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生态环境状况，不仅关系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事关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凉山州地处长江上游，幅员所及全属

长江水系。保护和建设好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不仅是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而且对于三峡库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

护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分析背景
据凉山州土地详查资料，全州土地总面积!"#万

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人均土地)%#&公顷，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倍，全省的*%!倍；人均耕地"%)+公顷，同样高出全国

全省人均水平。除现有耕地外，另有宜农荒地+*万公

顷，近期可开发的有’万公顷，耕地后备资源十分丰

富。此外，凉山州地域跨度大，介于北纬*!,"+-.*&,)’-，
东经)","+-.)"+,$*-之间。加之地形复杂，地貌多样，

州内最低海拔+"$/，最高海拔$&$’/，高差悬殊十分

强烈。因此，气候类型含盖面广，既有气候的垂直变

化，又有气候的水平差异，形成了凉山州立体农业

特征突出的基本格局。气候、地形的强烈差异，加之

州内成土母质的丰富、成土时间的不同、生物及人

类活动的差异，使得土壤类型也明显表现出呈水平

地带、垂直地带分布的规律，构成了多层次的地域

分布特征，这就进一步构成了凉山州丰富的立体农

业环境。

同时，凉山州丰富的水利资源尚未彻底开发，

*"")年，全州乡、村办水电站有’##个，装机 容 量 为

)+%!*万01，发 电 量$*$*2万01%3，其 中 近 半 数 用

于乡镇企业和并入国家电网，农村实际用电量仅

*’#*$万01%3，且基本上位于低山及平坝河谷区，

远未满足农村用能之需。有少数农户以沼气、煤炭等

为生活用能，多数农户仍以柴草为主要生活用能。多

数农户这种用能方式对植被破坏较大。在秸秆利用

方面，也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全州秸秆年均产量约

)2+万吨；还田秸秆约"%$万吨，还田面积+%2万公顷，

其中覆盖面积"%$万公顷；其余秸秆部分用作生活燃

料，部分喂饲牲畜，少数就地烧毁用作草木灰，影响

了空气质量。在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年底，全州

乡镇企业总数达!2"!#个，实现工业总产值)"+%2!亿

元，营业收入&’%#$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了农

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支援了农业基本建设，增加了

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村脱贫致富步伐。但也产生了新

的农村水、气、土壤污染源。

二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 未经改造的坡耕地比重仍大，水土流失严重

据土壤详查及相关资料，全州!.*$度的耕地有

++%)2万公顷，其中，梯田面积仅+%#万公顷，占)"%+(，

坡耕地面积却达*&%’万公顷，占’&%2(，占全州耕地

总面积的$’%*(。据测定，凉山州坡耕地年均水土流

失量为)&%’吨 4 公顷，其中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

的流失量分别为每公顷#&!%"$、*#%&、)’、$"!%’$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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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现有!"以上坡耕地#!$%&万公顷（不含梯田土），

按此计算，坡耕地的水土流失量达&#’$()万吨，相当

于#’*&公顷耕地的表土层，内含有机质+)$#*万吨，

全氮($%’万吨，全磷($!&万吨，全钾+)$&*万吨。这既

是惊人的资源浪费，又是巨大的污染源。

’ 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现象突出

一是多数耕地化学肥料施用不平衡。以偏施,
肥为主，,、-、.比为+：($##：($(&（未计复合肥），而合

理的,、-、.比应为+：($*：($/。.素严重不足。这就因

木桶效应、拮抗作用等导致肥料利用率不高、土壤

肥力下降、耕性变差等现象。过量,素导致水体富营

养化，从而污染水源。过量的,素还可通过生化作用

产生,0、,0’、,’0和,1#等气态物质，污染大气、

形成酸雨。

二是化肥浅施现象突出。多数农户使用化肥主

要以撒施、浅施为主，这种施肥方式化肥利用率极

低。尤其对于挥发率高,肥，更是如此，浪费极大。由

于利用率低，群众为求产量，又加大了,素肥料的投

入，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素污染的程度。

# 农药使用对环境影响至深

农药的使用全年+&(#吨。对农业环境及农产品

的污染十分直接，通过农产品进入人体，又会对人

体造成间接影响。由于高效低毒低残留及生物农药

的推广使用，其危害稍有缓解，但仍然是最严重的

农用物质污染源之一。

* 砍柴烧山、焚烧秸秆等现象仍然存在

凉山州由于农村能源发展不足，多数农户仍以

柴草为主要生活用能。尤其是海拔’/((2以上高寒

山区，有贫困人口’#$+(万人。这类地区山高坡陡，气

候苦寒。该区群众没有其它生活燃料，日日烧饭，最

廉价，最方便的就是身边的林木。由于取暖之需，冬

季用柴更是大量增加。每年耗林不下+!(万立方米。

再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群众刀耕火种，广种薄收。

导致砍树毁草、烧山开荒，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对

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逐年扩大。耕地的瘦薄，

投入的不足，以致数年后地力下降，产量减少，难以

维持基本生活。为求生存又不得不随意迁移，易地

耕种，这就扩大了破坏的范围，加剧了生态的恶化。

/ 乡镇企业发展对农业环境的负面影响

随着凉山州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农村

经济建设的步伐，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由于乡镇企业大多技术落后，工艺陈旧，原材料利

用率低，产生“三废”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湖有处理设

施，因此，农村环境遭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破坏。

+%%&年，全州共调查#%/%个乡镇企业，排放废水排放

量达!*/$&万吨，废气为’#$&亿标立方，固体废物为

+)!$/#万吨。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不容忽视。

! 白色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

地膜多为高分子化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使

用后若不及时清除，就会成为破坏土壤结构的一种

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在地膜使用日渐广泛的今天，已

经十分普遍，并被称为白色污染，其危害程度由此可

见一斑。凉山州在地膜的使用上，不注意清除残膜的

情况相当严重，危害至深，’((+年全州使用地膜达

/(!)吨，残膜清除率不足五分之一。

三 凉山州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对策建

议
+ 加强坡耕地治理力度

由于凉山州坡耕地比重大，全靠国家项目投入

显然不能满足坡耕地治理需要。因此，一要转变观

念，变依靠国家项目投入为利用国家投入作为引导

机制，充分调动个体、集体等多方面的投入积极性，

以开拓投资改造渠道。二要大力推广经多年实践检

验、费省效宏的坡耕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如聚土垄

作、横坡耕作、挖倒土、团大窝栽培等技术。三是积极

推广坡面水系简易治理工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唐

亚教授在凉山州试点的生物绿篱梯地技术等行易效

殊的简易坡耕地保护工程。通过提高坡耕地的单位

生产力，来减少坡耕地总面积，进一步加大退耕还林

规模。

’ 积极推广平衡施肥和化肥深施技术

应逐步完善平衡施肥相关检测机构，普及土壤

速测仪，使平衡施肥规范化、科学化，提高肥料利用

率，大幅度减少肥料在土壤中的残存量，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培肥土壤，并增加作物

的覆盖度，减少水土流失的危害。同时通过普及化肥

深农施器等方式，减轻深施劳动强度，从而促进化肥

深施技术的落实。

# 重点实施农药管理

严格执行“3-4”技术。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优先采用农业、生物、物理及

生态防治方法，以农田生态系统为基础，灾害性病虫

为目标，全面考虑整个作物生长期主要病虫害防治。

提倡挑治、兼治，减少施药频次，缩小施药面积。不在

有益生物高峰期用药，保护利用害虫天敌。在必须使

用农药时，也一定要按照国家颁布的相关规定和标

准执行，严禁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切不可

随意扩大农药使用范围和改变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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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及生态移民建设

要充分利用凉山州优越的光热资源，重点发展

农村沼气，以解决群众日常用能之需，从而杜绝因

日常用能而导致的诸如焚烧秸秆、砍柴割草等一系

列生态问题，同时还能为农村提供大量优质有机

肥，提高农田生产力。要积极协调多部门、多区域的

联动管理，促成生态移民建设的进行，尽早将高寒

山区因生计所迫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群众移居

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地区，一解生态恶化之源，二

治群众贫困之根，起到一举数得的良好效果。

" 建立乡镇企业监控体系

要尽快建立健全乡镇企业污染监控体系，严格

乡镇企业治污管理，对不合格企业坚决取缔，以确保

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 大力提倡回收残膜，加强降解膜试验示范

地膜覆盖栽培已成为凉山州高寒山区脱贫、中

低山及河谷地区致富不可获缺的技术，不能也不可

能禁止使用。因此，要制定有效的鼓励政策，并利用

好村社农技力量，提倡回收残膜。同时，要加强降解

膜试验示范，以尽快找到现有农膜的替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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