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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部分专题 

实施方案/技术指南专家评审会会议纪要 

2011 年 8 月 19 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组织召开了《全国地

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部分专题实施方案/技术指南（以下简

称《方案》）专家评审会。专家组成员由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建工环境

修复有限公司的 6位专家组成。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饮用水处石效

卷处长出席了会议，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

《方案》编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实施方案/技术指南。 

经过认真讨论和交流，专家组对《方案》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和

建议： 

一、调查对象分类：调查对象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垃圾

场填埋场、危险废物堆放场，最好按照使用年限、填埋垃圾或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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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分类；矿山开采区应当依据矿山类型、开采程度等因素进行分

类。通过有效分类，把握特征污染物，以便于进行更合理的调查。 

二、调查指标：调查的污染指标不是固定的，需要根据不同专题

中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对指标进行调整。根据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

堆放场、矿山开采区的分类，将特征污染物列入到必测指标中；污灌

区、高尔夫球场则要依据污水类型、农药使用量等内容来确定指标。 

三、监测井布设与建设：监测井的布设需要根据调查场地的实际

情况，尤其是水文地质情况进行布设；监测井的建设参考国内外的相

关标准，进一步规范化。 

四、监测频率和历史资料收集：监测取样频率不拘泥于季度或枯

水丰水期，要根据污染影响因素来进行取样；积极收集调查区域历史

数据，了解地下水环境的动态情况。 

五、相互衔接：各专题之间要相互衔接好，尤其是采样监测专题，

作为基础技术，更需要配合好其他专题。 

六、规范表达：术语的表达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做到概念的统一，

以利于技术的推广。 

会议最后，石效卷处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了部署。石处长指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各

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希望各技术单位理清思路、明确任务、各尽

其责，扎实的推进工作。工作中务必做好五个统筹： 

一、要统筹地下水、土壤和调查及修复之间的关联，收集影响地

下水环境状况的与土壤污染有关的必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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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考虑污染源和场地之间的调查，把握污染物运移规律； 

三、统筹管理和技术之间的连接，保证技术在管理中的可行； 

四、统筹含水介质功能和修复目标； 

五、统筹近期和远期目标，要把边际、限制条件考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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