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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虽然国家发展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便利，但工程项目及工业发展会给人们的生活环

境带来污染，目前，我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越来越

严重，在保障徒弟提升价值及扩大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使

用面积的基础之上，还应满足国家环境生态需求，在开

展土壤和地下水场地修复工作之前，还应做好相关调查

工作，进而满足土地资源运用的合理性及持续性，对调

查结果展开分析，制定合适的修复方案，减少土壤和地

下水场地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保障人们身体健康情况 [2]。

一、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调查及修复工作开展流程

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土壤环境是必不可少的环

境场所之一，但同时也是生活垃圾及工业垃圾的聚集地，

对全国污染杂质所存在的环境展开分析，主要存留场所

便是土壤中，由于土壤具有交互性，随着时间推移，土

壤自身将会进行二次分化，进而扩散成土壤颗粒杂志物，

甚至还会通过食物链的方式传递到生物及人体体内，对

人体健康情况及生态环境带来污染，影响生态平衡及身

体健康，目前，我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理念，但依旧存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展开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之

前开展调查工作尤为重要，具体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分为

以下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评估，首

先应做好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资料收集与分析，对土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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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展开勘察，其次，应辅助完成相关人员访谈工作，再

此将以上勘察及访谈内容进行汇总登记，根据结果展开

分析，进行评估是否需要对场地进行二次调查；第二阶

段为场地环境调查，在开展调查之前，制定初步调查计

划，再到现场进行调查取样，将取样结果进行汇总登记

完成评估与分析，再对结果进行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开

展详细调查，若需要应再次制定更为详细的调查计划，

再次对现场详细调查取样，进行数据评估分析，第三阶

段同样为场地环境调查，对土壤及地下水场地特征参数

展开调查，与此同时，还应对场地暴露参数展开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场地环境调查报告制定，完成调查工

作，为修复工作奠定基础 [3]。

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工作内容共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修复方案编制，根据调查工作结果进行修复

方案探讨，确定修复方案策略，不断筛选与评估修复技

术，将修复方案与原方案进行对比，制定适当且合理的

环境管理计划，编制最终版修复方案，第二阶段为环境

监理，此阶段主要是修复过程监理工作，制定修复实施

方案，实施场地修复工程，第三阶段为验收与长期管理

阶段，对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效果进行验收，验收完

成后对场地展开长期管理，完成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

工作 [4]。

二、场地环境的资料收集工作开展、现场勘察工作、

及调查结果分析工作开展

首先，对场地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所需要收集的

资料主要包括调查场地的使用情况、历史场地应用情况、

政府相关文件情况以及场地相关环境资料等，调查内容

为土壤及地下水场地周围的污染情况，人为污染因素及

自然环境因素，将调查内容进行记录，除此之外，调查

工作人员还应将自身专业知识与工作相结合，识别重要

信息，初步完成污染源判断；其次，现场勘察工作的开

展应对场地内开展的相关生产工艺及实际生产面积进行

判定勘察，还可结合人为调查与洽谈的方式对现场生产

所需要的材料、机械进行询问，但应注意在勘察场地面

积时，应以全部土壤面积为主，按边界设定完成勘察；

最后，开展现场采样工作，确定现场调查范围后，对场

地内的土壤情况及地下水污染情况进行采样监测，场地

环境调查结果应以实际调查资料为依据，结合人员洽谈

结果，对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况进行判定，与此同时，

还应确定污染程度，在此过程中，相关人员应注意对此

污染区域可能存在高风险污染地区展开关注，将以上调

查结果数据进行汇总，评定污染风险等级，确定场地修

复目标，确定最终修复方案 [5]。

三、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调查工作开展

1. 土壤调查与采样工作

对土壤污染源的调查工作开展主要以现场采样为主，

需要专业工作人员使用专业检测污染源设备完成，对场

地土壤进行不定点采样，对可能分布污染源位置进行标

记，进而分析污染源位置，在对污染源位置展开调查时，

可采用疑似污染源显隐性方式判断，若在无人类生活生

产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土壤内依旧存在其他化学

成分含量，我们将其判断为显性疑似污染源，将此片化

学成分含量多的土壤设定为疑似污染区域，对此区域需

要相关专业人员使用专业采样仪器进行现场采样，除此

之外，隐性疑似污染源通常是在比较隐蔽的存在与土壤

之中，则需要根据实际场地条件采取适合的污染物监测

与采样，通过概率法完成隐形疑似污染区域确定 [6]。

对显性污染区域及污染源处的土壤进行采样时，其

深度的确认可根据场地污染特点进行判定，还可根据土

壤场地环境的污染物类型及种类进行土壤采样深度判定，

在开展采样工作过程中，应判定出具有代表意义的土壤

样品展开分析，最终确定整片土壤场地污染情况，除此

之外，还应根据实际采样工作情况，结合水质资料及时

做出调整与更新 [7]。

2. 地下水场地调查与采样工作

在对地下水场地调查过程中，可以采用假设的方式

完成污染源判定，将需要调查的场地作为设定核心，再

将地下水场地的核心设定在场地周边，在开展场地周边

环境调查过程中，判断分析地下水流动方面，将此方向

作为调查方面，将地下水采样点设定在水流动方面的上

游及下游位置，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地下水污染情况是

否与土壤污染物的转化有关，如果存在土壤移动情况，

则可以对地下水进行取样检验、弥散测试等方式来完成

污染物移动原因 [8]。

四、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工作开展

随着国家不断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也做到与时俱

进，越来越多的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技术逐渐呈现，

现如今，我国强化修复技术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物理修

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生物修复技术及异位修复技术

等，以上四种修复技术主要工作目的以达到目标修复结

果和提高修复时效为主，无法满足当下土壤环境的利用

与开发使用情况，就目前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自身能力进

行分析，虽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污染，若不超负荷，土壤

自身和地下水自身可以进行简单的自身修复，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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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开展场地修复过程中，应将此种问题参考进去，以

强化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复能力为主，开展强化修复技

术应用 [9]。

1. 强化自然修复技术

自然修复技术主要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污染物质

自然完成降解，通过自然环境中的物理作用及化学反应

形成降解，进而将土壤及场地中存在的污染物杂质浓度

下降直至消除。在自然修复技术的分析过程中，随着时

间推移，污染物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减，但衰减过程

一般较长，所需时间较长，因此，为了降低环境污染情

况，仅仅通过自然修复技术无法满足人类需要，无法解

决环境污染情况，想要短时间完成土壤及地下水场地修

复则需要在自然修复的基础之上结合人工修复工作，进

而提升修复时间及修复效率，我们称之为强化自然修复

技术。目前，对强化自然修复技术展开分析，其具有耗

能低、持续作用时间长等特点，已被广泛应用至土壤及

地下水场地修复工作过程中，在此技术应用过程中，可

对污染物起到以下几项作用：降低化学转化能力、增强

物理隔离作用、降低污染物转移作用等，修复效果极其

显著 [10]。

2. 强化自然修复技术工作应用

首先对需要修复的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进行资料调

查与收集，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土壤及地下水场地污染

情况分析，再将需要修复的土壤及地下水场地内的污染

物类型、污染程度及周围污染信息进行统计与记录，对

污染信息进行量化统计；其次，对需要修复的土壤及地

下水场地污染范围内的污染物展开风险评估，以经济可

行性及技术可行性作为依据，充分考虑生物风险模型建

立方案，为制定强化自然修复方案，提高修复工作率奠

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应定时对需要修复场地的自然修

复状态进行调查，对自然修复能力及结果进行分析与评

估，制定强化自然修复方案时以土壤及地下水场地自身

修复能力为依据，判断强化修复技术的方案应用是否有

效，最后，对土壤及地下水数据展开监测，对强化修复

措施类型展开分析与探讨，进而保障强化修复工作开展

时效性。

五、结束语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经济同样与时俱进，与

此同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条件，但同样为人类

及社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土壤及地下水场地环境污染

则成为污染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为了进一步减少污染带

给人们的危害状况，保障人们身体健康，开展土壤及地

下水场地调查与修复工作尤为重要，应用加强洗染修复

技术可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是周围生态环境尽快恢复，

减少环境污染情况出现，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高

国家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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