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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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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规定了场地

条件确认、修复模式选择、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修复技术方案确定和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编制相

关工作环节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工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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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下水污染修复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降解、吸附、转移或阻隔地块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将有毒有害的污

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或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阻断其暴露途径，满足相应的地下水环境功能

或使用功能的过程。 

[来源：HJ 25.6-2019，3.2] 

3.2  

修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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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场地污染状况调查或风险评估确定的目标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不产生直接或潜在危害，

或不具有环境风险的污染修复终点。 

[来源：HJ 25.6—2019，3.6] 

3.3  

修复模式 

以降低地下水污染物浓度，实现地下水修复目标为目的，对污染地块进行地下水修复的总体思路。

[来源：HJ 25.6-2019，3.8] 

3.4  

修复技术 

可用于消除、降低、稳定或转化地块中目标污染物的各种处理、处置技术，包括可改变污染物结构、

降低污染物毒性、迁移性或数量与体积的各种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技术。 

[来源：HJ 682-2019，2.5.13] 

3.5  

修复技术方案 

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安全性原则，在综合考虑场地条件、污染介质、污染物属性、污染浓度与范

围、修复目标、修复技术可行性，以及资源需求、时间要求、成本效益、法律法规要求和环境管理需求

等因素基础上，经修复模式选择、修复技术筛选与评估、修复技术方案编制等过程确定的适用于修复特

定场地的可行方案。 

[来源：HJ 682-2019，2.5.7] 

3.6  

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 

从技术、条件、成本效益等方面对可供选择的修复技术进行评估和论证，提出技术可行、经济可行

的修复技术方案。 

[来源：HJ 682-2019，2.5.6] 

4 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 

4.1 基本原则 

4.1.1 安全性原则 

选择的修复技术应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制定的修复技术方案要确保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工

程安全实施，防止对施工人员、周边人群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 

4.1.2 科学性原则 

采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考虑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目标、修复技术的处理效果、修复时间、修复成本、

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等因素，制定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 

4.1.3 可行性原则 

制定的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要合理可行，选择可实施的地下水修复技术，

因地制宜制定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 

4.2 工作程序 

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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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资料 现场踏勘

场地修复总体目标与范
围确定

修复模式选择

修复技术初步筛选

实验室小试

现场中试

修复技术综合评估

备选修复技术方案制定

备选修复技术方案比选

技术指标 经济指标 环境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管理计划制定

编制可行性评估报告

数据是否足够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排除

排除

场地条件确认

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

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否

否

否

是

是

最佳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场地概念模型更新

可行性评估报告编制

修复模式选择

场地补充调查

案例分析

是

 

图1 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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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条件确认 

5.1 核实资料 

根据已进行的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等资料，核实污染场地的基本情况、水文地质条件、受体与

周边环境情况、地下水污染特征等重要信息，核实相关资料的一致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5.2 现场踏勘 

核查污染场地现状与环境调查评估报告的一致性，重点调查前期环境调查评估后发生的重大变化；

现场考察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的施工条件，特别关注场地用水、用电、用气、施工道路、安全保卫

和已有地下水监测井等。 

5.3 场地补充调查 

5.3.1 通过核查资料和现场踏勘，如发现已有资料不能满足地下水修复可行性评估阶段的技术要求，

宜适当补充技术资料。必要时宜补充开展工程地质勘察、水文地质调查、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等工

作。 

5.3.2 影响修复技术选择的重要条件发生变化时，前期的场地地下水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不足以支撑

可行性评估工作，宜重新开展地下水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5.3.3 场地地下水环境健康和风险评估补充调查工作技术要求执行 HJ 25.1、HJ 25.2、HJ 25.3和 HJ 

610。 

5.4 污染场地概念模型更新 

根据污染场地基本信息动态更新概念模型。污染场地概念模型宜包括如下信息： 

a) 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地层分布与岩性、沉积物理化性质、地质构造、地下水类型、含水层结

构、地下水流场、地下水动态特征、地下水补径排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等； 

b) 地下水污染特征：污染源基本情况、污染物理化性质、污染历史、污染范围、污染程度、目标

污染物浓度、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等；  

c) 受体与周边环境状况：包括污染地下水与受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受体的关键暴露途径以及未来

建筑物特征等。 

6 修复模式选择 

6.1 修复总体目标确定 

6.1.1 目标污染物确认 

分析前期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提出的地下水修复目标污染物与污染场地特征污染物的关

联性、与GB/T 14848等相关标准的符合程度等，确认能否客观反映场地污染特征和风险。综合考虑污染

场地及受体特征、规划、地下水使用功能和地质因素等，确认地下水修复目标污染物。 

6.1.2 修复目标值确定 

6.1.2.1 修复目标值确定方法按照 HJ 25.6规定执行。 

6.1.2.2 确定的修复目标值原则上应与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修复目标值一致。确需调整修复目

标值，宜将相关内容报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或重新组织评审，并附相关支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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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根据目标污染物形态、迁移转化规律以及拟采用的修复技术特点分析确定是否存在二次污染，

如存在，应在修复目标基础上增加二次污染物修复目标。 

6.1.2.4 若地下水修复周期长，可将总体目标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修复目标。 

6.2 修复范围确定 

根据HJ 25.1确定地下水污染空间分布，结合地下水修复目标，确定地下水修复范围。以下情况需

特别关注： 

a) 确认前期场地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提出的地下水修复范围是否明晰，包括污染地下水的

边界、深度与出水量等重要参数； 

b) 根据污染场地调查实际情况，结合监测点位置、生产设施分布情况及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等

修正修复范围； 

c) 若污染含水层的各向异性明显，需根据最新的污染场地概念模型，重新修正修复范围； 

d) 当存在非水溶性有机物时，核实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在含水层顶板的修复范围，以及高密度

非水溶性有机物在含水层底板或者隔水层顶板的修复范围； 

e) 若存在串层污染现象，分层划定修复范围。 

6.3 修复模式选择 

修复模式确定原则与要求： 

a) 根据修复目标要求，结合污染场地特征、修复技术的可行性、适用性等因素，选择污染源处理

技术模式、工程控制技术模式的一种或其组合； 

b) 修复工程原则上宜在原址进行，确需异位处理宜明确运输方式、路线和地下水体积、最终去向

和最终处置措施； 

c) 当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区域与土壤污染区域重叠时，统筹考虑地下水与土壤的修复，土壤修复

参照 HJ 25.4执行； 

d) 提倡永久性修复模式，鼓励采用绿色、可持续和资源化修复，显著减少污染物数量，降低污染

物浓度、毒性和迁移性，使修复的净环境效益最大化。 

7 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 

7.1 修复技术初步筛选 

根据污染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污染特征和修复模式等，从适用的目标污染物、技术成熟度、

效率、成本、时间和环境风险等方面，分析比较现有地下水修复技术的优缺点，重点分析各技术工程应

用的适用性，常见技术的适用性可参见附录 A。可采用对比分析、矩阵评分方法，初步筛选一种或多种

修复技术。 

7.2 修复技术评估 

7.2.1 案例分析 

收集修复技术的效果、时间、成本等数据，必要时现场考察和评估应用案例实际工程。若数据充足，

采用相同或类似地块修复技术的应用案例，直接进入修复技术综合评估阶段。 

7.2.2 实验室小试 

通过实验室小试，评估修复技术是否有效，能否达到修复目标，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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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设计：根据地下水的污染类型、污染浓度梯度，确定采样单元和位置，至少包括污染严重

区域，采集有代表性的地下水和含水层介质，开展实验室规模的批次试验； 

b） 试验结果的重现性：筛选性试验宜采用拟选择的技术及其组合，至少重复3次，确保结果的科学

性； 

c） 数据需求：可定性评估修复技术对于目标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为现场中试提供基础参数。 

7.2.3 现场中试 

验证修复技术的实际效果，确定关键工艺参数、估算成本、周期、二次污染物等，具体技术要求如

下： 

a） 试验设计：根据修复模式、修复技术类型的特点，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兼顾不同区域、

不同深度、不同污染浓度、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修复工艺等情形，开展现场中试试验； 

b） 试验结果的重现性：至少重复3次，试验过程需有严格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c） 数据需求：定量确定修复技术的设计关键工艺参数，可估算成本和周期，明确工程管理要求和

制定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 

7.2.4 模拟分析 

建立地下水水流模型和溶质运移模型，利用解析法或数值法开展模拟预测，选择目标污染物作为模

拟因子，分析预测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的工程实施效果和修复周期等，优化并获得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工

程参数。常用地下水水流模型和溶质运移模型可参照HJ 610执行。 

7.3 修复技术综合评估 

采用对比分析法,从技术的成熟度、修复效果、运行成本、修复周期和环境风险等方面对各修复技

术进行综合比较,确定一种或多种可行技术。 

8 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8.1 制定备选修复技术方案 

8.1.1 制定技术路线 

根据污染场地修复模式和地下水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结果，结合地块环境管理要求等因素，采用一

种或者多种修复技术优化组合集成，制定技术路线。修复技术路线宜反映污染场地修复总体思路、修复

方式、修复工艺流程和具体步骤，还宜包括工程实施过程中二次污染防治措施、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应

急安全计划等。 

8.1.2 确定工艺及参数 

常见工艺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处理能力； 

b) 工艺影响半径； 

c) 设备布置的位置和方式； 

d) 设备面积及作业区范围等； 

e) 注入井或抽提井尺寸、布设点位和布设方式，能耗等； 

f) 修复药剂投加量及比例； 

g) 其他重要工艺参数等。 



DB41/T 2629—2024 

7 

8.1.3 估算工程量 

根据技术路线，结合工艺流程和参数，估算每个修复技术方案的修复工程量。修复工程量包括但不

限于不同区域污染地下水需要修复的面积、深度以及开挖、围堵等工程措施的工程量，还宜考虑地下水

修复过程中受污染水体、气体和固体废物等的无害化处理处置的工程量。 

8.1.4 估算费用和周期 

根据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工程量，估算不同修复技术方案的建设项目总投资。总投资包括直接费用

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主要包括修复工程主体设备、材料、工程实施等费用；间接费用包括修复工程监

测、工程监理、质量控制、健康安全防护和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费用。 

根据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工程量、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时间、效果评估和后期环境监管要求等确

定项目建设周期。 

8.1.5 形成备选修复技术方案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修复目标、技术路线、工艺参数、工程量、费用和周期等，制定不少于2套备

选技术方案。 

8.2 备选修复技术方案比选 

8.2.1 比选原则 

方案比选宜建立涵盖技术、经济、环境、社会的比选体系，采用对比分析或者专家评分等方式，确

定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案。 

8.2.2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a) 可操作性：修复技术的可靠性及成熟度，管理人员经验的丰富程度，设备和资源的可获得性，

与污染场地再利用方式或后续建设工程的匹配性，土方平衡，异位修复过程中污染介质的贮存、

运输、安全处置等支撑条件，原位修复施工对地层承载力、地下水地球化学特征等的影响等； 

b) 污染物去除效率：目标污染物浓度、释放通量和总质量消减程度等； 

c) 修复工程总量：包括土方开挖量、墙体浇筑、二次污染处理工程量等； 

d) 运行维护难度：污染处理系统稳定性、维修需求以及运行维护人员技术水平要求等； 

e) 修复周期：达到修复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包括修复工程与设备安装调试时间、修复设施运行时

间、修复效果评估时间以及长期环境管理时间等。 

8.2.3 经济指标 

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a) 基本建设费：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包括原材料、主体设备、污染场地准备

费用等，间接费用包括工程设计、许可、启动、意外事故等费用； 

b) 运行费：人员工资、培训、防护等费用，水电费、采样、监测费用，残余物处理费用，维修和

应急费等费用，以及保险、税务、执照等费用； 

c) 后期管理费：日常管理费、周期性监测费等。 

8.2.4 环境指标 

环境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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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二次污染物排放：方案实施期间二次污染物排放特征，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排

放数量、排放强度及其处理处置难度和不确定性； 

b) 健康风险：方案实施期间对施工工人、污染场地周边人群的潜在健康影响及减缓措施实施的难

易程度等； 

c) 周边环境影响：方案实施期间对周边地下水、地表水或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等环境的影响

及减缓措施实施的难易程度。 

8.2.5 社会指标 

社会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管理部门认可度：区域适宜性，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关标准和规范的符合性，以及相关部门在

同类修复技术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意见； 

b) 公众可接受程度：项目实施期间对周边居民造成的气味、噪声等影响。 

8.3 最佳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从确定的单一修复技术及多种修复技术组合方案的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四个

方面进行修复技术方案的比选，最终确定适合于目标场地的最佳修复技术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工艺流程

及参数和后期环境管理要求等。 

8.4 环境管理计划制定 

8.4.1 环境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根据场地污染特征、修复技术工艺和原辅材料等信息，识别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针对潜在二次污

染，提出针对性的污染防治措施，并分析论证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的可靠性。 

8.4.2 环境监测计划 

结合采取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环境保护要求等，制定环境监测计划。环

境监测计划宜明确监测范围、监测介质、监测指标、监测点位、监测频率、采样与检测方法、评价标淮

等。其中，监测范围宜包括修复实施过程中废水、废气、噪声等的影响范围及其周边环境敏感目标所在

区域，监测指标宜包括目标污染物和修复实施过程中潜在的二次污染物指标等，监测频率宜结合修复技

术的具体实施特点设置。不同监测介质的监测技术按照GB 8978、GB 12523、GB 14554、GB 16297、HJ 

25.2、HJ 25.5、HJ 25.6、HJ/T 55、HJ 164、HJ/T 397执行。 

8.4.3 环境应急安全计划 

分析工程实施过程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环节、类型、影响范围、关键节点等。根据国家和地

方环境应急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编制环境应急安全计划，内容包括安全问题识别、预防措施、突发

事故应急措施、安全防护装备和安全防护培训等。 

9 编制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 

地下水污染修复可行性评估报告宜包括总论、污染场地问题识别、场地条件确认、修复模式选择、

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修复技术方案确定、环境管理方案制定、结论建议及附件、附图、附表等内容，

编制大纲参考附录B，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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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方法 

常见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方法见表A.1。 

表A.1  常见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方法 

技术 

名称 
目标污染物 适用性 

技术 

成熟度 

修复 

效率 

建设 

资金 

运行 

成本 

系统 

稳定性 
修复周期 

环境

风险 
优点 缺点 

抽出

处理

技术 

适用于多种污染

物。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隙、

裂隙和岩溶含水层，污染范

围大、地下水埋深较大的污

染场地，也可用于采空区积

水。 

国外广泛

应用，国

内已有工

程应用。 

初期

高，

后期

低。 

资金投

入高。 

运行维

护投入

一般。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多。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到

数十年。 

低 

对于污染物浓度

较高、地下水深

埋的污染场地具

有优势；对污染

的早期处理见效

快；设备简单，

施工方便。 

不适用于渗透性较差的含水

层；对修复区域干扰大；能

耗大。 

微生

物修

复技

术 

适用于易生物降解

的有机物。 

适用于孔隙、裂隙、岩溶含

水层。 

国外广泛

应用，国

内已有工

程应用。 

中 

资金投

入一

般。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到

数十年。 

中 
对环境影响较

小。 

部分地下水环境不适宜微生

物生长。 

植物

修复

技术 

适用于重金属和特

定的有机物。 

适用于地下水埋深较浅的污

染场地。 

实际工程

应用较

少。 

低 

资金投

入较

低。 

运行维

护投入

较低。 

可靠性

低、维护

需求多。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到

数十年。 

低 
施工方便，对环

境影响较小。 

效果受地下水埋深、污染物

性质和浓度影响较大；需考

虑植物的后续处理。 

地下

水曝

气技

术 

适用于苯系物和氯

代烃等。 

适用于具有较大厚度和埋深

的含水层。 

国外广泛

应用，国

内已有工

程应用。 

中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一般。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中 

对修复场地干扰

小；设备简单，

施工方便。 

不适用于非挥发性的污染

物；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扩

散；气体可能会迁移和释放

到地表，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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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常见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方法（续） 

技术 

名称 
目标污染物 适用性 技术成熟度 

修复 

效率 

建设 

资金 

运行 

成本 

系统 

稳定性 
修复周期 

环境

风险 
优点 缺点 

化学

氧化

技术 

适用于石油烃、酚

类、甲基叔丁基

醚、氯代烃、多环

芳烃和农药等。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隙、

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高 

资金投

入一

般。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高 
反应速度快，修

复时间短。 

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可能

会限制化学物质的传输；受

腐殖酸含量、还原性金属含

量、土壤渗透性、pH变化影

响较大。 

化学

还原

技术 

适用于重金属和氯

代烃等。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隙、

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高 

资金投

入一

般。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高 
反应速度快，修

复时间短。 

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可能

会限制化学物质的传输；一

些含氯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产

物有一定的毒性；部分污染

物的还原效果不稳定。 

双/多

相抽

提技

术 

适用于石油烃和氯

代烃等。 

不适用于渗透性差或者地下

水水位变动较大的污染场

地。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高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中 

可处理易挥发、

易流动的非水溶

性液体。 

效果受污染场地水文地质条

件和污染物分布影响较大；

需要对抽提出的气体和液体

进行后续处理。 

热处

理技

术 

适用于石油烃和氯

代烃等。 

适用于低渗透性的孔隙、裂

隙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高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中 
修复时间短、修

复效率高。 

设备及运行成本较高，施工

及运行专业化程度要求高。 

电动

修复

技术 

适用于重金属、石

油烃和高密度非水

溶性有机物等。 

适用于低渗透性的孔隙含水

层。 

工程应用

较少。 
高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短，

需要数月到

数年。 

低 
对修复污染场地

干扰小。 

易出现活化极化、电阻极化

和浓度极化等情况，降低修

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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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常见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方法（续） 

技术 

名称 
目标污染物 适用性 技术成熟度 

修复 

效率 

建设 

资金 

运行 

成本 

系统 

稳定性 
修复周期 

环境

风险 
优点 缺点 

监测

自然

衰减

技术 

适用于易降解的有

机物。 

适用于污染程度较低、污染

物自然衰减能力较强的孔

隙、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低 

资金投

入一

般。 

运行维

护投入

较高。 

可靠性一

般，维修

需求一

般。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或

更长时间。 

低 
费用低，对环境

影响较小。 
需要较长监测时间。 

阻隔 

技术 

适用于“三氮”、

重金属和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 

适用于地下水埋深较浅的孔

隙、岩溶和裂隙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高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一般。 

可靠性高

和维修需

求少。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或

更长时间。 

低 

施工方便，使用

的材料较为普

遍，可有效将污

染物阻隔在特定

区域。 

阻隔效果受地下水中pH，污

染物类型、活性、分布，墙

体的深度、长度、宽度，污

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等影

响。 

制度 

控制 

适用于多种污染

物。 

适用于需减少或阻止人群对

地下水中污染物暴露的污染

场地，孔隙、裂隙和岩溶含

水层均适用。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低 

资金投

入较

低。 

运行维

护投入

较低。 

可靠性

低、维护

需求多。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或

更长时间。 

低 
费用低，环境影

响小。 

存在地下水污染扩散风险；

时间较长。 

可渗

透反

应格

栅技

术 

适用于石油烃、氯

代烃和重金属等。 

适用于渗透性较好的孔隙、

裂隙和岩溶含水层。 

国外已广

泛应用，

国内已有

工程应

用。 

中 

资金投

入较

高。 

运行维

护投入

一般。 

可靠性高

和维修需

求少。 

周期较长，

需要数年到

数十年。 

中 

反应介质消耗较

慢，具备几年甚

至几十年的处理

能力。 

可渗透反应格栅填料需要适

时更换；需要对地下水的pH

等进行控制；可能存在二次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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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大纲 

B.1 总论 

B.2 项目背景 

B.2.1 编制原则 

B.2.2 编制依据 

B.2.3 编制内容 

B.3 污染场地问题识别 

B.3.1 区域概况 

B.3.2 污染场地概况 

B.3.3 污染场地环境特征 

B.3.4 污染场地地下水污染现状 

B.3.5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结论 

B.4 场地条件确认 

B.4.1 确认污染场地条件 

B.4.2 更新污染场地概念模型 

B.5 修复模式选择 

B.5.1 确定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目标 

B.5.2 确认污染场地修复范围 

B.5.3 选择地下水修复模式 

B.6 修复技术筛选和评估 

B.6.1 修复技术初步筛选 

B.6.2 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 

B.6.3 修复技术综合评估 

B.7 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B.7.1 总体技术路线 

B.7.2 备选技术方案 

B.7.3 备选方案比选 

B.7.4 修复技术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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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环境管理计划制定 

B.8.1 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B.8.2 环境监测计划 

B.8.3 环境应急安全计划 

B.9 结论与建议 

B.9.1 结论 

B.9.2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