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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环境监测是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学应用水环境监测技

术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全面、准确地了解当前地下水资源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以便针对具体情况提

出防治保护的措施,为保护整体水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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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can help workers to ful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status and change trend, so as to put forward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Key words]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measur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引言 

当前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匱乏,目前还存在着水资源污染日

益严重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水环境监测工作非常重要。目前我国

针对水资源的监测已形成系统性的网络,主要监测的对象就是

湖泊、大江河,同时以布点技术、运输技术、分析报告技术做保

证,建立多个水质自动监测站。依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之中包

括省级、地市级以及县级的监测站基本上都开展了常规的水环

境监测工作。对地下水环境污染实施监测属于国家对水土资源

进行合理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它除能够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出

现阶段国家在水资源环保方面的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外,还

能够为环境污染预防、规划和监督管理等工作提供科技基础,

本文就对地下水环境监测及其措施进行了分析。 

1 地下水环境监测要素 

1.1水位 

水位检测是地下水环境监测中最基础、最关键的一部分内

容。在人工测量地下水位流程中,常常使用电接触式的悬垂型水

尺测量方法。 

1.2温度 

进行地下水的水文条件人工监测时,常常需要使用多个数

字型温度计,如必须单独测定温度,则往往应当使用铂电阻、半

导体收音机等传感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常常将检测的温度传

感器和其他传感器相结合,组成多种参数的水质感应器[1]。 

1.3水质 

有关地下水自然环境中水体的检测,常常使用人工提取、与

实验室分析等有机地结合的方法。地下水提取,主要使用到地下

水的采集器和提取泵。 

1.4提取量 

通过人工方法与自行出流方法提取地下水,并且按照提取

地下水方法的差异,使用明渠流量或管径计量方法,进行出水量

的测定。此外,对于测定地下水的速度和流向问题,则主要使用

电位差法、示踪法和抽水实验法[2]。 

2 地下水环境监测研究工作的成绩 

2.1国家地下水监测成绩 

中国从一九六零年左右,水利部就开始对地下水资源开展

了相应的环境监测工作,在漫长的实施中已形成了规模较大、操

作科学的全国地下水监测井网,并且通过大量的调查能够为全

国水资源调度与使用提出了科学合理的依据。经过新增和改造

后的地下水监测站点,对全国40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资源实现

了有效管理,并由此为地下水的监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与保障。此外,为加强对地下水全方位的监测,国家还将开展

地下水信息的自动收集与传输体系建设和地下水监测信息服务

体系的建立以做好国家对地下水资源的保障与涵养,以实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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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 

2.2省市地下水监测成绩 

随着我国对城市地下水监测能力的进一步加强,部分省份

也开始紧跟我国的发展步伐加强了对城市内部地下水管理的监

测,全国地下水管理监测站点密度急剧上升。同时,我国水利部

进行的“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建立”和全国地下水动态资料的

整理与编制等工作,为我国各地地下水的动态监测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证。如：天津等在我国进行地下水管理检测工作的开始

时间比较早,并且在塘沽、北京等城市也建立了地下水管理监测

体系,从而逐步对地下水管理情况开展了检测工作[4]。 

2.3加强国际交流,发展新技术 

同位素监测法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与使用,但

是当前对这一方法的研究还是不是很完善,远达不到对地下水

精确检测的条件。为改善中国地下水的监测技术,我国积极主动

的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了学术交流合作,以促进中国专业检

测人员技术的提升和国际地下水监测技术的更新,为地下水资

源的有效监测服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现状 

3.1监测站分布不合理 

中国的地下水监测站尽管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但监测站

的密度还是很大,并且在资源分配上,南北非常的不均匀,北多

南少。再者,由于专用的地下水检测井不多,所以得出的检测数

据的准确度也还有待商榷。 

3.2监测经费严重不足 

国家对地下水监测费用投资的逐步加大也是最近几年才刚

起步,国家长期以来在地下水监测中所投资的费用一直不足,甚

至仍旧停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低水准,因此很难推动地下

水监测工作的开展[5]。 

3.3监测设备比较落后 

当前进行地下水检测的仪器比较落后,无法满足时代的要

求。到目前为止,我国地下水检测中仍然大量的使用人工测绳进

行,检测的精度不高,无法充分反映结果的参考价值。这些滞后

的检测方法使得中国的地下水检测工作止步不前,步入了瓶颈

阶段。此外,由于中国地下水破坏问题比较严重,现有的环境监

测站并不能有效地满足工作需求,环境监测能力显然不足[6]。 

4 地下水动态及监测目的分析 

对地下水动态发展而言,它主要指的是地下水品质和总量

等各项要素,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其中,这些要素主要涵盖了水

流量、水位、稀溶物成分与浓度、开采量、水温和其它的物理

性质与特征。 

监测水中的动态情况,对科学评估土壤水量与水质、科学地

合理实施水资源的开发与使用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自然情况下,地下水动态能够对水中的埋藏情况以及构成条

件等作出更全方位的反映,因而,科学家应该以对地下水动态的

检测成果为基础,对其动态特性加以分析,从而对其的埋藏情况

及水量、水质构成等条件进行更全面的了解。另外,还应该利用

地下水动态的有关信息对其均匀性因素等条件加以测算。身为

一个长时间、系统性的水文研究工作,在地下水动态监视与管理

工作中,应当注重保持监测站网络的长期稳定性,确保所监测数

据和成果的准确度、全面性、真实性以及公信力,从而对区域水

文状况和地质条件作出更全面的判断,以实现地下水资源的科

学管理。 

5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 

5.1抽出处理技术 

在对地下水环境的监测中,抽取处理法是一项常规监测技

术,同时也是运用最早以及最普遍的技术手段之一。抽取处理法

大致包括了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学法三大部分。在其中,运

用物理法处理中,主要分为过滤、重力分离法和吸收法等技术

方法的使用。而化学法则主要是指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地下水

检测的方式,比较常见的方法有氧化还原法、离子交换法等。

而在生物学法则中,主要有传统活性污泥法、土壤处置方法和细

菌膜法等[7]。 

5.2微生物监测法 

微生物监测法在地下水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发展较快,比

如对细菌、原生动物等在水体环境当中的相对数量及其存在频

率进行监测,进而将通过数学计算统计得到的生物分布数据,用

作对环境污染状况做出判断的重要指标。在实际操作中,有关的

科研工作者还需利用聚氨酯树脂块当作基质,对水体环境当中

的微小生物加以收集,进而对细菌种群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并由此来对水体环境污染状况做出判断。此外,中国有关科

研工作者通过对微生物学群落检测法进行完善和修订后,提出

了与化学检测方法密切关联的四种生态学方法,包括原口动物

种数、植鞭毛虫数量、多样性系数和异养性系数,由此建立起与

中国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微生物学群落检测方法,并形成了中国

第一个自主制定的生态检测方法。此外,经过对微生物检测设备

的完善,利用瓶装聚氨酯泡沫塑料块克服海洋潮汐流和环流的

干扰,也能够对海水当中的微小生物进行全方位的检测。 

5.3水动力控制法 

此法由以上所介绍的物理方法中细分得出,该技术一般使

用在井群上,也可以按照不同的井群位置特征再细分出上游分

水岭法和下游分水岭法。此监测技术主要是利用注入和抽水等

的物理手段,改善地下水的分配梯度,从而实现分离污染水体和

非污染水体的目的。 

5.4生物行为反应监测技术 

通常情况下,地下水环境一旦遭受污染,海洋生物就会产生

某些应激性的生理改变以及行为改变。而海洋生物性行为反映

监测技术正是基于这种现状的监测应用。目前这种监测技术一

般在淡水环境监测中使用,在应用时,指示生物选取是一个关键

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以鱼等为重点的水生物监测指向物,如斑

马鱼、金鱼和鳗虫等。生物检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对鱼等自然

环境敏感性指向物及其受到水体污染物影响所产生的应激性反

应入手,对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便掌握水域污染物状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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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现水质环境保护监测目的。总的来说,该技术具备一些应

用优点,且由于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等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其

逐步完成了对水体环境监测的网络即时监测,从而可以准确

了解水体排污状况,对提升水体环境监测效果等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8]。 

5.5原位处理技术 

与另外一些监测技术比较,原位处理分析具有新颖性,由于

这种方法在生产成本及环境上存在的优点,使其能够有效减少

废水总量。并且由于原位处理技术对环境相关科技领域的需求

较多,其所具有高效率的处理能力也与国家可持续发展观更加

契合,使用前景非常广泛。因此,当前人们在对地下水环境污染

进行控制的新技术中,大量使用了原位处理方法,通常采用的是

可渗透式反应墙,从基本原理上来说其是利用反应材料所形成

的原位处理区域,通过反应全部废水元素,从而实现了控制环境

污染的目的。 

6 提高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应用策略 

6.1进一步提高地下水环境监测的智能化程度 

地下水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科技为根本,环境智能

化监测将成为未来环境监测事业的主要趋势。在智能化监测技

术当中,应该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遥测技术等多项内容。

这样的智能化监测技术能够为人们带来更为全面和精确的数据

资料,帮助有关人员进行合理的研究评价分析,以便制定合理的

地下水环境保护方法。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的智能化水平越高,

其使用效益就越大。 

6.2尽快健全地下水环境监测管理制度 

科学高效的监督管理是保证地下水环境监测事业高效发展

的保证,所以为推动中国地下水环境监测科技研究与开发,建立

健全完善环境监测管理制度十分关键。环境监测有关法律法规

是管理制度中的主要部分,必须着力对之加以健全。并且要确定

专职主管部门以有关法律法规为基础对地下水环境监测项目流

程和结果实施监管,以提升环境监测项目实施效率,并且推动地

下水环境监测事业有序开展。 

6.3改进了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的应用设备 

根据国家对地下水环境监测事业所提出的需求,其检测仪

器的开发必须注重对新技术的运用。首先,借助新型的传感器、

计算机技术、网络及有关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检测工作更加系统

化。其次,要注重大系统与通用的两个系列装备的综合协同性,

每个环节之间都可以相互独立进行操作,又可以协同工作。最后,

建立水质信息系统,通过对气候、环境条件等有关信息的统计与

分析,为地下水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地下水资源占中国水资源的比重很大,对地

下水环境开展长期监测,就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地下水资源的状

况,从而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并妥善管理地下水资源,所以,

继续加大对其的科学研究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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