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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本项目针对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不明、修复治理技术和产品

缺乏以及综合防治体系与标准不全等瓶颈问题，从土壤健康及农产品质

量安全需求出发，充分结合浙江省实际工作情况，系统构建了基于省域

范围的农用地土壤污染特征调查及源解析方法，开发了浙江省农田土壤

重金属污染信息化平台，创新了基于源汇变量推理的区域土壤污染源解

析新方法，发布了相关土地质量调查技术地方标准，有效地为浙江省农

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精准防治和政府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筛选了一

批适于浙江省推广种植的低累积作物品种，研发了系列高效低廉、环境

友好的土壤调理剂产品，创新了水分管理配施肥料技术，出台了一系列

相应的技术指南，为控制农田土壤重金属食物链迁移和扩散提供了关键

技术保障和适宜产品，显著降低中轻度污染稻田的农业利用风险；结合

浙江省历年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采取“农用优先、治用结合、

综合施策”相结合的防治思路，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示范建设标准规范，在浙江典型区域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显著地域特点、

高效防治效果、自主知识产权的农田土壤污染分类分级分区治理技术模

式，并开展了省级核心示范和全域性广泛应用，提供了“浙江经验”，

为我省乃至全国农用地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示范样

板，对全面落实贯彻“土十条”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