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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难题，其中最为突
出的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水源污染和土壤环境污
染。人类在进行生产制造活动时，将各种污染物排放到空气中，
根据大气降水进入土壤，从而对环境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在所
有的空气污染中，土壤环境污染都属于“中间人”。近年来，土
壤环境污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土壤。重
金属环境污染会对作物的质量造成危害，从而损害人们的身心健
康，因此，治理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方向
（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农牧业是一条战略性产业链，在稳中求进、

稳步提升的层面上充分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
基础，成为人们衣食住行之源、生存之本，农耕的必要性不言而
喻。必须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才能实现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土
壤保持、物种多样性等目标。特别要注意土壤的可持续性。保持
土壤环境的健康是农牧业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点至关重
要。水土流失等问题对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为
了突破现有的条件，必须始终坚持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
针。从土壤环境治理角度看，制定有效的整体规划，实施过程中
因时制宜，特别要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农业技术首先从刚
刚起步的农作开始，采用深耕细作翻地技术。大多数土壤重金属
来自人类活动，地基沉降与降雨带入使浅层土壤变得较厚。

由于含重金属成分较高，且重金属在土壤中的迁移过弱，深
层土壤重金属成分较低，因此应采用深耕细作技术，在上部土壤
和下部土壤之间互换，然后加入适量肥料，达到改善土壤品质的
总目标。二是利用绿色植物恢复植被。将粮食作物种植在受到重
金属污染的土壤中，重金属会被作物消化吸收，从而对作物品质
造成危害。可以在土壤特别是重金属含量高的地区种植绿色植物
来消化吸收重金属，从而达到降低土壤重金属成分的目的。三是
选择干固稳态技术，也就是在土壤中添加稠化剂，使土壤中的重
金属与稠化剂融为一体，产生稳态固态，从而阻止重金属进入粮
食作物，提高作物品质。

（二）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今天的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是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青山绿

水即是绿色发展理念，绿色的发展理念就是青山绿水”。可以看
出，青山绿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前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
视。保障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
类社会的全面繁荣。为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维护生态环
境安全的前提下，由浅入深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治理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也应该朝着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方向发展，可采取以下步骤：首先是全民参与。治理土壤环境污
染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的事情。要发动全民参与，
整治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让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由政府部门牵
头，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加大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能认识到
参与土壤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从而落实土壤环境治理。另外在政
府部门合理的正确引导下，做到规范化、目标明确、管理手段高
效。二是多样化。处理土壤环境污染问题时，空气和水源污染应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向

新疆农业科学院拜城农业试验站    张纪源

摘  要：为了更好地解决土壤中重金属的环境污染问题，文章首先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剖

析我国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现状及整治方向，期望能促进作生活质量的提高，进而改善人们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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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同步治理，三者的内容是紧密联系的，仅靠任何一个层面的治
理都无法达到最终目的。即使某一方面的管理方法很好，还是会
继续被其它地区的环境污染，所以治理土壤环境污染时要多措并
举，另外还含有气体污染和水源污染，便于同步性的治理。三是
总目标。对重点重金属污染源要进行综合治理，完成对重金属污
染源的治理整顿工作，对重点重金属污染源进行断绝和治理。根
据重金属的种类来划分整治区，因重金属类型不同，整治方法也
有所不同。可以根据不同的重金属和地域特征来确定。要采取不
同的方法，做到因地制宜，不能盲目从众。

（三）以人类健康为方向
大多数重金属都是人体健康的营养元素，如镉、汞、铅等，

还有一些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如铬、砷等，但如果摄入量太
多，对人体危害很大。土地中的重金属可以以多种方式进入人
体，例如重金属可以从土壤进入作物从而借机进入人体，或者从
土壤进入作物进入动物身体从而进入人体。无论怎样，一旦重金
属进入人体，都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谷物或农产品中重金
属镉极易集中，入体后可对多种人体器官产生不良影响，如肾、
肝、脾、肺、心血管等，可导致骨质疏松、血压升高、糖尿病等
多种疾病，更严重的是可导致病变。稻米、苞米、叶菜、豆类食
物等作物中的重金属汞容易积累，过量摄入会损伤大脑皮层、丘
脑和神经末梢等部位，情况严重时会导致语言发育迟缓、听力减
退、肌张力障碍等等。重金属铅在根茎作物中极易积累，入体后
可对神经中枢系统、消化道、肾功能等造成危害，表现为眩晕、
失眠、头痛、犹豫不定等症状，并具有明显的致癌作用。重金属
铬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铬容易富集瓜果蔬菜，人摄入过
多可引起恶心、反胃、拉肚子等症状，此外，人体皮肤也会受到
损伤，情况严重可抑制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畸形。此外，重金
属砷也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而蔬菜、水果更是极易聚集，
过量摄入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消化道、呼吸道及
人体免疫系统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此外，砷还具有很强的副作
用及致癌物作用。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
康，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难题，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作为具体指
导，首先要把土壤重金属成分降到最低限度，符合农地法规；其
次要检查作物生长发育期间的重金属成分；最后要严格监督农产
品的质量，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尽量避免有毒的农产品进入市场。

二、结束语
防治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是一项繁杂而普遍的自动化控制，

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应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态可持续
发展、人的身心健康等方面入手。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观，推进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观，从生物学角度讲，可持续发展观有利于
改善人的身心状况，并能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保障，农牧业与绿
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若能将二者有机结合
起来，则能合理地调节土壤重金属环境污染，进而在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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