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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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和国土整治院、河南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中心（地下水资源

调查监测研究）、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一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登、王继华、田鹏州、王琳、郑扬帆、王帅、蒋亚茹、何彦奇、豆敬峰、李

华、万小强、郭红、王聪、张艳芳、关健、岳洁、张庆晓、李屹田、李新亮、潘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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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井洗井、修井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下水监测井洗井、修井的总则、质量要求及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地下水监测井使用和后期维护中的洗井、修井，其它供水井的洗井、修井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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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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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41/T 1850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与验收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040、DB41/T 18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下水监测井     

为获取地下水水位、开采量、水质、水温等监测数据而设置的水井。 

[来源：SL 360—2006，2.0.2-2] 

 3.2 

过滤管  

缠丝过滤器和填砾（贴砾）过滤器的骨架管。单独使用时，也称为过滤器。 

[来源：DZ/T 0148—2014，3.13] 

 3.3 

洗井  

清除井管内、外钻屑和泥砂，疏通含水层渗流通道，使过滤管外围形成良好滤层的作业。 

[来源：DZ/T 0148—2014，3.24，有修改] 

 3.4 

修井  

对存在故障的管井进行检测及修理，使故障井再次投入使用的作业。 

 3.5 

清淤  

采用专业设备将淤积于井管（孔）内的沉淀物清理至井管（孔）外的作业。 

 3.6 

井下电视  

通过用专用摄像头沿井孔扫描，在地面显示屏上监视井内情况变化的一种方法。 

https://baike.so.com/doc/8870574-9195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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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监测目的层  

指选定监测的一个特定含水层或含水层组（段）。 

[来源：DZ/T 0270—2014，3.3，有修改] 

4 总则 

制定洗井、修井计划，并做好人员、设备准备工作。 4.1 

应根据井深、水位、井管结构与材质、存在问题等选择适宜的洗井、修井方法，确保监测井安全，4.2 

不应出现二次破坏。 

在洗井、修井作业时，在作业区域安全范围内应设置警示标志及警示带。 4.3 

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附近的监测井进行化学洗井时，应选择在考核点取样完成后进行。 4.4 

注：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点为用于考核地下水质量目标是否达标的地下水监测井。 

洗井、修井作业过程中，参照附录 A 及时填写相应记录。洗井、修井工作完成后，编制洗井、修4.5 

井总结报告。 

洗井、修井开始前及完成后应分别采集水样，检测其含砂量。 4.6 

通过技术鉴别无法完成洗井、修井或洗井、修井成本过高的监测井，宜申请报废重建。 4.7 

5 洗井 

机械洗井 5.1 

5.1.1 空气压缩机洗井  

5.1.1.1 地下水监测井均适用于该洗井方法，但应根据不同的井深选择合适的空气压缩机型号。 

5.1.1.2 洗井过程中应测得水位变化值。 

5.1.1.3 测水管下入深度应超过混合器 5 m，同时出水管亦应超过混合器 3 m～5 m。 

5.1.1.4 空气压缩机风管沉没比应大于 50%。 

5.1.1.5 混合器应导正于出水管的中心，下入位置应由风管沉没比来确定，且应比过滤管的顶端高    

3 m～5 m。不应直接对准过滤管的工作部分。 

5.1.1.6 出水管、风管、井管的口径应匹配，见表 1。 

表1 风管出水管直径选择  

单位为毫米 

排列方式 出水管 风管 井管 

并列式 

89 25～30 200 

108 30～38 200 

127 38～50 250 

146 50～63 300 

168 50～63 350 

同心式 
108 30 150 

127 3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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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风管出水管直径选择（续）  

单位为毫米 

排列方式 出水管 风管 井管 

同心式 
146 50～63 200 

168 75 250 

5.1.1.7 出水管上应安装水气分离器（消能桶、出水三通等）。 

5.1.1.8 在下管前应检查风管、岀水管，各接头丝扣处不应漏风、漏水。 

5.1.2 钢刷洗井 

5.1.2.1 基岩含水层的裸孔段适用于该方法洗井。 

5.1.2.2 钢刷直径应大于裸孔段孔壁直径 3 cm～5 cm。 

5.1.2.3 钢刷与主体应焊接牢固。 

5.1.2.4 制作钢刷宜选用弹性和强度较好、持久耐用的材料。 

5.1.2.5 钢刷刷孔的位置应与裸孔段含水层位置一致。 

5.1.2.6 钢刷刷孔应将井壁泥皮及易掉岩块等杂物刷掉。 

5.1.2.7 钢刷上的泥皮等杂物应及时清理。 

5.1.3 潜水泵洗井 

5.1.3.1 水位埋藏较深，没有其他有效的洗井方法时可采用该洗井方法。 

5.1.3.2 应根据不同的井深、水位和出水量等选择合适的潜水泵型号。 

5.1.3.3 潜水含水层的最大降深宜大于 6 m，承压含水层的最大降深宜大于 9 m。 

5.1.3.4 潜水泵下入前，应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将泵体与电机连接并进行试运行。 

5.1.3.5 潜水泵下入后，应随时对电缆的绝缘性进行检测。 

5.1.3.6 潜水泵抽水运行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出水量与电流变化情况，监听电机及泵的运转情况。 

5.1.4 喷射洗井 

5.1.4.1 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含水层，井深较大但井的漏失量较小，附近水源充足时适用于该洗井方

法。 

5.1.4.2 喷射装置应由高压清洗泵、起吊装置、连接装置、喷射装置及其它配套装置构成。 

5.1.4.3 喷射装置的喷嘴长度应适中，根据过滤管的长度选择，宜控制在 2 m～5 m。 

5.1.4.4 进行高压喷射操作时，喷射器下入深度应与过滤管位置相对应。 

5.1.4.5 单根过滤管喷射时间宜为 30  min～60  min。 

物理洗井 5.2 

5.2.1 活塞洗井 

5.2.1.1 岩性主要为粉细砂的第四系松散层含水层或井内下入井管的基岩含水层地下水监测井宜采用

该洗井方法。 

5.2.1.2 活塞胶皮直径应根据井管性质及光滑程度来确定： 

a) 井管材质为钢管时，活塞胶皮直径应大于井管内径 3 mm～5  mm； 

b) 井管材质为 PVC-U塑料管时，活塞胶皮直径应大于井管内径 1 mm～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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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制作活塞的胶皮材料应具有一定的耐磨性及柔韧性，当活塞胶皮直径小于井管内径时，应及

时更换。 

5.2.1.4 活塞应平稳下降，匀速提升，提升速度宜控制在 0.6 m/s～1.6 m/s。 

5.2.1.5 洗井顺序宜从上至下逐段进行。 

5.2.2 二氧化碳洗井 

5.2.2.1 下入钢管、铸铁管等具有一定抗压强度的基岩监测井宜采用该方法洗井。 

5.2.2.2 在加工洗井设备时,所有与气瓶连接的设备应与气瓶压力相适应，宜由耐高压材料制成。设备

在使用前，应进行耐高压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5.2.2.3 下入井内的钻具直径应与汇管的直径相近，宜采用外径为 50 mm 钻杆。钻杆接头处应确保密

封。 

5.2.2.4 在运输气瓶时，应避免暴晒。洗井结束拆卸气瓶、管路时，应先关闭二氧化碳气瓶阀门，再

放完管路中余气，最后进行拆卸工作。 

5.2.2.5 不应在高压线下、变压器旁等危险区域进行洗井作业。同时应根据洗井时的风向，对可能波

及的地方进行防护处理。 

5.2.2.6 洗井设备应离开井口 15 m 以上。放气时，无关人员应撤离到井口 2 m以外的地方。 

化学洗井 5.3 

5.3.1 化学试剂洗井 

5.3.1.1 含水层为松散层的地下水监测井宜选用该方法进行洗井。 

5.3.1.2 化学试剂宜用 30  ℃左右的温水浸泡，使其充分溶化。 

5.3.1.3 采用人工倒入时，每两次倒入的时间间隔宜为 10 min 左右；采用设备泵入时，泵入过程中应

不断提升钻具，使洗井溶液泵入至不同的过滤管位置。 

5.3.1.4 化学试剂的浸泡时间主要与工作地气温有关，宜控制在 1 d～7 d，一般情况下 3 d即可。 

5.3.2 盐酸洗井 

5.3.2.1 含水层为碳酸岩类的地层时，宜选用该方法进行洗井。 

5.3.2.2 注入盐酸的浓度与含水层岩性有关。含水层岩性以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为主时，注入的盐酸

浓度宜为 15 %～20 %；含水层岩性以泥质灰岩或泥质白云质灰岩为主时，注入的盐酸浓度宜为 20 %～31 %；

含水层岩性以钙质胶接的砂岩为主时，注入的盐酸浓度宜为 4 %～8 %。盐酸的配置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操

作，不应在现场进行稀释作业。 

5.3.2.3 使用高浓度盐酸（31 %）时，应在盐酸中加入甲醛、丁炔二醇、碘化钾或碘化钠等防腐剂，

用量应为盐酸总体积的 2 %～4 %。 

5.3.2.4 注酸过程中，作业人员应全称佩戴防护用品并时刻注意风向变化，在上风头开展作业，其他

人员应远离工作区域。 

5.3.2.5 注酸完成后，应立即用清水对钻杆进行冲洗，并提岀井口或静水位以上。 

5.3.2.6 盐酸在井内反应时间宜为 24 h～48 h。 

5.3.2.7 在酸化阶段，作业人员应远离井口。 

联合洗井 5.4 

当单一洗井方法不能达到预期的洗井效果时，应采用两种或多种洗井方法相结合的联合洗井方法，

不同洗井方法之间相结合的适宜程度见表2。 



DB41/T 2500—2023 

5 

表2 不同洗井方法之间相结合的适宜程度 

洗井方法 
机械洗井 物理洗井 化学洗井 

空气压缩机 钢刷 潜水泵 高压喷射 活塞 二氧化碳 化学试剂 盐酸 

机械洗井 

空气压缩机 --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钢刷 适宜 --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潜水泵 适宜 适宜 --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高压喷射 适宜 适宜 适宜 -- 适宜 不适宜 适宜 适宜 

物理洗井 
活塞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 适宜 适宜 适宜 

二氧化碳 适宜 适宜 适宜 不适宜 适宜 -- 适宜 适宜 

化学洗井 
化学试剂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 适宜 

盐酸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适宜 -- 

注： 表中主要列举了两种洗井方式联合的洗井方法，在生产实际中，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也可采用两种以上洗井

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联合洗井。 

6 修井 

修井前检测 6.1 

收集监测井建井和运行资料，并利用井下电视、电子井深仪或其他方法对监测井内部进行检测，查

明井管损坏程度、损坏部位、损坏类型及过滤管堵塞、锈蚀等状况，参照附录B存在的问题类型，制定

修井方案。 

修井要求 6.2 

6.2.1 清淤 

6.2.1.1 空气压缩机清淤 

6.2.1.1.1 空气压缩机清淤时，风管底端出风口距离淤积面应控制在 1 m～5 m。 

6.2.1.1.2 其他要求按 5.1.1.4～5.1.1.6执行。 

6.2.1.2 掏（捞）砂清淤 

6.2.1.2.1 制作掏（捞）砂筒（管）的材料应为具有一定强度的钢管。 

6.2.1.2.2 掏（捞）砂筒（管）的直径应小于井管内径，长度宜为 1.5 m～2 m。 

6.2.1.2.3 掏砂筒底部应安装活门；捞砂管应与泥浆泵等动力设备连接。 

6.2.2 井管损坏修复 

6.2.2.1 原位修补 

6.2.2.1.1 短节的直径应比需修补处的原井管小一级。 

6.2.2.1.2 短节的长度应比需修补处的原井管长 3 m～5 m。 

6.2.2.1.3 短节上下应安装找中器。 

6.2.2.1.4 短节上端应安装一灯口接头，用钻杆送至井下设计位置。 

6.2.2.1.5 应准确计算投入砾料的体积，使其与原井管与短节之间的环状间隙体积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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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局部注浆 

6.2.2.2.1 注浆前应提前配备好钻机及其配套设备，并完成检修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6.2.2.2.2 注浆前应在损坏位置上下 3 m～5 m处安装止水伞，并记录其准确深度。 

6.2.2.2.3 应下钻至损坏位置以下 1 m～2 m 处注浆，并准确控制注浆量及注浆时间，确保水泥浆准确

注入井管损坏处。 

6.2.2.2.4 水泥浆凝固时间不宜小于 48 h。 

6.2.2.3 全井修补 

6.2.2.3.1 新井管的直径应比原井管直径小一级。 

6.2.2.3.2 新下入井内的井管及过滤管位置应与原井管及过滤管保持对应。 

6.2.2.3.3 新井管下入过程中应安装扶正器，扶正器间隔距离宜控制在 8 m～10 m。 

6.2.2.3.4 砾料投放速度应保持匀速、缓慢，投放速度不宜过快。 

6.2.3 过滤管堵塞修复 

目前，对过滤管堵塞修复的方法与洗井工艺类似，主要包括钢刷、活塞、空气压缩机、化学试剂配

合二氧化碳等，按5.1.1、5.1.2，5.2.1、5.2.2，5.3.1相关要求执行。 

6.2.4 监测目的层失效处理 

6.2.4.1 当监测井因局部坍塌造成监测目的层与上部含水层串通时，应利用钻机设备在原井位旁边

1.5 m～2 m内向下钻进至原设计止水位置，利用水泥注浆方法重新止水。 

6.2.4.2 经评估失去修复价值的监测井，应报监测井管理部门批准，可将原监测井报废，就近选址重

建监测井。 

7 质量要求 

连续两次实测的单位涌水量之差不超过 10%。 7.1 

洗井完成后，监测井井水含砂量不宜超过 1/20 000（体积比）。 7.2 

经过洗井、修井之后的井深应与建井时的井深保持一致，井深误差率应不超过 5‰。 7.3 

8 报告编制 

洗井、修井总结报告编制大纲参照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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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地下水监测井洗井、修井记录表样式 

表A.1和表A.2给出了地下水监测井洗井、修井记录表的样式。 

表A.1  地下水监测井洗井记录表 

项目名称：                                                  站点编号：                             

站点位置：                                                      井深：                                

施工单位：                                               

洗井前 
水位埋深（m）： 

洗井后 
水位埋深（m）： 

含砂量： 含砂量： 

洗井方法 □机械洗井  □物理洗井  □化学洗井  □联合洗井 

机械洗井方式 

□空气压缩机洗井  □钢刷洗井  □潜水泵洗井  □喷射洗井 

空压机型号： 风管下入深度：        m 累计时长：         h 

钢刷直径： 洗井井段：            m 累计时长：         h 

潜水泵型号： 水泵下入深度：        m 累计时长：         h 

喷射洗井： 洗井井段：            m 累计时长：         h 

物理洗井方式 

□活塞洗井  □二氧化碳洗井 

活塞直径： 洗井井段：            m 累计时长：         h 

液态二氧化碳用量： 下入深度：            m 累计时长：         h 

化学洗井方式 

□化学试剂洗井  □盐酸洗井 

化学试剂名称： 试剂用量：            L 浸泡时长：         h 

盐酸浓度： 盐酸用量：            m 浸泡时长：         h 

顺序 观测日期 

观测时间 累计时间 水位变化 

时 分 时 分 
稳定流量 

（m
3
/h） 

稳定降深 

（m） 

单位涌水量 

（m
3
/h.m） 

         

         

         

         

洗井过程简述： 

备注： 

施工人员：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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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地下水监测井修井记录表 

项目名称：                                                  站点编号：                             

站点位置：                                                      井深：                                

施工单位：                                                   

修复前 
水位埋深（m）： 

修复后 
水位埋深（m）： 

含砂量： 含砂量： 

监测井存在问题 □井内淤积 □井管破损 □过滤管堵塞  □监测目的层失效 

监测井修复方法 □清淤 □井管破损处理 □过滤管堵塞清洗  □监测目的层失效处理 

清淤 

□空气压缩机洗井清淤  □掏（捞）砂清淤 

空压机型号： 清淤前井深：        m 清淤后井深：        m 

掏（捞）砂长度（m）： 清淤前井深：        m 清淤后井深：        m 

井管破损修复 

□原位修补  □局部注浆  □全井修补 

修复过程简述： 

过滤管堵塞修复 

（此过程需填写表

A.1） 

□机械洗井  □化学洗井  □物理洗井  □联合洗井 

修复过程简述： 

监测目的层 

失效处理 

处理过程简述： 

备注 

 

施工人员：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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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地下水监测井常见问题 

B.1 井内淤积 

B.1.1 过滤管结构选择不当，或砾料砾径选择过大，致使过滤管挡砂能力下降，过滤层起不到应有作

用，从而导致含水层中粉细砂涌入井内。 

B.1.2 钻探过程中使用的钻井液密度过大，冲孔（提桶）换浆不彻底。 

B.1.3 井管发生破裂，或是下管时井管上的洞眼未焊实。 

B.1.4 扶正器数量不足或分布不均，致使井管不居中，造成井管一侧过滤层变薄，影响滤砂效果。 

B.2 井管破损 

B.2.1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导致部分过滤管位于井内静止水位以上，出现氧化。 

B.2.2 在一些地质构造活跃带，伴随着地应力水平挤压作用，使在井内处于垂直状态的过滤管发生水

平变形，造成过滤管弯曲或折断。 

B.2.3 井管发生破裂，或是下管时井管之间连接处没有焊实，造成井管破损。 

B.3 过滤管堵塞 

B.3.1 水中化学物质的腐蚀结垢，造成过滤管的堵塞。 

B.3.2 泥砂包裹堵塞。随着抽水时间的延续，导致含水层中的细小颗粒流向井壁，经长时间堆积、压

密而堵塞过滤管,这些细小颗粒，大部分充填于过滤层的孔隙中，堵塞渗水通道。 

B.4 监测目的层失效 

B.4.1 监测井在经过多次抽水取样，含水层粉细砂随水流逐渐流入井内，造成局部地层坍塌，使止水

粘土球失去止水作用，致使监测目的含水层与止水段上部含水层串通，表现形式为水位突变。 

B.4.2 监测井因周边矿井长时间抽排水、建筑降水等原因致使监测目的层水位持续下降，造成监测井

干枯，失去监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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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地下水监测井洗井、修井总结报告编制大纲 

C.1 概述 

C.1.1 工作概况 

C.1.2 目的及任务 

C.2 方案部署 

C.2.1 监测井存在的问题 

C.2.2 洗井、修井方案部署 

C.3 施工方法 

C.3.1 施工流程 

C.3.2 工作方法 

C.3.3 取得成果 

C.4 质量评价 

C.4.1 评价标准 

C.4.2 结果统计 

C.4.3 综合评估 

C.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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