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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土壤汞污染作为一种常见污染类型,由于土壤汞污染有很强的的毒副作用,并且持

续时间较长,严重危害到人们身体健康,威胁到生态系统平衡。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土壤汞污染治理力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

程不断加快下,土壤汞污染来源多样,选择的污染修复方法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整体的土壤汞污染修复成效。本文就土壤汞污染的来源进行

探究,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效修复方法予以处理,改善土壤汞污染问题,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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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飞快发展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环境污染问题愈加

严重,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

化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重金属污染较为典型,导致土壤成分发生变化,短

期内无法有效治理,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汞是土壤污染中的主要成

分,是首要控制污染物,有着迁移性、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特点,毒副效果

较强,治理难度较大。如果土壤中的汞物质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进入人

体后会威胁到人身体健康,并且在身体内累计。汞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较大,

低浓度促使植物生长的同时,还会起到反作用,导致植物死亡。但是,土壤

汞污染治理期间,应该明确污染源头所在,制定合理的修复措施,有效改善

土壤汞污染问题,为生态系统平衡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土壤汞污染的来源分析 

土壤汞污染问题是一种危害大的污染,主要包括人为来源和自然来源

两种,自然来源是指土壤母质中的汞,人为来源则是大气汞沉降、污水灌溉

和农业生产有机汞农药的乱用,还有很多含汞废弃物的随意堆积,未能得

到及时有效处理,有待进一步强化土壤汞污染处理难度。 

1.1土壤母质 

地表岩石在长期风化作用下会形成土壤母质,汞物质残留,是土壤汞

污染的主要来源。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到,我国的地域广阔,不同区域中土

壤汞含量有所差异,平均值大概在1.1mg/kg,尤其是有机质土的汞含量

较高
[1]
。土壤母质的汞物质来源多样,周期长,容易受到自然环境不良影响,

难以精准评估和处理。 

1.2人为来源 

人为来源的汞污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大气汞干湿沉降、大气

沉降是土壤汞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是由于全球每年生产向大气中排

放大量的汞物质,大概在6000t～7500t左右,超过50%到70%属于人为造成。

干湿沉降的汞物质进入土壤中,大概占比93.7%,汞物质进入土壤后,会

迅速被土壤有机质吸附在土壤表层富集,导致土壤中的汞物质浓度超出

标准
[2]
。(2)污水灌溉。由于污水用于灌溉,可能导致土壤汞污染问题出现,

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污染和问题,此类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有待进

一步完善。(3)农药和化肥污染。在农业生产和植被病虫害防治中,采用含

汞农药防治,导致土壤的汞浓度增加,是土壤汞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农业

生产中施加的肥料,其中含有一定量的汞物质,施肥期间汞物质会进入土

壤,加重土壤汞污染。 

2 土壤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 

土壤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毒性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汞物

质的种类与含量,相较于无机汞,有机汞的毒性更大。一般情况下,人体含

汞量13mg,致死量则在130mg～150mg左右,环境中的蔬菜、粮食、鱼肉和饮

水中的汞物质,通过饮食进入人体
[3]
。结合国家环境监测相关要求,可以检

测汞物质含量。 

无机汞通常是职业特性决定,长时间接触含汞有毒物质,表现为阵颤、

兴奋症和口腔牙龈炎等症状。当前常见的无机汞化物包括升汞和甘汞等,

其中甘汞溶解度较小,少量甘汞用于利尿剂和泻药,升汞溶于水,致死量大

概在1g～22g左右,毒性较大,会致死。吸入汞蒸气可能诱发急性中毒症状,

家具支气管炎、腐蚀性气管炎、间质性肺炎和脉细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病

期间伴有呼吸急促、咳嗽和发热症状,同时还有口腔病变症状
[4]
。如果升

汞误服,可能导致病情恶化,严重情况下会出现坏死性肾病、急性腐蚀性胃

肠炎,上腹部灼痛、咽部和口腔,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可能出现便

血和肠穿孔症状,甚至休克死亡。 

的支持,和增殖放的流工作。首先对流放增值的鱼的种类、数量进行合理

规划,在保证生态平衡不被破坏的同时,对北海区的渔业产业链进行修复；

其次是对流放增殖的鱼类进行追踪处理,根据实时情况,对鱼类流放增殖

随时调整,这样才能实现更理想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 

3.3完善建设海洋保护区并强化管护 

政府应该建立海洋保护区,一方面注重对已污染的海洋环境的治理和

改善,另一方面对污染源进行控制,保证海洋保护区性能的实现,让海洋环

保、渔业经济效益、生态平衡呈现和谐发展趋势。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一方

面可以保证渔业资源的再生,另一方面可以让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恢复

的空间,不仅可以降低海洋资源的衰竭速度,还可以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北海区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和渔业枯竭双重威胁,为了更

好的保护北海区的海洋环境和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用用法规制度、

科技管理、宣传等综合手法进行海洋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和保证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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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中毒,通常是由于职业特性长期接触汞物质,诱发口腔炎,牙龈肿

胀出血、腹痛、腹泻和尿改变等症状
[5]
。甲基汞会对细胞膜功能带来不良

影响,细胞离子失衡,并且出现离子渗出细胞膜的问题,细胞坏死,严重情

况下甚至会损害中枢系统。通常情况下,人体中的汞物质长期累积,会诱发

中枢神经疾病,危害到人们身体健康。 

3 土壤汞污染的修复技术 

3.1物化法 

土壤汞污染的修复治理,物化法是一种常见的修复方法,结合实际情

况寻求合理的修复手段来治理土壤汞污染问题。具体包括：(1)客土法。

主要是将被污染的土壤翻新,更换新的土壤,此种方式处理效果可观,但是

工程量较大,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成本,破坏土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环境污染
[6]
。(2)固化技术。固化法是在汞污染的土壤中加入适量的固化

剂,同重金属产生化学反应,形成固体混合物,渗透性更低。此种方式可以

有效减少土壤重金属毒性,所选择的固化剂成本较低。(3)热处理修复技

术。通过污染的土壤中加入热蒸气,有助于实现土壤污染物迁移,集中处理

土壤汞污染。热处理法在实际应用中效果可观,将被污染中的污染物析出,

提升土壤汞污染修复成效
[7]
。(4)电动修复技术。此种技术在土壤汞污染

修复中应用,主要是在土壤外加直流电场,在电场作用下促使重金属朝着

一极运动,对汞物质工程化收集处理。电动修复技术适合淤泥土汞污染修

复,可以实现多种重金属回收利用,经济效益可观,不影响土壤的原有费力,

规避二次污染问题出现。但是,此种方式渗透性强的砂质土壤修复效果较

差,并且会对土壤原本的特性产生影响。(5)淋滤法修复技术。此种方式通

过淋滤液和重金属离子产生化学反应,可以起到去除土壤中的汞物质,在

不破坏土壤原有理化性质前提下,实现重金属的有效处理
[8]
。硫化硫酸盐

化合物、碘化物和EDTA对于土壤理化性质影响较小,去除效果在30%左右。

如果是联合Na2S和H2O修复土壤汞污染,土壤中的汞物质含量消除效果在

80%左右。此种方式对于土壤汞污染的修复效果可观,可以永久性治理,回

收重金属,经济效益较为可观。采用此种方式处理后的土壤,可以正常栽种

植被,实现土壤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但是,可能会破坏土壤环境,经过处理

后淋滤液排放,出现二次污染。 

3.2生物修复法 

具体包括植物修复法和微生物修复法。植物修复法,通过栽种植物,

发挥植物的吸收、蒸腾、转移、转化和降解污染物特性,实现对土壤中的

重金属物质修复和处理,保护生态环境。其中,小叶黄杨和芝麻均有着土壤

汞污染修复作用,此种方式汞处理较为简单,成本低,值得广泛推广和应

用。而微生物修复法,通过微生物降解代谢作用,可以改善土壤中的汞物质,

如活性炭吸附和蒸发方式修复土壤汞污染,实际应用切实可行。 

4 结论 

综上所述,土壤汞污染是一种常见的环境污染问题,面对可持续发展

带来的挑战,应该分析土壤汞污染的具体来源,分析污染原因基础上,需求

合理的污染修复方法,提升处理效果的同时,降低处理成本,规避二次污染,

对于生态系统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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