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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防治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孟旭超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详细探讨了土壤污染的内涵、来源以及主要危害。针对土壤污染的特点，分析了其隐蔽性、积累性和不均匀性等方面。此外，

还剖析了监管力度不足、农业面源污染严峻等治理难度。提出应加大监管力度、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强化风险管理、健全治理体系等对策。

强调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有效应对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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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污染内涵及危害 

1.1 土壤污染内涵 

土壤污染是指在自然界中，由于人类活动的不当干预，导

致土壤中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环境容许负荷的状态，从而影

响土壤质量、生态系统稳定和人类健康的现象。这些有害物质

可以是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放射性物质等，它们的存在和积

累可能会对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造成严重影响，进

而威胁生态平衡和农产品质量。 

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工业排放、农药化肥使用、废弃

物处理不当、交通尾气排放等。工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固

体废弃物中的有害物质，往往会被排放到土壤中，导致污染。

农业活动中，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也可能使土壤受到污染。

另外，城市化进程中的工地、道路建设，以及交通尾气排放也

是土壤污染的重要来源。 

1.2 土壤污染的主要危害及影响 

土壤污染对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首先，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污染会影响土壤微生

物、植物和动物的生存和繁衍，破坏生态平衡。其次，污染的土壤

可能会导致农作物、果蔬中毒物质的积累，威胁食品安全。此外，

有些有害物质具有累积性和生物放大性，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对人类健康产生潜在风险，引发多种疾病。 

1.3 土壤污染防治的现状和挑战 

当前，我国正面临严峻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生

态环境和健康损害。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防治土壤污染，如制定环境标准、推动科技创新、加强监管等。

然而，土壤污染防治依然面临着许多难点和挑战。 

首先，土壤污染的治理复杂性使得防治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多

种有害物质，需要科技创新和政策协同。其次，由于土壤污染的潜

伏期长，治理成本较高，需要持续投入和长期跟踪。另外，土壤污

染问题涉及面广，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此外，监测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以及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也是当前防治工作的亟需。 

在未来，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污染源的特点，加强科研力量的支

持，推动技术创新，建立更严格的法规标准，完善监管体系，加强

环境教育宣传，促进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共同致力于解决土壤污

染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2 土壤污染特点 

2.1 隐蔽性及滞后性 

土壤污染的隐蔽性与滞后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与空气和水相

比，土壤在遭受污染后，污染物往往难以被直接察觉，因为土壤作

为一个固体媒介，不像空气和水那样能够快速扩散和流动。这使得

土壤污染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于地下，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此外，

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往往具有滞后性，它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积累，

导致污染的影响并不会立即显现出来。因此，隐蔽性和滞后性使得

土壤污染的治理和评估变得更加复杂。 

2.2 积累性及复杂性 

土壤污染具有明显的积累性和复杂性。由于土壤中的有害物质

往往在排放到土壤后会长时间停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这

种积累性使得土壤污染的治理并不是一时之功，而需要长期持续的

努力。同时，土壤环境复杂，存在着多种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

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和交互作用也十分复杂。这种复杂

性导致了土壤污染的研究和治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不同污

染物的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2.3 难降解及不均匀 

许多土壤污染物具有难降解性，即它们在自然环境中难以迅

速分解降解。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污染物在土壤中长时间滞留，加

剧土壤的污染程度。此外，土壤本身的异质性和不均匀性也是一

个特点。不同地区的土壤组成、质地、含水量等存在差异，这可

能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地点的迁移和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在制定

治理策略时，需要考虑土壤的异质性和不均匀性，以制定针对性

更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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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污染的特点 

3 土壤污染治理的难点 

3.1 监管力度需要加强 

土壤污染治理中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监管力度的不足。尽管政府

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来规范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但是在

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着监管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格的问题。部分地

区和企业可能存在对环保规定的忽视，甚至出现违法排污行为。此

外，土壤污染监测手段和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确保能够准确、

及时地发现污染问题，从而加强治理的有效性。 

3.2 农业面源污染严峻 

农业面源污染是土壤污染治理中的另一个重要难题。随着农业

生产的不断发展，农药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导致了农田土壤的污染。

农药和化肥的残留可能会在土壤中积累，影响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安

全。此外，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堆肥使用也可能引发土壤污染。农业

面源污染的治理涉及农业生产的多个环节，需要统筹考虑农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寻求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减轻农业对土壤

环境的负面影响。 

3.3 风险管控任务艰巨 

在土壤污染治理中，风险管控任务的艰巨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准确评估污染程度和风险可能变得

十分困难。不同污染物的毒性、积累程度以及可能的迁移途径都需要

全面分析，这需要大量的科研和数据支持。而在风险管控中，不仅需

要权衡污染程度和人类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制定出适当的治

理策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潜在的风险。因此，风险管控任务的艰巨

性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确保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4 系统污染治理薄弱 

在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系统性的治理策略和手段显得薄弱。

土壤污染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污染源、多种污染物，以及多个治理环

节，如污染源控制、污染物修复、风险管理等。然而，目前许多治

理措施常常是分散的、孤立的，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此外，缺乏

有效的治理技术和方法，使得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降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提升治理策略的整体性

和系统性，确保治理措施能够全面覆盖土壤污染的各个环节，实现

全面、有效的治理效果。 

4 土壤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4.1 加大土壤污染治理监督力度 

为了有效防治土壤污染，必须加大治理监督力度。政府在制定

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时，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监管体系，确保

政策的有效执行。这包括加强对工业企业、农田和废弃物处理等方

面的监督，确保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环保标准。同时，建立土壤污染

监测网络，提高监测技术水平，加强对土壤污染的实时监测和预警，

以便及早发现和处理潜在污染风险。此外，加强执法力量，加大对

违法排污行为的惩罚力度，形成威慑效应，推动各方遵守环保法律

法规，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4.2 切实减轻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农业面源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切实减轻农

业面源污染状况是防治工作的重要方向。在农业生产中，应推动绿

色、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可以通过推

广有机农业、精准施肥等方式，降低农药和化肥对土壤的负面影响。

同时，加强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避免废弃物的随意堆放导致

土壤污染。此外，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水源地和湿地等，

有助于减少农田污染对土壤的影响，提高土壤自身的净化能力。 

4.3 不断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旨在对土壤污染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以减少

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首先，需要加强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对污染程度和潜在风险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

治理措施。其次，应该建立风险监测体系，实时监测土壤污染的变

化，及早发现污染风险，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此外，还需要加强

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将风险信息传达给政府、企业和公众，形成

共识，推动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4.4 健全土壤污染治理体系机制 

为了更好地推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健全土壤污染治理体

系机制。这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制定明确的责任分

工和目标任务，明确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职

责。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制定支持环保的激励政策，推动科技创

新，提升治理技术。企业应加强自我监管，增强环保意识，推动清

洁生产。公众应加强环保意识，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形成共同

推动土壤污染防治的良好氛围。此外，还需要加强合作与协调，推

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形成合力，共同

推动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5 结语 

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从对土壤

污染的内涵、特点以及治理难点的探讨中，我们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迫

使我们必须行动。在风险管理、监管力度加强等对策的支持下，我们有

望控制和减轻土壤污染的影响。然而，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和公众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我们应在制定政策和实施

措施时保持科学、综合的思维，推动治理工作不断向前。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更洁净、更健康的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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