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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是重要的水资源组成部分,对于人类日常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目前,

受到城市污染以及工业污染等一些列因素的多方影响,地下水环境遭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这就对人类

的生存环境也构成了一部分的威胁。以下文章将对地下水污染的处理工作进行技术上的建议,其中包含

了物理处理法,水动力控制法,抽出处理法以及原位处理法等。作为治理技术的前景,原位处理法成为了

当下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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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社会进步的因素,工业化城市以

及生活废水等会再各种途径排放下渗

透进地下水之中。着导致了我国地写水

环境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重

要的水资源与人类社会主要的用水来

源,为了保障好日常生活,不得不进行

对于生态系统的重视以及相关处理办

法,其中就我国而言,地下水占据了总

水资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有着非常主

要的地位。 

1 我国地下水资源污染现状 

污染源主要来自城市化垃圾,工业

三废,农业生产农药,重金属冶炼等。因

为人类活动导致了目前的状况产生,虽

然地下水只占据着三分之一,还有其余

部分可以使用,但是地下水分布比较广

阔,并且不会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这也

就表示出了其用水量的稳定性,所以其

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由于

上述的污染源问题的不合理处置,经过

我国调查分析后表示,重污染地区主要

是大城市的中心地带以及城镇的周围地

区,排污河的两侧以及地表污染水体的

分布地区等。现在这些地区都有着密集

的人类生活痕迹,并且也作为着他们的

主要生活区域。多年来的数据显示,我国

的主要大中城市的浅层地下水军遭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城市水质下降

明显,部分城市地下水资源已经不能直

接进行饮用,长此以往下去缺水的城市

将会越来越多[1]。 

2 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 

关于地下水污染治理,我国早些年

间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但是在具

体的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方面是没有实

际经验的。根据世界级研究表明,大约在

二十世纪的欧美已经就此开展了相关的

研究工作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之中,细

致的研究及分析让技术得到了积累乃至

成熟。近些年,由于公众对于地下水污染

的认识得到了加深,这个问题已经成为

了社会问题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也正因

为这样,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成为了当

下我国环境保护以及研究的主要方向之

一,结合近些年来国外成熟技术,可以主

要分为物理处理法,水动力控制法,抽出

处理法和原位处理法。 

2.1物理法值得是用物理的办法对

受到污染的地下水水域进行处理,其方

法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屏蔽发和被动收

集法。 

屏蔽法值得是在地下水污染治理的

初期就是用的一种方法,主要是为了防

止污染水源的持续扩散,优势也可以处

理部分范围之内的剧毒以及难以降解的

污染物时进行使用。该方法是应用地下

建立起一些物理屏障物进行隔绝,将污

染的水源封闭起来,防止这些污染水源

混如今正常水源之中。常用的屏蔽手段

有灰浆帷幕法,泥浆阻水法,震动栓阻水

法。这几个方法之中,灰浆帷幕法是 为

常用的手段,其实各个方法之间的原理

大体是相似的。而被收集法主要是地下

水流的下游建设一个污染物收集中心,

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将例如油脂一类的污

染物进行收纳以达到治理水质的主要目

的[2]。 

2.2水动力控制法的工作原理是通

过在受污染的区域钻一系列的井,一个

个井排列起来形成了井系统,利用这些

井进行注水使这片区域之内的水力梯度

进行改变,继而让污染的水体流向产生

变化并且与清洁水体无法进行合并。根

据相对位置的不同这层关系可以将水力

控制法分作上游法和下游法两种。虽然

这个方法并不能除掉污染物,但是在控

制方法上绝对是比较优秀的手段了。 

2.3抽出处理法 

这个方法相对较为经典一些,使

用范围也比较广泛。这个方发还是利

用井群系统进行布置,将污染物全部

吸纳进井中然后进行人工的抽取,

后交由地面进行总体的污水处理。随

后经过处理的达标的水再经由仪器送

回到地层之中。 

2.4原位处理法 

原位处理发是目前地下水污染治理

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个方法不单单是成

本比较低的问题,还伴随着可以减少地

表处理设施以及减少污染物对地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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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视和检测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而确定环境污染对环境质量想象的程度,及其种类与情况的活

动就是环境应急监测。为了将环境应急监测的信息化水平进行谁晓得提高,可以应用高科技技术,即无人

机全景技术,从而将无人机全景技术的实用性价值在环境应急检测中充分的体现出来。所以,本文分析了

全景技术是如何实现的,并对三维全景检测平台的建设路径进行探究,在未来的环境应急检测中,无人机

全景技术的发展价值重点表现出来。 

[关键词] 无人机；全景技术；环境应急监测 

 

在对环境进行监测的时候,会有很

多突发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中的污

染物扩散范围以及发展情况都需要监测

人员了解,而常规的手段对这些问题的

监测很难完成,所以就需要无人机全景

监测技术了,它能够及时并且准确的将

这些问题监测出来。以下说明无人机全

景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1 全景技术是怎么实现的 

1.1对全景图像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只有通过采集全景图像才能够将

采集浏览影像实现,在制作全景图像之

前,相应影像的数据若想保证其准确性,

就必须经由采集现场信息才可以。小型

飞行器作为一个平台,其主要作用是采

集全景浏览影像的信息以及数据的。在

对信息进行采集的时候,必须要将分辨

率要高这一点保证,因为这些资料的分

辨率若是高的话,对应急监测工作实时

要求能够满足,同时还具备很多的优点,

其中包括较低的成本、高精准度、工作

时间长等。现阶段的无人机平台可分为

小型旋翼和固定翼以及大型旋翼三个

种类,本文就是通过小型旋翼来实施全

景采集的。 

在进行拍摄的时候,要对小型旋翼

无人机进行调整,将其调整到我们可视

点上方,同时保持住这个高度,在进行

拍摄时,为了将视野范围扩大,可以对

摄像头实施旋转的功能,将摄像头全方

位且无死角的进行三百六十度旋转,同

时,保证每次影像的拍摄都具有一些重

合的部分,之后将其收集并进行整理。

全景图像数据信息利用无人机收集,没

有拍摄不到的地方,而且操作甚至简便,

同时拍摄出来的图像很清晰且不失真,

对于现场监测所具有的要求都能够满

足[1]。 

1.2全景图像的制作 

围绕视点构建中心投影面,这就是

全景图像的基本要点。中心投影面上需

要投射一些内容,包括图像、数据、以及

信息等。技术人员所要做的事就是将无

人机收集的影像信息进行集成,之后便

可得到全方位图像,以确保准确而清晰

的投影并对影像信息的平滑过渡进行保

证,这种方式就是360°全景。 

对于360°全景,首要任务就是将所

有航拍的照片经整理,将它们拼接在一

起,因为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拍摄相邻的

照片有一样的部分,技术人员要做的事 

的优势。这个方法主要是可以划分呈物

理化学处理法以及生物处理法等。物理

化学处理法的手段比较多重多样比如吸

附并添加化学试剂等方式进行污染水源

的处理和降解等[3]。 

而对于较为浅薄的地下水污染,可

以建造渗透性处理床。当污染物经过这

些处理床时会生活一些没有危害的产物

以及一部分沉淀,进而只要只用得当的

方法进行出去就可以了。目前这种方法

在垃圾场的渗液处理中得到了应用。 

另外,将土壤中的黏土层进行改性,

这可以让黏土媳妇地层水中的一些污染

物。而生物处理主要说的就是将经过人

工强化了的菌类放置在污染水域,尔后

等待其自行进行讲解,实现了优化水质

的功效。常用的这方面手段主要包含了

添加氧和污染物质等。 

3 结束语 

地下水污染治理难度比想象中的要

大,因此在治理的同时其实 为重要的

还是预防。而对于已经遭受到污染的水

体,初期污染的水体要第一时间进行封

闭,尽可能的缩小污染面积,随后再根据

具体的污染物情况使用 为恰当的手段

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地下水污染的综合

性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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