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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进行土壤修复的装置的

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

的土壤修复釜，本实用新型的土壤修复釜可更好

的进行观测，从而更好进行人工控制；包括罐体、

喷淋嘴、搅拌装置、电极块、吸附腔、冲刷管；搅拌

装置包括电机和搅拌轴；电极块包括正极电极块

和负极电极块，吸附腔包括进水口与出水口；土

壤修复釜还包括测样模块、控制模块、配剂模块；

罐体的左侧壁设置有观察口，并且观察口与罐体

内部相通，观察口上设置有透明挡板，还包括扳

手、传动杆、联动杆和刷毛，传动杆的左端位于罐

体的外部，并且传动杆外端与扳手连接，传动杆的

右端与联动杆连接，联动杆位于罐体内，并且刷毛

位于联动杆的左侧，刷毛的左侧与透明挡板接触。

(51)Int.Cl.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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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包括罐体、喷淋嘴、搅拌装置、电极块、吸

附腔、冲刷管；搅拌装置包括电机和搅拌轴；其中电机设置于罐体顶部，搅拌轴一端与电机

的输出轴相连接，搅拌轴另一端连接有搅拌叶片；喷淋嘴设置于罐体内壁的顶部；电极块

包括正极电极块和负极电极块，其中正、负极电极块对称设置于罐体内壁，且分别与电源的

正负极相连；正、负电极块分别被吸附腔包裹；吸附腔包括进水口与出水口，且进水口、出

水口分别与冲刷管相连通；土壤修复釜还包括测样模块、控制模块、配剂模块；其中测样模

块设置于罐体内；控制模块分别与测样模块、配剂模块相连；配剂模块还与喷淋嘴相连接；

其特征在于，所述罐体的左侧壁设置有观察口，并且所述观察口与罐体内部相通，所述观察

口上设置有透明挡板，还包括扳手、传动杆、联动杆和刷毛，所述传动杆的左端位于罐体的

外部，并且传动杆外端与扳手连接，所述传动杆的右端与联动杆连接，所述联动杆位于罐体

内，并且所述刷毛位于联动杆的左侧，所述刷毛的左侧与透明挡板接触。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四组支架，并且四组支架的顶端均与罐体底端固定。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四

组支架中第一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左前方，第二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前方，第三组支架

位于罐体底端左后方，第四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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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进行土壤修复的装置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可更好进

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土壤污染作为一个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正日益受到世界各

国的广泛关注。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主要有过量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各种污水、污泥

及有机废弃物的不当处置，有害物质的事故性排放及各类污染物在土壤中的长期积累等。

土壤污染对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次污染，通过饮用水或土壤—植物系统经由食物链进入人

体而危及人类健康。

[0003] 土壤修复是使遭受污染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是指利用物理、化学和

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

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污染土壤修复的技术原理可包括为：(1)

改变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或同土壤的结合方式，降低其在环境中的可迁移性与生物

可利用性；(2) 降低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浓度。

[0004] 现有的土壤反应釜包括罐体、喷淋嘴、搅拌装置、电极块、吸附腔、冲刷管；搅拌装

置包括电机和搅拌轴；其中电机设置于罐体顶部，搅拌轴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搅拌

轴另一端连接有搅拌叶片；喷淋嘴设置于罐体内壁的顶部；电极块包括正极电极块和负极

电极块，其中正、负极电极块对称设置于罐体内壁，且分别与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正、负电极

块分别被吸附腔包裹；吸附腔包括进水口与出水口，且进水口、出水口分别与冲刷管相连

通；土壤修复釜还包括测样模块、控制模块、配剂模块；其中测样模块设置于罐体内；控制

模块分别与测样模块、配剂模块相连；配剂模块还与喷淋嘴相连接；这种土壤修复釜使用

中发现，由于其无法继续内部工作观察，导致其人工控制程度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更好的进行观测，从而更好进行人

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包括罐体、喷淋嘴、搅拌装

置、电极块、吸附腔、冲刷管；搅拌装置包括电机和搅拌轴；其中电机设置于罐体顶部，搅拌

轴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搅拌轴另一端连接有搅拌叶片；喷淋嘴设置于罐体内壁的

顶部；电极块包括正极电极块和负极电极块，其中正、负极电极块对称设置于罐体内壁，且

分别与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正、负电极块分别被吸附腔包裹；吸附腔包括进水口与出水口，

且进水口、出水口分别与冲刷管相连通；土壤修复釜还包括测样模块、控制模块、配剂模块；

其中测样模块设置于罐体内；控制模块分别与测样模块、配剂模块相连；配剂模块还与喷

淋嘴相连接 ；所述罐体的左侧壁设置有观察口，并且所述观察口与罐体内部相通，所述观察

口上设置有透明挡板，还包括扳手、传动杆、联动杆和刷毛，所述传动杆的左端位于罐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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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并且传动杆外端与扳手连接，所述传动杆的右端与联动杆连接，所述联动杆位于罐体

内，并且所述刷毛位于联动杆的左侧，所述刷毛的左侧与透明挡板接触。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还包括四组支架，并且四

组支架的顶端均与罐体底端固定。

[000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所述四组支架中第一组支

架位于罐体底端左前方，第二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前方，第三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左后

方，第四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后方。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可以通过扳手的扳动旋转联动杆，从

而带动刷毛对透明挡板进行清理，最终达到更好的观察效果；从而更方便人工控制。

附图说明

[0010] 图 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 2是图 1中 A部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1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包括罐

体1、喷淋嘴、搅拌装置、电极块2、吸附腔、冲刷管；搅拌装置包括电机3和搅拌轴4；其中电

机设置于罐体顶部，搅拌轴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搅拌轴另一端连接有搅拌叶片 5；

喷淋嘴设置于罐体内壁的顶部；电极块包括正极电极块和负极电极块，其中正、负极电极块

对称设置于罐体内壁，且分别与电源的正负极相连；正、负电极块分别被吸附腔包裹；吸附

腔包括进水口与出水口，且进水口、出水口分别与冲刷管相连通；土壤修复釜还包括测样模

块、控制模块、配剂模块；其中测样模块设置于罐体内；控制模块分别与测样模块、配剂模

块相连；配剂模块还与喷淋嘴相连接；罐体的左侧壁设置有观察口，并且观察口与罐体内

部相通，观察口上设置有透明挡板6，还包括扳手7、传动杆8、联动杆9和刷毛10，传动杆的

左端位于罐体的外部，并且传动杆外端与扳手连接，传动杆的右端与联动杆连接，联动杆位

于罐体内，并且刷毛位于联动杆的左侧，刷毛的左侧与透明挡板接触；可以通过扳手的扳动

旋转联动杆，从而带动刷毛对透明挡板进行清理，最终达到更好的观察效果；从而更方便人

工控制。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还包括四组支架 11，并且

四组支架的顶端均与罐体底端固定。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更好进行人工控制的土壤修复釜，四组支架中第一组支架位

于罐体底端左前方，第二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前方，第三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左后方，第

四组支架位于罐体底端右后方。

[001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些改

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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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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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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