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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蒙作者、读者、审稿者和《农业环

境科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主办单

位的大力支持，编委及编辑部同仁们的

共同努力，2023年《学报》顺利地完成了

出版任务，连续第 4 次入选《科技期刊

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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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papers published on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in 2023
CAI Zucong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review briefly introduc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each research section of the Journal of Agro-
Environment Science in 2023 and hotspots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cusing on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sections of
Perspective and Frontier, Monograph and Review,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il Environment, Water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se fields a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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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23年刊出的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农业环境问题，重点介绍了《学

报》新视角与前沿、专论与综述、环境健康与农产品安全、土壤环境、水体环境和水产环境栏目发表论文的情况，并展望了这些领

域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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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OSID

蔡祖聪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主编，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壤碳、

氮循环，作物连作障碍机理及防治等研究。先后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创新群体项目、重点项

目，国家973 项目等。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2次，

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 次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 次，

入选2015年中国科技新闻年度人物和2014—2023年爱思

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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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CD核

心期刊和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在此谨致

以衷心的感谢。

2023 年《学报》正刊发表论文 288
篇。与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

所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科研创新团

队联合，出版了一期“农业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专刊（第 12 期），发表论文 27
篇。对于大多数农业环境科学工作者，

包括笔者本人，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专

刊系统地介绍了农业环境损害诊断、损

害基线、因果关系鉴别、损失评估等理

论、关键技术研究进展和实践应用，有

助于读者了解我国农业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的学科热点、最新研究成果和未来

发展趋势。

2023年《学报》各栏目发表的论文

数与往年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

壤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数仍居首位，达

到 85 篇，但较 2022 年该栏目发文 104
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环境健康与农

产品安全栏目的发文数仍居次席，共发

表 53篇，较 2022年的发文数 47篇增幅

近 13%。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栏

目发表论文 31篇，与 2022年发文量相

当，仍然居第 3位。水产环境和分析方

法栏目的发文量有大幅度的增加，从

2022年各发表 1篇，分别增加到了 8篇

和 7 篇。总体上《学报》各栏目发文量

差异呈缩小化趋势。

在农业环境污染物方面，重金属仍

然是最受关注的污染物，2023年《学报》

发表的论文中有 96篇论文的题目涉及

重金属，占总数的 33%。12个常设栏目

中，7个栏目发表的论文题目涉及重金

属，其中：环境健康与农产品安全栏目

发表的论文，题目涉及重金属的高达

66%；分析方法栏目发表的 7篇论文，其

中 4篇介绍重金属提取和测定方法；水

体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题目涉及重金

属的也达 45%。仅面源污染、农业与全

球变化、畜禽环境和新视角与前沿栏目

无题目包含重金属的论文。抗生素及

其抗性基因研究的热度正在不断提升，

正刊发表的论文中 19篇论文的题目涉

及抗生素和/或抗性基因。关于微塑

料，过去几年发表的多为综述性论文，

主要介绍国外在农业微塑料污染方面

的研究进展。毫无疑问，这些综述性论

文发挥了推动作用，2023年《学报》发表

了 10篇以微塑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性

论文，其中 5篇出现在环境健康与农产

品安全栏目，而综述性论文仅为 2 篇。

对生物炭的研究仍保持较高的热度，正

刊发表的论文中有 27篇的题目涉及生

物炭。

本文主要是笔者对 2023年《学报》

部分栏目发表的论文的读后感，如有

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 新视角与前沿

2023年《学报》新设立了“新视角与

前沿”栏目，发表了由姚彦坡、朱永官、

褚海燕共同撰写的“防控玉米穗腐病日

益紧迫”一文[1]。该文指出，由镰孢菌、

曲霉菌等病原真菌感染引发的玉米穗

腐病，不仅导致玉米减产，而且产生的

大量真菌毒素污染对人类和动物的健

康产生重要威胁。因此，农业环境研究

应该关注玉米穗腐病和真菌毒素污染。

由于玉米生长的环境条件和环境胁迫

影响玉米穗腐病病原真菌感染和致病

性，因而农业环境科学研究在防控玉米

穗腐病和真菌毒素污染中可以发挥积

极作用。

传统的农业环境科学主要关注人

类活动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及其导致的

农产品安全风险，较少关注非人类活动

直接产生的污染物对农业环境的污染。

姚彦坡等[1]关注的真菌毒素并非人类活

动直接产生的农业环境污染物，这类毒

素及其他影响作物产量、动物和人类健

康的微生物代谢产物不只局限于引起

玉米穗腐病的镰孢菌、曲霉菌等病原真

菌。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实施，人类

活动直接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农业环境

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控制，农业环境中自

然过程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如玉米穗

腐病病原真菌毒素，抗生素及抗性基因

等对作物产量、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危害

有可能日益凸现。因此，农业环境科学

研究有必要注重发现农业环境中非人

类活动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拓宽农业

环境科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它们在土壤

中产生、转化，及其毒性和作物吸收积

累过程，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动物及人类

健康。

新视角及领域前沿介绍对农业环境

科学的研究方向具有引领作用。真诚地

邀请农业环境科学工作者为“新视角与

前沿”栏目赐稿，发表具有独立见解、引

领学科发展方向、捕捉农业环境科学新

问题的论文。

2 专论与综述

仰仗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环境科

学家的赐稿，2023 年《学报》发表了 14
篇专论和综述文章，内容涉及农业固碳

减排，重金属、抗生素抗性基因和微塑

料污染修复，生物炭在农业环境污染修

复中的应用等当前农业环境科学的研

究热点。特别要感谢周启星教授多年

来坚持为《学报》赐稿，2023 年发表了

“农业粮食生产中的碳中和与生态修

复”一文，阐述了农田生态修复与碳中

和的关系及构建农业碳中和生态系统

的意义[2]。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启动实施了“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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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专项。围

绕农田氮磷流失、农田重金属污染、农

业有机废弃物、农田有毒有害化学/生
物污染 4个领域批准资助了 35个项目。

这些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的

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农业环境科

学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诚蒙徐长

春和熊炜赐稿，他们概述了“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专项取得的

基础研究类、关键技术产品类、模式集

成与示范应用类的标志性成果[3]。该文

可以很好地帮助农业环境科学工作者

了解我国在农业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

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方面取得

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地位决

定了必须保持充分的化肥、农药等农业

投入物以保障粮食安全，因而必然产生

巨大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不断提高

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物的利用率，阻

控和拦截农业投入物向水体和大气的

扩散始终是我国农业环境科学的重要

研究领域。

土壤微生物对土壤重金属植物有

效性具有调控作用，既可钝化重金属植

物有效性，也可活化土壤重金属，其因

土壤微生物种类和环境条件而异。因

此，人们既可以利用土壤微生物活化土

壤重金属，促进超积累植物对土壤重金

属的吸收，加速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植物

修复进程，也可以利用土壤微生物钝化

土壤重金属，降低作物对重金属的吸

收，以安全利用重金属轻微污染农田土

壤。苗志加等[4]综述了丛枝菌根真菌修

复重金属污染土壤及增强植物耐性的

研究进展，介绍了丛枝菌根真菌通过生

长稀释及限制吸收作用、抗氧化、螯合

重金属、吸附固持重金属等提高植物重

金属耐受性的机制。微生物修复或安

全利用重金属污染土壤还存在大量科

学问题，例如接种的微生物难以在土壤

中定植，从而影响其发挥实际功能。归

根结底，微生物活化和钝化土壤重金属

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其实际应用性，因

此，农业环境科学研究应高度重视和解

决实际应用中微生物活化和钝化作用

修复或安全利用耕地土壤所面临的科

学问题。

3 环境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该栏目 2023 年发文量大幅度增

加，但关注的污染物未发生明显的变

化，主要为重金属，特别是 Cd，其次为

微塑料、农药、臭氧和抗生素等，部分论

文关注农产品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该

栏目的论文以污染物对作物的生理毒

害机理，作物对污染物的吸收、转运，抑

制剂阻控重金属吸收等为主要研究内

容。值得注意的是叶面喷施阻控作物

吸收重金属或提高营养元素含量的论

文多达 8篇，其中 3篇是关于叶面喷施

Se或纳米 Se抑制水稻或小麦Cd或复合

As吸收的研究。通过叶面喷施阻控作

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和重金属向可食部

分转运已经成为轻度重金属污染耕地

土壤安全利用的常用手段。

张昕等[5]从作物自身生理代谢过程

研究水稻 Cd 吸收和转运，发现促进细

胞内苹果酸向天冬氨酸以及谷氨酸的

转化能有效抑制水稻植株对Cd的吸收

转运，显著降低顶部营养器官和稻米中

Cd的含量。认识植物吸收和转运重金

属元素与作物生理代谢过程的关系，对

于重金属钝化剂和叶面阻控剂的研发

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人工智能快速突起是 2023年科技

领域最受关注的事件，其必将广泛而深

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将影响

农业环境科学的发展。牟力言等[6]基于

机器学习识别我国稻米中 Cd、As 富集

的重要影响因素，筛选稻米Cd、As富集

的主控因子，构建土壤-稻米 Cd、As生
物有效性模型等，取得了较好的研究结

果。他们通过决策树算法构造了中微

量元素含量判别稻米 Cd、As超标的预

测模型，其预测精度分别达到 96% 和

98%。可以预期，人工智能在农业环

境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将会更加普及

和深入。

4 土壤环境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我国的土

壤污染现状造就了土壤在农业环境科

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2023年《学报》

在土壤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数虽有减

少，但仍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重金属

仍然是土壤环境最受关注的污染物，

2023年土壤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中，34
篇论文的题目涉及重金属，占发文总数

的 40%，5篇论文题目涉及抗生素，3篇

论文题目涉及微塑料，部分论文涉及农

药、生长激素、碳氮磷等。由于分子生

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涉及土壤生物

（包括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研究论文

正在快速增加。2023年《学报》土壤环

境栏目中，20 篇论文题目涉及土壤生

物。生物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和污染土

壤修复剂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2023年

土壤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中，11篇论文

的题目涉及生物炭。

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是我国最广

泛的农业环境污染，我国政府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和科研力量治理和安全利用

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经过多年的努

力，我国农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状况是

改善还是恶化，这是农业环境科学工作

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刘子青等[7]的“我

国耕地土壤重金属输入输出平衡变化

分析”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关

切。作者根据 2015—2020年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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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和统计数据，建立了我国耕地土

壤重金属的输入输出清单，发现我国耕

地土壤 Cd、Hg、As、Pb、Cr 和 Ni 的净输

入 量 较 2006—2015 年 分 别 下 降 了

28.0%、54.1%、43.7%、47.8%、60.7% 和

48.4%，但重金属输入量仍然大于输出

量，土壤重金属含量仍呈累积状态。

我国已经再次完成了耕地土壤污

染调查，污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也已实

施多年，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土壤普

查，应该能够很快给出土壤重金属污染

状况变化的实际调查数据。当前，重金

属污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的主要措施

包括选择重金属低积累品种、施用重金

属钝化剂和叶面阻控剂等。重金属污

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涉及的面积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积累的田间数据之丰富

是任何研究类项目所不能比拟的。分

析总结这些数据对于重新认识土壤重

金属含量与作物吸收积累量之间的关

系，揭示主要影响因素，评估钝化剂和

叶面阻控在抑制重金属吸收积累中的

实际效果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

义。希望尽早在《学报》上见到这类基

于重金属污染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积累

的田间数据而撰写的研究论文。

5 水体环境

水体环境栏目 2023年发表论文 29
篇，据《学报》栏目论文发文数的第 4
位。从发表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我国

农业环境科学研究除继续关注氮和磷

营养元素之外，更多地将关注点聚焦于

重金属和抗生素，生物炭或改性生物炭

去除氮磷、重金属和抗生素等方面。在

研究方法上，水体环境发表的论文以实

验室研究或实验室模拟为主，采用野外

原位调查和观察的研究较少。如王港

等[8]构建了沉水植物与铁基生物炭协同

的模拟渠道去除农田排水中的氮磷，结

果表明，铁基生物炭与金鱼草协同净化

系统对总磷和氨氮的去除效率分别达

到 56%和 92%，铁基生物炭与苦草协同

净化系统对总氮的去除效率可达54%。

根据《2022年中国生态环境公报》

的数据，2022 年我国仍有近 10% 的河

流为Ⅳ类以上水质，主要污染指标为化

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26%
的湖泊为Ⅳ类以上水质，劣Ⅴ类水质占

4.8%，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

量、高锰酸盐指数。由此可见，有机污

染物是当前我国内陆水体的主要污染

物，然而 2023 年水体环境栏目发表的

论文中仅祁钊等[9]的论文研究了水体粪

便污染的溯源问题。基于我国内陆水

体环境污染现状，农业环境科学研究应

该加强水体有机污染物的研究。

反硝化是活性氮回归惰性氮气

（N2）的最主要途径。由于大气高背景

N2浓度的干扰，难以建立野外原位测定

反硝化速率的方法，估算活性氮回归惰

性氮速率成为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研究的瓶颈问题。李晓寒等[10]通过测

定水体N2浓度，运用不同扩散系数模型

估算反硝化速率，并与密闭培养法比

较，结果表明各扩散系数模型估算的反

硝化速率均与密闭培养法测定的反硝

化速率有显著且较高的相关性，根据实

地环境条件选择和标定估算模型，有可

能原位估算大空间尺度的水体反硝化

速率。虽然李晓寒等建立的N2扩散系

数方法估算反硝化速率的精准度和实

际可应用性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只

要科学工作者持之以恒地努力，相信氮

循环研究中的这一瓶颈问题总会有被

攻克的那一天。

6 水产环境

根据 2022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

报[11]，我国2022年水产养殖面积7 107.50
千公顷，其中海水养殖面积 2 074.42千

公顷，淡水养殖面积 5 033.08 千公顷；

水产养殖产量 5 565.46万 t，是捕捞产量

的 4.28倍，为保障我国居民营养和能量

供应，改善膳食结构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非常可喜的是，《学报》水产环境栏

目发文量从 2022 年的 1 篇，提高到了

2023年的 8篇，表明《学报》在水产环境

研究者中的影响正在提高，正在吸引更

多的作者将水产环境的研究论文投稿

到《学报》发表。

2023年水产环境栏目发表的论文

涉及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尚未显示研

究热点。黄薇等[12]分析了大黄鱼养殖

海域沉积物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分布，

共检出 781个ARGs亚型，分属于 38种

抗生素抗性类型。作者分析发现，微生

物群落是影响沉积物中ARGs分布的重

要因素。蔡徐依等[13]原位研究了固定

化菌剂去除养殖水体氨氮和 CODMn及

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作用，发现固定

化菌剂显著提升了 CODMn和氨氮的去

除效果。微生物群落中变形菌门（Pro⁃
teobacteria）数量升高，促进了氨氮的转

化；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以及拟杆

菌门（Bacteriidota）数量的减少降低了

动物和植物遗骸腐烂，因而耗氧性有机

污染物CODMn的浓度大幅降低。

水产环境质量影响水产品产量和

品质，也是农业环境科学重要的研究领

域，希望《学报》水产环境栏目能够有更

多和更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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