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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面源污染物不仅随地表径流直接进入河流、湖泊或近海,污染地表水体,而且渗入土壤或岩石,污染地下水.而被污染的地下水最终

亦流入河流、湖泊或近海,污染地表水体.因此,地下水污染防治在当前我国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为了保护作为主

要饮用水源之一的地下水,需要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地治理地表水体的污染,也需要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 迄今为止,我

国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所做的工作大都以保护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为目的,而缺少或未重视被污染的地下水对地表水体污染的机理和贡献

的研究.本文以农业面源造成的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为例,阐明地下水污染防治在我国当前水污染防治中的双重意义,指出被污染的地下水可

能是我国主要河流、湖泊和近海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旨在得到人们对地下水污染研究和治理的重视,推动面源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机理以

及被污染地下水对地表水污染的贡献评价与防治研究,以便更合理地制定我国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更有效地控制和治理我国的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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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Con tam in ants from Non-poin t Sources (NPS) not only en ter rivers, lakes, and inshore through overland flow and pollute surface w ater bod ies

but also in f iltrate in to the subsurface and pollute ground w ater. Th e contam inated ground w ater eventually flow s in to river, lakes, or inshore and also

pollu tes su rfacew ater bod ies. The s ign if ican ce of groundw ater pollu tion prevent ion is thus tw ofold: one is to protect groundw ater as drink ing w ater sources

and the other is to preven t surface w ater pol lut ion. H ow ever, most stud ies in Ch ina so far h ave been focused on p rotecting ground w ater as d rink ing water

sou rces. Litt le atten tion h as b een paid to study ing how contam inants in ground w ater m ove in to surface w ater bod ies and how much they contribu te to

surface water po llu tion. In th is paper, ground w ater contam ination by n itrate from agricultural NPS is u sed as an exam p le to emphasize the tw ofo ld

s ign if ican ce of ground w ater pollu tion preven tion. It is hypothes ized th at ground water contam inated by NPS m ay b e a nu trient sou rce leading to

eu troph ication ofCh in acsm ajor rivers, lak es, and in shore w aters. More research is n eeded in the areas of ground w ater con tam in at ion by NPS for better

w atershed m anagem en t and more effective control ofC hinacsw ater po llut ion.

Keywords: w ater pollut ion contro;l groundw ater po llut ion p revent ion; non-poin t sou rces; n itrate

1 引言 ( Introduct ion)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 各种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其中尤以水

污染的形势最为严峻. 十多年来, 在国家和各级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水

污染治理取得了巨大成效, 各大流域的水环境都有

了很大改善. 但目前我国的水污染依然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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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河流和湖泊的水质与规划目标还有较大的差

距.水污染问题不仅影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且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乃至社会的稳定. 因此,

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水污染问题十分重视, 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设立了多个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 期望

在未来的 15年内明显改善我国各主要流域的水

环境.

治理水污染, 首先必须追根溯源. 造成水污染

的来源一般分为局部性的、集中排泄的点源 (如工

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等 )和区域性的、分散排泄

的面源 (如农用化肥、农药和畜禽粪便等 ) . /九五 0
和 /十五 0期间, 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 有效地治理

了点源,遏制了我国水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十一

五 0期间,国家正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投入更多资金

进一步深化点源治理.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未

来的 5~ 10年内, 我国的点源污染问题将得到基本

解决. 随着点源治理力度的加大, 面源污染的问题

将越来越突出. 长期以来, 我国主要农业区土地资

源的强度开发利用, 过量的使用化肥和农药、不断

扩展的规模化养殖所产生的畜禽粪便等面源污染

物已严重地污染了地表水、土壤和地下水. 参照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水环境现状,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

将来, 面源将是我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 中共中

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

意见0 (中发 [ 2006] 1号文件 )及时提出: /加大力度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0.温家宝总理在 2006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要求: /综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和畜禽

养殖业污染 0.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 农业面源污染物不仅随降

雨、融雪或灌溉所产生的地表径流直接进入河流、

湖泊或近海,污染地表水体, 而且渗入土壤或岩石,

污染地下水. 而被污染的地下水最终亦将渗入河

流、湖泊或近海, 污染地表水体, 成为地表水体污染

的另一主要来源.就当前我国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

理来说,一方面, 为了保护作为主要饮用水源之一

的地下水, 需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另一方

面,为了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地表水体的污染, 也需

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这就是本文提出并将

重点阐述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在我国水体污染控制

与治理中的双重意义. 近年来, 我国在地下水污染

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国土资源部开展的全

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和环保部制定的地下水污染防

治规划.但这些工作大都以保护地下水作为饮用水

源为目的,而缺少被污染地下水对地表水体污染的

机理和贡献的研究.本文以农业面源造成的地下水

硝酸盐污染为例, 借用部分国外资料, 阐明地下水

污染防治在我国当前水污染防治中的双重意义, 旨

在引起人们对地下水污染研究和治理的重视, 推动

我国面源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机理以及被污

染的地下水对地表水污染的贡献与防治研究, 以便

更全面制定我国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更有效地

控制和治理我国的水体污染.

2 地下水作为主要水源之一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
的污染 ( A s one of the main w ater resources,

ground w ater has been increasing ly contam inated)

地下水是地球上最主要、分布最为广泛的水资

源之一. 全世界超过 15亿的人口主要依靠地下水

作为饮用水 ( A lley et al. , 2002 ). 我国水资源总量

的 1 /3和全国总供水量的近 20%来自地下水. 我

国有 400多个城市开采地下水, 北方和西部地区

主要城市的地下水利用率往往超过供水总量的

50% , 许多城市高达 80%以上. 在部分城市和广大

农村地区, 地下水往往是唯一的供水水源 (姜建

军、文冬光, 2005; 戴向前等, 2007) .地下水是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不可替代

的重要资源.

就全国范围而言, 我国地下水质量总体较好.

根据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 ( GB /T 14848- 93) , 我国

63%地区的地下水可直接饮用, 17%经适当处理后

可供饮用, 12%不宜饮用, 剩余 8%为天然的咸水和

盐水 (姜建军, 2007). 然而, 在我国人口较为密集、

人类活动干扰大、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平原地区, 由

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大面积、超量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垃圾场的淋滤和地下油罐的渗漏等

原因,地下水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污染. 在全国

水资源调查评价的 197万 km
2
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中

(孙雪涛, 2007; 唐克旺等, 2006), Ñ类和 Ò类水质
的面积仅为 4. 98%, Ó类面积为 35. 53% , Ô、Õ类

面积高达 59. 49% .太湖、辽河、海河、淮河等流域地

下水污染最为严重, 其面积的 91. 49% , 84. 55% ,

76. 40%和 67. 78%地区的地下水超标 (表 1). 太湖

流域的浅层地下水大都为Ô类和Õ类, 几乎全部不

能直接饮用. 淮河流域安徽段总面积 ( 39994km
2
)

中 46. 6%埋深小于 20m和 35. 8%埋深在 20~ 50m

的地下水受到中等或重污染 (表 2 (徐小磊,

2007) ) .

475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29卷

表 1 我国主要流域浅层地下水水质类别及超标区比例

Tab le 1 Quality classif icat ion of shallow groundw ater in Ch ina. sm ajor bas ins

水资源一级区 Ñ类 Ò类 Ó类 Ô类 Õ类 超标区

松花江 0. 47% 2. 47% 42. 65% 15. 04% 39. 37% 54. 41%

辽河 2. 15% 0. 92% 12. 38% 23. 44% 61. 11% 84. 55%

海河 0 0. 61% 22. 99% 26. 80% 49. 60% 76. 40%

黄河 0 3. 42% 48. 47% 16. 41% 31. 70% 48. 11%

淮河 0 1. 68% 30. 54% 42. 95% 24. 83% 67. 78%

长江 (含太湖 ) 1. 74% 15. 83% 37. 05% 24. 77% 20. 61% 45. 38%

太湖 0 0 8. 51% 70. 21% 21. 28% 91. 49%

东南诸河 0 1. 47% 41. 18% 27. 94% 29. 41% 57. 35%

珠江 5. 63% 23. 00% 67. 61% 1. 41% 2. 35% 3. 76%

西北诸河 0. 81% 4. 41% 34. 67% 31. 92% 28. 19% 60. 11%

全国 0. 72% 4. 26% 35. 53% 27. 08% 32. 41% 59. 49%

  注:表中数值为不同水质类别区面积与所在流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唐克旺等, 2006) .

表 2 淮河流域 (安徽段 )地下水污染分区

T able 2 Reg ion s of ground w ater pollu t ion in theH ua iR iver basin in Anhu i province

地下水位埋深 未污染区 轻微污染区 中等污染区 重度污染区 总面积

< 20m 4110 ( 10. 3 ) 17251 ( 43. 1) 8588 ( 21. 5 ) 10045 ( 25. 1) 39994 ( 100 )

20~ 50m 11721 ( 29. 3) 13988 ( 35. 0) 8425 ( 21. 1 ) 5860 ( 14. 7) 39994 ( 100 )

  注:表中各区面积单位为 km2,括号内为各区面积与总面积的百分比 (徐小磊, 2007) .

  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还表明: 地下水中

/三氮0, 即氨氮 ( NH 3 ), 硝酸盐 ( NO3 ), 亚硝酸盐

(NO 2 ) ,超标十分普遍 (表 3) (唐克旺等, 2006) .氨

氮属于新进入地下水系统的污染物, 其超标率最大

显示目前在我国平原区氮类污染物正在不断地进

入地下并逐渐转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硝酸盐易

溶于水、难以被土壤吸附, 是氮在地下水中出现的

最主要形式 (W illrich, 1969; Baker et al. , 1975;

K ladivko et al. , 1991; Jacinthe et al. , 1999).地下

表 3 我国主要流域井水中 /三氮 0超标率

T able 3 Percen tage of NH +
4 -N, NO3-N and NO2-N concen trat ions that

are larger than their respect ive standard in w ater w ells in

C h ina. s m ajor b as ins

水资源一级区 NH+
4 -N NO

3
-N NO

2
-N

松花江 37. 56% 1. 71% 2. 20%

辽河 57. 14% 0. 89% 1. 79%

海河浅层 32. 82% 4. 60% 17. 72%

海河深层 36. 97% 4. 20% 7. 56%

黄河 16. 62% 9. 07% 7. 05%

淮河浅层 27. 84% 13. 92% 21. 41%

长江 22. 64% 0. 94% 7. 55%

太湖 37. 50% 0 0

珠江 6. 11% 12. 21% 9. 16%

东南诸河 15. 42% 2. 08% 15. 17%

西北内陆 3. 23% 0 0

  注:唐克旺等, 2006.

水中硝酸盐的来源分为有机和无机两大类: 有机硝

酸盐主要来源为生活污水和畜禽粪便;无机硝酸盐

则主要来自广泛使用的氮肥. 硝酸盐本身对人体危

害不大,但在人体内硝酸盐变为亚硝酸盐后便会对

人体 (特别是婴儿 )的健康构成威胁, 引起婴儿蓝血

症和高铁血红蛋白症. 就水环境而言, 水中硝酸盐

浓度过高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引起水藻爆发, 使

得水体缺氧.美国墨西哥海湾大面积海域的富营养

化及缺氧便是由于流经美国长期使用氮肥的主要

农业区 -中西部诸州、而后流入该海湾的密西西比

河水中携带着大量硝酸盐及其它营养物.

近些年来,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和农业增产的需

求,我国使用化肥和农药的面积和数量正在不断地

扩大和增加.研究表明, 由于使用和耕作方式的不

当, 氮肥的利用率一般低于 50% ( D innes et al. ,

2002) .大量未被利用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农村生活

污水和畜禽粪便等渗入地下, 造成地表水、土壤和

地下水的严重污染,使得地下水中硝酸盐浓度逐渐

升高 (徐芳香等, 1999; 李保国等, 2001; 张思聪等,

2002; 汪珊等, 2004, 2005; 刘英华等, 2005; 刘宏斌

等, 2005, 2006;冯锦霞等, 2006;陈建耀等, 2006). 如

长江三角洲地区各省市均发现地下水中 NO3-N超

标 ( \ 10 mg# L
- 1

) :苏州和南通地区地下水中硝酸

盐超标率为 18%, 浓度高达 100~ 160 mg# L
- 1

(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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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5) . 黄淮海平原 21. 5%面积中浅层地下水

硝酸盐含量超标 (李保国等, 2001) . 淮河流域地下

水污染的最主要因子是硝酸盐 (徐小磊, 2007). 北

京市平原农区浅层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尤为严重 (刘

宏斌等, 2006; 2007) : 77眼深度在 3~ 6 m的井中

NO 3-N平均为 47. 53mg# L
- 1
, 超标率达 80. 5% ; 41

眼深度在 6~ 20 m的手压井 NO 3-N平均达 14. 01

mg#L- 1
, 超标率高达 46. 3% .更令人担忧的是深层

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已不容乐观: 336眼深度在 70

~ 100 m的农灌井中 NO 3-N平均为 5. 98 mg# L
- 1
,

超标率为 24. 1%; 145眼深度在 120 ~ 200 m 的饮

用井中 NO 3-N平均也已达 5. 16 mg# L
- 1
, 超标率为

13. 8%. 高阳俊等 ( 2003)的调查和研究表明: 滇池

流域地下水硝酸盐含量与氮肥施用量有明显的相

关性. 以 NO 3-N为指标, 滇池流域的地下水仅有

30%属于 III类水 ( 2~ 20 mg# L
- 1

) , 20%为 IV类

( 20~ 30 mg#L
- 1

) , 50%为 V类 ( \ 30 mg# L
- 1

) ;地

下水 NO3-N超标率高达 70%. 总之,我国地下水硝

酸盐污染已十分严重, 硝酸盐污染防治将是我国地

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除化肥外,广泛使用的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

分散的农村生活用水和畜禽粪便等面源污染物亦

会随降雨、融雪或灌溉渗入地下, 污染地下水.地下

水污染已成为我国水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 因

此,为了保护作为主要饮用水源之一的地下水, 必

需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这是地下水污染防治

的重要意义之一.下面我们将重点阐明地下水污染

防治的另一重要意义, 即为了有效地保护地表水

源,控制和治理地表水体污染, 也需要开展地下水

污染防治工作.

3 被污染的地下水是地表水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 Contam inated ground w ater is a ma in source of

surface w ater con tam ination)

地下水和地表水相互作用, 紧密相联. 在通常

情况下,地下水接受降雨或融雪入渗补给, 向位于

地形低处的河流、湖泊或海洋排泄 (图 1) .除地表径

流和直接降水外,地下水是河流与湖泊水的主要来

源.特别是在枯水季和枯水年, 河流与湖泊的水往

往全部来自地下水. 地下水向河流的排泄量 (即基

流 )受多种因素, 如气候、地貌地形、水文和地质条

件控制.基流量一般采用水文过程线切割法来估算

(陈利群等, 2006). 美国地调局对其境内 10个不同

区域 54条河流 30年 ( 1961- 1990)的径流数据分析

表明:基流占这些河流总径流量的 14% - 90% (图

2) , 平均 55%.根据对过去 60多年河流日径流量的

分析发现,密西西比河和依阿华州内的 9条主要河

流径流量的 60% 以上均来自地下水 ( Zhang and

Schilling, 2006; Sch illing and L ibra, 2003).

图 1 地下水向河流,湖泊或海洋排泄示意图

F ig. 1 G round water discharge to river, lake, or inshore w aters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我国的东部地区, 如

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的过量开采, 区域地下水位

的下降,多条河流, 如海河等, 基流逐渐减少甚至完

全消失.然而, 就全国范围来说, 基流仍占我国河流

总径流的相当比例. 陈利群等 ( 2006)通过估算黄河

源区基流证实:枯水季河川径流基本上是由基流组

成.卢选伟 ( 2005)对山西省 11个市水资源情况的

分析表明:该省河川基流总量为 47亿 m
3
, 占全省总

径流量 87亿 m
3
的 54%. 段乔文等 ( 2006)根据实测

资料对云南省开远市区域水资源总量的计算表明:

多年平均地下水天然补给量及枯水季节地下水转

化为河川基流量分别占河流总径流量的 5612% 和

24. 2% .姚水萍等 ( 2005)在对浙江省富阳市水资源

可利用量计算提供:该市近 10年河流平均总径流和

基流量分别为 16. 68亿 m
3
和 3. 78亿 m

3
,基流量占

总径流的 22. 7%. 杨桂莲等 ( 2003)运用 SWAT模

型估算陕西省洛河流域的基流占总径流的 20%

左右.

不难想见, 当地下水被污染后, 接受地下水补

给的河流、湖泊和近海亦会遭受同样, 甚至更加严

重的污染.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美国和其它西方

发达国家就认识到被农业面源污染的地下水对地

表水体的污染, 是河流、湖泊和近海的主要污染源

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 他们对农业面源造成

的地下水污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联邦和中西

部农业州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 (如美国 EPA的 319

项目 ) ,开展了多项地下水污染防治及其对地表水

体污染的研究. 研究表明, 地下水所携带的污染物

占河流或湖泊污染物总量的相当比例.前面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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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墨西哥海湾大面积海域呈富营养化并缺氧的

主要原因便是流入该海湾的密西西比河携带的大

量硝酸盐及其它营养物. 密西西比河流经美国中西

部长期使用氮肥的主要农业州, 所携带的硝酸盐的

70%以上来自地下水 ( Zhang and Schilling, 2006) .

对依阿华州 Raccoon河硝酸盐含量长达 28年观测

资料的分析表明 ( Sch illing and Zhang, 2004): 该河

年径流总量的 60%和硝酸盐总量的 65%以上来自

地下水 (图 3b, c) .该河流经依阿华州主要农业区,

面源污染十分严重, 地下水的硝酸盐浓度 (图 3d中

的虚线 )有时甚至高于河水 (图 3d中的实线 ) . 由此

可见, 任何有关该河硝酸盐污染的防治规划必须考

虑地下水的贡献.只有通过实施农业最佳管理措施

减少地下水中的硝酸盐含量才能有效地削减河流

中的硝酸盐总量 ( D innes, et al. , 2002) .

图 2 美国 10个地区不同河流的地表径流和基流 (白色部分为地表

径流; 深色部分为基流; 据 http: / /www. u sgs. gov/ )  

F ig. 2 The estim ated ground-w ater contribu tion to stream flow is show n

for specif ic stream s in 10 U. S. reg ions ( From h ttp: / /www.

usgs. gov / )

迄今为止,我国对地下水污染的调查和研究往

往局限于以保护作为饮用水源之一 ) ) ) 地下水的

安全为目的. 在我国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 人

们普遍认识到: 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受到污染后

会导致附近地下水的污染,而未考虑或未重视被污

染的地下水对地表水体的污染. 我国的面源污染整

治一般仅考虑地表径流及其携带的污染物, 忽略或

图 3 美国依阿华州 Raccoon R iver地区: ( a) 年平均降雨量;

( b) Ra ccoon河年径流 (实线 )和基流 (虚线 ); ( c) 河流与

基流中的 NO 3-N量; ( d) 河流与基流中的 NO 3-N浓度

(据 S ch illing and Zh ang ( 2004) )

Fig. 3  Data from th e Raccoon R iver in Iow a in th e USA: ( a )

Annual precip itation; ( b ) Annual total discharge and

baseflow; ( c) NO 3-N load in total d ischarge and basef low;

( d ) NO 3-N concen trations in total d isch arge and basef low

from 1992 to 2000 ( After S ch illing and Zhang ( 2004 ) )

未重视地下径流及其所携带的污染物对地表水体

污染的贡献. 事实上, 地下水携带的污染物可能是

我国主要河流和湖泊中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未

考虑地下水的贡献可能是我国大型湖泊 (如太湖、

巢湖、滇池 )等富营养化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下面我们以淮河为例估算在不同情况下该流域地

下水排入河流的硝酸盐量. 淮河流域 (除沂沭泗流

域外 )的总面积约为 170000 km
2
, 流域多年平均年

降雨量为 889mm. 假设流域地下水向河流的排泄量

或基流量 (R )为降雨量的 5%、10%或 15% ,地下水

中 NO3-N的平均浓度 ( C )为 1mg# L
- 1
、5 mg# L

- 1
或

10mg#L- 1
, 计算出地下水排入河流的硝酸盐总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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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 7557吨, 最大为 226695 t (表 4) . 若以 R =

010889m (即降雨的 10% )和 C = 5mg# L
- 1
来计算,

则地下水排入淮河的硝酸盐总量为 75565.t可见,地

下水对淮河中硝酸盐总量的巨大贡献. 因此, 我们

不仅为保护淮河流域人民的主要饮用水源 ) ) ) 地

下水的安全要进行地下水硝酸盐污染防治, 而且为

削减淮河流域地表水体中的硝酸盐也要进行地下

水硝酸盐污染防治.

表 4 淮河流域 (不包括沂沭泗流域 )地下水排入河流的 NO 3-N总

量估算

T able 4 NO
3
-N loads of baseflow in the H uai R iver basin ( exclud ing

the X -i Shu-S iR iver b as in)

排泄量

或基流量 /m

NO
3
-N总量 / t

1m g# L- 1 5mg# L- 1 10m g# L- 1

0. 0444 7557 37783 75565

0. 0889 15113 75565 151130

0. 1336 22670 113348 226695

4 结语 ( Conclusions)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 各种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其中尤以水

污染的形势最为严峻. 在我国的水体污染治理中,

随着点源污染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面源污染的问题

将越来越突出.过量使用的化肥和农药以及不断扩

展的规模化养殖所产生的畜禽粪便等农业面源污

染物不仅随降雨、融雪或灌溉所形成的地表径流直

接进入河流、湖泊或近海, 污染地表水体, 而且渗入

土壤或岩石, 污染地下水. 而被污染的地下水最终

亦将渗入河流、湖泊或近海, 污染地表水体, 成为地

表水体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 因此, 地下水污染防

治在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

面,为了保障作为主要饮用水源之一的地下水安

全,需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

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地表水体的污染, 也需要开展地

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地下水污染

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大都以保护

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为目的,而缺少或未重视被污

染的地下水对地表水体污染的机理和贡献的研究.

本文以农业面源造成的水体硝酸盐污染为例

说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双重意义, 即我们不仅为保

护作为主要饮用水源之一的地下水安全要进行地

下水硝酸盐污染防治, 而且为削减地表水体中的硝

酸盐含量也要进行地下水硝酸盐污染防治, 旨在得

到人们对地下水污染研究和治理的重视, 推动我国

面源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运移机理以及被污染的

地下水对地表水污染的贡献和防治研究. 本文指出

除地表径流外,地下水携带的硝酸盐等面源污染物

可能是我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可能是我

国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 包

括硝酸盐在内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将是我国水体污

染防治工作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只有在我

国的水体污染防治中考虑地下水污染防治, 才能更

合理地制定流域管理规划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消

减方案,更全面、更彻底、更有效地治理地表水体污

染.如果说,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成败直接关系到

我国流域污染治理的成败, 那么, 地下水污染防治

的成败则关系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成败. 最

后强调, 与地表水相比, 地下水流速慢, 循环周期

长,一旦被污染,则很难净化. 这大大增加了地下水

污染防治的难度. 故从策略上来讲, 更应防患于未

然,极早防治地下水污染. 否则, 事倍功半, 遗患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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