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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工业化也在不断深入,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土壤污染问

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于不同类型的污染,导致大量的耕地受到污染,造成了我国耕地面积大量锐减的现象,这将会

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还会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在本文中就针对土壤污染问

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通过生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研究,保障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实现我国的

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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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我国面临的土壤污染问题非常严峻,严重的土壤

污染将会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还会对农产品造成不同程度

的污染,如果使用已经污染的产品,将会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

命安全,所以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治理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

为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科研人员研究的首要问题。 

1 土壤污染问题类型 

1.1重金属污染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冶金矿产的提炼等等,

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

等等,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尾气的排放量

也在逐年递增,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大规模的使用农药化

肥等等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出现土壤重金属的污染问题。重金

属污染将会影响到人体的正常发育,同时也会对农作物的正

常生产产生一定的破坏,威胁到植物的健康生产以及农作物

的产量。 

1.2石油污染 

石油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石油在开采和挖掘的过程中,

会涉及到大量的原油或者成品油渗透到土壤中,从而产生土

壤污染。石油污染会严重影响到土壤的性能,导致生态环境

被破坏。在原油的开采过程中,由于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做

好安全防范措施,导致原油的泄漏,会出现大面积的土壤污

染问题,破坏周围的生态环境。石油的主要成分为多环芳香

烃烯烃分类等等,在这其中进行环境优先控制的污染物高达

30多种。 

1.3化肥污染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很多农民为了提高农产品的

产量和经济收入,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各种化肥进行农业生

产。化肥的使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产生了很严重的

土壤污染问题,由于化肥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通过雨水的作

用会渗透到土壤中,导致土壤的自然恢复能力被破坏。 

2 生物修复技术 

2.1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是指利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对土壤

中的重金属进行分解和降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金属

对土壤产生的危害,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控制在合理的范

围内。在土壤的微生物中,细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数量非常的庞大,种类也非常多,在重金属治理过程中细菌

的治理能力非常强,可以有效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从而提

高土壤的恢复能力,降低重金属的含量和毒性,从而减少重

金属对植物产生的破坏。由于细菌的体积一般较小,在土壤

中不宜去掉,而在细菌死亡之后重金属会反复发作,形成土

壤的二次污染。所以,细菌是进行土壤修复的一种方式,而且

具备很好的降解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土壤的修复能力,促进

有机物的发展,同时还能够促进植物根系进行新陈代谢,降

低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对有机物进行降解。另外,利用细菌

还可以对低分子量或者布局简单的化合物进行矿化,利用矿

源和动力形成矿化,而对于分子量比较高,而且复杂的污染

物来说,可以利用共代谢的途径对污染物进行降解。在污染

物的降解过程中,有一部分污染物仅靠一种细菌就可以降解,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多种细菌共同联合来完成降解

过程。 

2.2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土壤污染进行植物修复,主要是技术人员利用植物

的吸取来减少土壤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或者利用植物的光合

作用对周围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吸纳,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

目的。 

使用不同的植物对有害物质的吸附能力有一定的区别,

而且一些植物只对某一种有害物质具备吸附能力,有一些植

物可以对不同种的污染物进行吸附。所以在进行植物修复的

时候,技术人员要正确掌握各种植物不同的特征,了解土壤

污染物的种类,合理选择植物种类,对症下药从而达到土壤

污染物治理的效果。 

2.3混合修复技术 

对于一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如果使用单纯的修复技

术很难达到预想的治理效果,这时候可以利用两种或者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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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技术进行结合,也就是混合修复技术,从而提升土壤污

染治理的效果。举例来说,利用植物修复技术和微生物修复

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利用微生物对污染物进行降解,还

可以利用植物的根部对污染物进行吸收,两者相互作用可以

土壤修复和污染治理目的。 

2.4动物修复技术 

在土壤中,线虫和蚯蚓的数量非常多,而这两种是不同

类型处理土壤的动物,在土壤中现存的数量非常多,而且繁

殖率非常的高,但是寿命非常短；在改良土壤的方面,蚯蚓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的能力,提高土壤

的肥力,促进农作物正常生长,而且还具备土壤恢复能力的

调节作用。 

所谓的动物修复技术就是指在土壤污染治理的过程中,

根据动物自身的特性,对土壤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吸附和转化,

从而改善土壤的结构,可以有效提高土壤的肥力,为微生物

的生长和发育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达到改善土壤生态结构

的目的。举例来说,可以饲养大量的蚯蚓,由于蚯蚓的饲养成

本投入较小,而且在改善土壤的生理机构方面具备很强的调

节能力,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通气性,恢复土壤的肥力,同时

还能够恢复土壤的生态系统。 

在蚯蚓的饲养过程中,使用无公害的饲养方法,可以有

效改善土壤的肥料,增加土壤中的污染物,通过污染物的不

断聚集可以使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促

进微生物和植物的正常生长,完善土壤的生态结构,在土壤

的污染治理方面具备非常重要的价值。 

3 生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上应用时要注意的问题 

3.1筛选高效的降解菌 

在土壤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利用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是

利用微生物对土壤中的有害物质进行作用,从而达到减少土

壤污染的目的。利用生物修复技术可以选择最适宜的降解菌

来提高生物修复的效果,为了保证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效果,

技术人员可以选择对污染物适用性最强的微生物。从土壤污

染治理的角度来讲,工作人员应根据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降解菌。举例来说,对有机氯农药污染的治理,

可以利用芽孢杆菌、棒状杆菌,还可以使用链霉菌属和诺卡

氏菌来进行五氯硝基苯的污染。 

3.2针对性地选择微生物 

现如今,有一些农民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获得更大

的经济效益,在农产品的种植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农药和化肥

尝试以往,就会严重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的正常生长。使用微

生物降解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其速度很慢,导致很多的污染

物肆意入侵,而微生物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有效的清除,导致

土壤中的微生物被污染后不会再生长。 

利用生物修复技术其主要是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为土

壤中的微生物生长创造适宜的条件,增加土壤中的氧气和营

养盐等等,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降解能力强的微生物,达到

土壤污染治理的目的。此外对于不同污染中的不同污染源,

也应该根据污染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微生物菌群,这样才

能够提高土壤污染治理的效率。 

3.3严格控制环境因素 

要想保证土壤污染治理的效果,就要严格控制好周围的

环境因素。首先,土壤类型。使用生物修复技术可以应用于

年度较小的砂质土,这种土壤的渗透能力非常强,会直接影

响到修复的效果。对于渗透能力比较强的土壤,其营养物质

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加快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如果是渗

透能力比较小的土壤,则会减慢微生物的繁殖速度。第二,

外界温度。利用生物修复技术应将温度控制在20~40摄氏度

之间进行,在这一温度下,微生物的生长速度慢,代谢弱,如

果是治理石油烃类污染物,如果外界的温度达不到10摄氏度,

其降解的速度就会非常慢,这时可以在土壤表面覆盖塑料薄

膜,从而加快降解的速度。 

4 结束语 

在具体的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应根据土壤污染的具体

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方法和治理途径,从而减少土壤中有

害物质的含量,增加土壤的肥力,保证土壤中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应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从实际

情况出发,建立有效的治理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土壤

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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