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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水资源丰富,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这是我国水资源目前基本情况。

但是目前我国水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地下水水质污染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并且会对人们的生活质量

造成危害。因此,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对地下水遭受到的污染进行分析,同时,要制定一套合理的治理措施,

确保地下水水质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文章主要分析了地下水水质,

以及针对水污染防治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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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水污染途径及分析 

1.1污染途径 

(1)工业。废渣、废水等是造成地下

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各种工厂在运作中

产生的污水进行排放时容易渗入到地下,

给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严重污染。石油产

业中由于一些工厂管理不够严格,化工

产品垃圾以及汽油等渗入到地下水,造

成严重污染。(2)农业。农作物的生长离

不开灭虫剂、化肥等药物。在农作物的

生长过程中,农民容易过度使用农药,但

是被农作物吸收的药物少之又少,仅仅

占有9%,其余的药物则全部流入地下,慢

慢渗透到地下水中,造成水质污染,甚至

影响地下水的使用。(3)矿业。在矿业进

行采矿之后,留下的矿坑经过时间的打

磨,可能会产生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经过

雨水的冲刷渗透到地下水中,造成水污

染。还有石油方面的管理不够严格,一旦

发生泄漏现象,定会造成水污染。(4)生

活垃圾。随着人们对地下水资源的开采,

部分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已经出现不断下

降的趋势。人们生活中产生大量的垃圾,

这些垃圾有的被焚烧影响了空气质量,

也有一部分被埋入了地下,后续因为种

种原因,垃圾中的有害物质会渗入到地

下,造成地下水的污染。更为严重的地区,

对垃圾的处理不够到位,直接将垃圾暴

露在地表形成堆积,对环境造成极大污

染。另有部分城区对生活污水不进行处

理,使其直接流入地下,造成严重污染。 

1.2水质分析 

在对地下水质进行分析时,由于地

下水中的污染物质种类较多,因此,只能

选取少量计提,或者参数,完成相应的分

析工作,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对地下水

水质进行分析时,主要选取的参数包括

PH值、氯化物、硫酸根、硝酸根等。从

以往的测评情况来看,测评方法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通常就是在容易检测、简单

明了的基础上,完成对地下水具体情况

的合理检测,对地下水遭受到的污染情

况进行明确,然后采取合理的措施对遭

受到污染的地下水进行治理,改善地下

水环境。 

2 水污染危害概述 

2.1威胁饮用水健康 

人类一切生理活动都需要依靠水来

完成,如果饮用水存在污染现象,就会让

人体吸收有毒物质、有害物质,对人身体

健康造成危害。现阶段,我国部分城市水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如地下水源污染、饮

用水管网污染、二次供水设施污染等,

居民饮用水健康已经受到威胁,如饮用

污染水导致化学中毒事件屡屡出现。 

2.2影响社会生产 

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很

多生产内容都需要水资源的支撑,水污

染问题的存在会让社会生产产品质量

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可能会因此出现经

济损失。在工业方面,水污染情况的存

在需要工业用水过程中投入较大的处

理成本；在农业方面,水污染情况的存

在会直接对农作物土壤造成破坏,让农

作物减产。 

3 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

进展 

我国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的应用还

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水动力控制法和原

位生物法在地下水修复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部分学者加大了对原位化学法的研

究,对各种化学药剂的应用效果进行了

分析,从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了解到,以二

氧化氯为主的混合物是一种比较有效的

氧化剂,将其应用到地下水污染治理中

能够减少资金上的投入,在石油及苯系

污染物的治理中具有良好效果,而且不

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进一步污染,能够降

解80种有机污染物。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土壤的改性性质

开展了污水治理工作,使用活性剂改变

黏土性质并将其应用到地下水污染治理

中,能够对地下水中油类污染物的含量

进行有效控制,在净化地下水体方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与以往应用的黏土相比,

吸出的油污不会轻易释放,而且将活性

炭类物质应用到地下水污染治理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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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污染区域土壤的反硝化能力,

降低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 

4 水污染治理措施 

4.1完善相关法律措施,提高公民意

识,加强管控 

我国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水资源保护,

污染及其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有了一个

完备的水资源保护有关法律系统。但是

无法落实也相当于一纸空文。这就要求

相关执行部门加强水污染监督管理,有

法依,执法严。对水质污染和治理不当严

厉打击,加大惩罚力度,给相关人员警

醒。另外,防治的根本源头在于提高公民

爱护环境,水治理意识。治理部门要联系

人民群众共同开展防治措施。要加大在

相关居民,小区,工厂等进行宣传教育。

提高人们保护水源,治理水资源的行为

意识。水资源治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有

一套完善的监管措施,涉及水治理的各

个流程,要全面布控监控系统并做到严

格把控,有效避免治理弊端。适时适当设

定排污标准和排污量,久而久之,对人类

行为起到约束行为,培养公民自觉节约

用水,自觉缓解污染的意识。 

4.2信息协作共享 

信息协作共享可以让水污染治理工

作中所涉及的多个部门主体实现工作联

动,保证水污染治理项目实施速度与实

施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水

污染治理工作中,也应积极使用互联网

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为协

同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让水

污染治理更具可视化、便捷化,与此同时,

应对QQ、微信等社交媒体予以积极采用,

针对项目具体内容,可以组建专业工作

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效完成经验分

享、沟通交流以及问题讨论等工作,避免

主体存在“信息孤岛”。 

4.3加强农业污染防治 

严格治理畜牧养殖业造成的污染,

比如畜禽粪便等。要求养殖户对其进行

规划处理,建立健全粪便处理设施,如果

是小型散养的养殖户,要对粪便进行统

一贮存处理,节约人力。对于农业种植方

面,应该推广使用残留度低的农药,降低

其毒性,种植绿色健康植物。在此基础上

也要对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整,在水资

源不足地区进行退地减水。因为地下水

较容易受到农药、灭虫剂等的污染,如

果本地区的水资源已经短缺,再过度使

用农药对其造成污染,后果较为严重。

对农村环境进行整治。可以对农村的生

活垃圾、污水进行统一规划处理,条件

好的地区可以将农村垃圾和城镇垃圾

进行综合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地

下水的污染。 

4.4重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应在水污染治理、管理过

程中重视公众参与。首先,应对公众参与

意识予以提升,相关部门应做好水污染

治理以及水资源质量保证的宣传工作,

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宣传台、讲座

等方法对水污染防治进行宣传,另一方

面,可以构建微信平台进行新媒体宣传,

让公众在水污染治理中具有主人翁意

识；其次,相关治理部门需要对公众参与

渠道予以拓宽,可以通过构建微信公众

平台、官方微博等媒介对公众意见予以

及时反馈,同时,也可以邀请部分市民代

表参与水污染治理听证会,针对公众所

提出的意见予以认真考量,保证水污染

治理工作的为民服务。值得注意的是,

为避免“边污染边治理”的情况产生,

相关部门还应构建举报监督机制,畅通

举报监督渠道,让群众的力量得到充分

发挥,让水污染问题的解决更为全面。 

4.5运用先进的处理方法 

先进的处理措施需要把握行业研究

科学及技术的最新动向。配合生物治理,

物理治理和化学治理措施。运用一氧化

沟沟渠工艺,雨水分流措施,光氧化分解,

膜分离法以及物理吸附技术等污水治理

方法,配套污水收集管网等。不断进行实

际运用研究,加强污水治理。 

5 结语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各项生命活

动的开展都需要水资源的支持。但是,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地下水污染

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地下水遭受到了较

为严重的污染,这严重降低了人们的生

活质量。因此,相关部门在实际工作期间,

应当做好沟通、相互协作,做好地下水水

资源保护,通过对合理措施的应用,改善

地下水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

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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