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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地下供水水源地水质现状
评价探析
韩!睿

!辽宁省铁岭水文局" 辽宁 铁岭!""J####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饮用水的污染已逐渐从地表水渗透到地下水之中"近年来"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以及农业活动的频繁"许多地区的地下水污染物呈现多样性和复杂的特点"为此"保证地

下水水源地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鞍山市地下水质现状进行初步评价"旨在为治理地下水水质污染提供

依据%

!关键词"!地下水水质& 现状&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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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可开采量

鞍山地处辽宁南部#面积为 LJF"^<

J

#多年平均地

下水资源量为 "#DKJ 亿<

I

' 全市平原区多年平均地下

水可开采量为 LDF" 亿 <

I

#山丘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DGF亿<

I

#多年平均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HDLG亿<

I

'

#&地下水质现状评价

选有代表性的 EF 眼地下井#根据这些单井评价的

数据进行全区各水资源分区地下水质现状评价' 其

中#超标率统计以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

类标准值

计算'

流域水资源分区划分为浑河)太子河)大辽河)辽

河柳河口以下区间)绕阳河)大清河)大洋河)大洋河(

碧流河 G 个四级区及鞍山市境内的南沙河)运粮河)杨

柳河)五道河)海城河)大洋河)哨子河 F 个一级支流'

从分区来看#绕阳河)辽河柳河口以下地下水质最差#

超标率 "##M-太子河及大洋河水质一般#超标率分别

为 GEDGM)HHDFM' 全区主要超标项目是受水文地质

**#*



条件影响较大的锰)铁和总硬度#超标率分别为

HIDGM)LLDIM和 JFDFM'

从评价结果看#全区地下水水质较差#超标率

GFDJM#

'

类)

&

类)

%

类)

(

类水质分别占全区总面积

的 #DJM)"KDEM)JGDHM)L"DGM'

JD"!山丘区地下水质评价

山丘区地下水质超标率 F"DEM#

&

类)

%

类)

(

类

水分别占山丘区总面积的 JLDKM)I#DKM)EIDJM#主

要超标项目为铁)锰#超标率分别为 LFD"M和 JGDHM'

JDJ!平原区地下水质评价

平原区地下水水质较山丘区差#超标率高达

K#D#M#

'

类)

&

类)

%

类)

(

类水分别占平原区总面

积的 #DHM)LDJM)JIDLM和 F#DFM#主要超标项目为

锰)铁和总硬度#超标率分别为 F#D#M) LLD#M)

I#D#M' 从整体来看#只有太子河的超标率为 LLDHM#

其他各水资源分区超标率均为 "##M'

JDI!地下水质污染分析

地下水的污染来源繁多#从其形成原因不外乎两

大类!人为污染源和天然污染源' 人为污染源主要包

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地表雨水径流)城市固体废物)

农业生产及采矿活动' 天然污染源主要是指海水及含

盐量高和水质差的地下水#是天然存在的污染源#地下

水开采活动可能导致天然污染源进入开采含水层' 从

上面的地下水质现状评价结果来看#影响全区地下水

质的主要参数有铁)锰)总硬度及氨氮等#但有些评价

参数如铁)锰等项目的超标#往往是由其固有的水文地

质条件决定的#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有截然的不同'

在铁和锰参数不参与地下水评价的情况下#全区

地下水超标率 LFDEM#比铁)锰参与评价低 JKDG 个百

分点#

'

类)

&

类)

%

类)

(

类水质分别占全区总面积的

J#DLM)JLDEM)IJDIM)J"DGM#全区有 ELDKM的评价

面积达到了
&

类水质标准'

从全区各水资源分区来看#绕阳河)大辽河地下水

质最差#超标率为 "##M-辽河柳河口以下和大伙房下

水质一般#超标率为 L#M-太子河和大洋河的超标率

分别为 LFDHM和 IIDIM' 按山丘区和平原区进行评

价#山丘区地下水超标率 JGDHM#

'

类)

&

类)

%

类)

(

类水分别占山丘区总面积的 JLDIM)JKDLM)JID#M)

JJDJM' 平原区地下水超标率 H#D#M#

'

类)

&

类)

%

类)

(

类水分别占平原区总面积的 "#DJM)"HDJM)

LJDFM)J#DKM' 全区地下水各类水质所占比重见

表 "'

表 $& 全 区 地 下 水 各 类 水 质 所 占 比 重

水资源四级区 县N市
水 质 类 别 比 重 NM

'

类
&

类
%

类
(

类

绕阳河 台安县 ELDI LEDF

辽河柳河口以下 台安县 "JDI JFDF H#D#

大伙房下
台安县 LJDK EFD"

海城市 "##

大辽河
台安县 "##

海城市 "##

太子河
海城市 IDL EDE FEDJ "FDK

鞍山市 JDL HID" "FDL "HDK

大清河 海城市 "##

大洋河 岫岩县 IGDH I#D# I"DE

大洋河(碧流河 岫岩县 "##

全!!区 J#DL JLDE IJDI J"DG

,&不同水质的地下水资源量

全区地下水资源量 ""HJ## 万 <

I

#

'

类)

&

类)

%

类)

(

类水资源量分别为 "II" 万 <

I

)"GI"H 万 <

I

)

IHJFH 万<

I和 H#JFF 万<

I

#分别占全区水资源总量的

"D"M)"LDGM)I"DJM)L"DKM'

ID"!山丘区

在山丘区 LJJFL 万<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

源量 "H"#J万<

I

#占 I#DGM-

%

类水资源量 "EG"L万<

I

#

占 JGDIM-

(

类水资源量 J"ILG 万 <

I

#占 E#DKM' 大

辽河 "HF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质占 "##M'

大清河 HGK 万<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质占 "##M'

太子河 "JJ""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IIG 万 <

I

#占 JDGM-

%

类水资源量 "HEF 万 <

I

#占

"IDLM-

(

类水资源量 "#JJH 万 <

I

#占 GIDFM' 大洋

河 IHGII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IIGK

万 <

I

#占 IHDEM-

%

类水资源量 "I"HG 万 <

I

#占

ILDFM-

(

类水资源量 "#JFH 万 <

I

#占 JFDKM' 大洋

河(碧流河 JIFL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质

占 "##M'

IDJ!平原区

在平原区 HIKJL 万<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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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 "II" 万<

I

#占 JD"M-

&

类水资源量 JJ"L 万 <

I

#

占 IDLM-

%

类水资源量 J"EH" 万 <

I

#占 IIDLM-

(

类

水资源量 IGK"G 万 <

I

#占 H#DKM' 绕阳河 IJJF 万 <

I

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JG# 万 <

I

#占

IKDFM-

(

类水资源量 "KEF 万 <

I

#占 H#DIM' 辽河柳

河口以下 JJ#HJ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L#LE 万 <

I

#占 HGDJM-

(

类水资源量 F##G 万 <

I

#占

I"DGM' 大伙房下 "JHKH 万 <

I地下水资源量中#

%

类

水资源量 "KHK 万 <

I

#占 "LDLM-

(

类水资源量

"#FJF 万<

I

#占 GEDLM' 大辽河 ELL" 万 <

I地下水资

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J"G 万 <

I

#占 EDGM-

(

类水资

源量 EIII 万 <

I

#占 KLDJM' 太子河 J"IGK 万 <

I地下

水资源量中#

'

类水资源量 "II" 万 <

I

#占 HDJM-

&

类

水资源量 JJ"E 万 <

I

#占 "#DEM-

%

类水资源量

JKE" 万<

I

#占 "IDFM-

(

类水资源量 "EK#I 万 <

I

#

占 HKDFM'

IDI!主要地下供水水源地水质

根据 J##I 年全区 "E 处主要地下供水水源地水质

监测资料#水源地水体的质量评价采用单项组分评价)

综合评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地

下水质量标准&"(UN\"EGEG("KKI$)%生活饮用水水

源水质标准&"3_I#J#("KKI$进行' 主要地下供水水

源地水质评价结果见表 J'

表 #&主要地下供水水源地水质评价

水源地名称
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

1值 结果

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标准

地下水质量

分类标准

铁!西 #DFJ 优良"

)

$

)

级
'

西!郊 #DF" 优良"

)

$

)

级
'

腾!鳌 EDJF 较差"

)

$

'

级
%

西!柳 # 优良"

)

$

)

级
)

西!响 JD"I 良好"

)

$

)

级
&

太!平 JD"E 良好"

)

$

'

级
&

拦!河 JD"I 良好"

)

$

)

级
&

南!台 EDJL 较好"

)

$ 超
'

级
%

辽油台安水厂 #DF" 优良"

)

$

)

级
'

台安新华 #DF" 优良"

)

$

)

级
'

台安自来水 JD"I 良好"

)

$

)

级
&

树!地 # 优良"

)

$

)

级
)

大营子 JD"J 良好"

)

$

)

级
&

兴!隆 JD"J 良好"

)

$

)

级
&

.&供水水源地水体质量评价结果

ED"!地下水质量评价

0D单项组分评价' 全区 "E 个供水水源地中#水

质达到
)

类标准 J 个#占评价总数的 "EDIM-水质达到

'

类标准 E 个#占评价总数的 JGDHM-水质达到
&

类标

准 H 个#占评价总数的 EJDKM-水质达到
%

类标准 J

个#占评价总数的 "EDIM' 主要超标项目为高锰酸盐

指数和氟化物'

DD综合评价' "E 个水源地中#水质优良"

)

类$)

良好"

)

类$各 H个#分别占评价总数的 EJDKM-水质较好

"

)

类$)较差"

)

类$各一个#分别占评价总数的 FD"M'

EDJ!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评价

按照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3_J#J#(

"KKI$#共划分为一级和二级水源水'

一级水源水!水质良好' 地下水只需消毒处理#地表

水经简易净化处理"如过滤$)消毒后即可供生活饮用者'

二级水源水!水质受轻度污染' 经常规净化处理

"如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其水质即可达到%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ULFEK(J##H$的规定#可供生活

饮用者'

水质浓度超过二级标准限值的水源水#不宜作为

生活饮用水的水源' 若限于条件需加以利用时#应采

用相应的净化工艺进行处理' 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合

(ULFEK(J##H 的规定#并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厅"局$及主管部门批准'

"E 个水源地中#达到一级水源水 "" 个#占评价总

数的 FGDHM-二级水源水 J 个#占评价总数的 "EDIM-

仅有南台的氟化物超过了二级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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