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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来源、编制依据及必要性

1.1 项目来源

《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1-2020年》实施以来，国家

陆续出台《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地下水管理条例》、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政

策文件，《“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指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完善标准体系，制修

订地下水污染防治调查评估、污染预防、风险管控、修复技

术指南”，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以下简称“两场”）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为地下水污染防治调查

评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落实《“十四五”土壤、地下

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关要求。

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

的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技术评估指南》，规定了“两场”初

步调查的程序和技术要求，并规定了：“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组织专业机构完成两场调查工作，并要对调查全过程实行质

量控制”，我省“两场”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所处水文地

质条件变化大，而国家文件是针对全国范围发布的，考虑内

容全面，但原则性内容过多，不够细化，地方执行上会过于

原则性，不够紧密结合地方水文地质条件的差异性，不能有

效解决我省地下水环境状况的初步调查存在问题。本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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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是当前管理部门对全省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报

告开展质控管理的基础，是摸清楚全省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

环境状况的有效遵循，也是下一步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制

定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等措施的有效技术支撑。

2024年 4月，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协会

批准立项了《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

范》，标准起草单位为河南省地质局生态环境地质服务中心、

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和国土整治院、河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和

安全中心等单位。

1.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1）是进一步规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的依据

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化工园

区、危险废物填埋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技术文件等，目前省内正在按照文件推进这项工作。经对已

完成初步调查的部分垃圾填埋场的实施方案和评估报告抽

查审核，发现存在资料收集不完整，监测布点不准确，部分

内容无法按照文件具体实施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文件是

针对全国范围发布的，考虑内容全面，但原则性内容过多，

不够细化，地方执行上会过于原则性。本标准的制定，能够

结合前期工作排查出的问题，开展解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

规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也是下一步指导全省“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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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的重要依据。

（2）是地下水调查紧密切合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

国家关于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文件中的部分规定，在实

际操作时存在实施困难或投资过大的现象，如布点采样方案

编制中，针对山谷型设置监测点位，可能会存在打井深度无

法满足监测要求的现象。地方标准不够紧密结合地方水文地

质条件的差异性，不能有效解决我省地下水环境状况的初步

调查存在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全省实际情况，出台我省

关于垃圾填埋场地下水调查评估的技术规范，提出更为切合

地方实际的要求，以更好地摸清我省“两场”地下水环境状

况基础，为强化地下水生态环境监管提出抓手。

（3）是进一步落实国家及省级地下水污染防治政策的

工作需要

国家《“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提到“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完善标准体系，制修订

地下水污染防治调查评估、污染预防、风险管控、修复技术

指南”；河南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提到：“推动地方立法，鼓励开展标准规范研究”。

国家及省级均提到了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标准政策。本

标准的制定是落实国家及省级地下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工作

需要，是对全省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的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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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修

复协会组织，河南省地质局生态环境地质服务中心作为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与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和国土整治院、河南

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组成标准编制组，按照团体标准

编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作方案，分阶段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收集资料。2024年 2月开始，编制组开展了前期

资料收集和调研工作。根据研究需要，收集整理了垃圾填埋

场企业相关的国家及其他省市标准规范，生态环境部、河南

省和其他省市相关政策文件，河南省垃圾填埋场企业现状等

相关基础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为标准编制提供

基础资料。

（二）现场调研。2024年 3月开始，编制组在前期资料

收集的基础上，结合现有工作开展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垃

圾填埋场开展了现场调研和检测工作，针对全省不同规模垃

圾填埋场企业开展调研，充分了解垃圾填埋场企业现状、环

境管理情况和存在问题，征求企业相关人员对标准制定的意

见和建议，为开展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

规范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标准研究。2024年 4月~2024年 5月，在前期收

集资料和现场调研的基础上，编制组全面梳理、分析我省垃

圾填埋场企业发展现状、企业污染治理水平等，结合环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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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需要，论证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理清标准制定的总

体思路，进一步开展现场调研、数据收集和汇总分析工作，

先后多次组织标准编制研讨、咨询、论证会，对标准的内容

进行了集中研讨，以调查评估内容确定为重点，对调查程序、

初步和详细调查内容、标准实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

益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垃圾填埋场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和《垃

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编制说明》（征

求意见稿）。

（四）意见征集。

2 标准制定原则及技术路线

2.1 指导思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以规范地下水环境调查为

核心，完善河南省地下水环境调查体系建设，结合我省垃圾

填埋场分布、水文地质条件等特征，通过科学制定垃圾填埋

场地下水环境调查状况评估技术规范，引导河南省垃圾填埋

场结合实际情况规范调查内容，为建设地下水污染物排放，

提升地下水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2.2 制定原则

2.2.1 科学制定，统筹兼顾

依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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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垃圾填埋场处理工艺、所处水文地质条件等开展调查研

究，基于当前垃圾填埋场现状、水文地质条件情况等，把经

济、技术可行的水文地质条件调查要求、监测布点等要求纳

入本规范中。

2.2.2 全程控制、全面覆盖

根据技术规范应服务于环境管理的要求，规范的内容应

覆盖调查评估程序、水文地质条件调查、监测点位布设、质

量控制等主要技术要求，内容应覆盖地下水环境调查的整个

过程。

2.2.3 技术提升，科学指导

通过实践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结合省内水文

地质条件，全面梳理地下水调查时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充

分考虑环境管理要求提出切合地方实际的内容，为摸清楚全

省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环境状况的提供有效遵循。

2.3 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4）《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

（5）《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GB/T 1.1—2020）；

（6）《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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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7）《地下水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48号）

（8）《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

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办便函〔2022〕382号）；

（9）《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

壤函[2019]770号）；

（10）《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

（11）《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

（12）《河南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豫环文〔2022〕37号）。

2.4 技术路线

通过对全省垃圾填埋场企业现状的全面调查，分析筛选

确定不同水文地质条件下调查处内容，在此基础上，综合地

下水环境管理需求、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垃圾

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相关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

2.4.1 工作程序

标准制定工作总体分为前期调研、标准研究、标准制定

发布等阶段。

前期调研阶段：通过资料文献的整理分析和对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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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调研，研究确定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一步

调查分析垃圾填埋场现状，结合全省水文地质条件情况，分

析地下水环境调查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标准研究的

可行性，确定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内容。

标准研究制定阶段：以调查评估的水文地质条件调查、

点位布设、污染识别、监测井建设为重点，对标准框架、标

准的具体内容、标准实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益等标

准主要技术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定稿发布阶段：确定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并召开论证会，形成标准送审稿，经审定后，

形成最终标准报批稿。

2.4.2 工作方法

（1）资料收集

查阅国内外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基础资料、相关文献及

水文地质条件调查情况，同时对垃圾填埋场企业资料进行收

集和分析，包括生产工艺、产污环节等。

（2）企业调研、问卷调查

对省内垃圾填埋场企业进行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对企

业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和资料收集，充分掌握河南省垃圾填埋

场发展情况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水平，为标准制定提供基

础素材。

（3）召开座谈会、咨询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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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充分征求行业专家、企业代表

及行业主管部门对标准制定的意见及建议，在此基础上对标

准进行完善，充分做到一致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3 河南省垃圾填埋场企业概况

3.1 垃圾填埋场企业生产和分布状况

河南省共有垃圾填埋场 130家左右，垃圾填埋场的填埋

物以生活垃圾为主，兼有少量建筑废弃物（建筑残土、砖、

瓦、陶等残碎物、废水泥及其制品残碎物、废砂等），填埋

规模为 80t/d~2300t/d。

本次重点对 50 个垃圾填埋场开展了资料收集及调查研

究，根据初步调查结果，这些垃圾场最早的启用时间为 2005

年，大部分填埋年限为 6~20 年，填埋规模为 35 万 m3~491

万 m3。根据资料收集，这些垃圾场最早的启用时间为 2005

年，大部分填埋年限为 6~20年。截止 2023年 1月，共有 16

个垃圾填埋场正在封场，12个已封场，其余均正在运行。这

50个垃圾填埋场均采取了防渗措施，底部防渗层和边坡防渗

层大多采用双层人工合成材料，个别填埋场采用单层人工合

成材料；大多数填埋场为柔性填埋场，仅有 6个为刚性填埋

场。对所调查 50 个垃圾填埋场周围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大

多数垃圾填埋场周围存在敏感点，包括地表水体、灌溉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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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典型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分析

（1）垃圾填埋工艺

本次收集到资料的50个垃圾填埋场中，垃圾填埋工艺多

数是按照“称重+倾倒+摊铺+消毒+压实+覆盖”流程，一部

分垃圾填埋场在填埋过程中未进行撒药或消毒工作。

（2）渗滤液处理工艺

对于渗滤液处理，目前所采用的方法包括“MBR膜处理

系统、两级DTRO、纳滤、反渗透”等处理工艺。

（3）导排系统情况

17个垃圾填埋场未建设地下水导排系统，其余垃圾填埋

场均具备渗滤液导排系统及地下水导排系统。

（4）防渗层完整性和有效性评估执行情况

防渗层完整性和有效性评估包括垃圾填埋场运行期防

渗层完整性检测、防渗层的有效性评估、渗漏检测层监测和

渗滤液导排管道检测和清淤。所调查的50个垃圾填埋场的防

渗层大多采用双层人工合成材料，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4）、《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2008）和《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要求，但所调查的垃圾填埋场防渗工

程施工完毕后大多未进行防渗层完整性检测。此外，且在场

地运行后，仅有18个垃圾填埋场曾开展过防渗层检查，其余

均未曾开展相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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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河南省垃圾填埋场企业环境管理现状

垃圾处理上通常采用垃圾焚烧、垃圾填埋和垃圾堆肥三

大工艺。堆肥指把垃圾变为肥料。而目前较为稳定化的处理

是填埋和焚烧，而当前，国内总体处于从填埋转为焚烧的过

渡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

7.5万吨以上，力争于2023年底全省范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

圾零填埋，有序推进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停用和封场，完成

停用40座以上，开展生态治理封场20座以上。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占据大量用地

的垃圾填埋场已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垃圾填埋场的问题也日

益凸显，垃圾填埋场催生的“邻避效应”也不容忽视，其异味

等问题对周围居民造成的困扰客观存在。当前，全省禁止新

建垃圾填埋场，但要对已有的垃圾填埋场开展地下水环境状

况调查评估工作，为下一步提升垃圾填埋场环境管理水平，

有效防控地下水污染提供了基础。

4 国内相关标准制定情况

4.1.1 国家要求

2011年生态环境部牵头编制出台我国第一部《地下水污

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开展我国地下水基础环境调查，

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全面监控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及其

影响，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试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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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期间，实施《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持续开展全国地下

水状况调查评价。现阶段，我国正在以保护和改善地下水环

境质量为核心，建立健全地下水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推动地

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管理，正在开展“一企一库”“两场两区”

（即化学品生产企业、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

场、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集聚区、矿山开采区）地下水污

染调查评估，需要完成一批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集聚区、

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

国家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调查工作以来，陆续发布了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地下水

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术指南》、《地下水监测技术规范》、

《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危险废

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

南》、《地下水环境保护及污染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试行）》等与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相关的

技术文件。

国家发布的《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技术评估指南》，是以国家文件形式发放，主要

是针对初步调查评估的程序和技术要求做出了规定。从调查

目标、调查程序与组织实施、信息采集、污染识别、布点采

样方案编制、监测井建设、样品采集和分析测试、调查结果



13

及问题分析、报告编制等方面进行了原则性规定，除本文件

外，国家暂未出台关于垃圾填埋场地下水调查的技术规范。

4.1.2 地方要求

目前，四川省正在开展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即《四川

省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其他地方尚未发布关于地下水环境调查状况的技术

标准。

5 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

5.1 适用范围确定

本标准适用范围是根据国家相关文件和河南省生活垃

圾填埋场实际情况确定。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程序、调查评估前期准备、初步调查评估、详细调查评估、

调查评估报告编制、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

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

5.2 术语与定义确定

本标准规定了“垃圾填埋场”、“包气带”、“潜水含

水层”、“水文地质条件”、“敏感受体”、“地下水污染”

等6个术语，主要是参考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

HJ 610等国家标准、最新技术规范及参考其他省份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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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1）垃圾填埋场

指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所运行的生活垃圾填

埋场。

（2）包气带

地面与地下水面之间与大气相通的，含有气体的地带。

（3）潜水含水层

指埋藏在地面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之上具有自由水

面的含水层。

（4）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埋藏和分布、含水介质和含水构造等条件的总

称。

（5）敏感受体

指调查范围内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农业灌溉水井，以及

与生活垃圾填埋场地下水有水力联系且可能受潜在污染地

下水影响的地表水体。

（6）地下水污染

人为原因直接导致地下水化学、物理、生活性质改变，

使地下水水质恶化的现象。

5.3 规范引用文件确定

本标准引用了与本文件密切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和指

南，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主要包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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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

号）、《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技术指南》（环办便函〔2022〕382号）、并按GB、HJ、

DZ/T、DD、CJJ/T、DB及其他标准文件的顺序，按标准序号

由小到大排列。

5.4 调查评估程序

依据《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危险废

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

南》，梳理了初步调查评估和详细调查评估的程序，并给出

了初步调查评估、详细调查评估的程序。

5.5 调查评估前期准备

5.5.1 调查范围

依据《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危险废

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

南》，确定了调查范围根据填埋场占地范围、所处水文地质

单元及地下水污染物可能得迁移距离判定，重点针对垃圾填

埋场及周边1km范围，原则上不超过垃圾填埋场所处水文地

质单元。

结合工作经验开展及岩溶区水文地质特点，针对垃圾填

埋场处于岩溶山区的，提出了填埋场及周边区域存在岩溶管

道时，调查范围应至少覆盖垃圾填埋场地下水侧向或下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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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溶管道距离填埋场最近的露头或天窗。

5.5.2 收集资料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目的均是为了

摸清填埋场建设和运行相关基本信息、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填埋场周边地下水开采与利用情况、环境敏感受体等，为开

展布点调查提供依据。

标准依据《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危

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

指南》以及当前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梳理出了具体的调

查内容，提出了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汇总，并填

写基础信息调查表，并上传至地下水环境管理决策系统平

台。

5.6 初步调查评估

5.6.1 收集资料

对未能从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中获取填埋场的水文地

质条件（比例尺不低于1:5万）时，提出了结合《区域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1：50000）》（GB/T

14158）、《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规范》（DD 2008）、《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规范（1:25000）》（DB 41/T 1507 ）

等要求，对填埋场区域开展水文地质调查，明确垃圾填埋场

所处水文地质单元、查明垃圾填埋场所处的地质构造、地层

岩性等，以识别垃圾填埋场渗漏时地下水的可能污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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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对填埋场周边存在地下水开发利用

情况，明确了地下水开采对填埋场区域地下水赋存、径流、

排泄等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5.6.2 污染识别

污染识别主要是排查地下水环境隐患，识别主要污染区

域及特征污染物，为下一步开展环境监测提供基础。标准结

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要求，明

确了对场区内哪些环节开展调查梳理，并提出了重点关注填

埋库区、调节池及渗滤液收集与处理设施等。

5.6.3 监测布点原则

《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技术指南》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本标准延续了指南要求，

提出了要监测优先选择疑似污染区布点，以及要注重地下

水、土壤和地表水系统调查。

但也结合实际工作开展情况，一是细化了疑似污染区布

点重点关注渗漏风险较高的区域以及周边主要环境敏感点，

面积较大或自然地质条件复杂，应适当增加监测井数量。二

是给出了点位布设方案应明确各监测井的建设深度，监测井

滤管底部要低于填埋场下部可能发生渗漏的最低位置。三是

在指南给出的新建监测井应同时布设土壤监测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应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布点规定，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表层样或柱状样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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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初步布点位置及数量

结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以及《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

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等要求，梳理了填埋

场应布设的点位数量，针对上游对照点、两侧扩散点、排水

井监测点、渗滤液监测点以及敏感受体监测点提出了具体要

求，其中对两侧扩散点，按照指南要求，区分了平原型垃圾

填埋场和山谷型垃圾填埋场，并细化了敏感受体监测点的具

体要求。明确了地方地下水位埋深较大时，可结合场地自然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适当减少布点数量。

根据实际工作，对西部丘陵、山区的填埋场，提出了可

减少监测点位布设的要求。

5.6.4 监测井建设

标准细化了监测井建设要求，给出了现有监测井筛选过

程中的具体要求，并在附录中给出了环境监测井基本情况

表。结合《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DZ/T 0270）等文件，

明确了钻探深度以浅层地下水为主，且不穿透浅层地下水隔

水底板为准。

提出监测井建井过程应满足《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 164）要求，并给出了建设验收记录表，明确了哪

些资料应归档记录。



19

5.6.5 样品分析测试及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和交接

（1）样品分析测试

对地下水必测指标提出了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常规因子监测，并结合环评及验收报告、排污许可

等文件以及垃圾填埋场例行监测数据，梳理出的项目污染特

征，梳理主要污染因子及前期超标因子等。

标准明确了地表水、渗滤液等样品的测试指标原则上应

参照地下水测指标，还应包括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土

壤样品的测试指标应包括地下水测试指标中具有土壤污染

物分析测试方法的指标。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

等相关要求，明确了地下水、土壤、地表水和渗滤液的监测

采用频次和采样周期。

（2）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和交接

梳理了地下水、土壤、地表水及渗滤液的采集、监测、

保存与运输、样品交接与贮存应参照的技术规范要求，主要

参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地

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

测技术规范》（HJ/T 91.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 25.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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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GB/T

18772） 等规范要求。

5.6.7 结果与分析

根据监测数据，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 1561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DB41/T 2527）、《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16889）等评价指标结果，初步分析可能导致地下水

和土壤污染的原因，并明确提出了针对地下水污染羽超过填

埋场边界的范围，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和评估工

作。

5.7 详细调查评估

5.7.1 监测布点

结合详细调查的目的，提出了详细调查的布点原则主要

是以确定填埋场地下水污染范围边界、污染深度和污染程度

为主，并提出了可结合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或数值模型等，确

定填埋库区外地下水的污染范围。

针对水文地质参数不足的地区，应按照《区域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比例尺1：50000）》（GB/T

14158）、《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规范（1:25000）》（DB

41/T 1507）的相关要求开展钻探取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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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点采样要求除了与满足相关监测要求外，提出了可采

用进阶式布点和逐步优化的方式、网格式、随机定点或辐射

式等布点方法。

5.7.2 测试指标

测试指标与初步采样确定的特征指标保持一致。当存在

土壤污染时，监测项目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HJ 25.1）、《场地环境监测技术指导》（HJ 25.2）

执行。

5.7.2 监测井建设、样品采样

监测井设计和建设、样品采集、保存、流转和检测与初

步调查评估一致。

5.7.2 结果与分析

结果分析与评价按照初步调查评估的要求实施，并规定

了详细调查的主要评估内容，提出了对于未列入《地下水质

量标准》（GB/T 14848）的指标，要指明检出组分名称和检

出值，并开展健康风险评估，并提出结合评价结果，应分析

的具体内容。

5.8 调查评估报告编制

标准对初步调查评估报告和详细调查评估报告的内容、

附图、附件分别进行了规定，并提出了初步调查评估应明确

场地是否存在环境污染，同时在初步调查评估和详细调查评

估中提出环境管理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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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

垃圾填埋场质控涉及环节较多，标准规范多，本标准主

要对质控的环节及依据标准提出了要求，开展资料收集、现

场踏勘、监测布点、现场建井、样品采集、保存与流转、样

品测试等质控措施。

6 重大意见分歧处理

本标准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7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对强制性标准的规定均按要求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本规范从技术层面落

实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8 标准实施可行性及环境效益分析

8.1 环境实施可行性

（1）技术可行性分析

目前，全省正在推进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现状初步调

查工作，为我们制定标准提供了经验基础。标准编制工作中

充分利用了全省地下水现状、水文地质条件及现有工作基

础，依据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环境的管理要求，科学归纳



23

总结了相关技术要求，因地制宜提出了开展环境调查的相关

技术，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经济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在现有的成熟技术基础之上，归纳梳理总结全省

垃圾填埋场调查的工作要求，可有效地避免在环境调查工作

中走弯路，能进一步降低调查成本，提高调查工作的有效性，

经济上是可行的。

8.2 环境效益分析

（1）为地下水环境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发布文件主要是对地方开展垃圾填埋场调查提出

指导性规定，本标准的制定，能够紧密结合全省垃圾填埋场

实际，对如何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内容、结合地方实际开展点

位布设以及全省地下水环境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2）进一步规范全省地下水环境调查工作

随着本标准的获批实施，将有利于规范河南省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工作，更好地切合我省实际情况，强化地下水生

态环境监管，后期将会对河南省地下水调查工作发挥重要参

考作用。

9 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属于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中实用的技术规范，应

与现行国家标准、地下水及土壤环境管理文件配合使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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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地方开展垃圾填埋场环境状况调查的技术依据。 随

着环境管理要求的提高，以及地质调查不断发现的问题，届

时，本规范中的相关技术内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建

议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广泛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对本规范更新，使其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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