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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调查在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防治中的应用分析

冯程程

（黑龙江省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一些基本的物质需求已经渐渐得到了满足，转而对生活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环境问题也成为了被人们和国家所共同重视的话题之一。充分、准确的水文地质调查结果可以让人们更加了解一个区域当

中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这样就可以让污染防治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本文就将针对水文地质调查在土壤和地下水污

染防治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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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

增强，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

在获得了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发展所需要付出的

代价，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亟需得到治理，一些环境仍然良好的地区也需要进行环境

恶化的预防工作。而在进行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进行防

治的工作之前进行一系列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是十分有必

要的 [1]。

1 将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应用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防治中的必要性

许多的研究和实际经验表明，土壤和地下水当中的污

染物清理难度较大，由于其自身的张力和重力，这些污染

物会在土壤和地下水当中向纵向的不同层次以及横向的不

同范围进行不同程度的扩散，又因为不同地区的地质情况

不同会影响到这个扩散的过程，就导致污染物在不同地区

的扩散程度、扩散范围都不相同，这就为土壤和地下水的

污染防治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因此，在对一个地区进

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时，要同时开展对这个区域

的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利用水文地质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来

辅助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首先，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可以让工作人员获得这

个区域内的水文和地质相关的信息，可以比较准确的掌握

污染物在该区域内的土壤和地下水中的形态、分布位置、

分布规律以及扩散范围等信息。具体来讲就是：在进行水

文地质调查工作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现场实验等

检测方式来针对该区域内受污染的地下水进行监测，收集

地下水的分布和运动规律；还可以通过岩心模拟的方式，

来将土壤地层当中污染物的分布、吸附、解析关系等信息

分析出来，让负责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工作人员可以

更加了解该区域内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衰减变化规律 [2]。

其次，在对污染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进入尾

声的时候，水文地质调查还可以对本次土壤和地下水防治

工作后期的风险评估提供依据。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后

期的风险评估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的筛选场地

污染修复技术，能够更加有效的进行对于污染区域的环境

修复和环境保护，而水文地质调查能够为这项工作提供一

个数据参数作为依据，能够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和推进。

2 将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应用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防治中的重要性

2.1 了解污染区域内的土层分布

在对一个区域进行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时，了解该

区域内的土层分布是一项非常重要并且十分必要的基础性

工作，而这项工作就需要通过对这个区域进行水文地质调

查工作来实现。了解污染区域内的土层分布的具体步骤如

下：首先，工作人员要对整个需要进行调查的区域进行规划，

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案；之后，工作人员需要使用

钻探的手段对被调查区域内的土壤进行取样，在进行完分

析试验得到结果之后，对这个结果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

得到该区域内的土壤污染情况报告。在这个土层地质的调

查当中，工作人员可以获取到有关这个区域内土层的很多

信息，例如：土层的结构、土层的分布状况、土层的载荷

性能、污染物在不同土层中的渗透情况等等。这些信息可

以为该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进行

参考，为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3]。

2.2 对污染场地地下水流场进行监测

在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当中应用水文地质调查，还

可以对被污染区域内的地下水流场进行监测，准确的捕捉

被污染区域内地下水流场的状态，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和

整理。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可以针对一个区域内地下水的赋

存条件进行监测和调查，主要可以调查的方面有以下几个：

赋存土层、微承压水赋存等等。工作人员可以在被调查区

域内的不同地点设置一些监测井，并且在监测井当中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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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监测点和取样点，通过对监测井当中对位变化的观察，

以及对监测点和取样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就可以构建一个关于该区域内地下水流向、流量、流速的

模型 [4]。这个模型与收集到的这些数据，能够为该区域的土

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今后的环境修复

和保护方案提供借鉴和依据。

2.3 调查被污染区域内部污染物的分布

在对一个区域进行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难以捕捉和检测到被污

染地区内污染物的具体分布状况、分布特点和分布规律，

这是在进行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当中的一个难点，同时

也是土壤和地下水防治工作当中的关键任务之一。

对于如何掌握被污染地区内污染物的分布状况这个问

题，在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都会对被污染区域进行水文

地质调查，以此来准确的掌握土层当中污染物向纵向和横

向等不同方向的扩散程度，在结合上对地下水流向、流量

和流速的调查结果，就可以大致的推测出污染物在该区域

内的扩散程度和扩散范围。了解和掌握了污染物在被污染

区域内的扩散情况，工作人员就可以顺利的开展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对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当中的横向

和纵向的扩散进行控制，力求要将污染物对被污染区域的

损害降到最低。

2.4 监测被污染地区中的其他要素

除了上述的几点之外，对被污染区域进行水文地质调

查还可以获取和监测被污染区域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要素 , 对

着这些要素的监测也可以为该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

治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为今后的环境修复工作和污染预

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上文当中有所提到，水文地质调查需要对被调查区

域的土壤进行取样分析，在进行完分析工作之后，工作人

员还可以使用一些技术手段，对取样地点的土壤样品进行

进一步的理化性质分析。通过理化性质分析，工作人员可

以得到该地区土壤的渗透系数、有机含量以及含水量进行

一个估计和把控。在得到的结果当中，土壤的渗透系数是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土壤渗

透系数的变化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区内污染物的变化状况，

可以为该区域下一步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数据，为今后的环境保护方案提供依据。

3 水文地质调查工作的应用分析

3.1 被污染区域中一些相关系数的获取

理化系数、渗透系数和弥散系数是对一个区域开展土

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所需要的、十分重要的相关系数，

在一般情况下的获取手段如下：

第一，理化系数。在水文地质调查的过程当中，土壤

的理化系数的获取方式主要是对土壤进行钻孔采样，采集

到不同地点、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之后，对这些土壤样品

进行实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就可以得到被污染区域内土

壤的理化系数，具体有以下几种：土壤的湿度、土壤的密度、

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等等。

第二，渗透系数。渗透系数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到，

其主要用途是来分析被污染区域内地下水的变化规律和变

化特点，以此就可以推测出污染物的扩散范围。渗透系数

的获取方式主要是利用设置好的监测井进行抽水、注水，

通过相关模型来获取渗透系数 [5]。

第三，弥散系数。弥散系数的主要获取方式为：首先，

模拟出污染物在该区域内土壤中和地下水中的横向和纵向

的污染扩散情况；之后，根据污染扩散的情况来进行分析，

并以此为依据建立好数学模型；最后，根据之前的得到的

数据，使用数学方法进行转换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弥散系数。

3.2 区域内的土层分布

在水文地质调查中，了解区域内土层分布的方式主要

有钻孔取样和静探调查两种方式。根据取样调查的结果，

工作人员可以建立一个该区域的土层模型，并可以获取到

土层的物理性质、沉积情况等信息 [6]。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整体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环境

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环境保护不仅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热

门话题，还成为了国家所倡导的目标之一，对已经被污染

的区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对于提升人们的

生活质量、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水文地质

调查工作可以准确的获取被污染区域的一些重要信息，能

够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帮助。本

文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背景，针对水文地质调查在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讨论

和分析，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可

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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