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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it is production activities, or daily life, all need to be “down-to-earth”,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lan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evel,	and	social	appearance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forming	a	good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but	also	in	the	process,	some	pollution	and	damage	problems,	thus	affecting	the	balance	
of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mong them, soil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is	difficult,	and	the	repair	process	is	 long,	and	the	management	pressure	is	heavy.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obtain good soil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deeply from the restoration technology and treatment method, combine 
with the reality, analyze the reasons, apply the case, strengthen the daily supervision and process control, so as to obtain a good soil 
environme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bal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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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生活，都需要“脚踏实地”，都离不开土地的支持。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文化
水平，以及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整体向好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在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污染与破坏
问题，从而影响了整体生态环境的平衡。其中，土壤的污染问题就成为环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土壤污染的治理难度大，
修复过程中长，管理压力重。基于此，要获得良好的土壤质量，就需要从修复技术，治理方法上深度思考，结合实际，分
析原因，对症下药，加强日常监管与过程控制，从而获得良好的土壤环境，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的平衡创造
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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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地域广袤，人口基数庞大，工农业生产十分发达。

并且，在高速度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一些粗放型的理念与方

法，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发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环境

问题、生态平衡已经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落实环境

质量，减少不正当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所造成的场地土壤污染

问题，就需要从意识上、管理上、体系上、方法与技术上来

全面强化。但从当前环境管理，以及场地土壤修复水平与治

理能力的现状来看，都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导致土壤污染

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土壤的修复与治理也需要从原

因上来找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特点来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修

复与治理策略，才能够收获良好的修复与治理效果。论文就

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并就土壤修复与治理的

有效策略进行简单阐述，以供参考。

2 导致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新时代背景下，在良好的经济条件支持下，在先进技

术手段的促进下，社会发展的趋势与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更生态、更环保、更和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原

本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应于当前的

社会发展要求。因此，着眼长远，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改善，就成为社会共识。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与治理，是

一个系统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生产大

国，而且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资源过度消耗

现象仍然存在。而良好的场地封修复与治理成果实现，必然

建立在污染原因的分析与控制之上 [1]。导致场地土壤遭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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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不科学的生活活动所造成的土

壤污染，比如垃圾不分类，处理不及时，不彻底，以及粪污

无害化处理程度低，而导致的土壤污染。第二，落后的生产

方式所导致的土壤污染，以化生产为例，在化工生产过程中，

不同的化工产品会运用不同的化工生产技术，会添加不同性

能，不同作用的化学剂以及原料等。这些原料经过不同工艺

加工，形成新的产品，但是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我们所常见的三废，很大一部分就是化

工生产中所产生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废物物质，这些有害

物质都会无一例外的对土壤产生污染。

3 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方法

3.1 运用微生物土壤修复理念
众所周知，土壤的成分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这些微

生物的结构与类型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在

污染场地的土壤修复技术运用中，就可以将微生物理念更好

地融入土壤修复工作中来。通过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检测

技术等来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类型进行分析，包括类型分析与

成分分析，将微生物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例如，利用微

生物的降解作用，来实现对污染物的有效降解，从而实现减

轻污染，实现修复的作用。通过从场地污染土壤的实际特征

出发，利用微生物培养技术来培养针对性的微生物群，在时

间的作用下实现高质量的土壤修复效果 [2]。

3.2 运用植物修复理念
不同的场地环境中，可以存活不同的植物类型，而植

物各类的差异性也表现在了土壤修复的作用差异上。一些植

物的结构与成分十分特殊，能够有效吸收土壤中的有害物

质，比如重金属等。那么，在土壤修复的方法运用过程中，

就可以将植物的这种特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利用更自然，

更环保的方式来实现对场地污染土壤的有效修复。当然，利

用植物转基因培养进行土壤修得在过程上较长，但是生态环

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再产生新

的污染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植物转基因培养修复方法的

运用，就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点。这也是成本较低，作用较

为显著的土壤修复手段之一。通过借助植物根系的新陈代谢

作用，来对土壤中的有害物质进行吸收，分解与控制。当然，

要充分发挥出植物转基因土壤修复的有效性，首先需要对土

壤成分进行有效且全面的分析，了解到具体污染的程度，以

及污染物的主要成分，再结合这些成分特点，来科学地选择

需要培养的植物转基因类型，做到针对性的修复，实现更好

的修复成果。

3.3 运用动物修复理念
在场地污染土壤修复理念与技术的运用过程中，不仅

仅植物可以发挥出很好的修复能力，动物也是如此。简单来

说，动物修复技术应用在防治土壤污染的工作中，是发挥

出动物的自身特质来保障进行土壤中的有机废料进行吸收，

从而保障实现土壤环境的改善 [3]。在此环节中，主要是借助

于土壤动物的特点，来保障土壤成分与性质的改良，比如常

见的蚯蚓，就是一种可用于污染土壤修复的动物，蚯蚓能够

使得土壤更松散，提升土壤缝隙，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生长

空间，使得植物的生长环境更合理，助力植物修复作用的全

面发挥，构建良好的土壤共生关系结构。而且，蚯蚓能有效

进行土壤中过剩的有机物的分解处理，有效保障土壤肥力增

强，实现良好的通气性要求，这样也意味着全面保障土壤的

生态恢复能力的提升。同时，结合土壤动物的特点，可以积

极开展其生产环境的构建，有效控制土壤动物的培养成本，

全面提升综合效益。

4 土壤治理的有效策略

4.1 强化宣传，提升认知
如前文所述，导致土壤污染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而无论是修复工作，还是治理工作，都需要基于污染原

因之上来开展。而通过土壤污染原因的总结不难发现，很大

一部分都是由于意识不够，认知不足而导致的生产生活不规

范，不合理所导致的。这是由于，对于土壤保护的意识不强，

以及生产生活理念落后，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缺乏良好

的土壤保护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也由于缺乏相应的生态

理念与技术，以至于造成了土壤的污染问题发生 [4]。所以，

要针对这些原因，来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利用多样化的宣传

渠道，来提升人们的认知，包括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

形式，让宣传活动走入基层，走进企业，团体机构等。通过

多样化的宣传内容、资源与模式来帮助个体与集体，从思想

上转变认知，了解土壤保护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

于一些重点企业，高污染行业而言，企业的高层，管理层要

发挥出带头作用，领导作用，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

开展。包括组织环境保护会议活动，分析当前企业生产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将环境保护的任务进行细化分配到具体的部

门和岗位中来。通过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加强，以及科学地

组织生活活动等多样化的形式来提升环境保护的有效性。通

过应用绿色理念与节能环保生产技术，来优化生产环节，做

好污染物的处理工作。例如一些化工企业，就能够从化工生

产工艺设计上落实环境保护与土壤治理要求，对化工生产步

骤、岗位、原料，进行科学性、针对性的设计，这样就能够

使得化工生产的过程更加合理、环保、安全、高效。

4.2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巩固土壤修复与治理成果
无论是在生产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活动中，都

会不同程度上产生污染物，为了更好地保障人类的生存环

境，提升生活质量，保证生命健康。就需要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好过于后期花时间，花技术、花资

源来进行土壤修复工作。而且土壤的修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

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要更加着重于前期的预防

与控制，而不是一味地花重金来投入治理。没有污染，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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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治理，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只有控制好原因，才能够有好

的成果。尽管当前中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的环境保护办法，并

且利用一切可行的渠道与方法来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但是

土壤的治理，环境的保护仍然不能仅仅只是靠个体与团体的

自觉性来实现，还需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深度与广度，才

能够实现良好的环境管理成果 [5]。第一，要加大执法力度，

通过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双管齐下，联合各部门，比如环境

部门、安监部门等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对管理区域内的企业，

团体与个体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成果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排查，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依法对违规生产的企业与个体采取限

期整改甚至停业整顿的措施加强治理成果；第二，在执法管

理上进行创新，通过应用网格化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将管理

区域进行物理分层，责任分层，全面落实分层，分级，分片

区的管理理念，从物理空间上，从管理责任上，落实落细执

法要求，形成网格化管理大格局，确保生产活动的规范性，

降低土壤污染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巩固土壤保护与治理

成果。

4.3 加强人才引进，提升土壤修复与治理能力
无论是土壤的修复工作，还是土壤治理活动的开展，

在越来越复杂的修复与治理形势下，土壤保护工作越来越离

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持。这是由于，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生活

模式下，对土壤所产生的污染情况越来越复杂，修复与治理

的难度了与日俱增，要获得更好的修复与治理成果，就需要

结合实际，了解情况，并能够运用先进的方法与技术来强化

修复与治理质量。所以，加强人才的引进，大力补充土壤保

护与治理队伍，提升人才储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人才

引进，队伍建设等多样化形式的人才引进与培养活动的开

展，来管理队伍的综合能力。并积极落实好各项管理与治

理工作，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积极地践行环境保护要求，

严格按照要求来落实生产活动，规范操作，将环境保护的落

实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同时还可以延伸到生活范围

中，影响更多人，以此来实现更好的环境保护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土壤是人类繁衍生息，以及生产生活高质

量的重要载体，在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与趋势下，在绿色生态

环保理念深入前提的大时代背景下。强化环境管理，做好场

地土壤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工作，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而要达成这些目

标，就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发

挥带头作用。不断完善生态管理体系，加强对土壤治理有效

方法的深入研究，积极融入新观念落实日常生产管理，加大

政策以及资金的投入力度，运用新技术来加强土壤修复质量

的提升，全面落实和强化生产生活环境保护机制，切实提高

场地土壤治理与修复的综合能力，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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