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水环境影响是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突

出方面之一， 其影响评价工作亦是煤矿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重点。 2011 年 6 月 1 日起,《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 导则 地下水 环境》 [1]（以 下 简 称 《导

则》）正式实施，《导则》除了规定评价工作原则、内

容、方法等常规项目之外，还对评价工作的基础资

料提出规范性要求。这些基础资料技术性强、涉及

部门广，从哪里获取、采用何种手段获取，使很多

评价者无从下手。针对上述问题，国家环境保护部

办公厅于 2013 年 5 月 2 日公布“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执行有关问题

的说明》的函”[2]，其中对基础资料的来源部门、资

质要求等提出方向，但其作为综合性指导文件，对

各行业的针对性不强， 使很多煤矿项目环评工作

者在基础资料获取时不能未雨绸缪， 工作缺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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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 本文对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基础资料

获取方式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并结合实践工作

经验提出较为系统的工作方案。
环境影响评价基础资料获取方法主要有收集

资料法、现场调查法（或现场监测）等 [3]，这些方法

同样适用于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1 收集资料法

煤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已有的地下水

环境技术资料一般有地质报告、 水资源论证报告、
当地地质环境监测站对地下水环境的常规监测资

料、 政府职能部分划定的地下水环境敏感保护目

标，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到各相关部门收集获得。
1.1 地质报告

1.1.1 可用资料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4]，煤矿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 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应与

矿产地质勘查工作阶段相适应，分为普查、详查和

勘探（或精查）三个阶段。 勘探（或精查）阶段工作

定义：详细查明矿区（或井田、矿段）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条件，评价地质环境，为矿床的技术经济评价

及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提供依据。 煤矿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一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开展，作

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技术依据的地质勘探（或精查）
报告可以作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基础资

料文件。
煤矿勘探（或精查）地质报告可以提供的地下

水环境基础资料，即是规范[4]对勘探（或精查）阶段

水文地质工作的要求，主要有以下方面：
（1）研究确定矿区（或井田、矿段）所处水文地

质单元的位置，详细查明矿区（或井田、矿段）地下

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区域地下水对矿区（或

井田、矿段）的补给关系，主要进水通道及其渗透

性。
（2）详细查明矿区（或井田、矿段）含(隔)水层

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布范围、埋藏条件，含水层

的富水性，矿床顶底板隔水层的稳定性。着重查明

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渗透性、水位、水

质、 水温、 动态变化以及地下水径流场的基本特

征，确定矿区（或井田、矿段）水文地质边界。
（3）详细查明对矿坑充水有较大影响的构造

破碎带的位置、规模、性质、产状、充填与胶结 程

度、风化及溶蚀特征、富水性和导水性及其变化、

沟通各含水层以及地表水的程度， 分析构造破碎

带可能引起突水的地段， 提出开采中防治水的建

议。
（4）详细查明对矿床开采有影响的地表水的

汇水面积、分布范围、水位、流量、流速及其动态变

化、历史上出现的最高洪水位、洪峰流量及淹没范

围；详细查明地表水对井巷充水的方式、地段，并

分析论证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 提出地表水防治

的建议。
（5）矿层与含(隔)水层多层相间的矿床，详细

查明开采矿层顶、 底板主要充水含水层的水文地

质特征和隔水层的岩性、厚度、稳定性和隔水性，
断裂发育程度、导水性以及沟通各含水层的情况，
分析采矿对隔水层的可能破坏情况。 当深部有强

含水层时， 查明主要充水含水层从底部获得补给

的途径和部位。
（6）调查老窿的分布范围、深度、积水和塌陷

情况，大致圈定采空区，估算积水量，提出开采中

对老窿水的防治建议。
（7）冻土地区矿床，详细查明冻土的类型、分

布、厚度、层上水、层间水、层下水的空间分布、富

水性及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
（8）针对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所需资料，

勘探（或精查）地质报告可提供资料有：
①区域地质构造、 区域水文地质单元划分及

补径排条件；
②井田地质构造、井田水文地质条件，其中水

文地质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井田地层及其岩性、褶

曲和断裂构造情况、含、隔水层水文地质特征、与

矿床充水相关的含水层补径排条件、 主要断层导

水性。
③资料（1）和（2）中相关的图件：区域水文地

质图 、井田水文地质图、井田水文地质剖面图、井

田地层柱状图。
1.1.2 缺失资料

煤矿建设项目勘探（或精查）阶段进行的水文

地质勘查工作主要是为矿井防治水安全开采提供

技术资料， 其勘查对象重点针对矿床主要充水含

水层的各项参数及补、径、排情况，而对于煤层开

采不会造成其水资源漏失的含水层的各项参数及

补、径、排情况未开展工作，对地下水水质及是否

受到污染情况也未开展工作。
1.2 水资源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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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试行）》（SL/
Z322-2005），煤矿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应包

括以下主要内容[5]：
（1）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

利用分析；（2）建设项目取用水合理性分析；（3）建

设项目取水水源论证；（4）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影

响论证。
对于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所需资料，水

资源论证报告一般可提供区域及评价区目前水资

源开发利用情况， 但其主要是从满足矿井取水角

度来分析， 调查分析针对主要的供水工程以及从

各行业的角度来整体分析用水量， 对于有些规模

较小的工程未具体调查其情况 （如分散居民供水

水源井等）。对于水资源论证报告中未能调查的各

项供水工程仍需在环评阶段进行现场调查。
1.3 地质环境监测站收集资料

地质环境监测站一般会进行当地地下水水情

通报，其内容包括：地下水开采量、水位、水质、地

下水位下降漏斗面积、地面沉降面积及沉降量、地

下水污染面积， 整理通报这些资料需要对国家或

地方建立的地下水长期观测孔进行常规观测。《导

则》要求，地下水一级评价需掌握评价区评价期内

至少一个连续水文年的枯、平、丰水期的地下水动

态变化特征，二级评价可简化为枯、丰水期两期。
地质环境监测站可提供近 3 年内不少于一个连续

水文年（一级评价为枯、平、丰水期，二级评价为

枯、丰水期）观测资料，利用这些常规观测资料可

分析一个连续水文年的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 另

外，在现状监测布点时，也可考虑将这些长观孔作

为监测井， 其监测数据与其他监测井数据一同作

为地下水预测模型的基础数据。同时，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或水文站）一般还可提供区域水文地质图

资料，尤其是潜水位等值线图。
1.4 地下水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资料收集

地下水敏感保护目标主要有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分散居民饮用水源、特殊地下水资源（如矿

泉水、温泉、与地下水资源相关的风景名胜区或其

他敏感区等）。对于饮用水水源地和特殊地下水资

源的保护区一般由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划定，而

由当地或上级环境保护局执行， 一般从环保部门

可收集到相关资料。 对于未划定保护区的饮用水

源地， 其 中乡镇或较 大居民点 （供 水人数 大 于

1000 人）的饮用水源地在部门地区会作为水利设

施由水利部门来规划管理， 这些资料也可到当地

或上级水利部门收集。

2 现场勘查和监测

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工作的深度应满

足相应的工作级别要求， 当现有资料不能满足要

求时，应组织专门水文地质勘察与试验、现场调查

和现场监测。
2.1 专门水文地质勘查与试验

专门水文地质勘查与试验工作主要是为影响

预测计算参数提供基础数据。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

测方法包括数学模型法和类比预测法，其中，数学

模型法包括数值法、解析法、均衡法等。 评价采用

数值法、解析法进行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时，采用

的数学模型需要很多水文地质参数基础数据，其

中有些基础数据是收集来的地质报告、 常规监测

资料所提供不了的， 这就需要开展专门水文地质

勘查工作。 《导则》对预测模型中水文地质参数值

的确定也提出要求：对于一级评价建设项目，地下

水水量（水位）、水质预测所需用的含水层渗透系

数、释水系数、给水度和弥散度等参数值应通过现

场试验获取；对于二、三级评价建设项目，水文地

质参数可从评价区以往环境水文地质勘察成果资

料中选定， 或依据相邻地区和类比区最新的勘察

成果资料确定。
通过收集资料无法获取的资料， 都需通过专

门水文地质勘查与试验来提供， 如预测模型需要

各含水层的渗透系数、给水度、释水系数，各隔水

层的渗透系数、越流系数，包气带渗透性能参数，
（排矸场附近）浅层地下水的弥散参数，具有供水

意义或潜在供水意义含水层的流场等值线图，包

气带剖面图等，通常在地质报告的水文地质勘测、
监测站的常规监测中没有这部分内容， 必须针对

煤矿项目开展专门的水文地质勘查与试验。
2.2 现场调查

现场调查主要针对项目所处区域的地下水污

染源、环境水文地质问题，这些情况一般没有相关

的整理资料，需要现场调查。 对于《水资源论证报

告》中未能提供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情况也需要

现场调查，如分散居民供水水源井（或泉）情况等。
2.3 现场监测

根据《导则》，不论建设项目评价等级高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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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基础资料获取工作方案

必须有评价期内的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资料。监

测井点的层位应以潜水和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含水

层为主， 监测井点位置及数量根据不同评价等级

要求来定，监测井可充分利用现有监测井（如国家

或地方建立的地下水长期观测孔等），现有监测井

点位及数量不能满足评价等级要求时需布设新的

监测井。如果需要打新井来进行现场监测，该工作

最好与专门水文地质勘查工作一并开展。
现场监测结果包括水位和水质资料， 其不仅为地

下水环境现状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也是为影响预

测模型提供基础数据。

4 结 论

针对煤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获取

基础资料时首先考虑收集已有资料， 对已有资料

所能提供的数据进行充分整理， 再结合评价等级

针对所需资料制定现场勘查与监测计划， 基础资

料获取工作方案如图 1。

参考文献

[1]HJ 610-20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S].
[2]环办函〔2013〕479 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执行有关问题的说明>的函》[S].
[3]HJ 2.1-20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S].
[4]GB 12719-91.《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S].
[5]SL/Z 322-2005.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试行）》[S].

考虑管理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采用危险性评价法

对危险废物进行量化评价, 从而对危险废物进行

风险分级和管理， 可以减少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和对人类健康造成的伤害,
发达国家按照一定的分级分类标准，对危险废

物进行了不同模式不同标准的分级管理，与发达国

家相比, 我国固体废物分级分类管理体系还不完

善，基本采取“一刀切”模式的管理，而分级管理模

式则是更加科学的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措施。
对危险废物实行分级管理， 非常适合我国国

情且非常紧迫， 不仅可以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

污染和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而且能在很大程度上

节约管理资金以及人力和物力的投人， 减小废物

管理成本。
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危险废物分级管理

制度完全可行， 只是国家尚未将危险废物的分级

管理提上日程， 对分级管理的需求和紧迫性认识

不足。
4.2 建议

修订《固体废物污染法》，完善固体废物的定

义，确定危险废物分级管理的规定，并明确分级管

理各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危险废物分

级管理的技术导则或分级管理标准，并发布实施。
制定危险废物分级管理政策应综合考虑管理

中的各个因素(如危险废物产生量、活性大小、暴露

方式和暴露程度等)， 考虑运用风险评价的方法对

其危害性进行评价， 确定其暴露程度和危害等级，
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程度的管理措施。

建立规范的危险废物豁免制度和名录动态管

理制度， 对已经纳入危险废物管理但有充分证据

证明无危险特性的废物进行豁免管理， 对未纳入

危险废物管理但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危险特性的及

时增补进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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