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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邱建军等编著的《环渤海区域农业碳氮平衡定量评价及调控技术研究》系统地总结了环渤海地区不同
尺度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定量评价及其碳氮调控策略与技术研究的成果。
主要系统概述了点位、小流域和大区域尺度开展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定量评价研究的方法学——野
外生态系统监测与生物地球化学模拟模型结合；在系统监测层面，论述了典型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碳氮
代谢规律、温室气体排放规律、土壤氮素矿化及淋失过程以及典型畜禽养殖场碳氮循环规律与特征；
在点位尺度定量评价方面，验证和校正了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定量评价了典型农田生态
系统碳氮平衡、典型畜禽养殖场碳氮平衡特征；在区域尺度定量评价方面，构建了区域尺度农业生态
系统碳氮平衡定量评价系统，定量评价了小清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特征、环渤海区域农业生
态系统碳氮平衡特征；在调控策略与技术层面，论述了环渤海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碳氮调控策略，阐明
了环渤海地区典型模式系统碳氮调控技术。
本书可为开展不同尺度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定量评价研究和同类区域制订农业非点源污染综合防控
方案提供借鉴。

《环渤海区域农业碳氮平衡定量评价及调控技术研究》可供农学、生态学、土壤与肥料学、环境科学
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供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业及环境管理决策部门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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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　　农业生态系统是指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以人地协调共生为特
征的、人工可调控的陆地生态系统。
碳氮元素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自然物质基础，涉及农业生态系统从环境生物环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过程（李长生，2001；Schlesinger，1997）。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全球碳氮循环尤其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及其平衡
成为当前研究的难点和热点（Lal，2004；韩兴国等，1995）。
本项目面向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针对环渤海地区集约化农业生产与渤海近海
水域环境污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定量分析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特点，探明典型流域的农业氮
污染负荷，提出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碳氮平衡和非点源污染的调控策略和管理技术措施。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环渤海作为北方农业集约化地区，现代农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
制约　　环渤海地区陆域面积112万km2，总人口2.6亿，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这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沿海城市化与临海工业发展迅猛，同时该区还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
地，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23%以上，特别是渤海沿岸13个地
市（天津、大连、营口、唐山、潍坊、烟台等）属于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种植、养殖业十分
发达。
但高度集约化生产的弊端已经显现，以山东为例，单位耕地面积化肥用量高达685kg/hm2，相当于全
国平均用量的1.92倍；养殖场的畜禽粪便几乎不经任何处理；由于利用率低（氮肥利用率仅为30%
～35%），大量化肥和养殖场废弃物以地表径流、淋溶、气态挥发等形式进入环境，造成污染。
特别是在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地下水氮污染更为严重。
2008年5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首次发布《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公报》，公报指出渤海中部海域环境
良好，近岸海域污染较重，海水中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渤海三大湾中，莱州湾海水环境污染程度较重，渤海湾次之，辽东湾相对污染程度较轻。
环渤海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破解集约化生产与保护资源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力与节本增效等诸
多新的难题与矛盾。
　　1.1.2有效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是确保渤海水域水体安全的迫切需要　　渤海水域的水体污染治
理已经刻不容缓，国家虽然启动了“碧海行动计划”，但与滇池、太湖富营养化治理一样收效甚微。
总的来看，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不合理，陆源污染物是引起渤海近岸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
，调查表明，87%的入海污染物来自陆地，其中由入海河口排入的占95%（赵章元和孔令辉，2000）。
除工业和生活污水外，种植业生产、畜禽养殖等污染通过河流入海携带或随径流入海也占很大比例。
以山东省主要入海河流小清河为例，小清河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降水变率大，大约70%的降水集中
在每年的6～9月，由于丰水期降水相对比较集中，在暴雨期间，小清河携带大量污染物进入莱州湾，
成为莱州湾陆源污染物的重要来源。
1996年冬，山东省开始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到2000年，流域内主要排放口浓度排放达标率为95%，
点源污染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水质却没有较大的改观（惠二青，2003）。
根据2007年山东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小清河干流9个断面中，除源头睦里庄断面以外，其他8个断面
水质均劣于Ⅴ类标准，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氨氮（谭永明，2009）。
黄现民和王洪涛（2008）分析了山东省环渤海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现状，指出面源污染的产生主
要是由种植业化肥及农药的施用量大、利用率低，畜禽养殖业规模发展快，缺乏粪污处理设施，大量
排放未经处理的粪污、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低、随意排放等原因造成的。
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严重影响环渤海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限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有效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1.3开展区域尺度农业碳氮平衡评价、组装集成调控技术，是建立环渤海地区农业污染综合防控
技术体系的现实需要　　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碳
氮收支平衡过程。
碳氮平衡与循环过程既是单独循环途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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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氮素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主要形式，其有效控制成为农业非点源污染综合防治
的关键。
我国已基本提出了“源头控制、过程阻断、末端利用”、发展清洁生产和开展乡村清洁工程的农业面
源污染防控策略，但与之相配套的技术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总体而言，国内对非点源污染负荷及控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模拟试验和野外观测研究阶段，虽然
在揭示污染物存在形态、分布特征上具有一定进展，但是非点源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对农业
生态系统中的氮平衡、畜禽养殖过程中氮的循环、径流和土壤侵蚀的模拟以及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
的研究并不完善，而且高昂的投入使得观测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这就给非点源污染的识别
带来了不确定性，更形成不了区域层面的宏观认识，进而造成调控策略的偏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环境复杂，简单化的指令性管理与技术不能完全有效地指导区域农业
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
因此，有必要在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农业碳氮平衡特征，进行系统的研究
、集成和创新，为非点源污染研究提供有效手段，更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和流域污染综合防控提供科
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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