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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地下水水质分析为切入点,探讨了地下水污染的成因、影响和治理策略。通过对地下水

中常见污染物的分析,结合环保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环保策略,包括加强监测、控制源

头污染、采用生物修复技术等,这些策略将有助于保护地下水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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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groundwater quality analys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causes, impact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groundwater pol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mmon pollutants in groundwater, 

combined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s and technical means, a series of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monitoring, controlling source pollution, and 

adopting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y. These strategies will help protect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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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下水是地球上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广泛应用于饮用水

供应、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等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

业化进程不断扩张,以及农业化学品的广泛使用等人类活动,地

下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污染威胁。地下水污染不仅影响着生态

系统的健康,也直接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进行

地下水水质分析及相关环保策略探究显得尤为重要。 

1 地下水污染的成因分析 

地下水污染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主要成因包括

工业和农业排放、生活污水排放、化学品使用、地质因素以及

生物因素。首先,工业和农业排放是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

一。工业生产和农业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液含有大量有机物、

重金属等污染物,经过渗漏等途径进入地下水体,造成地下水污

染。其次,生活污水排放也是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

居民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营养物和微生物等,如果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到地下水体,将会造成地下水的水质污染。然后,

化学品的广泛使用也会导致地下水污染。农业化学品如农药、

化肥以及工业化学品如溶剂等,经过农田渗漏、工业排放等途径

进入地下水体,对地下水的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再次,地质因素

也会对地下水的水质产生影响。地下水的水质受地下水位、地

层构造等地质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地下水中某些元素超标或

含量异常。 后,生物因素也可能引起地下水质变化。地下水中

的生物活动,如细菌、藻类等的生长繁殖,可能会改变地下水的

化学成分,从而影响地下水的水质。 

2 地下水水质分析方法 

常用的地下水水质分析方法包括物理分析法、化学分析法、

生物学分析法、同位素分析法以及环境监测技术[1]。第一,物理

分析法：通过测定地下水样品的温度、pH值、溶解氧、电导率

等物理性质来反映水样的基本特征和水质状况。这些参数能够

提供关于水样的酸碱性、溶解物含量、电导率等信息,从而帮助

评估水质的基本情况。第二,化学分析法：包括测定地下水样品

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如有机物、无机物、重金属离子等。常用的

分析技术有光谱分析、色谱分析、电化学分析等。化学分析能

够提供更加详细的水质组成信息,有助于了解地下水中污染物

的类型和浓度。第三,生物学分析法：包括对水样中微生物的检

测和鉴定,如测定细菌总数、大肠杆菌群等。这些参数可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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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样中的生物污染情况,帮助评估地下水的微生物污染程度。第

四,同位素分析法：利用同位素的稳定性和比例变化来研究水样

中的来源和变化规律。常用于研究地下水的补给来源、流动路

径以及污染物迁移过程,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第五,环境监测

技术：包括远程遥感技术、地球化学探测技术等,可以实现对大

范围地下水环境的实时监测和分析。这些技术能够提供地下水

水质的空间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为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3 地下水环保技术分析 

3.1生物修复技术 

生物修复技术利用生物体对污染物进行代谢、降解和转化,

从而达到净化地下水的目的。主要包括生物降解、生物吸附和

生物转化等过程。生物降解是通过合适的微生物菌种对有机污

染物进行降解,这些微生物能够利用有机污染物作为碳源进行

生长繁殖,并将有机物降解为无害的小分子或无机物,从而净化

地下水。例如,某些厌氧菌和好氧菌能够分解有机废物中的有机

物,使其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生物吸附是指利用微生物、植物

或其代谢物质对污染物进行吸附和富集,进而减少其在地下水

中的浓度。这些生物或其代谢物质表面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

能够吸附并固定污染物,将其从地下水中去除。生物转化是指利

用生物体内的代谢途径,将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机物或较为稳

定的有机物。通过生物体内的代谢作用,有机污染物分解、转化

为较为稳定的物质,减少其对地下水的污染。 

3.2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一种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方式,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排放,从而维护地下水

水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地下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包括地

下水梯级利用和地下水补给与回灌等方法。首先,地下水梯级利

用是指将地下水资源进行层层利用,通过逐级利用地下水资源,

减少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排放。这种方法通常包括将地下水用

于不同用途的层层利用,例如将地下水用于工业、农业和城市供

水等多种用途,从而 大限度地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和排放。

其次,地下水补给与回灌是指将处理过的污水或表面水回灌到

地下水层中,补充地下水资源。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增加地下水

的水量,提高地下水水位,减少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污染风险。

通过将处理过的污水或表面水回灌到地下水层中,可以改善地

下水水质,提高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率。通过推广地下水资源的

循环利用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排放,保护

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同时,地下水

的循环利用也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水资源的综

合利用和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3地下水监测技术 

可以建立健全的监测网络和体系,包括地下水监测井、水样

采集点等设施,覆盖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区域,确保监测的全面性

和代表性。同时,配备先进的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实现对地下

水水质的实时、连续监测,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

可以建立健全的监测与预警机制,通过与地方环保部门、水利部

门等相关部门合作,建立联合监测与预警机制,实现对地下水水

质的联合监测和信息共享。同时,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

测技术,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评估,建立水质预警模型,

及时发现地下水水质异常,提前预警和采取措施,防止水质问题

进一步扩大。此外,加强监测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将监测数据及

时公开,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通报监测结果和水质变化情况,

增强公众对地下水水质安全的认识和关注,促进公众参与地下

水保护工作。 

4 地下水保护的环保策略 

4.1控制源头污染  

鼓励和支持工业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

技术和设备,减少排放物的产生,降低对地下水的污染风险。在

农业活动领域,可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采取农业生产结

构调整,推广科学耕作和种植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

的使用,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进入地下水。同时,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实施农田水利工程治理,减少农田径流

对地下水的污染。在城市生活领域,可以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

活垃圾处理。通过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对城市污水和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减少对地下水的直接污染。 

4.2水资源合理利用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通

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明确地下水资源的管理权限

和责任,加强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监督和管理。同

时,建立健全的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体系,科学评估地下水资源

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为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其次,需

要采取有效的水资源利用措施,推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通

过加强水资源调度和配置,优化水资源利用结构,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同时,积极推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再生利用,加强

对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2]。 

4.3地下水保护区划定 

地下水保护区划定是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旨在保护

地下水资源,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首先,需要进行地下

水水质状况的调查评估,分析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种类、含量以及

污染来源等情况。其次,结合地质、水文地质等地质条件,确定

地下水保护区的范围和等级。在划定地下水保护区时,应考虑地

下水补给、地下水流动方向、地下水水质变化规律等因素,确保

保护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地下水保护区内,应制定严格的管

理措施,包括限制污染源的设置、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禁止有

害活动等,以保障地下水的水质安全。 后,加强对地下水的监

测和评估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地下水污染问题,确保地下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4.4地下水补给增强 

地下水补给增强是维护地下水水质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主

要目的是通过生态修复和水资源管理等措施,增加地下水的补

给量,保持地下水水位的稳定,降低地下水受外部污染物侵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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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首先,需要对地下水补给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了

解地下水的补给来源、补给途径以及补给量的变化规律。其次,

通过生态修复等手段,促进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有效补给,包括

湿地保护、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措施,增强地下水的补给能

力。然后,加强水资源管理,实行科学的水资源调配和管理,合

理利用地表水和雨水资源,减少地下水过度开采,保持地下水

水位的稳定。 后,加强对地下水的保护和治理,减少地下水受

到土壤污染、地表污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确保地下水的水质安

全[3]。 

4.5非点源污染治理 

针对地表径流和渗漏导致的非点源污染,可以采取多种治

理措施。首先,可以实施河道生态修复,通过恢复和重建河道生

态系统,改善水体水质,减少河道中的污染物负荷,从而降低对

地下水的污染风险。其次,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可以实施土壤保

护措施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包括植被覆盖、农田排水改

良、农药的合理使用等,减少农业活动对地下水的污染影响。然

后,还可以采取生态工程措施,如湿地建设和人工湿地修复,通

过湿地的自净作用,拦截和降解污染物,净化地下水。 后,加强

农村和城镇污水治理工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雨污分流系统,

减少城乡污水直接排放对地下水的影响。 

4.6宣传教育 

首先,宣传教育可以提高公众对地下水保护的认识和了解。

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地下水的重要性、脆弱性以

及污染对地下水造成的危害,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自

觉保护地下水资源。其次,宣传教育可以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的环

保习惯和行为。通过向公众传递环保知识和技能,教育公众如何

正确使用和保护水资源,鼓励大家采取节约用水、减少污染等实

际行动,共同保护地下水资源。 后,宣传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

各界的共识和合作。通过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加强对政府部

门、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的教育和引导,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注和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氛围,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到地下水保护

工作中来。 

4.7跨区域合作机制 

跨区域合作可以促进流域水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协同治理,

形成跨区域地下水保护的合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地下水的水质

安全。首先,跨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不

同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着地下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通过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促进各方之间的信息共

享和资源整合,形成统一的管理平台,更加科学地监测、评估和

管理地下水资源。其次,跨区域合作可以加强监督和协调管理。

地下水的流动性和连通性使得其管理面临跨区域的挑战,单一

地区的管理往往无法解决地下水保护的问题。建立跨区域合作

机制可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监督和协调管理,加强对地下水的

统一规划和管理,提高地下水保护的效果和效率。 后,跨区域

合作还可以促进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不同地区可能具有不同

的地下水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通过跨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促进

各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探讨解决地下水保护

中的关键问题,提升地下水管理水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下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水源,保护地下

水资源,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的健康,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通过对地下水水质分析及相关环保策略的探究,我们可以

更好地认识地下水污染的成因和影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

治,促进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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