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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工业污染场地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布局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环境问题$制约着城市土地资源的安全再利

用$并威胁着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B本文分析我国城市工业场地的污染特征$探讨我国场地修复产业的市场潜力$比较欧美国

家应用于城市工业场地污染土壤修复主要技术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我国城市工业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发展建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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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以往所关注的城市工业环境问题主要是废

水(废气(废渣等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而较少涉及工业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的污染

状况B在我国城市化和城居环境的改善过程中$因产

业结构升级(城市布局调整以及污染扰民企业搬迁

所遗留在城市区域的工业污染场地$给周边环境和

居民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B
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在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

过程中$也曾出现大量因工业企业搬迁而废弃遗留

下来的/棕地0B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欧美等发

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类环境问题$包括

制定政策法规(编制行业标准(设立修复基金(鼓励

修复技术与装备创新等)’ a**B我国对污染场地问题

关注的比较晚$’((F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才开始要求

对搬迁遗留的污染场地必须进行监测和修复后方可

再使用"/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0环办)’((F*F$ 号#B同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工业污染场地方面的法律法规

体系(现状调查和特征分析(修复技术研发水平以及

实际工程应用经验上还存在较大差距)"*B
城市工业场地污染已成为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土

地资源安全再利用的限制因素B但污染场地修复在

我国还属新兴领域$尚未有很好的基础积累和技术

储备$更缺乏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B本文将分析我国

城市工业污染特征$评估修复产业市场前景$并在比

较欧美国家先进土壤修复技术"限于篇幅$本文暂

不涉及地下水修复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

提出污染场地修复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我国污染

场地修复技术产业发展及政府决策提供借鉴B

<Q中国城市工业场地的空间分布

’((& 年$ 中 国 城 市 工 业 企 业 数 近 )$‘*" 万

个)%* $工业用地面积为 & ()* IG’)$* $其中分布于市

辖区的企业数占 F&‘*’m"图 "#B广东省城市工业

用地面积超过 " ((( IG’$市辖区工业企业数位居全

国第一$达到 )% "$) 个B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等

东部沿海地区$市辖区工业企业数均超过 " 万个B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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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I 年中国工业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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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青海(海南和西藏等地的工业企业最少$低于

%(( 个B
!!石油化工及炼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医

药制造(金属"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等工业污染较严重的企业占到我国规模以上"年

产品销售收入 *((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数"F’% "")
个#近 "’‘*)m)&*B石油化工及炼焦工业规模以上企

业以辽宁省为最多$有 ’ F"% 个$占全国该行业规模

以上企业总数的 "’‘’*m’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则以江

苏省 为 最 多$ 分 别 有 F #F) 个 和 ’ #(& 个$ 占 到

"$‘*"m和 "$‘#Fm’而医药制造企业最多的是山东

省$有 %%* 个$占 "(‘"#mBF 个行业中位于西藏的企

业数最少B从图 ’ 中可以看出$F 类污染较严重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其中江苏省 F
类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均位列全国各地区前列B
!!根据%中国环境年鉴& "’((’ a’((# 年#$’(("
a’((& 年$我国关停并转迁企业数由 % %"" 迅速增

加到 ’’ F&& 个$增速为 " #&F 个OC$总数达到 "( 万

以上$仅 ’(($ 年就约有 ’‘* 万个"图 )#B& 年期间$
山西省关停并转迁企业数最多$达到 "’ ((( 个以

上’另外还有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重庆等

地区关停并转迁企业数均超过 % ((( 个B’((& 年$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这 F 个直辖市关停并转迁企业

数分 别 占 当 年 工 业 企 业 数 的 (‘%&m( (‘*(m(
’‘$&m(’‘%%m$均小于全国的 %mB已有的大量工

业场地遗址$以及将来随城市化推进和产业结构调

整而不断出现的工业遗址$尤其是发达地区的重污

染行业遗留工业场地$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必须面对

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B

:Q中国城市工业场地污染特征及污染研究现状

污染场地指因堆积(储存(转运(处理(处置等方

式而承载了有害物质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

害或具有潜在风险的空间区域)#*B行业类型(工艺

水平(企业历史(土壤特征(水文地质条件等均影响

着城市工业场地污染特征)"(*B根据污染物类型大致

可以将城市工业场地污染分为有机污染(无机污染

及二者均存在的复合污染$其中有机污染物主要是

指石油类(多环芳烃"V3\M#(有机氯农药(多氯联

苯(二英等$无机污染物主要指 VQ(6?(\U(3M等

重金属元素B工业场地污染存在与其他类型的土壤

污染不同的特点$包括!#污染物可达到非常高浓

度$且空间变异大’$以复合污染为主$常出现重金

属和有机污染物共存’%污染区域不大$但可能污染

土体深$修复难度高’0土壤和地下水均被污染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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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I 年中国污染较重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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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Q:;;< J:;;I 年中国关停并转迁企业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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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后$我国城市工业污染场地问题才凸

现$至今为止$开展场地环评工作的主要是北京(上

海(南京(重庆等大中城市B总结近年来我国在城市

工业污染场地方面的研究与报道$主要结果如下B
""#集中在表层土壤污染的调查研究

关于城市工业场地污染状况的研究集中于表层

( a’( LG土壤$ 而对污染场地中建筑设施( 机械设

备(地下水状况的研究比较少B工业污染场地表层土

壤中$V3\M平均浓度可以达到 "$‘%F GU*IUb""表

"#$远高于美国某煤气厂表层土中 V3\M含量"F‘"&
GU*IUb"# )""* ’重金属 VQ(6> 浓度分别可达到 "(
%(* GU*IUb"(" (#& GU*IUb"B这种高污染土壤中

!!!
表 <Q中国部分城市工业场地污染情况"#

2CQ;@"!6789CGA8C9A78 7RM7G@>DQC8 A8?>M9DAC;MA9@MA8 6:A8C

地点 工业类型 污染介质 样品数 取样深度OLG 污染物及平均浓度"# OGU1IUb" 文献

南京 磷肥厂 土壤 ""混合# ( a"( 6>"F"$#(3M")&*#(V3\M"(‘’## )’"$’’*

南京 炼焦厂 土壤 ""混合# ( a"( [8"" "&##(V3\M""$‘%F# )’"$’’*

南京 钢铁厂 土壤 ""混合# ( a"( 6?"(‘#’#(V3\M""‘$$# )’"$’’*

天津 塘沽化工区 土壤 "混合# ( a’( V3\M"*‘### )’)*

天津 汉沽化工区 土壤 "混合# ( a’( V3\M")‘)$# )’)*

天津 大港采油区区 土壤 "混合# ( a’( V3\M""‘F*# )’)*

香港 工业区 土壤 "& ( a* V3\M"(‘*#$’‘$#$# )’F*

汕头 工业区 土壤 . 表层土 V3\M"(‘*&$"‘’%$# )’**

广州 废弃化肥厂 土壤 ) ( a"( V3\M"*‘*F$# )’%*

广州 某氮肥厂 土壤 )) ( a%( V3\M"$‘&($# )’$*

广州 电子厂 土壤 . 表层 V3\M"’‘(## )’&*

上海 上南船厂 土壤 F ( a"* [8"$ #*’#(6>"&&)#(VQ"$*’# )’#*

上海 浦东钢铁有限公司 土壤 "" ( a"* [8""% F$&#(VQ"%#$#(6?"")# )’#*

上海 港口机械制造厂 土壤 "" ( a"* [8") ’*%#(VQ"" ’%##(6?"’F# )’#*

上海 江南造船厂 土壤 F ( a"* [8"F &#)#(6>"*(*#(VQ"#$%#(6?""F# )’#*

厦门 湖里工业区电子厂 土壤 )"混合# ( a’( ,A") *""$#(\U"$‘$%$# ))(*

厦门 湖里工业区机械区 土壤 ’"混合# ( a’( 6D"&*$‘$#(6>"F$$‘%*# ))(*

厦门 工业区 土壤 "混合# ( a"( V3\M"F‘#$$&‘&F$# ))"*

沈阳 冶炼厂 土壤 ""混合# "* a’(
VQ""( %(*#(6?"$)‘%F#(6>"" (#&‘’##(

[8") **’‘)F#(3M"’FF‘F%#
))’*

沈阳 化工厂 土壤 ""混合# "* a’( 6D"" *F*‘$’# ))’*

北京 某农药厂 土壤 . ( aF(( 六六六""F&‘$$#(滴滴涕"%$‘F$# )"(*

北京 某农药厂 土壤 "% 表层 六六六"FF($#(滴滴涕"#%%$# )))*

北京 某焦化厂 土壤 "(& ( a" ’(( V3\M""% F"$$#(T2+_"* F(’$#(3M"’F‘F’$# 未发表

常州 某化工厂 土壤 . ( a’(( 氯丹"F‘"%$$)‘%($#(灭蚁灵""‘(%$F$‘*($# ))F*

常州 某厂 土壤(地下水 "* ( a%’ T2+_"$‘&’$# ))**

. 某化工厂 土壤 %( ’( a"(( 氯丹"’ #’$‘#*$#(灭蚁灵"%"‘#($# ))%*

. 某氯碱厂 土壤 "F& ( aF((
-06!四氯化碳(四氯乙烯和六氯丁二烯’

5-06!六氯乙烷和六氯苯
))$*

. 六六六生产厂 土壤 $’ (E*(( 六六六"’ ’&$‘%$# ))&*

. 六氯苯生产厂 土壤 $’ (E*(( 六氯苯"’* #""‘#*$# ))#*

. 某石油化工厂 土壤(地下水 . ( aF(( -06(5-06(2V\"总石油烃# )F($F"*

重庆 某铬盐化工厂"地下铬渣掩埋场# 土壤 . %(( a’ F(( 6D"")%‘&*# )F’*

青海 化工厂"铬渣堆放场地# 土壤(地下水 . ( a" F(( 6D"* "%F‘%F$#(六价 6D""($‘’GUO4# )F)*

"#$表示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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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会不断向下迁移$最终影响地下水)"’$")*B
在美国国家优先控制场地名录",C9A78C;VDA7DA9A@M
4AM9$ ,V4#中$%)m的污染场地实施了修复处理$同

时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控制(处理的污染场地有 F’$
个$占清单总数的 ’&m)’*B可见$土壤和地下水均受

到污染的场地占有较大比重B目前$我国对地下水污

染 的 研 究 也 刚 起 步$ 地 下 水 污 染 的 修 复 尚 未

开展)"F*B
"’#重金属和 V3\M污染的研究较多

由于受到加工原料(加工工艺(最终产品等因素

的影响$工业场地中污染物种类繁多B然而$在收集到

的相关研究中"表 "#$对重金属和 V3\M进行单独研

究的分别占到 )"m(’&m$复合污染研究占到 #m$而

对苯系物"T2+_#(二英等强致癌物质的研究相对

较少B在美国超级基金计划中$"#&’ a’((* 年财政年

度中$针对重金属和V3\M的污染源处理工程仅仅占

到 ’)m)’*B在欧洲$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场地占 )$m$
受到V3\M污染的场地仅占到 ")m)"**B

")#开始关注城市搬迁工业场地的修复工作

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工业污染场地开展了为

数不多的修复工程$主要位于经济发达城市$如北京

化工三厂土壤修复工程)"%* (重庆市启动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 (常州市染化厂

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修复工程项目)"&* (江苏

省溧阳市光华化工有限公司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

场地清理修复项目)"#* 和兰州市中国石油兰州石化

分公司硝基苯装置拆除污染土壤修复工程)’(* 等B但

大部分修复工程采取的是挖掘和焚烧处置技术$其

二次风险高且并不一定经济B’((& 年$笔者在北京

焦化厂修复示范工程中率先开展了我国城市工业污

染场地化学氧化(生物通风等原位修复技术与装备

的研究开发与工程中试B

SQ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场地修复技术及对我国的

启示

SR<!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场地修复技术的兴起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欧美等发达国家

较早关注了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问题B欧洲环境署

’((% 年统计数据显示)"** $约有 )(( 万个场地有潜在

污染问题$其中有 ’*( 万个场地对人和生态系统有

健康威胁而需要修复B据估计$每年约有 ’"‘" 亿欧

元用于污染场地的修复及管理工作B在英国$’((’

年有 %% ((( :G’ 的棕地$经过 F 年多的修复和开发

再利用$’(($ 年仍然有 %’ ")( :G’)FF*B据统计)"** $
在欧洲$F)m的污染场地采取了原位修复技术"生

物(物理O化学(热处理技术#$而采用异位修复技术

"生物( 物 理O化 学( 热 处 理 技 术# 的 污 染 场 地 占

F’m$二者比重相当B在实际工程中$原位生物处理

技术运用的最多$达到 ’’mB另外$将污染土壤作为

废弃物而非可再生资源处理"包括挖掘E处置技术(
污染场地管制等#的工程项目在欧洲仍然占有较大

比重$达到 )$mB
美国约存在 ’#F ((( 个污染场地)F** $其中$"#&’

a’((* 年间$共有 " *)% 个场地列入 ,V4B仅 ’(($
年$美国超级基金项目耗费 )‘& 亿美元用于场地修

复项目)F%*B据估计$美国完成所有污染场地的修复

将需要投资 ’ (&# 亿$且大部分场地修复需要经过

)( a)* C)F**B美国于 ’( 世纪 &( 年代之后进行了大

量的场地修复工程)’*B美国超级基金计划所实施的

场地修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了解最新场地修复

技术变化的重要窗口B’((’ a’((* 年财政年度中$
%(m的污染源处理工程项目采用的是原位修复技

术$比 "#&’ a’((* 年财政年度高了 ") 个百分点B这

主要是因为原位修复具有无需挖运土壤(修复成本

低(适宜对深层污染介质修复(对施工人员健康影响

小等特点B在所有原位污染源处理项目中$)(m以上

采用的是土壤蒸汽抽提技术$最近多相抽提和化学

处理技术受到了更多关注$而现场焚烧技术因可能

产生二次污染已无工程项目采用B

SR:!城市工业污染场地常见修复技术分析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是决定污染场地修复成败的

关键环节)F$*B工业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的选择不仅受

工业场地污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

等多种因素影响B目前$污染土壤修复方法虽多$但

部分技术因修复周期(二次风险(或其他限制条件而

不适宜在工业污染场地中使用B如焚烧过程中容易

产生二英已被限制应用’植物修复技术因其修复

深度和修复周期的局限很少应用于工业污染场地B
对于城市工业污染场地$受到城市土地经济价值的

驱动$修复技术应该具有周期短(二次风险小(稳定

性高(对土壤结构破坏性小"部分建筑用地要求#等

特点B下面对几种常见且比较适宜城市工业污染场

地修复的技术进行阐述"表 ’(表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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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不同场地修复技术的比较

2CQ;@’!67GNCDAM78 7R?ARR@D@89MA9@D@G@?AC9A78 9@L:87;7UA@M

序号 技术名称 类型 修复条件 适应对象"#
估算费用

O元19b"
估计修复

周期O月
优势 不足 备注

"
土壤气提O

生物提气

原位和

异位

通风 设 备(

气 体 收 集

与处理设备

5-06M$-06M$

V3\M
"*( a&(( % a’F

针对挥发性有机

物效果好(可与

生物 降 解 方 法

联用

要求污染土层渗

透性强$地下水

位影响修复

难以达到高修

复效率"#(m#

’ 化学氧化
原位和

异位

氧化 剂(注

入装置

-06M$ 5-06M$

V3\M$V6TM$

V@M9B$WA7JO=>DB

)(( a" *(( j%
修复效率高(速

度快
难以深层处理

) 植物修复 原位 特殊植物

5-06M$-06M$

.87DUB$\B1B$

V3\M$V6TM

"(( a*(( i"’
操作简便(修复

费用低

处理深度有限(

处理时间长

F 微生物修复
原位和

异位

微生 物(堆

置设备

5-06M$-06M$

V3\M
’*( a$*( % a’F

操作简便(修复

效 果 好( 环 境

友好

不宜处理高浓度

污染物"i*m#

* 热处理
异位和

原位

加热 设 备(

废 气 收 集

装置

-06M$ 5-06M$

V3\M$V6TM$

V@M9B$WA7JO=>DB$

\U

F(( a) ((( % a"’

处理效率较高(

浓 度 范 围 适

应广

水分 和 土 壤 质

地 影 响 处 理

效率

该技术发展较

快$ 尤 其 是 新

兴的热脱附法

%
固化O稳

定化

异位和

原位

修复剂(固

化设备

\B1B$ V3\M$

V6TM$ V@M9B$

WA7JO=>DB$

.87DUB

)(( a) ((( j%
处理 重 金 属 效

果较好

难以 处 理 有 机

污染物$修复后

需要长期监测

随 深 度$ 成 本

急 剧 增 加$ 修

复难度提高

$ 土壤淋洗
异位和

原位

水(化学溶

剂’ 清 洗

设备

V3\M$ V6TM$

\B1B$

WA7JO=>DB

$* a’"( j"’

适宜砂性土壤(

费用较低(

常与 其 它 修 复

技术联用

扩散 过 程 要 求

准确控制"避免

污染 物 向 非 污

染区扩散#

欧洲应用较广

泛$ 美 国 限 制

使用

"#V@M9B"N@M9ALA?@M#$WA7JO=>DB"?A7JA8OR>DA8#$.87DUB"A87DUC8ALL7GN7>8?M#$\B1B":@CS<G@9C;M#

SR:R<Q土壤气相抽提O生物通风

土壤气相抽提"M7A;SCN7D@J9DCL9A78$5-+#及其

衍生技术是工业污染场地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之

一B5-+技术是一种将新鲜空气通过注射井注入

到污染区域$再通过抽提井在污染区域抽气$将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从土壤中解吸至气相并引至地面

上处理的原位修复技术B该技术的第一个专利产

生于 ’( 世纪 &( 年代)F&* $当时被美国环保署认定

为具有/革命性0的环境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可

操作性 强(不 破 坏 土 壤 结 构 等 特 点$得 到 迅 速 发

展B5-+适用于绝大多数挥发性有机物在非黏质

土壤中的污染治理$修复效果可达到 #(m)F#*B从

"#&’ a’((* 年$美 国 #$$ 个 超 级 基 金 场 地 中 有

’%m的场地采用了 5-+技术$是实际运用最多的

场地污染修复技术B通常$利用 5-+技术修 复 "9
土壤$在美国需要 ’( a’’( 美元$在欧盟需要花费

’( a%( 欧元)*(*B
生物通风 "TA7S@89A8U# 则 是 继 5-+后 又 一 种

/革命性0 土壤修复技术$它实际上是生物增强式

5-+技术$该技术结合了原位气相抽提与生物降解

的特点$使土著微生物利用抽提过程中补充新鲜的

氧对残余有机污染物进行好氧降解’也可以利用土

壤渗流外加液态营养元素或其它氧源来强化降解B
生物通风技术可以大大降低抽提过程尾气处理的成

本$同时扩展了处理对象范围$不仅适用于处理挥发

性有机物$而且适用于修复半挥发行有机物污染的

土壤B由于土壤通风强化生物修复技术存在巨大的

应用前景$美国于 "##’ 年对此开展了庞大的研究计

划$在全美油区设立了 ")* 个现场生物通风修复计

划$平均每处投资超过 *(( 万美元B欧洲(澳洲(加拿

大(日本(南非(以色列(印度等地先后进行了与生物

通风修复相关的研究和应用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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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R:Q原位化学氧化技术

原位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是指将氧化剂"=@8978
试剂(臭氧(过氧化氢(高锰酸钾等#注入或掺进地

下环境中$通过氧化反应使地下水或土壤中的污染

物质被破坏(降解成无毒或危害较小物质的化学处

理技术B化学氧化修复以其修复效率高(对污染物的

类型不敏感(易于同其他修复技术联合使用)*"$*’* 等

特点$而被广泛地研究与应用B通常可应用于石油类

碳氢化合物(苯(酚类(含氯有机溶剂(V3\M等)*)* 在

环境中长期存在$难于被生物降解的污染物质的修

复B从 ’((’ a’((* 年财政年度$美国超级基金的

"’% 个污染源控制处理工程项目中$有 "(m的项目

采用了 化 学 "氧 化O还 原# 处 理 技 术$数 量 仅 次 于

5-+和固化O稳定化技术B4AC8U等)*)* 研究发现过硫

酸盐能够有效去除土壤中的 T2+_$尤其是苯$在用

过硫酸钠处理 $( GA8 后$土壤中的苯几乎全部被去

除B=@DDCD@M@等)*F* 比较了 \’0’(改良的 =@8978 试

剂(高锰酸钾和活化的过硫酸盐等氧化剂对沉积物

中 V3\M的氧化效果$发现 \’0’(改进的 =@8978 试

剂以及高锰酸钾对于沉积物中 V3\M的去除率都较

高$达到 #%m以上B在北京焦化厂污染场地原位修

复示范工程中$笔者的研究发现应用高锰酸钾可以

有效去除土体中的 V3\M$修复效率可高达 #*mB
SR:RSQ热脱附技术

热脱附技术是通过加热土壤使其中的有机污染

物和特定金属元素蒸发转化为气体$再通过特殊装

置对有害气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修复方法B热脱附

技术对挥发性有机物(燃油(V3\M(V6TM(有机农药

等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对高污染场地有机污染土

壤的修复具有优势B热脱附过程并不处理掉污染物

而只是将污染物变得更易后续处理B该技术对有机

污染土壤修复具有普适性$且处理效率高"可达到

##m以上# )***B但是$由于热脱附处理过程要求专业

的设计和操作(能耗较高(会破坏土壤生物系统$以

及土壤水分(质地均影响蒸发过程)*%* $因而该技术

在脱附工艺和设备研发方面尚需改进B从 ’((’ a
’((* 年财政年度$美国超级基金中有 "m的污染源

控制 处 理 工 程 采 取 了 热 脱 附 技 术$ 在 近 几 年 中

"’((’ a’((* 年 财 政 年 度# 比 重 有 所 提 高$ 达

到 FmB
SR:RUQ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技术就是微生物以有机污染物为唯

一碳源和能源或者与其他有机物质进行共代谢从而

降解土壤(污泥(固体废物以及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物

的方法$同时微生物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或者直

接改变金属元素形态而降低金属元素的毒性(增强

金属元素的迁移能力B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具

有成本低(不破坏植物生长所需土壤环境(处理效果

好(环境友好等特点)*$*B生物修复方法主要有生物

堆技术(生物反应器技术(氧气强化技术等B目前$除

了常规方式的高效降解菌的筛选和驯化外$利用分

子生物学手段开展遗传调控机制和高效基因工程菌

的 研 究 已 经 成 为 生 物 修 复 技 术 研 究 的 一 个 热

点)*&$*#*B刘春等)%(* 通过绿色荧光蛋白标记法$研究

了阿特拉津降解基因工程菌的特性B陆鹏等)%"* 通过

转座子介导同源重组的方法$构建了能同时降解六

六六和甲基对硫磷的基因工程菌Be@<@8 等)%’* 研究

了基因工程菌"e%’#E26+#与植物联用技术对 26+
污染土壤的修复作用$认为可以有效促进 26+的生

物降解B在生物修复过程中$通过调节温度及湿度(
注入营养元素(提高氧气含量等优化措施$可以明显

提高修复效率B总体上$对微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主

要集中对菌种的筛选和驯化(运用方法的拓新以及

修复过程环境条件的控制和优化B
SR:RVQ淋洗技术

淋洗技术是将水(表面活性剂溶液或含有助溶

剂的溶液直接作用于土壤或注入到地表以下$以洗

脱或解吸附污染物的过程$是一种完善且高效的修

复方法$可运用到对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

复B淋洗剂主要有化学表面活性剂(生物表面活性

剂(酸(碱或络合剂等B国际上最早于 ’( 世纪 $( 年

代后期出现了关于淋洗技术运用到修复地下含水层

的报道)%)* $而国内关于此技术的论述晚于国外近

’( 年)%F a%%*B"#&’ a"#&* 年$美国开展了表面活性剂

淋洗方法研究$并确定表面活性剂增效修复可作为

土壤和地下水有机污染治理技术)%$*B国内学者在淋

洗技术方面集中于实验室模拟的机制研究)%& a$)* $包

括不同表面活性剂对目标污染物的增溶作用(影响

修复效果的因素(对微生物降解的影响(与其他修复

技术的联用等B研发高效(专性的表面活性剂(与其

他方法的联合运用(修复试剂的循环再利用(以及二

次污染等问题是目前淋洗技术的重要研究内容B通

过对 3;CG@?C海军航空站遗址和 5NCD9C8 化学公司

超级基金场地的研究$淋洗技术对地下水非水相液

体",3V4M#污染的修复效率可以达到 ##m)$F*B虽然

该方法具有不受污染物深度限制(修复效率高等特

点$但是事前必须进行翔实的现场调查和大量资料

的收集以确定可行性$主要是为防止污染物向未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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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区域扩散B

UQ我国城市工业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发展建议

我国城市工业污染场地修复蕴含着巨大的市场

需求$然而$针对污染场地的修复技术及工程应用则

刚刚起步$现阶段无论是引进国际上的技术还是自

主开发技术都需要理性思考B成套引进国外的现成

技术及装备$费用昂贵$会受到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

制约$且缺乏适宜性B应该在借鉴国外成熟修复技术

的基础上$从我国场地污染特征(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国家科研水平以及现阶段技术储备等多方面综

合考虑修复技术的选择和发展方向B
UR<!发展高效(廉价(绿色和低能耗的修复技术

高效(廉价一直是修复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B如
今$/节能减排0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保护领域的主旋

律B发展绿色修复技术既是环境保护本身的需要$同

时也是降低修复成本的需要B如微生物修复技术通

过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发生过程而消除污染$且在修

复过程中不破坏土壤的结构和生态功能$不产生二

次污染$具有廉价(绿色(低能耗的特点B
UR:!应用多种修复技术集成的解决方案治理土壤

污染

因为场地污染的复杂性$如污染物种类多(存在

复合污染(污染物浓度变化范围大(土壤结构复杂且

存在严重的空间差异性$这些给场地污染修复带来

巨大挑战B单一的修复方法往往受到场地特征的限

制$因而发展结合多种修复技术的集成解决方法$突

破单一修复技术的局限性$如土壤淋洗E化学氧化联

合修复技术(化学氧化E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生物

通风技术等$是未来场地修复的重要发展方向B
URS!研发适合我国国情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修

复设备

/十一 五0 后 期$ 国 家 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项目和北京市等地方政府才开始支持土壤气

提(化学氧化(热脱附(淋洗等修复设备的研发$至今

为止$我国污染场地修复设备多停留在科研装备开

发或实验样机中试阶段$修复设备的产业化应用甚

少B欧美等国家的修复设备虽然先进$但价格昂贵且

不一定适合在我国应用B我国的土壤类型多(污染场

地复杂(污染特征各异$这对修复设备提出了更多和

更高的要求$开发适合国情的修复设备应是我国污

染场地修复领域的工作重心之一B
URU!将污染场地的土壤及地下水作为有机整体设

计修复方案

土壤与地下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B通常$工业

场地中土壤的污染最终会影响地下水质量B台湾立

法机构重视土壤和地下水的关系$于 ’((( 年颁布并

实施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将土壤和地下

水作为有机整体$进行污染防治管理B国内将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进行分别处理的现状$不符合环境的一

体化保护思想B我国城市工业场地污染形势越来越

严峻$土壤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均面临巨大考验$必须

将土壤和地下水综合考虑$设计出有机整体的修复

方案$进行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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