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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各行各业扩大自身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自身生产技术及产品结
构，通过多样化措施来增强自身发展经济效益。当前国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各企业在开展经济
业务时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然而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柴油泄露实例，在柴油的
生产、运输以及应用环节产生了溢撒或泄露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柴油污染，破坏了自然环境，不
利于各行业企业的有序经营，给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了阻碍。本文阐述了土壤柴油污染的两种检
测方法，即紫外分光光度法与气相色谱法，并通过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生物修复来实现土壤柴油
污染的修复，提出了制定强有力的排放制度、加强环保意识教育活动、强化土壤资源的全面管理等有
效解决策略，从制度、人员及资源方面控制土壤柴油污染，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自
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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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various industries are expanding thei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cale，optimizing thei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structure，and enhancing 
their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diversified measures.The current countr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requiring enterpris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en conducting economic business.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a large number of 
diesel leakage cases have emerged，causing serious soil diesel pollution and damag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duction，transportation，and application of diesel，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and hinder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y.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wo detection methods for soil diesel pollution，namely UV spectrophotometry and gas chromatography，
and achieves the remediation of soil diesel pollution through physical remediation，chemical remediation，and 
biological remediation.It proposes effective solu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strong emission systems，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ducation activities，and strengthening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oil resources.It 
controls soil diesel pollu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personnel，and resources，providing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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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中常常出现柴油泄露现象，造成了

严重的土壤柴油污染，使得农业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给人们

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难以促进企业的持续性

发展。土壤柴油污染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还降低了

土壤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及质量，不利于

实现市场经济的进一步优化。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与气相色谱

法能够有效检测出土壤中的柴油污染情况，并以多样化的修复

措施来解决严重的土壤柴油污染。本文旨在讨论土壤柴油污染

的检测与修复方式，并根据其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有助于相关部门更好地完善土壤柴油污染的管理工作，

优化自然环境，促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双效益的增长。 

2 土壤柴油污染的检测方法 
2.1 紫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是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土壤柴油污染量进

行测验，将超声波设备特有的震荡特点来萃取土壤中的柴油。

操作人员在土壤柴油污染区域收集表层土壤与距离地面 40CM

的土壤，并在收集后密封保存，避免土壤中的柴油在空间中挥

发，影响检测效果
[1]
。使用电子天平精确测量两份土壤重量，

并将两份土壤分别装在 25ml 的容量瓶中，在两个容量瓶中倒

入 10ml 的石油醚后密封保存，在 20℃的环境下开始进行为期

24 小时的萃取工作。之后使用超声波振荡仪对石油醚与土壤混

合物展开充分的振荡，使得石油醚能够完全分离土壤与土壤中

的柴油。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来检测柴油与石油醚混合物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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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得出土壤的含柴油浓度数值，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增强

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效益。 

2.2 气相色谱法 

通过气相色谱法也可有效检测出土壤中的柴油污染含量。

操作人员在土壤柴油污染区域收集两份 10g 的土壤，并在其中

一份土壤中加入 0.1g 至 0.5g 的柴油，两份土壤同时开展微波

萃取工作。将 2g 的土壤放置于微波萃取容器中，确保土壤中

不含有金属颗粒物，并在微波萃取容器中加入 25ml 的萃取剂。

在土壤与萃取剂充分融合后，将微波萃取仪的测温头放入萃取

容器中，将仪器温度调整至 120℃，进行为期 30 分钟的萃取工

作。萃取结束后将萃取液过滤其中杂质，通过稀释萃取出的柴

油浓度后使用气相色谱法来检测土壤中的柴油含量，即在土壤

中加入 1%的二硝基甲苯，对比分析土壤的色谱峰面积与二硝基

甲苯的色谱峰面积来得出土壤的柴油污染量，从而能够有效检

测出土壤是否被柴油污染，增强土壤资源的使用安全性
[2]
。 

3 土壤柴油污染的修复措施 
3.1 物理修复法 

当出现土壤柴油污染时，可根据土壤污染情况来进行不同

的物理修复方法。当土壤存在污染规模较小、严重性较弱的柴

油污染时，可通过将新鲜安全的土壤替换掉受污染土壤，来实

现短期内即时的修复效果。当土壤存在较为严重且易扩散的柴

油污染时，可运用防渗材料来将污染土壤与安全土壤进行隔

绝，从而减缓柴油污染在土壤中的扩散，避免土壤柴油污染更

加严重。然而这两种物理修复法只是短暂地减缓了土壤柴油污

染速度，并没有完全解决掉土壤污染问题，若长期使用将不利

于土壤资源的健康发展。还可通过气相抽提技术提取出沸点较

低的柴油，但气相抽提技术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设备，使得修

复成本增加，无法进行大规模应用。电动修复法操作较为简单，

但对于不溶于水的柴油来说修复效果较差；生物炭吸附修复技

术对比其他物理修复方法来说较为环保，没有对土壤资源造成

二次污染，但生物炭的回收过程较为复杂，降低了生物炭的使

用效率。 

3.2 化学修复法 

除了短期效果的物理修复法，还可通过多样化的化学修复

方法来实现土壤柴油污染的有效修复。萃取法通过柴油相似相

溶的原理来萃取土壤中的柴油，但这种化学修复方式不仅成本

较大，而且易对土壤造成二次污染，只适用于浓度较高的土壤

柴油污染
[3]
。还有化学氧化法，在土壤中浇灌高锰酸钾或芬顿

试剂来实现土壤中柴油的氧化分解，虽然能够有效消除土壤中

的柴油含量，但化学物质的灌输将对土壤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

与伤害，不利于推动土壤资源的健康发展。通过洗涤修复技术

能够有效去除土壤中的柴油含量，且使用成本较低，能够被大

范围使用，但其修复方式对土壤质地具有一定的要求，在渗透

性较强的土壤中才能展现出良好的修复效果，难以有效根治土

壤资源中的污染问题。 

3.3 生物修复法 

植物修复法通过在土壤中种植吸附效果较强的植物，来实

现土壤中柴油污染量的吸取，不会对土壤造成二次伤害，反而

能够增强土壤肥力，具有较强的环境效益。并且植物修复法不

需要专业的机器设备，修复成本较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应用，

但这种修复方法需要的周期较长，难以及时有效地解决土壤柴

油污染问题，降低了土壤柴油污染修复效率。微生物修复法通

过水或土壤中的微生物来降解其中的柴油烃，操作成本较低，

并对土壤资源具有良好的修复效果。但微生物修复法对部分柴

油组分难以有效根治，不利于呈现良好的土壤柴油污染修复效

果。 

4 土壤柴油污染防治工作发展现状 
4.1 缺少全面规范的柴油排放体系 

土壤柴油污染防治工作缺少全面的柴油排放体系，不利于

有效减少企业的柴油排放量。相关部门没有为土壤柴油污染管

理人员提供多样化的专业培训，使得管理人员难以开展土壤柴

油污染源的分析工作，不利于提高土壤柴油污染防治效率。相

关部门未形成有效的柴油排放体系，缺少对柴油生产企业的监

管，导致柴油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肆意排放柴油废弃物，给

周边自然生态环境及土壤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不利于促进柴

油生产的持续性发展。 

4.2 环保意识渗透不强 

土壤柴油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着环保意识渗透不强的问

题，难以落实土壤资源保护工作。在柴油企业生产过程中，缺

少多样化的环保意识教育活动，没有从源头处加强对土壤资源

的保护工作，不利于推动土壤柴油污染防治工作的有序落实。

相关部门没有在社会中营造良好的绿色发展氛围，导致人们对

土壤柴油污染现象缺少一定的了解，存在着认为土壤柴油污染

防治工作与自身无关的错误理念，难以实现土壤柴油污染的有

效预防治理。 

4.3 缺少对土壤资源的监督管理 

土壤柴油污染防治工作缺少对土壤资源的监督管理，不利

于强化防治措施的有效性。相关部门没有配备专业的土壤管理

人员，即便某些区域能够设置专门的土壤资源管理人员，但由

于缺少一定的技术培训，导致土壤管理人员难以从土壤的气

味、外观等特点来发现所在区域的土壤柴油污染，难以加强对

土壤资源的有效保护。相关部门没有为土壤管理人员配备完善

的监督设备，使得管理人员难以实时监测土壤资源的发展情

况，也缺少一定的上传下达机制，导致土壤管理人员在发现异

常现象时无法及时与上级部门进行有效联系。 

5 土壤柴油污染的防治策略 
5.1 制定强有力的柴油排放制度 

相关部门可制定强有力的柴油排放制度，严格管控各企业

生产经营环节中的柴油泄露问题。相关部门可建立专门的土壤

柴油污染管理人员，促使管理人员研究当地土壤出现柴油污染

的主要原因，并对出现柴油泄露的企业进行全面管理。相关部

门应当为管理人员提供充足的技术培训，帮助管理人员更好地

开展企业柴油泄露管理工作，对柴油生产企业的运输服务进行

监督，确保柴油运输的安全性与完好性，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出

现柴油的泄露现象
[4]
。同时还需要对生产企业的柴油生产环节

进行深入管理，优化柴油生产技术，从而有效解决生产过程中

的柴油溢流问题。 

5.2 加强环保意识教育活动 

企业应当加强环保意识教育活动，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中

环保意识的有效渗透。企业在内部应开展多样化的绿色生态环

保意识教育活动，强化各部门成员的环保意识。企业在开展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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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地。同时，接地装置的布置也很重要，应采用环形接地或

放射型接地，确保接地电阻均匀分布，避免局部电位过高。此

外，接地系统还要与柜体金属外壳、屏蔽装置等进行牢固连接，

构建完善的等电位连接。高压柜安装完成后，还要进行全面的

安全性能测试。包括对柜体的强度、绝缘、电气联锁等指标进

行检测，确保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同时，还要对整

个接地系统的参数进行测试，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优化。

只有确保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的有效性，高压柜才能在长期运行

中真正发挥应有的安全性能。 

4.2 智能化改造 

随着电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高压柜的智能化升级改

造已成为大势所趋。通过将先进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融入高

压柜，不仅能够提升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和维护效率，还能实现

电网运行的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标准化接口等技术，实现高

压柜各功能部件的灵活组合和快速替换，提高设备的易维护

性。同时，还要在柜体内部广泛应用传感器技术，对温度、湿

度、电流等各类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为故障预警和状态诊

断提供可靠依据。此外，智能柜体还应具备远程监控和遥控功

能，实现设备的集中管理和无人值守。 

其次，高压柜的智能化改造要与电网自动化系统深度融

合。通过在高压柜和上位控制系统之间建立高速、可靠的通信

链路，实现设备状态信息的实时上传和控制指令的快速下发。

同时，还要将高压柜纳入电网运行监控和故障诊断的大数据分

析体系，对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为优化调度和

预防性维护提供有力支撑。再次，高压柜的智能化改造要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的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对高压柜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从设备选型、安装调试，到日常运维、故障诊断，乃至报

废回收，各个环节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智能化处理，大幅提高

管理效率和决策科学性。 

最后，高压柜智能化改造的落地还需要重视人机交互体验

的优化。通过采用直观的 HMI 界面、语音交互等技术，使操作

维护人员能够更便捷地获取设备状态信息、下达控制指令，从

而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还要注重信息安全防护，确保系统免

受各类网络攻击，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结语 
优化变压器、GIS 及高压柜在智能变电站中的安装策略是

一项关系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不断

研究和实践，我们才能推动智能变电站建设的不断进步，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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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生产工作时，应当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强化生产机器设备的

防渗性，避免出现柴油渗漏的现象，同时还需要积极学习先进

的柴油生产技术，形成绿色生产模式，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

增长的同时形成良好的环境效益。 

5.3 强化土壤资源的全面管理 

相关部门应强化土壤资源的全面管理，促进土壤资源的使

用与治理工作的进一步优化。相关部门应当设置专业的土壤管

理人员，全面掌握当地土壤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在土壤柴

油污染高发区开展严格的监督工作，以此强化对土壤资源的保

护。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土壤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促使管理

人员能够对土壤柴油污染进行基本的治理措施，能够有效遏制

土壤柴油污染的扩散，有利于形成更加显著的土壤柴油污染治

理效果，并能够通过土壤的外观气味等特征来及时发现土壤中

的柴油污染，加快防治效率。相关部门还需要建立高效的现代

化监督设备及沟通渠道，促使管理人员能够进行对土壤资源的

实时监督，及时发现土壤资源出现的各类问题，并能够向上级

领导定期汇报工作情况。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壤柴油污染可通过紫外分光光度法与气相色

谱法来进行有效检测，评估不同区域的土壤柴油污染量，并根

据不同土壤类型与柴油组分特点来选择相应的修复方法，包括

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生物修复。不同的修复方法各有其特

点及局限性，可综合对比修复效果及修复成本来有效解决土壤

资源污染问题。本文通过对土壤柴油污染的检测与修复进行讨

论，提出了制定强有力的排放制度、加强环保意识教育活动、

强化土壤资源的全面管理等有效防治策略，促使相关部门建立

全面的管理体系，并加强对土壤资源的有效监管，实现社会经

济的绿色发展，推动自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升级，规范柴

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柴油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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