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18日 星期二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注册 设为首页 中文 | English 

生命科学 | 医学科学 | 化学科学 | 工程材料 | 信息科学 | 地球科学 | 数理科学 | 管理综合 电子杂志 | 网址 | 举报

首 页 │ 新 闻 │ 博 客 │ 群 组 │ 人 才 │ 招 生 │ 会 议 │ 论 文 │ 小白鼠 │ 实验室 

 

作者：甘晓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10-17 9:16:23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北京永定河生态走廊建成后，每年可回补地下水约1亿立方米。图为永定河生态走廊中的莲石湖。新

华社供图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污染日益增加，并严重威胁到地下水环境。北京市民的饮用水每3杯中就

有2杯来自于地下水。许多市民并不知道，这些水可能正是在保卫地下水的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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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七点多，林健来到位于四季青桥的北京市地勘局办公楼前，那里已经有

好几位同事在等他。林健是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今天去哪儿？” 

 

“门头沟！” 

 

简单地沟通后，他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林健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简称北京

市地勘局）为监测地下水环境开凿的监测井所在地。这样的监测井，在全市共有1182眼，共同守护着首

都的地下水环境。 

 

工作人员借助GPS好不容易找到一口监测井的位置，却发现这口井位于一家企业内。由于城市化进程

太快，找不到当年打的井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给采样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一直到上午10点半，测量工作才正式开始。“水深9米，水位54.05米，pH值8.08。”一系列数据读

数报给林健。 

 

林健摇头感叹：“历史上这里的最高水位曾经达到40多米。” 

 

测量完毕，工作人员开始取水样。为了准确测量地下水中的有机物，水样必须用棕色玻璃瓶装，并

在4摄氏度的恒温条件下冷藏，不能带有一个气泡。 

 

这些水样被带回实验室进行100多个指标的化验。在北京市地勘局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堆满了盛装

水样的白色塑料瓶。这些采自北京平原区1000多处监测点的水样肉眼看上去毫无差异，清澈透明。但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水中可能含有多种污染物，包括重金属离子、挥发性有机物等。 

 

科学时报：城市垃圾威胁北京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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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的建设，北京市已先期开展了包括水文地质和专项污染源调查在内的监测工

作。但截至记者发稿，仍未有任何阶段性的数据或成果对外发布，实验数据都处于保密中。 

    

重重重重点点点点监测监测监测监测垃垃垃垃圾圾圾圾场场场场 

 

作为地下水使用大户，北京市目前防治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措施为监测和减少污染源。 

 

今年，试运行近一年的北京市平原区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和重点污染源专项监控网开始正式运

行。林健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个项目。林健告诉记者，许多监测井位于潜在污染源附近，“一些垃圾填埋

场是重点监测点”。 

 

“臭名昭著”的北天堂垃圾填埋场就是网点之一。2009年，当林健带队到达位于此处的监测井时，

恶臭扑面而来。“一停车，汽车挡风玻璃上便扑满了苍蝇。”林健回忆。 

 

当时，北天堂周边地下水中硝酸、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挥发性酚、细菌总数

等污染物均严重超标，周边大范围内的地下水无法再饮用。 

 

2010年，北京市启动了包括北天堂在内的9座非正规垃圾场的治理工作。目前北京尚有近千座非正规

垃圾填埋场。 

 

同时，从2006年开始，北京还实行了测土配方施肥，旨在减少肥料在土壤里的积蓄量，以减轻化肥

对地下水污染的压力。 

 

和北京一样，我国北方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主要依靠地下水生活。 

 

2004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张兆吉承担了华北平原地下水可持续

利用调查评价的课题，调查人员所见所闻令人担忧。张兆吉说：“一些制革企业甚至排放未经处理的污

水，大量铬元素直接渗入地下。” 

 

当时，这样的企业在全国并不少见。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由于财力、物力所限，也没有开展大规

模的监测和保护工作。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来来来来自几十年前自几十年前自几十年前自几十年前 

 

“地下水一旦污染很难修复。”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其军反复强调。他告诉本报记者，只要

在污染源附近建污水处理厂，大部分地表水污染治理能很快见到成效。然而，地下水污染看不见、摸不

着，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与地表水相比，地下水是一种更为脆弱的水资源。 

 

2010年，由于及时发现污染源并进行合理治理，遭遇化学品泄漏污染的“东三省”母亲河松花江水

质总体由中度污染好转为轻度污染，Ⅰ类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52.9%，比2005年提高29个百分点。 

 

同时，地下水平均循环时间很长，深处蓄水层的循环时间往往长达数千年。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刘立才参与了“引温入潮”对地下水环境影响的监测项目。他发现项目所在地段地下水流动非常

缓慢，“4年时间运移的距离才四五百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市浅层地下水硬度开始上升，伴随着硝酸盐氮超标。2006

年，北京市浅层水总硬度超标面积约为2390平方千米，而硝酸盐氮超标面积约为320平方千米，主要位于

近郊区及大兴区部分地区，反映出地下水受城市生活污染的趋势和特征。 

 

李其军认为：“一些污染物甚至来自几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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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再不进行防治就晚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

员宋献方对本报记者说。 

 

宋献方坦言，在其承担的针对我国地下水环境的相关调查中，的确发现了一些地区地下水污染相当

严重，如淮河流域。政府已经向当地居民发出警告，淮河流域许多地方的浅层地下水已经不易直接饮

用。 

 

但也有情况较好的地区，比如东北地区松花江流域整体地下水比较好，但少数局部污染的情况依然

存在。 

 

国家层面上，国土资源部从2005年由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研究所牵头开展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目

前该项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就专家而言，保卫地下水任务艰巨，未来面临的难题还有很多。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垃垃垃垃圾圾圾圾是巨大是巨大是巨大是巨大污污污污染源染源染源染源 

 

张兆吉告诉记者，全国地下水防护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摸清基本情况后才能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同

时，鉴于地下水本身的特征，李其军指出：“目前的措施短时间内都难以见效，只能防止情况不进一步

恶化。” 

 

同时，李其军认为，目前城市面源污染是北京地下水防治中的最大难题。秋冬季节，北京地区降水

减少，城市垃圾集聚在路面、庭院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李其军说。 

 

如果降雨量大，地面雨水管线则将降水导入城内河流中。有关专家检测发现，这些管线中的相关指

标甚至超过了污水。 

 

例如，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常常超过每升200毫克，而我国工业废水标准则规定COD浓度不得超过每升

100毫克。 

 

在北京，春天的降雨往往不足以把积蓄整个冬天的污染物带走并冲到下游河流、湖泊中，于是地下

水成了这些垃圾中污染物的归宿。 

 

一线水务工作人员曾经在通惠河岸边亲眼见到黑色、混浊的污水直接从雨水管线排向清澈的河水

中。 

 

同时，环境专家在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时，往往一路追踪之下却发现源头正是某处垃圾填埋场。 

 

和地下水打了20多年交道的李其军感到，这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问题。 

 

谈到解决方案，他认为借鉴山区清洁小流域的方式或许能奏效——将降水引入城市绿地，污染物通

过植被的无害化过滤再进入地下水。 

 

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也曾开展地下水保卫战。“但是，他们花200年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30

年的时间。”李其军说。 

 

《科学时报》 (2011-10-17 A3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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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拉夫运河的噩梦 

 

健全公众监督机制很重要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我国1/4平原区地下水被污染 

 

中国计划2015年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 

 

香山科学会议研讨“中国典型地下水污染问题” 

 

科学时报：地下水污染防治难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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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以实际调查和数据说明了垃圾污染的严重后果：北京的地下水严重污染，导致了"北京市民的饮用水每3杯

中就有2杯来自于地下水"，调查证实"环境专家在探究地下水污染源头时，往往一路追踪之下却发现源头正是某

处垃圾填埋场"。很明确，垃圾场是污染的根本原因，如此也许要不了多久，无论你喝多少杯水，都会和垃圾扯

上关系。一座填埋场连续污染地下水会延续几十年，现在人口越多，垃圾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污染会越严

重。焚烧法可以减量化和部分资源化，但也问题不少，焚烧把垃圾对地表的污染多少转移到了大气中，如果说生

物用胃在消化填埋场的污染，那就可以说生物用肺在净化焚烧对于大气的污染。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垃圾会没完

没了的纠缠人类的生存问题。 

因此，完全的资源化应是垃圾目前最好的途径，需要大力呼吁和实际行动起来。一些研究已经快要接近实用，例

如“混装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工艺”的专利技术，把垃圾一一分类后，几乎可以全部的回用，在消除垃圾污

染的同时还可以形成经济效益，所以希望政府和投资人大力支持，帮助这些技术能走完后几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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