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法及技术体系》

13位ISBN编号：9787030372734

10位ISBN编号：7030372735

出版时间：2013-4

出版社：全向春、李安婕、 等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3-04出版)

页数：2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贰�

内容概要

《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法及技术体系》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污染事故场地调查与评
价、污染源快速阻断和控制技术、污染场地快速修复技术、污染场地中长期修复技术、场地污染事件
处理处置技术筛选方法。《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法及技术体系》所构建的具有指导性和普
适性的污染场地处理处置方法及技术体系，为解决突发性污染事件所造成的场地污染问题提供了可供
参考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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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技术经济性 该技术具有快速冷冻污染物的优点，可在短时间内控制污染物的扩散
，处理效果较好。冷却剂必须尽可能大面积地均匀快速散布于待处理区域。但低温技术需要长期的能
量消耗、维护和运行费用，导致其成本较其他一些控制技术（如泥浆墙、打板桩）高。土壤的特征及
场地的可及性决定了该技术应用的难易程度。 5.应用案例 1994年，一项土壤原位低温冷却试验在美国
田纳西州开展。试验场地构筑成一个17mXl7reX8.5m（长×宽×深）的冰冻容器。实验结果表明，对于
饱和土壤层的铬酸盐（4000mg／L）和三氯乙烯（6000mg／L），冷却技术可以形成有效冻土层，从而
控制污染物的向外扩散。 4.1.3原位蒸发 1.技术简介 原位蒸发（evaporation）技术即在污染场地直接对
污染水体进行蒸发处理，通常可采取蒸气或热动力来加快蒸发速率。但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日照
蒸发，该方法比较适用于在光照下易光解的污染物质的处理。 原位蒸发技术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
①污染泄漏点比较偏远且不易接近；②泄漏的体积较少；③在其他处理方法行不通的情况下。 2.适用
对象 原位蒸发主要用于对放射性液体、电镀废水、油漆溶剂等的处理。 3.实施方法 （1）若受污染的
水域面积较小，可直接进行蒸发处理。 （2）若受污染水域面积较大，可先将受污染的水体引入蒸发
池中，进行蒸发处理。 4.技术经济性 原位蒸发技术成本很低，若采用日照蒸发则不需要其他动力输入
，但其处理对象受到限制，同时恢复过程较慢，效果不明显。 4.1.4真空抽提 1.技术简介 真空抽提
（vactltlm extraction）技术是指将干净的空气注入土壤中，然后采用真空抽提井将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
空气抽提出来。该技术能够有效控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质，并且常用于原位修复技术中。 真空抽提系
统效率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①污染物的组成和性质；②蒸气流动路径和速率；③和蒸气流动路
径相关的污染物质位置。 该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①不需要额外加入试剂，抽提系统仅应用于去除污
染性蒸气；②具有长久性，污染土壤直接被清理干净，污染物质不会再存在于其中；③可以强化生物
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因为土壤中增加的氧含量提高了微生物的生物活性；④系统结构相对简单，
构成该系统所需要的设备都是常用且很容易获取的设备，如PVC管、阀门和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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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性场地污染事故处理处置方法及技术体系》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政府机构、企业公司、大专院校
与科研机构从事环境管理、土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的科研、技术与管理人员，也可为环境
科学、环境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土壤学等专业师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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