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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瓶颈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农业面源污染怎样有效防治？
许振成 贺德春 吴根义

探索与思考

着力提升基层人员执法积极性

把握监管重点确保污水处理到位

◆王金水

◆谷亨坚

◆ 杨庆

4 月 14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总
体上不容乐观，污染种类多、分布广，
各种类型在不同地区差异比较大。农业
面源污染再次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农业生产方式和规模发生改变

农业面源污染严重主要是由于农
业生产的方式、规模发生根本改变造
成的。其根本性的改变是农业生产内
部种植与养殖业的商业化分离，致使
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都
成为独立的污染来源。当前农业面源
污染物排放主要来自以下 4方面。

种植业化肥污染。2013 年，我国
农业种植化肥施用量为 5911.9 万吨，
比 2000 年增长 42.3％，比 2010 年增长
6.3％。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盲目施肥、
过量施肥现象普遍，存在不少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不同区域化肥施用量严重失
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和
中部灌溉区域化肥投入水平高，华东、
华南、华北、华中地区单位播种面积化
肥施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
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2010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仅有甘肃、西藏、贵州、黑龙江、青海 5个
地区低于225千克/公顷（国际公认的化
肥施用安全上限）。其中，海南、天津、
福建、广东、陕西、河南的单位播种面
积化肥施用量是安全值的两倍以上。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降 雨 量 大 、河 网
发 达 ，农 业 种 植 超 量 施 用 化 肥 ，化肥
流失率高，导致河流氮、磷等营养性物
质超标，出现水体富营养化；中部灌溉
区域降雨量适中，大部分地区为平原
地区，由于大面积农业种植，造成化肥
施用总量高，氮、磷等下渗对地下水构
成严重的影响。

二 是 肥 料 利 用 率 低 。 农 业 种 植
中，为片面追求产量、降低劳动强度，
对有机肥的施用严重不足，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连年下降，土壤结构破坏、质
量下降，导致农业种植肥料的利用效
率低。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氮肥当
季利用效率为 30％～40％，磷肥利用
效率只有 15％～20％，钾肥利用率较
高，为 40％～60％。这些化肥的使用

直接导致肥料损失严重，由化肥引起
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种植业农药污染。我国是世界第
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
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 2.5 倍
～5 倍。目前我国农药的利用率不足
30%，2010年我国农药施用总量51.94万
吨 ，流 失 量 为 31.31 万 吨 ，流 失 率 为
60.3%。其对土壤、水源、空气及农副产
品产生了极大危害。农药残留超标已成
为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畜禽养殖业污染。畜禽养殖业已
经成为我国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其主
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国规模化畜
禽养殖业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规模
化畜禽养殖独立于农业种植，造成畜
禽养殖产生的粪尿等废弃物无法合理
利用，随意堆放或直接排入环境造成
严重的污染问题。二是我国畜禽养殖
业生产成本较高，养殖业利润较低，而
养殖废弃物 COD、氮、磷等污染物含
量高，采用工业化治理技术进行处理
的投资和运行成本高，养殖企业现有
利润无法支撑。这 造 成 养 殖 废 弃 物
得不到合理治理，偷排、过量施用等
现 象 严 重 ，造 成 养 殖 业 对 环 境 的 严
重 污 染 。《第 一 次 全 国 污 染 源 普 查
公 报》显示，全国畜禽养殖粪便产生
量 达 24344 万 吨 ，尿 液 产 生 量 为
16255 万 吨 。 我 国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业 化 学 需 氧 量 、总 氮 和 总 磷 排 放 量
达 到 1268.2 万 吨 、102.48 万 吨 、16.04
万 吨 ，分 别 占 农 业 源 主 要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的 95.8% 、37.9% 和 56.3% ，占
全 国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的 41.9%、
21.7%、37.9%。

水产养殖业污染。水产养殖污染
在农业污染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水产
养 殖 污 染 大 部 分 直 接 影 响 当 地 水 环
境，其影响和危害也不容忽视。随着
集约化水产养殖的发展，部分河流、湖
泊围网养殖飞速发展，大量的饲料和
添加剂被使用，未能充分利用的饵料
和水产养殖业的排泄物造成水体营养
物含量超标，引起水体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

农业面源因其量大、面广，发生的
随机性，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难
度大，与工业和生活等点源污染的治

理存在本质区别。为全面、有效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急需探索适合我国特
点的污染防治措施和对策。

首先，转变农业环境污染管理方
式。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不能仅仅依靠
各类工程措施，更应建立在科学管理
的基础之上。运用治理工业点源的工
程治理思路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只
能起到一时一地的污染防治作用，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
现状。应在遵循统一性原则、可行性
原则、差别化原则和配套性原则基础
上，建立农业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农业
源头投入总量控制制度；农业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农业产业准入制度）、农
业环境友好的三级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和农业环境政策体系。根据农业污染
特点和治理难度，从有利于源头控制
的角度考虑，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
业准入、农业技术政策、生产规范标
准、农业绿色补贴等方面着手，确定农
业环境污染管理方式，以便有效支撑
农业污染物减排、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相统一。

其次，发展“种养平衡”的农业生
产模式。现代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割裂
了传统农业中种植与养殖业间的天然
有机联系。种植业依靠大量农药、化
肥的投入获得高产，养殖业产生的废
物不再被种植业及时、有效地消纳。
种植业大量化肥的投入及养殖业不能
及时消纳的废弃物成为农业面源的主
要来源。应从宏观层面加强畜禽养殖
发展规划与种植业规划的协调，以种
植业发展特点及耕地粪便承载力为依
据，综合考虑畜禽养殖发展的种类、规
模，使耕地能够充分消纳畜禽粪便产
生量，实现“以种定养”，从 而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的 环 境 效 益 。 加 强 畜 禽 粪 便
的 无 害 化 处 理 ，合 理 选 择 畜 禽 粪 便
资 源 化 利 用 方 式 ，充 分 掌 握 农 田 生
态 过 程 和 规 律 ，依 据 各 类 畜 禽 粪 肥
特 性 进 行 还 田 利 用 ，确 保 有 机 粪 肥
的高效利用，实现“以养促种”，促进
种 养 系 统 间 资 源 高 效 循 环 与 污 染 物
减 量 排 放 。 从 而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种 植
业化肥流失率高、养殖业废弃物利用
率低对环境造成的双重压力，有效控
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

第三，实施农业源污染全过程控

制。当前，农业污染防治仍然存在以单
项污染治理技术开发为主，缺乏系统性、
全过程的控制理念，以至出现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现象。因此，应突出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
工作方针，通过整体控制多源污染的
循环链、打断农业污染循环往复的各
环节，采用源头阻控、过程阻断和末端
治理的综合治理路线，区分农业污染
的不同类型，筛选出关键防治技术，进
行分类指导、综合防治，逐步减少污染
来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第四，落实农业区域环境质量目
标责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法规规定，强化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
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林业部门等在农业生态环境保
护上的职责，加大工作力度，在资金和
政策措施上给予保障。地方各级农业
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林业部门要加强工作配
合，可以通过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保证各部门在
日常工作中加强沟通和团结合作；各
部门内部也要将职责分工落实到业务
部门和人员，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落实提供组织保证。

第五，出台以环境目标为导向的
农业环境经济政策。1992 年欧盟制定
了把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与环保标准挂
钩的政策，极大地减少了农业面源污
染物排放。欧 美 国 家 的 实 践 表 明 ，
行 之 有 效 的 农 业 环 境 经 济 政 策 对
于 促 进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治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 因 此 ，应 开 展 相 关
研 究 ，出 台 以 环 境 目 标 为 导 向 的 农
业 环 境 经 济 政 策 ，如 以 建 立 环 境 价
格 机 制 为 核 心 ，逐 步 带 动 环 境 经 济
政 策 的 综 合 运 用 。 实 行 以 环 境 价 格
政 策 为 主 ，财 税 、金 融 、市 场 创 建 政
策 为 辅 的 复 合 型 政 策 体 系 ，并 逐 步
将 污 染 物 防 治 政 策 手 段 拓 展 到 各领
域和环节。同时，加大环境财政投入，
促进污染物总量减排。建立并完善生
态补偿机制，体现环境公平性。创新
环境金融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推 进
农村环境整治。

作者单位：许振成、贺德春，环境
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吴根义，
湖南农业大学

国家能源局前不久对外发布《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
年）》，明确了 7 方面重点任务，提出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

虽 然 近 年 来 我 国 煤 炭 工 业 取 得
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成本和技术、产
业 结 构 、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制约，煤
炭利用方式粗放、能效低、污染重等问
题 没 有 得 到 根 本 解 决 。 未 来 一 个 时
期，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将占主
导地位。笔者认为，我国 必 须 加 快 推
动 能 源 消 费 革 命 ，进 一 步 提 高 煤 炭
清洁高效利用水平。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面临的瓶颈

在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面临
诸多瓶颈。

一是地方政府对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的认识和舆论引导不到位。社会上
普遍认为燃煤就等于污染。为解决大
气污染问题，许多沿海省份出台了限
制工业用煤、推动天然气使用的政策，
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重视不够，
甚至不予批准。有些地区由于天然气
供给不足，以气代煤政策难以落地。

“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决定了我国
全面停止使用燃煤，在全国范围内大
量使用天然气行不通。

二是工业用煤改造进展缓慢。我
国当前的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撑煤炭的
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科技创新能力急
需加快提升。

三是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积
极性有待提高。大气易受天气影响并
且会在不同地域间流动，一个地区治
理大气污染，不仅成本要自己承担，而

且治理效果还受到其他地区空气质量
状况影响，这导致地方政府对大气污
染治理的积极性较低。

四是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政策不
能有效落实。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
的利益与污染企业的效益紧密相关，
高污染企业往往上缴了较高的税收。为
了追求 GDP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在大气
污染治理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大气污
染的环境规制常常不能有效落实。

五是污染者隐瞒排污信息。一些
企业以保护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公
开相关信息，甚至隐瞒排污信息。

六是政策扶持不到位。对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技术和装备研发的政策扶
持不足。新技术、新设备会带来成本
增加，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但是，
目前我国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的
支持力度较小。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对策与措施

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解决我国
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重点。清洁高效利
用煤炭，能大幅度减少污染排放，实现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煤炭的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既是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走低碳经济发展
道路的必然选择。我国必须加快培育
和发展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赢得
发展的主动权。当前，最重要的是利
用新技术解决煤炭清洁燃烧问题，提
高热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燃煤
发电的清洁高效。

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财政扶
持力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治理雾
霾的主要手段之一。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核心。对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新技术开发应加
大财政激励力度。要以强制性的技术标
准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对新技术开发利
用进一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大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
创新能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离不开现
代煤炭化工技术。它以煤电解、气化为
基础，以一碳化学为主线，合成各种替
代液体燃料及化工产品，如天然气、甲
醇、二甲醚、合成油、烯烃、精细化学品
等。替代问题解决好了，我国天然气
对外依存度就会降低。应尽快设立煤
炭科技重大创新专项，大力提升煤炭科
技创新能力。煤炭并非天生的污染大
户，清洁高效地利用好煤炭，既能维护
能源安全，又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立法，加大对大气污染行为
处罚力度。按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
规定，对一般污染大气行为罚款不超
过 5 万元甚至更低，对造成大气污染事
故的企业单位最高也只处罚 20 万元。
而有的治理污染的设备投入却要上千
万元。如此大的悬殊，造成一些环境
污染者或者企业宁可受罚也不愿意购
买污染治理设备。这样的处罚对环境
违法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应
对违法排污行为予以重罚，改变企业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

加大大气污染信息的公开力度，
建立大众参与机制，扩大公众对大气
环境治理的评议权。企业应当自觉公
开与环境影响和企业环境行为有关的信
息，不得以保守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公
开相关环境信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

逐步淘汰低效窑炉，提高煤的利
用效率。我国还有数十万台落后的工
业窑炉，民间取暖炉仍在使用，其燃尽
率仅为 60%左右，比燃尽率达到 98%的

煤粉锅炉低得多，对煤炭的利用效率很
低。据统计，我国燃煤工业锅炉每年消
耗原煤约 6.4 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总
量的 23.4%，而烟尘排放量为 375.2 万
吨，占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41.6%。这些
锅炉燃烧了 20%的煤炭，却排放了 40%
以上的烟尘。因为低效利用，我国每年
多消耗约两亿吨煤炭。因此，要坚决淘
汰低效窑炉，提高煤的利用效率。

加强行业监管，限制劣质煤的生
产和进口，杜绝花钱买污染。劣质煤
低价、低热能、高污染，其粉尘和硫含
量分别达到 30%、3%，而优质煤仅含
10%、0.08%，前者比后者对环境的污染
高几倍、几十倍。但是煤炭行业淘汰
落 后 产 能 时 只 把 重 点 放 在 淘 汰 小 煤
窑、并购重组等方面，对劣质煤的进口和
生产未动真格。2013年我国共进口煤炭
3.27亿吨，劣质煤占了1／3左右，相当于
花钱买污染。为此，必须加强行业监管，
坚决杜绝劣质煤的生产和进口。

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要
转变发展方式，由大量消耗能源资源、
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
节能减排的环境友好型发展。对没有
环保手续和达标无望企业，要坚决关、
停、并、转；对于生产过程中偷排污染物
的，要予以高额处罚，直至其停产关门。

借 鉴 欧 美 经 验 ，开 征 环 境 保 护
税。启动绿色税收制度，在各类税种
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开征环
境保护税，刺激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和加强环境管理，取得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尽快健全、完善国家商品煤质量
标准体系。尽快制定国家商品煤质量
标准，规范煤炭生产、运输、使用各环
节，既限制其进口，也限制国内劣质煤
的开采和使用。从煤炭生产、消费、排
放的全生命周期和市场消费全过程加
强监管。要让煤炭生产企业向社会提
供优质、清洁的商品煤，让煤炭消费企
业主动采用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以控
制污染物排放。

作者单位：福建泉州市委党校

新《环 境 保 护 法》能 否 发 挥 应 有
的震慑作用，关键在于基层环境监察
人 员 能 否 肩 负 起 敢 于 亮 剑 、勇 于 出 拳
的 使 命 ，娴 熟 使 用 行 政 拘 留 、按 日 处
罚 、查 封 、扣 押 以 及 停 产 整 治 等 最 严
格 的 环 保 措 施 。 同 时 ，需 要 全 面 提 升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人 员 执 法 积 极 性 和 监
管 能 力 ，充 分 调 动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队 伍
的 工 作 激 情 和 热 情 ，形 成 与 环 境 污 染
作 斗 争 的 强 大 动 力 ，切 实 推 动 新 法 落
地生根。

要突出抓好基层环境监察人员能力
建设。把钻业务、肯学习、懂法律的执法
能手提到重要监察岗位上，形成比业务、
比学习、比能力的环境监察新常态。新
环保法中那些严格的环保措施都有明确
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都需要结合监
管辖区的产业污染情节，熟练掌握每种
措施所需要的勘察内容、证据要件和监
察程序。只 要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存 在 ，不
管 是 隐 蔽 的 还 是 明 显 的 、间 接 的 还 是
直 接 的 ，监 察 人 员 都 要 能 找 得 到 、查
得 实 。 解 决 当 前 基 层 监 察 队 伍 执 法
能 力 不 足 问 题 ，还 要 从 人 员 配 置 上
下 功 夫 ，通 过 用 人 来 提 升 整 个 环 境
监 察 队 伍 的 工 作 能 力 和 事 业 心 ，形
成 传 、帮 、带 的 工 作 氛 围 ，使“ 用 好
一 人 ，带 动 一 群 ，激 发 一 片 ”的 良 好
用 人 风 气 深 入 人 心 。

要充分保障基层监察的人员数量。
努 力 改 善 基 层 监 察 队 伍 的 工 作 环 境 ，
确 保 基 层 监 察 人 员 把 时 间 和 精 力 都
运 用 到 做 好 本 职 工 作 上 ，激 发 监 察 队
伍 的 工 作 热 情 ，解 决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队
伍 普 遍 存 在 的 业 务 素 质 低 的 问 题 。
要 充 分 保 障 基 层 监 察 的 人 员 数 量 。
当 前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队 伍 普 遍 存 在 人
力 不 足 问 题 ，近 年 来 环 保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但 一 些 地 方 基 层 监 察 队 伍 人 员 数
量 反 而 在 逐 年 减 少 ，难 以 适 应 环 境 监
管 的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 要 采 取 多 种 措
施 和 行 动 ，帮 助 基 层 监 察 人 员 树 立

“ 干 好 环 保 在 基 层 ，环 保 实 绩 出 在 基
层 ”的 信 念 ，把 实 际 工 作 做 实 、做 好 ，
夯实基层监察队伍的组织基础。

要 建 立“ 互 联 网 +环 保 ”执 法 平
台，向互联网要人员。建立现场勘察
系统、违法案件系统、检查痕迹查询
等 现 场 监 察 系 统 ，把 所 有 的 基 层 执
法 动 态 纳 入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数 据 库 ，
并自动生成各种日常监察报表供有
关 领 导 查 询 。 一 方 面 ，通 过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数 据 库 ，可 以 快 速 、便 捷 、详
细 记 录 现 场 调 查 内 容 ，及 时 补 充 遗
漏 勘 察 要 点 ，解 决 部 分 基 层 监 察 人
员 业 务 不 强 、勘 察 不 细 的 问 题 ；并
且 ，可 以 随 时 随 地 通 过 终 端 对 重 点
污 染 源 、重 点 检 查 对 象 进 行 全 方
位 、全 覆 盖 有 效 监 管 ，方 便 及 时 提
醒 一 时 遗 忘 的 监 管 对 象 ，解 决 由 于
基 层 监 察队伍人少事杂而出现的监
管不到位问题。另 一 方 面 ，通 过 基
层环境监察数据库实时上传反映现
场 实 况 的 图 片 、视 频 等 资 料 ，可 以
杜 绝 监 察 人 员 伪 造 现 场 勘 察 、弄 虚
作 假 等 行 为 ；特 别 是 可 以 有 效 减 少
基 层 监 察 人 员 因 社 会 人 情 左 右 为
难 ，难 以 公 正 、合 法 地 履 行 职 责 的
现 象 。 公 开 、透 明 、规 范 反 过 来 又
助 推 了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的 阳 光 运 行 ，
让环境违法者深刻体会到环境执法
的 严 肃 性 、公 开 性 ，看 到 环 境 违 法
要 付 出 的 重 大 代 价 ，如 被 罚 款 、停
产，融资上受限制等，从而强化基层环
境监察的威慑力。

要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实现人
员与职责的无缝对接。通 过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各 项 职 责 的 全 覆 盖 、无 缝
隙 、精 细 化 ，促 使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人
员 从 被 动 处 置 、指 令 性 检 查 向 主 动
发 现 、服 务 性 监 管 转 变 ，从 带 着 结
果 查 问 题 向 没 有 现 象 找 问 题 转 变 ，
从 突 击 式 、运 动 式 检 查 向 常 态 化 、
制 度 化 履 责 转 变 ，从 不 愿 查 、无 法
入 手 向 主 动 查 、积 极 介 入 转 变 。 同
时 ，要 防 止 将 网 格 化 管 理 全 能 化 ，
不 能 把 执 法 难 题 全 部 推 向 基 层 ，要
强 调 基 层 环 境 监 察 人 员 的 责 任 ，更
要设法化解基层环境监察在履职中
的追责风险。

作者单位：浙江省永嘉县环境监
察大队

城镇污水处理厂承担着居民生活
污水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排放污水
的污染治理工作。作为污染物集中处
置、污染负荷削减的重要设施，城镇污水
处理厂不仅是污染物总量减排的重点核
查对象，也是环境监察执法人员日常巡
查的重点之一。

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问题

目前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污水处理厂污水设计处理能
力较小，处理能力不足。这种小马拉大
车的现象往往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
区。因为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污水产
量大，造成一些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直
接排放的溢流现象。

二是一些污水处理厂因配套管网未
建成，从 而 造 成 收 纳 污 水 水 量 远 远 低
于 设 计 处 理 能 力 ，或 者 因 为 城 区 雨 污
分 流 不 彻 底 从 而 造 成 进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等 浓 度 远 远 低 于 设 计 标 准 。
这 种 现 象 在 偏 远 地 区 、经 济 欠 发 达 地
区较为普遍。

三是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未认真落
实污染治理主体责任，未按照操作规程
运行污染治理设施，如消毒工序可开可
不开、超越管在非紧急状态下开启等，造
成了本应是污染治理的最后关卡，却成
为集中排污的工具。这部分污水处理厂成
为环保部门环境监管的重点。

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管建议

笔者结合日常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认为应从以下 3 方面重点检查城镇污水
处理厂守法情况。

首先，核查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
水量。正常情况下，城镇污水处理厂进、
出水水量应非常接近，如没有超标排放，
出水水量加上剩余污泥含水量应等于进
水水量。出水水量可通过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数据中的累计流量及累计时间来
判定。对进水水量核查，可参照进水水
量瞬时流量数据核算，或通过中控平台
中的进水历史曲线核算。如果城镇污水
处理厂进、出水水量差别太大，则说明城
镇污水处理厂可能存在超越管非紧急状
态下开启现象，那么现场核查时就应有
针对性地对超越管阀门及中控系统超越
管运行台账记录进行检查。

其次，核查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
质。目前，环保部门对出水水质的监控
一般是通过在线监控设施的水质数据，
或者通过监督性监测报告来判断。但

是，通 过 监 督 性 监 测 报 告 无 法 及 时
了 解 实 时 水 质 情 况 ，在 现 场 核 查
中 ，应 重 点 检 查 在 线 监 控 设 施 运 行
情 况 ，符 合 规 范 要 求 的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是 判 断 出 水 水 质 情 况 的 重 要 依
据，也是核算污水处理厂 COD 减排
量优先选用的数据。对在线监控设
施 运 行 情 况 的 现 场 核 查 ，应 重 点 检
查 ：一 是 仪 器 设 备 安 装 是 否 符 合 规
范，仪器管路或其他部位是否存在老
化；二是是否存在人为调高测量量程
或未按使用时限和浓度使用反应试剂
等问题；三是在线监控设施运行、维护
是否得当，是否按规范对系统进行校
准、比对、标定，是否按规定在在线监
控设备不正常期间进行人工补测；四
是在线监测站房是否符合温度、湿度
等要求。

第三，核查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
状态。一是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污泥是
否正常决定于污水处理效果。判定污
泥 正 常 的 重 要 依 据 是 污 泥 沉 降 比

（SV）。污泥沉降比（SV）是指曝气池
内混合液在 100 毫升量筒中静止沉淀
30 分钟后，沉淀污泥与混合液之体积
比（%），因此有时也用 SV30 来表示。
SV 值过低(原因主要有进水 COD 浓
度 过 低 ，长 期 过 度 曝 气 等)，如 低 于
5％，则污泥生化性较差，出水 COD
和氨氮都有可能超标。SV 值过高(一
般源于供氧不足)，如高于 80％，则污
泥已经膨胀，出水 SS、COD 和 TP 均
有可能超标。SV 值在 20％～30％有
较好的处理效果。二是用电量核查也
是反映污水处理厂是否正常运行的重
要参数。受处理工艺、规模和运行状
况等因素影响，污水处理厂电耗量一
般 为 0.15 度/吨 污 水 ～ 0.35 度/吨 污
水。通过对一个时期污水处理厂用电
量分析，也 可 以 得 出 此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是 否 按 照 规 定 开 启 了 曝 气 、消
毒等污染治理设施。

作者单位：四川省环境监察执法
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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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是由于农
业生产活动中过量和不合理的肥料、
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不合理
的耕作方式和作物秸秆处理、畜禽粪
便与污水随意排放等活动，直接或间

接地将各种污染物排入环境中，引起
土壤、水、大气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对
人类和农业生物生存产生危害。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
报》，2007 年我国农业源排放化学需氧
量 1324.09 万吨，总氮 270.46 万吨，总
磷 28.47 万吨，分别占全国污染物总排
放量的 47.3%、57.2%、67.3%。农业源

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过生活源和工业
源，成为主要污染源。

随着近年来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工业、生活污染得到深入治理，污染物
排放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农业污
染治理也提到了重要地位。“十二五”
期间，国家将以规模化畜禽养殖为重
点的农业污染物减排纳入目标责任考

核指标进行考核，农业源污染物排放
量 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降 低 。 根 据《全
国 环 境 统 计 公 报 2013》，2013 年 我 国
农 业 源 排 放 化 学 需 氧 量 1125.8 万
吨 ，氨 氮 77.9 万 吨 。 但 是 农 业 源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在 全 国 污 染 物 总 排 放 量
中 所 占 比 例 较 高 ，COD、氨 氮 排 放
量分别占到 47.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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