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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工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水环境中有机污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

对于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就成为当今研究的重点。环境保护理念下,我国对水资源的监测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水资

源中的有机污染物含量随着工业化进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分类和监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然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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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或多或少的出现各种各样的污染

物质。水环境中的污染物主要是来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人

类生活污水的排放给水环境带来极大危害。 

1 我国水环境有机物监测分析现状 

我国所采用的监测技术及水质量控制方法是一贯采用

的常规指标,主要通过 COD、BOD 等一系列综合指标来控制。

大量实践表明在控制无机物污染及一般常见的有机物污染

是有作用的,但是,由于综合指标在性能方面存在较大的缺

陷,这使得使用这种方法对于水中的微量以及痕量有机物不

能进行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上述的微量以及痕

量化学毒物对常见的综合指标 BOD、TOC、COD 有很小的贡献,

有些甚至没有任何贡献。世界上很多国家上世纪 60 年代采

用的水中有机物污染监测技术和我国现在采用的技术相似,

在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越来越重视现代分析技术的研发应

用,现在常用的 GC、GC/MS 在当初已经相当完善,很多国家通

过采用这项技术实现了对水中有机物污染物的监测分析。我

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一直一来对用水安全及环境保护。1989

年中国成立建成了"中国环境优先监测研究"项目,通过多年

的研究提出了“中国环境优先污染物黑名单”,这份名单中

将 14 类 68 种有毒化学物质列为污染物,这些物质中有机物

有58种,占到所有污染物的85.3%。在 2005年 3月起至2006

年 4 月我国完成了对全国 56 个重点城市饮用水质量调查,

查明了每个城市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种类及其浓度水平和

污染特征等指标,为我国后期进一步完善饮用水有机污染物

相关标准和分析方法等提供了有力依据,为开展饮用水源地

有机污染物调研和污染防控、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奠定了基

础。 

2 国内的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监测必要性 

水环境污染的严重和现代工业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有

机污染物的监测也逐渐的成为世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所谓水

体的污染就是指由于垃圾的不正当排放,使得水体的物理化

学成分中有的指标超标,这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而

且会使得人体和水资源周边的生物生存受到一定的威胁,随

着我国的发展,工业的加强,更加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关注度。

我国对水环境中的质量监测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在水环境

的污染治理和防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机类的污染

物质监测的指标主要是 COD、BOD 等富有一定综合性的,这些

指标在一般的有机污染无疑会起到必要的效果,但是由于其

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因而存在很大的漏洞不足,对于水中的

那些微量的有机物造成的污染就无法起到必要的监测效果

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的分析技术有了

长足的发展,GC/MS等技术也逐渐得到了完善,对有机物质的

污染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 

3 水环境中有机物污染物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被分成两类,即天然

有机污染物(NOM)和人工合成有机污染物(SOC)。前者还可分

为腐殖质和非腐殖质两大类。腐殖质主要来源于水生动植物

的腐殖质；非腐殖质主要包括微生物分泌物以及水生动物的

代谢产物。此外,水环境中的水底泥释放的有机物质也包含

在非腐殖质范围内。后者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污染,比如

农药中的有机物、工业废水中排放出的有机物以及其他生活

或者商业中造成的有机物。随着化工行业的发展,人工合成

有机物大量排放到水环境中。含有苯酚的有机物排入水体中,

净化不彻底则会随着饮用水进入人体内,导致蛋白质变形和

沉淀。由此可见,水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如果不及时监测出

來,就无法采用有效的方式处理掉,最终会威胁到人类的健

康和生命。 

4 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监测问题 

4.1 水环境监测分工不明确 

我国水环境监测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按照水体差异将水

环境监测工作分为四个类型：污染事故监测,纠纷仲裁监测,

考核验证监测,咨询服务监测。根据水体的特征来制定出监

测方案,然而监测工作中存在监测分析标准规范相对滞后,

有机污染物的监测质量不高,自动监测能力薄弱等问题亟待

解决。鉴于水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的复杂性,通常情况下监

测工作是由多个部门协同完成的。监测工作需要协调和合作,

工作人员过多,监测工作权责不清,最终导致了分工不明确

和工作效率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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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中有机物检测重视度不够 

从研究数据可知,当下我国的水体污染情况较为严重,

各大水系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穿过城区的河流有机物

污染情况比较明显。生态环保理念下,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

监测理应受到重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该项监测内容并没

有予以高度重视。 

4.3 现行水质监测项目不适应水环境状况 

我国对水资源污染和治理工作开展已久,但是早期的水

质监测工作主要是针对重金属和微生物以及理化指标,并没

有对水中有机物进行监测。所以,当下水环境监测中出现了

监测项目缺失的现状。水中有机污染物含量增加,主要是受

到化工行业的影响。所以,水质监测部门要与时俱进,根据当

下水环境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监测项目。 

5 常用的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处理方法 

5.1大孔吸附树脂法主要应用的是不含交换基团的可吸

附性大孔树脂,当水流通过其网状结构及其表面时,大孔吸

附树脂便可有选择性的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吸附,这种

技术也是近年来研制具有优质高聚物吸附能力产品的基础。

采用这种方法对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处理的关键在于选

择控制其吸附条件和解吸附条件,这是决定整个吸附工艺能

否有效实现的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在采用该技术前应对溶于

水中的有机物的类型及含量等参数进行准确测试,准确分析

影响树脂吸附效果的各种因素,科学地设定被分离成分的性

质、选用的药物试剂种类、浓度以及水流的流速等参数。另

外采用大孔吸附树脂处理污水时要采用蒸馏法或乙醇浸泡

法和过柱法等方法对水中的杂质进行处理。 

5.2快速溶剂萃取法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高温条件实

现基体效应的克服,从而经溶剂分子向基体扩散。这种处理

方法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快速溶剂萃取技术对温度

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污染物处理时采用的温度为100℃,处理

仪器的允许温度为 50℃-200℃；二是该技术利用高压实现

热解效果的促进,对于液体中常见的有机成分,他们的溶解

力通常要比气体高很多,因此采用液体溶解可以有效的提升

该萃取技术的有效性。一般情况下,随着处理过程中压力的

不断升高液体的沸点也升高,这样便可以使容器在液态状态

下实现有效萃取；三是该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多次循利用提取,

次用该处理技术可以实现溶剂多次动态循环提取,这样既可

以保证工作效率,又可以有效的节省材料。 

5.3 采用萃取技术处理污染水第一步要准备样品,要对

样品进行祛湿或风干,确保样品中水分的含量可以满足萃取

的要求,如果样品中含有过多的水分便会对溶剂的融合产生

严重的影响,从而降低萃取效率。所以可以采用一定的措施

确保样品质量,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研磨等方法加大样品与

溶剂之间的接触面积,这样可以有效的提升萃取效率；第二

步要注重萃取剂的选取,应根据液体中的有机物的种类及其

有关参数确定选择适宜的萃取剂,一般情况可以利用目标化

合物实现对萃取剂的选取,这样做可以有效的避免选取的萃

取剂与其他化合物发生反应。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的丙酮、

二氯甲烷作为有机溶剂,杜绝使用强酸性溶液。萃取的一般

流程时放入样品,在样品中添加相应的溶剂,然后对溶剂进

行加压及加温处理,达到一定温度后便可进行萃取、脱水等

一系列操作。 

6 结束语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及重视,我国在环保的

方面投入也将不断的加大,使得环保事业成为工作内容和发

展一项重要的任务,从而正面的促进了各个部门的监测实力

和水平的提升,现在基本上监测的相关设备(无论是大型的

设备还是比较先进的设备)都在相应的机构中得到了配置,

现在亟待解决和发展的问题就是将先进的监测进行推广和

普及,从而使得水利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高效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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