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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有机污染场地土壤修复项目越来越多,且污染地块集中,修复面积大,施工周期短。创建满足整个区域开发建设需求的土壤

修复工厂,既可以大幅度降低污染土壤修复成本,又可以有效控制土壤修复环节的二次污染问题。与此同时,这对于推动土壤修复企业的良好发

展,以及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是极其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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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土壤热脱附技术的核心原理,从长期性运营、二次污染防

治以及工艺技术配套性三方面,介绍了土壤修复工厂的优势价值,概括了

选择土壤修复工艺的基本原则。 

1 土壤热脱附技术的原理 

热脱附技术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加热的方式,使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

受热挥发,减轻土壤污染程度。在真空或通入载气的环境状况下,有机污染

物质因环境温度超过属性临界温度限值,从固相转化为气相。需要格外强

调的是,土壤热脱附技术并不以有机污染物质降解为目的。对含氟量较高

的有机污染物质来说,高效应用热脱附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土壤修复环节

产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2 修复工厂化模式的优势 

2.1长期性运营 

以往的土壤修复项目多采用环保工程模式,具体流程如下：土壤修复

企业在获得土壤修复项目处理权后,施工人员与施工机械设备会陆续进入

施工场地。土壤修复完毕后,临时设施撤离现场,并开展场地平整、硬化铺

装、设施配置以及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由于修复地块的开发建设需求紧迫,常规性的场地土壤修复施工时间

压缩到一年,甚至是不足一年。再加上前期准备工作与后期收尾工作较为

繁琐,占用一部分时间,工期更加紧张。而这也对土壤修复企业的施工组织

规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土壤修复项目越来越多,尤其是长三角经济带,亟待土壤修

复治理的项目逐年递增。土壤修复地块集中,覆盖面积较大,且污染程度较

重。以位于长三角经济带北翼中心的港口现代港口城市—南通市为例。针

对土壤污染修复,其采用异位热脱附技术。由于这些污染场地距离较近,

且有机污染物种类相似,只能单纯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进行土壤修复。大

量重复性的前期准备工作、事中处理工作与后期收尾工作,不仅压缩了工

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成本。 

而工厂化修复模式可以有效兼顾整个开发建设区域的土壤污染修复、

地下水污染治理、土地功能规划以及地块开发等多项内容。通过深入实地

进行环境勘察,对土壤污染程度予以评估。绘制完整的区域污染底图,为编

制土地规划建设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进而缩短土壤修复项目的工期,

降低土壤污染修复成本。 

2.2二次污染防治到位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开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战略规划方案可

知,各地方必须积极加强修复工程监督与环境治理工程监督,并采取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防护措施,避免二次污染。 

在土壤修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液与固体废弃

物等污染物。为此,相关人员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配置完善的二次污染防治

设施。然而,部分土壤修复企业为节约投资成本,尽管在施工场区配置了二

次污染防治设施,但这些防治设施都是临时性的,整体二次污染防治工作

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实际作用。 

例如,某企业在土壤修复过程中,由于选用的二次污染防治设施不合

理,施工现场散发出浓烈刺鼻的气味,严重干扰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甚

至是危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这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对该企业的声誉

造成了损害。 

由此可知,土壤修复企业需加大二次污染防治措施配置方面的投资,

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与此同时,由于修复工厂是服务于整个

开发建设区域的,削弱了对修复工厂选址的限制。另外,修复工厂要尽可能

的建设在远离居民区或居民区非敏感地带,避免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

成不利影响,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 

2.3工艺技术配套 

修复工厂可以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实验室、研发中心与检测中心等功能

区。针对不同类型的有机污染物质开展技术研发工作,确定 合理的污染

修复参数,优化技术组合形式与设备配置形式,提升污染修复治理水平。 

土壤修复企业需秉承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

大限度地满足污染修复需求。且加大对经过污染修复后的土壤资源利用

的研究力度,通过建立检测中心对修复成果予以实时化、动态化分析,确保

修复成果达到预期水平。 

2.4选择土壤修复工艺的基本原则 

按照热源与污染土壤接触方式差异,可将热脱附技术划分为直接加热

热脱附技术和间接加热热脱附技术两类。直接加热热脱附技术与间接加热

热脱附技术的对比情况如下所述： 

直接加热热脱附技术适用于挥发性、半挥发性的有机物、多环芳烃及

有机农药等；处理能力较强,综合能耗较大；二次污染物以尾气、粉尘及废

碱液为主；污染处理装备具有体量大、结构复杂等基本特征,但移动性较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大环境背景下,针对工业待

修复土壤项目,积极推广工厂化污染处理模式,高效应用土壤热脱附技术,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污染处理效率,满足环保工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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