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卤代烃是一类具有特殊气味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般

通过呼吸、皮肤接触和饮水等!条途径进入人体［"］。由于其中很

多是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三致”污染物，因此，特别引起人

们的关注。美国"#$种优先监测污染物中包括了#%多种卤代

烃；中国环境优先监测和控制污染物中也包括部分卤代烃；欧

共体公布的“黑名单”上，排在首位的也是卤代烃［#］。现在西方

发达国家在地下水卤代烃污染研究方面，已深入到污染机理

和治理技术的研究。而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由于世界上很多地区主要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因此，

研究有机污染物进入地下水系统后的迁移转化规 律 具 有 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某地区浅层地下水中卤代烃污

染初步予以探讨。

" 研究区水文地质概况

研究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冲洪积扇，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具有明显的水平分带性，大致由西北向东南，含水层岩性

颗粒由粗变细，含水层由单一逐渐变为多层。地下水总体流

向亦是自西北向东南。山前是渗透性能好的砂卵砾石含水层

分布区，水交替强烈，地下水开采以潜水为主，至冲洪积平原

中下部地区，潜水含水层渗透性逐渐变差，此段地下水开 采

以承压水为主。

# 研究区卤代烃污染物检出特征

通过#%%%&#%%"年’次对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中的三氯甲

烷、四氯化碳、三溴甲烷、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的检测分析

（()*+,$%气相色谱仪），卤代烃中除三溴甲烷很少检出外，其

他组分检出率都很高（图"）。参照美国-).标准（三卤甲烷"%%
!/ 0 1，四氯化碳2 !/ 0 1，三氯乙烯2 !/ 0 1，四氯乙烯2 !/ 0 1），

不 少 井 点 已 经 超 标 ，而 且 其 检 出 浓 度 值 重 现 性 也 较 好 。

从图"可以看出，三氯甲烷 检 出 率 除#%%"年2月 外 ，均 大

于2%3，而#%%"年4月 达 到"%%3，扣 除 偶 然 因 素 ，也 说 明 研 究

区三氯甲烷检出率很高，而且分布广泛，具有面状分布的 特

征。三氯甲烷不溶于水，易挥发，在光照下可被空气中的 氧

氧化生成剧毒的光气，因而不容易进入地下水。因此，目 前

其污染来源和污染途径还不清楚。三氯乙烯和四 氯 乙 烯 检

出率也很高，在#%3&4%3之间，这与国外 研 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这两种烯烃均为不饱和卤代脂肪烃类化合物，几乎不溶于

水，易挥发。目前，主要用作金属、电子元件的脱脂和清洗，在

干洗、电镀、五金及电子行业中应用也很广泛。研究区检测出

的这两种烯烃的高浓度井点主要分布在冲洪积扇 顶 部 和 潜

水—承压水过渡带的某些特殊工业区。

! 地下水卤代烃污染初步分析

根据研究区检出的卤代烃分布特征，作者认为，该区

卤代烃的污染主要与污染源分布和包气带岩性有关。据此，

作 者 选 取 冲 洪 积 扇 不 同 地 段"#个 典 型 样 本 进 行 对 比 分 析 ，

其 中 ，4、$号 井 位 于 冲 洪 积 扇 顶 部 ；"、#、!、’、2、+、,、""号 井

位于冲洪积扇中部，分布在潜—承压水过渡 带 ；"#号 井 位 于

冲洪积扇扇缘部分，属于承压水含水区浅井；"%号 井 属 于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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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主要卤代烃检出率图

’()* $ +,-,.-(/0 12-(/ /3 -4, 52(0 426/),02-,7 4871/.219/0: (0 !%%%&!%%$
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实验室测试，卤代烃检测%*%=!) > ?

岩山区第四系浅井，主要用做对照。下面将!%%%年和!%%$年

各井丰、枯水期主要卤代烃检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表$）。

!"# 卤代烃进入地下含水层的污染源分析

污染源是指造成环境污染的污 染 物 发 生 源 ， 研 究 区 地

下水中的卤代烃污染主要来源于露天垃圾堆放场 、 排 污 河

渠和工业上大量使用各种有机溶剂。

在该研究区，不同地段污染源不同，导 致 的 污 染 结 果 也

不一样。在冲洪积扇顶部的@号井，属于某工厂工业和饮用水

井，该井中主要卤代烃污染物是三氯甲烷和三氯乙烯，其 中

三氯乙烯已经超标或接近超标。在现场，井泵房周围堆放有

本厂工业垃圾和小部分生活垃圾，厂内地表随处可见清洗机

床油污和其他污水。井西南，原为底部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

施的大型垃圾堆放场，现已填平，部分建成小区。通过在井周

围所取包气带土样的淋滤实验结果表明，土样中也主要含有

地下水中检出的三氯甲烷和三氯乙烯［A］。张兰英［=］的研究也

表明，有机污染物在距垃圾场最近的地下水中的含量和种类

最多，甚至离垃圾场$ %%% 5处仍然存在。因此，可以推断井边

厂内垃圾、清洗排污和填埋的垃圾场经过大气降雨淋滤后的

垃圾淋滤液可能是@号井卤代烃污染的主要来源。

在潜水—承压水过渡带，即在冲洪积扇 中 部 ，属 于 老 工

业区，且有该区最大的排污河渠通过，这是造成该区污染 的

主要来源。如A、B号井三氯乙烯检出浓度很高，污染较为严

重 。 特 别 是C号 井 ，位 于 某 铁 路 段 下 游 居 民 区 中 ，且 紧 靠 某

货场，其中的三氯乙烯和四氯乙烯浓度都很高，四次测试 结

果都很接近，而且大大超过DEF标准的=!) > ?。主要可能是

由于该货场和该铁路段在清洗过程中，常常要使 用 有 机 溶

剂，并顺地表直接排放。通过在地下水流向上对该井上下游

水 井 对 比 取 样 分 析 ， 该 货 场 和 该 铁 路 段 上 游F井 虽 距 排 污

沟 很 近 ，三 氯 乙 烯 几 乎 没 有 检 出 ，说 明 排 污 沟 不 是C号 井 三

氯 乙 烯 的 污 染 源 ， 而 在C号 井 下 游$%% 5的G井 中 三 氯 乙 烯

很 高 ，但 比C号 井 稍 低 ，即 沿 着 地 下 水 流 向 ，污 染 物 浓 度 减

小 ， 这 样 基 本 可 以 确 定 货 场 和 铁 路 段 是C号 井 的 主 要 污 染

源。而且，C号井三氯乙烯丰枯水期浓度很高，重现性 非 常

好，一方面说明污染源稳定，另一方面说明污染 物 也 很 固

定，从而更进一步可以确定C号井卤代烃污染主要来自 该 铁

路货场和该铁路段的清洗排污（图!）。

在冲洪积扇前缘，主要为农业区，地下水卤代 烃 污 染 主

要来自污水灌溉，其他污染源很少。另外，污灌主要集中在夏

秋季节，所以，卤代烃浓度具有很明显的时间性。如$!号井，

几乎只有三氯甲烷，而且只在丰水期有检出，且浓度很低。

在基岩山区，植被较好，人为污染很少。在$%号井中除三

氯甲烷外，其他卤代烃几乎都低于检出限，但三氯甲烷在 深

浅井也均有检出，考虑到检测误差，基本可以认为没有污染。

!"$ 卤代烃进入地下含水层的污染途径分析

污染途径是指污染物进入地下含水层的方式，包气带岩

性是决定卤代烃进入含水层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冲洪积

扇这类特殊地质条件来说，即使是相同污染来源，在冲洪 积

扇的不同地段，其污染结果也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 冲 洪 积 扇 顶 部 ，包 气 带 颗 粒 粗 ，渗 透 性 能 好 ，地 表 污

染物很容易进入地下含水层，而且表现出丰枯水 期 浓 度 差

异。如@号井，A种卤代烃检出浓度，总体上是丰水期高于 枯

水期。主要是因为，在丰水期，除了直接从地表淋滤污染 物

张达政等：浅层地下水卤代烃污染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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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砂石坑回填的垃圾堆放场卤代烃污染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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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号井周围污染物运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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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年主要卤代烃丰、枯水期浓度对比

!"#$% ! &’()"*+,’- ’. /0% 1’-1%-/*"/+’-, ’. /0% ("+-
0"$’2%-"/%3 043*’1"*#’-, #%/5%%- /0% 0+20 % 5"/%*

)%*+’3 "-3 $’5 % 5"/%* )%*+’3 +- "### % "##!

井编号 取样时间 三氯甲烷 四氯化碳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年丰水期 )* )* )* )*
"##! 年枯水期 - & +( )* )* ! &.(

注：单位为!& ? @；>(—表示低于检测限"’"A!&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实验室测试。

质进入地下水之外，山前侧向流还经常浸洗垃圾 场 底 部 的

回填物，使其中的污染物随之进入地下水中，以及丰水期 水

位上升过程中不断溶解原来包气带中的残留污染 物 ， 都 会

致使丰水期地下水卤代烃污染物浓度保持高水平 。 在 枯 水

期，污染物主要来自井周围的污染源和丰水期停 留 在 本 地

的污染物。已经建成小区的地方，地表已经硬化或被覆盖 ，

地表污染物难以下渗，虽然垂直污染大大减少，但侧向补 给

的地下水中仍然含有大量污染物，并在不断开采的情况下 ，

地下水水体出现相对浓缩现象。因而，卤代烃污染物在枯水

期也会保持高水平，但比丰水期稍低，这说明在冲洪积扇 顶

部，由于包气带岩性的差异，垂向径流在卤代烃污染物运 移

中起主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区域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下降 ，

对地下水水质恶化的促进作用。但B号井虽然也在冲洪积扇

顶 部 ，由 于 周 围 没 有 明 显 污 染 源 ，垂 向 污 染 少 ，而 且 地 下 水

径流强烈，侧向污染物很容易被水流带走，因而各种污染 物

浓度不高（图#）。

在冲洪积扇中部，表层岩性颗粒较扇顶细，粘性土夹层增

多，渗透性变小，因而垂向污染减小。但是，一方面，地下水水

位埋深减小，又使得地表污染物较为容易进入地下含水层；另

一方面，上游污染物侧向径流，致使在过渡带夹层中富集，从

而造成该段卤代烃浓度也较高。如C、D、<号井的三氯乙烯和四

氯乙烯的污染，一是因为周围有明显的污染源，二是排污河流

的侧向渗漏和侧向径流所带来的污染物在过渡带被截留，从

而形成高浓度区。而E、!、#、A、EE号井周围没有特殊污染源，污

染物主要来自上游，致使污染物浓度比C、D、<号井低。

在冲洪积扇前缘，由于该段包气带主要以粘性土为主，

垂向渗透很小，因而防护性能好。地表污染物比较难于进入

地下含水层，而且侧向污染物经过过渡带的截留和吸附，到

达扇缘部分浓度已经很小，因而污染也较轻。

!"! 水岩相互作用原理对地下水中的卤代烃污染初步分析

无论在包气带还是饱水带，地下水和含水介质之间长期

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地下水各种化学组分的变化，这也是 导

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地质条件下卤代烃浓度出 现 时 空 分

布不均匀性的主要原因。从水动力力学角度来说，地下水中

卤代烃都是通过水作为载体的，因而，地下水流场是决定其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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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一局部地下水流场范围内，在同一污

染源的下游，如本次检测的冲洪积扇顶部的?号井周围，沿着

地下水流向，污染物浓度呈降低的趋势，而且，随着污染晕范

围的增大，污染物浓度逐渐减小。另外，地下水对流和弥散作

用又同样影响到卤代烃的扩散和迁移。在冲洪积扇顶部，地下

水径流强烈，水流速度快。对含水层内的残留污染物冲刷作用

大，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这就是冲洪积扇顶部地表没有明显

污染源的井点，检测出的卤代烃浓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再从水化学角度来看，地下水与含水岩层相互之间，通

常表现为吸附、解吸和溶滤作用。

在卤代烃进入包气带过程中，首先吸附在有机碳固体颗

粒表面，当吸附量达到饱和以后，污染物质才可能进入到 地

下含水层，因而会出现1!号井周围污灌区深浅井中，深 井 中

检出卤代烃种类少，浓度低，浅井中卤代烃检出项数多，浓度

较高。另外，不同的含水介质中，粘性土明显比砂类土吸附性

能好，所以，在过渡带，粘性土夹层增多，污染物很容易被粘

性土夹层截留。在丰水期，由于地下水水位的上升和地表水

的下渗，原来吸附在包气带固体颗粒上的卤代烃会解吸和溶

滤到地下水中，从而在过渡带易形成高浓度区。这种解吸和

溶滤作用对卤代烃浓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地表污 染 下 渗 速

率和侧向径流稀释作用所做贡献的比例。如果侧向稀释作用

为主，就会出现@、S号井四氯化碳和三氯乙烯丰水期浓度比

枯水期浓度低的现象T表1U，这种井点往往分布过渡带下游。

反之，丰水期浓度就会高于枯水期。这种井点主要是周围有

大型污染源，并且分布在冲洪积扇顶部，如V号井就是这样。

@ 结 语

通过对该研究区卤代烃污染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1）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该研 究 区 地 下 水 中 不 仅 存 在 无

机污染，而且存在有机卤代烃污染。

（!）由于污染源的种类和含水系统的防护性能不同，在

冲洪积扇顶部，污染源主要以垃圾堆放场和工业企业为主，

而且包气带垂向渗透性能好，因而卤代烃浓度高，污染较 严

重；中部主要是大型排污河渠，但过渡带粘性土夹层增多，使

污染物容易富集，也形成卤代烃高浓度区；扇缘主要污染 是

污灌，但包气带防护性能好，污染较轻。

（#）没有采取防渗措施的露天垃圾场、排污河渠、污灌和

特殊工业企业是该区卤代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由于污染源

和包气带岩性不同，造成该区污染物分布的差异。

（@）地下水卤代 烃 污 染 存 在 空 间 分 布 上 的 不 均 匀 性 和

时间上的瞬时性。卤代烃主要存在于浅层地下水中，但深井

也 有 少 量 检 出 ；另 外 ，丰 、枯 水 期 卤 代 烃 在 地 下 水 中 的 浓 度

也因污染源和包气带岩性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 而 对 于 浅

层地下水系统中卤代烃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及 其 机 制 有

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许幼云，顾译南，等译Q饮水与健康［W］=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Q
［!］中国环境优先监测研究课题组Q 环境优先污染物［W］Q 北京：中

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Q
［#］X*BJ7<Y Z，[4BI 3 */I \C*BD.F ]Q (B4C/IH*J.B <4/J*87/*J74/

7/ J-. :Q;Q&［W］Q:/7O.BF7JE 4G X.//FEDO*/7* XB.FF，1"?VQ
［@］李海明，陈鸿汉，钟佐燊，等Q垃圾堆放场氯代脂肪烃对浅层地下

水的污染特征初步分析［]］Q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V（!）：!!V^!!?=
［_］张兰英，韩静磊，安胜姬，等Q 垃圾渗沥液中有机污染物的污染

及去除［]］= 中国环境科学，1""?，1?（!）：1?@^1??Q

张达政等：浅层地下水卤代烃污染初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