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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o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wi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balance.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mainly 
discussing the sources of soi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and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mor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relevant units, and more information reference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work, better maintaining the soi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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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落实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平衡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论文也将
目光集中于此，主要从土壤环境污染的来源、土壤环境保护策略和土壤污染防治策略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希望通过探讨
和分析可以为相关单位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为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参考，更好地维护
土壤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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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业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人们的消费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

越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落实环境保护工作是十分必要

的，而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则是环境保护环境治理中十

分关键的一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

治对策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而在分析其具体的路径和注意

事项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土壤环境污染的构成原因及影响。

2 土壤环境污染的构成原因

导致土壤环境污染的原因是相对较多的，具体可以从

以下几点着手展开分析：

首先，农业污染，农业产业是社会发展运行的基础产业，

可以为人们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粮食基础。中国人口总数大，

对于农业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对较大，而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中国很多地区仍旧采用粗放式管理的策略，很多微量元素和

养分进入土壤，影响了土壤的保水保墒能力和土壤的理化性

质，不利于作物生长。此外，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很多地区

会采用大水漫灌的策略，这不仅很容易会带来水土流失问

题，同时也会导致土壤污染问题会随着水体流动发生迁移，

让土壤污染面积进一步扩张。

其次，工业生产所带来的污染。工业产业是中国重要

的支柱产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我国工业产业发展迅速，建

设规模越来越大，而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废水、废气、废渣

产生节点多、产生体量大，且构成相对而言较为复杂。如果

没有加强对工业产业的规范和约束，将这些废弃物直接排放

到环境当中，则很容易会带来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和大气污

染问题，尤其是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是现阶段工业产业生产

过程中极其容易诱发的污染问题，且相较于其他土壤污染问

题，重金属土壤污染问题在治理上难度更高，对于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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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以及植物生长、生物多样性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1]。

最后，土壤污染还会因为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生活

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现空间不平衡的特征，由此可见，

土壤污染构成复杂、来源众多，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环境保

护难度也相对较高。

3 土壤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土壤污染会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所谓的土壤

污染是指土壤中某一元素含量过高进而导致了土壤的理化

性质、保水保墒能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重影响植被的正

常生长，植物生长不佳又会影响空气环境、诱发水土流失等

多重问题，进而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

坏和影响 [2]。

另一方面，土壤污染问题也会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

在上文中提及，土壤中各类超标的有毒有害元素很有可能会

堆积在农作物和植物当中，在食物链作用影响下，这些元素

很有可能会堆积于人们的体内，进而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

带来较多的健康问题。因此，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建设生态中国、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关乎人们的身心健康。

4 土壤环境保护策略

4.1 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是现阶段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较为常用的一

种修复技术，该类技术的技术优势在于可以在解决土壤污染

问题的同时避免出现二次污染问题，属于一种无害化处理技

术。在生物修复的过程中可以从动植物、微生物等多个角度

来对修复方案作出适当调整。但是相较于工程措施，生物修

复的应用效果体现在长期性上，短期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更

为适合一些污染相对较小的地区 [3]。

例如，可以通过蚯蚓和部分鼠类来吸收土壤中的污染

元素，修复土壤，恢复土壤的理化性质。可以通过微生物的

科学选择来更好地降低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通过微

生物代谢作用来吸收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有效解决土壤

污染问题。一般从修复方法上来讲，有生物修复、植物修复、

通风、自然降解、堆肥、氧化、淋洗、电动分离、气提、热

处理，然后有原地修复和异地修复等。

4.2 沉淀法与换土法
受生产结构影响在土壤环境保护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很

有可能会出现区域性、小面积的土壤污染问题，这时可以通

过沉淀污染元素的方式来治理污染土壤，例如可以引入稀酸

盐和清水来有效稀释土壤中的化合物和重金属元素。

另外，可以通过换土法的有效应用剔除被污染的土壤，

更换质量相对较好的土壤，这种技术方法可以快速地解决土

壤污染问题，保证该地区的土壤环境，但是需要注意的则是

换土法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污染物，因此还需要通过后续科

学处理来进行解决。

针对现阶段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为农肥农药施加不科学

进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可以通过塑料、水泥板等相关材

料的有效应用，发挥其防渗功能特点，更好地隔离污染土壤

和清洁土壤，进而有效避免土壤污染问题进一步扩散。

一般情况下在土壤环境保护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都会通

过工程措施来实现环境修复，进而更好地维护区域性的生态

平衡，但是需要注意的则是工程修复手段虽然处理效果相对

较好，但损耗资源相对较多，成本相对较大，因此更为适合

于污染面积相对较小但影响相对较大的区域。在选择工程措

施来落实土壤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需要从生态性和经济效益

等多个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工程措施作出科学选择，

力求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效果。

农业修复是指在土壤污染问题解决的过程中通过农作

物种植方式的科学调整来更好地降低土壤污染带来的影响，

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而农业修复措

施在处理和解决因为农业种植所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上可

以起到更好的效果，如在农业种植的过程中因为农肥农药施

加不当进而导致土壤中污染元素含量增加，这时则可以通过

施加有机肥的方式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更好地保障土

壤的保水保墒能力，提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生长提供良好

的营养支持。与此同时，有机肥还可以较好地吸附土壤中的

污染元素，尤其是可以更好地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和农

药，加速重金属元素的沉淀，并通过增加土壤中酶的活性度

来更好地提高土壤有机质降解能力，进而达到改善土壤的目

的。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充分利用

微生物降解污染物的功能，提高土壤自身的自净能力，进而

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

境的改善提供更多的助力 [4]。

5 土壤污染防治策略

5.1 加强宣传引导
在上文中也有所提及，土壤污染的构成复杂、来源众

多，且土壤污染对于生态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都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壤污染防治不能仅从一个部门

或几个部门出发，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才可以达到更好

的防治效果，为此则需要通过提高宣传力度、加强宣传引导

的方式来更好地保障土壤防治质量，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做

出优化和调整：

一方面，需要丰富宣传内容，在宣传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需要通过宣传内容的丰富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保护土壤

的重要性与影响，意识到土壤保护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进而树立保护意识，同时也需要通过宣传内

容的丰富与优化为土壤防治工作的推进提供良好的氛围基

础。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在宣传内容调节的过程中帮助人

们更好地认识到如何从自身实际出发来为土壤保护工作、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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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需要优化宣传渠道，丰富宣传手段，除了

需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宣传栏等落实宣传工

作以外，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平台优势，并且保障

宣传工作落实的趣味性，通过制作宣传片、设计征文大赛、

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让更多人主动地去了解土壤污染以及

相关的政策要求和法律条例，树立环保意识，并积极参与到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当中 [5]。

5.2 加强监测监控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在实现如实的过程中因为面向对象

的特殊性导致了防治难度相对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落

实监测工作得显得十分必要，这可以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明

确的导向，进而确保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实的针对性、科学

性和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对监测工作做出有效优化

和调整：

首先，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等相应现代

化技术的有效应用提高监测能力，配合信息技术实现实时、

在线监测，更好地整合收集地方数据，了解地方实际情况，

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信息参考和数据支持。这也可以有效降

低后续土壤污染治理所需要消耗的成本和资源。

其次，需要做好数据整合分析，并充分利用大数据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如可以结合历史数据

明确不同监测的安全阈值范围，确定红线数值，在此基础之

上，通过监测系统算法调整的方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

据技术做好实时数据分析，一旦监测的实时数据超过了红线

数值，系统会自动触发警报，并将报警信息发送到对应的工

作部门和工作人员手中，由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和实

时数据分析防治方案和解决对策 [6]。

最后，可以通过专家系统的有效应用配合应急预案建

设来提高问题的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之上也可以

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收集更多民众意见和利益相关方

意见，对土壤污染防治机制方法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提高

防治效果。

5.3 做好农业面源土壤污染的防控工作
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需要认识到土壤污

染的来源是相对而言较为复杂的，但是需要明确不同污染对

于土壤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从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出发来明确

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与核心。例如，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农业

生产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则很容易会带来土壤污染问题，同时

也很容易会引发水源污染甚至大气污染问题。因此，相关单

位需要做好数据调查和数据分析，对于本地区的工业产业分

布情况、农业产业的生产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

此基础之上结合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做好风险分析，明确土

壤污染出现的概率及土壤污染出现的类型，从源头出发分析

相应的预防方案和解决策略，这既可以提高土壤污染的控制

能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降低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解决土

壤污染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则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减少

土壤污染，如可以通过资金扶持、税收政策调整让相应的农

肥农药生产厂家加强技术开发和技术研究，生产出更多无污

染绿色的农肥农药，同理也可以推动工业产业的技术升级和

技术优化，通过源头控制提高土壤污染防治效果 [7]。

6 结语

土壤污染问题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

态系统平衡以及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要

通过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落实来更好地降

低土壤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相关单位可以通过工程措

施、生物修复、农业修复等多种修复手段有效落实土壤环境

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完善宣传引导机制、加强

土壤污染监测、做好源头控制的方式来提高土壤污染防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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