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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调研和实践的基础上, 对风险评估的程序、检测因子的选择及样品采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受污染土壤环境风险评估
问题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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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相当一部分原本处于郊区

的大中小企业被居民区所包围。为合理规划和调整城市功

能, 各地的大批企业纷纷迁离原址。开展对这些企业搬迁后

原址土壤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 对于合理开发再利用这些土

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已日益成为政府的重要决策支

撑。如何对这些土壤进行科学、客观的风险评估, 国内外的

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仍存在风险评估周期

较长、未能评估大区域内存在的小尺度空间差异等问题, 给

这些土壤的治理修复和再利用带来了困难。在借鉴国内外

文献的基础上, 笔者根据实践经验, 就评估程序、检测因子的

选择及样品采集等提出了建议。

1  受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评估程序

对受污染土地的风险评估, 国内外目前共同的做法是从

调查原址土壤过去与现在的工业活动入手, 初步判断潜在污

染存在与否及污染程度, 但对于评估程序流程的划分以及各

阶段所需要完成的工作目标, 各种程序有较大的差异。英国

对于石油化工企业污染的土壤[ 1] , 规定的评估程序分为9 个

阶段, 即: 调查→确定目标→初步点评价→采样计划与战略

→现场采样→分析→点评价报告→风险评估。美国环境保

护署推荐的风险评估步骤为[ 2] : 场地调研→风险评估→场地

专用标准确定→场地专用标准评价→修复方法选择→实施。

孙建等将评估分为3 个阶段[ 3] , 预备调查→初步调查→详细

调查, 其中初步调查阶段包含表层土采样分析工作, 详细调

查阶段包括地下水、地表水和深层采样工作。这些评估程

序, 都将调查和采样实测分设在了2 个不同的阶段, 在第一

阶段的调查结论和采样方案通过评估后才实施第二阶段采

样工作。由于第二阶段调查时, 分析测试土壤样品需要一段

时间自然风干样品, 这样一来, 将调查和分析截然分割开的

结果是 , 即使是得出一块土地环境质量初步定量的风险评估

结论, 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对预备调查( 第一阶段) 结论是土

壤可能受污染, 而第二阶段实际样品测试表明这种污染只是

被沾污的程度, 完全不影响土地的利用类型时 , 这种时间的

浪费是可惜而且不必要的。对第二阶段调查结果表明土壤

被污染的情况, 第一阶段制定的详细采样计划又不能满足准

确得出污染范围结论的需求, 还得在第二阶段的评估中制定

更加详细的采样计划。为得出污染范围的平面和剖面情况 ,

可能得反复多次去现场采样, 大量的采样工作都累积在了第

三阶段, 这样的程序设计, 导致最终完成评估往往历时数月

甚至1 年 , 对于现在国内的城市土地利用热潮, 这样的工作

周期基本不能适用于实际工作。

针对以上情况, 推荐国内的评估工作者参考孙建等的做

法, 但需将监测工作贯穿在各阶段, 即在预备调查阶段, 获得

潜在污染的信息, 就在可能的污染最严重的地点采样分析 ,

而不必等第一阶段调查结论出来后才制定详细的初步采样

方案、开展监测工作。这样不仅节省了初步调查报告编制、

评估的时间, 而且使第一步的结论更可靠。第一阶段评估结

论为土壤受到污染时 , 该评估中就应该有下一阶段工作的监

测计划, 该计划的重点是有利于得出污染平面范围的结论 ,

第三阶段的调查则主要是从剖面、地下水、地表水等方面调

查污染情况, 从而使整个调查的周期大为缩短。

2  检测因子选择

受污染土壤的环境质量监测是风险评估的关键内容之

一, 也是定性定量评估土壤受污染程度和范围的基本依据。

澳大利亚针对土壤污染的风险评估制定了“健康与环境监测

标准”( 简称 HILs 和EILs) 的草案[ 4] , 我国迄今还没有相关的

技术规定。

关于检测因子的选择 , 一般都依据相应的国家土壤质量

标准以及在该土地上曾经进行的工业活动来选取特征测试

因子。目前 , 我国还没有制定针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土壤环境

标准, 关于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的质量风险评价, 可以参考

的国家土壤质量标准有《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 - 95) 、

《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 HJ/ T25 - 1999) 、《展

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350 - 2007) 等。土壤的

理化性质是影响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因数[ 5] , 根据规

划的土壤利用类型, 在可能采用生态手段修复土壤时, 也需

要测试土壤理化性质[ 6] , 因此, 为了客观评价土壤环境风险

情况, 给下一步的修复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 建议在测试污

染重金属指标的同时 , 再测试土壤的pH 值、有机质等理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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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 同时理顺食品监督管理体制, 遏制多头执法 , 保持法

制的统一性。②加强社会协作。在强调社会分工的同时, 更

应加强社会协作, 强调各部门共同对付食品安全问题, 充分

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③加强权力监督。事实证明, 权力缺

乏监督, 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部门

权力监督, 可通过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着手 ,

让有关职能部门不能不作为, 作为不能不到位 , 把责任层层

分解, 使每个责任人都负责。重点是把食品安全责任制落实

到管理的最基层, 如工商所辖区内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除了

要追究责任片区执法人员的责任外, 还应追究工商所长甚至

工商局主要负责人的连带责任。

3 .3 健全奖励举报制度  现行《食品卫生法》第38 条规定 :

“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社会监督。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和控

告。有关部门收到相关的检举、揭发和控告后, 应当及时处

理。”但没有具体给出鼓励措施 , 这影响了举报单位和个人的

积极性 , 从而使得该条法律规定难以得到有效实施。

3 .4 强化群众的食品安全法律意识 可从以下3 个方面着

手: ①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宣传。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

等多种媒体,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 引导正

确的消费观念, 树立食品安全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②加

大教育培训力度。对农村一些个体小作坊、经营业户、养殖

大户、种植大户等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

识、法律知识培训 , 牢固树立其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意识 ,

让食品安全法律知识、安全知识扎根脑海, 警钟长鸣。③开

展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通过褒扬诚信守法, 曝光伪劣产

品和违法经营业户, 扶正祛邪, 使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者无机

可乘、无缝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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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前述质量标准中 , 虽然后两者与95 质量标准相比,

有机物控制的种类由2 种增加到了近80 种, 但对于庞大的

有机污染物数量而言, 这仍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 因此, 建议

在以有机污染为主的污染场地 , 根据原材料使用情况选择

测试 VOC、SVOC 浓度 , 为全面评估污染情况奠定基础。此

外, 这些标准对于控制的重金属指标均只作了总量要求 , 例

如对重金属铅只规定了总铅的浓度 , 建议在选择检测因子

时, 采用土壤重金属总量与有效量相结合为宜。这是因为

一方面 , 有效量指标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消除土壤因素的影

响, 另一方面, 重金属对环境危害最大, 能释放到土壤中的

主要是其有效态部分[ 7] 。如果根据这些土壤质量标准, 仅

测定污染物的总量情况 , 就不能有效评估污染物可能的迁

移情况, 从而使预测出的污染土壤对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的

结论有偏差。

3  样品采集

关于采样方式 ,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规范、土壤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等规范提供了棋盘法、梅花法、蛇形法、网格随机

采样法等可选择的方法 , 但是这些方法用于确定一块受污

染土壤的局部小尺度污染范围中有瑕疵, 而这个局部小尺

度污染范围又关系到治理方式、治理经费等 , 尤其是对于遭

受危险化学品污染的土壤而言 , 受污染的面积即使只比实

际情况多几十平方米, 也可能意味着要花费数十万的经费,

因此, 需要选取更合理的采样方式来相对精确地确定局部

污染范围。对于受污染的土壤, 叶玉瑶等采用网格法布点

检测个旧城区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情况[ 8] , 魏秀国等采用分

区域布点兼顾布点均匀的原则检测广州市蔬菜地重金属污

染情况[ 9] , 刘元生等采用在有明显污染源和可能受污染的

区域布点的方式检测耕地污染情况[ 10] 。对于企业搬迁后

原址土壤 , 建议采用下列方式采集土壤样品 : 第一阶段, 在

受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作用梅花布点法采样; 第二阶段 , 为确

认受污染的局部小区域范围 , 以曾经存在的污染源所在边

界位置为核心 , 分别向4 个方向辐射, 以1 ～2 m 等间距设置

采样点, 每个采样点在同一半径的弧线上10 m 范围内采样

混合为一个样品。这种布点方式与网格布点数量相近, 但

更精确地确定了受污染范围 , 有利于核算下一步采取治理

修复措施的工程量; 第三阶段 , 采用剖面法取样 , 但不应根

据土壤采样规范仅1 m 的剖面深度, 而是尽量挖到土壤母

质处 , 每50 c m 的深度采集一个样品, 分别测试各剖面样品。

4  结语

受污染土壤的环境质量风险评估是土地合理再利用的

基础工作 , 但是应遵循精简高效的程序、选择合理的检测因

子, 采用科学的采样方式, 该评估才能对下一步的治理修复

具有指导意义。因此 , 制定针对该类土壤的环境质量监测

规范十分紧迫 , 同时, 环境评估工作者还应注意恰当的界定

环境质量风险评估与该地块土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之间的

关系 , 使两者有机结合 , 真正为环境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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