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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污染治理现状与建议
Current situation of soil pollution treatment in China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文/ 张旭梦1  胡术刚1  宋京新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污染企业由城市内圈迁

移到城市外围，大量受污染土地没有得到很好的治

理，直至今日，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严重。

欧美等发达国家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

启动土地污染相关立法工作，英国于1974年颁布了

《污染控制法》，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

相关法律法规，荷兰1987年制定了《土壤保护法》等。

2016年5月31日，继“大气十条”和“水十条”之后，

中国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

条”），正式拉开了土壤污染治理的序幕。

 

一、土壤污染治理的背景
土壤污染，是指因人为因素导致某种物质进入土

壤，引起土壤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特性的改变，影

响土壤功能和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

安全。相对于大气和水污染治理，中国土壤污染治理

更显薄弱，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

为严重，这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已成为建成美丽中

国建设的突出短板之一。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

在对中国630万平方公里土地进行的调查中，中国土

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约合100.8万平方公里。

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1.2%、2.3%、1.5%和1.1%。2015年，国 土 资 源 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

该报告显示，中国北方土壤碱化趋势明显。据《中国

国土资源报》报道，在调查区13.86亿亩的耕地中，重

金属超标的点位比例占到了8.2%，主要分布在南方。

201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同年11月，颁布《土壤污染防治方法》草案征求意见，

土壤治理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土壤污染的途径多

种多样，原因很复杂，管控起来难度较大。另外，土壤

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的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投

入力度不够，人们防治意识普遍薄弱，并且由土壤污

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威

胁人们身心健康、妨碍社会稳定的一个原因。因此，深

入了解土壤污染，做好土壤污染的治理至关重要。

二、土壤污染治理技术
土壤污染治理即通过采用工程措施及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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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壤中污染物的存在形态或与土壤的结合方式得

到改变，使得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可迁移性和生物可利

用性降低，或者是对污染土壤进行改良改造，降低土

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本文主要介绍三种污染土壤治

理技术。

（1）耕地污染治理工程技术：针对耕地的重金属

污染，结合不同土壤理化性质，研发高效、快速、经济

的土壤治理技术；针对耕地的有机农药污染，研发土

著微生物的激活、研发微生物菌剂及其营养物质的配

制以及添加工程技术。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罗桥镇的

黑色肥沃土壤，受重金属镉等有害化学物质的污染，

采用一种森美思土壤重金属去除技术，使得土壤有机

质含量提高，通透性能改善。再如，采用常温解吸、热

解吸等技术来治理江苏某遗留农药污染土壤。该地土

壤及毗邻河道底泥受到VOCs和SVOCs的严重危害，

局部地区污染深度可达到地表以下7.5米，经治理后，

土壤中污染物浓度均达到治理目标值。此治理技术将

有利于解决目前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破坏土壤结构、代

价过高等弊端，极大地降低治理成本，开辟更加经济

高效的污染耕地治理途径。

（2）矿山污染土地治理工程技术：针对矿山土地

普遍存在的矿山酸性废水、矿山尾矿污染等特点，研

发中和沉淀法、化学氧化还原法、微生物修复法等单

一治理技术及其强化技术，建立高效稳定的酸性矿

山废水连续处理系统，并进行技术集成及工程示范。

英国南部的康沃尔郡，曾以生产瓷器的黏土矿而著

名。圣奥斯特尔镇附近一处深50米、35个足球场大

小的废矿区，现已被成功改造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植物

园——伊甸园工程。矿山修复过程中将土壤中的黏土

废弃物与厨余垃圾、废木材等有机废弃物混合，堆肥

分解了废弃物质，产生富含营养物质的肥料，再将其

与可用土壤结合在一起形成肥沃土壤。这种肥沃土壤

按正常地质过程需要数百年才会形成。

（3）工业污染土地治理工程技术：针对企业搬迁

后的工业污染土地污染物分布不均、污染复杂、治理

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研发重金属或有机物污染场地

中不同污染物的淋洗剂、助剂及其配比，研究土壤淋

洗前处理、淋洗后淋洗液的回收利用、污泥的脱水-稳

定化等关键技术及其模块化集成。南方某热电厂污染

场地治理工程，采用原位化学氧化、原地异位固化稳

定化、原位热脱附、原地异位间接热脱附等技术，彻底

解决了项目土壤污染问题，开启了综合治理工艺的先

河。该项目是国内第一个集四项治理工艺于一身的污

染治理工程。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

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

周边。1997年，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被污染的土地，

经过改建后成为了一个工业风格的现代公园——BP

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公园改建后的设计，利用混凝土

和金属阶梯将各个空间连接起来，游客不仅可以欣赏

工业历史和地质开发的遗迹，还可以沿着海港纵览悉

尼的市区风光，包括最著名的悉尼歌剧院。该公园场

地内很多被污染的土壤也并没有被挖出运走，而是与

有机物相结合重新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净化。同

时，改建者从附近的宝石头自然保护区一带收集了大

量植物原种，经育种后当成绿化种苗使用。

针对土壤污染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对不同的污

染土壤进行治理时要综合考虑污染物的性质、土壤性

质及条件、投资成本等各方面的因素，选择最适合的

污染土壤治理方法，从而达到高效、节约及彻底解决

土壤污染的目的。总之，随着人们对环境的不断重视

和“土十条”的出台，经济、有效的土壤治理技术即将

出来，复合污染土壤治理术不久将会成为现实。

三、土壤污染治理意义
（一）保障人体健康与环境安全

保障人体健康是防治环境污染立法的基本出发

点、根本任务和起码目标。而土壤是生态环境的基本

要素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

土壤污染在风力或水力的作用下可能导致大气、地下

水、地表水等其他次生生态环境问题，直至危害人体

健康与生态环境安全。治理污染土壤，改善土壤环境

质量，促进污染土壤的持续利用和保护土壤资源，是

为人们健康、美好、安全生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的

必须保障之一。

（二）缓解城市用地紧张局面与土地集约化利用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城市污染企业响应中

央政策不断向城市外围迁址或被关闭，搬迁运动遗留

下来的场地数量大，部分地理位置佳。但是由于场地

土壤存在着治理难度大、危害隐蔽等特征使得其再次

开发利用较困难，特别是中国近年来频发的“毒地”事

件，更加剧了污染土地的闲置。完善污染土壤治理相

关法律制度，使污染场地变为无害场地再次进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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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无疑对城市土地资源是一种有效的补给，缓解

中国城市用地紧张局面，减轻对“绿色地块”的侵蚀，

从而实现土地的可持续、集约化利用。

（三）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污染土壤使得周围人群的身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良好的

地理位置使得污染场地开发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和经

济利益，污染土地再开发已经成为城市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中国污染土壤治理与再开发

将会带动土壤治理产业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无限的机遇。

四、土壤污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目前，与大气、水污染治理相比，中国土壤污染

治理刚刚起步，总体差距较大。并且，土壤污染治理

工程耗时耗力又耗资，单一依赖政府财力支出肯定

不可持续发展。要全面打开土壤污染治理市场、解决

资金来源，创新商业模式必不可少。要进一步做好

土壤污染调查，做好治理技术储备，做好法规标准建

设。就目前来看，虽然土壤治理环保风暴即将开启，

但从政策、法规、标准到资金、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

中国土壤治理行业远未成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

决。虽然前景大好，但任重道远。

（一）健全法律体系，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保障

土壤污染的治理需要有完善的调查工作为基

础，相关部门要建立土壤质量监测数据库，尤其要严

格监控污染较为严重的重点区域。制定专门土壤治

理防治法，进而针对土壤污染进行专门规定，并配之

以相关标准指南，从而形成一个完整和有效的法律

法规体系。中国于2010年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草案，对中国土壤

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提出了初步意见。自2016年5月

“土十条”出台至今，中国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税

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土

壤污染防治法》即将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

说明中国高度重视土壤治理行业的发展，不断加大

土壤污染治理的力度，充分证实了中国继续加大土

壤污染治理力度的决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针对土

壤污染的防治工作也在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北京、

山西、河北等23省（区、市）已经出台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13个省（区、市）成立了土壤污染管理

处。在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动下，中国土壤治理行业的

政策正在逐步升级。

（二）完善监督机制，提升公众土地保护意识

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应通过广告及标语展示等方

式加强对土地资源保护的宣传，增强民众对保护土

地资源的认识；另外，可以进行土地资源保护宣传演

讲，提升民众对土地资源保护的社会责任感；地方政

府部门要将土地资源保护工作公开化，提升社会监

督力度，建立完善的群众监督机制，并且要保证举报

信箱、电话、平台等监督举报渠道的有效利用，同时

对举报者信息建立良好的保密制度，以确保举报者

的自身利益，对如实举报的进行奖励，对举报内容核

查属实的破坏土地资源现象进行严厉处罚。

（三）加强科技攻关，推进污染防治示范工程

应加强基础性研究，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

撑体系，建议成立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进行攻关。开展

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规范，加

强土壤重金属残留与农作物相关性研究，研发推广

污染快速检测、修复、治理等关键、可行技术和设备；

本着“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推广污染耕地治理经

济技术可行的农艺措施，选育抗性强的农作物品种

（如抗镉稻米的选育），研究可推广的综合治理技术，

切断食物链，从根本上防治镉等重金属通过食物链

转移到人体；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示范工程；搭建技术

平台，进行相关重点技术培训。

（四）增加经费投入，加大实用技术的研究开发

由于土壤污染本身比较难治理，加上其成因和

各方面的特殊性，还有中国国内自然和人为原因，

对土壤污染问题认识的不足，土壤污染治理技术的

缺乏，使得我们必须加大各种土壤治理技术开发应

用。过去对土壤污染问题虽然进行了许多理论研

究，但由于经费投入和管理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在

土壤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技术方面至今仍缺乏成本

低廉、简单易行的实用技术。依据“土十条”和《土壤

污染防治法》，国家与地方政府今后应该在土壤污

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增加经费投入，让更多

实用技术落地，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公众

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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