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第12期·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46

场地污染土壤调查及评估探讨

王 薇
江苏方正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场地污染土壤的调查和评估方法。首先介绍了场地污染土壤的危害性，然后重点阐述了样品

采集与处理、实验室分析方法和场地污染土壤评估方法等环节。最后，对环境风险评估和生态影响评估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场地污染土壤的调查和评估提供参考，为环境保护

和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关键词：场地污染土壤；调查；评估

引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场地污染土壤

的问题日益严重。土壤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还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场地污染土

壤的调查和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重点介绍场地污

染土壤的调查和评估方法，包括样品采集与处理、实验

室分析方法和场地污染土壤评估方法等环节。同时，本

文还将对环境风险评估和生态影响评估进行讨论，并提

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

1 场地土壤污染特点

土壤是自然环境的基石，也是人类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场

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场地土壤污染具有一系列独

特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

的影响。（1）隐蔽性。土壤中的污染物通常难以通过
肉眼识别，往往需要通过专业的土壤调查和检测才能发

现。这些污染物可能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放射性

物质等，这些物质的浓度可能超过土壤自然背景值，对

人类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2）累积性。这是因为土壤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往往

会在其中积累，并逐渐向周边环境扩散。这种累积过程

可能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使得场地土壤污染具有长

期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3）不可逆转性。一旦土壤中
的污染物超过了其自净能力，这些污染物就会在土壤中

永久积累，难以清除。这种不可逆转性使得场地土壤污

染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进行治理和修复。

2 土壤污染概述

土壤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不仅是植物生长的基础，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

中各种活动的载体。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

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场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

凸显。（1）土壤污染的定义。土壤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
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土壤质量

下降，对生态系统、人类健康及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的现象。这种污染可以是由各种化学物质、物理和生物

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2）土壤污染的类型。土壤污染
可以根据污染物的类型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

是以下几种：第一，重金属污染：重金属如铅、汞、镉

等在土壤中难以降解，会对植物和动物产生慢性毒性作

用。第二，有机污染：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有机氯

等，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

第三，农药污染：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

农药残留物增加，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第四，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核素如铀、镭等在土壤

中的积累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影响。（3）土壤污
染的影响和后果。首先，土壤污染会对生态系统产生负

面影响，如导致植物生长不良、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其

次，土壤污染会对地下水和地表水产生影响，导致水质

恶化。此外，土壤污染还会对食品产生影响，通过食物

链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最后，场地土壤污染还会对经

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导致房地产价值下降、生态旅

游资源丧失等。（4）场地污染土壤问题的严重性。首
先，场地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难以被发现和监测。其

次，场地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一旦发生

污染，难以清除和恢复。此外，场地土壤污染还会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解决场地土壤污染问题需要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和监管力度，提高公众环保意

识，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

3 场地污染土壤调查方法

3.1  场地勘察
（1）现场观察法。勘察人员需要对场地进行实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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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解场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植被覆盖等情

况。通过现场观察，可以初步判断场地的污染情况以及

可能的污染源。（2）调查询问法。调查询问法是对场地
周边人员进行调查和询问，了解场地的基本情况以及污

染源。通过调查询问，可以了解到场地的历史沿革、企

业排污情况、污染物排放量等信息，为后续的土壤污染

调查和评估提供依据。（3）仪器检测法。仪器检测法是
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对场地进行检测和分析，以获取场

地的基本信息和污染物种类、浓度等信息。常用的仪器

设备包括GPS定位仪、地质雷达、气体检测仪等。通过仪
器检测，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场地的土壤污染情况。在

场地勘察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勘察前需

要对场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包括收集场地的相关资料、

制定勘察计划、准备必要的仪器设备等。第二，勘察过

程中需要保持客观、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每一个勘察

点进行认真记录和分析。第三，勘察结束后需要对勘察

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为后续的土壤

污染调查和评估提供依据。

3.2  样品采集与处理
（1）确定采样点位。在场地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采

样点位，根据场地的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等因素进行综

合考虑。采样点位应能够反映场地的整体污染情况，同

时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分布。（2）准备采样工具。根据
场地情况和采样需求，准备相应的采样工具，如钻头、

钻杆、采样勺、采样袋等。同时，需要准备标签、笔、

记录表等物品，以便对样品进行标识和记录。（3）采集
样品。在采样过程中，需要注意样品的代表性、均匀性

和深度。对于每个采样点，需要记录地理位置、土壤类

型、深度等信息，并拍摄照片或录像以备后续参考[1]。

（4）样品处理与保存。处理过程包括去除杂质、破碎、
研磨等，以便进行后续的分析测试。同时，需要将样品

保存在干燥、通风、无污染的环境中，并严格按照规定

的时间和温度进行保存。（5）样品运输与送检。在运输
过程中，需要注意防止样品受到污染或变质。同时，需

要将样品按照规定的程序送检，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在样品采集与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第一，采样点位的选择要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场

地的整体情况。第二，采样工具要干净、无污染，避免

对样品造成二次污染。第三，采样的深度要根据场地情

况和污染物类型进行综合考虑，确保能够获取到真实的

污染信息。第四，样品的处理和保存要严格按照规定进

行，防止样品受到污染或变质。

3.3  实验室分析方法

（1）化学分析法。该方法通过化学实验的方式，对
土壤样品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和测试。常用的化学分

析法包括滴定法、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等。这

些方法可以用于测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有机物、氮磷等

元素和化合物的含量。（2）仪器分析法。常用的仪器设
备包括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质谱仪等。这些设备

可以用于测定土壤中的有机物、农药残留物、多环芳烃

等化合物的含量。同时，还可以采用一些联用技术，如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对土壤中
的复杂化合物进行分离和鉴定。（3）生物分析法。常用
的生物分析法包括植物监测法、动物监测法和微生物监

测法等。这些方法可以利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对土壤

污染的敏感性，对土壤中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和分析。同

时，还可以采用一些分子生物学方法，如基因组学和蛋

白质组学等，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和基因表达进行监

测和分析。

4 场地污染土壤评估方法

4.1  污染等级评估
首先，需要明确评估的目标和范围。在污染等级评

估中，需要了解场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水文气象

等自然条件，同时还需要了解场地的使用历史、污染物

排放情况等社会经济因素。这些信息对于评估场地土壤

的污染状况和制定相应的治理措施至关重要。其次，需

要采集场地土壤的样品并进行实验室分析。通过对土壤

样品的化学成分、重金属含量、有机物含量、农药残留

物含量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场地土壤的污染状况和污

染类型[2]。同时，还需要对场地土壤进行剖面调查和地球

化学测量，以了解场地土壤的污染深度和分布情况。然

后，需要对场地土壤的污染等级进行评估。根据场地土

壤的污染物浓度、污染范围、污染类型等因素，结合场

地使用功能和环境质量标准，可以对场地土壤的污染等

级进行评估。一般而言，场地土壤的污染等级可以分为

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三个等级。接下来，需

要对场地土壤的污染影响进行评估。场地土壤的污染不

仅会对土壤本身产生影响，还会对地下水、地表水、大

气等环境因素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场地土壤的污染

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以了解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可能

影响。最后，需要制定相应的治理和修复措施。根据场

地土壤的污染等级和污染影响评估结果，需要制定相应

的治理和修复措施。对于轻度污染的场地土壤，可以进

行生态修复或植被恢复等措施；对于中度或重度污染的

场地土壤，需要进行化学或物理修复等措施。同时，还

需要加强对场地土壤的监测和管理，以保障治理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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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4.2  环境风险评估
首先，需要明确评估的目标和范围。在环境风险评

估中，需要明确场地土壤污染的风险源、风险受体、风

险路径和风险程度等。同时，需要考虑场地所在区域的

环境状况、社会经济因素、风险管理措施等因素，以全

面了解场地土壤污染的环境风险状况。其次，需要对场

地土壤的污染物进行识别和评估。通过对场地土壤的化

学成分、重金属含量、有机物含量、农药残留物含量等

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场地土壤的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同

时，需要对这些污染物进行危害性和毒理学评估，以了

解其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然后，需要对场地

土壤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场地土壤的污染物种类

和浓度、环境条件、受体暴露情况等因素，结合环境质

量标准和毒理学评估结果，可以对场地土壤的环境风险

进行评估。最后，需要对场地土壤的环境风险进行定量

评估。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利用已有的数据库，可以对

场地土壤的环境风险进行定量评估。这些模型或数据库

需要考虑场地土壤的污染物释放机制、受体暴露情况、

环境介质间的相互作用等因素，以准确预测场地土壤的

环境风险状况。

4.3  生态影响评估
生态影响评估是对场地污染土壤对生态系统产生的

潜在影响进行评估的过程。这包括对植物、动物、微生

物等生物组分以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也包括对整个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首先，进行现场调查。这

包括对场地及其周边环境的观察和记录，包括地形、气

候、水文、植被等信息。同时，也要收集和了解场地土

壤的污染历史、污染物种类和浓度等信息。这些信息将

有助于评估场地土壤污染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3]。其

次，进行生态系统组分的调查和分析。这包括对植物、

动物、微生物等生物组分的调查和分析，以及土壤理化

性质的测定。通过这些数据，可以了解场地土壤污染对

生态系统组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改变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然后，进行生态影响评估。这包括

对生态系统组分的健康状况、多样性、生产力等进行评

估，也包括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分析。通过这些数

据，可以评估场地土壤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这

种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接下来，进行

风险评估和预测。这包括对场地土壤污染对生态系统的

风险进行评估，也包括预测这种风险在未来可能会如何

变化。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以降低或消除场地土壤污染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最

后，制定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根据生态影响评估和风

险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这些措施可

能包括植被恢复、动物种群恢复、微生物群落重建等，

也可能包括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降低污染物浓度等。通

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降低或消除场地土壤污染对生

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结语：总之，通过科学合理的调查和评估方法，可

以有效地了解场地土壤污染的情况，为制定相应的治理

和修复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加强环境风险评估和生态

影响评估，可以更好地预测和控制场地土壤污染对环境

和人类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场地污染土壤的调

查和评估工作，为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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