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对于不同目的的

地下水污染评价工作往往

倾向于突出选择微量元素

(毒物类和重金属类 ) 作

为评价指标
,

而常常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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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用常规指标监测评价

则更能体显出其优越性
。

从环境病理学角度分

析研究
,

一般人们都认为

微量元素含量高对人有毒

害作用
,

而却忽略了高含
与评价和示踪的作用

,

这大概由两种错觉形成
:

一是

认为微量指标对人体危害程度大
,
二是偏面的认为所

谓地下水污染
,

尤其是现代工业
“

三废
”

对地下水渗透

污染
,

主要是指这些微量元素
。

但是
,

就阐述地下水污

染规律及其评价污染程度等技术性问题而言
,

常规水

化学指标中某些离子要比微量元素优越得多
。

地下水

的污染与否是以水质分析结果来判定的
,

而且要以连

续的多次的资料来复实数据的真实性和规律性
。

从而

提供给人们分析研究地下水源受污染的历史
、

过程
、

途径和发展趋势
。

然而选择其表征性污染指标参与评

价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

因为水质监测的目的是

为评价
、

预侧
,

治理地下水污染服务的
,

然而评价指

标的稳定性
,

序列性和分析方法的熟练性
。

数据报出

的精确性等因素
,

又是决定污染评价正确与否的一个

重要环节
。

事实证实微量元素往往由于测试手段
,

采

样和分析上复杂的处理过程
,

以及不同元素本身的不

稳定化学性质决定
,

获取的分析数据可信度低
,

有些

尚由于分析数据 过 小 (如酚 < 0
.

0 0 2
,

砷 < 0
.

0 0 2 5汞

< 0
.

0 。。 0 0 5m盯 L等 ) 造成序列性差
,

无规律 可 循的

状况
。

我们在对已监测系列达八次的分析结果的整理

过程中发现
,

酚氛指标70 %以上的采样点为一次性超

标或检出
,

造成了各次监测的数据在评价向题上的不

吻合现象
,

这无疑说明了污染指标的选择非常重要
。

所以我们认为地下水污染的评价应该从水化学的角度

来研究
。

水质的变异
,

是反映地下水污染的一个重要

标志
,

常规离子中如C l
一

5 0 · ` 、

总硬度
、

矿化度
、

N O
一 ,

等项作为污染评价指标
,

无疑要优于微量元 素 的作

用
。

因为
:

①由于采样方法简单
,

对结果影响小 (因

不受其稳定剂的影响 ) ②分析方法熟练
,

测试手段统

一
,

分析工作者已有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
,

③对于环

境水文地质工作而言
,

所需数据序列性长
,

离子本身

的水化学性质稳定使报出数据可信度远远高于微量元

素
,

④常规指标能较好的反映出污染的类型和污染的

发展状况
。

其实地下水受污染并非是某一种类型单纯

的污染
,

而多数情况下是两种类型以上的综合污染
,

所

量的常规离子对人类生产
,

生活及身体健康在某种意

义上的危害程度
,

并不亚于微量元素的作用
。

许多分析

结果证实
,

常规离子中的某些表征性指标超标率和超

标倍数普遍高于微量元素
。

尤其地下水受多种因素污

染的情况下
,

可能会出现微量元素检出或超标以及常

规离子迅速增高的现象
,

并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酿成

普遍的病灾危害
。

如清徐徐沟的刘村庄处于汾
、

消冲

积平原的交接地带
,

共有水源井 5眼
,

井深 8~ 17 米
,

水

位 4 一 7米
,

水温 2 1~ 2 4℃
,

施工于 6 6年
,

岩性为Q璧
’

的亚砂土夹粉细砂
,

由于该区地下水流动滞缓
,

运动不

畅
,

常规化学组份含量较高水化学类型以 5 0
` ·

c1
一 C a

·

M g 或 s O’ {
a ·

M g 为主多年来由干农业上引污灌溉
,

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
,

使地下水中水化学组份含量迅

速增高
,

C l
一

含 量 达 465 m盯 L
,

超 标 1
.

33 倍
,

5 0 ;

4 e 6
.

4 sm g / L
,

超标 2
.

5 3倍
,
N H一 N I

.

4 3m g / L
,

超标 2 7
.
6

倍
,

杂菌 1 1 )个
,

大肠杆菌> 2 30 个
.

使人饮用后造成了

全村人腹泻
,

腹痛
,

两人死亡现象
,

水源井被迫停用
。

市卫生防疫部门从环境病理学角度分析认为
,

这种现

象发生属常规离子含量过高和细菌污染而造成
,

并且

指出了主要对人体的致病因子是cI
一 、

总硬度
、

M g , 十 、

s 。 二
一 。

可见从环境病理学的观点来认识常 规 组 份对

人体的危害
,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主要工作
。

因此我

们在评价参数的选择时
,

应首先考虑到常规组份参与

评价
。

常规组份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

并在地下水水化

学浓度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对 它们 长 期监

测
,

有助于分析研究地下水水化学浓度场受人为括动

影响演变的过程
,

获取系列数据后可助子分析了解某

些表征性指标含量增减的变化幅度与地质环境以及污

染源间的内在关系
。

所以作为水质监测表征性指标对

于地下水各种目的的评价
,

结合当地实际适当选用一

些常规离子
,

方能比较切合实际的反映出地下水污染

的规律和特征
,

进而作出合理的水质评价结果
。

在选

择微量有毒和有害指标的同时
,

千万不可忽视常规组

分在地下水污染
、

评价及预测工作中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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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平均值为 一 2
.

36
。

因此
,

来自碎屑岩山区的地表水

和地下水对盆地内碳酸盐岩既进行化学的溶蚀作用
,

又进行物理的冲蚀和侵蚀作用
,

作用很强烈的
,

大大提

高了碳酸盐岩的溶蚀速度
。

经过漫长的岩溶作用
,

才

形成了今 日的岩溶盆地
。

DOI : 10. 16030 /j . cnki . i ssn. 1000 -3665. 1986. 04. 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