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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水质分析的检测方法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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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下水是一种对人类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水资源，加强对其的保护与利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对地下水位的监测，可以了解地下水位的变化，从而更好地防治地下水位。论文对当前几种常见的探测方法进

行了对比分析，希望能对以后的探测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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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is	a	natural	water	resource	tha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Strengthening	
it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y	monitoring	the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s	in	the	groundwater	
level can be understood, thus bette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groundwater level.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several common detection methods, hoping to be helpful for future detec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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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水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开发

与利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项经济建设的

加快，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想更好地控制中国

的地下水资源，就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

的监控方法，以便为有关部门更好地管理地下水资源，保障

人们的身体健康，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地下水污染后的危害性

地下水是中国最主要的水源之一，对于维持生态平衡、

促进工农业生产以及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

于生产、居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地下水面临着严重的污染

问题。地表水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会通过土壤、河流等途

径进入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污染。这种污染成分复杂，不仅

包含常见的无机有机污染物，如含磷有机物、油脂、酚类等，

还包含多种重金属污染因子。由于地下水流动稳定，一旦污

染，后果严重，难以通过常规手段进行治理。此外，地下水

体中还存在着较多的辐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会渗入自然环

境，对工农业生产、生活用水和地质构造等造成一定危害。

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应加强对地下水位的监测，实时掌

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并针对其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预防和

控制对策。同时，要增强公众对地下水保护的意识，加大执

法力度，严惩违法行为，确保地下水源的质量，为维护国家

水安全、生态安全和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3 地下水水质检测的作用

3.1 明确地下水污染情况
地下水是整个水循环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在自然界中

扮演着维持生态平衡、供给人类及动植物饮用水的重要角

色。然而，地下水系统的脆弱性使得它极易受到污染，一旦

某一地区的水循环被破坏，如受到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农

药、工业化学品或放射性物质等的污染，就会对该地区的生

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些污染物不仅会破坏土壤结构，

降低土壤肥力，还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通过食物链影响

动物和人类的健康。特别是一些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和辐射等

污染物，它们在水体中可能长时间保持稳定，难以通过传统

的净化手段彻底去除。当这些污染物通过地下水流动，经管

路流入居民家中时，可能会对人类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危害，

如引起慢性中毒、器官损伤甚至癌症等严重疾病。为了保护

地下水资源，确保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必须加强对地下水

质的监测。监测区域内的水质状况，及时判断其污染水平和

趋势，根据其损害的等级，采取有效的控制对策，如切断污

染源、实施污染土壤修复、强化水处理工艺等，以减轻污染

造成的损害。同时，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

排污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通过教育增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

识，共同参与到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中来。通过这些综合措施，

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地下水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民

群众的饮水安全。

3.2 做好污染扩散情况的预估
地下水作为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地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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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补给源，也是维持生态平衡和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然

而，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就会通过水循环扩散，对整个地

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为了更好地防治地下水污染，

我们需要加强对地下水质量的监测，并利用数学原理构建一

种综合的地下水流动模型。通过这种模型，我们可以阐明地

下水中污染物的运移特征，评估其在地下水中的运移规律，

从而为完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这种模型还可以

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地下水污染的趋势，提前采取相应的预防

措施，确保地下水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4 地下水水质分析的检测方法与探讨

4.1 气相或液相检测法
利用各种物理和化学方法，测定了水体中各种溶质的

含量，在待测样品中的分配比例和离子交换容量，从而获得

水体中各类污染物的种类。该技术通过对被测试的水进行升

温，从而可以让不同种类的有机物在水里挥发。质谱作为一

种新型的气体检测技术，可以实现对气态物质的同位素、有

机质及元素成分的有效检测。在液相检测工作模式下，应根

据现行相关设备和设备的工作模式，实现对被测试样品的整

个处理，并获得最终的分析结论（见图 1）。

4.2 保护地下水水源环境
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地下水的污染，必须从根本上

着手。首先，要全面调查超标的地下水，找出影响其破坏的

具体因子。其次，根据现有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并

制定相应的对策，并通过评价企业用水量，制定供水企业用

水量分配方案，制定供水企业用水量调控方案，为供水企业

供水保障提供科学依据。最后，通过监测地下水源质量，区

分污染等级，控制污染源，构建完善的地下水源保护系统，

实现对地下水源污染的有效控制。所以，要建立一个完整的

监控与评价体系，一旦发现问题，就能迅速找到根本原因，

并加以解决。然后，针对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地

下管网及化工企业等进行系统的健康风险评价，识别出各因

子所产生的危害程度。对于有害垃圾的处理，必须建立完善

的处理制度，防止随意倾倒，保证地下水水质。

4.3 离子色谱法
本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操作简便等优点，可望极大地

改善水中负离子的分析水平。经有关测试表明，该地区及周

边地区的硫酸盐污染含量都很高。矿山开采时，铬主要以分

散的形态赋存于矿区内，虽然其含量极低，但移动性强，对

本地水资源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见表 1）。所以，要对水体

的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必须从对水体的监测着手。

4.4 过滤分离技术
过滤分离技术在地下水污染的治理中应用非常广泛，

有着显著的治理效果。

①在处理废水中，可以采用挂网滤网等适当的方法来

处理含有悬浮颗粒的废水。

②采用粒状材料处理地下水，其作用更为明显，能高效

地将细小的污染物粒子分离出去，达到治理地下水的目的。

③采用不同类型的复合膜处理污水时，其处理效率也

很高（见图 2）。

图 1 气相或液相检测法

表 1 离子选择电极法和离子色谱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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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过滤分离技术

5 加强水质分析质量的措施

5.1 加大试剂质量控制力度
在进行水质分析时，要选用合适的化学剂，其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试验的结果。为此，有关工作人员要

主动参与进来，按照相关规范，从试剂的购买入手，全面监

督试剂的品质，保证在水处理试验工作中使用的试剂均达到

规范。在选用试剂的时候，要注意包装的完整性，要审核质

量标准证明等，在把试剂送到实验室之前，要对它进行一次

质量抽检，如果不合格，要立即更换并退回，并且把新购买

的试剂和原来的实验室试剂进行比较，观察其色泽等，确认

所有的指标都满足试验的需要后，才可以进行试验。

5.2 加大样品质量控制力度

5.2.1 样品复检法

抽样质量分析和抽样后，要留存副样，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复查，比较两次检测的结果，做随机错误比较。但在使

用时，必须保证二次取样得到的副样要妥善保管，并且在使

用期限之内都要用完。

5.2.2 平行样分析法
各批次采用的是一种在 10%~20% 范围内进行的平行抽

样测试，在样本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增加样本量。另外，

多组分的测定也会有一些相对误差，这需要根据试验的数据

和特定的水质条件来确定。对某些试样，因其具有良好的均

匀度和稳定性，有必要对它们的相对标准差进行严格限制。

结果表明，在均质和稳定性不佳的试样中，该方法的误差是

很小的。实际应用时，应根据测试仪器的精度和准确度，结

合实际样本的实际状况，来决定其相对误差的大小。

6 结语

综上所述，应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全面的监测，以解决

当前面临的地下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采用适当的监

测手段，定期监测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了解其变化规律，

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同时，

从检测人员、检测方法、检测部位三个角度出发，确保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此外，加强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和研

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地下水资源管

理和保护策略，以实现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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