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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本申报书由主要起草单位填写，一式二份，标准主要起

草单位、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各留存一份。 

2. 强制性地方标准项目应填写第四项。 

3. 本表用 A4 纸填报，可按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如需

另附材料的，可单附在申报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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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标准名称 璧山蔬菜种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控制指南 

2.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

号 
 

3.标准类别 
环保产品类  工艺技术类   工程规范  

✔环境管理类  监测与检测类 其他        

4.标准性质 强制性  ✔推荐性 

5.拟采用的国际标准

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

及名称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标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国际标准

号 
 

采用国际标准

名称 
 

6.是否涉及专利 



是 

✔

否 

专利号及名

称 
 

7.是否有科研项目支

撑 

✔

是 



否 

科研项目编

号及名称 

编号：FYCK20220001 

名称：璧山区农村面源污染试点监测

项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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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1.必要性 

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其中的氮、磷等

营养物质在降雨、灌溉和地形等的共同驱动下，借助地表径流、地下径

流和土壤侵蚀过程在土壤中过量累积或进入受纳水体，对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程度的污染。随着点源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强及有效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对地表水污染的贡献相对凸显出来，致使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问题

日显紧迫。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相关标准，

在国际上也无类似可供参考的标准或文献，这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

作在法律层面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的管控长期无

法推进落实，相关管控和治理技术的研究也因为缺乏明确规范的评价指

标而无法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因此，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制的制定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璧山区是重庆主城区的蔬菜基地，是当地地表水面源污染的主要来

源之一，除散户种植外，璧山还有许多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且部分规

模化种植基地紧邻璧南河和璧北河及其一级支流，是两河农业面源污染

物的主要排放者。因此，针对两河及其一级支流两岸的规模化蔬菜种植

基地制定污染物排放控制指南，确定污染物排放限值，对减少污染物排

放量，促进高效农业发展和改善两河地表水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

来对其他农业种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制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示范意义。 

2.可行性 

污染物的排放可分为点源和面源两种形式，点源主要包括工业生产

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农业畜禽养殖业等。面源包括城市面源和农业

种植业，通常指农业种植业面源污染。目前，我国对点源污染物排放主

要是通过排放标准（排放浓度限值）、总量控制、产业政策等手段加以

管控。其中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理论上是依据是受纳水体的

环境容量制定的，而受纳水体环境容量受季节、水体规模、水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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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等诸多具有地方特征的因素影响。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

弈中，排放标准是一种平衡双方诉求的博弈规则，因此如果依据各个受

纳水体的环境容量制定个性化的排放标准，则能实现双方利益诉求的最

大化。但在国家层面，由于地域的广阔，个性化排放标准将导致不可承

受的管理成本，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全国统

一的排放标准。这种一刀切做法的最显著缺点是取值保守，部分环境容

量没有被充分利用。 

目前，国际上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都是针对点源制定的，有关面源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排放限值的规定还未见报道。 

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制定有两种技术路线：（1）参照点源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式，（2）采用新的制定方式。点源污染物排放标

准根据行业特征细分为各种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如：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21900）、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畜禽养

殖业污染物评分标准（GB 1859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7918）等。我国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制定方式

主要有四种：①直接采用国外的行业污染物排放限值或根据国内的具体

情况进行微调，这主要适用于生产工艺与国外无显著差异的行业；②综

合分析各国污染物排放限值后选定一家或取多加的统计值，这主要适用

于各国排放限值不同的行业；③以《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为

基础，对其中没有包括的指标采用国外的排放限值；④参照排污特征相

似的行业制定排放限值，这主要适用于新兴行业。 

如果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值参照上述点源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制定

方法，则只能采用第④种方法，即：通过建立集中排放口，将部分农业

面源改造成点源，纳入现有点源污染物排放管理体系，新增一个行业标

准，然后参照排污特征相似的行业制定排放限值。但目前无法找到满足

相似性原理要求的点源行业，具体表现在：①农业灌溉、施肥等的生产

活动具有极强的季节周期性，使相关污染物的排放具有难以调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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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②污染物散排进入地下水和地表水，渗入地下水的部分无法进行有

效拦截；以地表径流形式进入地表水体的部分因农田雨季排涝要求，大

规模推广建设集中排放口将其改造成点源的做法不可行，极易在难以预

料的地方造成涝灾。③在选择参照的行业污染物标准时必须首先解决污

染物产生和排放规律的相似性原理问题，而目前国内外均没有能满足该

相似性原理要求的行业污染物标准存在。④在执法层面，排污责任主体

需要落实到经营个体，而我国每个农民或家庭的种植面积较小，尤其是

南方山地，如果每个经营主体在农田中建设集中排放口，则数量众多，

不仅建设费用巨大，监测运行费用也巨大，经济上不可行。⑤绝大部分

农业种植远离城区，如果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则必须大幅度增加监管人

员，管理上不可行。⑥被污染的受纳水体不仅有农用面源，还要大量工

业点源，这些工业点源的污染物排放已导致地表水体环境容量的大幅下

降，部分水体甚至出现无法消纳现有达标排放点源污染物的问题，这使

得留给农业面源部分的环境容量非常少，且波动部分的占比高（图 1），

意欲仿照点源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受纳水体环境容量为基础在全国层面

制定统一的排放限值不具可行性。综上分析，由于在可参照的行业标准、

农业面源污染物季节性波动、受纳水体剩余环境容量的波动性以及对农

业种植活动可能造成的伤害四个方面无法找到解决方案（表 1），该技术

路线也不可行。 

 

点源排放已利
用的部分

可供面源排放利用
的部分

 

图 1 水体环境容量与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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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富”不能以人民健

康和生态健康为代价，“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因此，工业点源的

排放必须受制于环境容量，即：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确定污染物排放限值。

但“无农不稳”的国策决定了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有更高级的优先权，

如果国家不稳定则生态保护和工业发展都将无从谈起，因此，农业面源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制定不应参照工业点源遵循“环境容量可承受”原则，

而应遵循“农业生产可承受减排”原则，即：在充分考虑科学种植、农

业种植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的局限性（如：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等限

制因素的条件下，逐步尝试确定可承受的减排量（基于当前污染物排放

情况）。当基于“农业生产可承受减排”原则制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无

法使受纳水体水质达到目标要求时，应反过来重新审视同一受纳水体中

工业点源排放“达标”的问题，通过提标、减少总量排放或淘汰高排污

企业等措施进一步改善受纳水体水质（图 2）。此时，可理解为将已“达

标”排放的农业面源视为一种“本底值”对整个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进行

规划和管理。 

 

 

 

 

 

 

 

 

 

图 2 农业面源的“生产可承受减排”原则与工业点源排放的“环境

容量可承受”原则对比关系 

 

受纳水体 产污主体

排放限值

点源 面源

环境容量

可承受减排量

”无农不稳“是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博弈中不能突破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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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技术路线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目前鼓励的对农业面源污染污染

采取“因地制宜”、“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的指导精神。 

根据上述“农业生产可承受减排”原则制定的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

值具有一下特征：①针对农业面源自身污染物排放和受纳水体环境容量

均随季节变化的特征，制定随季节（雨季和旱季）变化的污染物排放限

值，以充分利用环境容量的波动部分；②针对水环境容量随地区和季节

变化大的问题，放弃一刀切模式，采用一河一策的模式确定污染负荷减

排量；③才用小步慢跑，分年度确定见排量，通过多年迭代逐步得到一

个稳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避免一蹴而就导致伤农问题的发生，逐步在

污染防控和农业生产之间取得的平衡。 

针对责任主体和监管能力问题，本标准通过将适用范围限制在责任

主体明晰、地点位于璧山主要河流两岸的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加以解决。

这些蔬菜基地距离河流近，污染贡献大。一些蔬菜基地具有工业化生产

的特点，其地形允许建设一个或数个集中排放口而不会产生雨季的内涝，

这样在监测方法上可直接采用现有点源排放口的规范体系，在监管方面

具有可行性。 

农业面源污染对受纳水体水质影响最大的是氮和磷，相关的研究也

多集中于这方面。此外，考虑到本指南在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定方面的创

新性，试用阶段应重点关注的是排放限值制定方法在试用中出现的问题

及解决方案，在污染物的选择上不宜过多使问题复杂化，因此，目前本

指南的污染物仅限于总磷和总氮两项，其他污染物指标可根据指南的试

行情况在机会成熟时酌情增加。 

综上分析，本指南在限值制定方法、经济和管理上均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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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南的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1.适用范围 
璧山区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 

2.主要技术内

容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5  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5.1 污染物控制项目：总磷，总氮 

5.2 污染物排放限值 

根据重庆市璧山区的地质和地形地貌，本指南只考虑地表径流，不

考虑地下淋溶。 

本指南根据被保护河段沿岸蔬菜种植业年减排量的要求，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流域内蔬菜种植基地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式中： 

——某蔬菜种植基地 i第 m个月的月均排放浓度限值，mg/L； 

 ——某蔬菜种植基地 i 的污染物排放系数，kg/(ha·年)，原则

上采用本地实测值，若无实测值，可第一年可参考附录中的取值，从第

二年开始全部采用本地实测值； 

——流域内第 m 个月的农业种植污染物排放负荷在全年中的占

比，原则上采用本地实测值，若无实测值，可第一年可参考附录中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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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从第二年开始全部采用本地实测值； 

——某蔬菜种植基地 i所在流域第 m个月的降雨量，mm/月； 

——产流系数，即：降雨转化为径流的比例，原则上采用本地实

测值，若无实测值，可第一年可参考附录中的取值，从第二年开始全部

采用本地实测值； 

 ——流域内农业种植业污染物当前排放负荷，kg/年； 

 ——流域内农业种植业污染物排放负荷计划减排量，kg/年； 

 ——流域内农业种植业各类种植的污染物排放系数，kg/(ha·年)； 

 ——某蔬菜种植基地 i的污染物排放系数，kg/(ha·年)； 

——流域内农业种植业总面积，包括大棚等非露天种植，ha。 

 

5.3 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方法 

采用《全国种植业污染源普查排污系数测算实施方案》和《平原河

网地区农业面源监测技术指南编制》（上海市环境生态局，2023.1）中

的方法。 

 

6  评价方法 

对每次有径流产生的降雨事件进行污染物排放浓度监测，采用 t 检

验法与该月的排放浓度限值进行比较，判定是否超标。 

 

7  其它 

8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附录 （资料性附录） 相关参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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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制性标准涉及内容 

1.主要强制的

内容 
无 

2.制定强制性

标准的依据 
无 

3.标准所涉及

的行业、领域

及产品清单 

重庆市璧山区蔬菜种植基地 

4.强制性标准

实施风险评

估 

无 

五、法律法规及标准有关情况 

1.直接依据的

强制性标准

及涉及的强

制性标准情

况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915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NY/T 3824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DB42/T 1915-2022 三峡库区园地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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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地区农业面源监测技术指南编制（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试点技术指南（试行） 

 

2.相关标准的

查询情况 

✔无有关国际标准 

有有关国际标准（勾选此项需要详细说明与有关标准的异同） 

✔无有关国内标准（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 

有有关国内标准（勾选此项需要详细说明与有关标准的异同） 

六、基本思路、计划和保障措施 

1.基本思路 

以“璧山区农村面源污染试点监测项目（蔬菜）”项目的另外

两个子项目为基础，基于璧山区某典型蔬菜基地的实测数据，

采用现有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计算方法，结合璧山区地表水总

量控制和减排要求以及其它相关法规和标准，研究璧山蔬菜种

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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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及起止

时间 
2023 年 3 月~ 2024 年 7 月 31 日 

3.保障措施 

本项目是“璧山区农村面源污染试点监测项目（蔬菜）”的子

项目，经费和场地支持单位是“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和璧北区的“重庆市伟正蔬菜种植有限公司”蔬菜基地。 

 

4.经费预算及

落实情况 
30 万元。已经支付 15 万元。 

七、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 

参与起草单位：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南大学、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姓名 专业 职称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标准化工
作经历 

李东 
环境科学与工

程 
教授 重庆大学 

项目和技术总

负责 
 

何强 
环境科学与工

程 
教授 重庆大学 资料收集  

方俊华 
环境科学与工

程 
副教授 重庆大学 资料收集  

秦  波 
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 

高级工

程师 

重庆市璧山区生态环

境监测站 
资料收集  

侯  艳 计算机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吴  俊 
环境与安全工

程 
工程师 

重庆市璧山区生态环

境监测站 
资料收集  

何丙辉 
土壤侵蚀与水

土保持 
教授 西南大学 资料收集  

赵秀兰 
环境科学与工

程 
教授 西南大学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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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阳 
水土保持与面

源污染 
副教授 西南大学 资料收集  

陈展鹏 
水土流失防治

与流域治理 
讲师 西南大学 资料收集  

廖敦秀 作物育种 
教授级

高工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  

王  谊 
农业资源与环

境 
博后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  

颜万漪 
环境科学与工

程 

助理工
程师 

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 资料收集  

伍友娟 环境工程 
助理工
程师 

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 资料收集  

陈述斌 环境保护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许  翻 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李海娟 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苑文盖 工程管理 
技术人

员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现场施工  

徐  波 工程项目管理 
助理工

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现场施工  

薛金山 
机械制造工艺

与设备（数控） 

高级工

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陈如学 绿色低碳 工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现场施工  

庞小松 园 林 
助理工
程师 

重庆飞扬测控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现场施工  

注：“标准化工作经历”应填写其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任职情况，参与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及审查工作的主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