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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生命之本，保证供应优质、安全的饮用水是我国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饮用水直接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综合国力的增强。目前，随着工业，尤其是有机合
成化工、石油化工、医药、农药（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个人护理用品等工业的迅速发展，
有机化合物的数量及种类与日俱增。作为城市水源的很多湖泊、河流、水库，受污染情况严重，持久
性有毒有害物质、内分泌干扰物（EDS或EDCS）等不断被发现。水源的污染导致了饮用水质的急剧恶
化，如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等一些城市的自来水中，普遍含有致突变物质（Ames试验呈阳性）。各种合
成有机物进入水体，所产生的一系列污染效应向现有的饮用水处理技术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问题之一就是内分泌干扰物的污染。　　根据国内外的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在水源水质受到
有机污染时，现有常规水处理工艺对有机物的去除率仅在20%／6～30%／6之间，对水中微量有机污染
物均没有明显的去除效果。针对国内日益严重的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研究人员在饮用水处理中对原水
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深度处理等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国内对饮用水处
理工艺去除TOC、COD‰、UV254、氨氮、铁、锰的效果及工艺参数优化等方面的研究较深入，而对
去除水中微量内分泌干扰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从保障饮用水安全角度出发，研究饮用水中
内分泌干扰物的有效去除技术，对水处理的运行、管理和水质提高，是非常必要的。　　“十一五”
期间，我们承担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开发项目“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性能与机理研究（2009-K7-4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研究课题“高藻、高有机物湖泊型原水处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2008ZX07421-002）”；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研究课题“东部小城镇有机污染水源膜处理组合技术
研究与示范（2006BAJ08806）”；“十五”期间，承担了国家“863”重大专项研究课题“太湖流域饮
用水安全保障技术（2002AA601130）”。围绕太湖流域和上海黄浦江微污染原水中的内分泌干扰物开
展系统研究，内容包括多种内分泌干扰物分析方法的建立、黄浦江水中内分泌干扰物分布特征、内分
泌干扰物处理方法的调查分析、内分泌干扰物有效去除技术及机理分析等，所有研究成果成为本书的
主要内容，目的是能为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和控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同时能为政府和相关决策部
门提供数据支持。

Page 2



《水中内分泌干扰物处理技术与原理》

内容概要

《水中内分泌干扰物处理技术与原理》共分7章，分别是总论、水中内分泌干扰物的性质与危害、水
中内分泌干扰物的检测与分析、饮用水常规处理和氧化工艺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活性炭和生物活
性炭处理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高级氧化法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膜过滤对内分泌干扰物的去除
。
《水中内分泌干扰物处理技术与原理》可供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也可供工程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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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表水中的内分泌干扰物可吸附在固体颗粒上（悬浮固体或沉积物）或被生物群所吸附，由于吸
附作用减少了其在水中的浓度。　　内分泌干扰物可以通过渗滤和回灌进入地下水中，因多数内分泌
干扰物为疏水性和低溶解度，会吸附在固体有机物上，而减少渗滤到地下水中的数量。通过回灌水而
带人地下水中的内分泌干扰物，其输送决定于对流、扩散、吸附和生物降解。　　江河底部都有泥砂
沉积物，内分泌干扰物可附着在沉积物上，这样将会导致：　　（1）水环境中的内分泌干扰物不易
去除，且更为持久地存在；　　（2）江河底部的泥砂沉积物是不稳定的，可以在水流作用下重新冲
刷而再悬浮起来，并随水流移动，将污染物带到尚未污染的地方，扩大了污染的范围；　　（3）转
化过程受到水解程度或生物降解时内分泌干扰物浓度的影响；　　（4）对底栖生物和鱼类会产生内
分泌干扰效应，并且在食物链中进行生物积累。　　附着在沉积物上的内分泌干扰物的迁移和转化，
主要和沉淀、降解以及水流输送等有关。　　内分泌干扰物在有机物颗粒上的吸附和有机碳一水分配
系数（Koc）有关，并和其水溶性成反比。绝大多数内分泌干扰物会吸附在固体表面上，因此水环境
中内分泌干扰物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和悬浮颗粒的迁移相一致。天然有机物易于吸附低溶解度的疏
水性内分泌干扰物，相比之下，内分泌干扰物在黏土颗粒上较难吸附。在内分泌干扰物吸附和脱吸之
间存在着平衡，由于化合物的疏水性，极有利于吸附，因一般吸附过程是可逆的，也可以脱吸，但脱
吸程度有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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