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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风险及其管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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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土地整改力度和范围的持续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给区域内生态环境造成不容忽视的影

响。在未来的农村土地整治中，必须将重点放在建立生态文明的大环境上，不能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环境效益。本篇

文章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着重探讨农村土地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强对地区生态环境造成的风险，并提出具体管控对策，切实提

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准，促进农村土地合理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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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land rectification efforts and scope, it has greatly promot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caused an undeniabl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region. In the future 

rural land remediation, the focus must be on establish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we cannot only focus on 

economic benefits while neglecting environmental benefits. Based on this viewpoi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risks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rural land remediation efforts to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ntrol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ru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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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整治作为土地制度的变革，对于优化土地结构和

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已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

关注。农村土地整治是指对乡村的田地、林业、水域、

道路等一系列的环境体系进行综合整治，在整个过程中，

都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冲击，现阶段对于乡

村土地整治，不能单纯的把新增的耕地作为主要目的，

而是要针对各个地区的具体地理环境，制定出相应的土

地整治计划，同时还要关注对整治地区生态环境的冲击，

减少生态风险，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起到

很好的效果。 

1 农村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的。但

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日益

加剧。在这些问题中，最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资

源的滥用与环境污染。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加强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土地整治已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土地

整治是一种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土地改良和保护的方法，

这样既能提高耕地的生产率，又能维护生态环境。首先，

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有效的维护，既包含了陆地的自然属

性，又包含了陆地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在确保产量

的同时，要注意防止过量施用杀虫剂和肥料，以确保土壤

的干净。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有机、绿色的农业，更好地维

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提高当地的活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1]
。

其次，改善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土地

可持续发展是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稳定地维持其生

产力与生态机能。因此在对某农村土地进行综合利用的同

时，必须根据该地区土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除此之外，要充分利用土

地资源的多样性。土地并不只是耕种的地方，也可以用于

林业，畜牧业，旅游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2 农村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风险 

2.1 地貌变化的风险 

在乡村土地整治中，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

等工程将会对当地自然景观造成巨大破坏，这些破坏往往

是持久的，并且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不利

影响。土地整地会对地形造成最大程度的变化，比如荒草

地、戈壁地、沙地、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被开垦出来，对

坡耕地进行梯化改造，从而让地形趋向于简单规则，从而

对农业生产产生有利影响。但是地形已经不再具有复杂特

征，地形变得单一
[2]
。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都属于线性

工程，这些都会涉及到挖掘沟槽等问题。此外在建筑完成

之后，很多都会有工程边坡，并且会产生异质基底，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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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的地貌进行切割破碎。除了这些，地形变化还会引

起其他水文要素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引起水土流失

和水资源流失，越是大规模的治理，这个问题就越是严重。 

2.2 土壤质量下降的风险 

在进行乡村土地整治的进程中，不管是对已有的耕地

进行归并整理、坡地梯化、耕作层土壤的改进，还是对未

使用的土地进行开垦，亦或是对损坏的土地进行复垦，这

些都会牵扯到对地面进行大量的机械地面扰动，将地面上

的杂草等植被全部除去，将表层甚至下层的土壤进行翻耕，

从而对土壤的结构层次和功能特性进行重组。这必然会打

破原有的土壤构型和结构，使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态过程

发生变化，容易引发或加剧土壤侵蚀、盐渍化、水土流失

和养分流失，造成土壤肥力下降。 

对农用耕地进行整治后，可能会出现如下表征。第一

点是改良后的耕地层容重明显增大，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含

量、通气、排水性能明显下降。第二点是在平地之前，耕

地中有效 P、有效 K 和活性有机质都比平地之后要高，并

且这种改变可能会引起 Fe、Mn、Cu、Zn 等微量元素的含

量降低。第三点是平地对耕地造成干扰，使土壤中的放线

菌数量下降，真菌数量增多，土壤脲酶、过氧化氢酶活性

下降，蔗糖酶活性上升。第四点是在土地治理的建设过程

中，经常会发生将表层熟化的土壤翻到底部，将底部的生

土翻到表面的现象，从而使耕作层的肥力下降。由于土地

治理造成的这些耕地土壤退化问题，短则一年，多则三到

五年，才能得到有效修复。 

2.3 水生态系统的环境风险 

在我国，农村水利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通常

情况下，为了提高农田的保灌程度，必须要建立水利设施，

或者是为了满足新开垦的农田灌溉要求，这势必会使项目

区的用水总量增大，导致地区的水资源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下游水资源量减少、河道

生态流量失衡等问题。传统的灌溉排水系统一般采用砖石、

混凝土、预制板等硬材质，采用“截弯取直”“三面光”

等技术进行施工，与天然演化、长年累月人工开垦而成的

符合天然地形特征的灌溉排水系统相比，其生态自净作用

几乎完全失去，同时也影响了沿线的水分渗透、地表径流、

干湿交替等水文水资源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农田耕作

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化肥和农药施用，导致农业面源污染问

题，从而对该地区的水体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4 林草植被多样性减少的风险 

在农村土地治理中，土地发展的实质是把宜耕荒草原

等未使用地开垦成以耕地为主要用途的农用地。在这个发

展的过程中，会对原地面展开整理，实施开挖、翻耕等工

作，这就存在着对原来植被的破坏。在中国南方水热条件

比较好的地方，大部分的宜耕荒草场都是由良好的灌草植

物所覆盖，并起到了一定的水土维持等生态服务作用
[3]
。

另外，一些地区由于盲目地追逐增加耕地，忽视了森林和

草地的优良条件，在合法的荒芜草地上进行“毁林开荒”，

造成 林草植被多样性加剧减少。 

2.5 生态系统被破坏的风险 

在生态系统、景观、物种等层面上，农村土地整治对

治理区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都会表现出来。在进行工程

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水平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开发，没

有使用的土地被大规模地减少，湖泊、沼泽地等湿地也大

幅度地减少。因此在该地区的生态系统的类型、结构和功

能都发生了改变，生态系统多样性通常会降低。在乡村土

地治理中，荒地被大规模地开发，田地角落里的林草地、

小水塘、荒地等“边角料”被人工地变成耕地，河道和水

渠被截弯取直，增加了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和乡村道路，对

乡村进行改建，这种人类行为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耕地、林

地、草地、水域、道路、乡村等乡村景观要素的空间结构。

通过对整治区斑块、廊道和基质格局的研究，发现在乡村

土地治理过程中，这些斑块、廊道和基质格局的改变具有

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总体上，这些格局的改变使整个区域

的景观碎裂程度增大，景观的多样性则显著下降。 

3 农村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保护管控对策 

3.1 政府介入，科学规划 

针对农村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保护管控工作，要加大

政府介入，第一个方面是要实行一体化的环保工作策略，

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环保工作策略，保证环

保工作的有效开展。要彻底取缔农业生产中的除草剂、杀

虫剂、化肥等，要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的结构。第二个方面

是在生活垃圾的处置上，应加强对生活垃圾及畜禽粪便的

环境综合利用、稻田的综合开发，以达到改善生态系统的

目的。第三个方面是要从根本上强化对农村和城市中的企

业管理。对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的污染污水和废料的

排放进行严格的标准和控制，对不合格的公司进行罚款和

改进，从而保证对污染源的控制。第四个方面是建立由主

要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参加的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的工

作职责是进行全面统筹，并对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检

查。制订监督各项政策，计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并进行监

督。对各行政辖区及辖区内所设立的各项工作及相应的组

织机构进行执行及协调，建立高品质、高效率、协调有序、

井然有序的工作系统。第五个方面是构建起环境综合整治

的协调例会，简化会议制度，形成统筹规划、指导部署、

核查检查、通报监督的一体化管理方式，要将环境保护在

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全面

的考量
[4]
。第六个方面是要加强对环保事业的投入，激励

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3.2 健全环境法律制度 

健全的法律体系，对农村土地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

护。在目前的环境法律制度中，应加强对环保法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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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以加强环保法律制度建设。第一是要确立生态环境

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建设边界这三条红线，

要坚决防止各类生态、环境破坏现象的发生。第二是要

构建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改革期限治理制度，

以及生效益赔偿费制度等，通过强化对其监管，使广大

社会民众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意义，进而对其违法行为进

行矫正。第三是政府部门还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制订相应的法规，确保各地区农民以及各乡镇企业都能

做到自我约束。 

3.3 改进环保方法 

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过程中，人们经常会面对各种各

样的环境问题，环境质量优劣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久以前，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在土地治理中，根据不

同的工程性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环保措施，可以从以下

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是防止噪声污染。应根据国家

环保局所制订的标准，在进行土壤治理时要将噪声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通常是白天分贝为七十五，夜间分贝为五

十五。在整个施工方案中，要选择噪声不高的施工设备和

工艺技术，如果有显著的噪声，要将其置于施工红线以外

的区域，避免噪声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水质

问题，不仅要禁止在水源地投放危险物质，还必须限制垃

圾的产生。而且不能挖土
[5]
。第三个方面是对于机械应用，

要及时进行维修，避免使用时出现渗油问题，造成地下水

的破坏。第四个方面是对于居住区，要设置沉淀池和废水

处理池，保证废水经过充分的处理后才能进行排放。对于

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例如排泄物，应设置一个化粪池，进行

集中处理，从源头上避免水资源的污染。第五个方面是预

防和处理固废。在进行土地整理时，对于某些所产生的生

活垃圾，有关施工单位要将其堆放在指定的地区，再由环

境部门进行集中处置。在建设中产生的垃圾，要根据垃圾

分类概念，进行固定堆积。比如废弃的金属，废弃的塑料，

都是可以再生利用。如果垃圾具有危害，则不能用作土方

回填用，从而实现垃圾科学堆积，从而有效地保护生态环

境。第六个方面是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由中坚力量

组成，通过管理和监管，确保工程的效率和质量。另外，

还需要设立一个公众匿名举报系统，便于社会广大民众对

实际生活中出现的人为破坏环境、环境污染问题等进行及

时举报。 

3.4 开展生态环境风险管理评价 

开展生态环境风险管理评价，对于监督、评估生态环

境风险管理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第一个方面是要增强关于

生态环境质量、基线的调查。除了已经出台的相关技术规

范外，大部分的环境风险评估还处在摸索阶段。将生态风

险评估运用到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中，这仍然是一

个崭新的、有待开发的领域，必须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基

础进行深入的研究
[6]
。第二个方面是选取适宜的评估指标。

在生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是立地条件

如坡度土壤侵蚀度、土壤盐渍化程度、植被覆盖指数等。应

该进行好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工作，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持续发展下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环境指

标纳入其中，构建一个具有动态性的生态环境指标体系，以

满足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中的生态风险评价工作需求。 

4 结语 

在农村土地整治中，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其中，所发

挥的价值更为显著，可以有效地提升土地整治的实施效果，

降低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干扰，从而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

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关管理部门要充分关注这一问题，将

生态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长远的土地整治工作计划，建立

集成的工作方式，从而保障土地整治工作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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