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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0城市五成地下水质差

海河流域已经难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
在北京，浅层地下水中普遍检测出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物质

喝了污染的地下水，村里的牛羊都绝育了
日前山东潍坊被疑有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对地下水现状的关注和忧虑。
在多种污染源作用下，我国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污染速度快。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质监

测中，“较差—极差”水质比例为55%，并且与一年前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根据国土资源部10年前的调查，19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的面积为六成。地

下水形势已刻不容缓。按环保部等部门制定的规划，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在传出有工厂将污水通过高压井排到 1000多米
地下的消息后，潍坊市称未排查到相关问题，并悬赏
10万元征集线索。

2月 21日，潍坊对媒体称尚未发现有价值的举报
线索。而事件仍进一步发酵。网络上关于地下排污
线索也不断涌现。媒体日前又爆出，潍坊下辖的寿光
市存在打井排污现象，当地一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地
下排污。

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22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有关部门不必纠缠“1000米”的字
眼，民众对地下水污染的焦虑，折射的是地下水严重污
染的现状。

民间环保组织“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的理
事长赵亮昨天告诉记者，他们在海河流域做环境调
查，发现已经难以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污染的河
流会渗入地下水源。而各地企业利用渗坑、渗井排
污也已近 20 年。

2011 年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1~2020 年）》（下称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初步
判断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
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

“这里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环保监管，有的是祖
辈饮用地下水的传统！”赵亮对地下污染威胁农村饮
水安全的状况，非常担忧。

清澈的小河，透亮的井水，已成为记忆。赵亮
2012年 7月在对海河流域调查时，发现村民大都被迫
放弃了饮用井水。

2000 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进行了全国地下水资
源评价，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37%已是不能饮用的。

在地表水资源不足，且部分污染严重的情况下，
地下水曾被认为是清洁稳定水源。

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09年中国地下水
开采总量1098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18%。在全国
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
市总数的61%。

北方地区 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
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

在没有新水源的情况下，失去了地下水，也就意
味着生存危机。

2月18日晚，记者在山东茌平县干韩村采访，村民
10多米深的自备井，打上来的水发黄，水面有薄薄油
花。村民不敢再饮地下水。

干韩村东南角，500多亩土地，被一家铝电企业用
于排放污染性废渣赤泥。

农村水井主要抽取浅层地下水，而地表水可直接
渗入浅层，受污染侵害最为严重。根据 2001~2002年
国土资源部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调查，在 197万平方公
里的平原区中，浅层地下水类优质率仅为4.98%，已不
能饮用的面积高达59.49%。

2012年7月，记者在河北霸州调查时，很多村民把
污染源指向当地的一些轧钢厂。许多年来，城镇、城
郊和农村的一些工业企业用渗坑、渗井和缝隙排放废
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城市也是污染的源头之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
处理能力不足，甚至市政管网渗漏，都会造成地下水污染。

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
图”正在互联网上被关注，村子数量被认为超
过 200 个。

环保部 2月 20 日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
防控“十二五”规划》称个别地方因环境污染
出现癌症村。

此前，地下水污染导致癌症高发甚至牛羊
绝育的报道，在诸多地区出现。

在一些地区，污染已危及公共用水安全。
据国土资源部网站资料，辽宁海城市污水

排放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附近一个村的
160 人因水而亡；由于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淄
博日供水量 51 万立方米的大型水源地面临
报废。即使是北京，浅层地下水中也普遍检
测出了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这些

“三致”有机物在我国东部其他城市和地区，
很可能同样存在。

地下水污染隐蔽难以监测，发现时往往已
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2000年~2002年国土资
源部的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全国 195 个城市
监测结果表明，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
度污染，40%的城市污染趋势加重；北方17个省
会城市中16个污染趋势加重，南方14个省会城
市中3个污染趋势加重。

要全面监控典型污染源
“我们的情况很严峻，这是一个机会，希望

不要再错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希望
这次潍坊排污事件引发的关注，能够推动整体
环境制度的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
类似地下水污染问题，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
美国也遇到。当时这些国家都提高了排放标
准等。不过污染得到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转移，很多污染源消
失。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源难
以消除。

马中介绍，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
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
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

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有效治理地下水
污染的技术。无法承受的治理成本也使得地下
水污染陷入困局。有报道称，上世纪 80 年代，
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 800 万亿美元，
只好扼腕叹息。

2011 年，环保部、国土部与水利部联合
公布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预计 2015
年年底前，中国将完成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和评估工作。到 2020 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
源实现全面监控，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基本
建成。

据《新京报》

山东潍坊地下排污事件
还在持续发酵中

环境污染造就癌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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