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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淡水资源很稀缺，存在的水大部分都是海洋水。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节约和管理。

关键词：

水体富营养化；水环境治理；金属污染物

水是生命之源，水体的污染不仅会影响水质，破坏水资源，更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目前，水体污染仍然是世界范围

内的一个难题，本文将从化学与水环境方面，探讨水体污染的问题。

1.世界水的组成

世界上绝大多数水是存在于海洋中的，其次是地下水，而淡水则只占总水量的一小部分，约为2.5%。下面是世界水的组成：

1.1 海洋水：海洋水是全球最大的水资，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97.24%左右，其中以太平洋最为广阔。

1.2 冰雪水：全球冰雪储量巨大，其所占总水量约为1.72%。其中南北极地区的冰雪储量最为可观。

1.3地下水：世界地下水储量庞大，主要分布在地壳柿沟中。其所占总水量约为0.76%

1.4 表面水：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水塘等，其所占总水量约为0.09%。

总之，综合起来，全球淡水资源很稀缺，存在的水大部分都是海洋水。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

节约和管理。

2．水资源稀缺与化学

缺水是目前全球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之一，化学在缺水的应对和解决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如下：

1.1 水处理技术：化学在水处理技术中起到关键作用，常见的缺水地区采用的方法包括化学处理、纳米过滤和反渗透等，有效地过滤并除去污

染物，使水变得可以饮用。

1.2 水资源管理：化学方法可以帮助监测水质量，及时识别水源的变化、污染和削减。同时，利用化学技术，重复使用废水，帮助节约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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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1.3 农业用水：化学也可以对农用水进行处理、改善水质、提高灌溉效率、增强本地水源的储备等，以保持粮食生产和种植业的健康发展。

1.4 水效工程：化学材料，例如高效花岗岩、水凝胶和水分散聚合物等都可以用于水效工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最

大化和优化。

总之，化学对于应对缺水问题具有巨大的作用，可以帮助在减少用水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复制水领域的最佳实践，推广以帮助世界各

地更好地应对缺水问题。

3．水体富营养化

水体富营养化是指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过高，导致水生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这是一种地球生态系统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农业的发展

，城市化的加速，化学肥料和其他污染物的过度使用，水体富营养化的现象相对普遍。

1.1定义

水体富营养化（eutrophication）是指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过高，导致水生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包括物种组成变化、生态系统功能削

弱，水体浑浊化等等。同时，水体富营养化会导致有毒藻类生长增加和氧气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许多河流、湖泊和海洋的健康发展。

1.2成因

（1）农业和渔业活动

农业和渔业活动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农业生产中，为了大面积增产，普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同时，农业养殖

中大量废物排放也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水体污染的日益加剧， 使得许多地区的水域环境连续性恶化。

（2）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也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使大量的废弃物和废水排放进入河流和湖泊，大量的建筑和道

路建设也造成了更多的渗透和聚积。其中，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是，城市固体垃圾带来了新的危险性，使得原来只是面临污染物当地的水域，面

临一座主城市的废弃物堆积污染。

（3）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也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原因，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等缘故，生态系统发生了变化，加上水体受热程度增加等原因，导致了富营

养化程度的加剧。

1.3危害

（1）水生生物变化

水体富营养化会导致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变化，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增加有毒藻类生长增加，降低水域中的整体物种多样性

，稳定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受到破坏。

（2）养分污染

水体富营养化会在底泥中积累更多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作为底泥消化物的一部分，导致水体中嗜好底泥的昆虫的捕食量也同样增加

，从而削弱了水体的透明度，严重影响了水体中其他微生物和浮游生物的繁殖和生长。

（3）水体自净能力下降

水体富营养化会导致水体中溶解氧的减少，无机碳根质量的大幅度降低以及污染物的堆积等问题，从而削减了水体的自净能力，提高了水域

中的溶解氧，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将水体累积的富营养化抬到了极高的水平，导致水体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增加，从而加速了水体酸化的程度。

（4）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水体富营养化将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人体长期摄入富营养化的水会导致某些疾病的增加，如肝臟疾病、肾病等，对人的身体造成不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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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1.4水体富营养化的化学治理

（1.）磷的还原

由于磷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采用磷的还原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富营养化的程度。该方法一般是在水中投放还原剂，比如加

入含有亚铁离子的化学物质。

（2） 植物营养剂的控制

水体中含有大量浮游植物和藻类，是导致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通过添加一定的植物营养剂，可以有效地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比如可

以添加硫酸铵、磷酸氢钾等化学物质。

（3）抑制藻类生长的物质

通过投放一定的物质，可以阻碍藻类的生长，有效地减少富营养化的程度。比如可以添加硅酸铝钠等化学物质。

（4）氧化剂的利用

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投放氧化剂的方式，可以将水中的富营养化物质氧化分解，从而有效地减少富营养化现象的程度。

需要注意的是，化学治理只是富营养化治理中的一种手段，应当结合其他的治理手段，采用综合的治理策略，才能实现最好的富营养化治理

效果。总之，水体富营养化是当前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之一，以富营养化为现象的原因及其危害程度，已引起全球环保人士的强烈关注。归纳总

结上述措施，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必须突出源头治理，采用多元化措施，加强协作，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国际合作战略，共同

应对水体富营养化的威胁。

3.水中污染物的分布和存在形态

水中的污染物存在的形态和分布情况取决于污染物种类、环境因素和水体特性等因素。不同污染物在水中的溶解度、稳定性、附着性等特性

也会影响它们的分布和存在形态。

一般来说，水中的污染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存在形态：

1.1 溶解态：一些有机物、无机盐和金属离子等在水中可以完全溶解，并分散均匀，形成溶液。

1.2.粒态：污染物以颗粒、胶体和悬浮体的形式存在。这些污染物能够被过滤和沉淀。

1.3 吸附态：某些污染物（如有机物、重金属离子等）可以在水体中被吸附在固体表面或在有机质中形成络合体而附着在表面上。

1.4沉降态：沉淀是指在水体中存在的一些固体颗粒因重力作用而下沉到底部，形成了水底的沉积物。

1.5 生物态：一些有机物在水体中可供微生物分解，从而形成了生物能源，同时微生物也可能对某些有毒物质进行脱毒或降解。

在具体的水环境中，污染物通常不是一种单一的存在形态，而是由多种形态混合而成，例如水中既可能有溶解态的污染物，又可能存在胶体

和悬浮粒子的形式。因此，在水环境保护中，需要采用综合措施，分别对不同存在形态的污染物采取不同的去除措施。

4.水中的金属污染物

金属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存在的金属元素或其化合物，如汞、铅、镉、铬等。这些金属元素或化合物的存在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很大的

危害。同时，这些金属元素或化合物与化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1.1金属污染物在环境中会发生化学反应，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能更具有毒性和危害性。

1.2化学工业中使用大量的金属元素和化合物进行制造和生产，这导致了大量的金属污染物的产生和释放，如重金属废水、废气、废渣等。

1.3金属污染物会影响人体内的化学平衡，影响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例如，大量摄入镉会影响钙的吸收，导致骨质疏松症；摄入过多的铅则

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和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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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防止金属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应当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严格管控金属元素和化合物的

排放和释放，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4.化学在水环境治理的作用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水环境受到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水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1.1化学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种常见的技术是化学氧化法，它通过加入化学氧化剂，在水中的污染物中引入高能氧

化剂，分解和氧化污染物，降低其毒性和难降解性。此外，还有胶束技术、吸附技术和膜分离技术等方法。

1.2胶束技术是一种封装污染物的方法，通过表面活性剂封装有机物或金属离子，使其成为胶束微粒，使难以处理的污染物变得容易处理。吸

附技术则是利用吸附剂将污染物吸附，从而减少其浓度。吸附剂的选择要根据不同的污染物进行，一些常见的吸附剂包括活性炭、硅胶和氧化铁

。

1.3膜分离技术是一种传统的分离技术，利用半透性膜将污染物和清洁水分离。分离膜的种类和性能对去除不同的污染物都有不同的适用性

，对于高分子量和大颗粒物质，使用微滤膜，对有机物和微生物使用超滤膜，对高浓度溶解物使用反渗透膜等。

除了以上列举的技术，还有电化学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种方法用于水环境治理。面对日益加剧的水污染问题，化学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

用将成为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水是生命之源，不仅要从化学方面治理水，也要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世界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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