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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和进步，资源开发程度不断提升，各种类型的资源问题
随之而来，其中石油类污染就是较为突出的问题。特别
是当我国多数油田步入开采后期以来，三次采油比例明
显增大，原油的综合含水率不断提升，化学物质的侵袭
和干扰，为后期废水处理和垃圾回收带来严峻的挑战。
而且我国新开发的油田在产量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
新开发的油田产生的污染量也有所增加，就让生态环境
变得更为脆弱。因此，石油类污染的防治必须在新时期
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采油企业要在保证质量和数
量的同时控制好石油类污染。

1 石油类污染物的来源和基本危害
1.1 石油类污染物的来源

一般情况下，石油的开发主要涉及到物理勘探、钻
井、井下作业等多个步骤，以上这些流程都有可能引发
不同类型的污染，产生相对应的污染物，例如废水、废
气、固体废弃物，噪声或者是放射性污染物等。另外，
部分油田在开采过程中会使用炸药或非炸药震源，激发
地震波影响地下物质构造，这类行为也会引起噪声污 
染。再者，由于炸药爆炸带来大量的氮氧化物，一旦溶
解于开挖的井口内，很可能在后期影响地下水质量。这
一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泥浆废气和噪声，如果在勘测的过
程中，企业使用了相应的放射性物质，也会产生一系列
的放射性污染，都会给周围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
影响和干扰。
1.2 石油类污染物的基本危害

1.2.1 损害人体的正常机能

当与高浓度石油接触的时候，人体的呼吸道、神经
系统或者是皮肤也有可能被损伤。石油中含有的苯并芘
和苯丙胺等物质能够产生三致效应，而苯和二甲苯这些
挥发性的有毒物质一旦与人体长时间接触，会进一步损
害人体的正常机能，引起头疼、恶心或者是呕吐等症 
状。同时，当石油进入人体之后，能够溶解细胞膜，干
扰体内的酶系统造成多种器官的病变。
1.2.2 破坏生态环境

石油本身的黏度就尤为明显，一旦输油管道发生了
泄漏，石油就会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到土壤内，造成一

定范围内的高浓度污染，破坏土壤原有的生态环境，杀
死大量的微生物，那些受到严重侵袭的土地，甚至有可
能会寸草不生。而且，土壤中的污染物会跟随土壤与植
物的界面，转移到植物的根茎上，最终影响果实的正常
生长，降低粮食的产量和品质，进一步随着食物链转移
到人体内，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钻井废液中也
含有大量的钠盐，而钠盐又可以进一步与土壤中的钙和
镁发生反应，让土壤进一步硬化，肥力大幅度流失，影
响后期的作物种植。
1.2.3 破坏水生环境

石油类污染也会破坏水生环境，在与水结合以后，
会形成一层油膜，这层油膜会阻碍水和空气之间的正常
接触，让水中溶解氧大幅度下降。一旦水体缺氧，那么
水生生物的光合作用就会受到明显干扰和限制，植物会
大量死亡，水体内部的生态平衡会被就此打破。原油管
道若是发生泄漏，石油类污染物可能直接侵袭地下水，
降低饮用水的质量影响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即便是石
油管道的运行没有出现问题，企业在开发阶段使用大型
机械钻井，这给地层带来一定的破坏，同样会污染地下
水。
1.2.4 破坏大气环境

石油开发大多都在露天环境中进行，必然会产生大
量的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特别是柴
油机的运转产生大量的废气和烟尘，给大气环境带来进
一步的破坏。若是原油喷溢出来，周围的植被也不可幸
免，一旦原油落到植物生长的地面上，就会影响光合作
用和蒸腾作用的正常循环，加速植物落叶。钻井产生的
废液也包含大量的化学物质，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和腐蚀
性，可以直接腐烂植物的根部。而废液中含盐量也通常
超过植物本身的耐受范围，给植物的存活带来严重的危
机与挑战。

2 石油勘探开发中石油类污染的分析方法
2.1 红外光度法

石油类污染物在进入土壤之后，会被土壤中含有的
微生物所降解，而不易被降解的物质，会在土壤中逐步
积累，传递到植物的生长根茎或者是地下水中。所以，
国内通常会把石油污染的研究重点放在土壤研究上，我
国据此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介绍了重金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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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易降解的农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并未针对石
油类相关物质检测的指标做出深度的探讨，因此需要在
未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借鉴先
进国家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在水体
石油类污染物分析中取得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在数年
的实验中已形成较完善的体系和标准。早在 1996 年，
我国就已对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展开研究，并
推行红外光度法，该方法是以四氯化碳作为溶剂，在提
炼水中油类物质以后，先用硅酸镁吸附动植物油类，再
用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石油类的含量，进而判断出石油
类中包含的主要物质，例如烷烃、环烃和芳香烃等等。
以上操作流程较为简便，能够满足日常水质监测的基本
需求，但只能反映出石油类污染物的综合指标，并不能
准确判断各种成分的含量，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得到进一
步的调整和改进。
2.2 气象色谱法和红外分光光度法

美国环保局固体污染物办公室已经针对固体废弃物
的判断和评价，发布了一系列的指标和办法，涉及到物
理和化学两种途径。美国也针对相应的资源保护和环境
保护出台了宏观法案，制定土壤污染分析办法，石油类
污染物的判定也自然被包含在内。例如，在分析挥发性
芳香烃类污染物的时候，就要通过气象色谱这一方法。
在分析总石油烃类污染物的时候，就要使用红外分光光
度法。这些参考指标，都与美国环保局制定的水中石油
类分析方法相对应，为土壤和水体的石油污染物研究提
供有效的参考和帮助。

3 分析石油勘探开发中石油类污染的防治对策
3.1 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上文中已强调过，石油开发会伴随着不同类型和不
同程度的污染，给周围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
力。然而，我国国内和国外市场对石油的需求量都在与
日俱增，石油企业的数量也在提升，规模在不断拓展。
这意味着，同一个企业很有可能在不同地区依次开发资
源，但由于不同地区采用的管理办法存在区别，所以很
可能产生开采和协调上的冲突。对此，国家也应发挥出
组织和引导作用，要针对石油开发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进
行全方位的分析和总结，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打造全
国性的法律体系，为企业实践提供宏观上的参考和帮助。
同时，政府也需要针对区域之间的差别，完善环境法律
法规，既可以让环保部门的执法活动顺利落实，也可以
规范行业的秩序和纪律，塑造更加绿色且积极向上的开
发风气，减小石油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3.2 引进清洁生产模式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 21 世纪面临的重点问题，全社
会的公民也开始探讨这一领域，石油开采一旦产生了环
境负面影响，就必然会破坏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相应
的企业也必然会受到限制与惩罚，自身的经济活动也自
然会受到限制。对此，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
在市场上保持自身的优势与价值，就必须要引进清洁生

产模式，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脚步，兼顾经济效益和
环境效益。这里所说的清洁生产，把整体预防的环境战
略和生产活动充分结合到一起，目的是为了排除潜在的
风险和隐患。企业必须展开绿色化管理，通过源头削减
这一手段，尽可能控制好污染物的排放，从源头入手。
另外，在开采和勘探时，基层员工的参与度是最为突出
的，但很多基层员工并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环保意识
和生态意识都尤为薄弱 [1]。所以企业应当展开全方位的
培训和教育，要加大对环境保护这一理念的宣传和推广，
让员工提高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实践中践行绿色
环保理念，保证清洁生产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企
业也需要引进更为先进的开发技术和手段，打造现代化
的监测平台，及时跟进石油勘测现场的动态和进度，一
旦发现违规现象，要及时予以制止并惩处，进一步完善
内部的环保机制和生产体系，让员工能够有章可循。企
业要及时更新自身的开发设备，要让勘探设备提高精度
和准确性，在正式开发之前，先对当地的资源状况做出
全方位的分析，认真探讨开发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3.3 强化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积
极性，让广大群众也共同参与到环保中来，并勇于践行
绿色理念 [2]。即石油开发不仅牵涉到企业和政府自身的
管理，也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环境安全，所以与群众存在
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依靠政府的引导或者是企业自觉
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使用管道的管线分布范围广，而
且长度可观，能够实现不同区域的相互连接，一旦石油
泄漏，附近居民是最有可能先发现污染的主体，如果他
们已接受了环保教育，拥有高度的环境自觉性，会及时
向上反映，让污染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得到控制。环
境教育不仅局限在政府和企业身上，还要面向整个社会，
走进学校，让公众也能掌握最基本的环保知识和技巧，
塑造更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实现石油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综上所述，持续性推动石油类污染物的监测和防治
是合理且必要的举动，这是维护我国资源开发环境的应
有之策，也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有效措施。
本文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企业的清洁生产，群众的自
发参与这三个角度，论述了石油类污染防治的方法，充
分结合了现阶段污染物监测的途径，具有理论上的合理
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能够作为相关从业人员的参考依
据。在未来，企业也需要积极把握环境保护这一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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