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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较为严重。重金属污染和其他污染问题相比较,其污染范围较

广,且对于人类健康以及环境的危害较大,因此,近几年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逐渐受到了我国政府和国民的重视。基于此,下文就土壤重金属污

染现状、原因、危害及修复方面进行了简单分析,希望对我国的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的治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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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获取资源的物质基础的,对于

人类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目前,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土壤

的重金属污染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另外,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进而对我国生态环境和国民身体健康方面的影

响也较大,且治理起来较为困难。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对土

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的分析,明确其污染原因,从而研究有效的修复措施,提

高其污染治理水平。 

1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现状 

我国在2005年4月到2013年12月,政府和相关部门就对我国的土壤污

染现状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调查结束以后,在2014年4月,我国的环

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根据以上

公报的调查资源显示,我国在重金属土壤污染方面,总的超标率为16.1%,

其中轻微污染点位占11.2%,轻度污染点位占2.3%,中度污染点位占1.5%,

重度污染点位占1.1%。在土壤污染的类型上则主要是以无机型污染为主,

具体表现为土壤重金属污染。 

1.1土壤重金属超标现状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告显示,在无机污染物中,Cd、

Hg、As、Cu、Pb、Cr、Zn、Ni等8种重金属的超标情况较为严重,其中,超

标 为严重的为Cd,超标率高达7.0%,其次为Ni,超标率为4.8%, 低的是

Zn,超标率为0.9%。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的环境质量现状显示,除工业

企业用地外,在耕地方面的污染也较为严重,其中,无机重金属的主要污染

物为Cd、Ni、Cu、As、Hg、Pb。耕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也

影响了我国的粮食产量,据统计,因为土壤重金属污染而导致减少的粮食

产量几乎在1000多万吨左右,这个数据尤其庞大。 

1.2土壤重金属超标分布现状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告显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

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特别是Cd、Hg、As、Pb这4种重金属污染物,在含量

上呈现出了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逐渐增加的趋势。具体污染的分

布情况为：第一,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中,南方地区的污染程度普遍重于北

方地区的污染程度；第二,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以及工业企业相对较为发

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壤重金属的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第三,西南和

中南等地区相对其它地区,矿种的分布范围较为大,其存在土壤重金属污

染的范围也较大。 

1.3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典型区域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告显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

在工业企业用地及其周边的土壤环境尤为严重,较为典型的土地利用类型

有：第一,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

药、化纤橡塑、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电力等行业为主的重污染企业；

第二,以化工业、矿业、冶金业为主要的工业废弃地；第三,有色金属采

矿区及其周边的土壤；第四,以金属冶炼、化工类的工业园区及其周边

土壤；利用污水进行灌溉的区域；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场地。 

2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原因 

2.1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来源 

根据全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调查现状显示,各个国家在土壤重金属

的污染来源上都主要是工业排放,其中,主要污染来源为Pb、Ni、Cu、Hg

等重金属,我国也不例外,在很多工业企业的排放物中,Pb、Ni、Cu、Hg等

都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其进入土壤的方式如下：第一,大气的沉降。一些电

厂、冶金厂、石油开采厂等工业企业在日常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所产

生的工业废气排入到了大气当中,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干湿两种

沉降方式逐渐的进入到周围的土壤和水体当中,导致出现土壤重金属污

染；第二,污染灌溉。一些农民使用城市的地下水道污水、工业污水以及

排污河污水、超标的地下水等进行农业灌溉,从而导致很多重金属进入到

我国的农田耕地中,不仅会对我国的土壤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还会对我国的地下水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终危害我国国民的身体

健康；第三,农药、化肥以及塑料薄膜的使用,生产经营者农药生产上不符

合我国的相关规定,含有过量的Pb、Cd、Hg、As等元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

对土壤造成重大的影响,且在土壤中存在的时间较长,受到食物链的影响,

终进入到人们的身体内。 

2.2土壤重金属的污染特点 

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较多的特点,具体总结如下：第一,具有普遍性的

特点,通常情况下,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都是工厂,因此,随着我国

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未来还会面对各种形式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必须引起重视；第二,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土壤中的重金属在存在形式上一

般都是以化合物、聚合物等形式存在的,单单凭借人们的肉眼很难对其进

行分辨,在实际的检测过程中必须依靠一定的检测技术；第三,具有表聚性

的特点。土壤在收到重金属污染以后,土壤中原有的离子就会发生离子交

换,或者是被土壤吸附, 终形成形态较为稳定的聚合物、化合物,这便体

现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表聚性特点,通常情况下,仅会有极少量的金属元

素要渗透到土壤深处；第四,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重金属在进入土壤以后,

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反应,形态较为固定,很难彻底消除,故

而在治理工作上较为困难,也就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现象一旦发生,很难逆

转。另外,随着重金属元素的不断累积,其会对土壤的结构造成影响,破坏

土壤的自净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不可逆转

性；第五,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受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稳定

性的影响,其扩散速度较慢,如果不对其加以治理,则会长时期的对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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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土壤进行污染。 

3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 

3.1物理修复 

我国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工作上,采取的首要修复方式就是物理

修复。其主要指的是利用电热修复技术对受到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其修

复原理是：利用高频电压电磁波加热,将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的重金

属进行分离,进而实现对污染土地的治理。目前,电热修复技术在我国土壤

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中的应用也较为常见,但是,其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

限制,对于Hg和Se等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效果较为明显。 

另外,在物理修复过程中,也可以采取土壤淋洗技术对污染土壤进行

治理,这种技术的修复原理是：先将目标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转移,从固态

转移到液态以后,然后再对液态的重金属进行处理。土壤淋洗技术在土壤

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中的效果也较好,其应用重点是：工作人员需要加强

对淋洗液的分析,结合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淋洗液,从而

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不仅可以将目标土壤中的重金属提取出来,而且还

可以保证不破坏土壤原有的生化结构。 

除此之外,在物理修复过程中,治理人员还可以采取电流和电极渗透

技术来实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治理人员主要

是先对重金属离子进行收集,然后再进行重金属离子的处理。但是,电流和

电极渗透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一般情况下,都被应

用在粘土和淤泥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中。同时,电流和电极渗透技术

对于沙土中的Pb
2+
、Cr

3+
等重金属离子也有较好的效用,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会对原有的土壤结构进行破坏,且作用的时间也较短,因此,在我国物理

修复过程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 

3.2化学修复 

化学修复方式在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中也较为常见,其主要

作用机理是：治理人员采取化学修复的方式,可以对目标土壤中的重金属

的化学效能进行有效的降低,目前,较常使用的是土壤改良剂,以此来改变

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的效能和机能。在土壤改良剂中,我国在土壤重金属

污染的治理过程中,较常使用的是磷酸盐、硅酸盐、碳酸钙等。 

化学修复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较,具有一定的优势特点,例如,操作起

来较为简单。但是,与此同时,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缺陷,即其在实际应用的

过程中,虽然可以有效的改变重金属的化学形态,降低重金属的危害性,但

是,却不能对重金属进行提取,因此,其在处理结束以后,重金属元素仍然

存在于目标土壤中,很容易造成重金属的二次污染,因此,还需要相关人员

进行继续改进研究。 

3.3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方式主要指的是治理人员在进行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时,采

取生物削减的方式来有效降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毒性,进而实现对污染

土壤的净化,且净化效率较高,对于土壤修复的作用也较好,因此,目前,在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的生物修复过程中也较为常用。 

另外,采取生物修复的方法还可以对特定的植物进行重金属的提

取、挥发和稳定,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在我国的自然种或者是人工培养

植物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工作中。当前,我国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过程中,在生物修复上,也会使用科研手段来降低重金属的毒性,因此来达

到对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普遍性、隐蔽性、表聚性、不可逆

转性以及长期性等特点,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国民的身体健康都有

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重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

修复工作,采取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生物修复的方法,提高土壤重金

属污染的修复水平,进而优化我国的土壤环境, 终实现我国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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