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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

中心、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殷秀兰、金爱芳、姚春梅、李圣品、刘艳明、李文娟、徐友宁、陈时磊、谭现

锋、安永龙、王庆兵、庞菊梅、陈洪年、万利勤、蒙永辉、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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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矿区地下水监测及其成果是掌握矿区地下水动态、开展矿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科学防治矿产资源

开发引起的或诱发的地质环境问题、有效保护矿区地质环境和实现矿产资源绿色安全高效开采等工作的

基础。 

为了如实反映矿区地下水动态，保护矿区周边地下水及其相关地质环境，应对矿区地下水监测工作

进行统筹规划，建设高水平、高效率的地下水监测网络，确保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矿区地下水及其

地质环境动态变化特征，推动生产矿山履行“边开采，边治理”义务，提升矿区地下水监测工作的决策

支持与信息服务水平，促进绿色矿山建设，支撑生态保护修复，在充分吸纳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

定了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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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下水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区地下水监测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点布设及运行维护、

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与数据分析、成果编制等内容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生产及闭坑后矿山的地下水监测，不适用于地热、矿泉水和页岩气等矿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998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GB/T 12999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270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 

DZ/T 0282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000） 

DZ/T 0307  地下水监测网运行维护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区  mining area 

矿山开采活动或规划内矿山开采活动影响的区域。 

3.2 

矿区上游  upstream of mining area 

矿区地下水主要直接补给区范围。 

3.3 

矿区下游  downstream of mining area 

矿区地下水主要径流排泄区范围。 

3.4 

监测范围 monitoring region 

矿区需要开展地下水监测的区域，为矿区及其上游和下游一定范围，可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流域、水

文地质单元或行政单元。 

3.5 

监测目的层  monitoring objective aqu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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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内，矿山开采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的主要含水层或含水层组（段）。 

3.6 

矿区地下水监测  groundwater monitoring in mining area  

通过选定的监测站点定期获取监测范围内监测目的层的地下水水位、水温、水量、水质数据的过程，

并分析各要素在时间与空间上变化的规律及发展趋势。 

4 目标、原则和要求 

4.1 目的任务 

通过矿区地下水监测，获取矿区地下水水位、水温、水量和水质等地下水动态监测数据，分析研究

新建、生产及闭坑后矿山地下水资源、环境及相关地质环境问题的演变趋势，实现对矿区地下水动态评

价，为绿色矿山建设、矿山安全、矿区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提供依据。 

4.2 监测内容 

矿区地下水监测内容包括地下水水位、水温、水量和水质等。 

4.3 监测级别 

4.3.1 矿区地下水监测级别应根据矿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矿区基本特征确定，由高到低分为一级、

二级和三级，具体级别划分及要求见附录 A。 

4.3.2 同一个矿区有不同监测级别时，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4.4 工作流程 

矿区地下水监测工作流程按照图1程序进行。监测方案编制见附录B给出的监测方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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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矿区地下水监测工作程序框图 

5 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5.1 资料收集 

5.1.1 矿区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 

矿区自然地理资料包括矿区地形地貌、气象与水文条件等；同时收集矿区所在地的社会经济概况、

矿区上、下游居民集中生活区情况等资料。 

5.1.2 矿区地质背景与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质背景资料应包括监测范围内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等。水文地质条件资料包括监测范围内

地下水埋藏类型、分布、补给、径流、排泄、含水层岩性、渗透性和富水性，包气带岩性及厚度；矿区

内地表水体的类型、出露条件、补给来源、流量、水温、水质等。  

5.1.3 矿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及开发利用规划 

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资料应包括矿区地下水开采历史资料，统计地下水多年开采量及各含水层（组）

的开采量，分类统计工业、农业、生态和生活等地下水用水量；矿区地下水开采井位置、数量、开采量

和泉位置、数量、流量等资料。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资料应包括行政区划、流域水资源规划、地下

水利用与保护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等。 

5.1.4 矿山基本情况 

收集资料与补充调查 

监测范围与级别确定 

监测方案编制 

监测点建设与运行 

数据采集与分析 

成果编制 

监测方法 

监测点布设 

监测内容 

监测密度 

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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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矿山基本资料应包括名称、位置、边界的拐点坐标、面积、开采矿种、开发规模、建矿时间、

服务年限、选矿方式、生产现状、开采深度、开采方法等。 

b) 矿山开发利用资料包括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方案等 

c) 矿山地下水监测资料包括地下水及地表水监测点信息和监测数据。 

5.1.5 矿山开发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 

矿山开发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应包括： 

a) 矿山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时间、危害，形成及诱发因素； 

b) 矿产资源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与破坏； 

c) 矿山开发活动对土地资源和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与破坏； 

d) 矿山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废石、尾矿、煤矸石等）堆放和废水（矿坑水、选矿废水、洗煤

水、淋滤水等）排放对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等。 

5.2 补充调查 

5.2.1 水文地质调查 

在资料收集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基础调查程度不高的区域，根据实际

需要进行区域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具体按照DZ/T 0282执行。 

5.2.2 矿区地质环境现状调查 

通过遥感解译、野外调查等方法手段，查明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包括： 

a) 矿区内岩体结构及风化特征、岩体强度及形变特征、岩体抗风化及易溶蚀性特征，土体类型及

结构特征等； 

b) 大气降水的变化特征； 

c) 地表水体的类型（河流、湖泊、水库）、出露条件、补给来源、容量、流量、水温、水质； 

d) 土地利用现状，包括土地类型、面积、分布和利用状况； 

e) 植被类型、分布、面积、覆盖率等； 

f) 除矿业活动以外的其他人类工程活动，如城镇建设、水利电力工程、交通工程、旅游景区等。 

5.2.3 矿区地质环境问题专项调查 

矿山开发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专项调查应包括： 

a) 矿山开采产生的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区范围、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发

生发展历史、趋势及危害等； 

b) 矿区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分布、发生发展历史、影响因素、危害及程度； 

c) 与矿区地下水开发利用有关的土地荒漠化及植被退化的分布、程度、发生发展历史、影响因素、

发展趋势及危害等； 

d) 矿山开发引起的含水层疏干； 

e) 矿区地下水污染范围、受污染含水层的层位、污染物类型、污染程度、污染源、发生发展历史、

趋势及危害等； 

f) 矿区海（咸）水入侵范围，发生发展历史、影响因素、主要危害等； 

g) 矿区土壤盐渍化的分布、程度、土壤类型、发生发展历史、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及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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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方法 

6.1 水位监测 

矿区对监测目的层开展水位长期动态监测，具体要求如下： 

a) 地下水水位监测原始数据一般为水位埋深，以米为单位，测记至小数点后两位数。通过下式换

算成水位高程：水位高程=地面高程-水位埋深；  

b) 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对监测点的位置和地面标高进行测量，

精度测量应达到四等以上水准测量精度。在地壳稳定或地面较稳定地区，监测站点标高每五年

应复测一次，地面沉降中心区在第三年应加测一次；监测站点标高发生变化时，应随时校测； 

c) 可采用自动监测仪器或人工监测； 

d) 人工监测水位时应记录观测井近日是否抽水，以及周围是否存在地下水开采情况； 

e) 采用卷尺、测绳、电测水位仪等工具进行人工水位监测时，应测量 2次，测量间隔时间不应少

于 1min，取 2次水位的平均值。当 2次测量的水位误差超过±0.02 m时，应重新测量； 

f) 采用自动监测仪进行水位自动监测和监测数据自动传输时，自动监测仪的水位监测允许误差应

按照 GB/T 51040 执行。 

6.2 水温监测 

矿区对监测目的层、泉、矿坑排水、主要地表水体进行水温长期动态监测，具体要求如下： 

a) 水温监测应与水位监测同步； 

b) 水温监测可采用自动监测和人工监测，人工监测水温应以现场读数为准，分辨率 0.1℃； 

c) 在同一监测区，采用统一的测温仪器。 

6.3 水量监测 

矿区对地下水开采量、自流井和泉水水量、矿坑排水量进行长期动态监测，具体要求如下: 

a) 自流井和泉水水量、矿坑排水量监测可采用容积法、堰测法和流速仪法； 

b) 水量监测结果以 m
3
/h 表示，记至小数点后 2 位。采用堰测法或流速仪法时，水位标尺读数应

精确到 mm。 

6.4 水质监测 

矿区对地下水、泉、矿坑排水、老空水、主要地表水体的水质进行长期动态监测，对矿体底板含水

层的水质也可进行动态监测，具体要求如下： 

a) 利用现场快速检测设备获取气温、水温、pH、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浊度等指标。

根据需要可增加其它水质指标； 

b) 利用自动监测设备获取电导率（可用于估算总溶解固体、盐度），其它指标可根据现场检测结

果，选取动态变化较大和特征指标进行监测； 

c) 地下水水质监测应包含常规指标及特殊指标。常规指标包括 GB/T 14848 中规定的常规指标，

并增加钾、钙、镁、碳酸根、重碳酸根等共 44 项；特殊指标应依据矿山开发过程中开采矿物

的组分，或开采、就地选矿、冶炼过程中可能引入的组分来确定，各矿山的特殊指标为必测项； 

d) 地下水水质检测样品采集依据 GB/T 12998执行，地下水水样保存管理依据 GB/T 12999 执行，

地下水水样测试依据 HJ/T 164执行。 

7 监测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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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布设原则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在矿山生产及居民生活集中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的区域应布设监测点； 

b) 应该矿区上游布设本底值监测点； 

c) 地下水和地表水有水力联系处、与矿产开发活动有关联的泉点应布设监测点； 

d) 矿区范围内地下水多层含水层系统，应实行分层监测； 

e) 监测剖面宜垂直或平行于地下水流域方向布设； 

f) 地下河监测点应能控制其出入口； 

g) 矿山的导水断裂两侧应布设监测点； 

h) 矿坑排水口应布设监测点； 

i) 煤炭矿山老空水应布设监测点。 

7.2 监测密度 

监测点密度布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监测点密度布设应考虑矿区上游、矿区下游、矿区两侧及矿区中等不同位置； 

b）矿区上游和矿区两侧监测点密度按照每个矿山进行布设； 

c）矿区下游及矿区中监测点密度按照矿山面积进行布设，不足10km
2
按照10km

2
计算。 

d）不同等级的矿区，监测点密度按照表1布设； 

e）泉监测数量应根据矿区情况，有条件的矿区不少于表1的规定； 

f）矿坑排水量的监测应使用生产方监测的数据，单位为立方米/小时（m
3
/h）； 

g) 岩溶大水矿山、岩溶塌陷易发区、地下水漏斗分布区、地下水动态变化较大、补给条件复杂地

区应适当加密监测点。 

 

表1 不同等级矿区地下水监测点密度 

矿种 
监测

内容 

矿区上游 

（个每矿区） 

矿区两侧 

（个每矿区） 

矿区下游 

（个每 10 km
2
） 

矿区中 

（个每 10 km
2
）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煤炭 

水位 2～4 1～3 1～2 2～3 1～2 1 3～5 2～4 1～2 4～6 3～5 2～4 

水质 1～3 1～2 1 2～3 1～2 1 2～4 2～3 1～2 3～5 2～4 2～3 

泉 3 2 1 2 1 1 3 2 1 4 3 2 

金属

矿 

水位 1～3 1～2 1 1～2 1 1 1～3 1～2 1 2～4 1～3 1～2 

水质 2～4 1～3 1～2 1～2 1～2 1 2～4 1～3 1 3～5 2～4 1～3 

泉 2 1 1 1 1 1 2 1 1 3 2 1 

非金

属矿 

水位 1～2 1～2 1 1～2 1～2 1 1～2 1～2 1 2～3 1～2 1～2 

水质 1～2 1～2 1 1～2 1～2 1 1～2 1～2 1 2～3 1～2 1～2 

泉 2 1 1 1 1 1 2 1 1 3 2 1 

其他 

水位 3～5 2～4 1～2 3～4 2～3 1～2 3～4 2～3 1～2 4～6 3～5 2～4 

水质 2～4 1～3 1～2 2～3 1～2 1～2 2～4 1～3 1～2 3～5 2～4 1～3 

泉 3 2 1 2 1 1 3 2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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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监测频次 

7.3.1 采用自动监测仪监测时，频率应满足 DZ/T 0307 的要求。 

7.3.2 人工监测的频次应根据矿种、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等级确定，具体监测频次见表 2； 

7.3.3 人工监测时两次监测时间间隔宜相同。 

 

表2 不同等级矿区地下水监测频次 

单位为：次/年 

矿种 
监测 

内容 
矿区上游 矿区两侧 矿区下游 矿区中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煤炭 

水位 12 12 6 12 12 6 24 12 12 36 24 12 

水质 4 3 2 4 3 2 6 3 2 6 4 2 

泉 3 2 1 2 2 1 2 1 1 3 2 1 

金属

矿 

水位 6 3 2 6 3 2 12 6 6 12 6 3 

水质 6 4 3 6 3 2 6 3 2 6 6 4 

泉 3 2 1 2 1 1 3 2 1 3 2 1 

非金

属矿 

水位 6 3 2 6 3 2 3 2 2 6 3 2 

水质 3 2 2 3 2 2 3 2 2 6 3 2 

泉 2 1 1 1 1 1 3 2 2 2 1 1 

其他 

水位 12 12 6 12 6 3 12 12 6 36 12 6 

水质 6 3 2 6 3 2 6 3 2 12 6 3 

泉 3 2 1 2 1 1 3 2 1 3 2 1 

注：36 次/年表示每 10 天一次，24 次/年表示每 15 天一次，12 次/年表示每月一次，6 次/年表示每 2 个月一次，4 次/

年表示每季度一个，3 次/年表示地下水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各一次，2 次/年表示每年丰水期和枯水期各一次。 

 

7.3.4 以下情况应根据需要加密监测频次： 

a） 暴雨、暴雪等极端气候事件； 

b） 矿坑突水和冲击地压事故； 

c） 对地下水和土壤可能产生影响的突发污染事件； 

d） 与地震和地质灾害活动相关的矿区地下水监测； 

e） 矿区工程建设对地下水有明显影响的地区、岩溶塌陷易发区等。 

8 监测点建设与运行 

8.1 监测点建设 

8.1.1 监测点按监测内容可分为水位、水温、水量及水质监测点，监测点建设应遵循一点多用原则。 

8.1.2 监测点充分利用已有监测井、勘探孔、民井、生产井和泉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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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监测井的建设应满足 DZ/T 0270的要求。 

8.2 监测设备  

8.2.1 监测设备应具备自动测定水位、水温和数据传输的功能，必要时应具备电导率测定的功能。 

8.2.2 监测设备应运行稳定。 

8.2.3 监测设备的精度应达到监测要求，具体按照 GB/T 51040执行。 

8.3 监测点运行维护 

8.3.1 每个监测点应建立监测点基本情况档案，按照附录 C填写。 

8.3.2 每年应对监测点巡检维护一次，对采集数据进行校核，填写巡检维护档案；如遇重大问题提出

修复建议，并记入档案。 

8.3.3 监测点运行与维护依据 DZ/T 0307执行。 

9 数据采集与分析 

9.1 数据采集 

9.1.1 依据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矿区所规定的监测频次，对地下水位、水温（自动监测点）、流量（涌

水量和泉流量）和水质进行数据采集。 

9.1.2 人工监测点若为每个月采集六次，则监测时间为每月 5、10、15、20、25、30日，2月份的最

后一次为月末监测；对于交通条件不便地区可降低监测频次，每个月采集三次时，监测时间为 10、20、

30 日，2月份的最后一次为月末监测。  

9.1.3 自动监测点若为每天采集数据一次时，宜 0时进行。 

9.1.4 每半年应对矿区监测点的采集数据进行现场校测。 

9.2 数据传输与存储 

9.2.1 人工采集数据应及时整理汇编。 

9.2.2 自动监测可采用短信、网络、卫星通信等方式将根据监测频次采集的水位和水温监测信息自动

实时传输到矿区指定的信息中心站。 

9.3 数据分析 

9.3.1 矿区地下水监测数据应及时整理，按阶段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及汇总，对异常值或突变监测数

据进行检查，分析查找原因，确保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9.3.2 数据分析包括地下水水位、水质、水量和水温资料的整编与分析。 

9.3.3 地下水位数据分析应包括： 

a) 每个监测点的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曲线，并根据年内地下水水位监测资料，划分地下水水位动

态类型和动态成因类型； 

b)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矿区多年地下水水位动态类型、变化幅度、变化趋势等，并按矿区主

要含水层组编制地下水水位埋深图及等水位（压）线图； 

c) 编制当年与上年同比水位变化差值分布图。 

9.3.4 地下水水质数据分析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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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矿区含水层组，编制代表性监测点水化学组分含量变化曲线图及其影响因素综合图表； 

b) 按矿区含水层组编制水化学类型及 TDS分布图； 

c) 监测目的层开展地下水质量评价和污染评价，评价方法依据 GB/T14848的相关规定。 

9.3.5 地下水水量数据分析应包括： 

a) 矿区代表性监测点单井出水量变化过程图，包括人工开采量或是溢出量； 

b) 矿区泉、矿坑涌水量和矿坑排水量变化过程图，统计年矿坑涌水量和矿坑排水量。 

9.3.6 地下水水温数据分析应包括： 

a) 矿区代表性地段主要开采层水温变化及影响因素综合过程表，在水温异常或变化较大的情况下，

应编制地下水水温变化分布图； 

b) 根据地下水水温变化特征，分析判断矿区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等。 

9.3.7 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矿区地下水水位、水温、水量和水质等动态变化，对矿区地下水水情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矿区地下水相关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 

10 成果编制和汇交要求 

10.1 成果编制 

10.1.1 矿区地下水监测成果主要包括矿区基本图件、矿区地下水监测方案、监测数据库、年度成果报

告、相关图件和附表。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的图件和相关附表。 

10.1.2 每年进行矿区地下水监测数据分析，包括矿区地下水水情分析、地下水质量及污染状况分析和

与地下水相关的地质环境问题分析，并提交地下水监测年报。报告提纲见附录 D。 

10.1.3 每 5年对矿区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开展矿区地下水质量评价、污染评价和与地下水相关的

地质环境问题分析，编写阶段性总结报告，报告提纲见附录 E。 

10.1.4 遇突发事件时，应及时分析矿区地下水动态特征，对可能引发的地下水环境问题进行研判，根

据需要编制应急报告，报告提纲见附录 F。 

10.2 成果汇交要求 

10.2.1 矿区地下水监测过程中应当根据统一规定，建立矿区地下水监测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设立专

门的质量控制岗位，并对项目实施中的每个环节实行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确保监测工作如实反映矿区

地下水动态特征。 

10.2.2 及时对获取的矿区地下水监测数据进行检查、汇编，确保地下水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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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地下水监测级别确定 

A.1 地下水监测级别 

矿区地下水监测级别确定的要求见表A.1。 

表A.1 矿区地下水监测级别分级表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矿区基本特征 

I 级 II 级 III 级 

敏感 一 一 二 

较敏感 一 二 三 

不敏感 二 三 三 

 

A.2 矿区地下水敏感程度分级 

依据矿山开发对含水层和水资源影响程度、可能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等确定矿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

度。矿区地下水敏感程度分级要求见表A.2。 

表A.2 矿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表 

划分等级 矿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特征 

敏感 

1.矿山开发对主要含水层影响强烈，如导致含水层结构破坏、水位大幅下降、不同含水层（组）串通

水质污染，含水层疏干，含水层中含放射性元素等。 

2.矿山开发影响集中水源地供水，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饮用水水源等

准保护区。 

3.矿山开发造成采空塌陷、地裂缝、岩溶塌陷、海水入侵、湿地退化、土壤荒漠化、土壤盐渍化和沼

泽化等问题。 

4.矿区内存在如水资源和水源涵养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水产资源、养殖场以及其他具有重要

经济意义的自然资源。 

5.矿区内存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如江河源头区、洪水蓄泄区、防风固沙保护区、水土保持重点区、重

要渔业水域等；灾害易发区，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高山、峡谷陡坡等。 

较敏感 

1.矿山开发对主要含水层影响，如导致含水层结构破坏、水位大幅下降、不同含水层（组）串通水质

污染，含水层疏干，含水层中含放射性元素等。 

2.矿山开发影响水源地供水，包括已建成的在用、备用、应急水源，在建和规划的饮用水水源等准保

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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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分级表（续） 

划分等级 矿区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特征 

较敏感 

3.矿山开发可能造成采空塌陷、地裂缝、岩溶塌陷、海水入侵、湿地退化、土壤荒漠化、土壤盐渍化

和沼泽化等问题。 

4.矿区内存在如水资源和水源涵养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水产资源、养殖场以及其他具有经济

意义的自然资源。 

5.矿区内存在生态功能区，如江河源头区、洪水蓄泄区、水源涵养区、防风固沙保护区、水土保持重

点区、重要渔业水域等；灾害易发区，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易发区）高山、峡谷陡坡等。 

不敏感 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 

 

A.3 矿区基本特征分级 

依据矿区类别、水文地质条件、矿山规模、生产方式等对矿区基本特征进行分级。矿区基本特征分

级要求见表A.3，其中水文地质条件分级见A.4、矿山规模划分见A.5。 

表A.3 矿区基本特征分级表 

矿区类别 
水文地质条

件 
矿山规模 开采方式 分级 

煤炭 

复杂、极复

杂 
全部 全部 煤矸石转运场 I 级，其余 II 级 

中等 全部 

露天 煤矸石转运场 II 级，其余 III级 

井工 
煤矸石转运场 I 级，其余 II 级 

混合 

简单 全部 全部 煤矸石转运场 II 级，其余 III级 

金

属

矿 

黑色金属 

复杂 全部 

露天 排土场、尾矿库、选矿厂 I 级，其余 II 级 

井工 
排土场、尾矿库 I 级，选矿厂 II 级，其余 III 级 

混合 

中等 

大型 
全部 排土场、尾矿库 I 级，选矿厂 II 级，其余 III 级 

中型 

小型 全部 
排土场、尾矿库 II 级，其余 III 级 

简单 全部 全部 

有色金属 

复杂 全部 

露天 排土场、尾矿库、选矿厂 I 级，其余 II 级 

井工 
排土场、尾矿库 I 级，选矿厂 II 级，其余 III 级 

混合 

中等 

大型 
全部 排土场、尾矿库 I 级，选矿厂 II 级，其余 III 级 

中型 

小型 全部 
排土场、尾矿库 II 级，选矿厂 III 级，其余 III 级 

简单 全部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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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矿区基本特征分级表（续） 

矿区类别 
水文地质条

件 
矿山规模 开采方式 分级 

非

金

属

矿 

土砂石开采 

复杂 
大型、中型 全部 II 级 

中等 

简单 小型 全部 III 级 

化学矿采选 全部 全部 全部 I 级 

盐 全部 全部 全部 III 级 

石棉及其他

非金属矿采

选 

全部 全部 全部 III 级 

其

他 

石油开采 全部 全部 全部 I 级 

天然气开采

（含净化） 
全部 全部 全部 II 级 

煤层气开采 

复杂 全部 全部 水力压裂工艺的 I 级，其余 II级 

中等 
大型、中型 全部 水力压裂工艺的 II 级，其余 III 级 

简单 

 

A.4 水文地质条件分级 

煤矿和非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分级的要求分别见表A.4和表A.5。 

表A.4 煤矿矿区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分级表 

分级依据 
级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极复杂 

井田内受

采掘破坏

或者影响

的含水层

及水体 

含水层（水体）

性质及补给条

件 

为孔隙、裂隙、岩

溶含水层，补给条

件差，补给来源少

或者极少 

为孔隙、裂隙、岩溶

含水层，补给条件一

般，有一定的补给水

源 

为岩溶含水层、厚层

砂砾石含水层、地表

水，其补给条件好，

补给水源充沛 

为岩溶含水层、地

表水，其补给条件

很好，补给来源极

其充沛，地表泄水

条件差 

单位涌水量

q/（L·s
～1
·m

～

1
） 

q≤0.1 0.1＜q≤1.0 1.0＜q≤5.0 q＞5.0 

井田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

况 
无老空积水 

位置、范围、积水量

清楚 

位置、范围或者积水

量不清楚 

位置、范围、积水

量不清楚 

矿井涌水量/

（m
3
·h

～1
） 

正常 Q1 Q1≤180 180＜Q1≤600 600＜Q1≤2100 Q1＞2100 

最大 Q2 Q2≤300 300＜Q2≤1200 1200＜Q2≤3000 Q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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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煤矿水文地质复杂程度分级表（续） 

分级依据 
级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极复杂 

突水量 Q3/（m
3
·h

～1
） Q3≤60 60＜Q3≤600 600＜Q3≤1800 Q3＞1800 

开采受水害 

影响程度 

采掘工程不受水害

影响 

矿井偶有突水，采掘

工程受水害影响，但

不威胁矿井安全 

矿井时有突水，采掘

工程、矿井安全受水

害威胁 

矿井突水频繁，采

掘工程、矿井安全

受水害严重威胁 

防治水工作 

难易程度 
防治水工作简单 

防治水工作简单或者

易于进行 

防治水工作难度较

高，工程量较大 

防治水工作难度

高，工程量大 

注1：单位涌水量q以井田主要充水含水层中有代表性的最大值为分类依据。 

注2：矿井涌水量Q1、Q2和突水量Q3以近3年最大值并结合地质报告中预测涌水量作为分类依据。含水层富水性及

突水点等级划分标准见附录一。 

注3：同一井田煤层较多，且水文地质条件变化较大时，应当分煤层进行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注4：按分类依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矿井水文地质类型。 

 

表A.5 非煤矿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分级表 

开采方式 
级别 

复杂 中等 简单 

井工开采 

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

位以下，矿坑进水边界条件

复杂，充水水源多，充水含

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岩溶裂

隙发育带等富水性强，补给

条件好，与区域强含水层、

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或地表水

联系密切，老窿（窖）水威

胁大，矿坑正常涌水量大于

10000m
3
/d，地下采矿和疏干

排水容易造成区域含水层破

坏。 

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附

近或以下，矿坑进水边界条件中

等，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

岩溶裂隙发育带等富水性中等，

补给条件好，与区域强含水层、

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或地表水有

一定联系，老窿（窖）水威胁中

等，矿坑正常涌水量 3000～

10000m
3
/d 之间，地下采矿和疏

干排水容易造成矿区周围主要

充水含水层破坏。 

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

水位以上，矿坑进水边界

条件简单，充水含水层富

水性差，补给条件好，与

区域强含水层、地下水集

中径流带或地表水有联系

不密切，矿坑正常涌水量

小于 3000m
3
/d，地下采矿

和疏干排水导致矿区周围

主要充水含水层破坏可能

性小。 

露天开采 

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水

位以下，采场汇水面积大，

采场进水边界条件复杂，与

区域含水层或地表水联系密

切，地下水补给、径流条件

好，采场正常涌水量大于

10000m
3
/d；采场活动和疏干

排水容易导致区域主要含水

层破坏。 

采场矿层（体）局部位于地下水

位以下，采场汇水面积较大，与

区域含水层或地表水联系较密

切，采场正常涌水量 3000～

10000m
3
/d 之间，采矿和疏干排

水比较容易导致矿区周围主要

含水层影响或破坏。 

采场矿层（体）位于地下

水位以上，采场汇水面积

小，与区域含水层或地表

水联系不密切，采场正常

涌水量小于 3000m
3
/d，采

矿和疏干排水不容易导致

矿区周围主要含水层影响

或破坏。 

 

A.5 矿山规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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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及要求见表A.6。 

 

表A.6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级表 

矿种类别 
矿山开采规模级别 最低生产 

建设规模 计量单位/年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煤（地下开采） 原煤万吨 ≤45 45～120 ≥120 分地区划分 

煤（露天开采） 原煤万吨 ≤100 100～400 ≥400 
 

石油 原油万吨 ≤10 10～50 ≥50  

油页岩 矿石万吨 ≤50 50～200 ≥200  

烃类天然气 亿立方米 ≤1 1～5 ≥5  

二氧化碳气 亿立方米 ≤1 1～5 ≥5  

煤成(层)气 亿立方米 ≤1 1～5 ≥5  

放射性矿产 矿石万吨 ≤5 5～10 ≥10  

金(岩金) 矿石万吨 ≤6 6～15 ≥15 1.5 万吨每年 

金(砂金船采) 矿石万立方米 ≤60 60～210 ≥210 10 万立方米每年 

金(砂金机采) 矿石万立方米 ≤20 20～80 ≥80 10 万立方米每年 

银 矿石万吨 ≤20 20～30 ≥30  

其他贵金属 矿石万吨 ≤5 5～10 ≥10  

铁（地下开采）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铁（露天开采） 矿石万吨 ≤60 60～200 ≥200 5 万吨每年 

锰 矿石万吨 ≤5 5～10 ≥10 2 万吨每年 

铬、钛、钒 矿石万吨 ≤5 5～10 ≥10  

铜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铅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锌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钨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锡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锑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铝土矿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6 万吨每年 

钼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镍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3 万吨每年 

钴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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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续） 

矿种类别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级别 最低生产 

建设规模 计量单位/年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镁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铋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汞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稀土、稀有金属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6 万吨每年 

石灰岩 矿石万吨 ≤50 50～100 ≥100  

硅石 矿石万吨 ≤10 10～20 ≥20  

白云岩 矿石万吨 ≤30 30～50 ≥50  

耐火粘土 矿石万吨 ≤10 10～20 ≥20  

萤石 矿石万吨 ≤5 5～10 ≥10  

硫铁矿 矿石万吨 ≤20 20～50 ≥50 5 万吨每年 

自然硫 矿石万吨 ≤10 10～30 ≥30  

磷矿 矿石万吨 ≤30 30～100 ≥100 10 万吨每年 

蛇纹岩 矿石万吨 ≤10 10～30 ≥30  

硼矿 矿石万吨 ≤5 5～10 ≥10  

岩盐、井盐 矿石万吨 ≤10 10～20 ≥20  

湖盐 矿石万吨 ≤10 10～20 ≥20  

钾盐 矿石万吨 ≤5 5～30 ≥30  

芒硝 矿石万吨 ≤10 10～50 ≥50  

碘 矿石万吨 按小型矿山归类  

砷、雌黄、雄黄、毒砂 矿石万吨 按小型矿山归类  

金刚石 万克拉 ≤3 3～10 ≥10  

宝石 矿石吨 
发证权限按中型划分、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按小型矿山

归类 
 

云母 工业云母 
发证权限按中型划分、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按小型矿山

归类 
 

石棉 石棉万吨 ≤1 1～2 ≥2  

重晶石 矿石万吨 ≤5 5～10 ≥10  

石膏 矿石万吨 ≤10 10～30 ≥30  

滑石 矿石万吨 ≤5 5～10 ≥10  

长石 矿石万吨 ≤10 10～20 ≥20  

高岭土、瓷土等 矿石万吨 ≤5 5～10 ≥10  

膨润土 矿石万吨 ≤5 5～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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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分类一览表（续） 

矿种类别 
矿山开采规模级别 

备 注 
计量单位/年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叶蜡石 矿石万吨 ≤5 5～10 ≥10  

沸石 矿石万吨 ≤10 10～30 ≥30  

石墨 石墨万吨 ≤0.3 0.3～1 ≥1  

玻璃用砂、砂岩 矿石万吨 ≤10 10～30 ≥30  

水泥用砂岩 矿石万吨 ≤20 20～60 ≥60  

建筑石料 万立方米 ≤5 5～10 ≥10  

建筑用砂、砖瓦粘

土 

矿石万吨 ≤6 6～30 ≥30  

页岩 矿石万吨 ≤6 6～30 ≥30  
a   
富煤地区山西、内蒙古、陕西为 15 万吨/年；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为 9 万吨/年；云南、贵州、四川为 6 万吨/年；湖北、湖南、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南方缺

煤地区为 3 万吨/年。 

注：本表按照国土资发【2004】2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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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方案提纲 

B.1 方案的总体框架 

方案的总体框架宜包括前言、矿区基本情况、矿区以往地质工作、地下水监测级别、监测点的布设、

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结论和建议、附图、附表、参考文献等。 

B.2 前言 

a) 项目来源； 

b) 目的和任务； 

c) 监测方案主要内容。 

B.3 矿区基本情况 

a) 矿种、储量、设计开采年限、采空区（如有）范围； 

b) 自然地理； 

c) 社会经济概况； 

d)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 

e)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f) 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 

g) 矿区周围敏感点； 

h) 现有监测井情况和已开展的监测工作。 

B.4 监测级别 

a) 矿区的敏感性分析； 

b) 矿区基本特征分析，包括水文地质条件分级、矿区的规模、矿的开采方式； 

c) 矿区地下水监测级别的确定。 

B.5 监测点的布设和监测井的设计 

监测井位置的选择、各监测井的设计。 

B.6 监测的内容、频次和方法  

a) 矿区地下水监测的内容； 

b) 各监测井每个监测要素的监测频次； 

c) 监测方法和传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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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针对监测方案得出结论； 

b) 建议。针对已有方案实施提出建议。 

B.8 附图 

上述内容的有关图件，示例：监测点部署图。 

B.9 附表 

上述内容的有关表，示例：监测点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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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地下水监测点基本情况表 

地下水监测点基本情况表及其格式见C.1。 

表C.1 地下水监测点基本情况表 

监测点编号  地理位置  省(区/市)     市    县(区)    乡(镇)    村      

原编号  地理坐标  

所属矿区  

所属单位  委托管理单位  联系人  

所属流域  水文地质单元  电话  

监测井级别  监测井类别  地下水类型  

地面高程 

m 
 

井口高程 

m 
 

孔深 

m 
 

孔口直径 

mm 
 

孔底直径 

mm 
 孔管类型  

含水层埋藏深度

m 
 

水位埋深 

m 
 监测手段  

含水层地层代号  含水介质类型  监测内容  

矿化度 

g/L 
 

水化学 

类型 
 监测频次  

钻探施工单位  钻探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监测仪器安

装日期 
年  月  日 

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编号  传感器量程  

线长  探头埋深  发射仪类型  

安装 SIM 卡号  发射中心站  发射仪编号  

维护记录 

维护日期  维护人员  

维护内容  审核人  

备注 地理坐标按照度分秒填写（N:    °    ′    ″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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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矿区地下水监测年报提纲 

D.1  年报的总体框架 

矿区地下水监测年报应包括本年矿区建设/开采概况、监测概况、自然条件分析、地下水位、水温、

水质和水量动态分析、矿区主要地质环境问题、结论与对策建议等。 

D.2 本年矿区建设/开采概况 

建设中的矿区应说明建设的进展，生产中的矿区应说明产量、采空区面积等 。 

D.3 本年监测概况 

本年监测井和监测设备的运行情况，数据接收情况，是否有数据异常情况等。 

D.4 自然条件 

矿产开采导致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地表水体的变化。 

D.5 地下水位动态分析 

地下水位动态变化及其成因分析。 

D.6 地下水温动态分析 

地下水温动态变化及其成因分析。 

D.7 地下水质动态分析  

地下水质量及污染情况、动态变化情况及成因分析，水质趋势预测。 

D.8 地下水量动态分析 

地下水量（包括泉和涌水量）动态变化及成因分析。 

D.9 矿区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阐述矿山开采产生的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地面塌陷及地裂缝、咸水入侵、

土地荒漠化及植被退化、含水层疏干、土壤盐渍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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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针对本年度地下水监测得出结论； 

b) 建议。针对出现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提出防治对策，并结合本年度监测结论提出下一年度的监

测建议，如监测井，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的优化等。 

D.11 附图 

每个监测井全年地下水位、水温、水质、水量动态曲线。  

D.12 附表 

本年度监测所取得的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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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矿区地下水监测阶段性总结报告提纲 

E.1 总结报告的总体框架 

地下水监测五年工作报告包括监测区概况、地下水监测网运行维护、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及维

护、地下水动态五年分析研究、专题研究、结论与建议、附图与附表等 7个部分。 

E.2 监测区概况 

a)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 

b) 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c) 地下水监测历史与五年工作进展。 

E.3 地下水监测网运行维护 

a) 地下水监测网优化与调整； 

b) 地下水专门监测井维护； 

c) 地下水自动监测与传输设备运行与更新情况； 

d)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E.4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 

a)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需求分析； 

b) 地下水监测与传输设备管理系统； 

c) 地下水监测数据库； 

d)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e) 发布系统； 

f) 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维护。 

E.5 地下水动态五年分析研究 

a) 地下水位变化趋势分析，具体细分为：地下水位预警预报研究；地面沉降预警预报分析；海岸

带重点监测与海岸线侵蚀研究。 

b) 地下水质变化趋势分析，具体细分为：评价方法的选择；超标率和水质变化分析；水质评价与

对策。 

E.6 专题研究 

a) 地面沉降监控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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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岸带问题研究； 

c) 湿地保护、石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态问题研究； 

d) 地下水可持续开采利用研究； 

e) 地下水污染防治研究； 

f) 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E.7 结论与建议 

a) 结论与防治对策； 

b) 建议。 

E.8 附图和附表 

可根据矿区工作条件，形成以下附图和附表： 

a) 地下水监测点分布图； 

b) 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分布图； 

c) 地下水等水位线图； 

d) 地下水位 5年埋深变化分区图； 

e) 地下水水质评价图； 

f) 地下水水质 5年对比图； 

g) 监测数据汇总表； 

h) 其他专题研究成果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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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矿区地下水监测应急报告提纲 

F.1 情况简要 

建设中的矿区应说明建设进展，生产中的矿区应说明产量、采空区面积等。 

F.2 地下水动态异常情况 

地下水监测要素动态情况、及突然发生异常的数据及分析。 

F.3 原因分析 

矿产开采导致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地表水体的变化。 

F.4 建议 

针对地下水动态异常提出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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