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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现状 

1.研究的目的 

合巢经开区环保局为了调查清楚其辖区内的土地、土壤污染状况，以便采取相应的治理或修复

措施来保护土地、土壤，从而为该辖区内的建设、开发和规划提供基础性资料依据。同时，在调查

辖区内的土地、土壤污染状况还能够为合巢经开区环保局提供治理修复土地、土壤的第一手资料，

掌握比较详实的污染现状，并且能够针对这些现状，有条件的选择性治理和修复被污染的土地、土

壤，开展相应的污染知识教育与宣传活动，组织社会科技公司或者团体力量治理修复局部地区的污

染。 

本项目一的学习和实践方法，值得我去学习和汲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土壤环境保护的相关知

识也是这次项目学习的重点。对于土壤污染，我国的相关技术和条件还不够成熟。这也是今后环保

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使环境发展与经济相和谐，人文环境得到改善。 

2.研究的意义 

首先，项目一研究的内容是合巢经开区域土地、土壤污染（ANPSP）污染防治的采样调查，重

点监测的是土壤中的重金属。其目的是开展土壤污染采样调查，进而掌握土壤污染的状况，进一步

制定相应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措施，从而改善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质量，提高合巢经开区域居民生

活环境品质，企业生产生活健康保障。 

其次，研究合巢经开区的土地、土壤污染现状，不仅仅是针对该区域的土地、土壤污染现状，

这个项目的意义更多的是从局部地区的污染状况，进一步发掘和针对此做出相应的举措，利用现代

现有的成熟和尖端技术来治理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从而为今后区域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提供经验借

鉴。 

同时，在采样调查中也可以检验和验证相关技术标准的可行性和规范性，从而促进相关标准和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土壤污染的相关检测标准，保护措施，治理技术还不是很完善，这也是今

后广大环保工作者的研究内容。 

最后，区域环境土壤污染调查目前还不是很完善，相关标准虽然有，但是有些标准的参考作用

和指导性作用不够，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其作用。而此次调查，既能够验证某些标

准的规范性，也能够检验标准的可行性，同时，也能够很好的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采取更为有效的

采样方式和采样类型。合理的布局采样点是本项目的重中之重，也是调查的核心环节。在实际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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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以依据前期的检测结果合理地增加或者减少采样点，更好的体现采样的空间合理性。 

3.国内外现状 

农业非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农田中的土粒、氮素、磷、农药及

其它有机或无机物质, 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 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 使大量污

染物进入水体而形成的水环境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有：化肥污染、农膜残留汚染、农药

污染、集约化养殖污染，秸秆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土壤流失、化肥污染、农药污染、畜禽

养殖污染及其它农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的非点源污染。 

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起步比较晚，重视程度不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在提出了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政策后，国家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农业面源

污染源趋向多元化和区域异质性，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如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

环境变迁和政策等[1]。农业面源污染不仅要进行末端治理，更要从源头减量，加强政府政策引导，

走防治结合的道路[2]。 

农业面源污染中化肥施用和畜禽养殖占主导地位，区域差异趋于明显。化肥等的大量施用，既

破坏耕地的土壤结构，加速其养分流失，促使土壤严重板结[3]；同时，又会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

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4]。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还会诱发水体富营

养化，破坏水下生态系统，对人畜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5]。 

国内很多学者在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修复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而这些措施多集中在技术层

面。杨蓉认为政府应该抓紧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依法依规加强环境保护，将农

业面源污染的防治作为农村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6]；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

坏农村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7]。 

3.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中很多将研究方向锁定在如农田休耕计划[8-9]、设立综合草/树过滤带[10]、控制排水与

地下灌溉[11]、发挥自然湿地的净化作用[12]等技术层面。也有学者研究农业面源污染的建模上，如

ML Villamizar
[13]等将年化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AnnAGNPS）应用于模拟哥伦比亚考卡谷甘蔗，玉

米和高粱施用除草剂后对考卡河的损失。Sushil Kumar Das
[14]

严格校准和验证了基于 SWAT 的中

亚雅拉水质模型（MYWQM），并将其用于制定 MYC 中农业非点源污染水质管理计划，取得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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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管理成效。 

1972 年，美国实施了―清洁水法案‖，其目标是不需要农业生产者申请国家污染排放消除系统许

可证，到 1983 年和 1985 年分别实现―水域可以钓鱼和游泳‖、污染物的―零排放‖
[15]；1987 年，美国

又实施了―清洁水法修正案‖。然而，这两项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6]。目前, 非点源污染已经成

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由此，可见单一的政策激励或者是技术革新不足以完全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的面貌。要想获得比

较理想的治理修复效果，必须采取―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措施，在政府政策指引，科

技力量作为支撑，广泛发动农民力量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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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1.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合巢经开区域土壤污染现状调查，为方便的进行项目分工与整合项目资源，该项目研究内

容主要是针对合巢经开区域土地、土壤的背景和近些年合巢经开区的化工企业等分布，调查清楚合

巢经开区的土地土壤使用类型、方式和现状。 

在前期的文献资料查阅和搜集过程中，应该要集中思路寻找突破点——合巢经开区土壤污染的

现状。这中间要学会运用各种搜集资料的方法：类比分析、专家咨询和数学模型等。 

然后，利用 CAD 二维制图软件采用区域等分定点的办法划分采样点，并结合合巢经开区域土

壤污染及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避开不可采样点，对于敏感区域，增加相应的采样点数，以确保采

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最后，将采集的样本送检，等待样品检验结果。进而分析合巢经开区土壤污染现状和提出土壤

污染的治理修复措施。 

2.预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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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合巢经开区域土壤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采样调查方案和监测方案； 

2) 顺利地对合巢经开区域土壤进行区域布点、采样和监测； 

3) 完成了合巢经开区域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报告。 

三、主要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主要研究方法 

首先，依据《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

结合合巢经开区域的 CAD 二维图，采用系统随机的方法，将该区域以 1km 为等距等分，布点采样、

监测土壤污染状况。 

在初步布点后结合 Google 地图等，去除不可采样点，不宜采样点后，再结合土壤污染敏感区

域的采样技术规范，增加相应的的采样点。最终，完成采样点的布局。 

在实际采样中，既记录实地测定的经纬度，又结合百度地图，进行地点位置的导航和标记，并

填写相应的采样记录。样品的采集采用的是五点采样的混合样。 

然后，土壤送检，依据相关技术标准重点监测区土壤中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 

表 1 重金属部分检测项目及规范 

重金属 检测方法 依据的技术规范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汞 冷原子吸收法 GB/T17136-1997 

砷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17134-1997 

铅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铬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37-1997 

最后，查找相关国内外文献，分析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找到土壤污染的原因，并结合现状，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一系列措施。 

2.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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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土壤检测的相关标准和现有的实际条件，再结合项目学习的需要，制定如下的合理技术路

线图。 

 

图 1 土壤采样技术路线图 

四、研究时间安排和阶段目标 

依据项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的目的，合理的依据调查的思路和循序渐进的方式依照时间的先后

顺序制定阶段小目标。 

表 2 合巢经开区域土壤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采样调查时间安排与阶段目标 

时间 研究内容 备注 

2017.07.24 至 2017.07.30 
查阅资料，了解辖区内土壤污染的背景、

现状和类型 
一周 

2017.07.31 至 2017.08.13 

土壤污染状况布局采样； 

妥善保存采集的土壤混合样品； 

协助小组成员做项目 

二周 

2017.08.14 至 2017.08.20 

送检，等待样品检测结果； 

分析检测结果并编写土壤污染调查报告； 

协助项目其他成员完成项目 

一周 

 

 

 

调查合巢经开区土壤污染状况 确定采样的布点方案 

依据标准确定采样点的采样方案 确定具体的采样类型和采集方式 

现场土壤样品采样与记录 样品保存 

样品检测 样品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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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主要参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级 本科专业 
所属系

部 
承担的主要研究任务 

刘远泽 男 16 研一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模具

方向） 

生物系 
土地背景调查、查阅文献、土壤采

样、汇编资料 

主要参加人员 

王磊 男 16 研一 能源化学工程 生物系 文献资料的汇总与整编 

周仲恺 男 16 研一 地理信息系统 生物系 编写合巢经开区风险评估报告 

陈彦 男 16 研一 交通工程 生物系 土壤采样、查阅文献、资料汇编 

      

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 预算经费（元） 主要用途 

往返车费 200 往返于学校和实习基地的车票和打车费 

采集土壤样品的交通费 300 采集样品是骑摩托车，需要加油。 

   

   

   

 

 

 

 

 

 



 8 

七、承诺与保证 

我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我（与本项目参加人员）将严格遵守合肥

学院科研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到预期研究目

标，按时报送有关材料。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八、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意见 

 

 

 

 

 

 

 

校内外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教学系（部）审批意见 

 

 

 

 

 

                     

             

                       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