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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ome	of	the	original	construction	land	is	relocated	or	demolished,	the	remaining	soi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life	of	surrounding	residents,	but	also	affects	the	subsequent	land	us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soil	pollution,	select	appropriate	remediation	methods,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and	do	a	good	job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analyze	the	soil	pollution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applied	soil	pollution	remediation	methods,	and	put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strengthening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oil pollution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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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乡规划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原有的一些建设用地进行搬迁或拆除后，遗留的土壤环境污染问题
愈发严重，不仅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后续土地的使用。相关部门提高重视程度，结合土壤污染设计情况，
选择恰当修复方法，实现预期目标，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主要分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情况，以及应用
的土壤污染修复方法，并提出几点有效的强化措施，以期为土壤污染修复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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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对城市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毒地

事件时有发生威胁到城市的安全和社会环境，因此需要相关

部门提高重视程度，做好对建设用地土壤监测工作，分析污

染情况，选择恰当的修复方法。通过妥善治理，消除其中的

影响因素，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对居民造成一定影响。在修

复过程中也需要做好监测工作，有效治理，实现预期目标，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情况

针对建设用地土壤情况，要开展相应的调查工作，了

解污染物的类型和分布情况，从而开展针对性的修复工作。

污染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开展资料的收集

并做好现场勘探工作。了解建设用地类型、相关生产活动、

周边情况等等 [1]。在第一阶段调查结束后，确认地块内及周

围区域是否存在污染源。若环境状况可以被接受，可接受调

查活动。第二阶段则以采样和分析为主，如果在第一阶段调

查到地块内或作为区域内可能存在污染源，在第二调查阶段

开展取样工作，确定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空间分布情况。

第三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相应参数，为修复工作

提供重要依据。

调查工作结束后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了解该区域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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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修复治理设计，确定修

复模式，选择使用相应的土壤修复技术。也可在现场开展试

验，从土壤修复效果、成本和环境安全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评

估，确定恰当的修复技术，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实现预期

目标。

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的有效方法

3.1 生物修复方法
生物修复方法指的是通过植物或者微生物吸收土壤中

的污染物，实现污染物的转移，降低污染程度。使用植物

修复技术修复土壤的成本比较低，而且不会造成新的污染。

在修复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常用到的方

法有植物稳定方法、植物提取方法和植物挥发方法等等 [2]。

应用超富集植物发挥富集作用转移污染物，达到良好的修复

效果。例如在处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时，可选择忍冬，该

植物相关系数超过其他植物，尤其对镉元素处理具有良好的

效果。

选择微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是发挥吸附或氧化还原反应，

处理土壤中的污染物，降低污染物的含量和影响程度。例如

可以使用 As 真菌、耐 Hg 转移土壤中的重金属，也可使用

草酸青霉转移铅。微生物修复剂不会扰动土壤，在修复过程

中也不会产生其他污染，能够达到良好效果 [3]。

3.2 化学修复法
建设用地土壤中包含的污染物成分相对复杂，可采用

化学法，有效去除复杂的污染物，尤其是各类重金属污染物。

常应用到的方法有稳定固化方法、还原方法、土壤淋洗修复

方法。稳定固化方法是使用特定的固化药剂，能够对其中的

污染物进行固化，实际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从而减少对土地

的污染。根据污染物的性能，应用稳定化方法，将污染物的

形态转化为不易溶解迁移性弱的状态，从而降低对土壤的污

染和破坏。稳定化方法所需要的材料有生石灰、粘土、水泥

基等，根据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材料，从而达

到良好的修复效果。

若建设用地原为电镀、制革、化工等企业，地块内有

排放的废液废渣，其中的铬元素可使用化学还原方法 [4]。一

般采用亚硫酸钠等还原性物质，将其还原为低危害、稳定

性强的铬化合物。在实际应用中也可将还原法与固化法相结

合，应达到更为稳定的处理效果。

土壤淋洗修复方法指的是使用液体或其他流体引起污

染的土壤，淋洗液与土壤结合，解析出其中的污染物，降低

污染程度。使用土壤淋洗技术，可选择复合的淋洗液，比单

一淋洗有着更好的效果。该方法主要适用于污染比较严重、

高浓度的建设用地污染土壤 [5]。而且对土壤的质地有着较为

严格的要求，如果渗透能力比较弱，那么淋洗修复效果比较

差。因此要根据土壤实际情况，选择恰当淋洗剂。

3.3 物理修复法
物理修复法包括电动修复方法、热解吸修复法等，电

动修复方法主要是在两端土壤插入电极，在电极处施加一定

的直流电，直流电作用下土壤中的重金属向电机两个方向

移动，溶液在电极负载导出能够有效清洁土壤中的重金属物

质。在电动修复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弱酸修复重金属。例如可

以使用醋酸作为清洁剂；使用酒石酸去除镉元素。应用该方

法处理的时间比较短，修复也比较彻底，但成本比较高。而

热解析修复技术是在土壤中通入载气技术，实现热交换，确

保污染物挥发分离出来，然后处理分离出来的介质，有效修

复土壤。在实际修复过程中，可加入三氯化铁，降低所需温

度和时间，提高去除效率。但该技术的处理条件比较苛刻，

成本比较高，容易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4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中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土壤环境背景研究
一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工作中，并未对土壤

环境背景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收集到的数据信息相对陈

旧，只根据现场调研的一些数据信息制定修复计划。由于缺

乏背景研究，对重点污染物分布情况、可能存在的污染源、

可能存在的地下管线等并不了解，制定的方案不全面，在实

际的应用中，难以确定重点分布区域，布控点位设置并不合

理，会影响到后续的调查研究工作 [6]。

4.2 风险管控起步晚
在风险管控工作方面，一些项目主要将重点放在土壤

风险管控工作上，而忽略对地下水的风险管控和修复。随着

时间的推移，土壤中的污染物渗透到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

中的有机物和重金属含量超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风险管控工作起步晚，加深了土壤和地下水受污染的程度，

增加了修复成本。

4.3 技术标准缺失
在修复工程中需要做好全面监督管理工作，确保技术

设备等发挥优势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在实际的项目过程

中，由于缺乏技术标准，选择技术设备不一，而且缺乏有

效的监督管理工作，难以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

问题。一些技术设备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现有工作的需求，

也会影响到工作效率。而且还缺乏对相关技术研究的重视程

度，科研成果转化不到位，影响到工作设备的升级和应用。

5 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对策

5.1 做好土壤监测工作
为了实现预期的土壤污染修复目标，提高土地资源的

利用率，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监测网，合理布控点位，

开展动态监测工作，掌握地块内等实际情况，获得全面数据

信息，为后续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首先，相关部门需要结

合土壤监测等技术规范，制定完善的方案，选择恰当的技术

和设备来构建监测网络。在前期调查工作中，开展对建设用

地及周边土壤的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点位，完善

监测网络布控。其次在现场取样工作中，主要检测土壤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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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可在卫星定位功能的辅助下，定位出最佳的取样点 

位 [7]。采样过程要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记录好相关数据，做

好样品的保存和运输等一系列工作。在修复的过程中也可以

用监测系统定期抽样检查，将样品对比分析，了解土壤修复

的实际情况。也能够及时发现修复工程中的各类问题，做好

调整。通过监测网络有效运转，获得全面数据信息，掌握修

复动态情况，提高修复工程的质量。

5.2 重点关注污染区和分布情况
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工作，需要提高对污染区

和分布情况的重视程度，在前期调查工作中整合相关信息，

了解地块污染的历史情况。包括原企业类型、生产活动情况、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程度等内容。做好调查工作，收集全面

的信息资料，从而掌握地块重点污染区域和相关污染物。需

要注意的是要明确地下构筑物的位置以及储存原料等信息，

例如是否存在地下设施管线等等。如果原建设用地为化工企

业，还需要了解场地内历史上是否涉及到化学品的储存和堆

放、企业生产的排污地点和处理情况、建设用地的残余废弃

物。通过了解这些信息，便于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合理布控监测网络，确定土壤污染修复的工作重点。

5.3 构建风险管控机制
构建一个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做好对土壤污染修复

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控制工作，能够有效消除各类影响因

素，实现预期的修复目标，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8]。首先，

设置危害识别系统。将场地环境获取到的资料规划内容等上

传至系统，通过软件分析了解场地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结合

出台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判断其中存在的危害区

域，做好识别工作。其次，设置风险评估机制。可通过危害

识别内容、调查的资料等实际情况，评估地块内存在的各类

风险。最后，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环境执法，严厉打击

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非法倾倒或者填埋，尤其是利

用多个方式逃避监管的情况，向地下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加

大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控制风险的发生。而针对可能存在的

风险制定应急预案，完善土壤污染修复方案。

5.4 引进先进技术方法
土壤污染修复离不开先进技术方法的支持，因此政府

的相关部门还需要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研发，强化科技支

撑。通过国家科技计划支持土壤、农村污染治理等相关技术

的研发，注重开展有关土壤污染物生态、毒性迁移规律、风

险评估等基础研究工作 [9]。注重对一些监测设备、采样设备

等的开发，实现原有设备的升级，为监测采样等工作提供先

进技术设备的支持。还需要建立基础数据库和科技成果转化

平台，收集完善的数据信息，为后续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有效推广，也能解决土壤污染修复

过程中的困境，达到良好的修复效果。

6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情况，需要相关部

门做好全面监测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收集全面的数据资料，

了解地块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修复方法。例如生物修复

法，化学修复法，物理修复法等等。合理应用这些方法，降

低土壤中的污染物分布程度，在修复过程中还需要做好监管

工作，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规范修复操作，提高修复效率。

此外还需要做好风险防控工作，控制各类风险问题，减少影

响因素，推进修复进程，实现预期的目标。确保建设用地能

够符合用地规范要求，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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