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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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2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明斌、孙文、康彩琴、高宗强、王宏、王建平、薛明霞、亢一凡、李啸、茹

哲敏、郭天宇、何向楠、丁薇、王青霞、卢建斌、武淑林、冯养云、岳纪文、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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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料整编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下水资料整编流程、资料整编、资料审查验收以及资料存储、归档和刊印的内容和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省内地下水长期监测资料的整编工作，其他地下水资料整编工作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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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量规范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SL/T 247 水文资料整编规范

SL 360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L/T 247、SL 36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下水监测站

为获取地下水水位、水温、水质和水量等监测数据而设置的监测设施设备，包括：监测井、监测仪

器设备及附属设施等。

基本资料考证

对地下水监测站的基本资料进行考查和验证。

合理性检查

为保证资料整编的质量，根据地下水要素的变化规律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整编成果的规律性所

做的检验工作。

4 整编流程

地下水资料整编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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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下水资料整编流程图

5 资料整编

一般规定

5.1.1 水位（埋深）监测数据以“m”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第 2位。

5.1.2 水温监测数据以“℃”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

5.1.3 开采量监测数据以“m³/h”为单位，精确到整数位；泉流量监测数据以“m³/s”为单位，精确

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5.1.4 统计数值时，平均值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尾数按四舍五入处理；挑选极值，若多次出现同一

极值，则选择首次出现的极值。

5.1.5 整编中的异常监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插补、修正、可疑、动水位、地面积水、井干、缺测、

井淤、停测、泉干、结冰、自流。

5.1.6 整编符号按表 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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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整编符号

意义 整编符号 代码 说明

插补 ⊕ A —

修正 + B —

可疑 ※ C —

动水位 △ D —

地面积水 积水 E —

井干 井干 F —

缺测 — H —

井淤 井淤 J —

停测 K 相应数据栏保持空白

泉干 泉干 M —

结冰 结冰 N —

自流 ∧ R —

不完全统计 () S 将统计值用“()”括起来

不进行统计 — T —

注1：符号代码不分大小写，宜使用大写。

注2：“()”为半角符号。

基本资料考证

5.2.1 考证内容包括：

——监测站编码、名称、类别、位置、坐标；

——监测站情况、高程信息、现有监测项目、高程引测和校测、监测项目变动情况、监测站沿革

情况、洗井、监测站运维及周边影响监测情况。

5.2.2 考证方法包括：

——调查法：野外测量、复核或实地调研；

——查阅资料法：查阅相关档案资料。

5.2.3 经考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监测站，相应监测资料不予整编：

——监测设备的监测误差超过 GB/T 51040 规定的允许范围；

——监测站无法正常开展监测。

5.2.4 经基本资料考证的监测站，编制地下水监测站基本信息考证表，监测站新建、迁移时，还应编

制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一览表，表格式样及填表说明参见附录 A。

原始监测资料审核

5.3.1 提供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记录）表，表格式样及填表说明参见附录 B。

5.3.2 原始监测资料审核内容包括：

——原始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由于设备检测和高程校测导致的监测数值修正；

——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日值计算方法合理性；

——单站监测资料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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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监测资料产生原因及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5.3.3 单站监测资料合理性审查内容包括：

——水位、水温相邻测次的变幅，上年末、本年初监测数据对比；

——降水量与地下水位动态的相关性；

——同一含水层（组）各监测站之间监测数据的相关性；

——自动监测数据对比分析；

——水质样品采集、保存、运送过程，水质检测及分析方法，水质检测结果；

——水量数据的规律性、取水许可的相符性。

5.3.4 经审核，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监测站，相应监测资料不予整编：

——监测方法错误；

——测量误差超过 GB/T 51040 规定的允许范围；

——监测数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水位（埋深）资料整编

5.4.1 日监测数据

日监测数据确定按下列规定执行：

——以 0:00 至 24:00 作为当日监测时段，0:00 为当日监测时段起始点；

——逐日、五日、十日监测站日监测值均为 8:00 监测数据；

——统测监测值为当日监测数据；

——自动监测站，日水位（埋深）监测值为监测时段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资料整编应按先插

补和修正逐次监测数据，后计算和选择日水位（埋深）的顺序进行；

——未按规定日期监测的水位（埋深）数据不予采纳。

5.4.2 资料插补和修正

5.4.2.1 资料插补和修正情形包括：

——由于间歇性开采引起水位明显下降，但停止开采后当日水位能迅速恢复，对此类有规律性动

水位，可取地下水恢复后的高水位作为基准值，宜对开采期间的动水位进行插补、修正；

——因偶然性开采等原因造成地下水水位突变，水位过程线陡然变化，不平滑、不连续，相应突

变监测数据应进行插补、修正；

——由于洗井造成水位变化，稳定前水位恢复期内的动水位监测数据应进行插补、修正；

——监测站虽受本站或周边地下水开采影响，但监测数据准确，水位过程线平滑、连续，能够代

表本站地下水实际变化时，不宜对变化数据进行插补、修正；

——当洗井水位稳定后，由于洗井造成水位阶梯状变化，但洗井前后监测数据准确，不宜进行插

补、修正；

——经插补和修正的数据不应作为再次插补修正的依据。

5.4.2.2 资料插补按下列规定执行：

——可疑、井淤数据在插补时按缺测对待；

——停测、地面积水、井干、泉干、结冰数据不宜进行插补；

——逐日监测站，监测数据连续缺测不超过 10 次，且缺测前后均有准确的监测数据时可插补；

——五日监测站，监测数据连续缺测不超过 1 次，且缺测前后均有准确的监测数据时可插补；

——十日监测站，监测数据不得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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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测数据不得插补；

——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连续缺测不超过 240h，且缺测前后均有准确的监测数据时可插补；

——巡测和运维过程中准确的人工监测数据应按照正常监测数据对待，可作为资料插补的依据；

——数据插补方法可采用相关法、趋势法或内插法。

5.4.2.3 资料修正按下列规定执行：

——时段内水位监测数据与真实水位相比，发生系统性、规律性偏差，但监测数据能够代表时段

内各时点地下水水位的相对变化，消除偏差影响后即可作为准确监测数据时，可对监测数据

进行修正；

——数据修正主要依据测具检定报告、自动监测稳定性分析、自动监测站巡测维护对比记录进行；

——数据修正应按监测时点依次进行；

——数据修正方法可采用阶梯型修正、渐变型修正或混合型修正。

5.4.3 数值统计

5.4.3.1 数值统计情形包括：

——经插补或修正后的数据参加数值统计；

——停测、缺测、地面积水、井干、泉干、井淤、结冰数据不应参加数值统计；

——统测数据不应进行年月数值统计。

5.4.3.2 月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月统计应包括月平均水位（埋深）值，月最高、最低水位（最大、最小埋深）值及其发生日

期；

——月平均水位（埋深）值应为参加数值统计的日水位（埋深）算术平均值；

——月最高、最低水位（最大、最小埋深）值应从当月所有日水位（埋深）数据中挑选；

——逐日水位（埋深）资料齐全时，应进行月完全统计；月内缺测（包括停测、地面积水、井干、

泉干、井淤、结冰）不超过 10 次时，应进行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10 次时，不应进行月统计；

——监测频次为每日多次的监测站，应以所确定的日水位（埋深）数据进行月统计，并应按逐日

水位（埋深）资料对待；

——五日水位（埋深）资料齐全时，应进行月完全统计；月内缺测（包括停测、地面积水、井干、

泉干、井淤、结冰）不超过 2 次时，可进行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2 次时，不应进行月统计；

——十日水位（埋深）资料齐全时，应进行月完全统计；月内缺测（包括停测、地面积水、井干、

泉干、井淤、结冰）不超过 1 次时，可进行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1 次时，不应进行月统计。

5.4.3.3 年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年统计应包括年平均水位（埋深）值，年最高水位（最小埋深）、最低水位（最大埋深）值

及其发生日期，年变幅，年末差；

——年平均水位（埋深）值应为月平均水位（埋深）值的算术平均值；

——年最高水位（最小埋深）、最低水位（最大埋深）值及其发生日期应从各月相应极值中挑选；

——年内各月均进行完全统计时，应进行年完全统计；年内月不完全统计不超过 4个且不进行月

统计不超过 2个时，应进行年不完全统计；年内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4个或不进行月统计超过 2

个时，不应进行年统计。

水温资料整编

5.5.1 日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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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监测数据确定按下列规定执行：

——以 0:00 至 24:00 作为当日监测时段，0:00 为当日监测时段起始点；

——五日监测站日监测值为 8:00 监测数据；

——监测频次为每日多次的监测站，日水温监测值宜为日监测时段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资料

整编应按先插补逐次监测数据，后计算和选择日水温的顺序进行。

5.5.2 资料插补

资料插补按下列规定执行：

——可疑数据在插补时可按缺测对待；

——停测、井干、泉干、结冰数据不宜进行插补；

——对于非自动水温监测站，年内缺测超过 2 次时，不宜插补，年内缺测不超过 2 次时，可根据

历史资料、周边监测站资料等进行插补；

——自动监测资料，连续缺测不超过 240h，且缺测前后均有准确的监测数据时可插补；

——巡测和运维过程中准确的人工监测数据应按照正常监测数据对待，可作为资料插补的依据；

——经插补的数据不应作为再次插补的依据；

——水温资料插补可采用直线插补法。

5.5.3 数值统计

5.5.3.1 数值统计情形包括：

——经插补后的数据应参加数值统计；

——缺测、停测、井干、泉干、结冰数据不应参加数值统计。

5.5.3.2 月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月统计应包括月平均水温值，月最高、最低水温值及其发生日期；

——月平均水温值应为参加数值统计的日水温算术平均值；

——月最高、最低水温值应从当月所有日水温数据中挑选；

——五日水温资料齐全时，应进行月完全统计；月内缺测（包括停测、井干、泉干、结冰）不超

过 2 次时，可进行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2 次时，不宜进行月统计；

——监测频次为每日多次的监测站，应以所确定的日水温数据进行月统计；日水温资料齐全时，

应进行月完全统计；月内缺测（包括停测、井干、泉干、结冰）不超过 10 次时，可进行月不

完全统计；超过 10 次时，不宜进行月统计。

5.5.3.3 年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年统计应包括年平均水温值，年最高、最低水温值及其发生日期，年变幅，年末差；

——年平均水温值为月平均水温值的算术平均值；

——年最高、最低水温值及其发生日期从各月相应极值中挑选；

——年内各月均进行完全统计时，应进行年完全统计；年内月不完全统计不超过 4 个且不进行月

统计不超过 2 个时，应进行年不完全统计；年内月不完全统计超过 4个或不进行月统计超过 2

个时，不应进行年统计。

水质资料整编

水质资料整编按下列规定执行：

——审核原始资料，发现问题应查明原因，原因不明时如实说明情况，不得任意修改或舍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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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水质监测数据说明原因并标注；

——地下水水化学类型计算应按照舒卡列夫分类法进行；

——地下水质量评价应按照 GB/T 14848 的有关规定进行；

——地下水水质监测指标可根据工作需求增加或减少；

——应将审核合格的水质资料进行分类整编，并应按特征值统计。

水量资料整编

5.7.1 开采量资料

5.7.1.1 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确定按下列规定执行：

——以 0:00 至 24:00 作为当日监测时段，0:00 为当日监测时段起始点；

——监测数据为计量设备的累计水量值；

——时段水量为累计水量差值。

5.7.1.2 资料修正

资料修正按下列规定执行：

——可疑数据按缺测对待，缺测数据不应进行插补；

——监测缺测时间较长，可采用取水权人提供的带印证材料的用水量数据；

——巡测和运维过程中准确的人工监测数据应按照正常监测数据对待，可作为资料修正的依据。

5.7.1.3 数值统计

数值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经修正后的数据应参加数值统计；

——数值统计按日、月、季、年进行统计。

5.7.2 泉流量资料

5.7.2.1 监测数据

监测数据确定按下列规定执行：

——数据监测按照 GB 50179 相关规定执行；

——集中出露的泉水，采用各出口处流量同步相加，计算流量；

——散泉溢出的泉水，采用上下断面实测的流量差，计算流量。

5.7.2.2 资料插补和修正

分析不合理的异常值，选用舍弃、插补或修正等方法进行处理。

5.7.2.3 数值统计

数值统计按下列规定执行：

——经插补修正后的数据应参加数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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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流量监测资料进行旬、月、年统计，旬统计包括上、中、下旬平均流量；月统计包括月平

均流量，月最大、最小流量及其发生日期；年统计包括年平均流量，年最大、最小流量及其

发生日期；

——特征值数值统计方法按照 GB 50179 相关规定执行。

成果图表

5.8.1 成果表

对基本资料考证、原始监测资料审核并合格的水位（埋深）资料、水温资料、水质资料、水量资料，

以科学的方法处理后，编制整编成果表，表格式样及填表说明按附录 C 的规定执行。

5.8.2 图件

5.8.2.1 地下水基本监测站分布图按 GB/T 51040 中的规定绘制。

5.8.2.2 水位（埋深）过程线图按下列规定绘制：

——应包含图名、监测站名称、编码、监测时段等要素；

——横坐标为日期；纵坐标为水位（埋深）值；绘制埋深过程线图时，纵坐标轴按逆序刻度值设

置；

——监测数据有“可疑”“动水位”等异常数据时，应在过程线上加相应整编符号。

5.8.2.3 水量过程线图按下列规定绘制：

——包含图名、监测井（泉）名称、编码、监测时段等要素；

——横坐标为日期；纵坐标为时段水量（泉流量）；

——时段水量采用柱状图，泉流量采用折线图。

资料整编说明编写

说明内容包括：

——资料整编的组织、时间、方法、内容及工作量概况；

——资料插补、修正方法说明；

——监测站网调整、变更情况；

——监测方法、精度、高程测量、校测情况；

——监测站行政区划、高程等基本信息变动说明；

——监测设备和测具检定；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6 资料审查验收

审查资料包括：

——各监测站基本资料；

——各项原始监测资料；

——资料整编成果图表；

——资料整编说明。

审查范围为：

——发生变动的基本资料应全部审查，未发生变动的基本资料应进行抽查，抽查率不得少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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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原始监测资料应进行抽查，抽查率不得少于 30％；

——整编成果图表和整编说明应全部进行审查。

合理性检查包括：

——年内合理性，检查地下水资料年内变化情况，可通过绘制年内变化过程线检查，检查主要内

容为：

 年内资料是否有突变等异常现象；

 是否符合地下水变化规律。

——年际合理性，检查地下水资料多年变化情况，可通过绘制单井多年变化过程线检查，检查主

要内容为：

 地下水监测项目年内变化趋势与该井多年变化趋势是否相符；

 本年与上一年度年末一个月、下一年度年初一个月数据进行合理性检查，检查其年初、

年末数据变化趋势是否相符，是否有数据突变现象。

整编成果验收要求包括：

——项目完整，图表齐全，规格统一；

——监测站基本资料齐全；

——资料整编方法正确；

——无系统和特征值统计错误，其他数据的错误率不大于 1/10000。

若资料整编成果审查验收不通过，进行资料核实，按本文件第 5 章规定重新整编。审查验收通过

的资料整编成果出具审查意见，作为验收的依据。

7 资料存储、归档和刊印

存储

7.1.1 各项资料整编成果经审查合格后进行存储。

7.1.2 存储介质包括以年鉴刊印形式存储的纸介质和以数据库、移动硬盘等形式存储的磁介质，同时

实行异地备份。

归档

予以归档的资料包括：

——各监测站基本资料、原始监测资料、资料整编成果图表以及资料整编说明；

——资料整编成果审查意见。

刊印

7.3.1 地下水资料整编成果统一排版刊印，刊印内容包括地下水基本监测站分布图，水位、埋深、水

温、水质、水量监测成果，水位、埋深、水温年特征值，统测资料、过程线等。

7.3.2 妥善保存刊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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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信息及基本情况表式样及填表说明

A.1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信息考证表式样

见图 A.1。

图 A.1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信息考证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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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信息考证表填表说明

A.2.1 测站编码：为参照《全国水文测站编码方法》编制的监测站编码。

A.2.2 测站名称：监测站站名。

A.2.3 测站类别：国家级基本监测站、省级基本监测站、普通监测站、统测站。

A.2.4 经纬度：以度分秒格式填写，位数取整。

A.2.5 监测井类型：填写生产井、民井、勘探孔、专用监测井或其他。

A.2.6 地下水类型：按埋藏条件填写“潜水”、“承压水”、“混合水”；按含水介质填写“孔隙水”、“裂

隙水”、“岩溶水”。填写应用组合表示，如“潜水；裂隙水”。

A.2.7 泉类型：上升泉或下降泉。

A.2.8 现井深：指最近一次测量的地面至井底的距离。

A.2.9 成井井深：监测井建成完成时的实际井深。

A.2.10 井口保护设施：站房、筒（桶）式或箱式。

A.2.11 设计取水能力：取水设备满负荷运行情况下日最大取水量。

A.2.12 基面名称：国家基准。

A.2.13 水准点位置、固定点位置：简述与监测井的相对方位和距离。

A.2.14 监测项目：水位/埋深、水温、水质、开采量或泉流量。

A.2.15 监测频次：每日 6 次、逐日、五日、十日。

A.2.16 监测方式：人工、自动、巡测、统测。

A.2.17 主要监测设备：皮卷尺、测绳、测钟、测线、万用表、便携式水位计、一体化压力式水位计、

电磁流量计、超声流量计、电子远传水表等。

A.2.18 监测项目“变动内容”：监测项目设立、撤销、停测、恢复，监测频次变动，监测方式变动等。

A.2.19 监测站沿革“设立或变动内容”包括：监测站设立、撤销、停测、恢复，监测站更名，监测井

换井，测站管理单位变更、产权单位变更等。

A.3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一览表式样

见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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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一览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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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一览表填表说明

A.4.1 表头：年份填写完整，如“2023”不应填成“23”。

A.4.2 埋深：开始监测时的实测埋深。

A.4.3 始测时间：开始监测时的日期，年、月、日。

A.4.4 井管材料：钢管、水泥管、塑料管、其他。

A.4.5 监测站位置图：附监测站位置缩略图，图上显示监测站、所在村镇等信息。

A.4.6 地形地貌概述：附图或文字描述监测站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情况。

A.4.7 监测井成井综合柱状图：附监测井成井综合柱状图。

A.4.8 填表人为观测员；校核为观测组长（若无，则为管理人员）；复核为管理人员。

A.4.9 他项目填写同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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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记录）表式样及填表说明

B.1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记录）表式样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记录）表式样见图 B.1～B.5，开采量监测原始记载表和泉流量监测原始记

载表式样及其填写说明参照 GB/T 51040 有关规定执行。

图 B.1 地下水逐日监测原始记载表式样



DB 14/T 2825—2023

15

图 B.2 地下水五日监测原始记载表式样

图 B.3 地下水十日监测原始记载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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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 地下水统测原始记载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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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地下水采样原始记录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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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地下水监测原始记载（记录）表填表说明

B.2.1 一般规定

B.2.1.1 应建立随监测、随记载、随整理、随分析的工作制度。

B.2.1.2 原始观测值不应涂改，若确需改正，在错误值上划反斜杠“\”，在其上侧或右侧填写正确数

值。

B.2.2 原始记载（记录）表填写

B.2.2.1 一次读数、二次读数为固定点到地下水水面的距离。

B.2.2.2 地下水埋深为读数平均值减去井台高数值。

B.2.2.3 统测站原始记载表中监测日期：

——汛前：5月 17 日～5 月 31 日；

——汛后：9月 16 日～9 月 30 日；

——年末：12 月 17 日～12 月 31 日。

B.2.2.4 去年统测否：填制“√”或空白。

B.2.2.5 地下水采样原始记录表中“…”填写色（度）、溶解氧等其他现场检测指标。

B.2.2.6 其他项目填写同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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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地下水资料整编成果表式样及填表说明

C.1 地下水资料整编成果表式样

见图 C.1～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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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地下水监测站基本情况考证成果一览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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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C.2 地下水水位逐日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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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地下水埋深逐日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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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C.4 地下水水位（埋深）五日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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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5 地下水水位（埋深）十日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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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6 地下水水位（埋深）年特征值统计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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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7 地下水水位（埋深）统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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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9 地下水水温五日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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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0 地下水水温年特征值统计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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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1 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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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C.12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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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3 泉流量监测成果表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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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地下水水位（埋深）监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C.2.1 原井深即成井井深。

C.2.2 五日和十日监测站地下水水位、埋深监测成果表填制同一张表。

C.2.3 表内日值填列方法：

——按规定不监测水位（埋深）的日期，该日水位（埋深）任其空白；监测日水位（埋深）异常，

填制相应整编符号；

——缺测并按规定插补者，不加插补符号；

——全月缺测时，日值填缺测符号“-”。

C.2.4 月统计填列方法：

——发生日期：统计特征值发生时间的相应日数值；

——全月缺测时，月统计栏各项数值均空白。

C.2.5 年统计填列方法：

——年变幅：最高水位（最小埋深）与最低水位（最大埋深）的差值；

——年末差：本年末水位值与上年末水位值的差值，或上年末埋深值与本年末埋深值的差值。若

任一值无数据时，年末差栏任其空白；

——若本年末或上年末数据缺测，可顺延或前推相邻数值作为替代，顺延或前推的时间不宜超过

10 日。

C.3 地下水水位(埋深)统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表内日值填列说明：

——5 月 26 日对应原始记载表汛前监测数值；

——9 月 26 日对应原始记载表汛后监测数值；

——12 月 26 日对应原始记载表年末监测数值。

C.4 地下水水温监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C.4.1 气温：任其空白。

C.4.2 表内日值填列方法：

——监测日水温异常，填制相应整编符号；

——缺测并按规定插补者，不加插补符号；

——全月缺测时，日值填缺测符号“-”。

C.4.3 月统计填列方法：

——发生日期：统计特征值发生时间的相应日数值；

——全月缺测时，月统计栏各项数值均空白。

C.4.4 年统计填列方法：

——年变幅：最高水温与最低水温的差值；

——年末差：本年末水温值与上年末水温值的差值，若任一值无数据时，年末差栏任其空白。

C.5 地下水水质监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C.5.1 采样时间：同采样原始记录表中采样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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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化验时间：检测机构化验水质时间，年、月、日。

C.5.3 监测数据：填写检测机构出具的结果,不得擅自修改检测结果精度。

C.5.4 评价成果：填写GB/T 14848中地下水质量单指标评价法的评价结果。

C.6 地下水开采量监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C.6.1 日开采量填列方法为监测次日起始点与监测当日起始点监测数据的差值。

C.6.2 月、季、年统计值为各统计时段的累计值。

C.7 泉流量监测成果表填表说明

表头河流名称为泉水出露所在河流名称。

C.8 其他说明

成果表其他项目填写同附录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