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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前国土资源部
的统计数据， 目前全国657
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以地
下水为饮用水源。全国范围
内，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
下水。那么高达八成的地下
水污染监测结果，会影响居
民饮用水的安全吗？

“一般来说，城市内多
采用深层地下水作为饮用
水源， 深层地下水不易遭
受污染。”马军说，“但还有
很多农村地区居民饮用浅
层地下水， 污染将主要对
他们带来影响。”值得一提
的，除污染问题外，超采也

是我国保障“水安全”的一
大威胁。

《月报》 数据 显示 ，
2016年1月，全国主要平原
区地下水储存量比去年同
期减少82.4亿立方米，单黄
淮海平原就减少了49.2亿
立方米，其中又以河北地区
地下水储存量减少为首：一
年间，河北地区减少了22.1
亿立方米的地下水。马军表
示，“针对地下水的治理，其
花费更甚于治理地表水，地
下水污染问题相对复杂，而
地下水的超采，还会带来地
缝、塌陷等次生灾害。”

在水利部本轮地下水监
测中， 监测范围基本涵盖了
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大、
污染较严重的地区， 监测对
象以浅层地下水为主， 易受
地表或土壤水污染下渗影
响，水质评价结果总体较差。

结果显示， 主要污染指
标除总硬度、锰、铁和氟化物
可能由于水文地质化学背景
而监测值偏高外，“三氮”污
染情况较重， 部分地区存在
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毒有
机物污染。 本轮全国范围内
的监测，正是按照2011年公
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
规划 (2011~2020年 )》的部
署，为摸清地下水污染的“家
底”， 规划提出到2015年要

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马军告诉记者，“从监测流
域和监测对象看， 这个高达
80%的数值并不特别令人惊
讶。 其中出现的重金属和有
毒有机物污染， 是因为流经
城市的浅层地下水更容易遭
受农业面源、 工业废弃物以
及垃圾掩埋污染。”值得注意
的是，浅层地下水的污染，与
地表水的污染存在“相互影
响”的关系。马军指出，“以浅
层地下水为主要监测对象的
结果， 也说明流域内地表水
亦存在相应污染。旱季时，浅
层地下水会补给地表水；同
理， 地下水的补给来自地表
水。”

“有点污”只是浅层地下水

污染、超采威胁“水安全”

4月11日下午， 水利部
召开新闻通气会，水资源司
司长陈明忠介绍了地下水
水质监测有关情况。

今年1月公布的《月报》
结果与去年环保部发布的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和水
利部公布的《水资源公报》
所反映的状况基本一致。但
这些数据主要是北方平原
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监测数
据，并不是地下水饮用水水
源地的水质数据。目前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主要取自深
层地下水。

水利部公布地下水监
测信息，主要目的是让社会

公众了解地下水现状，重视
地下水保护。近年来，水利
部组织对地下水水源地开
展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摸底
调查。根据正在编制的《全国
水资源保护规划》，4748个城
镇饮用水水源地中， 有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地1817个，水
质达标率为85%左右。2014
年，175个供水人口50万以上
的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中
共有33个地下水水源地，水
质全部达标。总的来看，我国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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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为我国地下水资源“体检”

八成遭污染超采
饮用水源总体良好

水利部最近公开的
2016年1月《地下水动
态月报》（以下简称《月
报》）显示，全国地下水
普遍“水质较差”。具体
来看，水利部于2015年
对分布于松辽平原、黄
淮海平原、 山西及西北
地区盆地和平原、 江汉
平原的2103眼地下水
水井进行了监测， 结果
显示：IV类水691个，V
类水994个。 值得注意
的是，IV类水主要适用
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
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
水区， 已经不适合人类
饮用，V类水污染就更加
严重。这也意味着，超八
成地下水遭受污染威
胁。4月11日下午，水利
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回
应，根据正在编制的《全
国水资源保护规划》，
4748个城镇饮用水水
源地中， 有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地1817个，水质
达标率为85%左右。总
的来看， 我国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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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

受到污染的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