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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 健 康 管 理 的 目 标 重 塑 及 实 现 路 径  
 

杜志辉 

河北蓝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土壤是地球生命的重要基础，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其健康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

稳定和繁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土壤资源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实现土壤健康管理，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从政策法规调

整与优化、农民及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支持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力图为实现土壤健康管理目标

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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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life on earth，and as a land resource on which human beings 

depend，its health is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With the growing popula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soil resourc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How to achieve soil health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th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farmer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and strive to provide useful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soil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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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土壤资源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随之而来的过度开发、污染与退化现

象却使得土壤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土壤管

理，成为亟需解决的全球性挑战。农民作为直接从事土地利用

的主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本文将

就农民及相关利益相关者在土壤健康管理中的角色、作用以及

应采取的措施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关键问题的理解，并

为促进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建议。 

1.土壤健康管理的定义 

土壤健康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土壤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理念与实践。其旨在通过维护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功能，

保障土壤的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土壤健康管理

涉及土壤质量的监测评估、污染防治、营养调控、微生物管理、

水土保持等多个方面，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土壤的生产力、生

态功能和环境效益，为人类提供健康的食物产出、清洁的水资

源和持续的生态服务。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土壤健康管理不

仅可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还能有效减少土壤退化和生态环

境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必要性 

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必要性在于当前土壤管理方式

已经无法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壤健康问题。传统的土壤管理

目标主要集中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土壤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和工业活动对土壤的不断污染，土壤的健康

状况愈发堪忧，迫切需要针对性更强、生态效益更大的新型土

壤健康管理目标。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生

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新的管理目标应

当以最大限度减少土壤退化和污染、提高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恢复能力为核心，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原则，在维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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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同时实现农业可持续生产，使土壤资源得到更加合理、

持久的利用。 

3.土壤健康管理的目标重塑面临的挑战 

3.1 当前目标设定的局限性 

当前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设定存在诸多局限性，面临着一

系列挑战。传统的目标设定侧重于农产品产量和经济效益，忽

视了土壤生态系统整体的健康和可持续利用。这种以“高产高

效”为核心的目标设定模式，导致了化肥农药过度施用、土壤

养分失衡、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土壤的长期健康

状况。现有目标设定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对土壤的物理、化

学和生物学特性缺乏全面考量。传统目标往往注重某一方面的

指标，如农作物单产量、土地利用率等，却忽视了土壤结构、

微生物多样性、土壤水分调控等关键要素，这使得土壤健康管

理的综合效果受到限制。此外，土壤健康管理的目标设定还受

到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

化发展，土壤所面临的污染压力不断加大，资源的稀缺性也日

益凸显。这使得在目标设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环境容量的承

载能力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从而增加了目标设定的复杂性

和挑战性。此外，社会需求与利益冲突也是当前土壤健康管理

目标设定面临的挑战之一。不同利益相关者可能对土壤健康管

理的目标有不同的诉求，包括农民、政府部门、环保组织、工

商企业等，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使得确定

统一的、符合各方利益诉求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3.2 环境压力与资源约束 

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面临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的挑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剧，土壤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也日益

加大。工业活动、交通运输、垃圾填埋等都会对土壤产生污染

压力，例如造成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质的渗透，从而影响

土壤的健康状况。此外，过度的化肥农药使用也使得土壤受到

了严重的化学压力，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微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问题。在环境压力的同时，资源约束也是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

塑所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过程，土地资源

和水资源的紧缺性日益凸显，并对土壤健康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土壤健康管理需要更多地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浪费，充

分发挥资源的效能，以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稳定的需求。

这种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给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设定带来了

挑战。目标设定需要考虑如何在应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实现资源

的有效利用，如何在保障农业生产需求的同时实现土壤生态系

统的稳定与恢复，因此，需要在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重塑过程

中充分考虑环境压力和资源约束因素，寻求符合实际情况的可

行方案。 

3.3 社会需求与利益冲突 

土壤健康管理的目标重塑面临着社会需求和利益冲突的

挑战。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土壤健康管理的需求不同，可能存在

利益冲突，使得确定符合各方利益诉求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农民希望通过提高产量和农作物质量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这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使用大量化肥和农药，但这也会带来如果使

土壤养分失衡、降低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等问题。政府部门

关注的是农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政策制定往往强调

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这就给社会

需求和利益之间的协调带来挑战。此外，环保组织、工商企业

对土壤的要求和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可能存在对目标的不同需

求和期望，导致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具有共

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土壤健康管理目标具有重大意义。重塑目标

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采取多元参与和协

商的方式，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同时，也需要充分尊重自然规

律和生态环境，进行生态友好型的土壤利用和管理，在土壤保

护与农业生产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4.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实现路径 

4.1 科技创新与应用 

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实现路径之一是通过科技创新

与应用。科技创新在土壤健康管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为制

定和实现新的管理目标提供了技术手段和路径。科技创新可以

提供先进的土壤监测和评估技术。通过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GIS）、全息激光扫描等技术，可以实现对土壤质量、养分

状况、污染程度等方面的高效监测与评估。这些数据为制定合

理的土壤健康管理目标提供了科学依据。科技创新还可以提供

高效的土壤改良技术。例如，利用生物技术改善土壤微生物多

样性，促进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利用新型材料改善土壤通气

性和保水性；利用精准施肥技术保障养分供应，并减少对化肥

的过度依赖。这些先进技术提升了土壤改良的有效性，从而有

助于实现健康管理目标。此外，科技创新还支持绿色农业和可

持续土壤管理。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精准灌溉技术以及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对土壤的压力，促进

土壤健康。同时，科技创新也支持可持续土壤管理的发展，例

如推广有机耕作、植被覆盖以及土壤固碳等技术，减少土壤侵

蚀和退化，实现土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除此之外，科技

创新还可以推动土壤健康管理目标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土壤健康状况的实

时监测与预警，提高土壤管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科技创新与

应用是实现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重要途径。通过不断推动

科技创新，引入先进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土壤健康管理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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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实现土壤改良、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土壤管理的目标，为

实现土壤健康管理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4.2 政策法规的调整与优化 

政策法规的调整与优化是实现土壤健康管理目标重塑的

关键路径之一。通过适应性的政策法规，可以在制定土壤健康

管理目标时引导和支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从而推动整体

目标的实现。政策法规可以在土壤保护和修复方面进行调整与

优化。确立和完善相关土壤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土壤资源的

所有权、使用权及环境责任等各方面的规定，促进有序的土地

利用和精细化的土壤管理。此外，在土壤修复方面，可以通过

鼓励并规范污染土地的治理和修复行为，强化对土地污染源的

治理和追责，从源头上减少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健康。政策法

规需要促进可持续土壤管理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针对传统

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过度施肥、滥用农药等问题，可以通过设立

环境税收政策、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机农业认证制度等

措施，引导农民采用绿色、有机的耕作方式，并逐渐减少对化

肥和农药的依赖，实现土壤健康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此

外，政策法规还需要加大对土壤监测和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规范土壤监测和评估网络建设，完善土壤监测数据共享机制，

提高土壤监测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为制定合理的土壤健康管理

目标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土壤科研的资金投

入，支持土壤改良、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等领域的科研

工作，促进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法规需

要促进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落实与执行。建立健全的监督检查

机制，规范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实施程序和标准，并加强对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土壤健康管理目标能够得到有效执

行，推动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实现。通过对政策法规的调整与

优化，可以在法律层面上支持和推动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重新

制定与实施。只有政策法规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

驱动土壤健康管理的新方向，实现可持续土壤利用与健康管理

目标的双赢。 

4.3 农民及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支持 

农民及相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与支持是实现土壤健康管

理目标重塑的关键路径之一。土壤健康管理需要广泛的社会参

与和共同努力，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利用者和生产者，其积极

的参与和持续支持至关重要。通过加强农民的宣传教育，提高

他们对土壤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他们转变观念、调整种植

结构，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保护。政府可以组织专业人员深

入田间，以易懂的方式向农民传授土壤保护、合理施肥、绿色

种植等知识，引导他们树立绿色、可持续经营的理念，从而让

农民主动参与到土壤健康管理中来。还可以通过激励政策，鼓

励农民参与土壤健康管理。例如，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鼓

励农民进行规模化种植，减少农田细碎化，有利于土壤资源的

集约利用和保护。此外，对采用有机种植技术、农家肥料的农

民给予税收优惠或者补贴，鼓励农民采用环保、无害的农业生

产方式。在农业科技方面，政府可以推动各类农技培训，提高

农民的土壤管理水平。同时，还可以建立农民技术咨询服务体

系，提供农业生产的全方位技术支持，包括土壤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促进农民科学种植、科学施肥、科学用药，降低化肥

农药使用量，减少对土壤的负面影响，维护土壤生态平衡。除

了农民，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土地所有者、农业企业等也应当参

与并支持土壤健康管理。政府可以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土

地所有者向规模化、专业化农业企业出租耕地，进而提升土地

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对于农业企业，政府可以采取补贴奖

励的方式鼓励其开展节水农业、有机农业等，推动农业生产方

式的转型。农民及相关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与支持是实现土

壤健康管理目标的关键。政府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政

策手段，引导和激励农民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积极参与

到土壤健康管理目标的实施中，共同推动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

与健康管理目标的实现。 

结束语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实现土壤健康管理目标。农

民与相关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他们的努力

将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政策法规的调整与优化是我

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武器，让我们以智慧与决心，不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引领土壤健康管理走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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