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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克服了井位落地难、资金偏低、技术水平不
够先进、时间紧等困难，将 于 今 年 年 底 完
工 。“ 由 于 这 是 国 家 首 次 建 设 地 下 水 监
测 工 程 ，不 能 完 全 借 鉴 发 达 国 家 经 验 ，
要 寻 找 切 实 可 行 的 建 设 方 式 ，所 以 没 有
追 求 最 先 进 技 术 。”李 文 鹏 说 ，若 国 家财
力许可，希望与水利部合作申请国家地下
水监测二期工程。

为让信息更好地得到利用，推进政府
层面信息共享，今年将研发完成集数据接

收、处理、分析、成果发布功能于一体的地
下水监测信息应用服务系统，建设完成省
级信息节点，并试运行。

李文鹏表示：“监测信息将向社会公
开 ，共 享 数 据 资 源 。 各 部 门 要 有 胸 怀 ，
皆 是 为 环 保 事 业 做 贡 献 ，应 力 争 无 缝 连
接 ，共 同 为 社 会 服 务 。”同 时 ，他 提 出 要
加 强 对 监 测 孔 、水 文 孔 的 生 命 全 周 期 管
理 ，尤 其 是 对 废 旧 井 的 管 理 。 废 旧 井 从
建 成 那 天 便 应 登 记 ，废 弃 时 要 进 行 科 学
封 堵 。 监 测 孔建设容易，但后期保护、运

行维护要加强。监测设施应立法保护。国
外还存有 100 多年历史的监测孔，这能反
映出经济社会发展与地下水资源环境状况
的变化过程。

地下水资源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公众
保护地下水的意识还不够强，地下水监测
与保护任重道远。陈鸿汉对我国地下水监
测工作总结道：起步晚，发展快，形势向好，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我们期待，地下水资源源远流长，人人
都能喝上干净无污染的水。

超采带来地面沉降岩溶塌陷海水入侵系列生态问题

地下水监测出具诊断证明
◆本报记者赵娜

地下水资源对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地下水资
源开发呈迅速增长态势，
部分区域地下水超采现象
严重，带来诸如地面沉降、
地裂缝、岩溶塌陷、海水入
侵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
题。同时，地下水污染问
题使地下水资源的环境安
全形势更加紧张。这些问
题不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危
害，而且对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非常重视地下水
资源环境保护工作，先后

出台《全国地下水污染防
治规划（2011~2020年）》和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要想保护和治理地下水，
就要了解地下水环境，这
就需要进行地下水监测。

正在开展的国家地下
水监测工程自2015年开始
建设，相关部门共建设两
万余个监测站点。这一举
措对保护地下水资源将起
到重要作用，但是依然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对地下水进
行监测？这对地下水资源
保护与开发会带来怎样的
影响？今后应从哪些方面
深入推进地下水监测工
作？为此，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

地下水监测是水资源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

地下水监测结果作为地下水开
发和利用的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
在 保 护 地 下 水 资 源 方 面少走许多
弯路。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国家地下
水监测工程首席专家李文鹏说：“我
国开始地下水监测工作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土资源部利用在地
质勘探过程中保留的钻孔，对全国
地下水进行监测，水利部利用农村
农用井进行监测，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对城市地下水水源地进行监测。
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开展全
国性专门监测孔建设，这是有史以
来第一次。”

建立地下水监测系统，是掌握
地下水动态信息、开展地下水管理
和保护、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合
理开发利用的重要科学基础。从这
一层面来说，地下水监测是水资源
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

环境学院教授陈鸿汉表示，要想知
道 地 下 水 的 情 况 ，就 要 靠 监 测 手
段。没有监测，就好比盲人摸象，制
定出的政策就没有依据。只有通过
科 学 的 监 测 ，掌 握 地 下 水 动 态 信
息 ，才 能 对 地 下 水 状 况 做 出 正 确
判 断 ，从 而 提 出 科 学 的 地 下 水保
护对策。

“监测就好比是体检。只有通
过监测，才知道到底地下水污染到
什么程度，有多少水量，水质怎么
样，水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
向发展，水位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这些数据有利于对水资源开发方
式、生态保护方式做出正确的诊断，
也让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的影响变得
有依据。”李文鹏说。

同时，他指出，地下水监测情况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土、
水利、环保等部门在土地利用、水资
源开发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工作方
面的改革措施是否得当。

缺乏污染场地和污染源层面的监测

共享监测数据资源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实施完成后，国
土资源部将建成 10168 个地下水监测点，
水利部将建成 10298 个地下水监测点。这
些监测点分别布设在 350 万平方公里的广
袤国土面积上，大约 170 平方千米才有 1 个
监测点。

由此看来，地下水监测点密度依然偏
小，只能概略监测地下水水量以及水质状
况和变化趋势。李文鹏表示：“各级地方政
府要依据自身发 展 的 需 求 ，建 设 省 市 级
地 下 水 监 测 网 络 ，与 国家级地下水监测
网络形成完整的监测网。我们希望在这次
建成的国家地下水监测网基础上，加密监
测点位。”

对此，陈鸿汉表示，目前的地下水监测
大多侧重国土和水利方面，虽然这次国家
地下水监测工程覆盖全国，但是属于大尺
度、区域性的监测，缺少污染场地和污染源
层面的监测。

李文鹏也表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
程 主 要 是 从 国 土 和 水 利 方 面 的 需 求 开
展 地 下 水 监 测 ，针 对 浅 层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控 与 环 境 保 护 考 虑 得 尚 不 够 细 致 。 尤

其是在污染源比较突出地区，比如污染化
工区、矿山开发区、城市区、重大工程等区
域，应加强研究，建设更符合实际的地下水
监测孔。”

《 全 国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
（2011-2020 年）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1）发布实施
以来，环境保护部于 2011 年开始开展全国
地下水基础状况调查，结合区域、城市和工
业园区层面的调查评估，重点针对“两源”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和污染源）开展详细调
查评估。并针对建设项目场地地下水环境
状况开展现状调查。

“新修订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要求对地下水
进行监测且数据公开，监测数据结果纳入
环保监测系统。尤 其 要 求 工 厂 要 对 上 下
游 的 地 下 水 进 行 监 测 ，监 测 指 标 至 少 要
包 括 建 设 项 目 的 特 征 因 子 。 对 场 地 和
污染源监测真正是从 2011 年的《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和全国地
下水基础状况调查开始的。但是，这些地
下水监测工作更多地属于调查工作。”陈鸿

汉指出。
如何准确掌握地下水污染分布以及产

生的危害和严重后果，是涉及民生问题、经
济发展的大事。

陈鸿汉表示，地下 水 环 境 监 测 对 于
场 地 土 壤 地 下 水 污 染 修 复 和 新 的 建 设
项 目 场 地 土 壤 地 下 水 保 护 都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比 如 场 地 土 壤 地 下 水 污 染 修 复 的
效 果 评 估 与 验 收 ，必 须 要 用 地 下 水 监 测
数据来说话。对新建项目和正在运行的老
项目场地的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
性，也必须通过各自的地下水监测结果来
反映。

针对新建项目，要求在其上中下游布
设监测点；针对退出项目，要求对污染场地
修复进行地下水监测；针对正在运行的老
项目，虽然以前环评没有监测地下水这一
条，但现在也要明确要求，尤其是在工业集
聚区、化工园区等高风险区域，更要开展地
下水监测工作。

“新的要坚决管住，老的要快速跟上，
违法的要依法严办，直到地下水环境监测
系统建立完善起来。”陈鸿汉说。

地下水监测情况

环境保护部近日发
布 的《2016 中 国 环 境 状
况公报》显示：

以地下水含水系统
为单元，潜水为主的浅
层地下水和承压水为主
的中深层地下水为对象
的 6124 个地下水水质监
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
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
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
占 10.1% 、25.4% 、4.4% 、
45.4%和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