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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3/2021_2022__E6_88_91_E

5_9B_BD_E7_9A_84_E5_c67_473991.htm 在以“污染土壤修复

与生态安全”为主题的第212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来自国内

外39家单位的近60名专家研讨了我国土壤污染总体现状。之

所以要花大精力讨论这个话题原因有二，一是来自科研者自

身圈内人士对我国土壤污染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仍无共识；

另一方面则来自圈外人士，虽然专家常常呼吁“土壤安全应

与国家安全并重”，可事实是，国家安全早已深入人心，而

人们对土壤安全则知之甚少，更无法对其提出看法并给予支

持。 如此现状让国内土壤研究专家非常忧虑。没有全盘认识

，仅靠零星、分散的研究既无法形成我国土地质量更有可信

度的相关标准，又无法制订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也无法获

得更多人的支持，自己从事研究的最终目标保护土壤安全仍

是无法实现。 与会专家们对土壤污染原因的认识较一致是人

类行为造成了土壤重金属、农药、石油污染，土壤酸化，营

养元素流失，进而破坏土壤生态系统，降低作物产量。专家

们对土壤污染区别于大气污染、水污染的看法也没有太大出

入：一是土壤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并不像在水和大气中易于

识别。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中科院沈阳生态所的孙铁珩院士

说：“土壤污染往往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

残留检测情况，甚至通过粮食、蔬菜和水果等农作物以及摄

食的人或动物的健康状况才能反映出来，从遭到污染到产生

‘恶果’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二是土壤环境使污染难于扩

散和稀释，在土壤中容易积累并达到很高浓度，同时它有很



强的地域性特点。三是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靠切断污染源

的方法往往很难自我恢复，必须依靠科研单位的大量人力、

财力、物力的投入。 但问题是，虽然科研人员在局部地域研

究的基础上得到上述基本认识，虽然他们在我国许多地方发

现土壤污染及其引发的不良后果，治理土壤污染的方法也找

到许多，但我国幅员辽阔，土壤类型丰富，这些局部研究无

法回答“全国的土壤污染严重程度如何”这个问题，从地方

放大到全国时，专家们的意见相左，无法统一。 无法回答这

个问题，也就无法制订、修订相关标准和有效治理措施。据

了解，1995年国家曾颁布土壤质量环境标准，但专家认为该

标准过分强调统一，并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特点。同时

，该标准中对铅的临界含量定值偏高，国外研究表明，土壤

铅大于100mg/kg时，儿童血铅大于15ug/100ml，而我国标准则

将铅定为250～350mg/kg，难以保障儿童健康。 另外标准中有

机污染物种类太少，仅有“六六六”和DDT两种，事实上，

这两种农药于1983年已停产，对土壤危害程度越来越小，可

其他新型的污染物并没有随之补充进来。 孙铁珩院士认为以

上是与全国迄今没有统一组织过土壤污染普查有关，家底摸

不清，全面、系统的认识也就无从谈起。有专家介绍了法国

的做法法国现今已拥有“土壤污染档案”，对本国国土哪里

有污染，有什么污染，是否需要治理，治理到什么程度均是

历历在目。就标准一事，孙铁珩认为制订具体标准应考虑投

资、效益、风险三种因素后得出，其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具体

实际密切相关，是一个处在不断修订变化中的动态因素。 据

了解，除了科研人员的自身研究外，土壤污染治理也需要整

个社会的支持。当前，我国在土壤污染治理的方法和技术的



研究上取得明显进步，但其中的一些技术储备无法大面积推

广应用与诸多因素相关。比如，虽然当前社会流行“生态热

”、“环保热”，但将口号转变成真正深入人心的意识仍要

国家付出许多努力，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富裕，花大量

资金去除土壤污染仍是件很难的事。当然，现有的技术还要

系统化、集成化仍是自身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些因素

使得土壤污染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并不深。 因此，科研人员、

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才能使土地污染得以全盘认识和彻底

治理。为此，孙铁珩院士认为国家决策部门应当给予重视，

同时与土壤污染相关的生物、化学、物理甚至数学等不同领

域的研究者应当组织起来，尤其是在本学科内部，应当提倡

以任务带学科，将研究的科学问题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他

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部分地停留在文献综述水平

，应提倡该研究从文献综述向实验研究转变，进而向田间实

践转移。” 与会专家认为，全盘看待我国土壤污染治理问题

，必须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

及“入世”对我国影响等战略因素，学科建设应当严谨、实

用，考虑更多的相关因素。河北农业大学的马文齐以化肥为

例谈到，有研究认为化肥在土壤污染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建议应减少化肥使用，但是如果不使用化肥的话，全国

粮食生产只能解决2.2亿人的吃饭问题，而其余10.4亿人的吃

饭问题则无法解决。孙铁珩以重金属富集植物为例谈到，引

进这些植物应当考虑当地的生态安全，切勿让引进植物“消

灭”了当地原有植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