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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和地下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我国污染场地修复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污染场修复尚未完全建立,污染场地修复存在诸多问题。只有深刻认识到上述问题现

状并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才能更好地推动修复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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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速度

较快,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较为严

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在国家环保监管加

强、打造和谐社会的情况下,我国土壤修

复行业得到了重视,行业发展较为迅速。

随着我国未来土壤治理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从治理到修复的环境大建设下,行业

分工化将会更为明显。 

1 场地修复技术分类 

我国土壤修复主要可以根据污染类

型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分别是工业场地

修复、农田修复和矿山修复。其中工业

场地修复污染主体为重工业和医药化工

企业,主要污染物为化合物与重金属；农

田修复的污染主体为企业排放、居民生

活及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矿山修复

的污染主体主要为采选矿企业,主要是

各种重金属尾矿带来的污染。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种类较多,新

型的修复技术不断出现,对污染场地修

复技术进行分类,不仅有利于修复技术

的识别与比较,而且有利于修复经验与

修复技术的传播,也有利于相似的污染

场地迅速开展修复活动。 

2 场地修复技术方案的筛选 

从2018年我国三种类型的土壤修复

工期来看,农田土壤修复所耗费的时间

长。农田土壤修复不仅需要降低污染

物质浓度,同时还需要考虑修复以后的

农作物耕种问题,不能只简单清除重金

属,还需要对土壤肥力进行把控,因此修

复过程较为复杂,修复时间较长。 

根据中国环境产业协会土壤与地下

水修复专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

所调查的土壤修复项目中,矿山修复项

目中超过50%的项目工期在6个月以内；

工业场地修复中,32.7%项目工期在3个

月以内,35.2%的项目工期在3-6个月,而

农田修复项目中,32.1%的项目工期在

6-12个月。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筛选是场地监

管与施工工期的重要环节,修复技术的

适用性直接影响场地修复效果及费用。

确定 适修复技术时需综合考虑污染物

特征、场地条件、修复费用及时间等多

种因素。 

每种修复技术都有各自的适用性及

优缺点,修复技术选择的主要任务就是

全面衡量各种技术的优缺点,并充分考

虑我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环境保

护的需要,找出对于特定场地 适用的

技术或技术组合。场地治理与修复的基

本流程主要包括确立修复目标、开展资

料收集,进行土地调查、确定修复区域的

面积,体积及污染物种类、根据调查方案,

提出修复方案、可行性研究,方案筛选、

方案的执行。 

3 我国场地修复的问题 

3.1场地类型不明确 

农用地主要管控农作物生长及食用

安全风险,建设用地重点管控开发利用

过程中的健康安全和污染扩散风险。两

者实行分类管理,有各自的质量标准和

评价技术规范,风险管控内容和侧重点

有所不同。对于农用地土壤保护而言,

不仅有污染的问题,还有农业生产过程

中的生态破坏问题。将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两者混为一谈,将保护和修复不加区

分,都是十分片面的。 

3.2评价标准不准确 

根据土壤的性质特点,严格来说,突

然环境治理应该综合物理、化学和生物

等因素进行评价。但当前农用地土壤质

量标准和评价技术规范,只有化学指标。

事实上,土壤物理和生物因素对土壤环

境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土壤物理和生物因素包含土壤质

地、结构、基质、微生物等,对土壤中

水、热、气和溶质等物质运动和能量

转换生产重要影响,决定土壤导水、保

肥、溶质迁移性能。所以,不同种类土

壤,甚至同种类型土壤不同理化性质

对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的吸附固

定作用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土

壤对污染物的吸纳能力即土壤环境容

量也有所区别。 

3.3防控措施不全面 

“土十条”第三条要求“实施农用

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农用地保护上不仅要重视企业污染防控,

更不能忽视农业1生产和管理中造成的

土壤破坏。要切实加大农用地土壤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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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转变粗放农业生产方式,推行秸秆

还田、增施有机肥、少耕免耕、粮豆轮

作、农膜减量与回收利用等措施。避免

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等掠夺式农业生

产方式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4 某化工厂修复案例 

4.1场地调查 

某城市化工厂沉淀池出现管涌事件,

由于沉淀池内存储物为该厂的工业废水,

必须进行场地修复,经过资料查阅和现

场场地调查,发现该区域土壤多为栗钙

土,土壤矿质主要组成为细沙颗粒,有机

质含量低,地下水的含水层分布不连续,

厚度变化大,工业、当地居民全部使用地

下水。 

通过地质勘探公司,在有潜在污染

物区域钻井采样布设共60个点位,仅深

约2~20米,其中10~15个钻孔安插地下水

监测井调查组,每0.6名进行土壤样品,

垂直方向上的采集并采集地下水样送实

验室检测,根据实验报告得出该区域高

锰酸钾浓度超标。 

4.2方案选取 

根据该地区土壤和地下水的调研结

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案,采用淋洗法

进行该区域场地修复工作,土壤淋洗法

是将附着在粗力土壤上的高锰酸盐类污

染物冲洗干净后,回填土将作为费渣处

置,淋洗法土壤废水进入厂区原有的污

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在淋洗之前可以

将污染土壤部分进行颗粒筛分,游离的

氯离子多附着在小粒径的粘土颗粒表面,

通过旋流、离心等装备,可以有效的将含

有高盐分的细颗粒粘土完全分离出来,

大量的降低淋洗量,有效节省费用。土壤

进行筛分后将需要淋洗的沙土加入洗砂

机,并混入一定量来自净水储存罐的清

水,在双螺旋叶片搅拌下对砂土进行清

洗,清洗后的砂土被送至水平搅拌单元。

污水被排至泥浆缓冲罐,水平搅拌单元

接受洗砂机输送的砂土,并混入脱水格

栅,在振动电机的作用下,进入泥浆缓冲

罐。脱水后的砂土 终由传送带传送至

指定地点,污水处理系统将泥浆缓冲罐

中的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回用部分

水被输送至净水储罐。 

4.3修复效果 

现场将经过淋洗处理后的土壤随机

取样进行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污染物

去除率达到98%以上,处理后的土壤可以

进行再次利用,淋洗法对于该地区土壤

修复效果良好。 

5 总结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从开始的

末端污染治理,到目前基于居民健康和

社会和谐的土地修复,再到未来的系统

统筹,将一步步走向环境大建设,建设人

与城市和谐共处的自然生态。 

随着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大数据、

云计算、遥感技术等跨学科、跨领域的

创新应用,将大幅提高我国土壤修复行

业效率,降低修复成本。 

由于修复工作的复杂性,未来行业

将实现分工化,从大而全向小而专转变,

行业细分领域发展愈加成熟。 

同时随着在国内经验的积累,我国

土壤修复企业将有着更多的机会和更大

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行产品或

技术的输出。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应用,互联网+的

深度同融合,行业未来将实现信息化和

智能化。 

[参考文献] 

[1]杜平,张跃进,杜晓明,等.某锌厂

周围表层土壤及典型剖面镉污染特征

[J].环境科学研究,2006,(05):113-117. 

[2]王庆仁 ,刘秀梅 ,崔岩山 ,等 .

我国几个工矿与污灌区土壤重金属

污染状况及原因探讨[J].环境科学学

报,2002,(03):354-358. 

[3]李社锋,李先旺,朱文渊,等.污染场

地土壤修复技术及其产业经营模式分析

[J].环境工程,2013,31(06):96-99+103. 

[4]周启星 .污染土壤修复标准

建立的方法体系研究[J].应用生态学

报,2004,(02):316-320. 

[5]聂静茹,马友华,徐露露,等.我国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重金属污染相

关问题探讨[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报,2013,30(06):44-49. 

[6]高艳丽,刘世伟,李书鹏.城市

化引发的污染场地问题详解与分析

——看污染场地修复这十年[J].世界环

境,2013,(02):40-41. 

[7]杨宾,李慧颖,伍斌,等.污染场地中

挥发性有机污染工程修复技术及应用[J].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13,3(01):78-84. 

[8]孙瑞 .土壤及地下水有机污

染生物修复技术[J].化工设计通讯, 

2019,45(05):84-85. 

作者简介： 

胡立标(1986--),男,汉族,江苏徐州

人,本科,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环境工

程,土壤污染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