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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水质监测应急
演练。高科技设备的全程投用成为本次演练的突出特色，为科学、精
准、高效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奠定了基础。图为无人机快速采取
水样。 郭运洲 赵伟华 王芸摄

水稻历来是我国的重要粮
食作物，不仅要稳定水稻播种
面积，还要种得好，种得绿色，
种得性价比高。

谈及性价比，首先就是产
量问题。那么水稻丰产与甲烷
减排，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秦晓波表示，经过研究，团
队提出了“抑菌减排，增腐固
碳，良种丰产、减投增效”的整
合模式。

抑菌即通过各种手段，抑
制产甲烷菌活性来实现减排。
增腐即促进秸秆等有机质的腐
解，或者包括生物质炭的变相
还田，增加土壤固碳。良种就
是开发、筛选新的水稻品种，既
能降低排放，还能丰产。减投
指的是减少肥料、农药等投入，
提高肥料利用率或者投入绿肥
等，实现减投增效。

“这 4 项措施结合起来，综
合施策，就能鱼和熊掌兼顾。
同时这些措施是响应生态环境
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在确保粮食安全前提下实

现稻田甲烷减排的综合解决方
案。”秦晓波表示。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
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就针对稻
田甲烷减排开展了大量研究。
目前技术比较成熟，但是相关
减排手段的经济效益和减排成
本评估却相对滞后。秦晓波认
为，需要在减排措施中综合考
虑经济效益，选择成本适用，性
价比高的手段。

“农民不仅关心产量，还关
心省时省力省钱的措施，例如
在施肥时顺带添加生物有效菌
剂，撒完菌剂农民就不用管了；
比如用绿肥代替化肥，国家给
予一定补贴，能够降低成本，农
民使用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再
比如在选种育种中提前布局，
能够使农民获益。所以在推广
减排措施前，一定要做好顶层
设计，增加相关的示范试点，在
经济效益上提前评估，让农民看
到减排增产的规模效应，才能调
动积极性，让农民乐于耕种低碳
绿色稻田。”秦晓波说。

图 为 秦 晓 波 在
湖南长沙的试验田
中进行稻田甲烷排
放取样研究。

秦晓波供图

稻田甲烷排放从哪里来？现状如何？

秦晓波认为，可以围绕稻田
甲烷产生、氧化、传输的各环节进
行减排干预。

针对产生环节，可以在施肥
时向土壤中添加生物有效菌剂，
增强氧化条件，抑制甲烷菌。“相
当于‘吃掉’一些产甲烷菌，然后

‘辅佐’氧化菌把甲烷在产生阶段
消灭掉。生物有效菌剂在抑制产
甲烷菌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养分
的利用，有利于作物生长和产量
形成。这些目前已经有一些成熟
的技术和产品来支持。”秦晓波表
示。

第二个有效途径则是控制淹
水条件。中国栽培水稻历史悠
久，农民长期以来的种植方式主
要是淹灌。在长期淹灌模式下，
水稻在生长季前期就容易排放大
量甲烷。

因此，强化稻田水分管理，因
地制宜推广稻田节水灌溉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就显得尤
为重要。

秦晓波表示，产甲烷菌最怕
的便是环境干燥，氧气充足。因
此避免厌氧环境是很容易“见效”

的手段。
首先可以进行间歇灌溉和交

替灌溉，即在稻田中灌上水，等田
面自然落干，一般有 3 天—5 天的
交替期。到种植中期（分蘖盛期之
后），采取集中晒田，大概在水稻种
植之后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集中晒田10天—14天。这样一来，
控制淹水条件后就能够降低 40%
以上的甲烷排放，减排效果十分明
显。“现在农民基本上选择中期晒
田，在促进产量增加的同时减排甲
烷排放。”秦晓波说。

在种植后期，尤其是水稻的
成熟、收获阶段就不太需要水了，
因此后期可以简单进行“湿润灌
溉”，让稻田自然落干即可。

秦晓波表示，水稻种植前期
虽然需要水，但可以控制水层高
度 。“3 厘 米 或 10 厘 米 的 水 层 高
度，对水稻的生长与产量影响不
大，但对厌氧环境的形成有很大
差异，所以尽可能降低灌溉水层
高度，采取科学的灌溉频率和措
施，既节约水资源，也可以达到甲
烷减排的效果。”

目前，江西省一些地区已经

稻田甲烷减排之路如何走？
减排手段应经济适用

本报讯“13 个 典 型 案 例 涵
盖川渝两省市在跨界河流联防联
控、生态流量管控、水环境治理和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多个领域展
开的合作。”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
办公室日前印发《川渝跨界河流
联防联控典型案例汇编》，发布
13 个川渝毗邻地区联合治水管
水典型案例，系统总结川渝毗邻
地区联合治水管水的典型做法和
创新经验。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是川渝
两省市在深化河湖长制工作合作
上的又一项成果，将促进川渝各
地区在管护跨界河流方面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进一步
推动川渝河湖长制更加有名有
实，工作推动更加有力。

川 渝 两 省 市 河 流 相 通 、生
态 相 依 ，流 域 面 积 50 平 方 公 里
以 上 的 跨 界 河 流 有 81 条 ，流 经

100 多个地市和区县，总长度达
1 万多公里，涉及长江、嘉陵江、
渠江、涪江、赤水河等干流。由
于 行 政 区 划 不 同 ，加 之 河 长 制
工 作 具 有 综 合 性 、复 杂 性 和 长
期 性 的 特 点 ，过 去 川 渝 跨 界 河
流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责 任 不 清 晰 、
管 护 目 标 不 一 致 、治 理 缺 失 等
问题。

上述负责人介绍，自 2020 年
以来，川渝两省市建立健全川渝
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机制，深
化联合治理、开展专项整治，推动
川渝毗邻地区管河护河统一规
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
理，使河湖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水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河流管
理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据监测数
据显示，2021 年川渝跨界河流 25
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
较 实 施 河 长 制 前 提 高 4 个 百 分
点。” 王小玲

川渝发布联合治水管水典型案例
系统总结 13个毗邻地区联合治水经验

本报讯 辽宁省大连市生态
环境局近日会同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海洋发展局、大连海事局印
发《深入打好渤海黄海（大连段）
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对“十四五”时
期大连市渤海、黄海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作出了部署
安排。

《行动方案》明确到 2025 年，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好，近岸海
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7.8%，普
兰店湾力争消除劣Ⅳ类水质。基
本完成入海排污口整治，省控及
以上入海河流基本消除劣 V 类水
质，复州河入海断面总氮浓度与
2020 年相比保持负增长。滨海
湿地和岸线得到有效保护，海洋
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响应能力明
显提升，公众亲海环境品质持续
改善，“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
《行动方案》部署了重点开展

陆海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环
境风险防范、美丽海湾建设 4 个
方面的主要攻坚任务，包含 8 个
专项行动、2 项重要举措、30 项工
作任务。在陆海污染防治方面，
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入海
河流水质改善、工业与城镇污染
治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海水养
殖环境整治、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岸滩环境整治等 7 个专项行动。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开展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推进河
口海湾整治修复，加强斑海豹、黑
脸琵鹭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
地保护，实施渔业资源养护。在
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实施涉海风
险源排查检查、环境风险隐患整
治、海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管
能力建设等重要措施。在美丽海
湾建设方面，实施“一湾一策”海
湾综合治理，因地制宜推进美丽
海湾建设。 赵冬梅

大连全面打响黄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对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作出安排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扎实
推进巢湖蓝藻治理，截至 7 月 17
日，巢湖无明显水华，较去年首次
发现大规模蓝藻水华时间推迟
47天。

建立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 立 县（市）区 、乡 镇（街 道 、社
区）、村（居）三级网格化打捞防控
责任体系，一级网格 5 个、二级网
格 18 个、三级网格 65 个，明确各
网格负责人员。设置 3 个市级督
查组，抽调省巢管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水务局人员组成。蓝藻应
急防控期间，每周组织一次暗访，
重点检查现场巡查打捞工作组织
情况、蓝藻防控设施建设情况及
相关日志台账资料；水华橙色、红
色预警期间，督查组全天候驻点
监督。

提升应急防控基础设施。奖
补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提升环湖
5 个（县）市 区 蓝 藻 打 捞 防 控 能
力，全市构建以蓝藻深井处理装
置和藻水分离站为重点，蓝藻磁

捕船为配套，蓝藻围隔、推流器等
为基础的巢湖蓝藻水华应急处置
设施体系。截至目前，环湖已建
成藻水分离站 5 座、打捞平台 44
座、深井处理装置 7 座，配有蓝藻
磁捕船 4 艘、其他各类打捞船只
146 艘、推流器等控藻设施 400 余
个，建成阻藻围隔（围堰）90 余公
里。

强化蓝藻藻情预警预报。依
托卫星监 测 图 ，利 用 环 湖 视 频
监 控 ，观 察 巢 湖 湖 区 与 环 湖 河
道 藻 情 ，整 合 湖 区 蓝 藻 自 动 监
测 和 人 工 采 测 数 据 ，建 立 藻 密
度 监 测 系 统 ，完 善 蓝 藻 预 报 模
型 ，每 日 发 布 蓝 藻 日 报 。 根 据
蓝 藻 暴 发 程 度 ，从 轻 至 重 依 次
分 为 蓝 、黄 、橙 、红 4 个 预 警 等
级 ，环 湖 县（市）区 根 据 预 警 等
级 ，启 动 相 应 等 级 的 打 捞 工
作 。 截 至 目 前 ，环 湖 县（市）区
共 出 动 打 捞 人 员 3.15 万 人 次 ，
打 捞 船 只 4585 船 次 ，打 捞 藻 浆
15.22万立方米。 李孝林

本报讯 1 月—6 月，破解生态环
境难题 126 个，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
去年同期明显增加，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同比改善 12.0%，生态环境领域的
群众信访件显著减少。这是山东省潍
坊市高新区交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年中
答卷。

“我在这附近生活了十多年，没想
到高新区经过治理变得这么漂亮。如
今我经常和家人来河边散步，心情非
常愉悦。”家住潍坊市高新区浞河附近
的市民郑先生说。

机制出台：警示之剑高悬

近年来，随着高新区的蓬勃发展，
高楼大厦纷纷拔地而起，建筑施工导
致的扬尘污染和个别企业臭氧前体物
数值持续偏高等问题日益凸显，让辖
区内的居民苦不堪言。

“困”局之下，高新区尝试破局。
经过梳理发现，在对生态环境问题开
启督查流程后，部分企业等主体单位
整改效率低，相关监管单位履职不到
位，一个问题往往通报了好几次，最后
还是达不到销号标准。

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在
得知生态环境部门面临的困境后立即
行动，用一号文件推出“一二三四”工
作机制。

据了解，“一二三四”工作机制为
一次通报、二次督办、三次挂牌约谈、
四次移交。4 个环节紧紧相扣，层层
压实整改责任。随着这一机制的落
地，一封封通报被送往各单位，成了悬
挂在企业等主体单位、监管单位头顶
之上的“利剑”，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始
展现其威力。

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环保意识迅速
提升，纷纷升级治污设备，遇到问题主

动解决，从原来被动等待到现在主动
作为，积极申请销号；相关监管单位主
动担当，开始加强巡查频次，针对所辖
区域提交整改方案；高新区生态环境
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新区环委
办）按照场地性质将问题分为 8 类，每
一类均有科学的整改要求，销号时严
格贯彻落实。

科技赋能：污染源无处可藏

潍坊市高新区在加强日常监管基
础之上，借助高空瞭望、激光雷达等科
技手段，与氮氧化物、臭氧、违法排污
等不易察觉的污染源开展常态化较
量。科技赋能、精准溯源、有效治污已
成为潍坊市高新区环境治理的关键
词。

在除夕夜烟花爆竹“三禁”专项行
动中，高新区环委办督查组利用手机
端高空瞭望系统成功在 1 小时内制止
了 5起烟花爆竹燃放行为。

目前，高新区所使用的高空瞭望
系统已经具有热源自动追踪功能，往
往在着火点还未扩大之前，系统就已
经自动识别热源，然后发送二维坐标
到后台预警，有效遏制了燃放烟花、焚
烧秸秆、焚烧树叶等以往难以发现和
管控的污染行为。

明火 燃 烧 只 是 高 新 区 污 染 治 理
的 其 中 一 面 ，其 它 污 染 物 例 如 SO2、
CO，看 不 见 摸 不 着 ，高 新 区 则 通 过
各种科技手段对这类污染源精准定
位。

督查组和专家用大气 VOCs 走航
车 检 测 出 PM10、PM2.5、NO2 等 污 染 物
六 因 子 具 体 数 值 ；“ 定 点 ”雷 达 可 以
360 度旋转，发射光线，回波信号，后
台电脑获取大气污染的各项参数，得
出 4 公里半径内的颗粒污染物数据；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环境监测
中心通过污染物监控 6.0 平台系统，可
以实时监测高新区排污企业的在线数
据。各类环境保护的科技设备就像是
一面面“照妖镜”，让污染源原形毕现。

铁军上阵：风雨无阻见真章

除了技防，人防也必不可少。
“生态环境问题与多种因素密切

相关。”高新区环委办每日定时召开
例会挂图作战，对当日的问题和第二
天督查方向进行研判，划定重点督查
区域。

白天夜间 4 个督查组轮流上阵，
所有人员深入一线，切实保障督查人
员数量，实现督查区域全覆盖、问题点
位全覆盖，2022 年上半年累计出动数
千余人次；每日将各督查组工作情况
进行量化排名，比学赶超。

高新区环委办综合组的工作人员
表示，“自从 将 综 合 组 、宣 传 组 纳 入
考核之后，夜间督查效率明显提升，
环 保 政 策 吃 得 更 准 。 通 报 问 题 时 ，
问 题 表 述 不 准 确 的 不 发 ，整 改 要 求
不 准 确 的 不 发 ，责 任 单 位 划 分 不 准
确 的 不 发 ，力 求 做 到 一 个 通 报 解 决
一类问题。”

高新区环委办牵头抓总，综合执
法局、城管中心、工程监管中心等部门
联防联动，5 个街道、发展区和社区网
格联合上阵，合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
解决，涌现了一批先进典型，锻造了高
新生态环保“铁军”。一封封表扬信随
之发往各单位。

现在，“人防＋技防”已经成为高
新区污染溯源的标准配置，“制度保
障+科技赋能+生态环保铁军”组合，
绣出了一幅天蓝水清土净新画卷。

王文硕 国道平

潍坊市高新区上半年破解生态环境难题126个

“经常来河边散步，心情非常愉悦”

出动打捞人员3.15万人次

合肥坚决打好巢湖蓝藻歼灭战

稻田是大气温室气体甲烷的
重要排放源，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
重要影响。2014年，我国稻田甲烷
排放量达 891.1 万吨，折合二氧化
碳排放当量 2.49亿吨，占中国农业
甲烷排放的 40.6%，仅次于反刍动
物肠道发酵占比 44.31%的甲烷排
放，排放规模不容小觑。

“其实稻田与肠道发酵以及
畜禽粪便管理所产生的甲烷排
放，都是产甲烷菌在厌氧环境下

‘ 作 祟 ’的 结 果 。”秦 晓 波 解 释
说。稻田在长期淹水条件下会造
成厌氧的土壤环境，土壤中的原
生碳、植株残体等有机质被逐级
分解为易溶解有机质，被产甲烷
菌利用，经过乙酸发酵或氢气/二
氧化碳还原两个过程产生甲烷。

稻田产生的甲烷如何排放至
大气中？这源于甲烷在土壤中产
生、再氧化和传输 3 个过程的共
同作用。

秦晓波表示，稻田甲烷的传
输有 3 种主要途径。“甲烷在土壤
中产生后，要先经过再氧化过程
消耗掉相当大的部分，残余的甲
烷才会继续向上传输进入大气，
而传输途径主要有 3 种：液相扩
散、气泡和植株通气组织。第一
种是溶解相的甲烷从土壤孔隙水
向上经上覆水传输入大气；第二
种途径是没有溶解的甲烷以气泡
的形式进入表层水中排放，南方
稻田水层中常见的‘泡泡’大部分
是甲烷。”

但是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水
稻 植 株 传 输 ，其 传 输 占 比 高 达
80%以上。秦晓波举例说，“水稻
植株就像吸管，是中空的，甲烷产
生之后，除上述两种途径外，剩余
的部分主要依赖根系和植株通气
组织，通过这个吸管似的通道向
上传输，再通过茎、叶、鞘的通气
组织排放出来。”

在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项目
示范区建设，其水利部门和农
业 部 门 联 手 推 广 节 水 灌 溉 措
施，并给予农民补贴。

除了灌溉，秸秆快腐还田
好氧耕作也是重要手段。秦晓
波解释，秸秆还田是稻田土壤
碳素损失的有力补充，但秸秆
直接还田（特别是新鲜秸秆）容
易造成甲烷的高排放，因此，结
合好氧耕作，快腐菌剂产品才
能起到良好减排效果。通过旱
耕湿整等好氧耕作，可以改善
秸秆还田后土壤通气性，增加
土层含氧量，促进秸秆好氧湿
润条件下腐解，减少稻田甲烷
排放。通过秸秆堆肥发酵后腐
熟还田，能促进养分循环利用，
并大幅削弱秸秆直接对甲烷排
放的增排效果。

此外，可以选育推广高产、
优质、低碳水稻品种。

“从高产低排品种筛选角
度出发，就是针对目前的高产
品种进行筛选，选择低排放的
进行推广；从育种角度，就是通
过基因编辑和分子育种等技术
培育新品种，实现籽粒的高效
光合碳分配、高收获指数高等
特征，减少碳向下部及根系的
转移，达到抑制甲烷产生的目
的。”秦晓波指出，目前来说还应
当以高产低排良种筛选为主，从
育种机理上进行研发，未来或许
可能通过普通的分子育种手段
就能诞生“高产低排”的品种。

此外，他建议改进稻田施肥
管理，推广有机肥腐熟还田等技
术，采取绿肥进行补充，增加固
碳，减少甲烷排放。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方案方案》》是我国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是我国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
减排固碳相结合的重大政策文件减排固碳相结合的重大政策文件，，其中提出实施包括稻田甲烷减排其中提出实施包括稻田甲烷减排
在内的十大行动在内的十大行动，，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指导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指导。。

稻田甲烷减排有哪些可操作的实施路径稻田甲烷减排有哪些可操作的实施路径？？如何在推进减排固碳如何在推进减排固碳
的同时实现水稻丰产协同增效的同时实现水稻丰产协同增效，，保障好老百姓的保障好老百姓的““粮袋子粮袋子”？”？对此对此，，本本
报记者专访了全球农业温室气体研究联盟水稻工作组负责人报记者专访了全球农业温室气体研究联盟水稻工作组负责人、、中国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秦晓波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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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本报讯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浙江省
丽水市遂昌县联合检查组定期到各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开展检查，详细询问隔离点的涉疫医
废收集、贮存、收运情况，以及收运处置公司防
疫规范落实情况，查看收运相关台账。

“我们发现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存在一些问
题，如涉疫医废收运不及时，企业和隔离点双方
在交接时存在漏洞，一些企业工作人员对工作
要求和流程不是十分熟练，容易产生隐患。”遂
昌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丽水民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是丽水市唯一一家医废处置单位，负责全市 9
个县（市、区）的涉疫医废清运工作。虽然这家
企业第一时间增加了人力和交通工具，但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不断增多的涉疫医废收集点
位，在处置过程中还是显得措手不及。

在详细对接企业、了解到存在问题的原因
后，遂昌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卫健局，多次开展调
研，并从提高企业管理运转效能、解决企业方实
际困难等方面入手，三方共同制定了《民康公司
对隔离点医废收集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规
程》），进一步规范涉疫医废收运处置工作。

“这一规程明确了找谁做事，该做什么，怎
么做才到位等事项。同时，用简明扼要的流程
图明确了交接时双方的责任，并增加签字确认
环节，进一步规范涉疫医废交接等问题，避免出
现涉疫医废收运不及时等现象。”丽水市土壤与
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负责人说。

民康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已进入常态化，公司在各县（市、区）的
工作丝毫没有松懈。遂昌生态环境分局牵头制
订的《规程》对企业帮助很大，操作性也强，企业
和隔离点工作人员既能做到无缝对接，又能减
少遗漏和隐患发生。民康公司将在全市推广这
一规程。

记者了解到，截至 6 月 21 日，丽水市共收集
涉疫医疗废物 238757 箱、903.87 吨，其中遂昌
17014 箱 、66.9 吨 ，收 集 率 达 100% ，处 置 率 达
100%，这些废物已经全部妥善处置。

董浩 曹烨晔 王雯

浙江遂昌规范

涉疫医废收运处置
提高企业管理运转效能

积极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积极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