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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改革 ·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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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了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研究现状 ,提出了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布点原则与方案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更

具针对性、灵活性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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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是保护和改善

农村环境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当前 ,我国农村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研究较为薄弱 ,尤其是监测与评价

指标体系不完善 ,不能全面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状

况。因此 ,制定针对性强的指标体系 ,对于开展农

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加强农村环境管理 ,保护

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十分迫切。

1　农村环境质量内涵

农村环境是以农民聚居地为中心的一定范围

内的自然及社会条件的总和 ;农业环境一般是指以

农业生物为主体 ,围绕主体的一切客观物质条件及

社会条件的总和。农业环境侧重于人类的生产环

境 ,而农村环境侧重于人类的生活环境 ,但二者之

间没有一个截然的界线 ,在多方面存在大量的交叉

重合 [ 1 ]。

现研究的农村环境质量指的是农村人居环境

质量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环境质量 ,主要包括

农村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质量 ,以及农村环

境中农、畜、水产品质量。

2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开展的环境监测与评价的研究

与实践工作 ,多数集中在城市 ,关于农村环境质量

监测与评价的研究与实践较少。目前我国环境监

测项目并不完全适合农村 ,主要原因为监测项目缺

乏针对性 ,对某些农村污染程度较轻的项目重复监

测 ,漏测能表征农村污染状况的有害参数 [ 2 ]。徐

海根 [ 3 ]、于文柱 [ 4 ]、宁昭玉 [ 5 ]、董明朝 [ 6 ]等初步构

建了农村环境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但指标相对宏

观 ,且反映农村环境质量的针对性不强 ,没有具体

反映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 ,以及农村环境中农、畜、

水产品质量。

3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布点原则与方案

3. 1　布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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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表性

在农村范围选择代表性区域 ,布设监测点位 ,

获取的监测结果必须能够真实反映农村环境质量

状况。

(2)重点性

在农村范围 ,对怀疑或已证实污染相对严重的

区域 ,优先布设和适当增加监测点位 ,重点掌握该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

(3)随机性

按照随机性原则布设监测点位 [ 7 ] ,监测不同

地点的农村环境质量 ,以全面反映农村环境质量

状况。

3. 2　布点方案

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选择典型农

村 ,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布设环境监测点位 ,

监测农村空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质量及农、

畜、水产品质量。

农村空气环境质量监测布点 ,按照《农区环境

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7 - 2000)

的相关规定 ,采用网格布点法 ,监测农村生活区空

气环境质量、农作物生长区空气环境质量。

农村水环境质量监测布点 ,按照《农用水源环

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6 - 2000)和《地表

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T 91 - 2002)的相关

规定 ,结合农村水环境的功能与用途 ,布设监测点

位 ,监测农村生活区水环境质量、农作物生长区水

环境质量。

农村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布点 ,按照《农田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 - 2000)的相

关规定 ,采用均匀布点法 ,监测农村生活区土壤环

境质量、农作物生长区土壤环境质量。

农、畜、水产品监测布点 ,按照《农、畜、水产品

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8 - 2000)的相关规

定 ,与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布点同步进行。

4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 1　构建原则

(1)针对性

筛选的指标必须针对农村环境质量状况 ,既能

够反映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又能够反映农产品产地

环境质量。

(2)代表性

筛选出对农民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及动植物生

长影响较大的代表性环境指标 ,以能够比较明确地

反映农村环境质量本质特征。

(3)灵活性

为体现不同地区的农村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

差异 ,设置必测项目指标、选测项目指标和特征污

染物指标。必测项目指标适用于所有监测地区 ,能

反映环境质量基本状况。选测项目指标适用于个

别监测地区 ,能够根据地区、时间及特殊情况的需

要 ,重点选择监测指标。特征污染物指标属于必测

项目指标 ,根据当地环境污染状况 ,确认对环境危

害较大、影响范围广、毒性较强的污染物 [ 7 ]
,或污

染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物质 ,反映不同

区域的特殊环境质量状况。

(4)易操作性

选取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 ,要容易

监测 ,容易获得监测数据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 2　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农村环境质量进行大量监测的基础上 ,根

据农村环境质量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采用系

统分析法 [ 8 ] ,以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为框架 ,结

合频度统计法、专家咨询法、相关性分析法 [ 9 ]
,筛

选出针对性强的农村环境质量指标 ,构建农村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5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5. 1　指标说明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主

要考虑农村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

质量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和动植物生长 ,

以及农、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从农村大气污染对人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的

影响 ,以及对动植物的生长影响考虑 ,构建农村空

气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农产品产地空

气环境质量是指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生产

的相关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 ;农村人居空气环境质

量是指农村居民集中生活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

从农村水污染对人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的影

响 ,以及对动植物的生长影响考虑 ,按照农村水的

功能和用途 ,构建农村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

体系。农产品产地灌溉水环境质量是指用于灌溉

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生产的相关区域的水

环境质量 ;农村畜禽养殖饮用水环境质量是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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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Ⅰ 准则层Ⅱ 指标层 备注

农
村
环
境
质
量

农村空气

环境质量

农村水环

境质量　

农村土壤

环境质量

农产品产地空

气环境质量

农村人居空气

环境质量

农产品产地灌

溉水环境质量

农村畜禽养殖饮

用水环境质量

农村水产养殖

用水环境质量

农村生活饮用

水环境质量

农村景观用水

环境质量

农产品产地土

壤环境质量

农村人居土壤

环境质量

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氟化物、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臭氧、二氧化氮、氯化氢、一氧化碳、氨、铝、铅、苯并 [ a ]芘 选测项目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一氧化碳、总悬浮颗粒物、臭氧、氟化物、铅、硫化氢、甲烷、苯并 [ a ]芘、二噁英 选测项目

pH值、COD、总氮、总磷、氟化物、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BOD5、氨氮、硝酸盐、磷酸盐、氰化物、六价铬、镍、铅、砷、汞、铜、镉、锌、有机磷农

药、有机氯农药

选测项目

pH值、臭味、硫酸盐 (以 SO2 -
4 计 )、硝酸盐、总大肠菌群、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总硬度 (以 CaCO3计 )、混浊度、氟化物 (以 F -计 )、氰化物、砷、汞、铅、镉、六价铬 选测项目

pH值、色、臭味、DO、BOD5、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悬浮物质、总大肠菌群、非离子氨、汞、镉、砷、铅、铬、铜、锌、镍、氰化物、氟化物、

挥发性酚、石油类、六六六、滴滴涕、甲基对硫磷

选测项目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铅、汞、六价铬、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硒、氟化物、氰化物 选测项目

pH值、DO、COD、BOD5、总磷 (以 P计 )、氨氮、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总氮 (湖、库以 N计 )、高锰酸盐指数、铜、锌、硒、砷、汞、镉、铅、六价铬、氟化物、

氰化物、硫化物、挥发酚、石油类、粪大肠菌群

选测项目

pH值、铜、锌、铅、铬、镍、镉、汞、砷、多环芳烃、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水分、阳离子交换量、有效态铅、有效态镉、水溶性盐、氯化物、氟化物、总氮、总

磷、有效磷、有机质、六六六、滴滴涕、磺酰脲类除草剂、有机磷农药、有机氯农药

选测项目

pH值、镉、铅、汞、六价铬、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铜、砷、镍、硒、氟、六六六、滴滴涕、有机氯、有机磷 选测项目

农、畜、水产品质量
铅、镉、汞、砷、氟、六六六、滴滴涕、特征污染物 必测项目

铬、铜、镍、锌、铝、硒、苯并 [ a ]芘、亚硝酸盐、敌敌畏、乐果、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 选测项目

用于供给畜禽类动物饮用的水环境质量 ;农村水产

养殖用水环境质量是指用于农村养殖水产类生物

的水环境质量 ;农村生活饮用水环境质量主要是指

用于供给农村居民生活饮用的水环境质量 ;农村景

观用水环境质量是指农村用于景观、观赏的水环境

质量。

从农村土壤污染对人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的

影响 ,以及对动植物的生长影响考虑 ,构建农村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农产品产地土

壤环境质量是指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生产

的相关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 ;农村人居土壤环境质

量是指农村居民集中生活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

为反映农村环境质量 ,从农村环境污染对农、

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考虑 ,构建农、畜、水产

品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农、畜、水产品质量

是指存在于农村环境中的农产品、畜禽类产品、水

产类产品的质量。

5. 2　特点分析

从环境对象方面 ,不仅考虑了农村环境质量对

人的身体健康影响 ,而且考虑了对农作物的生长影

响 ;从环境要素方面 ,不仅包括了常规的反映农村

环境质量的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和土壤环境

质量 ,而且包括了反映农村环境质量优劣的农、畜、

水产品质量。

总结其他学者提出的农村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

不仅反映基本的农村环境状况 ,而且还包含社会环

境状况、经济发展状况 ,指标的宏观性、综合性较

强。而该指标体系更具原始性 ,都是反映农村环境

质量状况的基础性指标。

针对不同的环境对象 ,建立不同的监测指标 ,

以切实反映环境质量的优劣对其产生的影响。如

农村水环境质量指标 ,打破以往“地表水、地下水 ”

的分类惯例 ,根据农村水的功能和用途进行分类监

测 ,分为农产品产地灌溉水环境质量指标、农村畜

禽养殖饮用水环境质量指标、农村水产养殖用水环

境质量指标、农村生活饮用水环境质量指标、农村

景观用水环境质量指标等。

既设置了必测项目指标 ,又设置了选测项目指

标 ,同时设置特征污染物指标 ,能够适应我国不同

地区的农村环境质量状况存在差异而展开不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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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需要。

5. 3　应用性分析

由于目前缺乏针对性强、符合农村特殊性的农

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所以不能很好地

定量监测与评价农村环境质量 ,以加强农村环境管

理 ,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由于构建的指标体

系具有良好的基础性、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可

以为农村环境质量定量监测与评价奠定基础 ,以加

强农村环境管理。

构建的指标体系 ,可以被提取、耦合成其他综

合性指标。根据农村环境管理的需求 ,可以从这些

基础性指标中提取部分指标 ,耦合成需要的综合性

指标 ,如空气中的 AP I等指标。

根据农村环境管理的需要 ,既可以对指标体系

进行单项评价 ,也可以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

开展指标体系的单项评价 ,可以按照相应的环境标

准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 ;开展指标体系的综合

评价 ,可以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进行评价。

6　结语

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加强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对于保护和改善农村环

境质量非常关键。目前 ,我国环境监测整体上正处

于由被动监测向主动监测转型 ,由污染监测向生态

监测转型 [ 10 ]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更应该适应这一

趋势。因此 ,制定针对性强、符合农村特殊性的农

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 ,能够为开展农村

环境质量定量监测与评价奠定基础 ,加强农村环境

管理 ,促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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