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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进程发展推进下，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且

逐渐暴露，且我国又处在发展的转型期，生态文明建设与

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政府及相关各界对土壤污

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土壤污染防治提上日程，

也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经济发展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自

2016 年“土十条”发布以来，政府主管部门逐步加强和完

善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力度，力求实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1 土壤环境污染防治管理进展
1.1 土壤环境污染来源简述

土壤污染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局

域性土壤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由工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

造成的，较大范围的耕地土壤污染主要受农业生产活动的

影响，一些区域性、流域性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则是工矿

活动与自然背景叠加的结果。金属矿冶活动是造成采矿区

和矿产资源型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重污染化

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是造成企业周边土壤重金属和有毒

有机污染物的重要途径；燃煤排放产生大量的汞、铅、多

环芳烃等污染物，通过大气沉降进入土壤并积累，造成大

范围或区域性的土壤污染；而农业生产活动是导致耕地土

壤大范围污染的主要原因。污水灌溉，农药、化肥、农膜

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畜禽养殖等，是农田重金属和有机物

污染的主要来源。

1.2 我国土壤染防治管理工作进展

我国土壤防治管理修复工作推行时间较短，在实际土

壤防治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2016 年《土地污染防

治计划》出台前，土壤修复管理工作没有一个总体的纲领

作为修复活动开展指引，土壤修复工作缺乏可靠的政策标

准依据。在《土地污染防治计划》出台后，土壤污染修复

工作和流程管理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不同的污染类型也

有了更加清晰的要求，但是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责任义务落

实还不够到位。但在 2019 年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之后，土壤污染修复责任义务得到有效明

确，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也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相关政策

的出台促使土壤防治管理工作更加完善，对修复工作的各

方参与单位，政府监管部门、咨询单位、修复工程实施单

位、监理单位、验收单位等，基本建立了“政策法规 - 技

术标准 - 流程管理”等一套土壤修复管理体系。

2 土壤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
2.1 构建完善的土壤修复标准体系

标准的土壤修复体系有助于土壤修复工作开展，能够

为土壤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提供依据，从制度支撑上解决

污染场地修复问题。土壤修复标准体系的建立可以以国外

发达国家土壤修复为依据，结合国内土壤修复工作要求和

实际土壤污染情况，在我国场地评价导则的指引下明确土

壤污染风险因素、修复标准要求、不同污染土壤治理方法、

土壤风险管控等工作内容，让土壤修复工作更加规范化。

只有构建完善的土壤修复标准体系，才能让土壤修复工作

有相应的标准参考，确保土壤修复工作的质量，注意土壤

修复过程中的突发问题，提升土壤质量。

2.2 推动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和应用

仅仅依靠土壤修复体系为依据还不足以能够开展高质

量的土壤污染防治与管理工作，政府部门需要出台相关的

土壤修复政策，对应标准的土壤修复体系维护土壤修复工

作效果和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工作开展。由于政府政策和法

律有一定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下可以规范从业企业和人

员行为，保证修复工作的高质量效果。所出台的相关政策

需要对参与工作的个人、单位制定相应的惩戒标准，让土

壤修复工作可以在法律保护下有序开展，杜绝违法乱纪行

为的发生，提升土壤管理力度，全面改善土壤质量，为人

类社会发展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就对污染场

地术语、调查监测指导、污染风险评估、修复方法技术、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及工矿用地标准、农用地标准等都进

行的明确的规定，能够更加有效约束地区土壤污染防治管

理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必须要发挥主导作用，监督土壤

污染防治部门工作情况，要求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为依据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监督相

关政策落实。

2.3 加快技术管控和管理模式创新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从原先简单的换土回填发展到

填埋、化学治理，再到现在的热处理、生物治理，基本上

和国外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发展类似。但在技术使用的管控

方面却同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目前较为常用的土壤

污染防治技术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方法，相较之下，原

位修复经济性更强，操作更加简单，异位修复环境预测性

更高，对环境带来的污染也更小，但其修复成本较高。由

于市场压力影响，例如房地产开发时间紧张倒逼，在土壤

污染防治管理过程中，异位修复技术操作方式较多，容易

存在土壤过度修复、管理监控不到位等情况，无疑增加了

修复成本。对于大型复杂污染地块，在充分保证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探索场内 + 场外分步验收方（下转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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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生产在过去几十年使社会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大气环
境、水资源、土壤资源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再加上长期以来未对环境污染问题引起重视，尤其是土壤污染隐蔽性
和潜伏性强，导致我国现下土壤污染问题十分严峻，环境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简要探讨土壤环
境污染的防治与管理工作进展，论述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管理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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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2 页）不论是絮凝剂 1 还是絮凝剂 2，当搅拌速 

度保持在 150r/min 时，其废水中的 COD 和色素去除率较高。

3.4 絮凝时间因素

沉降时间的实验有助于实际工艺中沉降池的设计。本

研究中，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随着沉淀时间的增加，废水

中 COD 和色度的去除率明显增加，当去除量上升到最大值

后保持不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第二种絮凝剂最佳沉

降时间分别为 30min 和 40min。

3.5 废水可生化性分析

采用聚硅酸铝絮凝剂进行废水絮凝处理时，还应进行

处理后废水可生化性的比较。本研究中，废水可生化性研

究结果。可知，经聚硅酸铝絮凝剂处理后，两种絮凝剂聚

能显著提升废水的可生化性，相对而言，采用絮凝剂 1 后，

废水的可生化性明显较高。

4 结论
聚硅酸铝絮凝剂在印染废水处理中具有突出作用；采

用聚硅酸铝絮凝剂进行印染废水处理，具有工艺简单、处

理效果好的特点。结合本研究可知，选择 Al2（SO4）3、

Na2SiO3 两种材料；利用 H2SO4 对其进行酸化处理，形成聚

硅酸铝絮凝剂后，对于 200mL 的印染废水，将聚硅酸铝絮

凝剂的添加量控制在 3.0mL，确保废水 pH 保持在 8.0，再

按照 150r/min 的要求搅拌，最后沉降 30min；可有效地提

升废水中 COD 和色素的去除率，提升废水的可生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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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当试剂中的有机硅含量为 2% 的时候，所制备得到

的水性聚氨酯的表面性能、力学性能和耐水性能可以实现

最优化。

2.2.2 丙烯酸酯改性

丙烯酸树脂具有耐水性、光稳定性、耐腐蚀性、优异

的力学性能以及价格低廉的特点， 而水性聚氨酯则在弹

性、强度以及粘结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因此

利用丙烯酸酯进行改进可以实现优势的互补，进而可以制

造出性能优质的环保型水性丙烯酸酯 - 聚氨酯树脂。目前，

进行丙烯酸酯改性的方式主要是核 - 壳乳液聚合、互传网

络聚合、复合共聚和嵌段共聚的方式，具有比较优质的应

用效果。这几种改性方法可以在提高水性聚氨酯性能的同

时降低了具体施工成本，并且可以在木器漆、塑料和金属

涂料、皮革涂饰等方面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另外，改性的方式还可以选择环氧树脂改性、有机氟

改性和纳米改性三种，在具体应用的时候需要根据自身的

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3 总结
环保型水性聚氨酯是聚氨酯溶于水之后的聚氨酯体

系，对于环境比较友好，具有无污染、低毒性、不易燃、

节能的特点，因此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在具体

进行应用的时候会存在限制，因此需要通过改性优化其实

际效果，进而可以推进其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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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3 页）法，合理加快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及修复名录的退出机制，通过试点加快“治理修复 + 开发

利用”制度创新，加强污染土壤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后期

环境监管相关的制度、规范及责任认定制度，是土壤污染

防治技术管控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方向，确保土壤修复

工程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工作能够同当下治理要求结合。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在土壤修复中有效开展污染防治

与管理工作，在构建完善的土壤修复标准体系的同时，加

快相关政策制定推行， 创新优化土壤修复方法和管理手

段，加强对土壤修复过程中的土壤状态监管，及时发现土

壤污染问题并进行预防处理。同时，还要建立信息化的土

壤污染管理平台，以便对土壤污染情况和防治情况进行时

刻掌握，有效指导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优化土壤管

控流程，使土壤污染修复工作更加规范、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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