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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有毒重金属污染的防控与监管路线
卢海洋

（鞍山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辽宁 鞍山 114000）

摘　要　随着经济和工业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有毒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环境

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因此为了治理我国的环境问题，就要对有毒重金属进行有效的监督，减小其对环境的污染。对于重

金属排放的监督要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我国对于第一类污染物实施《源头总量控制》，就是从源头上对第一类污染

物的产量进行控制，坚决不允许超标排放现象的存在，该法律的实施为经济结构的改革和污控执法奠定了基础。最近几年

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实施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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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总量控制》和《水环境总量控制》两个法律之间

相互依存，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城市只用《水环境总量控制》

来实现对污染物的监督，这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对第一类

污染物进行控制。因此，要严格按照《源头总量控制》和《水

环境总量控制》联合实施，最大程度的减少重金属对于水

资源的污染。

1 有毒重金属的污染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环境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的水资源污染问题越来越严峻，尽管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力度和效果还是远远不够的。据相关调查显示，近几

年来，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海洋面积连年增长，一

些企业像海水中排放超标的有毒重金属污染物。这些污染

主要集中在渤海海湾、辽东海湾以及珠江口等属于，尤其

是渤海海湾的污染最为严重。除此以外，人们对辽东湾的

海底沉积物做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该海域的沉积物中各

种重金属富集，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生态环境，这也就说明

部分企业向海域排放了超标的有毒重金属 [1]。

和水资源污染问题同时出现的问题就是土壤的重金属

污染，我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极其严重。很多方面

的因素造成了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超标，例如大气污染物、

矿渣以及污水等，都是导致土壤重金属元素超标的直接原

因。从总体上来说，灌溉水是导致土壤有毒重金属元素超

标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采矿、冶炼以及各种化工原料的

生产制作等都是造成土壤污染不可否认的原因。这些土壤

中的重金属元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因此这个问

题受到了上级的重视，强调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

出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要集中整治。可见生态环境对于人们

健康的重要性 [2]，下图 1 为水环境受到污染后的图片。

2 “有毒重金属”《源头总量控制》是污控执法
和促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关键

2.1 有毒重金属《源头总量控制》是现行法规的要求

所谓的第一类污染物就是可以在环境中或者动植物体

内累积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汞、铬、铅等有毒重金属元素，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对于这类污染物我国主要依据《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从源头上对排放的污水进行控制。还有

一类污染物就是第二类污染物，这类污染物对于人体以及

环境的危害相对较小，但是也坚决不允许超标排放 [3]。对于

第一类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一律要在排出口进行取样检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要符合相关的规定，杜绝污水超标排放

现象的发生。

2.2 对《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理解和评价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达成了世界的共识，对于世界各

国污水排放量提出明确要求，对于第一类污染物和第二类

污染物进行明确的区分，对于危害较大的第一类污染物采

取“封闭零排放”的原则，不能和其它类型的废水相混合，

在排水口进行严格的取样检测，对第一类污染物的排出总

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对于第二类污染物要进行稀释降解以

降低污染物的总量，然后再进行排放。

在企业的排水口实施《源头总量控制》的方法进行监管，

具有很大的效果，例如，首先车间排水口的废水量比较少，

排出的污染物可以满足排放标准；其次，可以严格的将两

类污染物进行区分，把不同的污染物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

处理，使他们都可以达到排放标准；最后，对于排放不达

标的企业进行监督和整改，这也是地区性经济结构改革的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4]。

2.3 “源头总量控制手册”增添了有毒重金属监
控之现实可行

源头总量控制手册从不同的行业和产品产生的污水量

和排出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第一类污染物的排

放量已经符合排放总量的标准，这也就说明《源头总量控制》

是切实可行并且是有效的，除此以外，对于进一步改革也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二类污染物统一实施《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
的危害

3.1 《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已广泛应用于第二
类污染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一些常规污染物的监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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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很大程度的进展，《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已经成为

当地水源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则。在不超标排放的前提下去

较少排放量。不仅保护了水的质量，而且对于污水排放合

理的减少，这样的监管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3.2 《源头总量控制》与《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
两者的关系

两者分别对不同的污染物进行监管，他们相互依赖，

任何一条规则都不可以单独的实行，《源头总量控制》是

控制水污染的前提条件。坚决不允许将两种监管方式进行

混淆，更不可以笼统的使用一种监管方式进行监督 [5]。

3.3 将所有的污染物统一实施《水环境容量总量
控制》带来的危害

如果只根据《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来进行监管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一，如果只根据这个监管方式对企

业进行监管，几乎不能对第一类污染物进行控制，使第一

类污染物大量超额排放，会使得水环境有毒重金属的污染

加剧；第二，如果不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就没法对企业的

达标排放进行监控，给企业的超标排污带来很大便利；第三，

长此以往会使得饮用水水源也被污染，将造成更大的影响。

因此，一定要两种监管方式联合进行监管 [6]。

4 “放宽允排量”和“价态转化引发危害”的问题

4.1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有毒重金属水质
指标与我国实际的环境背景值有很大的差距

上个世纪末期，我国颁布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和我国实际的环境背景值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样的差距就

导致了水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当时的科技

条件不发达，没有对第一类污染物和地位人类污染物进行

明确的划分，也没有对第一类污染物水环境的背景值进行实

地考察，只是根据国外的数据来进行界定，这就导致了有毒

重金属水质指标和实际的环境背景值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也

就是说水环境的排放量标准被加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7]。

4.2 潜在的价态转化引发危害问题

对于水环境中汞、砷、铬等重金属元素长时间在水环

境中会发生价态的转变，对人和动物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

后果。汞变价后进入人体会增强人的溶脂性，砷和铬在发

生价态的转变后都有剧毒。因此更要严格的执行污染物的

排放标准。

5 结语

要想水环境有毒重金属的污染得到解决，就要从排放

的源头上进行控制。环保技术的发展是解决水环境有毒重

金属污染的前提条件。对于第一类污染物和第二类污染物

要进行严格的区分，严格按照《源头总量控制》和《水环

境背景值评价监控》两种方式结合执行的监管方式，同时

还要对第一类污染物的指标进行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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