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业大学申报2021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公示 

 

按照 2021 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要求，现

将云南农业大学参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

所申报的“低纬高原典型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

术与应用”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 7 天，时间从 2021 年 05

月 10 日起至 05 月 16 日止。 

公示期间，任何部门或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向

我单位公示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公示管理部门将按照国家有关程序和要求，对异议事项进行

查证、核实和处理。联系电话：0871-65227712。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处（公章） 

2021 年 05 月 10 日 

 



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低纬高原典型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二、提名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三、主要完成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省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博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主要完成人 

刘宏斌、胡万里、倪喜云、付  斌、潘君廷、木  霖、武淑霞、陈兴位、赵  

平、郭树芳、王  炽、耿宇聪、孙巧玉、刘恩科、张亦涛、罗兴华、罗良国、郭  

晋、杨献清、王洪媛、李旭东、和培铖、孔垂思、段艳涛、倪  明、闫  辉、李

枝武、金平忠、钟顺和、方  放。 

五、推荐奖种和申报奖项等级 

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社会公益项目类）特等奖 

六、成果摘要 

近年来，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已成为新时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行动。制约农业面源

污染防控效果的瓶颈，一是缺乏流域尺度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方法和理论，污染来

源和贡献不清，防控重点不明；二是缺乏污染治理、资源利用与生态净化相结合

的关键技术，治理过度、资源浪费突出；三是缺乏系统、规范、适用性强的综合

防控技术模式。本项目以低纬高原农业流域为试区，紧扣“方法理论创建—关键

技术突破—技术模式创新”主线，取得如下创新： 

1. 创建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方法和理论。首创了两点变频式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监测技术并制定了世界首个国家农业行业标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

技术规范》，填补了国内外空白。通过十年监测，识别了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是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首次发现了农田具有污染物消纳和过滤功能，发

明了基于流域水质目标和作物稳产的氮磷投入阈值优化算法，建立了流域农业面

源污染分区协同防控理论，支撑了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绿色发展的有机融合。 

2. 突破了多元化散养畜禽粪便污染控制、模块化村庄污水处理和系统化农

田面源污染防控等关键技术，研制了 14 项登记产品并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制定

了 3 项农业行业标准，实现了污染治理、资源利用与生态净化的紧密结合。散养

畜禽粪便和村庄污水经收集、无害化处理后全部被农田资源化利用，不仅大幅降

低了污染治理和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土壤有机碳含量和氮磷持留能力，强化了

农田生态自净功能，破解了以往过度治理带来的成本过高、资源浪费、难以持续

运行等问题，支撑了农业面源污染高效治理和绿色发展。 

3. 创新了低纬高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模式并制定了农业行业标准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第 3 部分：云贵高原》。针对山地坝区过渡带、坝

区和临水区，分别构建了人畜混居型村庄污染—农田协同防控、人畜分离型村庄

污染—农田协同防控和村庄污染深度处理等三种技术模式。第三方监测表明，示

范区散养畜禽粪便、村庄污水收集利用率从不足 5%提高到 90%以上，氮磷化肥

减量 38%，治理成本降低 56%，氮磷面源污染削减 49%。 

研究成果获各方高度认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农业频道，《人民日报》、

《云南日报》先后予以报道，农业农村部依托示范区举行了全国现场会和国际研

讨会，研究成果被列入国家《重点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设规划

（2016-2020 年）》、《“十三五”洱海流域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与面源污染防治规划

（2016-2020）》，不仅支撑了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动和洱海水质改善，

还在长江经济带 118 个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县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国家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定国家及地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各 1 项；制定农业行业标准 5 项，地

方标准 16 项；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1 件，发明专利 14 件，实用新型专利 25 件；

软件著作权 5 件；肥料产品登记证 14 项；出版著作 3 部，发表论文 153 篇，其

中 SCI 论文 43 篇。2019-2020 年，该成果在云南及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推

广 3180 万亩，新增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量 2219 万吨，减施氮磷化肥（折纯）14.95

万吨，削减面源污染负荷 2.83 万吨，综合效益达 47.6 亿元。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赵平 性别 女 排名 9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出生年月 1973.01 出 生 地 云南大理 民    族 白族 

身份证号 53011119******204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副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云南农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0.07 所学专业 植物病理学 

电子邮箱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昆明市.黑龙潭） 邮政编码 650201 

工作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行政职务 无 

具体工作部门 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系 政治面貌     九三学社 

完成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 
所 在 地 昆明 黑龙潭 

单位性质 高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

间 
2004年 9月至 2007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

献： 

 

成果研发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60%。对创新点 2有创造性贡献。 

SCI 1篇。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 2011年云南省 自然科学技术三等奖 

声明：本人严格按照《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省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对提名

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

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

相应的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

完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

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云南农业大学 

排  名 7 法定代表人 盛军 所 在 地 昆明 黑龙潭 

单位性质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单位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参与农田土壤氮磷持留技术，高原特色作物的养分吸收规律，云南主要农田

养分盈余量调查与分析。发表 SCI 论文 1篇。 

 

 

 

 

声明：本单位严格按照《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