畜禽饲养数量最多的区域，因此，受畜禽污染物影

响是最大的。该区域厕所以旱厕为主，有 1 个生活垃圾堆放点，生活污水散排进入南盘江，因此受生活

废弃物影响大。 
3、“八方树村”区域：该区域四周被农田环绕，且地形平坦，受污染的灌溉水会流经居住区，且该

居住区与农田距离很近，受农药化肥的污染影响比其他两个区域大，因此所受的农业污染是最大的。其

次，该区域居民多以养牛为主，但数量不多，且地域开阔，所受畜禽排泄物污染没有“盘江村”区域大。

该区域也有一个垃圾堆放点，旱厕为主，生活污水散流经居住区、农田排入南盘江，因此受生活废弃物

影响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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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比结果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第一，盘江社区整体存在生活废弃物污染、农业污染和畜禽排

泄物污染，就对居民居住环境影响而言，因居住区域位置的不同、区域内部实际文化、经济因素不同，

所受各污染类型影响程度也不同。第二，尽管居民居住区环境污染程度不同，但各区域所受的污染已经

对居民生活生产带来了影响，各类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第三，在调查过程中得出，盘江社区居民普

遍环保意识薄弱。 

7. 改善盘江社区环境污染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1) 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生活。 
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农民生活得到保障，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生存环境，优化生活条件上

来。首先要促进扶贫工作的开展，落实农村低保政策。其次，柑橘种植和苦瓜种植是盘溪镇特色产业，

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培训，引导拓宽销售渠道等方式，提高柑橘和苦瓜质量和产量，打造特色品

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还需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根据盘江社区自然条件，合理组织各类农业生产，

保证每户农民都能够栽种出高质量、高产量的农产品。开放销售市场，引进外商收购农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保障农民收入。 
(2)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和政策制定 
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将城市环保工作与农村环保工作统筹规划，协调开展。另一方面，

政府要重视农村环保，加大对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对政府预算进行安排，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村环

境保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干部要实时考察农村环境建设情况，了解民意，在工作报告中适时反

映当地环境建设状况，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为相关部门在制定农村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提

供依据，保证各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以环保宣传方式带动村民参与，发挥社区机制 
当地环保部门定期组织环保宣传教育，让村民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意义所在，引导村民摒弃“利己”

思想，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教会村民学会环保，主动环保，并积极配合政府环保工作。社区村委会

之间可将社区环境建设工作作为“竞赛”，对各个社区之间的环境建设成果进行“评优”，利用村民追

求荣誉的心理促使村民团结一致投身环保。还可以组织建设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尤其

是鼓励中小学生投入到社区环境建设志愿队伍中来，这有利于中小学生从小树立环保意识。 
(4) 源头控制与无害化处理相结合，减少污染排放 
第一，加强技术推广，减少农业污染。在政策上，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对废弃

农用地膜、农药、化肥施用量进行严格规定并加强监督。在对农用地膜污染治理上，政府要鼓励生产地

膜企业对新型地膜的生产，在农村推广新型地膜使用。据调查，盘溪镇团结大桥桥头有一个塑料回收厂，

主要将废弃塑料回收加工费制成塑料管，这些塑料管具有引水灌溉等用途。针对盘江社区农用地膜回收

率低的现状，当地政府可充分调动该厂回收机制，通过适当补贴，提高农用地膜回收价格，鼓励村民主

动将废弃地膜回收变卖。农业生产方式要向生态农业发展方向靠拢，通过推广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

选用抗病、耐用品种，实行轮作、套作方式，采用天敌防治、合理用药等方式减少农药使用量。针对化

肥施肥结构不合理以及化肥施用量过大、浪费严重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组织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通过根际施肥与根外追肥相结合着力改进粗放的施肥方式。 
第二，抓住政策机遇，规划畜禽养殖区，统一处理畜禽粪便。目前，政府对盘江社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已初步展开，借助这一政策机遇，当地政府可结合实际，将居住区与畜禽养殖区分开建设，规划一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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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畜禽饲养，建设独立的畜禽饲养棚舍，以“间”为单位供村民租用，必要时可进行补贴。在养殖区旁

建沼气池，将还田以外多余的畜禽粪便排入沼气池，转化为清洁能源，减轻畜禽养殖对居住环境的影响。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 降低生活废弃物污染。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建立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36]，

包括污水收集池、污水处理池、清水池及配套设备。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每相邻几户居民共用一个污水

处理系统，并结合实际核算确定该处理系统规模。针对盘江社区使用水冲厕户数居多的情况，将现存少

部分旱厕统一整改为水冲厕，将水冲厕排污水与其他生活污水一起排放入污水处理系统，最终转化为中

水实现再利用。针对盘江社区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应建立垃圾中转站，在居民区合理布置垃圾箱，通过

宣传资料、条幅等方式强化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教会村民垃圾分类方法，实现垃圾源头分类减量。

再安排清洁人员定时清运，进行末端分拣减量。将可降解的垃圾集中发酵后作为农家肥处理利用，对不

可降解垃圾尽量回收，不可回收的统一运到垃圾处理场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37]。 
(5) 加强管理和监督，规范环保行为 
在监督方面，可以组织盘江社区村民推选若干名声望高的人员作为监督员，给予补贴，培训后，对

村民环保行为进行监督，尤其是对南盘江进行监督保护。在管理方面，当地政府应该加强对盘江社区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检修。对污水处理池进行定期检修和清掏，对垃圾中转站、垃圾清运车定期维

护，对积极环保行为给予激励和补助。同时，还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工作，确保基层干部准确、有

效地组织环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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