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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污染土壤挥发性汞

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步骤一，对污染农田进行整理，细分成若干相

同的小田块，每个小田块之间由薄膜分隔；步骤

二，向各小田块投入用于修复土壤的钝化剂及其

组合物，并混合均匀，稳定10天以上即可；本发明

利用钝化剂与汞的化学键作用、吸附作用等固定

污染土壤中的汞，可显著降低污染农田挥发性汞

的释放通量，减少大气汞污染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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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污染农田进行整理，细分成若干相同的小田块，每个小田块之间由薄膜分

隔；

步骤二，向各小田块投入用于修复土壤的钝化剂及其组合物，并混合均匀，稳定10天以

上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钝化剂及其组合物为膨润土、磷酸二氢铵、亚硒酸钠、生物炭和硫代硫酸铵中的其中一

种或任意几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钝化剂及其组合物投入量为：0.5～3kg/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小田块为1m×1m×0.1m的正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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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降低污染土壤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属于农

田土壤修复治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汞(Hg)是环境中毒性最强的重金属元素之一，由于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其主要

以气相形式存在于大气中，并且这种气态汞可参与大气循环，进行长距离传输而成为全球

性污染物。另一方面，这种气态汞也可以通过叶片的呼吸作用而在蔬菜等农作物中蓄积，进

入食物链，对居民的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威胁。大气汞的来源包括自然源和人为源，其中，被

污染土壤的汞挥发是其中来源之一。当前，对气态汞污染的环境行为、特征、规律和危害已

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对降低以及解决气态汞污染的相关研究还相当不足，大量的研究

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降低污染土壤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

土壤修复方法，该方法利用钝化剂与重金属汞的化学键作用、吸附作用等固定污染土壤中

的汞，达到降低污染土壤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目的，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降低挥发性汞释放通量的汞污染土壤修复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对污染农田进行整理，细分成若干相同的小田块，每个小田块之间由薄膜

分隔；

[0006] 步骤二，向各小田块投入用于修复土壤的钝化剂及其组合物，并混合均匀，稳定10

天以上即可。

[0007] 所述钝化剂及其组合物为膨润土、磷酸二氢铵、亚硒酸钠、生物炭和硫代硫酸铵中

的其中一种或任意几种的组合。

[0008] 所述钝化剂及其组合物投入量为：0.5～3kg/m2。

[0009] 所述小田块为1m×1m×0.1m的正方体。

[0010]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利用钝化剂与汞的化学键作

用、吸附作用等固定污染土壤中的汞，可显著降低污染农田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减少大气

汞污染危害。本发明方法简单、易于实现大面积推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实施例1在其中一段时间与土壤汞释放通量的相关关系；

[0012] 图2为实施例1在另一段时间与土壤汞释放通量的相关关系；

[0013] 图3为实施例2在其中一段时间与土壤汞释放通量的相关关系；

[0014] 图4为实施例2在另一段时间与土壤汞释放通量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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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5为实施例3-5在其中一段时间与土壤汞释放通量的相关关系；

[0016] 附图中：图中CK表示未做任何处理的土壤；P+P表示投加膨润土和磷酸氢二铵的土

壤；Na2SeO3表示投加Na2SeO3的土壤；0.5％C、1％C和2％C分别表示生物炭与土壤比例；Flux

表示土壤汞释放通量，其中正直代表释放，负值代表沉降；Date代表日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发明进行进一步介绍：

[0018] 实施例1

[0019] 对污染农田进行整理分块，细分成10块1m×1m×0.1m的正方体小田块，每个田块

之间由塑料薄膜分隔，防止交叉污染；然后，向其中一个小田块投入2.1kg膨润土和0.35kg

磷酸氢二铵，将膨润土和磷酸氢二铵与土壤混合均匀，稳定10天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

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

[0020] 实施例2

[0021] 向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投入1.4kg亚硒酸钠，将亚硒酸钠和土壤混合均匀，稳

定10天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

量。

[0022] 实施例3

[0023] 向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投入0.5kg生物炭，将生物炭和土壤混合均匀，稳定10

天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

[0024] 实施例4

[0025] 向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投入1kg生物炭，将生物炭和土壤混合均匀，稳定10天

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

[0026] 实施例5

[0027] 向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投入2kg生物炭，将生物炭和土壤混合均匀，稳定10天

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

[0028] 实施例6

[0029] 向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投入2kg硫代硫酸铵，将硫代硫酸铵和土壤混合均匀，

稳定10天以上，采用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实时监测污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

通量。

[0030] 比较例1：

[0031] 将动力学通量箱连接大气测汞仪直接放在实施例1中的一个小田块，实时监测污

染农田土壤挥发性汞的释放通量。

[0032] 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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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投加膨润土和磷酸氢二铵的土壤，土壤汞释放通量在2017年

5月28日～2017年5月31日和2017年9月21日～2017年9月23日分别降低了15.7％和61.4％；

由图3和图4可看出施加Na2SeO3在2017年5月28日～2017年5月31日和2017年9月21日～2017

年9月23日土壤释汞通量分别降低了110.0％和79.4％；由图5可看出施加3个比例生物炭在

2017年6月1日～2017年6月3日土壤释汞通量分别降低了29.6％、19.9％和16.7％。

[0035]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

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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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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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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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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