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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区域场地土壤跨介质污染物多源清单与制定方

法”项目 2022 年度总结会暨项目中期会议动员会顺利召开 

 

2022 年 10 月 23 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生

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共同承担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区域场地土壤跨介质污染物多源清单与制定方法”项目

2022 年度会议暨项目中期报告动员会顺利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今年以来各个课

题主要进展、存在问题及其应对措施，同时为项目中期会议做好准备。 

项目首席、课题三负责人刘敏教授，课题一负责人赵玲研究员，课题二负责

人刘杏梅教授，课题四负责人谢云峰研究员和项目研究骨干共 40 余人通过线上

参加会议。 

项目负责人刘敏教授首先对项目 2022-2023 年度的项目推进会议开展情况、

场地采样工作进展、考核指标及考核方式、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考虑、项目

未来计划等方面做了总体介绍。随后，赵玲研究员、刘杏梅教授、李晔博士和谢

云峰研究员分别对各负责课题的年度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在各课题汇报结

束之后，众多项目成员针对会议中的重要方面展开讨论，并在场地采样后续计划、

数据成果联用、中期会议准备等方面达成一致。 

此次项目 2022 年度总结会暨项目中期会议动员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 2022-

2023 年度工作的圆满完成，并为中期会议相关准备工作的开展拉开了序幕。 

 



 

图 1 2022年度会议暨项目中期会议动员会 

 

 

 

 

 

 

 

 

 

 

 

 

 

 

 

主送：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处 

      朱永官院士、林玉锁研究员、胡清教授 

 

抄送：项目组全体人员 

 

 

  



附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区域场地土壤跨介质污染物多源清单

与制定方法”项目 2022年度总结会暨项目中期会议动员会 

会议纪要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23 日 

二、会议地点：线上：腾讯会议（会议 ID:388 990 401） 

三、参会人员：项目首席华东师范大学刘敏教授（课题 3 负责人）、

上海交通大学赵玲研究员（课题 1 负责人）、浙江大学刘杏梅教授（课

题 2 负责人）、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谢云峰研究员（课题 4 负责人），

以及其他项目骨干等。 

四、会议内容： 

项目首席刘敏教授首先从项目实施过程会议、长三角及京津冀典

型场地采样工作、考核指标及考核方式、项目实施过程的问题及考虑

方面总结了项目目前已开展的主要工作，并提出项目未来的计划目标，

对考核指标、样品采集、时间节点及成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图 1 项目首席刘敏教授项目总体汇报 



随后，赵玲研究员对课题一“区域场地污染物多源识别与排放清

单”整体进展进行介绍，具体从钢铁场地案例和估算推进、信息模糊

企业的简化估算、早期焦化场地的估算方法、未来持续推进的工作计

划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 讨论土壤不同层次位置由于工艺段不同导致的石油烃含量分布差

异，分析不同工艺区域的氨氮来源及污染模式，汇总形成石油烃

来源调查的技术文件，未来将在初步排放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一

步分析造成排放通量的途径和区域。 

2. 针对生产历史悠久、工艺设备未知的信息模糊企业，分别从简化

计算公式、减少难确定参数、改变排放系数、场地实测数据替代

等方法实现方法论的简化；分别利用类比法和文献法对不同适用

条件下的工艺段进行计算，以期实现参数选取的简化；以工艺段

整体为排放单位，减少参数数量并实现对污染物计算方式的简化。 

3. 选定河北某焦化厂作为估算案例，在对生产历史、工艺流程等基

本信息进行搜集的基础上，回顾场地研究模式的方法论，选取分

布广、危害大的苯并芘作为特征污染物，建立包括废气、废水、

固废等在内的土壤污染账目，采用类比法和文献值对工艺流程和

其他环节的产污通量进行计算。 

4. 分别从发明专利、学生培养、青年骨干、学术交流等部分介绍工

作推进进展，并对制定了采样、溯源、方法论的后续工作计划。 



 

图 2 赵玲研究员介绍课题一年度进展 

 

然后，刘杏梅教授对课题二“场地污染物源-流-汇过程与源解析”

整体进展进行介绍，分别冲课题年度总体进展情况、年度重要研究进

展及成果、下一步工作计划等三个方面进行展示汇报。 

1. 在技术路线的整体指导下，需要依次通过场地尺度土壤污染物源

-流-汇过程模拟及关键参数优化、场地土壤污染物的污染特征及

主控因子识别、同位素示踪场地土壤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及归趋等

步骤，完成对机理过程和跨介质迁移转化参数清单的探索。 

2. 在“源”识别方面，耦合受体模型与同位素示踪技术定量解析了

重金属的污染来源，辨别并量化了生物可给性及重金属的污染来

源及其贡献，定量解析了场地有机物的污染来源，对电子拆解厂

中汞污染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同位素示踪，在汞/氯代烃复合污染

土壤中汞源解析和过程机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流”过程方

面，揭示了复合污染体系下土壤中 Pb 对 Cd 的竞争吸附机理，理

清了土壤微结构团聚体中 Pb-Cd 的竞争过程与机理，阐明了多环

芳烃（萘、芘、菲）在不同土层中的吸附解析过程，探讨了有机



污染物与重金属的竞争吸附作用；在“汇”过程方面，利用室内

土柱微宇宙模拟了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阐明了有机污染物在重

金属共存环境中的共迁移行为，获得了场地污染物源-流-汇关系

量化参数集中的部分参数。 

3. 接下来，将从场地土壤剖面中复合污染物界面传质过程与多过程

耦合机制、场地土壤重金属氧化还原与迁移转化过程中同位素的

分馏机理、不同土层位置处 PCB 降解机制及微生物群落动态变化

与修复、初步形成场地土壤污染物源-流-汇量化参数集等方面制

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图 3 刘杏梅教授介绍课题二年度进展 

 

然后，李晔博士代表课题三“区域场地土壤污染物环境过程与累

计模拟”对 2022 年以来取得的模型模拟和室内实验等方面的工作进

展进行梳理和展示，并阐述了未来工作的指向计划。 

1. 在对河北邯郸地块进行生产信息整理的基础上，利用 Hydrus模型

模拟该场地多介质环境中的重金属砷污染状况，做到了场地信息

概念化、输入途径精细化、输入参数本地化、模型参数条件明确

化，并通过了模拟结果和模型总体性能的双重检验；对于上海桃

浦化工园区 621 地块中的多环芳烃污染模拟，选用更加适用的



EEMMS 模型进行模拟，从生产流程和原辅材料出发确定了多环芳

烃的主要来源，对环境赋存形态和环境行为进行剖析，建立流场

模拟和污染物运移在饱和带及非饱和带中的控制方程，设定相应

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及属性参数，实现了模型仿真模拟结果的

可视化呈现，做到了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基本吻合；结合场地

水文地质条件和 CalTOX模型基本骨架，建立了适用于多介质环境

的几何模型，运用评估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物的生态风险，结果

表明在 0-100cm深度范围内 Cd对人体有着极强的致癌风险。 

2. 测定河北磷肥厂重金属砷主要以完全无定形态物质，并基于机器

学习方法预测了土壤当中镉的吸附量，采用 10倍交叉验证的方法

通过了模型性能的稳定性考察；分析不同种类的 PAHs光照 16h的

反应前后光降解速率，获取土壤环境中的吸附速率，为模型模拟

的参数设置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撑。 

3. 另外，本课题已发表第一标注论文 3 篇、正在申请的专利和软著

3项、待投稿论文 2篇；之后，将在污染运移过程的区域差异、在

产场地的模拟尝试、数据函数集的建立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研

究目标。 

 

图 4 李晔博士介绍课题三年度进展 

 



最后，谢云峰研究员详细汇报了课题四“区域场地土壤多源污染

清单制定与示范验证”的年度重要进展情况，内容分别从研究目标和

研究内容、研究进展、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展开。 

1. 在研究目标的总体指引下，需要制定技术规范和系统开发、场地

尺度多源清单示范验证、园区尺度多源清单示范验证等基本研究

内容。 

2. 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包括 

1) 梳理编制思路、完善《区域场地土壤跨介质多源污染清单制定

方法和技术规范》大纲内容；通过识别场地土壤特征污染物、

功能区合并和划分、单个功能区污染物排放途径识别及排放

量核算等工作，研究“土壤污染清单制定”关键技术方法学，

编制《技术规范》文本。 

2) 与《技术规范》相结合，开展系统工具开发需求分析，并于开

发团队对接，完成在产企业系统-总体业务流程设计；几何在

产企业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信息系统，开展系统工具原型设计；

建立以污染地块系统为基础、依次增加在产企业模块和清淡

模拟功能的开发思路。 

3) 利用已有的场地数据，开展排放清单技术规范验证、开展邯郸

和苏州两个案例场地的现场采样工作，初步建立累计模拟清

单准确性评价方法。 

4) 2021-2022 年累计发表 4 篇 SCI、3 个发明专利及 1 个实用新

型专利（处于实质审查阶段）。 

3. 下一步，将继续做好项目中期考核准备，对接金属加工和石油化

工示范场地/园区，准备与环保产业协会沟通技术规范立项相关事

宜，开展系统工具试点应用等工作。 



 

图 5 谢云峰研究员介绍课题四年度进展 

 

在会议的最后环节中，全体项目成员对本年度工作展开热烈讨论，

并在场地样品采集计划、课题组之间数据联用及信息共享、考核指标

的完成程度、中期考核会议的准备工作等方面达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