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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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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作为环境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日益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策略，以实现土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重建。论文就污染

场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方法研究展开论述，旨在为未来土壤环境治理提供科学、实用的指导，推动土壤环境管理

与修复事业向更为可持续和综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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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re	
increasingly	receiving	global	atten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is	challenge,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strategi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il environ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ala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search	on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methods for polluted sites, aim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soi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remediation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and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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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土壤环境污染问题

逐渐凸显，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一大挑战。土壤作为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的恶化直接影响着生态平衡

和人类的生存健康。在这一背景下，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

与修复成为当今环境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论文旨在深入研

究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的管理与修复方法，通过系统性的论

述，探讨如何科学有效地应对土壤污染挑战，实现土壤环境

的持续健康。

2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不仅关乎自然生态系

统的健康和人类的生活质量，更涉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首先，土壤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其质量直接影响着生态平衡

的稳定性。土壤的污染会导致植物、微生物和动物的死亡或

迁徙，从而破坏整个生态链条，引发连锁反应，威胁到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性。另外，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直接关系

到食品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受到污染的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可

以通过农产品的生长过程进入食物链，最终影响到人类的健

康状况。因此，有效管理和修复污染场地土壤，对于确保食

品的质量和社会公众的健康至关重要。同时，污染场地土壤

环境管理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受污染土地的存在可

能导致土地贬值，影响房地产价值，对周边社区产生负面影

响。而通过有效的管理和修复，可以提高土地的再利用价值，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土壤污染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

土壤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带来的危害是一项极其严重且

全面的问题。首先，污染土壤会导致生态系统的深刻影响，

土壤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栖息地之一，许多微生物、

植物和动物在土壤中寻找食物和栖息地。当土壤受到化学物

质、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时，这些生物受到威胁，

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某些物种灭绝或迁徙，影响整个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外，土壤污染对农业和食品安

全构成直接威胁，农业作物和畜牧业的生产依赖于健康的土

壤，但当土壤受到污染时，其中的有害物质可能被植物吸收

并传递到食物链中。这不仅危及农产品的质量，还可能导致

食品中的有毒物质积累，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一些重

金属，如镉和铅，以及化学物质，如农药和工业废物，可能

引发严重的慢性疾病，包括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等。此外，

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水资源的质量。通过土壤渗透，有害物

质可能进入地下水和河流，造成水体污染。这对供水系统、

水生态系统和人类的饮水安全都构成威胁。一旦水源受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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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系统的崩溃、水

资源短缺和社会卫生问题。

4 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策略

4.1 优化土壤环境管理
在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中，一系列全面而有

效的策略得以制定，以确保综合管理和修复的顺利进行。土

壤环境管理的策略着眼于场地评估与监测，通过先进的技术

手段如 GIS 和遥感技术，全面了解土壤污染的程度和分布。

同时，采取源控制与隔离措施，如封存有害废物、构建防渗

墙，以防止污染物进一步扩散。建立严格的环境监管与合规

机制，定期检查和评估管理措施的实施情况，以确保符合相

关法规和标准。生态修复与植被恢复策略注重引入具有抗性

的植物和微生物，通过自然修复过程促使土壤得以恢复。在

修复方法的策略中，生物修复侧重于植物和微生物的运用，

化学修复则采用吸附剂、氧化还原剂等进行土壤修复，而物

理修复策略则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和性质来提高其透水性和

通风性。此外，社会参与沟通策略则通过公众教育与参与，

以及透明沟通与信息披露，实现公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认

知，鼓励其积极参与解决过程。法规政策与标准的制定与执

行则强调完善法规框架、制定行业标准，并保障其适应性和

实施性。在制度与机制建设方面，技术研发与推广注重土壤

修复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而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则

建立在对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测与数据分析之上。最后，持续

监测与评估是保障整个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过程的关键，通

过实时监测和周期性评估，及时调整修复方案和管理策略，

确保土壤修复的效果能够持久稳定。这些综合的策略共同构

成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方法。

4.2 提升对污染场地的修复
在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修复的策略中，生物修复、化学

修复和物理修复等方法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治理体

系。生物修复策略注重通过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资源，降低

土壤中污染物的浓度。选择适应性强、耐污染的植物以及具

有高降解能力的微生物，通过植物吸收和微生物降解等方

式，促使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有效清除。此外，植物修复生态

工程和微生物修复技术进一步强调了生物修复的系统性和

生态性，通过构建植物修复生态系统或引入高降解微生物，

实现更为复杂的土壤修复目标。同时，化学修复策略则采用

吸附剂、氧化还原剂等化学修复剂，改变土壤中有害物质的

形态和性质，减少其毒性。合适的化学修复剂能够通过化学

反应迅速转变污染物质，实施土壤修复工程。有机改良剂的

引入以及对土壤酶活性的调控，更为注重在化学修复中引入

有机元素，改善土壤的结构和活性，从而提高土壤的整体修

复能力。最后，物理修复策略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和性质，提

高其通透性和抗污染能力。运用物理手段如通气通水、热解

热脱附等技术，通过物理力学的原理改善土壤质地。此外，

迁移途径阻断技术和生物炭修复技术等方法也为物理修复

策略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这些修复方法的综合应用，使

得在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中，能够更加全面、科学

地处理不同类型土壤污染问题，实现了修复过程的系统性、

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4.3 积极邀请社会参与沟通
在社会参与沟通策略方面，首先强调通过深化对公众

的环境教育，提高其对土壤污染的认识。这包括加强公众教

育活动，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课程等形式，向社区居民传

递有关土壤污染和修复的知识，促使公众形成对环境问题的

敏感性。其间，促进公众的参与是社会参与的核心，鼓励社

区居民对场地管理与修复决策提供反馈，建立起一种双向沟

通的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

点，从而更好地满足社区的需求。当然，透明沟通与信息披

露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实施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向公众提

供相关场地的污染状况、修复进展等信息，通过建立开放的

沟通渠道，包括定期发布公告、举办公众沟通会等，及时回

应公众关切和疑虑，确保公众对修复过程有清晰的了解。社

区合作与协商机制的建立是为了增进与当地社区的密切合

作。通过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和实施土壤修复计

划，可以更好地考虑到社区居民的需求，促进社区居民对土

壤修复事务的积极参与感和归属感。公众参与决策机制的设

立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参与的民主性。使社区居民能够直接参

与土壤修复决策的制定过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确保决策符合公众利益。社会媒体与在线平台的利用以及教

育培训活动、志愿者参与计划等策略的整合，有助于扩大信

息传播的范围，提高公众对土壤污染和修复的认知水平，培

养更多关注环境问题的公众，并建立公众与管理方之间的互

信关系。

这一系列综合策略将确保土壤修复过程更加民主、透

明，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形成一个共同参与、

协同合作的土壤修复社会治理体系。

4.4 采取法规政策与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在法规政策与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方面，需要制定健全

的土壤环境管理法规，明确责任主体和管理流程，同时强化

对土壤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行业标准的设定与

更新也至关重要，以规范土壤污染场地的管理与修复操作，

保障修复效果。政策激励与经济手段方面，可通过税收优

惠、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和机构参与土壤环境管理与修

复工作，同时建立环境税收、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推动

企业减少土壤排放。国际合作与借鉴方面，强调加强与先进

国家的合作，借鉴其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和标准，通过国际研

讨会、交流活动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国内法规政策

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机制建

设，则通过建立联动机制，确保法规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

鼓励社会组织在监督、评估、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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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治理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同时，应急预案与监测网络建设

是为了应对土壤环境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对污染事

故的迅速响应和处置，同时建设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对

污染源的实时监测。法律援助与公益诉讼方面，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鼓励公益组织进行环境公益诉讼，通过司法途径推

动法规政策的合规执行，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社会

责任倡导和多元治理机制的建立则通过鼓励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主动参与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

价体系，并推动多元治理机制的建立，形成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多方参与的合力，全面推动法规政策与

标准的实施。这一系列措施的整合将构建一个坚实的法规政

策与标准体系，为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提供全面的法律基础

和操作指南，推动土壤环境治理事业的有序发展。

4.5 持续进行监测与评估
在持续监测与评估方面，应部署时监测设备，对土壤

环境进行持续的监测，通过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变化趋势，为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周期性评估与调整是确保土壤环境长期

稳定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步骤，通过定期对场地修复效果进

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管理策略和修复方案。还可以引

入生态系统健康监测，通过对土壤中植物、微生物、动物等

生态因素的观察，评估修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全面了解修

复效果，并为生态平衡的恢复提供科学依据。社会经济效益

评估机制考虑到项目对当地就业、产业发展和环境改善的贡

献，定期评估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确保项目对社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同时，建立风险溯源机

制，追踪污染源、评估可能的风险扩散路径，预测潜在风险，

同时制定应急预案，迅速应对可能的意外情况，最大程度减

少损害。设立利益相关方反馈与参与机制，定期征集公众、

企业、专业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增强社会参与，

使得决策更具包容性和科学性。最后，持续关注土壤修复领

域的技术创新，及时引入新的科技手段和修复方法，建立技

术更新机制，确保修复工作始终采用最先进和高效的技术，

提升治理水平。建立信息公开与传播机制，定期向公众发布

土壤环境监测数据、修复效果、风险评估结果等信息，通过

建立官方网站、举办公众讲座等方式，提高社会对土壤环境

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和理解度。总之，促进跨部门的协同与联

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确保相关部门间信息畅通，形成协

同合力，有助于项目的全面管理和资源整合，提高治理效果。

这一系列的综合手段将确保土壤环境管理与修复项目的长

期有效运行，实现治理目标的可持续达成。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道路上期望更多的科研人员、决

策者、企业家和公众能够共同努力，以更高效、更创新的方

法来推动土壤环境治理事业。通过共同的奋斗，有信心迎接

挑战，实现土壤环境的全面恢复，为子孙后代创造更为美好

的生存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论文所提出的各项策略将不断

演进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需求。土壤环

境的治理事业需要共同守护，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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