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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土壤保护,不仅有利于农业发展,还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安全,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不过在工业化进程日渐深入的当下,土壤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实用性不断降低。为此,有必要对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予以更新优化,以增强防治效果,保护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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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当下,人们的环保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

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但相比于其他环境污染问题,

土壤污染是人们 容易忽视的内容。多数人认为其属于附属内容,解决其

他污染问题时,即可降低土壤污染,不需要特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一错

误认知使得土壤污染治理受到制约。下文就将对新环保法下的土壤污染防

治对策进行分析探讨。 

1 土壤污染物质 

土壤污染物质以有害物质、病原体、放射性元素这三种为主。有害物

质来源于种植中农药的残留,如杀虫剂、增肥剂等,这些残留中含有大量的

磷、氢及有害金属元素,在这类土壤中进行农作物种植,会将土壤中含有的

有害物质转移到农作物中,人们在食用这类产品后会有致癌风险。病原体

通常存在于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中。这些污水未经过处理便被排放到土壤

中,会使废水中含有的病原体留存在土壤中,进而造成土壤污染。放射性元

素所带来的污染问题至今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根据以往数据资料的记载,

因为放射性元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区域土壤的使用率将降低为零,大部分

生物都无法存活。 

2 土壤污染原因 

2.1化肥农药的随意使用。化肥在农作物生产中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

的作用,但过量使用化肥则会导致土壤中氮、磷等含量的增多,周而复始,

降低土壤自身含有的养分, 终土壤功能退化。另外,喷洒到农作物上的农

药有一部分会自由掉落在土壤中,致使土壤污染。 

2.2水源问题。受到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影响,农业灌溉中使用的水源大

多都是二次处理后的废水,虽然保证了农业灌溉的需求,缓解了水资源浪

费,但一些工业处理废水也会被应用到灌溉中来,其中含有的一些重金属

元素会通过灌溉不断堆积在土壤中,增加土壤中病原体含量,造成土壤污

染。应用这类水源灌溉的农作物,也会含有一定分量的有害金属元素,危害

人们的身体健康。 

2.3大气污染沉降。大气污染的产生多来源于有害气体的排放及粉尘

扩散。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积聚会导致空气中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硫的增多,

进而引发酸雨,污染土壤；粉尘的扩散与沉降同样会导致土壤中有害物质

的堆积,随着时间的推进,污染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2.4重金属污染。重金属集中在采煤冶金、燃煤发电、核废料处理、

核试验等领域中,其排放的重金属元素会在土壤中不断堆积,且无法有效

剔除, 终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增多,如铬、铅等含量超标,会降低土壤使用

性能。 

3 新环保法事业下土壤污染的防治对策 

3.1加大环境监控力度。在土壤污染原因分析中可知,污染问题的产生

和加剧是由于人们自身不重视导致的。在现今发展中,企业过于重视自身

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忽略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提高生产效率,增大产品

产量,引进各种先进措施及技术,但却忽略了生产后这些技术对环境带来

的威胁,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基于此,我国有必要加大环境保护中土

壤污染的监管力度,制定完善的管理措施及方案,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实

现绿色生产,从而降低污染物质的排放量,避免土质恶化。 

3.2加强源头管控,降低污染力度。一是做好灌溉污水的管控。灌溉使

用的污水应经过二次或多次处理,检验合格后方可应用到灌溉中,以减少

杂质的过分堆积,保证土壤自身养分。二是加强工业废水排放的管控。对

于工业废水,不同企业需设置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废水循环利用系统,污水

二次处理系统等,增大水资源利用率,降低有害物质含量。三是控制农药化

肥使用量,禁止毒性较强农药的应用。四是增强土壤自净能力。加大土壤中

有机物含量,优化土壤性质,增加胶体数量,从而弱化有害物质的影响。五

是构建完善的土壤评价体系,相关部门应针对土壤污染问题制定完善的监

管体系,实时检测土壤性能,了解土壤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及种类,采取合理

措施进行控制和处理。 

3.3加大资金投入。相关部门可成立专项防治资金,为土壤污染问题提

供充足的资金扶持,加强治理设施的先进性、有效性,治理方案的可行性、

高效性。同时新环保法中规定将环保税和排污费的部分资金应用到土壤污

染治理中来,降低因资金不足导致的治理工作停工问题。此外,在土壤污染

问题防治中,还需依靠法律手段对各排污企业展开严格管控,从而降低有

害物质的排放量,减少违规行为的出现,保护土壤。 

3.4利用新媒体加大土壤保护的宣传力度。信息时代下,应充分利用新

媒体的作用和优势,将土壤污染带来的危害及需要采取的治理措施进行宣

传,加大民众对土壤污染治理的重视力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及时上报和反馈存在的污染问题,以强

化治理效果。另外,还要将我国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条件及处罚措施公布

于众,让民众意识到环保并不是相关部门的工作,其关系到民众生存的方

方面面,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进而提升土壤污染的治理

水平。 

4 结语 

新环保法视野下,对土壤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

及社会民众应加大重视力度,确保土壤污染防治措施的高效落实,以此提

高土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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