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您是我国第一批从事
土壤修复的专业技术人员之一，
当初选择这一领域的初衷是什
么？

李书鹏： 从事土壤修复其实
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我大学毕业
后最先做过水务和市政工程。 在
2002年加入北京建工金源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 从事污水处理相关
工作， 从那时起就对环保工作有
了很深的认识和感触。 2007年 ，
北京建工集团成立国内第一家土
壤修复专业公司， 由于我在环保
方面有较好的工作经验， 就加入
了新成立的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
限责任公司， 开始从事土壤修复
工作。

记者：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目前我国在土壤修复方面处于什
么水平， 我国的优势和努力方向
在哪里？

李书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在土壤修复项目的实施中取
得了宝贵的经验，应用、研究和开
发了一些适合我国目前土壤污染
特点和治理要求的技术和设备，
但总体而言， 我国土壤修复技术
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随着修复工程经验的积累，
修复项目也将由单纯的施工和设
备主导， 向方案设计和工程设计
主导转变 ， 即由 “硬 ” 技术向

“软” 技术发展， 逐步摆脱 “土
方” 工程的形象。 如今， 应用热
脱附 （原位/异位）、 土壤淋洗、
原位化学氧化、 生物修复等先进
技术已经成为主流， 且整体水平
基本与国外同步。

近年来， 在国家风险管控思
路指导下， 污染场地修复和风险
管控的技术组合正在兴起， 将有
更多场地 ， 特别是大型复合场
地， 根据地块的使用功能和利用
规划， 采用修复和风险管控相结
合的修复方案。 现场快速的污染
筛查技术和地层刻画技术等精准
调查技术将在修复项目中推广应
用， 污染源－地层－地下水的精
细三维识别技术和与之对应的大
数据分析技术将助力修复和管控
设计、 精准化实施。

记者 ： 对于修复行业的未
来， 您有什么憧憬？

李书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全面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未来， 随着政策
的不断完善， 社会公众对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的关注会持续上升，
修复技术也会不断升级， 修复标
准将逐步细化， 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曹海英/文 于佳/摄

让“生病”土壤变成绿水青山
专题08【关注】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白莹│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张旭│2020年 12月 1日·星期二

给土壤 “洗澡”， 对污染土
壤进行精细筛分， “洗” 出来的
健康土壤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利
用， “患病” 土壤被压制成饼可
以大大减少待处理的污染土壤
量， 经济实用； 给土壤加热， 让
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通过加热达
到沸点， 使其从土壤中挥发出来
集中处理； 将建筑基础施工领域
内的 “高压旋喷技术” 和 “土壤
浅层搅拌技术” 工法引入到污染
场地修复中， 扩大原位修复技术
的适用场地条件……这些熟悉又
陌生的处理方法， 是怎样被用于
治疗 “患病” 土壤的？ 近日， 记
者走进北京建工修复公司土壤地
下水修复技术创新工作室， 看看
李书鹏是如何带领这支团队进行
的土壤修复。

与“毒”为伍 挖出“真凶”

这是一支年轻有朝气、 清一
色高学历的团队， 他们或穿着白
大褂在实验室与各种化学生物试
剂打交道， 或穿着工作服在环境
恶劣的现场与污染物 “亲密接
触”。 “我们从事的是环境修复
工作， 它是通过技术手段治理土
壤和地下水的污染， 使受损的生
态恢复健康， 因此环境修复工作
者常常被称作 ‘大地医生’。” 创
新工作室领军人李书鹏对他们的
工作这样描述。

在2000余平方米的梦想实验
室中， 十余套先进设备可满足环
境修复领域中样品的预处理、 分
析检测等的相关要求， 同时可开
展多种实验及修复技术的可行性
测试。

相对于污染的水变黑、 天变
灰， 土壤的污染并不直观可见。
记者在样品展柜中看到被污染的
土壤呈现出不同颜色， 有橙色、
深紫色、 褐色等多种色彩， 工作
人员指着其中一罐深紫色的土壤
介绍道： “这个样本采样于一家
化工厂所在地， 当时还散发着刺
鼻的酸臭味。 但是采样地块的表
层土壤， 肉眼看不到任何异常。
如果不进行无害化处理， 污染物
会随着地下水的迁移危害到附近
居民的身体健康。”

在一旁的试验人员正在清洗
植物根茎上的泥土 ， 他告诉记
者， 这是刚从污染现场采集回来
的 ， 他们要对植物的根茎 、 枝
干、 叶片、 果实分别进行采样分
析， 辨别出哪个部分含 “毒” 量
高 ， 因为不同植物的不同部位
“中毒” 的程度是不同的， 从而
制定出修复的方案， 这也是他们
正在研究的新课题。

土壤污染物通过食物链的层
层传导， 且这一过程十分微妙，
不易被察觉， 其危害会长远地影
响百姓的居住和食品安全 。 对
此， 这些从事修复的专业人员一
点不敢掉以轻心。

“对症下药” 转危为安

土壤污染修复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 李书鹏给记者打了一
个比方： “如果把被污染的土地
比喻成一个病人的话， 土壤污染
修复就像给这个病人做一次复杂
的手术。 不仅要求技艺高超， 还
得对症下药。”

就像医生做手术之前要先诊
断病情一样， 在确定运用哪项修
复技术之前也要进行精密地采

样、 评估。 采样完成后， 技术人
员要对数据进行分析、 制定修复
方案。

“行业初期， 污染土壤绝大
多数采用水泥窑协同焚烧处置或
安全填埋等相对简单的技术方式
处理。 如今， 应用热解吸、 土壤
淋洗、 原位热脱附、 原位化学氧
化、 生物修复等先进技术已经成
为主流， 整体水平与国外同步。”
李书鹏告诉记者， 修复技术的多
元化和不断进步为修复工程应用
创新提供了可能。

“任何一种处理方式都有其
适用范围。 具体选择哪项技术，
还要由实际情况来决定。 场地污
染物的种类、 性质和分布浓度，
场地的水文地质情况， 未来开发
规划以及修复周期长短等， 都是
进行土壤修复时需要考虑的因
素。” 李书鹏解释道。

当确定采用哪些技术给污染
土壤进行 “治疗” 后， 开始实施
“手术”。 一般情况下， 完成一次
土壤修复 “手术 ” 需要一至两
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纰漏 ， 都会导致整台
“手术” 的失败。 最后， 还要经
过环保部门的验收， 工程才算全
部完成。 看到一块生病的土壤通
过治疗转危为安， 是李书鹏和他
的团队成员最开心的时刻。

自主研发 填补空白

土壤修复与传统的化工等行
业相比， 土壤的异质性和污染场
地个体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最大
特点。 “同一种污染物即便在类
似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也会因浓
度、 修复标准、 修复工期的变化
而导致处理方案的迥然不同， 更

不要说是不同国家的土地了 。”
李书鹏说， 他记得一种进口的大
直径土壤搅拌设备在中国就出现
了水土不服的状况， 而进口设备
的零件磨损后国内没有供货， 需
要到国外采购， 耗时长价格高，
影响了当时项目的实施。

中国土壤污染整体类型多、
程度深、 复合污染问题突出， 这
意味着中国土壤修复治理既要借
鉴国外经验， 又不能照搬照抄国
外成果， 对专业领域的技术革新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书鹏和研
发团队成员面对挑战下定决心：
“要走出自己的路， 拒绝 ‘拿来
主义’。” 就这样， 研发具有修复
自主知识产权的土壤修复设备、
专用药剂和工艺体系的思路在团
队成员头脑中逐渐形成。

“为了提升设备的本土适应
性和作业效率， 我们对设备进行
不断改进。” 技术总监刘鹏介绍
道， 热脱附是处理有机污染物常
用技术， 它是通过对土壤进行加
热达到有机污染物的沸点， 使污
染物从土壤中挥发出来， 处理效
率可达99%以上。 在研发团队的
努力下， 适合于中国土地特点、
国内最大的热脱附设备诞生了。

李书鹏和研发团队成员针对
石油、焦化、农药类场地普遍存在
半挥发性有机物这一特点， 结合
常见场地土质情况， 开展了土壤
淋洗装置的研究， 将科研课题研
究成果成功地应用到工程实践

中，研发出国际先进水平的40吨/
小时的土壤淋洗装备。 该土壤淋
洗装备通过给土壤“洗澡”及多个
工艺单元组合， 将土壤根据颗粒
粒径大小，进行逐级分离。“洗”出
来的细微颗粒可作为水泥生产原
料， 中粗颗粒处理后可作为建筑
材料，土壤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刘鹏告诉记者：“这套技术装备经
过五代研发升级， 达到了对污染
土壤的精细筛分、 污染物富集和
浓缩处理的目的 ， 减量化可达
90%以上， 污染物去除效率超过
85%， 整体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这套适合中国土壤修复设
备的成功研发， 更加增进了研发
团队成员的信心也让他们倍感自
豪。 此套设备在 “砥砺奋进的五
年” 大型展览上作为我国土壤修
复先进装备自主创新的重大成果
与天宫一号、 蛟龙号等科技重器
同台亮相。

不仅如此， 研发团队成员还
创造性开展学科横向融合， 将建
筑基础施工领域内的 “高压旋喷
技术” 和 “土壤浅层搅拌技术”
工法引入到污染场地修复中， 扩
大了原位修复技术的适用场地条
件， 可节省大量土方运输费用，
填补了该方向国内的行业空白。

“随着国家和公众重视程度
的不断提高， 人们赖以生存的这
片土地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 对
此， 李书鹏和他的研发团队成员
信心满满。

———记李书鹏土壤地下水修复技术创新工作室
走进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对话：

工作室简介：

李书鹏土壤地下水修复技术
创新工作室以 “技术攻关、 科技
创新、 人才培养” 为主要任务，
成立于 2016年， 现有成员31名，
均为修复行业科研经验丰富的技

术骨干。 工作室先后开发了土壤
淋洗工艺、 常温解吸修复工艺、
土壤原位深层搅拌工艺、 热强化
修复等系列技术， 填补了数十项
行业技术空白。

工作人员对土壤进行分析。

每一个微略变化， 都不能放过。

试验员正在清洗刚从现场采集来的植物样本， 以便进行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