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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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环境

调查院、河南黄河水文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南盈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航、王晓飞、朱华、燕青、耿万东、李洋、于芳、韩磊、魏楠、杨丝雨、王

东、宋任杰、杨春生、苗红雄、景兆凯、于丽、王闯、周政辉、张允、胥洪军、成宣宇、王峥、包文亭 

吕晶晶、杜颖、崔亚军、孟春丽、张冰、刘杰、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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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因地下水压采和水源置换工作的持续开展，全省各地封停了大量取水井。按照河南省地下

水监测站网规划，未来全省将新增数千处地下水监测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地下水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加强河南省地下水科学管理，促进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开展，充分发挥封停取水

井的继续利用价值，节约地下水监测站建设成本，统一地下水监测站借用井建设技术要求，特制定本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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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站借用井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下水监测站借用井的选择、检测、修复、保护与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借用已有封停管井建设地下水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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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GB 50296  管井技术规范 

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148  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 

SL 183—2005  地下水监测规范 

SL 360—2006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技术规范 

DB41/T 1850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与验收技术规范 

DB41/T 1971  地下水自动监测井保护装置设计与安装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借用井 

能够改造为地下水监测站监测井的已封存停止取用地下水的井。 

 3.2 

井管检测 

查明借用井井管损坏或缺陷的测试。 

 3.3 

井下电视 

采用电视摄像机沿井孔扫描，在地面的电视荧光屏上能够看到井内情况的检测设备。 

 3.4 

清淤 

将井管内的淤积物清除出井外的作业。 

 3.5 

遗落物打捞 

将井管内的遗落物取出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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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透水灵敏度试验 

向井孔内灌水，所灌水量引起井孔内水位的上升并自然向含水层渗漏，建立灌水后井孔内水位恢复

到灌水前井孔内的水位与时间之间关系的试验。 

［来源：SL 183—2005，2.0.6］ 

 3.7 

局部飞管法 

采用遇水膨胀材料充填修补管与损坏井管间隙，通过摩擦力固定修补管的一种井管修补方法。 

4 借用井选择 

井位选择 4.1 

借用井井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满足 GB/T 51040、SL 183—2005、SL 360—2006和 DB41/T 1850 规定的站网规划与选址要求，

充分考虑区域内已建和在建监测站的分布状况,合理确定,避免重复建设； 

b) 周边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场地空间、通信、安全状况等条件便于借用井检测、

修复施工、运行和维护管理； 

c) 附近无影响监测精度的水体和工程设施； 

d) 与所在地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相协调。 

产权要求 4.2 

借用井产权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b) 权属人同意借用，能签订借用协议。 

资料要求 4.3 

借用井资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成井资料包括竣工报告、测井报告、综合柱状图、抽水试验报告、验收报告等； 

b) 运行维护资料包括水位/埋深、水量监测历史资料，洗井记录，维修记录等。 

技术要求 4.4 

借用井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a) 取水层位与监测站设计监测层位基本一致； 

b) 井水水质与区域地下水同层位含水层水质资料相比无明显异常； 

c) 井径不小于 168 mm，井管材质为钢管、铸铁管或 PVC-U管； 

d) 成井时间一般不超过 10年； 

e) 井斜满足 GB 50296、GB/T 50625相关要求。 

5 借用井检测 

遗落物检测 5.1 

检测井内是否有遗落物，如有遗落物，应探明遗落物类别、所在位置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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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管检测 5.2 

5.2.1 检测井管内壁和连接处，判断井管是否存在破损、错口、脱节等问题，重点检测水位变化区间

的井管、井管连接处、井径变化处和过滤器井段。对异常状况（部位），应在电视图像中准确定位，并

做好记录。 

5.2.2 井管检测结果判别标准如下： 

a) 无破损时，可直接借用； 

b) 存在错口、脱节等问题时，不宜借用； 

c) 井管单处破损长度超过 1 m或累计破损长度超过 5 m时，不宜借用； 

d) 存在其他情况时，可修补后借用。 

淤积检测 5.3 

5.3.1 测量井深，按附录 A中要求计算淤积厚度。 

5.3.2 淤积检测结果判别标准如下： 

a) 淤积厚度≤成井深度的 5%时，可不清淤，直接借用； 

b) 淤积厚度在成井深度的 5%～25%之间时，可清淤后借用； 

c) 淤积厚度＞成井深度的 25%时，不宜借用。 

透水灵敏度试验 5.4 

5.4.1 按照 SL 183—2005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透水灵敏度试验。 

5.4.2 试验结果判别标准如下： 

a) 透水性能达标，可不洗井，直接借用； 

b) 透水性能不达标，洗井后可借用。 

检测记录及结果判定 5.5 

检测项目内容及结果判定参照附录A要求填写。 

6 借用井修复 

一般要求 6.1 

6.1.1 根据检测结果编制修复施工方案，采用专业设备进行修复施工。 

6.1.2 修复施工宜按照遗落物打捞、井管修补、清淤和洗井的顺序开展。 

遗落物打捞 6.2 

根据遗落物特点，以不对井管造成新的损坏为原则，可选择冲抓锥、磁力器等打捞工具，也可自制

扒皮钩、剪子钩、万能抓、抓砖器、茅钩式打捞器等打捞工具。 

井管修补 6.3 

6.3.1 一般要求 

针对破损的井壁管，采用套管封闭破损部位的方式修补，技术要求按DZ/T 0148的规定执行。 

6.3.2 修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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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管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材质与原井管保持一致； 

b) 长度不小于 1 m，且顶端或底端距破损位置的距离不小于 0.5 m； 

c) 修补管外径与原井管内径之间的间隙不大于 20 mm，内径不小于 100 mm。 

6.3.3 下管 

下管操作执行DZ/T 0148。 

6.3.4 止水 

止水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止水材料选用遇水膨胀橡胶止水带； 

b) 采用综合止水工艺，确保止水效果； 

c) 采用局部飞管法时，根据飞管的质量、止水间隙和膨胀率，验算摩擦力，设计合理的止水带

高度和缠绕厚度，确保飞管的稳定性和密闭性； 

d) 止水效果检验执行 DZ/T 0148，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个修复工序。 

清淤 6.4 

6.4.1 一般要求 

根据淤积厚度，综合考虑含水层特性和井管强度，可选择单一方法清淤或多种方法联合清淤。 

6.4.2 掏砂清淤 

掏砂清淤适用于钢管和铸铁管，不适用于PVC-U管，掏砂清淤按下列要求执行： 

a) 采用掏砂筒或捞砂管冲击淤积层收集淤砂并提出井外； 

b) 清淤时宜匀速控制； 

c) 掏砂筒或捞砂管外径宜小于井管内径 50 mm以上。 

6.4.3 水泵清淤 

水泵清淤可采用单泵清淤法或双泵清淤法，单泵清淤法适用于浅井，双泵清淤法适用于深井。水泵

清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单泵清淤法选用清水泵，水泵用于抽取井外水源，通过泵管送入井内。泵管最前端加装高压

水枪，接触淤积物，高压将清水压入井内，将淤积物冲出井外； 

b) 双泵清淤法选用清水泵和泥浆泵联合作业，清水泵供水冲砂，操作要求同单泵清淤法，泥浆

泵抽水清淤，泥浆泵距离淤积面的高度不超过 1 m； 

c) 地面设置泥浆池，泥浆泵出水口固定没入泥浆池，防止井内排出的泥砂水倒灌。 

6.4.4 空压机清淤 

空压机清淤按下列要求执行： 

a) 排渣管宜选用钢管，外径宜较井管内径小 30 mm以上；风管宜选用小规格钢管或胶管； 

b) 排渣管底端距离淤积面的高度宜不超过 1 m，清淤过程中，排渣管底端随淤积面的降低同步下

降，至清淤完成； 

c) 清淤过程中，保持混合器沉没比不小于 50%，不满足时，可向井内补充适量清水； 

d) 地面设置泥浆池，排渣管出口固定没入泥浆池，防止井内排出的泥砂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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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据井深、水位埋深、单井出水量等参数合理选择空压机型号，各项参数较小的井宜选择低

压空压机，各项参数较大的井宜选择中、高压空压机。 

洗井 6.5 

6.5.1 一般要求 

针对井管锈蚀结垢、过滤器堵塞、滤料胶结和透水灵敏度试验不达标等问题，综合考虑含水层特性、

井管强度等因素，以不造成井管和过滤器新的损坏为原则，可选择单一方法洗井或多种方法联合洗井。 

6.5.2 钢丝刷清洗法 

钢丝刷清洗法主要适用于清洗钢管材质的过滤器，洗井按下列要求执行： 

a) 钢丝刷外径宜大于井管内径 5 mm～10 mm； 

b) 宜上下反复拉动并不断旋转钢丝刷，上下反复拉动的范围宜超出过滤器顶端和底端各 2 m； 

c) 借用井存在多个过滤器时，宜自下而上逐个清洗。 

6.5.3 高压喷射法： 

高压喷射法主要适用于清洗井管材质为钢管或铸铁管的借用井，洗井按下列要求执行： 

a) 根据井管的内径选配相应尺寸的喷头，喷头在井内上下移动和旋转，反复冲洗； 

b) 水泵工作压力宜不小于 5 MPa，流量宜不小于 40 L/min。 

6.5.4 盐酸法 

盐酸法主要适用于清洗存在过滤器结垢、砾料胶结等问题的井管材质为钢管或铸铁管的借用井，洗

井液的配置、灌注等操作要求按DZ/T 0148的规定执行。 

6.5.5 抽水法 

抽水法主要适用于清洗过滤器轻微堵塞的借用井，应根据井管内径、水位埋深和出水量等参数合理

选择水泵规格。 

抽水试验 6.6 

修复工作完成后，进行单井稳定流抽水试验，操作要求按GB 50027的规定执行。 

7 井口保护 

障碍物拆除 7.1 

拆除与监测站建设无关的设施，如水泵固定设施、电缆固定设施、泵管、输水管、井口保护罩等。 

井口保护装置安装 7.2 

井口保护装置安装按DB41/T 1971的规定执行。 

水准点设置 7.3 

水准点建设按SL 360—2006的规定执行，坐标测量和高程引测按GB/T 51040的规定执行。 

环境恢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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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修复、井口障碍物拆除、井口保护装置安装及水准点建设等工作完成后，应平整借用井周边地

面。 

8 验收 

验收组织 8.1 

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组成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应不少于三分之二。 

修复工程验收 8.2 

修复工程验收合格标准如下： 

a) 井内遗落物全部打捞出井； 

b) 井管破损部位全部修补完成，符合 DZ/T 0148要求； 

c) 井深达到成井深度的 95%以上； 

d) 透水灵敏度试验满足 SL 183—2005的相关技术要求。 

资料验收 8.3 

资料验收时，需提供借用井修复报告、检测结果记录表和修复施工方案等相关资料，将前期收集资

料与竣工资料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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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借用井检测结果记录表（样式） 

借用井检测结果记录表的样式见表A.1 

表A.1 借用井检测结果记录表 

借用井名称  成井时间  

借用井位置  

井位坐标 东经  北纬  

井径  管材  

一、遗落物检测 

位置 描述 照片 

m   m     

    

记录人  时间  

注： 位置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简要描述遗落物的种类、尺寸等情况；截取井下电视扫描的照片对应放入表格。 

二、井管检测 

位置 描述 照片 

m   m     

    

判定结果 □直接借用    □修复后借用    □不宜借用 

记录人  时间  

注： 位置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简述破损的类型、尺寸等；截取井下电视扫描的照片放入表格，判定结果打勾选择。 

三、淤积检测 

项目 成井资料 现场测量 

井深（m）   

淤积厚度（m）  

判定结果 □直接借用    □修复后借用    □不宜借用 

记录人  时间  

注： 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判定结果打勾选择，淤积厚度=成井深度-现状井深。 

四、透水灵敏度试验 

开始时间  初始埋深值（m）  

结束时间  结束埋深值（m）  

埋深值差（m）  

试验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判定结果 □直接借用    □修复后借用 

记录人  时间  

注： 时间精确到秒，埋深值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判定结果打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