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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田和水体污染及微生物修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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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金属以及化学农药 (除草剂)残留和多化芳烃等有机污染是造成我国农 田复合污染的主要污染 

物，是影响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问题。水体氮磷污染和富营养化 

也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微生物在农田污染治理和水体富营养化修复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该文分析了我国农田的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以及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严峻形势，讨论了微生物资 

源在农 田与水体污染修复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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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7月 ，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会议上发布 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 000万 hm ，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216．7万 hm ，固体废弃物堆存占 

地和毁田13．3万 hm ，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 1／10以上，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 1 200万 t，其 

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发展都构成威胁， 

每年因为土壤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00亿元 ]。我国耕地质量瞳 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_3]引起农业专家的 

广泛关注。 

一

、 我国农田重金属污染状况及其生物修复前景 

污染土壤环境的重金属主要是指生物毒性显著的镉、汞、铅以及类金属砷，其次是指毒性一般的重金 

属铜、铬、镍、锌、钴、锡等，当前最引起人类关注的是汞、镉、铅、铬、砷等。我国农田重金属污染现 

象 已经十分严重 ，近 10 的耕地和多数城市近郊农 田土壤都受到了不 同程度 的污染 。北京市通惠河污灌 

区土壤铅含量近年来升高，凉水河污灌区的锌、镉、汞也有明显上升，一些点的汞、锌 已超过国家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的极限值 ，长期的污水灌溉 已经引起了土壤以及稻米 、小麦等粮食作物 中 

镉等重金属元素的积累 ，局部地区蔬菜重金属的含量 已超标_4]。天津市土壤重金属污染 已经形成环境问 

题 ，东丽 、西青和津南菜 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均为 3级 ，属于轻度污染水平 ，北辰菜 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为 4级 ，达到 了中度污染水 平 。此外 ，在重 庆 、香港 、贵州[83、福建r 、河tr,E ]、广西r“]、江 

西_1 、海南l_l 、珠江三角洲_1 、北方河套地区 等许多省市地区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铬、汞、铅、镉、 

砷、铜、锌、镍土壤重金属污染。此外，我国的一些主要水域如淮河、长江流域r ]、太湖流域r̈]、胶州 

湾J1阳等也发现 了重金属污染 。调查表明工矿企业 的污水排放 、污水灌溉、污泥、垃圾肥料 、畜禽粪便以 

及化肥的大量使用是农 田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来源 。污水灌溉是我 国农 田重金属污染 的主要原因之一 。 

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地区采用污灌比较普遍。我国的大型污灌区主要集中在部分大中城市 

的近郊县，普遍出现了重金属污染问题，除镉、汞外，重金属污染比较明显的还有铅、砷、铬和铜 。 

北京东南郊污灌区是全国五大污灌区之一，长期的污水灌溉已经引起了土壤以及稻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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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等重金属元素的积累，局部地区蔬菜重金属的含量已超标[2 。 

重金属污染不仅使农田土壤肥力退化，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降低，而且促使水环境恶化，并且通过食 

物链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其他类型的污染物相比，重金属污染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不能被降 

解、易积累、毒性大等特点，是影响生态系统安全的一类重要污染物质，一旦进入农田，对其进行治理十 

分困难。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物理的、化学的方法如热处理、电循环、excavation、capping等来修复被重 

金属污染的农田土壤，但由于成本高和引入二次污染的问题，这些方法在实际中很少采用。生物修复是利 

用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从土壤中吸收去除重金属，这种方法不仅廉价而且改善环境，是目前最有前景 

的治理农田重金属污染的方法。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也较快，已陆续发现了镉超富集植物宝山堇 

菜 (Viola baoshanensis)、砷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Pteris vittata)和大叶井边草 (P．cretica)、铜超富集 

植物海州香薷 (Esboltzia splendens)和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s)、锰超积累植物商陆 (Phytolac— 

caceae)，以及锌超富集植物东南景天 (Sedum alfredii)等[2 。 

近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发现微生物及其抗性基因在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方面也显示 

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和潜力。研究发现抗重金属细菌在植物根际活动，可以促进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积累， 

从而可以加强植物修复过程[2引。科学家还发现某些微生物耐受重金属的能力极强，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将 

微生物的耐重金属基因克隆到植物体中，得到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数十倍地提高植物耐受和富集重金属的能 

力 。如细菌抗汞的相关基因分布在一个被称为 mer的操纵子上，该操纵子 的 merA基因编码汞离子还原 

酶，催化离子汞转化为单质汞。merB基因编码有机汞裂解酶，催化甲基汞转变为离子汞。Rugh等人将 

基因merA导入白杨中，结果该转基因白杨对单质汞的富集能力提高了10倍，抗汞能力也提高了4倍 。 

Bizily等人将基因 merA和基因merB同时导人拟南芥并且成功表达，转基因拟南芥对甲基汞的耐受能力 

提高了 50倍[2 。中国学者何玉科等人将人工改造后 的细菌 merA基因和 merB基因分别导人烟草中，获 

得了能够将汞离子挥发的转基因烟草和高有机汞抗性烟草[2 。微生物资源及其耐重金属基因在农田重金 

属污染的生物修复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应用价值。 

二、我国农田有机污染状况及其生物修复 

化学农药 (包括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残留，以及多化芳烃等是目前造成我国农田有机污染的 

主要污染物 ，也是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主要组成 ，它们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 ，影响到我国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化学农药的发 明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但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安全和环 

境问题 。目前我国的农药污染已经相当严重 ，据统计，我国农药施用面积总计超过 2．8亿 hm ，每年用药 

量 50万 ～60万 t，全 国平均用 药量 为 2．34kg／hm ，而上海 和浙 江用药 量最 高达 到 10．80kg／hm 和 

10．41kg／hm 。目前农药的施用方法仍以药液喷洒和粉剂喷洒为主，研究表明所施用的农药仅有 1 ～2 

的药作用于防治对象本体，有 10 ～20 附着在作物本体上，其他 80 ～90 的农药主要散落在农作物 

的周边环境 ，如农 田、土壤或漂浮于大气，与尘埃 吸附形成气溶胶，造成环境污染[2 。约有 87万～107 

万 hm 的农田土壤受到了农药污染 ，作物从污染土壤 吸收累积农药不但影响正常生长发育 ，而且还会在 

植物体内形成积累，最终通过食物链进人人体。国家质检总局 2001年对 23个大中城市的大型蔬菜批发市 

场进行了农药残留调查，结果显示有 47．55 的蔬菜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允许标准L2 。 

我国食品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量一直高于世界水平，这与 1983年以前我国平均施药水平高、禁用时 

间晚有直接关系。有机氯农药是含有氯的有机化合物，大部分是含一个或几个苯环的氯衍生物。最主要的 

品种是DDT和六六六，其次是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和氯丹、七氯等。我国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使用有机氯农药，20世纪 60～80年代初，有机氯农药的生产及使用量一直占全国农药总产量的一半以 

上。1983年，我国停止生产和大规模使用六六六 (HCH)和滴滴涕农药，晚于西方发达国家 10～15年。 

30多年来，我国累计使用六六六 (HCH)约490万 t，比同期国际上多 3倍以上；累计使用滴滴涕约 40 

万 t，占国际用量 的 20 [29]。有机氯类农药的特点是化学性质稳定 ，在环境 中残 留时间长，不易分解， 

如 DDT在土壤中自然分解 95 所需时间长达 4～30年，六六六为 3～20年，狄氏剂为 5～25年。这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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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长时间残留在土壤和植物体内，在茎叶、种子、果实内积累，通过食物链造成人、畜的慢性中毒。我国 

早在 1985年禁止生产和使用，但有机氯农药在农田土壤环境中残留量很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农药 

类型，目前仍然是急需解决的主要农业环境问题之一。 

我国化学除草剂的使用面积约 6 000万 hm。，其中长残留除草剂占总面积的30 。2004年黑龙江省 

大豆、玉米、油菜、小麦、亚麻等作物使用长残留除草剂面积超过 333．3万 hm。，占总播种面积的 30 9，6 

以上。内蒙古呼盟等地近 10年来在大豆、小麦、油菜田多年连续使用长残留除草剂，占总播种面积的 

80 以上 。吉林、辽宁、华北地区等地玉米田使用长残留除草剂也占有很大的比例。长残留除草剂指 

对后茬作物造成药害的除草剂，主要品种有普施特、氯嘧磺隆、莠去津、胺苯磺隆、绿磺隆、甲磺隆、咪 

唑乙烟酸等。这类除草剂的优点是除草效果好、杀草谱宽、用药量少、使用方便、用药成本低，但它们在 

土壤中残留时间长，一般可达 2～3年，长的可达 4年以上，在连作或轮作农田中使用极易造成后茬作物 

药害、减产，甚至绝产，并严重影响了农业种植业结构的调整。长残效除草剂使后茬作物受药害减产、绝 

产事件时有发生。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表现为：一是一些地方把大豆田改为水田，在使用过氯嘧磺 

隆、咪唑乙烟酸的豆田种植水稻受害严重，甚至绝产。二是甜菜对氯嘧磺隆、咪唑乙烟酸、莠去津、胺苯 

磺隆、甲磺隆、绿磺隆等敏感，除草剂施后 3～4年仍有药害，导致甜菜种植业下滑。三是经济作物发展 

受影响，白瓜子、向日葵、马铃薯、亚麻和蔬菜等受到伤害，严重者基地受毁。内蒙古东北部几年前就想 

调整种植业结构，因小麦、大豆田多年使用长残效除草剂氯嘧磺隆、咪唑乙烟酸、绿磺隆、甲磺隆，使种 

植马铃薯、亚麻、白瓜子、芸豆等经济作物未能实现，严重制约了本地经济发展。四是玉米、高粱、谷子 

等作物受害，矮化减产或绝产[3 。此外，华北地区麦田多年使用苯磺隆，对后茬作物药害逐年增加，玉 

米田使用莠去津对下茬小麦有药害。长江流域油菜田过量使用胺苯磺隆对后茬水稻造成药害。吉林省出现 

普施特、甲磺隆等药害和 “癌症田”(指农田施药后，下茬无法轮作，甚至出现栽培作物多年死亡)现象， 

后果非常严重 。 

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不仅污染农 田环境 ，而且还污染水环境 和大气环境。进入土壤 中的农药随水淋 

溶 、或通过气体挥发在环境 中扩散迁移。调查显示农 田中的农药随雨水或灌溉水 向水体转移 ，目前我国地 

表水域中基本上找不到一块未受农药污染的水体，在江苏、江西以及河北等地的地下水中已经检测到了六 

六六 、阿特拉津 、乙草胺 、杀虫双等农药残 留，农药污染 已成为我国影响范围最大的有机污染 。 

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农业专家的高度重视 和研究 孙]，发达 国家对农 田有 

机污染的修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的修复技术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生物修复等。生物修复主要 

指微生物修复，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筛选能够分解农药的微生物菌种，接种到受农药污染的土壤，利 

用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将农药分解，最终转化为二氧分碳和水；另一种方法是向污染农田投加营养物质，通 

过改善土壤的环境条件，特别是营养条件，满足污染环境中具有降解农药功能的土著微生物的生长需要， 

达到降解农田残留农药的目的_3 ]。微生物修复不形成二次污染或导致转移，可将农药的残留浓度降到 

很低，是目前切合农业生产实际、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农田污染修复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微生物降解农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细菌上，并且对于细菌代谢农药的机理已经比较清 

楚 。机理之一是细菌降解农药的酶促反应，即农药化合物通过一定的方式进入细菌体内，然后在各 

种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最终将农药完全降解或分解成分子量较小的无毒或毒性较小 

的化合物的过程。细菌降解农药的酶类包括水解酶类和氧化还原酶类。水解酶类，如磷酸酶、对硫磷水解 

酶、酯酶、硫基酰胺酶、裂解酶等；氧化还原酶类，如过氧化物酶和多酚氧化酶 (酪氨酸酶、漆酶)。目 

前细菌通过酶促反应对多种农药的降解途径已经比较清楚，其主要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水解作用。在 

微生物作用下，酯键和酰胺键被水解，使得农药脱毒，如对马拉硫磷、敌稗等的降解。②脱卤作用。卤代 

烃类农药在脱卤酶的作用下其取代基上的卤元素被氢、羧基等取代从而失去毒性，如微生物使 DDT降解 

变为DDE即属此类反应。③氧化作用。微生物通过合成氧化酶使分子氧进入有机分子，尤其是带有芳香 

环的有机分子中插入 1个羟基或形成 1个环氧化物，如微生物对多菌灵和 2，4一D的降解。④硝基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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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农药中的-NO 转变为一NH ，如 2，4一二硝基酚经微生物转化后成为 2一氨基一4一硝基酚 

和 4一氨基一2一硝基酚，对硫磷被转化为氨基对硫磷。⑤甲基化。有毒酚类被加入甲基使其钝化，如微生物 

对五氯酚、四氯酚的甲基化。⑥去甲基化。含有与 N、0、s相连的甲基或其他烃基的农药，被微生物脱 

去这些集团后即转为无毒，如微生物对敌草隆的降解即为脱去两个 N一甲基。⑦去氨基。脱氨基后变为无 

毒，如微生物对醚草通的降解。⑧轭合作用。生物体内的中间代谢产物与异生素进行合成反应。通常微生 

物对农药的降解不以单一方式进行，而是在多种酶的共同作用下以多种方式进行。迄今为止各国研究人员 

已从土壤、污泥、污水、天然水体、垃圾场和厩肥中分离到降解不同农药的活性微生物。美国密执安州立 

大学的James Tiedje实验室就首次从污染的河泥中分离出了具有脱氯功能的厌氧微生物，我国学者也分离 

到了有机氯和有机磷农药的降解菌，并且有微生物菌剂产品应用于污染农田的生物修复[3。]。降解农田有 

机污染的微生物及其基因资源在治理农田污染生物修复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三、我国的水体污染现状及其生物修复前景 

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的不合理施用、污水灌溉、农村生活废弃 

物、水产养殖、乡镇企业的 “三废”以及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粪便污染等问题，造成我国农区水体环境质量 

日趋下降，污染形势严峻。2002年的环境检测数据显示，我国七大流域的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 

干流 70％以上的断面为IV类、V类或劣V类水质；主要湖泊的氮、磷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五 

大淡水湖中，太湖、洪泽湖、巢湖已达富营养程度，鄱阳湖、洞庭湖目前虽维持中营养水平，但磷、氮含 

量偏高，正处于向富营养过渡阶段[3 ，我国水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有关专家 

的研究，水污染在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 1．46 ～2．84 。“十五”期间国家用于包括水污染 

治理的环境整治的投资规划为 7 000亿元，已达到中国 GDP的 1 E41]。云南省滇池是我国第六大淡水湖， 

是著名风景区和旅游胜地，在历史上曾经山青水秀、水质达到地表水 II级，但近年来随着昆明工业化的 

发展，滇池水质迅速恶化。如今，滇池水质已为异常富营养化超 V类，是 目前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 

一

。 

首都北京水体富营养化形势日益严峻[4 ，官厅水库位于北京市西北的永定河上游，建于 1954年，设 

计总库容为 41．6亿 m。，现蓄水 4．2亿 m。，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之一。在 20世纪 50～60年代，官厅水 

库水质一直良好，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水库有机污染使富营养化趋势日益突出，枯水期水库水质甚 

至劣于地面水 V类标准，1997年被迫退出了北京市生活饮用水源地的位置。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和库区 

的管理者对官厅水库的水质进行了实地监测，整个库区氮、磷污染非常严重，总氮含量高达 3．12mg／L， 

超出地面水 V类水质标准 (1．2mg／L)1．6倍；总磷含量为 0．47 mg／L，超 出地面水 V类水质标准 

(0．12mg／L)3倍，库区水体已处于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4 伽。北京市水利局 1997~2001年对全市河湖 

的水体质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全市Ⅳ和V类水体所占比例在逐年缩小，而大于V类水体的比例在逐年 

上升。城区河湖 21个水体中，11个中等富营养，2个严重富营养。21个水体平均氨态氮为 0．797mg／L、 

总氮为 1 644mg／L，达到国家V类标准；总磷为 0．217 mg／L，达到国家Ⅳ标准[4引，就连北京的饮用水源 

密云水库也达到了中营养水平 。 

城市地下水是重要的饮用水资源，目前集约化种植的菜果花农 田主要集中于人 口密集的城市周边地 

区，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已经对这些城市的饮用水安全造成了威胁。如北京市约 50％的饮用水资源取 自地 

下水，据北京市环保局对 205眼水源井的抽样监测，地下水硝酸盐超标率 23．4 ，硝酸盐超标面积 

146．8km ，硝酸盐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地下水主要污染物[4 。北京市环保部门 1995年对全市 280眼监测井 

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总硬度检出值大于或等于 450mg／L的井有 111眼，其中朝阳区垡头井总硬度由 

1981年的144mg／L上升到 543 mg／L；氯化物超出饮用水卫生标准 250mg／L的井有 10眼；亚硝酸盐氮 

检出大于0．02mg／L的井有 5眼；氨氮检出超标井 5眼；溶解性总固体检出超过国家标准 1 000mg／L的井 

有 26眼。全部监测井 中较差、极差井 占 46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 、山东 、陕西 、河北、天津等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孙建光等：我国农田和水体污染及微生物修复前景 45 

20个县 600多个点位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北方集约化 的高肥用量地区 20 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 

89mgNO。一／L (中国饮用水硝酸盐含量限量标准)，45 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 50mgNO3一／L (主要发 

达国家饮用水硝酸盐含量限量标准)，个别地点硝酸盐含量超过 500mgNOs一／L 。江苏、云南、山西等 

地也报道在高化肥用量农区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超标 。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水资源污染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世界和我国社会 

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近年来对水污染防治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因污染源面广，水体污染总体呈渐进加重的态势。目前，污染水体的处理一般采用人工湿 

地、稳定塘、土壤渗滤以及净化沼气池等以工程措施为主的处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控制水体污染起到 

了作用，但是还存在着有机物去除率低、治理效果不稳定等问题。近年来以微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污染水体 

生物修复技术 日益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光明前景 。 

水体生物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生物调控与生物修复两种类型，是指利用植物或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对水中 

污染物进行转移、转化或降解，从而使水体得到净化 。目前对生物调控与生物修复尚无明确的定义， 

两者都突出强调生物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差异是两者在概念上所指生物的侧重点不同，生物调控所基于 

的生物主要是指相对于微生物动物或植物，生物修复其主体生物大多是微生物，但近来也涌现出具有不同 

功能的活性生物物质如酶制剂等，依赖这些生物的降解活动和生物活性使 自然的生物降解能力租速度加 

强、加快。近几年，生物修复因其低投资、高效益、便于应用等优点，尤其在污水处理方面具有很大的应 

用潜力成为水污染治理的研究热点之一。 

氮是富营养水体的主要污染元素，过量氮素淋溶后对水体的污染巨大。污染水体当中的含氮有机物如 

蛋白质、多肽、氨基酸、尿素等在氮循环细菌的作用下，通过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完成氮素 

循环，使氮素以气体的形式排出水体外。污水处理越来越多的采用这种经济、有效的微生物处理方式进行 

脱氮。在生物脱氮技术上的新进展主要有：短程硝化反硝化、同时硝化反硝化和厌氧氨氧化，这些技术是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磷也是污染水体的主要元素之一，主要来源于农村生活污水、畜禽粪便和过量的 

化肥，因其不能以气体的形式离开水系统，所以微生物在去除磷素方面的作用与去除氮素相比略显逊色， 

但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具有除磷能力的微生物。近几年又发现了有些除磷菌具有反硝化功能，在特定条件下 

反硝化能力很强。这些新的生物除磷技术成熟以后用于污染水体治理上，势必是一项既经济又有效的处理 

方法。 

光合细菌是一大类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原核生物的总称。光合细菌利用光能将污水中的有机碳源及其他 

营养物质转化为菌体，从而净化水质。有关光合细菌在有机废水处理中的作用和改善水产养殖池塘水质方 

面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报道。根据北京动物园水禽湖光合细菌净化水体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光合细 

菌对于富营养化水体中浮游植物的数量和形成水华的铜绿微囊藻有一定的调控作用 引。投加光合细菌是 

目前较为广泛的一种生物修复方法，但投加菌种所需费用较高，在 lhm。的水禽湖中，夏季半年的时间 

里 ，共喷洒光合细菌 12次，用量达 750kg。同时由于光合细菌属光能 自养菌，不含有硝化及反硝化菌种 ， 

因此，光合细菌对微污染水或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率较高，但对氮、磷等植物营养物只能以CO： 

D：NP=100：5：1的比例去除，氮、磷去除率相对较低。有效微生物群是将好氧和厌氧性微生物采用独 

特的工艺加以混合发酵而制成的微生物活菌制剂，是由 10个属 80多种微生物复合培养而成的多功能群， 

主要包括：光合细菌、放线菌、乳酸菌、酵母菌、醋酸杆菌等。各种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有用物质 

及其分泌物质，成为微生物群体相互生长的基质和原料，通过相互关系，形成复杂而稳定的微生物系统， 

发挥多种功能。据李雪梅等人 1998年 4～6月在华南植物园对重度污染的人工湖投加有效微生物群制剂 

试验研究，投加的制剂达到湖水菌剂浓度 187mg／L，均匀投加 60个固定了高浓度这种泥球，从投菌之日 

起经 2．5个月，湖水透明度、叶绿素、总氮、总磷都有大幅度下降，停止投菌 45天后，各项指标有所反 

弹，但再未见水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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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FoR FARM LAND AND W ATER PoLLUTIoN AND 

M ICRooRGANISM REPAIR IN CHINA 

Sun Jianguang，Jiang Ruibo，Ren Tianzhi，W ang Ligang,Xu J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ina Microorganism Fungus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enter， 

Key Laboratory for Plant Nutrition and Nutrient Element Circulation，Ministry of Agriculture，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residue of heavy mental and chemical pesticide(herbicide)and organic pollution caused by 

hydrocarbon are the major contaminations for the repeated pollution of farmland in China．This is an im— 

portant issue，which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grain safety and agri— 

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afety in China．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ollution in water and over 

nourishment of water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s at present．Microorganism has played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managing farmland pollution and repairing over nourishment of wat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heavy mental and organic pollution in farmland of China，as 

well as over nourishment of water；and discusses about the prospects of using microorganism resources in 

repairing the farmland and water pollution． 

Keywords microorganism resource；heavy mental；organic pollution over nourishment of water；biological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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