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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准

Standards of classification for groundwater resource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 1 本1't:准规定f地「水资源分类分级的原则以及类别和级别的名称、定义、划分条件、川途和代号_

1.2 乍标准适用于地I ,-水资源各个勘查阶段，是各个勘查阶段设计书编制、五作部署、地卜水资源枯门

切、报告编写的重要依据，也是地卜水资源q审批、统计;水源地立项、设计，制定地卜水开术计划、规划

的电要依据‘

2 弓}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R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711

Gli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GL土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探规范总则

(;川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3 总则

3. 1 为J适应地 「水资源勘直设计、报告编写、审批、统计，水源地立项、设计.国民经济计划、规划以及

水资源开采分配等方面对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的需要，特制定本标准。

3. 2 制定本分类分级的原则是;根据地下水资源的特点，同时考虑我国I ̀I前地厂水if采技术经济及环

境方i}Il的可行性;小同级别地下水资源用途的差异性;与勘查阶段和工程设计阶段的对应性;̀j其他矿

沉资源分类分级的一致性;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与我国过去分类分级的继承性;与I'4 1)>F分类分级的可

比}1:

3.3 根据我国当前开采地下水的技术经济条件和现行法规的规定，井考虑远景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将

地「水资源分为两类:能利用的地下水资源和尚难利用的地下水资源

    允许开采资源与能利用的地卜水资源是同义词。允许开采丝是允许开采资源里的简称L

34 根据勘查研究程度的不同.允许开采址划分为5级.分别用大写的英文八、11,C,D,E5个丫符代

表:尚难刊用的资源可分为3级，分别用英文字符Cd,Dd,Ed代表

    共中.A ,1i,〔一、Cd属探明资源里,D,Dd属推断资源址,E,Ed属预测资源量

    地 下水资源分类分级，如表1所示。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一09一24批准 1995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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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工 地 卜水资源分类分级表

-------一一 _ 级别
类 别 一 -一__

地下水资源总址

探明资源量 推断资iF+ 预测资源狱

能利用的资源

(允许汗采资源)
八 l亏 c U 卜

尚难利用的资源 Cd I)d Ed

15 地下水资源的级别与勘查阶段基本对应

    水源地扩建勘探报告，主要提交A级允许开采量，也可提交部分B级允许开采址

    水源地勘探报告，主要提交B级允许开采量.也可提交部分A级,C级允许开采址

    水源地详查报告或区域水文地质详查报告，主要提交c级允许开采星，也可提交部分D级允许开

采觉及Cd,Dd级尚难利用的地下水资源鼓a

    水源地普查报告或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可以提交不同类别的D,E级地卜水资源址

    区域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可以提交不同类别的F级地卜水资源s

    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根据实PT情况可以汇总和提交A, B, C,D,E各种级别的地「水允许开

采4迁和尚难利用的资源量。

3.6 允许开采+a是各种勘查和评价报告的主要成果〕供水资源分配、水源地建设之项、设计和制定国民

经济计划利用的A,B,C级地下水允许开采址及其勘查、评价报告，应依法进行审批。

3.7 在同 一个水文地质单元内‘如包含几个具有水力联系或补给关系的水源地.则各个水源地允许开

采址之和‘不得大于该单元的允许开采量〕

3.8 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地卜水勘查、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可衍乃一飞。年开

展一次「各种类别和级别的地下水资源fY，以鼓后审批的为准

3.9 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和资源量的单位以万m'/d、亿m"/a计.泉水(包括地下暗河 FIFl)允许开采 _if 14: ill

和资源址的单位也可以用ni,/、计。

3.10 根据原始测试数据的精度，计算的水文地质参数及地下水允许开采业和尚难利用的资源星，修约

成3位或2位有效位数

4 地下水资源分类

4.1 地下水资源划分为允许开采资源和尚难利用的资源两类

4.2 允许开采资源是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地卜水资源。即通过技术经济合理的取水构筑物，在整个开

采期内出水星不会减少，动水位不超过设计要求，水质和水温变化在允许范围内，不彩响已建水源地止

常开采，不发生危害性的环境地质问题并符合现行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从水文地质单7已或水源地范围内

能够取得的地下水资源

4,3 尚难利用的资源是具有潜在经济意义的地F水资源。指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在 」个地区开

采地下水.将在技术、经济、环境或法规方面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限制，目前难以利用的地一!f水资源f

    这些问题有:地F水的补给资源和储存资源有限，在整个开采期出水里得不到保证;’宜井区或水源

地位置偏远，输水工程耗资过大;含水层埋藏过深，施七水井工程耗资过高;含水层汁水性极不均匀。施

一〔水井的成功率过低:地下水水位埋藏过深.提水困难或不经济;含水层的导水性过差，单井的出水址过

小;地下水的水质或水温不符合要求;新建水源地将对原有水源地采水址或泉水流址产’E=_过大的削减:

地下水开采后‘将会产生危害性的环境地质问题;建设取水构筑物，在地质或法规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

的问题或限制等

    存在 七述 -个或一个以_L问题的C,1),E级地F水资源址，即属Cd,nd,Ed级尚难利川的资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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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资源量分级

5.飞 地 「水资源鱿的分级，应按以下4项内齐进行分析和确定:勘查阶段;水义地质研究程度:地 !:水

资源i+研究程度;开采技术经济条件研究程度。勘查研究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地下水资源y}的级别及应用

范围。

52 A级允许开采址:

5.2一1 勘查阶段 八级允许开采里是水源地打一建勘探报告提交的卜要允许汗采以.水tlll地水义地质图

的比例尺 一般为I=1万或1:2.5万。n纵允许开采从也是经多年开采验证的地卜水允许汗采址 全

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或经济区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水文地质图的比例尺依据‘川冰需要确定

5.2.2 水文地质研究程度 在水源地勘查和3年以r-连续开采及水lz.开采长、水质动态观测的某础

卜，对水均衡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或勘探试验 I_作

    直接引用泉水水源的水源地(简称泉源水源地)·在查明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1础卜应掌GPs历年

开采址以及30年以上降水观侧数据和15年以L泉水流里和水质观测数据「

    区域地卜水资源评价上作.宜以水义地质单元为基础，充分搜集分析已有的 毛象、水义、水义地质资

料，采用计星方法实测地F水的开采量·研究掌握3年以上地下水连续开采址和动态变化资料

5.2.3 允许开采址研究程度:根据分散及集中开采水源地连续3年以卜开采和动态观测资料 宜以水

文地质单儿为纂础对地下水允许开采量进行系统的多年均衡计劝、相关分析和评价 进 一步修I F.完善地

  }‘水渗流场的数学模型。在水质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还应建l-地下水溶质浓度场的数学模型

    对厂泉源水源地，则应恨据连续15年以上泉水流垃观测数据，进行频谱及频率分析计S?' .建立泉水

流at I。多年降水脸有关的回归方程或数学表达式，计算不同保证率的允许开采址及其误差

    在水义地质条件难以查明或尚未查明的条件下，连续开采J年以L,动态趋于稳定 采Itl计晒统计

的'k Il%T开采里，可达到A级允许开采量的精度要求‘〕

5.2-4 开采技术经济条件研究程度:根据分散及集中开采水源地或泉源水源地多年开采的实践以及地

  下水动态观测资料.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地质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必要时布}11适当的勘探工作，

提出水源地改造、扩建、调整开采布局、保护环境和合理开采地下水资源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圈定水源地

的卫生保护区。对地卜水开采的经济条件作出评价

5. 2. 5  M%用范围:

    a. 丁以作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开采分配和管理的依据。

    b. 可以作为水源地合理开采以及改建、扩建工程设计的依据

5. 3  13级允许开采量:

5. 3. 1 勘查阶段:13级允许开采量是水源地勘探报告提交的上要允许开采幼 水源地水文地质图的比

例尺一般为1:1万或1:2.5万

5.3.2 水文地质研究程度:对通过详查或己经选定的水源地.进 一步布跪一些勘探工程和水文地质试

验。开展1年以上地卜水动态观测。针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查明水源地的水文地质和

边界条件，‘宜建'K包括完整水文地质单元的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对地卜水))f采现状进仃r详细调查和统

计分析工作。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需水量接近允许开采量的条件一「，应进行大流峨长!!寸间的群井开采

  试验，以验证对边界条件的认识和参数的可靠程度

      对于泉源水源地，应查明它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学握历年开采世井进行1。年以卜的水,,r、水质

  功态观测工作C如果具有30年以上的降水观测数据、具有连续枯水年份泉水流峨观测数据或是历史特

  枯流里资料，则泉水观测系列可以适当减短。

  5. 3. 3 允许开采址研究程度:在查明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和边界条件的裱础卜，采Ill带观测孔的,},

  几抽水试验、地厂水动态观测、野外和实验室测试等方法·计劝地卜水流场范川内不同分I'(:的水文地质
  冬数。根据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建立均衡法、数值法等求解的地下水数学模75+} 宜采用两种或两种以生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