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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市地下水水质调查与评价
＊

覃遵进
（永顺县环境监测站，湖南 永顺　４１６５００）

摘　要：根据实地调查情况选取代表性地下水井，利用单因子达标评价和水质综合评分值Ｆ法对吉首市地下水进行了

水质监测与评价．结果表明，该市地下水中的大肠菌群超标较为普遍，氨氮、亚硝酸盐部分水井有超标现象出现，锰等重金属

因子所有水井均未超标；从综合污染指数来看，位于居民集中区的地下水井的平均综合指数高于污染监控井，说明吉首市地

下水质量受生活污染较工业污染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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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作为饮用水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分布广泛且稳定、便于开采、相对地表水不易

受到污染等优点，已 经 成 为 人 们 生 产 生 活 的 重 要 供 水 水 源．［１］吉 首 市 地 下 水 资 源 丰 富，地 下 水 蕴 藏 量

６　８６１．１万ｍ３／ａ．然而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利影响，已导致地下水资源循环条件、数量、质量和分

布规律等已明显变化，地下水不合理开采也诱发了诸多环境问题［２　５］．笔者通过选取代表性地下水井实地

调查吉首市的地下水赋存和开采情况，并利用单因子达标评价和水质综合评分值Ｆ法对地下水进行了水

质监测与评价．

１　一般资料
１．１调查点位

本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于２０１１年４—６月在全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７个调查点位的水井进

行采样和监测．７个调查点位分别为：吉首市光明水厂；河溪镇河溪村；市大龙洞水库；镇溪办事处雅溪社

区；社塘坡乡关候村；峒河办事处肖家坪；乾州办事处吉新社区．所有监测点位详情由表１列出．
表１　吉首市地下水水质调查点位表

样品
编号 位置及名称 点位类型　　　　　

地下水
类型

取水量
ｍ３／ｄ

供应人
口／人

① 光明水厂 居民集中区 承压水 ８００　 ５００

② 河溪镇河溪村 居民集中区 潜水 １０　 １００

③ 大龙洞水库 居民集中区 承压水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④ 镇溪办事处雅溪社区 居民集中区 潜水 ５０　 ２００

⑤ 社塘坡乡关候村 居民集中区 潜水 １００　 ２００

⑥ 峒河办事处肖家坪 废水污染区 潜水 ２０　 １００

⑦ 乾州办事处吉新社区 垃圾场附近 潜水 ５０　 １００

１．２监测项目及方法

本次调查的检测项目为ｐＨ值、氨氮、亚硝酸盐氮、铁、锰、大肠菌群等共６项［６　７］，石油类为个别污染

源调查点的参考监测项目．所有监测点均一次性采样，评价用数据为各监测点检测数据的平均值．各检测

指标的监测方法由表２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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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监测方法

锰 ｐＨ值 氨氮 亚硝酸氮 铁 大肠菌群

ＩＣＰ－ＡＥＳ法 ｐＨ计 钠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Ｎ 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ＩＣＰ－ＡＥＳ法 多管发酵法

１．３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８］，采用单因子达标评价［９］和水质综合评分值Ｆ
法［１０］，用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推荐使用的地下水综合评价分值法进行地下水综合评价分值计算：

Ｆ＝
珚Ｆ２＋Ｆ２ｍａｘ槡 ２ ．

其中：珚Ｆ为各单项组分评分值Ｆｉ 的平均值，珚Ｆ＝ １ｎ∑
ｎ

ｉ＝１
Ｆｉ；Ｆｍａｘ 为各单项组分评价值Ｆｉ中的最大值；ｎ为项

数．表３列出综合评价分级标准．
表３　综合评价分值Ｆ分级表

级别 优良 良好 较好 较差 极差

Ｆ值范围 Ｆ＜０．８０　 ０．８０≤Ｆ＜２．５０　 ２．５０≤Ｆ＜４．２５　 ４．２５≤Ｆ＜７．２０　 Ｆ≥７．２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评价结果分析

６个项目的监测分析数据及评价结果汇总详见表４．
表４　吉首市城区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统计及评价

监测项目 样品数／个 样品检出率／％ 监测井数／眼 超标井数／眼 超标井／％ 超标井及超标倍数

ｐＨ值 ７　 １００　 ７　 ０　 ０ 未超标

氨氮 ７　 １００　 ７　 １　 １４．２９ ①（４．７）

铁 ７　 ７２．２２　 ７　 １　 １４．２９ ②（５．５）

ＮＯ２－ ７　 １６．６７　 ７　 １　 １４．２９ ①（１７．５）

锰 ７　 １４．８１　 ７　 ０　 ０ 未超标

总大肠菌群 ７　 １００　 ７　 ７　 １００ 全部（７６．６）

　　由表４可知，现超标的项目有氨氮、铁、亚硝酸盐、大肠杆菌共４项，超标率分别为１４．２９％，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１００％．氨氮的标准值为０．２ｍｇ／Ｌ，最大超标４．７倍，出现在吉首市光明水厂；铁的最大值为１．６５
ｍｇ／Ｌ，最大超标５．５倍，出现在市大龙洞水库；亚硝酸盐的最大值为０．３５ｍｇ／Ｌ，最大超标１７．５倍，出现

在市光明水厂；总大肠菌群最大值为大于２３０个／Ｌ，最大超标７６．６倍，出现在河溪镇河溪村．
表５列出吉首市地下水监测井水质状况评价结果．

表５　监测井水质状况统计

样品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Ｆ　 ４．３１　 ２．１３　 ７．１１　 ２．１５　 ２．１３　 ２．１６　 ２．１３

水质状况 较差（劣Ⅴ类） 良好 较差（劣Ⅴ类）良好（劣Ⅴ类）良好（劣Ⅴ类）良好（劣Ⅴ类）良好（劣Ⅴ类）

　　由表５可看出，吉首市７个调查点中水质状况５个良好，２个较差，好井率为７１．４３％，平 均Ｆ值 为

３．１６，属较好．
２．２地下水环境污染现状

吉首市地下水环境调查点位出现超标的超标因子详见表６．
表６　吉首市地下水调查点超标因子统计表

样品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超标因子 氨氮、总大肠菌
群、亚硝酸盐

总大肠
菌群

氨氮、铁、总
大肠菌群

总大肠
菌群

总大肠
菌群

总大肠
菌群

总大肠
菌群

　　由表６可知，影响吉首市的污染因子主要为为总大肠菌群、氨氮、亚硝酸盐、铁．
综上所述，吉首市７口监测井中有５口水井水质属良好，有２口水井水质较差．其中５个位于居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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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的调查点位地下水井的平均综合指数Ｆ为３．５７，２个污染源区的调查点位地下水井的平均综合指数

为２．１５，说明吉首市地下水质量受生活污染较工业污染更为严重．本市地下水中的大肠杆菌群超标较为

普遍，氨氮、亚硝酸盐部分水井有超标现象出现，锰、砷、汞、镉等重金属因子所有水井均未超标，水井未出

现有机污染物超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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