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收看2018年全国科学道
德和学风... 

 关于启动同济大学十六届杨浦区
人大代表补... 

 “十指春风 布艺掇英”——2018
年上海... 

 领票通知 | 高雅艺术进校园《放
歌新时代... 

 关于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演出优惠票... 

 关于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期间休息... 

 同济创业谷第十四期创新创业项
目招募 

 （10月16日）枫林讲坛开讲 
 （10月15日、16日、18日、24

日、2... 
 （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

和2... 
 （10月15日）铁道与城市轨道交

通研究院学... 
 （10月24日）Metagenomics ... 
 （10月23日）Persistent or... 
 （10月16日）Day to day te... 

 

  

  

6----校内链接----　　

6----媒体链接----　　

 当前位置：首页 >> 同济快讯 >> 科研 Print Pre.

 

专家学者共议 “土壤生态环境评价与修复技
术” 

指出土壤环境评价标准不宜全国“一条线” 
来源：新闻中心  发表时间：06/07/2017 阅读次数：2100 
  如何评判一个区域的土壤生态是否健康？这片土壤上生长的作物是否安全无害？在6月
6日于同济大学举办的、以“土壤生态环境评价与修复技术”为主题的第四届城市生态与节
能论坛上，多位资深环保专家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土壤类型多样，自然条件差异大，应
在保证作物、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基于扎实的科学研究，结合不同区域土壤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科学合理地制定差异化的土壤环境评价标准。 
  我校常务副校长伍江、联合国环境署政策协调办公室代理执行主任克拉丽丝•威尔逊分
别致辞。来自土壤生态领域的学界、业界代表200余人与会，以专家报告、专家讨论及提问
互动等形式，共同探讨“土壤生态环境评价与修复技术”这一环保领域重要议题。 
  伍江在致辞中表示，同济大学积极致力于践行并引领可持续发展，已与联合国环境署
成功开展了15年的深度合作。同济大学在工业污染场地及农田重金属修复方面，已形成重
金属稳定与成套清洗技术体系，正在拓展多种新材料的吸附净化研究，为土壤生态安全与
污染修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同济大学未来将继续利用好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建的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这一平台，开展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引领全球高校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  

 

  

 

  去年，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年 1月环保部颁布《污染地块土壤
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在中央政策推动下，全国20多个省份相继发布了地方“土十
条”，各地纷纷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中科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周东美教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
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风亭教授等几位资深学者表示，我国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自1995年颁布至今已有20多年，当前环保部正在就土壤环境标准的修订征求意见。我
国土壤类型成百上千，重金属就有数十种，不宜制定全国统一标准。建议按照区域、土壤
类型划分，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他们还强调，标准的制定一定
要有科学理论、科研成果的指导与支撑，要引导科学家做更多的研究、实验，从而科学合
理地制定土壤环境标准。同时，在土壤的改良和修复方面，还要积极推进政府、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政产学研”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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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土壤学会常务理事、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学术
顾问骆永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历程及趋势》的报告，他说，我国土
壤污染与修复研究发展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近几年来，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快速发
展，行业从业单位、人员大幅增长，大型企业、集团进入这一行业，现已有12000名人员、
千余家企业从事土壤修复技术研发与应用。国内环境修复相关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自主
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土壤修复产业链及其结构不断优化，土壤修复技术、装备及规模化应
用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短。他指出，我国土壤修复要形成“整体系统、有机联系、
链条式设计”，实现“科学+技术+监管+产业化”；要加强对土壤环境系统性的认识，在研
究土壤内部环境组成、性质、功能、条件及其时空变异性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土壤内、外
部环境要素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对界面过程的研究。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副主任雷梅教授作了利用植物清除土壤重
金属的技术及应用的报告；日本清水建设株式会社高级研究员谷本祐一博士作了日本场地
修复的案例分析；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陈有鑑介绍了如何对土壤调
查评价结果进行验证；博天环境修复（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宝蕴博士分享了对于当
前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面临的问题及思考。 
  “城市生态与节能论坛”由原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发起，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特别支持，每年度在北京、上海轮流召开两次会议研讨，聚焦城市生态与节能领域当下的
热点问题，邀请国内外权威专家展开主题演讲。自2015年11月论坛开设以来，已围绕“城
市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创新——聚焦水生态”“可再生能源利用与城市空气环境”以及
“城市生态系统规划与生态修复”主题展开研讨，吸引了来自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建
设单位两百余名专家学者和建设者汇聚一堂。该论坛旨在将研讨成果落实到城市生态建设
中，致力于成为国家决策机构在城市生态领域的智库。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北京市建筑高能效与城市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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