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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有机化工行业发展中,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会导致大面积污染场地的出现,严重破坏了当

地的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限制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为此,应该做好全面治理工作,注重对污染物

的有效控制,使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逐步得到恢复,降低对人们健康安全的威胁,同时也可以创造良好的生

态效益。本文将对有机化工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实施科学评估,探索有机化工污染场地土壤

与地下水的污染治理措施,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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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cal industry,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will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large-scale contaminated sites, seriously damage the local soil environment and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restri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To this end, we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pollutants, so that the soil and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has been gradually restored, reducing the threat to people’s health and safety, while 

also creating good ecological benefits. In this paper, the risk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in organic 

chemical contaminated sites will be scientifically assessed, and the measures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will be explored,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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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行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污染问题,尤其是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增的

趋势下,污染场地的严重程度也在增大,对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限制。在绿色环保理念指导下,应该积极做好污染场地的治

理,尤其是要针对土壤环境和地下水环境采取有效的修复技术,

以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有机污染的治理难度相对较大,

而且当前污染物的类型和成分较为复杂,这是实践工作中面临

的主要难题。需要对有机化工污染场地的风险实施科学评估,

在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以达到预

期工作目标。 

1 有机化工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 

在有机化工生产中会用到较多的原材料,而且也会产生较

多中间体,这是造成场地污染的主要原因,会引起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的破坏。随着污染问题的加剧,会对地表水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引起水体变色和异味等状况。部分污染场地和居民区的距

离不远,因此可能会随着污染范围的扩大而对居民的生活产生

影响,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则会对威胁人们的用水安全。

在评估有机化工污染场地的污染状况时往往采用现场勘察法,

应该结合当地实际环境状况设置采样点和监测点。钻孔取样时

可以运用SH-30型钻机,孔径控制在110mm左右,深度达到隔水层

地板,获得可靠的土壤样本。单位面积取样法是地下水污染风险

评估中的常用方法,取样面积控制在40m×40m左右,借助于PVC

并管实施高效化采集,滤管深度控制在5-9m左右[1]。做好样品保

存工作,温度一般不能超过4℃。风险评估主要涉及污染物的浓

度范围、场地暴露状况和土壤污染源、地下水污染源。污染物

毒性等。 

2 有机化工污染场地土壤污染的治理措施 

2.1物理修复技术 

2.1.1土壤蒸汽浸提取修复 

土壤中的各类污染物质,可以运用土壤蒸汽浸提取修复技

术实施处理,使其变成蒸汽后进行集中处理。该技术需要借助于

清洁空气对污染土壤实施治理和修复,在强大驱动力的作用下,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借助于气相、固相和液相浓度梯度对气压实施有效控制,土壤中

污染物由液相和固相转化为气相,达到高效修复的目的。土壤蒸

汽浸提取修复不会对污染场地的土壤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可以

大限度降低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扰动。但是,该技术也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尤其是当土壤呈现出饱和状态时会加大治理的难度。 

2.1.2玻璃化修复 

土壤当中的各类固态污染物,也可以通过高温作用转变为

玻璃状,在污染土壤原位处理中的应用较多,无法实现异位处

理。在采用该技术时,应该了解具体的污染范围并合理控制电极

在土壤中的位置、间距等,在加热处理土壤时应该合理控制温度,

一般在2000℃左右。有机污染物在高温作用下可以呈现出挥发

态,工作人员则可以对其实施针对性处理,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

浓度。对熔化物实施冷却后转变为玻璃体,控制污染物的迁移特

性,因此治理和修复效果较好[2]。应用玻璃化修复技术时,需要

对挥发性重金属和尾气有机物实施控制,同时针对残渣实施集

中处理,防止在土壤污染治理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问题。 

2.1.3固化稳定化处理 

固化稳定化处理技术发挥了物理方法的优势,能够高效化

固定污染物,防止物质稳定性较差而加大治理难度,从而对污染

物的迁移特性加以控制,降低各类有机污染物对土壤环境的影

响。尤其是当场地中存在较多的放射性物质和重金属元素时,

固化稳定化处理技术的应用效果更好,固化作用十分显著,能够

实现土壤环境的快速净化。采用固化稳定化处理技术的周期控

制在3-6个月左右,应该结合有机化工污染场地的治理需求实施

调整,了解土壤中污染物的类型和浓度、治理范围和土壤物理化

学性质等,以便在治理工作中更具针对性。 

2.2化学修复技术 

2.2.1化学淋洗 

化学淋洗技术是一种常用的化学修复技术,可以通过溶解

和迁移的方式控制土壤当中污染物的浓度。在采用该技术时,

需要对污染物实施吸附和固定处理,借助于专门的淋洗液化学

助剂实施治理,应该保障混合均匀性,为洗脱收集工作奠定可靠

保障,提高污染物的治理成效。采用化学淋洗的方法时,应该结

合有机化工场地污染类型选择合适的淋洗液,以提高污染治理

工作效率,防止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2.2.2原位化学氧化 

在受到污染的土壤中,运用化学氧化剂也可以对污染物实

施处理,通过降解的方式控制毒性,经过化学反应后产生的物质

不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严重危害。原位化学氧化法能够降低治理

工作量,不需要进行挖除处理,而是在污染场地实施钻孔并在受

污染区域注入氧化剂,加快化学物质和土壤污染物的化学反应。

在提取废液时也更加高效和便捷,氧化剂废液的利用率更高。当

有机化工污染场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较为严重时,可以运用原位

化学氧化技术实施治理,通常不应用于小范围的治理工作当中,

会加大治理成本。 

2.2.3原位化学还原 

除了可以采用化学氧化的方式治理土壤污染外,还可以采

用化学还原的方式实施治理,同样是原位处理技术,因此便捷性

较好,通过还原处理使污染物呈现为难以溶解的状态,从而实现

集中处理。气态还原剂和液态还原剂是采用该方法时的主要化

学试剂,可以创造良好的还原条件,硫化氢和硫酸盐等在可溶性

还原剂中较为常见,可以满足污染场地的土壤治理需求。当场地

中的重金属含量较高时,还可以运用土壤性能改良技术实施处

理,包括了堆肥、铁盐和石灰等可以对重金属元素实施沉淀处理,

使其转化为硫化物,起到良好的固定作用[3]。改良剂的应用可以

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但是成本也会较高,而且需要对二次污染

问题实施预防。 

2.3生物修复技术 

2.3.1微生物修复 

微生物修复技术的去除效率更高,因此在土壤污染治理中

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利用原有的微生物实施修复,也可以采用人

工培养的方式提高特定微生物的数量,控制土壤中各类污染物

的浓度,达到快速降解的目的,防止对土壤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安

全形成巨大威胁。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和自然微生物修复技术,

是当前微生物修复中的两种基本方式。采用强化微生物修复技

术时,需要人工培养微生物,包括了强化技术和刺激技术等,能

够针对特定的污染物实施治理,具有高效性的特点[4]。采用该技

术时可以利用污染物作为碳源,从而提高有机质含量,污染物浓

度控制效果较好。而采用自然微生物修复技术时,则是利用原生

态环境中的微生物实施治理。 

2.3.2植物修复 

在绿色化发展背景下,植物修复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可以实现污染物的有效吸收和转化,从而达到控制污

染物浓度的目的。污染物在水解作用和氧化还原作用下能够实

现快速降解,也可以激发微生物的活性,以便对有机物实施快速

分解,避免出现严重的有机污染。植物修复技术不会对原有的土

壤状况造成破坏,净化效果较好,同时也可以达到保持水土的目

的,避免污染物出现大范围的扩散[5]。 

3 有机化工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的治理措施 

3.1原位修复技术 

3.1.1物理修复 

物理修复方法是原位修复中的常用措施,可以借助于电动

修复和曝气修复控制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浓度。采用电动修复措

施时,主要发挥了电泳效应、电迁移效应和电渗析效应的作用,

处理带电重金属和离子态化合物等,修复效率相对更高,一般能

够达到85%-95%左右,然而酸性条件会对治理成效产生影响。在

采用曝气修复措施时,需要在受污染水体注入较多空气,挥发性

有机污染物能够在空气作用下实现集中处理,在实践中应该结

合土壤气提技术实施治理,改善了污染场地的整体治理成效,对

于二甲苯和苯的去除作用十分显著。 

3.1.2化学修复 

化学修复技术具有高效性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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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污染物浓度实施有效控制,该技术主要是发挥了化学药

剂的氧化还原作用,包括了双氧水、臭氧和过硫酸盐和高锰酸

钾、Fenton试剂等等。在采用双氧水和臭氧实施治理的过程中,

能够在氧气作用下高效化降解,去除作用较好。在采用Fenton

试剂时,对于有机物的氧化效率较高,尤其是在处理布洛芬时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去除率在80%以上[6]。 

3.1.3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技术除了可以处理土壤中的污染物之外,还可以

对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实施控制,主要发挥了微生物的作用控制

污染物浓度,在兼氧、好氧和缺氧环境下提高修复工作效率、有

机黏土法和生物注射法、地下水抽提法、回注法等等在生物修

复工作中的应用十分广泛。该技术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较高,

而且产物主要是水和二氧化碳,不会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因此

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在采用生物修复技术使,为了改善整体治

理效果,还应该结合其他技术实施共同修复,在降解硝氮和有机

物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7]。比如在处理NO3-时,去除效率能够达

到98.8%以上。此外,在治理地下水环境时,还可以运用可渗透反

应墙修复技术,在活性反应介质的作用下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实施处理,包括了双金属、活性炭、黏土矿物等等。 

3.2异位修复技术 

相较于原位修复技术而言,异位修复技术呈现出一定的繁

琐性特点,需要对受污染的水体实施抽取处理并集中治理。该方

法主要包括了膜分离技术、离子交换技术、生物降解技术和物

理吸附技术等等,虽然能够提高治理效率,但是也会加大治理成

本,会破坏原有的土壤。膜分离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较好,

可以在生物膜的作用下对污染物实施分离和吸附处理[8]。采用

离子交换技术时,能够发挥交换树脂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有机物

和重金属的控制效果更好,去除效率得到提升。 

4 结语 

有机化工污染场地的治理与修复,可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避免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尤其是土壤和地下水

的污染问题较为严重,需要结合具体的污染特点实施治理,达到

绿色化发展的目的。在对土壤实施修复时,往往采用物理修复技

术(土壤蒸汽浸提取修复、玻璃化修复、固化稳定化处理等)、

化学修复技术(化学淋洗、原位化学氧化、原位化学还原)和生

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以改善污染场地的状况,

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而在治理地下水污染时可以采用原位

修复技术,包括了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也可以采用

异位修复技术,降低地下水中污染物的含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要求,促进化工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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