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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环境评价影响在工程项目中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但是部分评价单位并不具备专业资质,进而产生水文

地质勘探工作出现转包的问题。这种勘察评价方式与勘察区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主要分析了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中,水文地质勘察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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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对项目环境的影响尤其明显。由于

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地下水污染不易被察

觉。另外,地下水环境影响具有较强的滞后性,从地下污染到

发现污染问题时间较长,而此时的水文勘测就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1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由水文地质条件调查、地下水开

采利用价值、确定地下水质量目标、地下水污染源确定和地下

水环境现状监测、地下水污染途径分析、确定地下水污染预测

模型和参数、确定保护与改善地下水质量的措施等构成。 

2 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内容 

2.1 自然环境水文地质条件调查 

首先是资料收集。水文地质勘察前,先要收集项目所在

区域现有的资料,如区域内的水文地质调查报告、水文地质

图件、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地下水资源量勘察评价报告、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的官方文件及图

纸、项目所在区域的水文、气象资料和潜水含水层的动态监

测报告等材料。 

其次是资料分析,采集资料后要对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充分了解项目区域内的气候、水文和指标情况,且掌握隔水

层的岩性、含水层的水位,全面了解地下水环境的背景条件。 

后,确定调查范围。在现有资料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

合建设项目分类对别环境影响,同时明确工作的等级和环境

水文地质调查的具体工作范围。 

2.2 人为环境水文地质条件调查 

第一,地下水污染源调查。调查并了解地下水当中的污

染物分布情况,污染程度和污染的范围,并对上述要素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做出科学的评价。其主要分为工业污染源调

查、农业污染源调查以及生活污染源调查。工业污染源调查

中应明确工业污染源的具体方位、废水、废气和废渣中排出

的污染物及污染物的浓度、年排放量以及排放的方式和污染

物排放后的处理和利用等。农业污染源调查中应了解调查区

农药、化肥及农家肥的用量及历年的变化、大型牲畜的分布、

规模以及发展情况、污灌区的位置、范围和污水的成分及农

作物类型等。 

第二,了解调查区中是否存在地下水源地,开采的含水

层以及开财经的数量、深度、结构和分布等数据,开采过程

中需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水量、水质和水位变化。全面掌控调

查区内开采地下水的用途,同时估算地下水开采的经济效

益。调查了解区域内水源地保费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地下水

开发利用是否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地质问题,如地面沉降、地

面塌陷和裂缝等问题。 

2.3 关键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调查 

2.3.1 地下水水质问题调查 

地下水水质调查时应全面收集现有的资料和材料,在收

集材料时应明确地下水中的主要成分、含量和空间分布。且

明确部分物质含量过高或过低的差值和产生该现象的主要

原因,调查中,要明确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 

2.3.2 含水层排水调查 

在调查中需全面掌控调查区内疏干含水层的具体方位、

岩性、厚度、疏干量、疏干面积和形状,需要疏干的主要原

因以及疏干的趋势等。 

2.3.3 地面沉降和地面塌陷调查 

全面了解调查区内地面沉降和塌陷的具体位置、沉降区

和塌陷区的水文条件与地质条件,发生沉降和塌陷的主要诱

因以及基本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状态。 

2.4 环境水文地质调差的方法和要求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水文地质勘测调查精度通常设为

1:50000,若为特殊且敏感性较高的地区则需结合实际适度

放大比例尺。 

2.4.1 科学选择观测路线。 

环境水文地质调查观测路线通常沿河谷、沟谷及地下水

露头的地段分布,且沿地貌变化较为明显的方向设置。对于

以上观测路线无法覆盖的项目地区,在水文地质勘察的过程

中可适度增设辅助观测线路,了解并调查项目建设中可能影

响到的含水层环境以及水文地质的背景值。 

2.4.2 观测点的布置 

水质踩点布设中,需根据建设项目的平面布局以及地下

水的流向来设置,通常,要参照厂房的布局,沿着地下水刘向

上游和下游及两侧的位置设置水质采样点,每隔 5km2 设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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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采样点就可满足规范的要求。布设一般地质调查点时,应保

证每隔 5km2 设置 3 个水文地质调查点,且对于重要的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调查点应拍摄照片,并与调查卡片同时保存。 

2.4.3 水位监测点的设置 

地下水位监测主要是为了以较少的观测孔获取较为准确

的地下水基本动态数据。导则中明确要求,一级评价区水位监

测点的数量要在15个以内,布置水位监测点的过程中,需全面

展现调查区的全貌,一般情况下采取十字交叉的布设形式。 

3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 

3.1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 

环境水文地质勘察需具备丰富且全面的资料,做好地下

水资源现状调查工作,且对部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环境水文

地质问题以及预测评价中必要的水文地质参数,开展水文地

质工作。除了一级评价必须要进行环境水文地质勘察试验外,

环境水文地质复杂度较高,且地区资料不够全面的地区也应

做好该项工作。此外,应以水文地质调查为基础做好二三级

评价工作,在评价区科学开展水文地质勘测工作。 

布置勘察钻孔主要是为了明确建设项目采样地的含水

层岩性组合、含水特性,并以此为基础获取水文地质参数。

勘察钻孔布置时,需结合调查评价区的井、泉以及历史水文

地质钻孔的布置方式,考量建设项目的整体布局,提高勘察

钻孔布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如在电厂的勘察钻孔布设中,

厂区和贮灰场应设有钻孔控制,试验钻孔通常要设置在项目

的建设区域内部。 

首先是钻孔深度。勘察钻孔的深度需避免刺穿目的含水

层,基准钻孔刺穿目的含水层后,含水层底板以下应使用水

泥或黏土封闭,有效防止目的含水层与下伏含水层发生水力

联系。 

其次是钻孔结构。抽水钻孔结构主要分布于松散层区,

规定钻孔孔径在394mm以上,滤水管直径在194mm以上,基岩

地区钻孔的孔径在 127mm 以上,滤水管直径在 110mm 以上,

水位监测孔的孔径在 110mm 以上,滤水管直径在 75mm 以上。 

再次是钻孔的技术要求。在钻孔施工中,所有勘察钻孔

应当采取全取芯钻进的方式,全面仔细地描述全孔的岩性特

征、含水层的岩性和岩石颗粒的组成、胶结程度和裂隙的发

育程度等。如岩芯曲率较低,无法满足钻孔岩性剖面划分的

基本要求时,则需做好测井工作,完成所有的勘察钻井施工

后,再做好洗井工作,保证含水层孔隙的通畅度。 

3.2 环境水文地质试验 

水环境水文地质试验中主要采用渗水试验,先要确定渗

水试验点位。在试验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建设项目布置平面

图,选择非正常工况下可能对地下水产生污染的车间或厂房

位置,如电厂项目的废水处理车间、煤矿项目的绞车间和矸

石堆放区等。在渗水试验中,现阶段较为常用的方法是双环

渗水试验法。在试验的过程中,注意严格遵照规定的要求处

理,且采取湿地开挖测量的方式,避免因经验理论造成较大

误差,影响试验的准确性。 

3.2.1 抽水试验。虽然在相关技术文件中对抽水试验的

方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要求,但是结合众多环评工作者的工

作经验可知,采用多空观测、一孔三次降深的方式,评价区水

文地质参数精确性更高。 

3.3 地下水环境现状监测 

工作人员采取动态监测的方式来实现对地下水位及水

位的实时监测,通过所得数据分析,可以明确地下水水流与

地下水的化学组分在现阶段的空间分布情况,推测未来走势,

以此作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及预测的基础资料。例如,当

环评的等级是一级或二级时,需要对地下水的水位计水质进

行进一步的观察和监测,就应该在全区丰、平、枯水期进行

全面的监测,进而得出更为全面的监测数据,了解当地地下

水水流、化学组分的空间分布情况,预测走势,如出现更严重

的问题,则需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以保证当地水质。如地下

水环评等级为三级评价时,应在枯水期进行一次水位、水质

监测。水质分析项目除常规水质分析项目,还应包括特征污

染物分析,以便根据分析结果对地下水水质现状做出分析。 

4 结束语 

在环境水文地质勘测工作中,需明确建设项目中的含水

层基本情况,并严格遵照规范的要求保证勘察的科学性及合

理性,且勘察钻孔的深度不可穿透含水层的底板,水位和水

质监测工作必须同时开展,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监测工作效率,

促进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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