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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而环保背景下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尤为重要,地下淡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都离

不开的资源,而且资源数量有限不可再生。为了更好的保护地下水资源还需要做好地下水环境的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地下水资

源中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主要对大环保背景下地下水环境监测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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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地下水资源的存储量在世界

上也处于前列,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因此人均占有量却比较

低。特别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值也不断的降低。而

且环境的污染以及过度的开采也导致地下水资源受到严重

的破坏。因此必须要做好对地下水资源的监测和分析,在大

环保的背景下,加强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 

1 我国地下水环境监测的情况分析 

我国地下水环境监测由三个部门负责分管,分别为环保

部门、国土部门以及水利部门,每个部门承担水环境监测中

不同环节的工作,进而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地下水环境监测

体系[1]。其中环保部门主要的工作是对水污染问题的整治,

对城市、农村等区域地下饮用水的环境进行调查和评估,从

传统的水位监测发展到对水位和水质的双重监测,有效治理

地下水的污染问题,并对水资源的健康风险、脆弱性等进行

综合的评估。 

国土部门主要负责监测的为地下水污染的状态以及沉

降情况等,防止由于地下水的变化影响到地质环境。当前我

国在地下水的监测中已经建立了三级的动态监测网,并在各

地设置不同的监测点,而且建立专门的地下水监测网点,主

要负责对水文和地质环境的分析。 

水利部门主要监测的部分为地下水量,我国水利部门在

全国共设置了 20000 多个监测站点,而且站点的设置中存在

不同的层级。包括实验站点、统测站点以及基本的监测站点,

通过这些监测站点的设置有利于对我国地下水的情况进行

动态的监控。其中监测的信息和数据包括地下水位、泉流量、

地下水温、开采量以及水质等,通过这些数据的监测实现对

地下水的信息化管理。 

2 地下水环境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2.1 地下水环境监测缺乏完善的机制 

从我国当前的地下水质量标准建设情况来看,无法满足

地下水管理的实际要求,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地下水环境监测

机制的完善,但是当前我国还没有建设一部完善的地下水污

染防治法规。当前我国应用的环境监测管理法律是 1983 年

修订的,主要针对的是城乡环境保护问题,缺乏法律的约束

力,虽然其中涉及到地下水环境监测内容,但是没有对其具

体的责任主体进行明确[2]。而且专门针对地下水管理的《地

下水质量标准》同样存在较多的漏洞。通过调查显示我国地

下水中的污染物质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的增加,污染指标提

升,而在《地下水质量标准》中只有 39 项指标,因此该标准

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地下水监测要求。 

2.2 地下水监测技术水平低 

地下水环境监测过程中,需要设置标准的环境监测井,

不能采用普通的民用和生产井进行。但是从我国当前的监测

井设置、建设以及维护情况来看,在 HJ/T164-2004 中仍然存

在很多的不足。在针对地下水采样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技术的

可行性、配套性,但是从我国当前的采样技术来看,仍然采用

传统的方式,导致对地下水监测的方式缺乏精细性,其中存

在的很多有机物无法被准确的监测出来[3]。从我国国土、水

利以及环保部门来看工作人员超过 6 万人,但是在地下水环

境监测方面设置的人员却非常少。 

2.3 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不完善 

当前我国在地下水监测中,监测点的设置已经超过 50000

个,但是从水质以及水位的实际测量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的

问题,而且当前的监测点主要的作用是对水资源量以及水文

环境等方面的监测,远远无法满足地下水环境的管理要求。而

且从地下水监测网络的管理情况来看,还存在多头管理的情

况,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一旦出现问题互相推诿,难以

快速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而这种不当的管理方式也会造成

监测井的淤堵、损坏等问题,造成资产的损失和浪费。 

2.4 地下水环境管理的信息化不强 

当前我国在地下水环境管理方面还没有建设完善的信

息共享系统。虽然我国的地下水监测工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实现检测数据

信息化,因此导致前 40 多年的监测数据由于保存问题出现

丢失、浪费的情况[4]。直到现在,我国地下水的数据也没有

在一个部门进行汇总,数据的管理还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和部

门,这种管理方式导致地下水环境管理存在严重的缺陷,而

且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信息平台,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 

3 地下水环境监测规划对策 

3.1 加强对地下水防治体系和法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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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地下水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还需要加强对地下

水污染以及防治法规的完善。将地下水污染防治纳入到地下

水管理的立法范围内,将地下水污染、监测和防治的主体进

行明确,并对主体的责任、义务以及相应的奖惩措施进行确

定,一旦出现地下水污染问题及时查找相关责任主体,并追

究其责任。同时加强对地下水与地表水污染的研究,从二者

间的联系入手,将健康风险评估纳入到地下水环境管理中,

同时结合当前地下水管理的情况和问题加强对《地下水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的监测。并在管理中严格落实《全国地下水

污染防治规划》的内容,加强对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的构建

和完善。 

3.2 构建完善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加强管理体系建设 

在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对全国地

下水环境的基础情况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监测网络

设置。在监测中需要从 8 种类型入手,分别为农业污染、危

险物处理、石油化工生产、工业污染以及垃圾填埋、矿山开

采以及地下水饮用等方面。通过这些数据为地下水环境监测

网络的建设奠定基础。将国家各个地区的地下水监测工程进

行连接,进行形成一个完善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同时地

下水环境监测网络需要由统一的结构进行管理,而且为了保

证管理的系统性和成熟性,需要实行全面终身管理制度,建

立从构建到废弃全过程的标准化管理模式。 

3.3 加强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的提升 

我国的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地下水标准监测井的标准建设中

还需要注重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借鉴和学习,包括地下水

样采集、分析、运输以及废井处理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同

时结合我国地下水环境监测的情况,以及经济以及技术等方

面的特点,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此外,加强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人才队伍的构建,针对地下

水监测部门组建技术水平高、专业素质强的人才队伍。在招

聘的过程中需要严把人才的质量关,同时加强对人才的培训,

可以邀请国外专家进行指导,同时也可以派遣专业人员外出

学习,提升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实力,保证地下水环境监测

工作的有效进行。 

3.4 提升地下水环境监测的信息化水平 

由于我国的地下水环境监测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且不

同部门的资料都各自分管,导致我国地下水资源环境监测的

信息体系不完善,因此急需要建设一个信息化的监测平台。构

建分布式的地下水环境监测数据库,并建设网络以及共享平

台。同时通过计算机、超声波、传感器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等

实现对地下水的监测,保证监测的自动化发展。在信息采集和

分析后在平台上进行共享。同时加强对监测人才信息化能力

和水平的提升,更好的满足大环保背景下地下水监测的要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下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但是由

于工厂的排放,过度的开采以及化工原料的应用等导致地下

水资源受到严重的威胁。虽然我国地广物博,但是人均水资

源的占有率却非常少,而且淡水资源本身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如果不能及时做好水资源的监测和保护必然会遗患无穷。因

此我国开始加强对地下水环境监测的认识,但是在具体的落

实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还需要加强对地下水防治体系和

法规的完善,构建完善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加强管理体

系建设,加强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提高地下

水环境监测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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