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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砷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响应与思考
多克辛，徐广华，陈静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４）

摘要：应急监测是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处理的前提和关键。介绍了大沙河含砷废水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提出应急监
测的方案和方法，应急响应监测对象和范围布设科学，方案调整及时，为迅速正确进行污染事件处理提供了科学快速的技
术支持。并从建立应急监测网络，加强领导、强化监测队伍能力建设及加强污染源监控等方面，阐述了做好突发性环境污
染事故应急监测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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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经济利益驱使，个别单位和个人
违法作业，造成各类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破坏
生态环境，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人民的生
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危害。环境污染事故具有不可
预见性、影响面广、危害大、监测困难等特点，必须
引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制定出
一套切实可行的应急监测工作程序。当突发环境
污染事故来临之际，首要的是环境监测部门以最快
的速度在第一时间报出监测数据，为决策者提供坚
实有力的技术支持［１］。

河南省大沙河发生含砷废水污染事件，各级政
府各部门及时应对，环境监测系统迅速应急响应，
科学布设监测点位，快速取得了准确、有效的监测
数据，为污染事态的控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１　 事件起因及影响
２００８年７月以来，民权县某公司为降低生产成

本，未经审批擅自采购含砷量高的硫砷铁矿用于生

产硫酸，没有采取足够的处理手段，导致生产废水中
砷含量严重超标，并经民生河直接排入大沙河，河水
流向为：民生河→大沙河→涡河→淮河。大沙河民
权至睢阳区包公庙乡段的河水砷浓度严重超标。

天然水环境中的砷主要以砷酸盐、亚砷酸盐等
形式存在，可溶于水，有剧毒，并在水体、土壤等环
境介质中富积，浓度逐渐升高，直接或间接进入生
物体，将可能发生急慢性砷中毒现象。受污河水如
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必将造成下游涡河等水域水质
的严重污染，对下游１００多ｋｍ范围内的生产、生
活用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后果十分严重。

２　 应急处理监测
２． １　 应急措施

按照环境保护部部署，有关部门在相关河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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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３道拦河坝及数道土坝，关闭沿途水闸，阻止
所有已受污染及可能受污染的河水下泄；河流两岸
迅速警戒，禁止周围群众使用受污河水。

将污染严重的约１． ３ ｋｍ河段划为沉降区（即
治污区间），采用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治理方案，加
入复合除砷吸附剂，立即实施水体治理。被吸附的
砷集中沉入河底，以便集中处置；在拦河坝上留出
水口并设置提水泵，确保出水口处河水水质达标方
可下排。

密切观测砷在河水中的动向，实时报告监测结
果作为应急处理决策的技术支持［２］。
２． ２　 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以搞清楚污染程度、污染范围为主要
目的，鉴定污染物是否出省界、污染团是否在水体
中混合均匀、污染物是否在环境载体（地表水、地
下水、沿河土壤等）中扩散，摸清总砷污染状况，以
第一手监测数据，系统、全面地反映污染现状。

省、市环境监测站迅速响应，紧急成立现场实
验室，制定《砷污染事件应急监测方案》，并随着治
理的需求及时修订调整，严密监视大沙河水质及沿
岸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治污区间加密监测。因被
吸附的砷集中沉入河底，对底泥采取脱水固化措施
封存待测；其他环境载体（地表水、地下水、沿河土
壤等）在后期继续跟踪监督监测［３］。
２． ３　 监测对象与点位布设

监测对象涵盖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底泥、作
物等，依据有关标准限值进行砷浓度评价，并依据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案。

地表水：含砷废水经民生河直接进入大沙河，
在下游安徽省境内汇入涡河；支流洮河，邻近河流
小白河、太平沟等与其通过渠、闸等有水流交叉。
为保证污染治理工作有效进行，自事故源上游
２ ｋｍ处直至下游大沙河入涡河后，按照水流方向，
分别在主要污染区域大沙河、涡河、洮河及邻近的
小白河、太平沟、惠济河等河流，布设监测点位共
５９个。同时，由于水位、压力等因素影响，在有些
小的支叉河沟，部分受污染河水会溢出，也分别对
其进行水质追踪调查。

地下水：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状况，排查因受
污染的地表水体连续渗漏造成地下水砷污染的可
能性。沿大沙河两岸３０ ～ １ ０００ ｍ范围内布设监
测点位４９个。

土壤：沿大沙河两岸５００ ｍ范围内，采集样品

１４个。
底泥：自事故源上游２ ｋｍ处直至下游大沙河

入涡河后，按照水流方向布设点位，污水治理初期
在河流中部采集样品１６个，监测砷及其化合物
（以ＡＳ计）。

作物：沿大沙河两岸３０ ～ ５００ ｍ范围内采取样
品６个，作物类型选择当季作物玉米。
２． ４　 监测分析方法及质量保证

样品采集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检出限
１ × １０ － ４ ｍｇ ／ Ｌ），严格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４］。

３　 监测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地表水

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Ⅲ类标准限值（０． ０５ ｍｇ ／ Ｌ）进行评价。

大沙河：主要污染河流，沿途筑有多道土坝，污
染河水基本被拦截在各段土坝内，共布设２１个监
测断面。在民生河入大沙河口及其上游进行比对
监测；对污水处理厂入大沙河处至下游的污染区域
进行连续加密监测；高浓度污水通过抽水泵提至治
理区间进行处理，直至达标排水时期才逐步边治理
边向下游排水。

出省（枣集）断面为省境内关键监测点位，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前为高浓度不稳定时期，２８日
起砷质量浓度达标，范围在０． ００２ ～ ０． ０３８ ｍｇ ／ Ｌ之
间，１２月２日后稳定于０． ０２３ ｍｇ ／ Ｌ以下；入涡河
前（洪河桥下）断面位于下游安徽省，１２月８日起
水质达标，砷质量浓度为０． ０１５ ｍｇ ／ Ｌ，１０日后稳定
在０． ０１０ ｍｇ ／ Ｌ以下。

涡河：下游干流，沿途布设５个监测断面。入
涡河前亳州大桥下、亳州大寺闸２个断面，砷质量
浓度范围均在０． ０５０ ｍｇ ／ Ｌ以下，均未超标；入涡河
后亳州大桥下（大地桥）、亳州灵津渡大桥、亳州人
民桥３个断面，仅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１至２２日、１２
月１３至１７日调水时出现个别点次超标，最高超标
倍数０． ８倍，其余点次均未超标。

洮河：大沙河支流，沿途布设８个监测断面，其
中古井（出省境）断面砷质量浓度范围在０． ０７２ ～
０． ２５５ ｍｇ ／ Ｌ之间，超标０． ４ ～ ４． １倍。古井断面砷
质量浓度逐步下降，１２月份，洮河污水通过抽水泵
提至治理区间进行处理，２０日洮河断流。

小白河：邻近河流，沿途布设７个监测断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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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０５国道桥（出省境）断面砷质量浓度范围在
０． ２２４ ～ ０． ５３０ ｍｇ ／ Ｌ之间，超标３． ５ ～ ９． ６倍，基本
稳定于０． ２２ ～ ０． ４０ ｍｇ ／ Ｌ之间。小白河出境处筑
有土坝，１２月份，污水通过抽水泵提至治理区间进
行处理，７日断流。

太平沟、惠济河及相关河流（明净沟等）：邻近
河流，沿途布设１８个监测断面，砷浓度均未超标。
３． ２　 地下水

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９３）Ⅲ
类标准限值（０． ０５ ｍｇ ／ Ｌ）进行评价。

５个批次、４９个点位总计９１个点次的地下水
砷浓度均未超出标准限值。
３． ３　 土壤

依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１５６１８—１９９５）
二级标准限值（旱地ｐＨ ＞ ７． ５，２５ ｍｇ ／ ｋｇ）进行
评价。

１４个样品的砷浓度均未超出标准限值。
３． ４　 底泥

依据《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ＧＢ
４２８４—８４）中砷及其化合物（以Ａｓ计）标准限值
（７５ ｍｇ ／ ｋｇ干污泥）进行评价。

污水治理初期的１６个样品中，除民生河入大
沙河口、污水处理厂入大沙河口、污水处理厂排口
北１００ ｍ河中心、民生河大沙河交汇处下游３０ ｋｍ
这４个样品砷质量浓度超标外，其他样品砷质量浓
度均未超标。
３． ５　 作物

依据《食品中砷限量标准》（ＧＢ ４８１０—９４）粮
食中总砷允许限量指标（０． ７ ｍｇ ／ ｋｇ）、《绿色食品
玉米》（ＮＹ ／ Ｔ ４１８—２０００）卫生要求限值（０． ４ ｍｇ ／
ｋｇ）进行评价。

６个玉米作物样品的砷质量分数均未超出标
准限值。

４　 污染治理效果
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７日开始，滞留在省境包公庙

闸前的大沙河水以每天约２０万ｍ３ 的流量达标排
放；至２００９年元月中旬，经过两个半月的治理，相
关河流积蓄的约８００万ｍ３ 水全部处理完毕；排水
期间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大沙河出省境断面平均砷
质量浓度为７ × １０ － ３ ｍｇ ／ Ｌ，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Ⅲ类标准；３月底，治污区
间的含砷底泥被固化封存，得到安全处置。

环境监测结果显示，受污染河段两侧１ ｋｍ内
的地下水、土壤及作物目前尚未受到砷的污染，沿
岸未发生人畜中毒事件，对河道底泥进行填埋防渗
贮存或进行综合利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正常。

５　 思考
在环境保护部的正确指导下，省、市各级政府

应对及时，治理专家技术决策正确，此次砷污染事
件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同时也给人
们留下许多思考。有毒性原材料的管理、应用，生
产废水的处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事件的惨痛教
训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为了人民的生产、生
活安全，应当认真总结环境监测在污染事件处置中
的作用和经验教训［５］。
５． １　 领导重视

环境保护部、省市各级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对此次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强
调应急监测的重要性，多方组织专家，认真听取意
见，筛选技术方案，领导重视对于应急监测工作的
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５． ２　 应急监测快速响应

监测部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从难从严要求，
早做部署、勤练内功，做好充分的技术储备，提高
监测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各级监测站加强应
急监测装备配备，保证装备精良有效，为应急监
测拓宽监测领域。确保在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
赶赴现场，科学布设监测点位，快速有效取得准
确的并有代表性的监测数据。提供针对性强、时
效性好的监测报告是突发性污染事故处理决策
的重要技术基础。
５． ３　 跟踪监测确保环境安全

污染事故发生，正确界定和处置受污区域之
后，对附近地区的水质、土壤等相关介质还应继续
进行跟踪监测，以进一步确保环境安全。
５． ４　 做好技术人员培训

鉴于突发性污染事故的不可预见性，很可能出
现专项技术人员出差在外或其他不在岗情况，应对
实验室全体分析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做到一专多能，
人人均能掌握水气环境中常见污染物（如ＣＯ、ＮＨ３、
Ｈ２Ｓ、Ｃｌ２、ＨＣｌ、氰化物、芳香烃等）的监测分析方法，
熟悉监测仪器的操作。确保一旦事故发生，监测分
析人员均能迅速来到现场，即时投入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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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建立应急监测仪器责任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突发性污染事故发生的

频次相对还是较少，必须做到长备不懈。应急监测
设备应设专人管理，明确责任制，定期检查、维护，
保持其性能良好；相关试剂要妥善保存，及时更新、
补充，确保来之能战。
５ ６　 加强应急监测网络建设

目前，在流域管理机制方面尚存在信息共享不
力而影响效率的问题。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及跨省
市之间的区域协调不力，曾一度成为制约污染治理
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各地经济能力和技术
水平存在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环境监测站均做到
装备精良、人员和技术力量超强。因此，有必要在
各部门、各区域建立应急监测网络，加强信息共享；
结合各地经济发展和工业企业状况，有针对性地选
择部分监测站重点扶持，加强其技术装备建设，培
训技术人员，定期进行应急监测的实战演习，交流
应急监测经验［６］。
５． ７　 加强对省辖市环境监测站的技术指导

省辖市环境监测站处于突发性污染事故的最
前沿，一旦事故发生，应能最先抵达事发现场，开展
现场监测，及时提供第一手的应急监测数据，供决
策者参考。但是，目前部分省辖市环境监测站的实
验设备及快速监测手段难以迅速有效地完成应急
监测任务。省级环境监测站应加强对省辖市环境
监测站的技术指导，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和实战演
练，提高省辖市环境监测的应急监测业务技术
水平。

５． ８　 加强污染源监控措施
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

时有发生，尤其是石油化工及有毒有害危险品的生
产、储存、运输过程中均隐含着较大的突发事故风
险，一旦疏忽大意，引发污染事故，后果将十分严
重。应当加强对所辖区域风险源调查，加强企业生
产原料、工艺等污染源头的监控与管理。“防患于
未然”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

应急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部门
的高度重视，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各部门的合
作。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
境意识和污染防范意识。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
法规，企业按照环境法规严格管理，共同防范污染
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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