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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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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发展十分迅速，由此造成的污染状况也就十分严重，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

际进行治理。实际作业环节，工业污染场地土壤污染的类型较为多样而且规模较大，针对此类污染的治理就具有一定

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制约污染的落实。此背景下，就要求相关人员对工业污染的类型进行研究，并且分析其危害，在

此基础上制定专业的解决策略，实现对污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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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环节，由于其需要对各种化学物质进行生

产加工，生产环节还会排放出大量的危险废弃物，对环

境产生影响，所以工业污染地块一般规模较大，状况较

为严重。而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保护逐渐成

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土壤

污染治理就成为相关人员关注的要点，要求相关人员结

合工业污染地块的实际制定污染的治理策略，实现对土

壤的修复。但是实际作业环节，工业污染地块规模较大

而且类型较多，针对其的污染治理具有较大的难度，难

以满足环境发展的需要。所以实际作业环节，本文就从

工业污染入手，浅谈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的类型，分析其

特点与危害，然后结合实际需要制定专业的治理方法，

实现对土壤污染的修复。

1��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概述

工业污染地块是指因为工业活动导致土壤、水体或

空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区域。这些地块通常含有大量有毒

化学物质或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对周围环境和人类健康

造成潜在威胁。所以土壤污染的治理就十分必要，需要

相关人员加强对其的重视。现阶段处理工业污染地块土

壤污染的方法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技术手段。

常用方法主要有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污染源治理、土

壤修复技术、土地再利用与重建、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

以及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等。处理工业污染地块是一个

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企

业和公众应该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保护环境、维护人

民健康。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

治理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并在

治理过程中保证环境安全和人类健康。此外，还需要建

立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加强污染源管理，预防土

壤污染的发生。

图1��污染土壤的技术类型

2��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的类型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的类型多种多样，具体取决

于污染源和所涉及的工业活动，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

进行分析。一是有机物污染，包括石油、石化产品、

溶剂、农药等有机化合物的污染。这些物质可能来自石

油化工、化学制药、印染、农业等行业；二是重金属污

染，包括铅、汞、镉、铬、铜等重金属元素的污染。这

些重金属通常来自冶金、电镀、电子废弃物处理等工业

活动；三是放射性物质污染，包括放射性同位素的污

染，如铀、铯、锕系元素等。这种污染可能来自核能工

业、医疗设备使用或事故泄漏；四是氮、磷污染，主要

由农业活动（如过量使用化肥）或食品加工行业排放的

废水和废弃物导致的土壤氮、磷含量超标；五是氨、硫

化物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尤其是钢

铁、石化和纸浆行业；六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污染，包括溶剂、挥发性有机废弃物等的污染，来自化

学、印刷、涂料等行业；此外还可能包括塑料制品、电

子废弃物、农药残留等其他类型的污染。需要注意的

是，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可能会相互交织，导致复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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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情况。因此，在处理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时，需

要进行详细的污染评估和分析，以确定污染类型和程

度，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3��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的危害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造成严

重的危害。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危害：一是植物生长受

限，污染土壤中的有害物质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抑制植物根系的吸收能力，导致植物生长受限甚至死

亡；二是土壤质量下降，污染物会改变土壤的理化性

质，破坏土壤结构，降低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使土壤

质量下降；三是地下水污染，污染物可以通过渗漏或迁

移至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资源，威胁饮用水安全；四是

生态系统破坏，土壤污染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影响

土壤中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与繁殖，导致生态

系统失衡；五是健康风险，接触受污染土壤可能导致人

类健康问题，如皮肤疾病、呼吸系统问题、神经毒性、

癌症等。因此，及早治理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恢复

土壤质量和保护环境，是保障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

图2��土壤污染的治理流程

4��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方法

4.1  土壤修复技术
针对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的治理，土壤修复技术

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对被污染的土地进行修复，以

下是几种常见的土壤修复技术：植物修复，主要利用

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代谢机制来修复污染土壤。植物通

过吸收、转运、积累或降解污染物，促进土壤中污染物

的降解和转化。常见的植物修复方法包括植物吸收、植

物挥发、植物降解和植物稳定化等；二是微生物修复，

利用微生物的生物活性来修复污染土壤。微生物可以降

解有机污染物或转化无机污染物，促进土壤中污染物的

降解和去除。常见的微生物修复方法包括自然微生物修

复、增加外源菌种的菌群修复、菌株基因工程等；三是

化学修复，利用化学方法来稳定化或萃取土壤中的污染

物。化学修复技术包括添加化学稳定剂，如磷酸盐、氢

氧化钙等，以降低重金属的可溶性和毒性；以及使用萃

取剂，如有机溶剂、界面活性剂等，将污染物从土壤中

萃取出来；四是电动力修复技术，利用电场作用，促使

土壤中的污染物在电势梯度的驱动下迁移、去除或转

化。该技术适用于带电污染物，如重金属离子等；五是

土壤洗涤技术，通过水或溶液的冲洗，将污染物从土壤

颗粒表面或内部去除。该方法适用于可溶性或可分散的

污染物。需要根据具体污染的类型、程度和土壤环境的

特点，综合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

监测和评估，确保治理效果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不同

的修复技术也可以结合使用，形成综合修复方案，提高

治理效果。

4.2  热解技术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的热解技术是指通过高

温处理污染土壤，将有机污染物热解分解，并固化重金

属等无机物质的修复技术。该技术适用于有机污染物浓

度较高、面积较大的污染地块。热解技术主要分为非加

压热解和加压热解。非加压热解是指在常压下进行的高

温处理，常用的非加压热解技术包括热风气流法、电阻

加热法和热蒸汽提取法等。加压热解是指在高压下进行

的高温处理，常用的加压热解技术包括微波加热、超临

界水氧化等。在具体实施中，热解技术需要根据不同污

染地块的情况选择适当的处理方法。一般而言，对于有

机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污染地块，采用非加压热解技术比

较合适，因为这种方法可以较快速地将有机污染物热解

分解，并固化重金属等无机物质[1]。而对于有机污染物浓

度较低的污染地块，采用加压热解技术可能更为适宜，

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更彻底地去除有机污染物并减少二次

污染的风险。

4.3  土壤改良技术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的土壤改良和改造技术

是指通过添加改良剂或改造土壤结构等措施，改善污染

地块土壤的生物化学性质、提高土壤肥力和抵抗能力，

从而达到修复土壤污染目的的手段。常见的土壤改良技

术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有机改良，通过添加有机物质

改良污染土壤，如施用有机堆肥或添加腐植酸等。有机

改良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通气性、提高

土壤保水性和保肥能力，促进土壤微生物繁殖和降解污

染物；二是矿物质改良，通过添加石灰、磷酸盐、硅酸

盐等矿物质改良污染土壤，提高土壤的pH值和养分含
量，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和作用；三是生物改良，利

用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改良污染土壤，如利用细菌、

真菌、植物等进行生物修复，或使用某些细菌、真菌来

改善土壤环境；四是土地再利用，可以将污染地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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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土地用途，如建设公园、休闲区、农业用地等，

通过重新设计和构造土体结构，实现土壤的清洁和治

理；最后是土壤改造，通过加入粘土、砂、水泥等改造

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物理性质和机械强度，增加土壤

的抗冲击能力和耐久性[2]。在具体实施中，还需根据治理

后的土壤质量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修复方案，以

达到最优治理效果。

4.4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的监测与保护技术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的监测与保护是确保治

理效果和环境安全的重要环节。首先要对工业污染地块

进行详细的污染源调查与评估，了解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分布情况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这为后续

治理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基础数据；其次是土壤监测，要

建立土壤监测网络，定期对污染地块的土壤样品进行采

集和分析，监测污染物的含量和分布情况，并跟踪污染

物的变化趋势。这有助于评估治理效果和采取相应的措

施；三是水体监测，要监测污染地块周边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了解污染物的迁移和扩散情况，及时发现地下水

和邻近水体的污染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四是

空气质量监测，要对污染地块周边的空气质量进行监

测，特别是有挥发性污染物释放的工业场所。这可以评

估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预测和防止其对周围环境和人

体健康的影响；五是生物监测，通过对植物、土壤动物

或微生物的监测，评估土壤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恢

复情况。这可以提供关于生态风险的信息，指导修复措

施的实施[3]。这包括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现场安全管理

和紧急应对计划的制定等。以上措施的目的是确保及时

监测污染物的迁移和变化，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

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

结语

近年来，尽管我国工业地块的治理在技术及政策体

系的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成熟健全的污染地块

治理体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

发展。一方面，要持续加大土壤污染相关科技研发的资金

投入，吸引更多科研力量加入土壤污染修复行业；同时督

促高校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学科的建设，为土壤污染防治

大军持续输出高质量人才。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土壤污染

防治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法规及标准体系，规范土壤修

复行业，提升土壤修复的理论及技术水平，扎实推进“净

土”保卫战。在“补短板”的同时，也要结合国情及治理

中的实际问题，探索新思路，开发新技术，尝试新模式，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污染治理之路，为土壤污染

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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