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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含有重金属

的废气、废水和废渣进入土壤，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不断升高。据统计，全球约有20%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

的重金属污染，我国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十

分突出，一些农田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标准数倍

甚至数十倍。重金属物质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排

放、农业活动和城市废弃物等，主要包括镉、铅、汞、

砷等，它们在土壤中不易被降解，具有长期性、累积性

和隐蔽性等特点，在土壤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生态

环境产生不可忽视的危害。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会影响

农作物的生长和品质，还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

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此外，土壤重金属污染还会对生

态系统造成破坏，影响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1　污染场地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

研究根据上述研究区域的土壤重金属现状评价结果，

获取研究区域土壤的重金属浓度含量，以此获取土壤重

金属污染空间分布特征，将研究对象划分成北部、中部、

南部三个部分，获取土壤重金属含量结果。在研究目标

区域中，土壤中砷、铅、镍、铜、镉、锌等６项重金属

污染均超标。其中，镉元素、铅元素以及锌元素的超标

程度较高，污染程度较深；砷元素、镍元素污染程度较

低，铜元素污染程度中等。从整体来看，在研究目标区

域中，区域北部土壤重金属浓度含量较低、中部高于北

部地区，南部地区重金属含量浓度最高，污染程度最深。

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常年风向为北风，且风速在３级以上，

所以空气中的重金属污染颗粒会随着风向吹往目标区域

北部，落地后与土壤融合，造成土壤的二次污染。

2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土壤重金属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具有严重危

害。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重金

属在土壤中积累，会导致土壤结构破坏、肥力下降，显

著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导致植物矮小、叶片黄化、

根系发育不良等问题，甚至会导致植物死亡；二是土壤

重金属污染会对土壤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生物产生毒

害作用，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从而对生物多样性带来

危害；三是受污染的土壤中的重金属可以通过淋溶作用

进入地下水或地表水体，从而污染水体资源。四是土壤

重金属污染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破坏生态平衡。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重金属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类健康造成

潜在威胁；二是重金属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

产生慢性毒性，引发各种疾病，如癌症、神经系统疾病

等。三是某些重金属还具有遗传毒性，可能对人类的生

殖系统和后代健康产生影响 [1]。

3　污染场地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的应用

3.1铜元素修复

利用微波强化［S，S］－乙二胺二虎珀酸淋洗方法

完成土壤修复后，土壤中铜元素浓度含量能够成功达到

当地土壤背景值。并且，由于研究区域北部污染程度较

轻，该部分检测出的土壤铜元素浓度含量经修复后，能

够达到国家土壤一级标准，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南部区域

经修复后，土壤中铜元素浓度含量也达到了国家二级土

壤标准。由此即可证明，利用所提方法完成土壤重金属

修复时，所提修复技术的修复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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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为了分析工业园重金属污染情况，提出了污染场地土壤重金属分布特征及修复技术。以某工业园为

研究对象，对其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研究发现，该地区在运营期间，存在砷、镍、铅、铜、锌、镉等六类重金属

污染元素，且污染程度较为严重。调查结果显示，土壤重金属污染浓度呈现北低南高的趋势，可能由周边工业活动

导致。本文就此展开了相关内容的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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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加强对污染治理的重视

首先，重视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持。一方面要加

大科研投入，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

相关科研的投入，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相关研究，

提高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应重视推广应用先

进技术，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提

高治理效率和效果，降低治理成本。其次，要重视开展

国际合作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

土壤污染治理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和引进先进治理技术

和成功经验，提高我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水平。同

时，与其他国家分享成功案例，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土壤

重金属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标准

的制定，推动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标准与国际接

轨。再次，应重视加强政策和法律支持。一方面，政府

可以出台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明确土壤重金属污

染治理的责任和要求，加强对污染源的监管和处罚力

度，确保企业和个人遵守环境保护法规。另一方面，应

重视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和个人在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2]。同时，政府可以出台

相关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例

如，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技术创新奖励等，

激励企业和科研机构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污染治理研究和

实践。

3.3科学地控制污染源

首先，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一方面，在规划产业发

展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避免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严

重的地区建设高污染企业。另一方面，要重视合理布局

工业园区，加强污染源的集中管理和集中治理污染源，

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其次，要强化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

监管和环保执法。强化对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畜禽

养殖废弃物的管理，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建立健全

的环境监测体系，对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

处理违规排放行为，确保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防止其

中的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土壤。再次，要重视推广清洁生

产和发展循环经济 [3]。一方面，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技

术、使用环保型工艺技术和设备，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

的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从源头上控制土壤重金属

污染。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循环经济模式，使废弃物得

到有效处理和利用，可以减少对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

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倡导绿色

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农药、化肥和畜禽养殖废弃物中重

金属的输入。

3.4合理选用污染治理技术

首先，优先选择生物修复技术。利用微生物、植物

根系过滤重金属离子，降低土壤中重金属活性，降低其

生物有效性，是当前最经济有效的修复方式之一。其次，

有针对性地应用固化 / 稳定化技术 [4]。该技术主要通过添

加固化剂、稳定化剂，使得重金属离子与土壤固相物质

结合，进而降低重金属的释放能力。常用的固化剂包括

石灰、沸石等，稳定化剂目前还比较少。此技术对于重

金属污染严重的场地修复效果显著。第三，合理应用土

壤剥离与移除技术。对于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场地，剥离

与移除已经无法满足场地内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需要

对其进行移除转运。

结束语

综上所述，污染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影响

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问题，治理工作刻不容

缓。只有加强污染源控制，提高污染治理重视度，合理

选用污染治理技术，才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

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参考文献

[1]牛杏杏.工业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解决策

略[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3，4（03）：126-128.

[2]李爽，党金霞，于成龙，薛瑞媛，姜淼.重金属

污染场地土壤浸出毒性浸出方法对比研究[J].环境科学与

管理，2022，47（11）：132-137.

[3]宋文恩.电镀企业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

研究[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2，3（11）：133-135.

[4]顾维，高连东.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

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J].世界有色金属，2020，（23）：

20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