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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环境有机毒物

污染及控制现状

国内外有机毒物污染现状

有机毒物是指对生物体生命或人体健康造成危险的有机化合

物，如“三致”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三致”物质具有致癌、致

畸、致突变特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造成内分泌混乱、生殖系统

和免疫系统破坏、发育异常及癌症等。

有机毒物的数量成千上万，合成有机化学品的不断问世，使这类

污染物的种 世纪类还在不断增加。自 年代 发现自来

水中存在致突变性有机污染物以来，在自来水及其水源水中先后发

现多种遗传毒性物质。美国 水质调查发现供水系统中有机污

染物 种，饮用水中含 种。 年以来，美国在饮用水中发

多种合成有机物，如多氯联现了 苯、多环芳烃等，具有“三致”作

用。美加五大湖是北美乃至全世界重要湖泊群之一， 年的监测

数据表明其中首要污染物就是包括有机物在内的毒性物质。由于有

毒污染物的高残留性，目前五大湖鱼类体中仍能检测出 年以来

已禁止使用的有毒污染物，如多氯联苯、滴滴涕、二恶英、狄氏剂。亚

洲湖泊普遍存在的问题除氮磷以外也是有机污染问题。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不仅面临由传统污染物引起的

水环境富营养化和好氧有机污染，而且还面临水环境有机毒物污染

的严峻挑战。近几年来，我国不少水体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有机毒物

污染，甚至在某些饮用水原水中检出众多的有机毒物。水利部门对

珠江、长江等 个典型河段进行了有机物污染状况调查检测，共检



种，被美国环保局列出的种有机化合物（“三致”物质出 优先

种）。据统计，在污染物达 个重点河段中，不大水系我国的

；城市水域中 的河段不适适合作饮用水源的河段已接近 合

作饮用水源，约 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源污染加剧了我国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

江苏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近二十年来各个行业得

到迅猛发展，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加剧了我

省水域的环境污染，特别是使水体中增加了种类繁多的有机毒物。

个测点中检出率长江水系 大于 的有机物有 种，其中主要

为苯系物、卤代脂肪烃、多环芳烃等。

工业污染源有机毒物主要来源

钢铁工业

钢铁工业废水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妥就

地渗透而污染地下水、或排放至河道污染河流。钢铁工业用水量大、

污染程度高，污染物存在于清洗煤气、高炉水渣、冲轧钢铁屑等的洗

涤水中，其中含有固体悬浮物、氧化物、酚、氨和铁屑以及酸洗的酸性

废水，有机毒物主要种类有酚、氰化物、醛、吡啶等。

）化学工业

化工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包括化学矿山、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

料、无机盐、氯碱、农药、染料、有机原料、合成材料、助剂、添加剂、化

学试剂、涂料及无机颜料、橡胶加工和感光材料等多个行业，按废水

中所含主要污染物分包括含氰废水、含酚废水、含硫废水、含氨废水、

含铬废水、含砷废水、含有机磷废水、含有机氯废水及有机氟废水。

化工污染物大多是在生产过程产生的，主要有化学反应不完全所产

生的废料、副反应所产生的废料、设备和管道的泄露和残留等。化工

行业废水排放量大，废水中污染物成分复杂且污染物含量高，主要有

机毒物有氰化物、挥发酚、有机酸类、有机氟化物、有机氯化物、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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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物、醛类、酮类、酯类、醚类、环氧化合物、芳香化合物、含氮杂环

化合物、硝基化合物、胺基化合物，这些污染物毒性较大。化学工业

排出的废水中含有的氰、酚、有机氟及有机氯、有机磷、蒽醌、萘系及

硝基化合物，均为致毒、致癌、致突变的物质，对人类环境和生态都会

造成危害和破坏；含有酚、氰的废水对生物和微生物有剧毒性；含有

机氯化物的废水不易生物降解，会在生物体内积累而造成中毒；含有

多环烃基化合物、芳香族胺以及含氮杂环化合物等的废水可致癌。

造纸工业

造纸工业是污染较严重的行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纤维和纤

维细料悬浮物；半纤维素、甲醇、醋酸、蚁酸、糖类等低分子量的易生

物降解有机物；木素和大分子碳水化合物等难降解的有机物；黑液中

含有的松香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和硫化氢、甲基硫、甲基醚、多种含氮

有机物（包括二恶英）等有毒物质。在制浆造纸过程中，排出大量带

色废水，生化需氧量高，还排放恶臭和刺激性气体及大量的固体废

物，其中以废水的危害最大。有机毒物主要包括酚类、氰化物、甲基

硫、甲基醚、含氮化合物、多糖类、有机胶体物质等，这些化合物在水

中较难生物降解。

制革工业

制革过程中的准备和鞣制工段的许多工序，如浸水、浸灰、脱毛、

软化、浸酸、铬鞣或植鞣、中和、染色、加油等，都是在水或水溶液中进

行的，在加工过程中有大量废液排出。制革废水的特点是碱性大，色

度浓、耗氧量高、悬浮物多，其中有机毒物主要有有机硫、有机氯、甲

酸、醛等。

纺织印染工业

纺织印染工业是苏南地区主要污染源之一，特别是印染加工，几

乎每道印染加工工序都产生大量废水。在印染工业中，废水的污染

程度和排放量，随着加工纤维品种和加工工艺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而且不同季节和时间也有很大的波动，规律性较难掌握。在一般印

染厂中，废水可分为三类，即淀粉浆料废水，废碱液，其他染整加工废



水。废水中主要含有三氯苯、 浆料、人邻苯基苯酚、甲醛以及

造丝碱解物（主要是邻苯二甲酸类物质）、新型助剂等难生物降解的

有机毒物。

）石油化工

石油化工产品种类繁多，应用各种反应和复杂的单元操作增

加了废水的复杂性。例如裂解过程排放的工艺废水就有低分子烃

类、胶质、有机酸、醛类、氟类等。在丙烯腈合成过程中常见的污染

物，有丙烯腈、丙烯酸、乙腈、氢氰酸等等。石油化工厂排放废水水

量大、水质变化多；废水中悬浮物少，水溶性和挥发性物质多，含有

以硫化氢为主的还原性物质及不饱和化合物；废水浓度一般较高，

常含有对生物有毒的有机化合物，其中有机毒物有氰化物、吡啶、

酮类、芳烃等。

除上面介绍的主要污染源外，还有一些有机毒物污染源，例如

农药厂排出的各种农药、苯、氯醛、氯仿、氯苯等；合成橡胶厂排出

的氯丁二烯、二氯丁烯、丁二烯、二甲苯、乙醛、二甲苯等；树脂厂排

出的甲醛、苯乙烯、氯乙烯、苯脂类等等。主要有机毒物的工业来

源见表

表 主要有机毒物的工业来源

浓 度
化　　合物 工业来源

平　　　　均　　　　　　　　　　范围

多环芳香烃

纺织厂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制药

铸造

有色金属

钢铁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蒸汽发电厂

钢铁

二氢苊

氢萘



浓 度
工业来化　　合物 源

平 均

采煤荧蒽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盘管涂膜

铸造

钢铁

有色金属

萘 采煤

纺织厂

炼油

木材产品加工

油漆及油墨制造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铸造

皮革鞣及修整

有色金属

钢铁

苯并蒽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铸造

钢铁

有色金属

苯 采煤并芘

木材产品加工

铸造

有色金属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铸造

盘管涂膜

有色金属

（续表）

范 围

苯并荧蒽



工业来源
平 均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盘管涂膜

有色金属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盘管涂膜

铸造

有色金属

钢铁

苊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铸造

有色金属

蒽 钢铁

采煤

炼油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盘管涂膜

铸造

皮革鞣及修整

有色金属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有色金属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制药

铸造

（续表）

浓 度
化　　合物

范 围

， 苯并荧蒽

屈

苯并芘

芴



浓 度
化 　　合 工业来源物

平 均

有色金属

钢铁

木材产菲 品加工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盘管涂膜

铸造

皮革鞣及修整

有色金属

钢铁

钢铁

有色金属

木材产品加工

有色金属

钢铁

采煤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铸造

盘管涂膜

纺织厂

橡胶加工

钢铁

皮革鞣制及修整

有色金属

纺织厂

制药

采煤

橡胶加工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铸造

皮革鞣制及修整

（续表）

范 围

二苯并蒽

亚苯并芘

芘

含氮化合物

丙烯腈

二氨基联二苯

二苯肼

亚硝基二苯胺



浓 度
工业来源

平 均

铸造

苯 采煤

纺织厂

木材产品加工

炼油

油漆及油墨制造

树胶及木材化学品

橡胶加工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采矿及选矿

蒸汽发电厂

铸造

皮革鞣制及修整

有色金属

钢铁

氯苯 纺织厂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制药

皮革鞣制及修整

有色金属

钢铁

纺织厂

蒸汽发电厂

铸造

有色金属

纺织厂

有色金属

采煤

纺织厂

自动及非自动洗衣业

蒸汽发电厂

皮革鞣制及修整

制药

（续表）

化　　合物
范 围

亚硝基二丙胺

芳香化合物

三氯苯

六氯苯

二氯苯

二硝基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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