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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风险及对策建议

周国英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河南�郑州�450000

摘� 要：本文从土壤地下水的污染来源和特征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加油站土壤地

下水环境污染风险，分析了造成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加油站当前现状，提出了加强土壤地下水环

境保护管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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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加油站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多种危险化学品，属于

环境污染高风险行业[1]。加油站对环境受体的影响主要作

用在三个方面：大气、土壤、地下水[2]。其中，加油站地

下设备设施一旦发生油品泄漏，油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极易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中，从而严重威胁人民身心健

康[3]。由于加油站对土壤地下水造成的污染具有隐秘性，

不易察觉，且地下水交替程度较弱，自净能力较低，土壤

地下水受到污染后，其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极高。因此，

做好加油站环境保护管理，采取有效管控措施，防止

油品进入土壤地下水环境，对于企业长期绿色发展意义

重大，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2 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风险

2.1  土壤地下水污染来源
油品泄漏和污水排放是加油站污染周边土壤地下水

的主要途径，潜在的污染源主要是埋地油罐、地下输油

管线、加油机等生产设备设施[4]。一方面，埋地设备设施

发生油品渗漏后，向下渗透污染土壤，还会在淋溶、渗

滤的作用下进入地下含水层，造成地下水污染，并随地

下水流动而迁移扩散，另一方面现场加油、卸油等作业

过程中也会造成部分油品逸散，从而随着雨水或地表水

进入土壤和地下水。

2.2  土壤地下水特征污染物
成品油的组分多样、含量复杂，据分析表明，油品

含有的化学物质多达300余种[5]。但是，根据《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
201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等国家
标准，结合化学物质性质和危害程度，目前研究加油站

土壤地下水污染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铅、总石油烃、苯系

物、多环芳烃和甲基叔丁基醚等特征污染物。其中，芳

香烃虽然石油烃成分比例低，但毒性较高，部分物质具

有致癌性。甲基叔丁基醚(MTBE)作为油品防爆剂，属于

特征污染物，有研究表明，含量很低的 MTBE 也会引起
水质恶臭，已经被列入可能的致癌物质[6]。此外，石油中

的苯、甲苯等苯系物在高浓度时，人体长时间暴露其中

也会引起身体不适，有致癌风险。

表1：加油站土壤地下水污染物主要成分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挥发性有机物

萘

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间（对）二
甲苯

甲基叔丁基醚

总石油烃 总石油烃（TPH总）、C6-C9、C10-C40

其他 铅、二氯乙烷

2.3  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
据统计，我国加油站总数已经超过10万座，而且数

量还在不断扩大，其中，建站超过10年的加油站占总数
的90%以上。美国EPA对发生泄漏的埋地油罐的特征进行
总结，运行10年以上的埋地油罐发生泄漏达71%[7]。

从以往报道的加油站油品泄漏污染事故看，加油站

土壤地下水污染已经影响了居民的供水安全。北京安家

楼和六里桥加油站发生的油品泄漏[8]，致使附近的水源井

遭受严重污染，影响供水范围达36 km2。中国地质调查

局2012年对4个省（市）建站时间超过10年的16个加油站
的地下水样品分析发现，总石油烃、苯系物等特征污染

物普遍检出，总石油烃超标率33.33%，MTBE超标率达
4.8%，多环芳烃超标率达19.05%。
笔者对收集的部分加油站土壤地下水样品检测情况

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5%的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
境中存在石油烃、苯等个别污染物指标浓度超标现象。

其中，土壤样品中，石油烃超标的占比0.041%，挥发性
有机物超标的占比0.096%；地下水样品中，总石油烃超
标的占比2.1%，挥发性有机物超标的占比0.54%，这说明
加油站发生的油品“跑冒滴漏”现象，已对土壤地下水

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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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原因

3.1  单层油罐渗漏风险高
中国工程院曾对加油站的储油罐体进行过腐蚀调

查，调查显示[9]，单体罐因深埋地下易腐蚀，其平均寿

命只有8年。罐体发生渗漏后，又因深埋地下而不易被发
现。相关调查显示，因利益驱使，许多加油站的储油罐

使用年限都在10年以上，最长的达二三十年。
尽管，经过环保专项整治，目前我国的加油站已基

本完成了防渗改造任务。但是，从2015年全国地下水基
础环境状况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时的加油站整体设置

双层罐的比例仅为3.75%，设置防渗池的加油站比例为
17.17%，绝大部分加油站仍以单层罐为主，防渗池设置
也较少。这也是目前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中仍能检测

出特征污染物，甚至检测结果超标的重要原因。

3.2  现场管理不规范，监管缺失
一方面，从媒体报道的企外加油站油品泄漏污染事

件，以及企内加油站土壤地下水检测结果看，加油站

“跑冒滴漏”现象十分普遍，个别站甚至发生过埋地管

线、油罐泄漏等情况，反映了加油站以前的现场环保管

理工作普遍较为粗放，加油、卸油操作规程执行不够严

谨，生产设备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缺乏埋地设备设施

泄漏预警监测技术的应用，也说明加油站对环境保护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

另一方面，我国对加油站泄漏风险管理的研究起步

较晚。2011年《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才要求，从2012年起，新建、改建和扩建地下油
罐应为双层油罐，或设置防渗池、比对观测井等防漏和

检漏设施。但由于各种原因，此项要求并未在加油站得

到严格执行。尽管2015年国家已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但是直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出

台，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压监管，加油站

才开展大面积实施防渗改造。至此，加油站土壤地下水

环境污染源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有效管控。

4 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风险防控对策建议

目前，加油站已按要求完成了埋地油罐防渗改造，

也同步安装了油罐泄漏预警在线监测设备。这些硬件的

投入，为做好环保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国

家环保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执法和考核力度不断加强，加油站除了抓好“硬件”之

外，还应做好“软件”建设。

图1：一种加油站埋地双层油罐及渗漏监视示意图

4.1  源头把控，杜绝加油站“先天带病”风险
一是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开工建

设前，要对项目所在地的用地历史、环境受体等现状进

行调查分析，掌握土壤地下水环境中污染物本底值。一

旦后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污染物浓度叠加造成了环境污

染，可以有效地追溯相关法律责任。

二是加油站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汽车加油加气加

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等标准执行，确保施工质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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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特别是埋地油罐、管线等隐蔽工程的回填环节

更要严格把关，防止因施工质量把关不严导致后期出现

泄漏等环保问题。

三是加油站在拟租、退租、出租、收购等权属变更

前，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土壤地下水环境初步调

查，并将双方认可的调查结果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力义

务写入合同、协议等文本中，以厘清直接污染或连带污

染的法律责任，规避有关环境风险。

4.2  过程监管，做好现场规范化管理
一是定期对埋地油罐、管线等重点设备设施和区域

开展排查，确保生产设备设施、油罐泄漏监测仪、液位

仪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一旦发生预警，应及时处理并

上报。

二是严格按照《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AQ 3010》以及
企业管理要求，执行加油、卸油作业操作规程，实施标

准化作业，同时定期开展设备设施维护保养，杜绝出现

“跑冒滴漏”现象。

三是强化员工环保技能培训，教会员工如何使用泄

漏检测仪、液位仪等在线监测设备，保证员工能判别、

会处置异常情况，使员工技能水平满足岗位要求。

4.3  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开展检测工作
一是应优先安排建站时间久远的市区站、乡镇站，

以及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和曾发生过油品泄漏的加油站开

展检测土壤地下水检测。

二是重点关注地下水环境现状。由于地下水的流动

性更强，土壤的不均质性更强，地下水监测相比于土壤

监测更为灵敏。若地方未明确要求检测土壤，可按照

《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南》要求，率先开展地

下水检测工作。如果检测结果超标，再开展详细调查，并

根据调查结果，采取风险防控措施，掌握工作主动权。

三是已设置地下水监测井的加油站，应做好地下水

监测井的维护保养，安排员工每周自行取水看是否出现

异味油花，并按照地方要求定期对地下水进行监测，关

注污染趋势变化，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此外，若条件允许，建议针对加油站污染特征，在

摸清污染底数的基础上，提前开展绿色、安全的风险管

控和修复技术研发和示范，为将来开展土壤地下水污染

治理做好技术储备。

结束语

当前，我国土壤地下水污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加

油站作为污染源之一，且遍布全国各地，与人们生活息

息相关。因此，做好加油站土壤地下水风险防控责任重

大。本文通过阐述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的成因，

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实践意义，希望

能为今后加油站土壤地下水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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