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农业“安全质量” ,加强农业“清洁生产”
赵其国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摘　要　　文章强调了农业生产的安全质量问题 ,并在分析了安全生产的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

清洁生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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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重视农业的“安全质量”
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提高效益 、保证质量与不断增收。其中保证质量

是关键。因为 ,在今后跨入新世纪的现代农业发展中 ,没有质量就谈不上效益 ,更无法保证

增加收益 。

在这里 ,农业质量主要指农产品的品质与质量 。通过遗传选种及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 ,

当前正在取得新的进展。农产品的品质与质量不仅包括农产品的色 、香 、味等质量 ,更重要

的是农产品的安全质量 ,即杜绝任何影响人体建康与生命安全的农产品质量 ,具体来说 ,就

是保证农产品所含的元素与营养成分符合卫生标准 ,从而保证对人体健康的安全。质言之 ,

农产品质量的最高检验标准就是“安全” ,是质量安全或安全质量 。

引发农产品质量变劣的因素包括自然与人为两个方面 ,其中生态环境 ,包括水 、土 、气 、

生等方面的污染 ,是产生对农产品品质不良影响的重要方面 。例如 ,水体污染所带来的各种

过量的有机与无机元素 ,通过灌溉 、淋溶进入农产品而产生对人体毒害;土壤中一旦富含重

金属与有害元素 ,将会生产出含有重金属的农产品(汞米 、镉米等);大气酸沉降产生的酸雨

以及生物富集的有害物质再返回土壤 ,均会使农产品品质变劣 ,对人类健康带来危害 。
事实表明 ,随着农业生产的高强度发展 ,化肥 、农药与农膜的大量投入 ,是造成环境污染

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每年损失肥料氮达 900 万吨 ,相当于尿素 1900多万吨 ,折合人民币

350亿元 。据北京 、上海 、江苏 、河北 、山东部分地区调查 ,目前蔬菜 ,特别是大棚种植的菠

菜 、芹菜 、黄瓜等蔬菜中 ,硝酸盐含量均严重超标 ,北京市人民每日从蔬菜中摄入的硝酸盐为

310 mg ,超标达 41%。目前我国不同程度遭受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达 933万公顷 。河北省

历时 3年的调查表明 ,蔬菜中农药残留种类和数量均在逐年增多。在南京市有的市场所出

售的鸡蛋中 ,初步监测出有机残留物含量较国际标准超过 15倍 。新疆废旧地膜残留量平均

每公顷达 37.8kg ,最高可达 225kg ,这些土壤残留的农膜一般 50年内不会分解 ,它是造成农

作物病害及污染的根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市场经济与单纯利益驱使下 ,越来越多的人

为干预所造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对社会及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与影响。当前

无论是果 、菜 、瓜 、豆 、蛋 、肉 、鱼 、鸡 、鸭 、油 ,甚至大米 、面粉与饲料均出现不同情况的安全质

量问题 ,虽谈不上“草木皆兵” ,但这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有的甚至是可以致人以

死命的。

针对上述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农产品质量问题 ,当前社会上有各种“保证农业与农产品质

量”的新提法与新举措。如建立“有机农业” 、“绿色农业” 、“绿色食品” 、“绿色硅谷” 、“无公害

·225·2001年　　第 5期　　　　　　　土　　　　　壤

DOI :10.13758/j.cnki.t r.2001.05.001



食品”等 ,即建立生态农业体系的新思路 。的确 ,21世纪的农业应该以建立“生态农业”为标

志 ,但生态农业并不等于或不能完全保证是具有安全质量的 ,如果不能从本质上杜绝有害因

素的介入 ,不能从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与全部生产过程来保证质量安全 ,这仍然是无济于事

的。

总之 ,农业质量与安全是一个总体概念 ,只有针对保证人类生命健康的农业质量才是质

量安全的核心内涵 ,这是人类追求农业质量的根本目的 ,也是本世纪农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方

向。如果忽视这点 ,就根本谈不上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与农业富裕 ,农民增收。

2　加强农业的清洁生产
为解决我国当前农业出现的安全质量问题 ,加强农业的清洁生产是一项重要举措。
农业清洁生产是指在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 ,通过技术 、管理与监控体系的调控 ,避免或

减少面源污染 ,生产出卫生合格的食品 ,达到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的目的。这是当前我国农

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的思路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2.1 农业清洁生产的目标与内容

1.建立农业清洁生产的关键技术体系 。包括环境技术体系 、生产技术体系及质量标准

技术体系 。其中以品种 、化肥 、农药 、农膜为主的生产技术体系为重点 。

2.建立生产基地环境质量技术体系。包括以水 、土 、气 、生为主的无公害与无污染集成
技术体系等。

3.建立新的生产技术体系的研究及开发 。包括新品种的培育与开发 ,高效化肥(可控

释肥料)的平衡施用技术 ,低毒 、低残留农药及生物农药的开发与合理使用技术等。

4.建立农业清洁生产的管理体系 。包括建立农产品安全质量监控与监控体系 ,农产品

质量法规体系等 。

5.建立农业清洁生产的服务体系 。由为农业生产服务转向为农业产品的服务体系 ,将
农业效益与经济效益密切结合起来 。

6.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 ,由农民 、公司 、科技(示范基地)与市场(超市)相结合的经营体

制 ,保证农业清洁生产体系的全面建立 。

2.2 农业清洁生产的总体原则

1.农产品是指包括农作物产品 、畜产品及水产品等食物产品的总称 。

2.农业清洁生产必须贯穿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品种的选培-基地水土环境的清

洁过程-生产过程的无公害技术组装-产品的监测与监控-产品产业化过程的清洁及监测
技术体系-产品全程管理及最终进入市场。所有这些过程及衔接均需贯穿清洁生产的技术

与质量监控。

3.农业清洁生产是农业生产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系统工程 ,除生产关键技术体系的组装

外 ,还必须与产业化开发与企业及市场经营相结合 ,最终通过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新体制加

以推动。

4.当前农业清洁生产正处于起步阶段 ,应注意抓住重点 ,建好基地 ,突出技术 ,开展示

范 ,加强管理 ,逐步推广 ,最后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 。
总之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体系是国家当前急需的农业技术之一 ,也是新世纪农业发展最

有优势的领域之一 ,因此 ,开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体系的研究 ,并

进行相关技术的集成与试验示范具有重要意义 ,它必将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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