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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水污染治理与防治对策探究

柏立森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 : 地下水是人类重要的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我国相当一部分的饮用水资源就出自于地下水。但是目前社会经济飞速

发展，地下水资源遭到了人类的过度开采，出现了严重短缺的问题，并且还遭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污染破坏。在较多的农业

地区，农药污染通过淋溶作用，渗入到地下水中。在开采煤炭的过程中，由于矿井水中的污染物会扩散到浅层的地下水中，

也造成了地下水的污染。本文主要对城市地下水污染治理与防治对策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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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地下水污染概述

1.1 城市地下水污染特征

（1）隐蔽性

与地表水相比，由于地理环境不同，难以发现地下水

污染。地表水受到污染，可通过观察其气味、颜色进行检测。

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其具有隐蔽性，通常难以在第一时间

发现，因此，城市地下水污染易影人们的健康。

（2）不可逆性

不可逆性主要指城市地下水的流动性、净化能力较差，

城市地下水污染一般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方可被发现，增加了

城市地下水的治理的难度。在城市地下水资源管理过程中，

应重点关注城市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降低城市地下水污染

的可能性、控制城市地下水污染的难度。

1.2 城市地下水污染现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下水

的质量、恶化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在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地下水资源是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来源，

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合理开发、保护城市

地下水资源较为重要。目前，废水进入土壤，进一步将污染

城市地下水，使城市地下水中的放射性物质超标，造成较为

严重的损害现象。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生活质量提高，大量

的废水渗入土壤，导致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水质严重恶化。

1.3 城市地下水污染的危害

（1）污染环境

城市地下水污染对环境、人类健康的影响较为明显。

（2）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

大多数地区的居民会使用废水灌溉庄稼，若植物从废

水中吸收过多的氮，会降低其承受机械破坏的能力，减少农

作物的养分，降低蔬菜、水果等物品的品质，无法保障冬季

贮藏的耐受性。

（3）危害人体健康

城市地下水污染直接关系到饮用水的质量，饮用水被

有机物质的组合污染后，会导致肝癌、胃癌、肝炎、结肠癌

等疾病。

2 城市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城市地下水不易受到直接污染，其位于地下深处，且

城市地下水流速低、污染物入渗速度慢，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方可发现。城市地下水污染易被忽视，治理城市地下水污

染也难度也较大。城市地下水治理工作，应加大资金投入，

并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发现、保护，从源头上控制污染，避

免加重城市地下水污染。相关部门应监测城市地下水污染情

况，对于不按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

2.1 加强城市地下水监测

污染物进入城市地下水需要一段时间，地下水污染检

测设备主要有酸性检测仪、水污染检测仪、动态检测仪等，

通过动态分析仪检测城市地下水的污染情况，对城市地下水

资源质量动态进行监测。对定期检测结果进行详细记录、分

析，检测城市地下水资源质量，若城市地下水资源被过度污

染、水质波动过大，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

城市地下水进一步受到污染。

2.2 控制水源

（1）农业灌溉必须科学合理，相关部门应坚持加强、

优化城市供水管网建设，促进清洁用水和喷灌的发展，提高

其普及率，避免浪费水资源。

（2）充分利用现有的排水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充分重

视城市污水处理站的建设，建立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禁止

任意排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可避免城市地下水渗入污染

城市地下水。

（3）应加强生活垃圾的管理力度，相关部门应采取有

效的预防措施，减少固体废物对城市地下水水质的不良影响。

2.3 完善城市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

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地质勘查、监测由资源部负责管理，

目前，各管理部门职责重叠，缺乏全面的协调机制，环境保

护、城市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处于混乱状态，应完善环境保

护监测体系，为防治城市地下水污染提供可靠保障。城市地

下水环境监测与评价是城市地下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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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期监测城市地下水，可控制城市地下水资源、环境的

质量，且应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地下水监测建

设和完善，建立城市地下水监测网。相关单位须及时解决各

种城市地下水污染问题，逐步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在城市地

下水污染较低的地方，应检测各种技术手段、设备，在问题

较小的位置，应彻底消除城市地下水污染，为水污染防治工

作提供参考依据。

2.4 优化水污染防治技术

过滤分离技术可用于膜过滤、初滤、微滤和微粒过滤，

根据不同物料进行不同的固液分离操作。初级过滤通常用于

从废水中分离悬浮固体，使用网格、筛网。膜过滤的电位、

压差可使功能膜在废水处理中广泛应用，重力分离技术可促

进沉积物分离。除此之外，可以采用沉淀池对工艺进行补充，

颗粒过滤利用过滤介质，将微胶团污染物从废水中分离。废

水的化学处理主要弥补物理分离的局限性，消除不溶性核苷

酸污染物。氧化还原可去除含汞废水中的汞物质，去除染料

废水和电镀废水中的氰化物，提高废水的处理效果。

2.5 加强宣传教育

（1）宣传和教育可使污染源制造者更好理解相关错误，

提高公众意识和能力，加强监督，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协助

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干预，具体应根据污染源现场的实际情

况，宣传方法与内容应满足现代化发展需求。

（2）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进行监督管理，可促

进相关知识的传播，提高教育政策的影响力。通过调动群众

反馈，降低监督管理的成本，通过使用科技手段，提高信息

反馈的便捷性、全面性，可利用智能设备提供真实的污染反

馈，并帮助收集相关信息。在防治城市地下水资源污染的过

程中，应提高环境保护意识，认识到城市地下水资源的重要

性，以此为城市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有力保障。应结合实际

情况，有效控制地表水污染后，逐渐将环境保护转向城市地

下水资源保护。

2.6 合理规划各流域的产业发展

为了保证全国供水安全，应合理控制供水网络，应加

强规划关系，有效整合和协调上下游污染，加强企业污染控

制、管理，尤其是饮用水和河流的管理。合理分析当前污染

恢复力、下游污染状况，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的污染补偿机

制，有效控制上游区域。作为水资源综合管理过程的一部分，

须进行相互监测、管理，可实行一票否决制度，通过严格控

制改善城市地下水质量。城市地下水的流动与地表水的流动

情况相一致，水处理过程跨区域、河流等，通过综合处理，

以保证水处理的效果。

2.7 加强对工业城市地下水环境的监测

部分重点产业的生产，会导致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

因此，加强城市地下水环境的监测和管理较为重要。

（1）应定期检查、评估相关工业企业、周围城市地下

水环境的安全风险，检查、监督重点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

（2）应定期监测城市地下水污染，工业企业可建立城

市地下水影响分类管理体系，及时列出污染严重的重点工业

企业，并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制裁措施，惩罚污染企业的同时

鼓励其改善污染情况。

2.8 具体防治技术的应用

（1）可渗透反应墙修复技术

含水活性墙修复技术是一种以活性炭、氧化铁、微生

物和泥炭为反应介质，吸附城市地下水重金属等污染物的

PRB 技术，该技术具有较强的减排能力，减排效果具有长

期性，不会对城市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2）动态电化学修复技术

动态电化学修复技术主要应用于电解液的修复，通过

电流、电压形成的间隙电场，使城市地下水中的游离金属离

子沿一定方向迁移，达到污染物的目标浓度。

（3）化学修复技术

化学修复技术是城市地下水污染治理常用的技术，主

要采用氧化还原试剂，将化学物质引入城市地下水，消除污

染物。

（4）生物技术

传统的物理方法处理污染物的能力有限，化学方法易

造成二次污染。生化处理为处理城市地下水污染最有效的方

法，具有不同生物学特性的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酶，

使毒素分化、降解或吸附沉淀。生物修复主要对城市地下水

污染物进行原位修复，有效改善城市地下水环境，提高城市

地下水的流量、水质。

（5）抽出处理法

抽出处理法是一种成本低廉、应用广泛的方法，是我

国控制城市地下水污染的常用传统方法，该技术操作简单，

可有效控制城市地下水的污染流量，提取污染水，再进行土

壤污染的常规处理。

结束语：当前城市发展进程加快，生活用水、生产用

水需求不断增加，城市地下水资源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工业活动增加

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防治城市地下水污染较为必要，可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管理水资源，缓解城市地下水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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