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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壤修复技术方法与应用(第2辑)》由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编译，本书与《土壤修复技术方法
与应用(第一辑)》为系列译著，是一本介绍土壤(地下水)污染修复基本原理、技术方法和应用实例的
专业书籍，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适合从事土壤环境管理、科学研究及土壤修复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的需要，也可供普通读者阅读。
第二辑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土壤中重金属的特性、环境行为、污染风险的表征与修复
治理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应对和处理地下水污染的不同策略和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污染土壤反应
墙修复技术的工作原理、设计与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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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进行土柱试验时，采用去离子水作为淋洗剂。
如果溶出是因为入渗雨水所致，且系统或多或少地含氧（表层土壤），那么这种方法就会比较有效。
如果溶出是在其他条件下发生的，则必须进行相应的考虑。
可能的调整包括： 在无氧条件下进行试验（NVN 7384）； 采用场地地下水作为淋洗剂。
 水平扩散可采用相关的地球化学迁移模型计算得出，可选用的模型有Phreeque或Ecosat模型（一维）
或者PHT3D模型（三维）。
基于历史扩散可进行初步的估计。
 5.4生物有效性 根据NEN 5704标准，采用0.01mol／L的CaCl2进行提取，可以较好地揭示土壤内部孔隙
水中金属的生物有效性。
此外，还有多种生物测试方法，不过这些方法仅适用于特定的物种。
从实际应用角度，线虫种群成熟指数的测定比较简单，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一工作是由荷兰奥特比
克（Oosterbeek）的BLGG实验室完成的。
 5.5金属形态 多种原因表明，确定金属的结合形态很有用处。
确定金属的形态，可更加深入地了解暴露危害效应、条件变化的影响以及实施土壤修复的可能性。
前文讨论的金属颗粒的存在性研究（5.2节）也属于形态研究的内容之一。
存在极小金属颗粒时，可能会阻碍对土壤砂粒进行有效修复，如果提前了解这一情况，则可进行相应
的考虑。
 广义上讲，确定污染物化学形态有三种方法： （1）提取，如Tessier的连续提取。
这种方法分别提取出可交换／吸附态、碳酸盐结合态、铁和锰氧化物结合态以及有机物／硫化物结合
态金属组分。
提取残留金属是固定在硅酸盐矿物中的。
 以pH为自变量的溶出曲线也能提供大量信息，见图3。
 （2）高级分析方法，如SEM—EDAX（扫描电镜与X射线荧光的联用）、HPLC（用十测定化合价）
等。
 （3）模型计算，如用于水相的Mimeq模型，以及基于pH一氧化还原电位图的评估等。
 所有方法都各有优缺点： 提取法优点：实现起来成本相对较低，但通常情况下无法做到完全有针对
性的提取。
 高级分析法优点：可以较好地了解所研究的样品，但难以从定量的角度将（极小）分析样品的分析结
果转化成现场状况，方法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并非常常可用。
 模型计算优点：模型计算要假定一个化学平衡，而在实践中有时却无法满足这个前提条件。
尽管模型计算对于水相来说执行起来比较简单，但必须了解水的宏观组成，结果的解释需要具备一定
的经验。
 形态研究的部分应用举例如下： （1）更深入地了解砷的来源和风险。
天然来源的砷可以结合到氧化铁、黄铁矿或者海绿石中。
前两种化合物的稳定性取决于氧化还原条件，海绿石则可视为惰性化合物。
 （2）确定汞中毒的风险。
暴露于挥发性汞的危险性，远远高于暴露于汞盐。
 （3）确定金属有效性的上限。
硅酸盐中的金属永远无法利用，其他形态化合物的稳定性则取决于场地条件。
 5.6随场地条件的变化 如有迹象表明场地条件会显著变化，则在评估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可能的变化有： （1）pH下降（如农用地变成自然保护区）。
 （2）氧化还原电位升高（如随着地下水位的降低，富含DOC的地下水或渗滤液来源被切断）。
 （3）氧化还原电位降低（如地下水位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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