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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概况 

第一部分 
 



 

• 项目名称：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 法人单位：水利部水文局、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项目名称、法人单位 

本项目由水利和国土资源两部门联合申
报，属于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的中央直属国
家基本建设项目。一个项目，两个法人。 



项目申报经历两个阶段 

国土资源部门申报 

水利部门申报 

两部门联合申报 

2007 - 2003 - 2006年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申报 



2014.7.22 

2010 -2014 

项目立项 
咨询
机构 
审查 

调研论证 

建议书 

部门意见 

国家 
发改委 

国
务
院 通过 

项目可研 

批准 

可研报告 

前置条件 

部门意见 

环     评 

规划选址 

用地预审 

维稳评估 

节能评价 

规划部门审批 

环保部审批 

国土资源部 

政府审批 

发改委审批 

咨询
机构 
审查 

国家 
发改委 

通过 
项目设计 国家 

发改委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申报 
2003-2006 

2007-2010 
2009 

2010.11 

2014.6.12 

批复 …… 



 2014年8月底，初步工
作设计部署； 

 2014年12月底，初设
编制完成。 

 2015年2月12日，两部
委托中咨公司进行工程初
设审查； 

 2015年2月13－14日，
中咨公司开会集中审查，
并形成初步审查报告； 

 5月15日两部行文报国家
发改委； 

 5月22－28日，国家投
资评审中心概算核定。 

 2015年2月14－3月17日，
与中咨公司、经审专家沟
通，修改投资概算； 

 2015年3月17日，中咨公
司完成审查报告，报两部。 

★ 2015年6月8日
发改委批复概
算（发改投资
[2015]1282号） 

初步设计
编制 

两部设计
审查 

发改委批
复 

概算 
调整 

评估中心
审查 

★6月16日 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批复初步设计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初步设计批复过程 



建设目标 

 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集地下
水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
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络体系； 

 实现我国大型平原盆地和集中连片岩溶山区地下水的
区域监控（1:50万—1:25万），重点地区达到有效监
控（1:10万— 1:5万）。 

 为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提供坚实支撑； 
 为国土资源管理、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生态文明建设

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及时服务； 
 为水文地质调查评价和地下水演化研究提供可靠的基

础数据。 



除台湾、香
港、澳门外
的31个省
（区、市）
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涉及7大流
域（片）、
16个水文地
质单元的重
点监测区，
控制面积达
350万km2。 

国 家 地 下 水 监 测 站 点 部 署 图 

工程建设范围 



统一部署 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共同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站网。 

继承发展 以现有站网为基础，优化监测网络，完善监测站点。 

科学先进 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提升自动监测能力。 

各自组织实施、管理，切实提高项目建管的效率。 

信息共享 地下水信息共享，实现项目建设的社会效益。 

分别实施 

工程建设原则 



预报预警 

      

自动监测 

  

  

  

实时传输 

  

    

  

  
  

  

  

  

  

       

  

       

  

     

信息管理 

2个 
均衡试验场 

5大区 
16重点区 

水样采集 

10103个监测站点，控制面积350万平方
公里 

基础能力 
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 

1个 
综合监测站 

分析评价 
包括数据
存储与信
息服务系
统两部分 

以各类规
范标准做
依据 

工程建设总体框架 

信息网络 

监测网络 



水利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共同 
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1个 

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 

国土资源部分 

建设地下水监测站点10103个 

水利部分 

建设地下水监测站点10298个 

地下水监测站点建设 仪器设备 试验场&综合测试钻孔 

 监测井新建7197个，
改建2809个； 

 流量站新建38个， 
     改建59个， 
 钻探总进尺

684005.75m。 

 配置自动监测仪10103
台 

 国家中心配备地下水分
析测试设备97台（套），
信息设备160台（套） 

 省级信息节点31个，配
备信息设备279台 

 改建均衡试验场2个； 
 改建海平面监测站1

个； 
 选取典型钻孔83个，

进行综合取样测试。 

总数：7985m2 
国土：4585m2 
水利：3400m2 

工程建设总体规模 

信息应用服务系统 



 概算核定后国家地下水监
测工程总投资222218万
元，比可研增加18175万
元。 

 其中：国土资源部门监测
工程总投资为111956万
元。比可研阶段增加
9483万元。 

 水利部门总投资110262
万元，比可研增加8692
万元。 

工程概算总投资 



组织实施方案 

第二部分 
 



基本要求 
 2014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发改投资[2014]1660号）； 
 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初步设

计概算的批复》（发改投资[2015]1282号）； 
 2015年6月，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水总[2015] 250号）。 
     都明确要求两个法人单位严格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按照“
五制”认真组织好项目实施： 

• 项目法人制 
• 招投标制 
• 项目监理制 
• 合同管理制 
• 竣工验收制 

对工程设计、施工、监理、
设施设备和材料采购等环节
全部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公开
招标。 



组织实施方案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组织实施方案》 (国土资
厅函[2015] 278号)； 

《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支持国家地下水监测
工程建设的通知》(水文[2015] 350号)； 

 国土资源部专题会议纪要，两部项目协调会议纪要；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地质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9号）。 



 2015年3月，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
发了《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组织
实施方案》 (国土资厅函 [2015] 
278号)，从项目管理、项目实施
、项目后期运行等方面，明确了
国家（部、局、院）和省级层面
（厅、站）的组织结构与职责。 

 “1+31”组织实施模式。省级地
质环境监测机机构做为辖区地下
水监测站点建设的组织实施和技
术支撑单位。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组织实施方案》 



 2015年9月，水利部、国土资
源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设的
通知》(水文[2015] 350号)，
从加强两部门协调配合、保
障站点落地、免办打井（取
水）许可等方面，对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及其业务支撑机构支
持配合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提出了要求。 

两部联合发文支持工程建设 



2015年全国地调工作会议姜部长讲话 



会议纪要 



年度工作计划 

第三部分 
 

 总体安排 
 2015年工作进展 
 2016年主要任务 



总体计划安排 

 建设工期：三年 
 2015年：完成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四省350个监测
站点建设，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大楼购置。投资额度
1亿（已落实）。 

 2016年：完成全国31个省7150个监测点及其辅助设施建
设，完成中心大楼装修设计和施工，完成2个均衡试验场
和1个海平面综合监测站改建。投资额度7.5亿（已基本落
实） 。 

 2017年：完成2603个监测点建设，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
中心仪器设备购置与安装。投资额度2.43亿。 



工程后两年的投资计划（申报） 

类    别 2016年投资
（亿元） 

2017年投资
（亿元） 备注 

监测中心大楼建设 1 

监测井建设 4.3 1.8 
2015年：  350个 
2016年：7150个 
2017年：2603个 

仪器设备购置 1.5 0.4 

建管费、监理费、技术
工作费、环保工程费等 0.7 0.23 

合      计 7.5 2.43 初设：0.27亿 
2015年：1亿 



建
设
内
容
及
工
作
流
程 



2015年度主要建设任务及标段设置 

项目 子项目 

标段设置 

标段设置及内容 
预 算 金 额
（万元） 

监测中
心大楼 

中心大楼购置 购置监测中心大楼 6100 

地下水
监测站
点建设 

河北 新建90个，修复10个；钻探进尺11342米 831 

山东 新建90个，修复10个；钻探进尺9130米 802 

河南 新建90个，修复10个；钻探进尺11650米 842 

江苏 新建30个，修复20个；钻探进尺6490米 455 

信息采集与传
输设备购置与
安装 

标段1 90台套 135 

标段2 90台套 135 

标段3 90台套 135 

标段4 80台套 120 

小计 350台套 525 

信息应
用服务
系统 

系统总体设计 信息应用服务系统总体设计 80 

数据库建设 
地下水监测综合数据库和数据接收与设备管理子
系统 

72 

合计 9707 



2015年度监测站点建设进展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门户网站、地调局环境监测院网站和中国地质环境信
息网发布站点建设进展周报。 



购置的楼盘（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 



 在31个省（区、市）全面铺开监测站点建设，基本
完成京津冀及华北、长江经济带、中原城市群等重
点地区的站点建设；（7150个站点，3个试验场） 

 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中心大楼的设计和装修施工； 

 数据库与信息应用服务系统； 

 申请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运行维护经费。 

2016年主要任务 



1.利用已建成的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络，获取及时准确的地下水位、水温、水量等动态监测数
据； 

2.开展地下水常规水质监测与污染监测，获取包括有机和无机在内的水质与污染监测数据，提
高监测数据的应用水平； 

3.维护地下水监测井及其辅助设施，保障监测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4.维护地下水监测数据自动采集传输系统及其软件设备，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高效； 
5.运行维护升级监测信息服务系统及其相关软硬件仪器设备，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6.运行维护河南郑州、新疆昌吉地下水均衡试验场和河北秦皇岛海平面与地下水综合监测站，
确保试验场环境的正常运行； 

7.水质化验实验室的运行与维护，实验仪器设备的定期标定，确保水化学检测指标的准确性； 
8.开展综合研究，编制技术规范标准，制作服务产品，为政府、科研、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9.监测中心大楼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保证工作环境安全顺畅。 

 

2016年主要任务：运行维护费用 

2017年：6500万； 

2018年：9100万； 

2019年以后：1.8亿/年. 

运行维护费
用测算结果 



几点体会（经验总结） 

第四部分 
 



主要经验和体会 

 首次在国家层面投入专项资金建设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 

 开创了两部合作共同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网的先河； 

 确立了国土资源部门在地下水监测中的重要地位。 

一、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的重要意义 

 项目组织实施、监测站点落地、质量监控、日常运行维护
等，必须依靠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地质环境监测
机构的大力支持配合。 

 监测工程的“1+31”组织实施模式取得很好效果。 

二、地下水监测工作离不开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地质环
境监测机构的大力支持。 



主要经验和体会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设的主要是区域控制性骨干剖面，定
位为基准网。2万个点仅能达到基本控制区域地下水动态的目
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提出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国家级、省级、地
市级三级监测网共同构成全国地下水监测网络系统。 

据测算分析，国家级监测网点总数要达到4-5万个，全国各级
地下水监测点要达到10万个，才能满足要求。 

三、推进国家、省、地市级三级地下水监测网建设至关重要 



主要经验和体会 

 在申报和实施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过程中，建立一套包括监测网优化、
监测井施工、保护装置安装、监测标识、监测信息系统建设、监测网运
行维护等基本完整的地下水监测技术标准体系。 

四、建立了重要的地下水监测技术标准体系 

地下水位监测网 
优化设计技术要求 

地下水质监测网 
优化设计技术要求 

地下水监测系统数据 
输出格式和接口规范 

地下水监测 
井建设规范 

地下水监测信息 
系统建设指南 

地下水监测网运行 
维护技术规范 

地下水质量标准 
（最新稿） 

地质环境 
监测标识规定 

一孔多层地下水 
监测井建设规程 

网络优化部署 站点与信息系统建设 运行维护 



主要经验总结 

 对“五制”的深入了解； 

 规范化的招投标过程； 

 科学合理设置招投投条件； 

 费用支付。 

五、在实施基本建设项目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 

 监测井施工技术； 

 监测仪器； 

 数据库和信息应用服务系统开发。 

六、促进了地下水监测相关行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与提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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