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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公考申论打卡材料（第 7 天）

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相对于我国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薄弱，土壤污染防治

体系尚未形成。但是，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进行过有益的探索

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支持开展了农业土壤背景值、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容量等

研究，积累了我国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宝贵数据。尽管当时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

体良好，受世界土壤环保运动的影响，我国科学家也开始关注矿区、污灌区和六

六六、滴滴涕农药大量使用造成的耕地土壤污染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科学

家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并于 1995 年发布，1996 年开始实

施。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0 年至今。随着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土壤环境

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将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放在与大气、水污染防治同等重要的位置，全面推进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十多年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具有中国

特色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和形成。

正如大家知道的，针对大气、水和土壤三大环境介质，我国已经制订了《大

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有

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如《环境保护法》、《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农

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农药管理

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复垦条例》等。这样必然会出现土壤污

染防治相关规定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问题，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需

要。因此，加快制订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为此，环境保护部在

“十一五”期间就组织相关法学和土壤环境专家开展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前期研

究，2013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列入第一类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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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环境保护部联合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建议稿，并于 2014 年 12 月提交给全国人大环资委。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地方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了经

验。2015 年 12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办法》，从 2016

年 2 月开始实施。2016 年 2 月，湖北省人大颁布《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

由于是不同部门开展的土壤环境调查，调查时段、调查方法和测定项目不尽

相同，调查精度达不到准确划定土壤污染范围或污染地块的要求，为了真正摸清

土壤污染底数，满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的需要，国家将组织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工作。这将是又一次重大的全国性土壤环境基础性调查，在世界上

也不多见。

“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已在部分省市开展试点，着手研究制定全国土

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方案，拟在全国布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基础监测点位和风

险监测点位。同时，利用整合环保、国土、农业等部门有关土壤环境监测、农产

品质量检测、污染源调查、土地利用等数据，建立全国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构

建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2011 年 2 月 14 日，经国务院批准后环境保护部印发《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十二五”规划》；2011 年 10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重点工作的意见》；2011 年 12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

二五”规划》；2013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

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 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对推动

土壤污染治理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4 年 7 月 7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8 年 6 月 6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加强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2012 年 11 月 27 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个部门印发《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

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2014 年 5 月 14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加强工业

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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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总体上看，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国外土壤修复已

有 40 年-50 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和实用化的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完备

的修复产业链和修复市场，具有成熟的修复工艺、配套的修复材料、成套的修复

设备、高素质的咨询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相对而言，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研发和

工程化应用只有短短 10 年时间，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几年发展较快，一

批自主研发的土壤修复技术开始进入工程示范阶段，一批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

修复材料也开始引进国内，一批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和污染地块修

复工程项目开始启动。从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的咨询机构、专业修复和配套服

务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土壤修复产业和市场发展迅速，已逐渐成为新兴的环保

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的增长点。

2006 年，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印发《关于加强关停破产搬迁企业遗留工业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7 年，沈阳市环境保护局、规划和国土资

源局印发《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2008 年，重

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

通知》；2011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清洁土壤行动方案》；2013 年，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会同浙江省经济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厅、国土资源厅、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农业厅共 6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工业企业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监督

管理的通知》；2013 年，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印发《关于规范工业企业场地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2014 年，上海市 4 个委办局共同发布《关于保障工业企业

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管理办法》等。

我国在“六五”和“七五”期间开展了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十五”

以来，国家相关部门也组织开展了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工作。1999 年，国土资源

部开展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截至 2014 年，已完成调查面积 150.7 万平

方公里，其中耕地调查面积 13.86 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68%。2005 年至

2013 年，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

面积约为 630 万平方公里。2012 年，农业部启动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

调查，调查面积 16.23 亿亩。另外，环保和农业部门也对主要污水灌溉区、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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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主要粮食产区、重要农产品产地、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等土壤环境质量进

行过长期监测。

【资料 2】

自从 1995 年制订发布我国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以来，迄今为止，

已颁布实施的土壤环境保护相关标准近 50 项，初步形成了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

系，主要由五大类标准组成。一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类。包括《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食用农产品（大田）产地环境质量评价

标准》（HJ 332-2006）、《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 333-2006）、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 350-2007）等。二是技术

导则类标准。包括《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

则》（HJ 25.4-2014）等。三是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类标准。包括土壤和沉积物

中砷、汞、铬、铜、锌、镍、铅、镉、硒、铋、锑、铍、氰化物和总氰化物、丙

烯醛、丙烯腈、乙腈、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性芳香烃、挥发性卤代烃、酚类化合

物、多氯联苯、多环芳烃、有机磷农药、六六六和滴滴涕、二噁英类等污染物的

分析方法。四是土壤污染控制类标准。包括《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1984）、《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GB 8172-1987）、《农用粉煤灰中

污染物控制标准》（GB 8173-1987）、《农用灌溉水质标准》（GB5084-1992）

（修订中）等。五是基础类标准。包括《土壤质量 词汇》（GB/T 18834-2002）、

《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等。

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复杂，加上我国土壤类型变异性和土地利用方式多样

化，土壤污染发生规律和危害特征有自身特点，立足我国国情，加强土壤环境科

学研究十分重要和必要。继“七五”期间开展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容量研

究，“八五”、“九五”期间开展有机和无机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迁移转化规律

及生物有效性等研究，从“十五”开始，在科技部“973”计划项目等资助下，

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壤污染特征、来源、微界面过程机制和生态风险等研究方

面，取得了基础性的重要成果。在土壤污染形成机制特别是微界面过程和机制方

面，采用同步辐射等光谱技术和模型等手段，揭示土壤中污染物与土壤表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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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机制和赋存形态，阐明了污染物与植物根相互作用机制和植物吸收积累规

律。已认识到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以及不同污染物所发生的土壤污

染形成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提出了主要作物品种在不同地区土壤上的重金属富集

积累规律。随着对复合污染问题的关注，开展了一些重金属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复合污染生态效应研究，发展了一些复合污染体系环境行为和生态毒性的预测

方法。近十年来，虽然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针对

土壤污染的空间格局、污染成因、过程机理、生态效应、指标方法等基础科学问

题仍急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特别是土壤环境基准、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土壤环境科学研究水平还存

在很大差距。

为适应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防治与管理的需要，针对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存在的问题，环境保护部于 2006 年就启动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目

前修订后的 3项标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指导值》和《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草案已 3次向社会征求意见。通过

本次标准修订过程，进一步明确了土壤环境标准的定位和作用，完善了土壤环境

标准体系和结构，合理调整了部分土壤污染物项目标准值，推动了我国土壤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建设。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水平和工程经验，处于边实践、

边提高、边摸索、边总结的阶段。就农用地而言，受污染耕地土壤修复技术研发

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十五”以来，通过科技部科研计划项目支持，

开展了植物修复、农艺阻控、化学调控、农艺和化学相结合等控制和修复技术研

究及示范工作，包括重金属污染耕地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低积累品种的农艺阻

隔技术、水肥调控等耕地土壤安全利用技术等，发展了有机污染农田土壤的生物

修复技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等。近年来，有些技术已开始应用于大规

模耕地土壤的修复。比如，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发现了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具有极强的耐砷毒能力，其叶片富集砷的含量一般达到 0.5%，比普通植物高出

成千上万倍。研究团队分别在湖南、河南、广西等地，成功建立了砷污染耕地土

壤植物萃取修复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砷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案例。我国科学家

还将镉富集植物伴矿景天应用于镉污染耕地土壤植物萃取修复工程。另外，我国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科学家还开发了可有效阻控水稻可食部分（稻米）中镉积累的生物炭阻控技术，

利用工业废弃物质赤泥和富含巯基的植物秸秆粉末作为钝化剂，同时结合锌对镉

的拮抗作用，降低农产品中镉的含量。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颁布实施，其作为未来土

壤修复的指导计划，将对土壤修复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指出，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已成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我国应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

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突出重点

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严控新增污染、逐步

减少存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到 2020 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

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

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到 2030 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

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相对而言，我国污染地块土壤修复技术水平、施工能力和工程经验总体上较

落后。起初大多采用水泥窑技术、填埋技术为主，目前正逐渐发展成为以热脱附

技术、化学氧化技术、气相抽提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等为主流技术，适用于

原位和异位处理的工程技术体系。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通过科技部“863”

计划、环保公益性科技专项等项目，重点支持了重金属、农药、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石油等污染土壤修复共性技术研究，并开展了小范围的示范验证工作。“十

二五”期间，科技部“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启动了“污染土壤修复技术

及示范”重大项目，推动了关键土壤修复技术和装备创新。我相信，通过未来 5

年-10 年不断努力，一定能够使我国污染地块土壤修复技术与装备研发能力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大大推动土壤修复产业

的发展。

二、阅读任务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限

300 字以内。

码上下载老吴公考 app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