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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pollu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rect means to control 
the soil pollution problems, and optimize the results of the soil pollution control through appropriate method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phytoremediation technology in soil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mbine the mechanism and advantages of 
phytoremediation technolog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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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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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污染是影响到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应该重视治理土壤污染问题的正确手段，通过适宜方法优化土壤污染治理的成
果。论文概述了植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策略，结合植物修复技术的机理及优势，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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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植物修复主要是通过植物本身的挥发作用、降解功能

等去除土壤与水体中的多种污染物，让危害性降至最低，促

使污染物转变为低毒性的化学形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资源，其中的污染物一旦超过自净范畴，将会给整个生态

系统构成威胁，进而阻碍生活生产。植物修复技术与土壤污

染的结合具有现实意义，其能通过强有力的措施改善土壤环

境，减轻污染物对土壤产生的负面影响 [1]。

2�植物修复技术概述

植物修复技术充分利用了忍耐及超富集有毒元素的植

物和共存微生物体系将污染物加以清除，展示出强大功能。

具体实践环节，植物修复技术充分发挥出绿色植物的优势，

使其更好的作用至吸收、容纳及转化污染物的土壤治理中，

主要对象是重金属和有机物等。根据相应的研究分析，植物

的吸收、挥发以及降解等功能突出，可以让土壤中的污染物

得以处理，属于极具潜力和飞速发展的绿色技术。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范围明显拓宽，化学及物理

两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对于保护土壤生态系统意义重大，备

受公众认可和科学界的关注。总之，应该肯定植物修复技术

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使其发挥出自身作用，推动

治理工作稳步开展，促使土壤环境得到有效维护。

3�植物修复技术的优势

目前，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迎来了崭新契机，制定出

较为可靠的发展路径，在土壤治理中合理利用植物修复技

术，能够让土壤环境得以净化，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稳步

开展。①能源优势：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中，完全可以借助

于太阳能源发挥出自身价值，其突破了传统修复技术的限

制，成本低廉 [2]。②原位治理优势：植物修复技术还可在原

位解决污染问题，让污染物质及时消除或者降解。此外，在

实践过程中，周边环境不会受到严重影响，生态景观不会因

此而遭受破坏。③提升植被覆盖率：土壤治理中，植物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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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还能提升植被覆盖率，控制了风蚀以及水资源侵

蚀程度，避免了水土流失的问题，让周边野生动植物获取了

理想的生存空间，打造出更为和谐的生态系统。④移除污染

物：植物修复技术也可将土壤污染物移除处理，类似于土壤

重金属等，促使动物获取源源不断的食物供给。

基于此，需要在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中了解相关细节，

根据土壤污染治理要求加以分析，促使植物修复技术展示出

自身功能，推动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见图 1）。

图 1�植物修复技术示意图

4�植物修复技术的机理

植物修复技术的运用中，应该重视基本机理的存在价

值，还要通过可靠途径解决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污染问题，

保证丰富植物修复技术的实践成果。通过适当选用技术措

施，能够让重金属污染和有机物污染得到针对性控制，是现

阶段植物修复技术的要点。

4.1�重金属

4.1.1 植物提取
植物提取就是植物萃取，在被污染的土壤之中，应该

重视植物发挥出的功能，考虑植物根系的实际吸收效果，可

以将其加以利用，确保重金属能够及时地去除，净化土壤环

境，比如纸皮桦可富，遏蓝菜能积累 1000 mg/kg DW 的镉

而不中毒。吸收、转移的路径决定着植物提取技术的应用情

况，因此需要关注生长较快、茎叶茂盛的特殊植物，将其优

势之处加以利用。植物提取拥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还需在

优化技术手段时寻找适宜的超富集植物。

4.1.2 植物挥发
植物挥发意指借助于植物根系分泌的特殊物质将土壤

重金属加以吸收，使其逐步转化为可以挥发的物质 [3]。又或

者是将重金属吸收至体内，逐步转化为气态物质，从而释放

至大气环境中，如海州香薷、鸭跖草对铜的吸收作用强。不

管是何种措施，都可以将重金属及时的处理，让土壤环境得

以维护，避免毒性物质在其中影响到植物的健康生长。

4.1.3 植物稳定
所谓的植物稳定意指通过特殊的植物将重金属吸附，

使其在根部不断地累积，沉淀到一定程度时强化土壤中重金

属的固定化，减少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实际移动频率，避免出

现更为严重的污染问题。根据相应的研究分析，藜和新麦草

具有钝化固定 Pb 的能力。

4.1.4 根系过滤
根系过滤就是充分利用了植物根系的过滤与富集等功

能，对土壤中的 Pb、Cu、Cr、Co 等加以控制，降低其污染

程度。在实际应用阶段，这种方法则主要运用至水体污染治

理中，具体的效果明显。根系过滤对于植物提出了严格要求，

应以水生植物或者是半水生植物为重点，也可考虑向日葵或

者是耐盐野草等（见图 2）。

图 2�植物修复技术原理图

4.2�有机污染物

4.2.1 直接吸收代谢
植物修复技术在土壤环境的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应该重视其对于有机污染物的治理机理，通过吸收、挥发以

及稳定等措施，在运用该项技术时，植物可以发挥出自身的

吸收功能，将有机污染物彻底吸收后，促使部分在蒸腾作用

下挥发，还有大部分会变成对植物无害的物质，进而存在于

植物的组织中，如易分解的三氯乙醛和难分解的有机氯等。

4.2.2 催化降解
催化降解一般是在植物根茎的代谢活性下降解土壤内

部有机物，从而达到控制土壤污染程度的目的 [4]。在部分植

物中，也能发现土壤酶的存在价值，促使有机污染物适当地

降解。在运用植物修复技术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催化降解

的意义，只有选择的思路正确，采取的方式得当，才能更好

地完善基本模式，提升具体的影响力。

4.2.3 生物降解
生物降解相较于催化降解有着一定的差异，前者重点是

通过植物根际将微生物吸引过来，之后利用微生物降解有害物

质。部分植物的根系分泌物中包含糖类以及氨基酸等等，这些

可以为微生物的生存提供支持，因此可以吸引较多的微生物。

5�植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策略

近些年，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受到广泛关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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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议话题，需要通过适宜措施优化土壤污染治理的方案，

让多种技术展示出优势之处，以此满足实际工作的开展需

要。土壤污染治理中的植物修复技术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其能在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净化土壤空间，让植物发

挥出最大功能，利于践行当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5.1�注重植物的重金属吸收率
应该重视植物资源生物性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判断，

依照土壤重金属含量特征，分析植物修复技术的使用价值，

确保重金属吸收率稳步提升，满足污染物吸收的需要。在重

金属资源生物特性的研究环节，相关人员必须调查重金属吸

收管理工作情况，依照重金属的形态和化学特性等详细分

析，促使植物发挥出最大功能，给土壤净化创造理想条件 [5]。

对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分析时，还要关注微生物分泌物质，

依照实际的代谢规律，促使资源消耗情况得以改善，让重金

属吸收更具规律性，保证植物修复技术在土壤污染治理中体

现出实际效力。

5.2�展示活性剂资源的合理性
相关治理者应该重视微生物生长条件，依照生物资源

表面活性剂特征研究重金属资源的实际应用特点，促使重金

属可以及时脱离出来，发挥出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价值，为

重金属解析质量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在植物修复技术的应

用环节，还要明确不同主体的情况，要掌握技术的潜能，使

其充分作用至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治理中，给土壤环境的

净化稳固基础。活性剂资源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植物修复潜

力详细分析，落实好细致研究，保证活性剂应用特征显现出

来，满足实际的治理需要。在这样的过程中，活性剂资源的

特征显现出来，同时也明确地表现出识别及控制要点，可以

让土壤中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处理到位。

5.3�合理控制植物修复生物量
在土壤环境治理中，应该重视植物修复技术的实际应

用价值，遵循相应标准开展修复工作，保证土壤环境治理成

效更加突出。在运用植物修复技术时，会产生较多的杂草，

想要及时的清除干净，就要将机械与人工手段融合起来，最

为重要的是控制好植物修复生物量，避免出现其他问题。如

果土壤被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所影响，选择植物修复技术时

应明确可能产生的杂草问题。实践环节若是单纯地依靠灰化

手段，将会产生极高成本，可优先考虑填埋方案。处理土壤

污染问题时，应该重视现有资源的利用，可以种植秸秆类杂

草，促使土壤环境得以净化 [6]。也可适当地种植能源作物，

对工业原料的合理提取，使其发挥出利用价值，在净化土壤

空间的过程中，发挥出实际的资源优势。

6�结语

近些年，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土壤污染成为热

议话题，植物修复技术凭借着自身优势受到广泛关注，需关

注植物稳定、挥发和提取等多个方面的应用思路。在重金属

污染和有机物污染中，需要结合土壤整体状态加以分析，落

实好针对性分析和判断，发挥出植物修复技术的优势，使其

更好地服务于土壤污染治理工作，提升整体的实效性。通过

论文的详细分析，明确了土壤污染中的植物修复技术，在详

细分析相关机理和应用策略的基础上，旨在为具体工作的开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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