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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污染修复课题组 

让环保扎根现在 用绿色昭示未来 

◆ 导师介绍 

 

丁爱芳，团队负责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监测与污染防治，

市级重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方向带头人。主持与参与完成国家、市厅级、企

事业委托项目 12 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30 多篇。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长江中

下游山区森林植被恢复和重建技术》获 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篇论文

获南京市政府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吴晓霞，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为环境监测与污染防治，市级重点学

科“环境科学与工程”成员。主持与参与完成国家、省市厅级、企事业委托项目

5 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1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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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丽，博士，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为环境监测与评价，市级重点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成员。主持与参与完成国家、市厅级、企事业委托项目 4

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10 多篇。 

 

李婷，硕士，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水污染治理，市级重点学科“环境科

学与工程”成员。参与完成市厅级、企事业委托项目 3 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6

篇。 

◆ 研究方向 

01 土壤和农产品重金属监测与修复技术研究 

在江苏、河南等省分别采集重金属污染土壤，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ICP-MS 等方法测定土壤、农作物中重金属含量，研究发现 Pb、Cd、Cr 在土壤

和农产品中存在较高的含量，对这些金属在土壤-作物中的迁移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 

向土壤中施入钝化剂，利用钝化剂对重金属的吸附、沉淀、氧化还原、络合

等作用，可钝化土壤重金属活性，降低重金属在作物体内的富集，实现土壤原位

修复，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和见效快等优点，是中轻度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

复广泛应用的技术。钝化材料的筛选是钝化修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关键。本团队

筛选沸石、蒙脱石、纳米羟基磷灰石、生物质炭等无机和有机材料对土壤重金属

Pb、Cd、Cr 的钝化效果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制高效、绿色环保的钝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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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2 生物质炭对典型菜地土壤氮、磷等营养元素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 

高经济价值的蔬菜生产中，长期偏施氮磷钾等化肥，导致菜地土壤不断酸化，

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氮和磷等大量淋失，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生物质炭是农

作物秸秆、林业废弃物等在高温、缺氧环境中经热裂解过程形成的固体产物，具

有较高孔隙度和较大比表面积，施用生物质炭可降低土壤的酸度，促进土壤有机

碳的固定，增加土壤的保肥性和持水性，提高土壤氮素的有效性，进而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增加作物的产量。在氮素冗余的菜地系统中，研究生物质炭对菜地土

壤氮库动态变化的影响，提高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氮素累积和损失。因此，

本课题组通过模拟土柱、室内淋溶以及盆栽实验等，系统深入地研究生物质炭与

典型菜地土壤发生作用后土壤氮磷等营养元素的动态变化规律，为提出可行的菜

地土壤营养循环调控手段提供理论依据。 

 

03 水体重金属污染、富营养化修复技术研究 

通过制备筛选有机、无机材料，如改性生物质炭、纳米羟基磷灰石等，对废

水中的 Pb、Cr 进行吸附和去除研究。通过水培实验，研究凤眼莲、金钱草等水

生植物对含氮磷高的富营养化水体进行植物修复研究。 

 

◆ 指导学生情况 

本团队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科竞赛经验丰富，指导江苏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 10 项，校级科研项目近 20 项，指导学生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其中 SCI、

El 论文 4 篇。指导学生多次参加江苏省、南京市、学校竞赛，2019 年获第五届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省二等奖、2020 年获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2021 年获第十―届“挑战杯”江苏省大

学生创业计划铜奖，2022 年获第二届江苏省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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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学生申请的部分科研项目 

 

 

2.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 10 篇 

 

 

3. 指导学生参加竞赛，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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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导学生参加暑假实践 

 

◆ 科研平台 

科研实验室，学院实验中心，中科院土壤所、南师大、南林等实验中心 

 

◆ 联系方式： 

邮箱地址：41712773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