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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用井水铁锰含量升高调查与探讨
屈道村!项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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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饮用水质量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水中所含的铁)锰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但其含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对人类的
机体代谢产生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水体污染事件不断出现(从区域地质环境)周边
生产状况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地下水污染成因!并对饮用井水中铁)锰元素含量过高提出了简易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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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锰是人体生理代谢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铁
是血红蛋白的重要成分之一!锰也是许多蛋白质
和酶的组成成分(这

"

种元素的含量过多或过少
都会对人体代谢不利!久而久之会导致人体代谢
紊乱!诱发各种疾病(特别是长期饮用重金属锰
含量过高的水!会导致人体多种系统及器官的毒
性损害,

$

-

(所以/国家饮用水标准0对饮用水中
铁)锰等重金属含量有一定的限值(

浙江省某市的区域农村!长期以从村庄或附近
的地表水或地下水源地直接取水为主!这种取)用水
方式在部分地区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这种原始的供水方式经济)便
利(此外!在周边环境未受到明显破坏的情况下!地
表水及地下水水质较为稳定!肉眼所见清澈透明!口
感也较好!除大肠菌群外!有机物)金属含量相对较
低!基本符合饮用水源水的要求(但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该市几个村庄的井水相继发生异常*

井水取出放置一定时间后出现黑色絮状沉淀"用井

水煮沸冲茶!茶水呈蓝紫色(以上异常现象也引起
了村民的担忧与恐慌!致使村民不敢饮用井水(许
多村民猜测是周边企业污染所致!由此也引发了一
些矛盾(该区域农村井水水质出现异常后!当地政
府高度重视!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进行调研分析(笔
者等通过实地考察)化验水样)调研相关地质资料及
环境污染情况等几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井水水
质异常的几方面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科学)简易的解
决方法(

D

!

区域环境及生产状况
该区域位于某市西部!地处浙江中东部!地势

南低北高!界于东经
$"#j$;k$@l

至
$"#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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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当地属山谷地貌!一
条主溪流从中部自西向东穿过(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CC,,

(主溪流蓄渗能力
较强!洪流产生时间快!汇聚迅速)集中!流量大!

涨落时间短!径流较丰沛!常年平均水质在
'

类左
右(该区域的几个村庄分布在主溪流南北两岸!

位于洪水冲积形成的山谷平原上(田地多数为河
流冲积土!呈粉砂粘壤质地!耕层土壤含有机质较
丰富(该区域以种植粮食与其他经济作物为主!

村民以农副业为生(

"#

世纪
<#

年代以来区域内
建有少数中小型企业(

E

!

水井及用水情况
该地区水资源相对比较充沛!水质稳定!地下

潜水层有一定的蓄水量!而且流动性较好!村民家
庭用水一般都取自当地公用大水井!井口径多为
$

"

$7%,

!深度约在
!

"

%,

之间(

"#

世纪
=#

年
代开始!该地区农村取水出现新方式!多数家庭在
房前屋后建造了家庭小水井或深井!深度一般在
C,

以上!井口径多为
#7$

"

#7",

!并相对密封!

通常用小水泵抽水直接使用或暂存于储水容
器中(

H

!

异常水质成分分析
!7$

!

水质感观情况
"#

世纪
=#

年代前!在用的公用大水井一般水
质较好!井水取出后存放一两天沉淀物较少!清澈
透明!口感较好!该类井水长期用于饮用!未出现
异常(但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一些村庄的部分
井水相继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异常现象!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井水放置一定时间后会出现
黑色絮状沉淀"二是用井水煮沸冲茶!茶水呈蓝紫
色"三是井水煮沸后出现较多红棕色絮状沉淀"四
是用井水煮稀饭有时出现黑色饭汤(但井水取出
时肉眼观察与以往无明显区别(

!7"

!

水质化学分析
为了解水质变化的原因!笔者采集了多个点

位的异常井水和对照井水样!进行水质监测分析!

分析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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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硬度)氰化物)硫酸盐)挥发酚等
"#

多项
饮用水常规监测项目(为寻找井水放置一定时间
后会出现黑色絮状沉淀的原因!实验还对大水井

中不同层次的水样进行分析!并对比小水井井水
放置前后的变化(结果表明!少数深井井水硬度
偏高!多数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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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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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
目均在饮用水标准范围内!部分异常及对照井水
分析项目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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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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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异常及对照井水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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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井)大口
井)上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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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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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井)上层水
!

号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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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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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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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井水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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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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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调研
通过查阅相关地质资料!发现该区域农村处

于
d

:

0

!B

&&&上更新统山门街组出露区(根据/浙江
省区域地质志0记载*

d

:

0

!B

地层以洪冲积为主!分别
组成冲积锥和堆积阶地!该组物质呈灰黄灰褐色!

富含铁锰质!主要由砾石组成!间夹亚粘土透镜
层!局部底部见富有机质粘土和泥炭层"中下部为
砾石层!上部为亚粘土(锰含量为新生界其余各
组的数倍!厚度一般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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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于
$!,

,

"

-

(

这正好与上文所提及的大水井深度
!

"

%,

!小水
井水井深度

C,

以上相符(综上所述!引起地下
水异常现象的物质主要为二价铁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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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
价锰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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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铁"锰含量升高成因分析
4-

和
1'

这两种元素!为何之前能稳定于地
层中!而现在却大量地溶于水体呢1 经过调研)查
阅资料和分析井水样!推断可能主要由以下几种
因素导致(

C7$

!

环境因素
4-

和
1'

的化学性质较为稳定!只有在一定
的环境条件下才能活跃起来(从目前调研情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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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月

析!导致酸性活跃性环境的原因主要有
"

个*一是
直接人为因素&&&即人类生产活动!这一点从时
间上分析是合理的(

"#

世纪
<#

)

=#

年代开始!该
区域新建了一批中小型企业!有些村庄兴起家庭
式企业(上述企业#三同时$原则落实不到位!在
生产过程中!大量酸性物质排放!并且大部分都渗
入地层(二是间接人为因素&&&大气污染%酸雨'

所致!据统计!该区域酸雨较严重!年均
:

F

值为
C7!;

!酸雨率超过
;#a

(以上两种因素都会引发
酸性介质渗入地层!导致

4-

)

1'

两种元素以可溶
性的状态进入水体(

C7"

!

生物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界的物理)化学)地质及生物

等因子可使环境发生金属迁移转化(微生物是土壤
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能使土壤中的有机物和无
机物发生明显变化!在重金属形态转化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众所周知!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存在污
染!人类活动时间越长!则该区域污染程度越高(原
来地层营养物质较少!所以生物种类)数量并不多!特
别是能影响重金属形态变化的生物少!代谢也不旺
盛!因此地下环境不会受到此方面因素的影响(然而
由于环境的改变!地层营养物质逐渐丰富!给微小生
物提供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地下微小生物的丰富自
然影响到地层环境!生物越多!影响越大(但他们的
影响并非跃增式的!而是逐渐积累!只是在此之前被
人们所忽视(

C7!

!

自然灾害影响
高强度地震能够改变地下环境!

"##<

年汶川
大地震已经证实,

!

-

!震动能够改变地下水的流向(

虽然近年来浙江地区未发生过地震!但还是有受
到周围地区地震的影响!如上海长江口地震及台
湾地震!当时该地区居民都有震感(轻度地壳活
动)远距离地震是否也能影响到地下

4-

)

1'

两种
元素的形态变化!目前尚未见相关研究报道!所以

在此只提出探讨(

O

!

解决方法
从不同水井及不同层次)存放时间的水质分

析情况来看!大口井的上层水)以及提取后放置一
段时间后的井水上清水中!

4-

)

1'

含量相对较低(

这是因为在与空气充分接触后!

4-

"g首先被氧化
成

4-

!g沉淀!同时
1'

"g被氧化为
1'

Cg与
4-

!g产
生共沉淀(其反应机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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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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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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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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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过静置后!上层水中
4-

)

1'

含量相应
降低(根据这一原理!笔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是
4-

)

1'

含量偏高的井水取出后静置
C

"

@G

!

取上清水饮用"二是可在
4-

)

1'

含量在一定范围
内的井水中加入苏打或小苏打!放置一定时间后!

上清水中
4-

)

1'

含量就可以降至标准限值以内!

符合饮用水源水的标准(

影响地下水元素价态)迁移的因素较多!强烈
地震肯定能引起相应变化(但在无直接震源地
区!使水质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作者在此
只提出以上几个方面初浅的分析和建议!更多科
学性的分析和对策!望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为当地
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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