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地下水动态观测与资料分析 

地下水动态观测与资料分析的目的是使实验者了解地下水动态观测的水位、水量、水温、水

质等主要观测内容，掌握相应的观测要求及观测方法，能够绘制地下水动态曲线图及平面图等基

础图件，并能够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可以选用现有观测井进行典型调查与观测，采用罗盘或便

携式 GPS12XL 现场定位。 

§5.1 地下水动态观测工作基本要求  

(1) 初步勘察阶段：建立控制性观测点，观测持续时间应满足一个水文年，对于小型水源地

或设计开采量远远小于补给量的水源地可缩短到半年(含枯水期)，初步掌握地下水动态规律。  

(2) 详细勘察阶段：健全地下水动态观测点、网。在多含水层地段，应分层(段)观测。观测

持续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水文年，用以查明地下水动态年内变化规律，确定地下水动态类型及影

响因素，计算水均衡参数，进行地下水动态趋势预报。  

(3) 开采阶段：应在详细勘察阶段观测点、网的基础上，根据地下水开采管理模型和因开采

而出现的水文地质问题，调整观测点、网，查明地下水动态年际变化规律，开采降落漏斗范围及

发展趋势。为扩大水源地和研究水源地区域水位下降、水质污染和恶化、地面沉降、地面塌陷、

海水入侵等环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提供基础资料。  

§5.2 观测点线的布置要求  

(1) 地下水动态观测点，应尽量利用已有的勘探钻孔、水井和泉。被利用的观测点，应有完

整的水文地质资料。  

(2) 观测点、网应结合水文地质参数分区布置，每个参数区均应设立观测点。  

(3) 地下水补给边界处要控制一定数量的观测孔。  

(4) 为查明两个水源地的相互影响，应在连接两个开采漏斗中心线方向上布置观测线，在开

采漏斗内应适当加大观测点密度。  

(5) 在多层含水层分布地区，应布置分层观测孔组。  

(6) 为查明污染源对水源地地下水水质的影响，观测孔应沿污染源至水源地的方向布置，并

使观测线贯穿水源地各个卫生防护带。  

(7) 为查明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补排关系，应垂直地表水体的岸边布置观测线，并对地表

水水位、流量、水温、水质进行分段观测。  

(8) 为查明咸水与淡水分界面动态特征，应垂直咸水与淡水的分界面布置观测线。  

(9) 基岩地区应在主要构造富水带、岩溶大泉、地下河出口处及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转化处

布置观测点。  

§5.3 地下水动态观测项目 

地下水动态观测项目包括水位、水温、水质、涌水量四方面内容。  



(1) 地下水水位观测，一般每 5 天观测一次，丰水期或水位急骤变化期可增加观测频率。对

于大面积开采地下水的地区，为了解枯、丰水期区域水位的变化，应增设临时统测点、网，同时

还应选择典型观测孔，用自记水位计连续观测。  

(2) 地下水水温观测，一般要求选择控制性观测点，与地下水水位同时观测。 

(3) 地下水水量观测，一般应逐旬对地下水天然露头(泉、地下河出口等)及自流井进行流量

观测，雨季加密观测。每年对生产井开采量至少进行一次系统调查和测量。  

(4) 地下水水质观测，一般在枯、丰水期分别采样，观测水质的季节性变化。地下水受污染

的地区，可增加采样次数和分析项目。  

(5) 为查明地下水动态与当地水文、气象因素的相互关系，应系统搜集测绘范围内多年的水

文、气象资料。在水文、气象资料不能满足地下水均衡计算的地区，应对水文、气象做短期观测

工作。  

§5.4 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整编与分析 

5.4.1 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整编 

资料整编步骤:考证基本资料，审核原始监测资料，编制成果图表，编写资料整编说明，整

编成果的审查验收、存贮与归档。 

统计数值时，平均值采用算术平均法，尾数按四舍五入处理；挑选极值时，若多次出现同一

极值，则记录首次出现者的发生时间。 

资料整编说明应包括：资料整编的组织时间、方法、内容及工作量概况；监测井网的调整变

更情况；监测方法精度、高程测量校测和测具检定概况；监测资料的质量评价；存在问题及改进

意见。 

地下水动态观测记录格式见表 5-1~表 5-5。 



表 5-1 地下水逐日水位监测原始记载表 
[____年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县(旗、市))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位置 

___乡(镇)____村  

___方向距离___m    

地面高程

/m   

井口固定点

高程/m   

井深

/m   

监测日期   井口固定点至地下水面距离 /m 地下水 地下水位  备 注   

月 日 一次读数 二次读数 平均值 埋深/m /m      

  1                     

2                     

3                     

                     

28                     

29                     

30                     

 

31                     

记载_______年      月    日     校核_______年     月     日    复核______年   月   日 

 

表 5-2      地下水 5 日水位监测原始记载表 

[____年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县(旗、市))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位置 

____乡(镇)____村 

 ___方向距离___m  

地面高程

/m   

井口固定点

高程/m   

井深

/m   

监测日期  井口固定点至地下水面距离/m

月 日 一次读数 二次读数 平均值

地下水埋深

/m 

地下水位

/m 
备   注 

1                     

6                     

11                     

16                     

21                     

  26                     

记载_______年  月   日         校核_______年   月  日      复核______年   月   日 

 

 

 

表 5-3    地下水统测水位监测原始记载表 

[_______年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县(旗、市)] 



位  置 统测日期 井口固定点至地下水水面距离 统测
井编 
号 乡 

(镇) 村 方向 m 

井深
/m 

固定
点高
程/m 

地面
高程
/m 月 日

一次读
数/m 

二次读
数/m 

平均值 
/m 

地下水
埋 深

/m 

地下水
水 位

/m 

备
注

                              

                              

                              

                              

                              

                              

                              

                              

                              

                              

记载______年   月  日      校核______年   月  日    复核_____年   月  日 

表 5-4  水表法地下水水量监测原始记载表 

[____年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县(旗、市) ____乡(镇)]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上年最后一次读表时间
____年 

__月__日
井  深    

/m 
  

位置 ___村___方向距离___m 上年最后一次水表读数 m3 出水管 

内径 mm 
水泵

型号  

读水表数 
时 间 

本次与上次水表

读数期间间隔

本次与上次水表读数

期间累计开泵时间

月 日 时 

本次水

表读数

/m3 

上次水表 

读数/m3 

本次与上次

水表读数差

/m3 
d h d h 

地下水 

开采量  
/m3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记载_______年    月   日       校核_______年    月    日    复核______年    月   日 

表 5-5    地下水水温监测原始记载表 
_______年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县(旗、市) 

监测井编号   监测井名称   位置 _____乡(镇)_______村______方向______m 

日 期     监     测    时    间        

    2 时     8  时     14 时    20 时  

月 日 地下水水温/℃ 气温 地下水水温/℃ 气温 地下水 地下水水温/℃ 气温 地下水水温/℃ 气温



一次 

读数 

二次 

读数 

平均 

值 

/℃ 
一次 

读数 

二次 

读数 

平均

值

/℃ 埋深

/m
一次

读数

二次

读数

平均

值

/℃ 
一次 

读数 

二次 

读数 

平均 

值 

/℃ 

6                           

16                           1 

26                           

                            

6                           

16                           12 

26                           

  记载______年  月  日       校核_______年  月  日        复核______年    月    日 

 

5.4.2 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整理要求 

(1) 地下水动态观测各项实际资料必须及时整理，认真审查，编录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统计

表。 

(2) 编制地下水动态观测实际材料图，绘制地下水水位、水温、水质动态单项历时曲线及综

合历时曲线，必要时应绘制地下水动态与开采量、气象、水文等关系曲线图。 

(3) 利用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结合气象、水文、水文地质和地下水开发利用等资料，进行

水文地质参数分析与计算，确定和选用合理的水文地质参数，为地下水资源计算与评价提供基础

依据。可以利用动态资料分析法计算降水入渗系数、水位变动带给水度、含水层渗透系数、潜水

蒸发系数、潜水蒸发极限深度等参数。 

(4) 利用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结合气象、水文、水文地质和地下水开发利用等资料，进行

地下水资源计算与评价，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水资源保障。 

5.4.3 地下水动态简报 

地下水动态简报分汛期地下水动态简报、年地下水动态简报。编制内容应包括： 

（1）本年（汛期）内降水量的时空分布概况，与上年汛期降水量时空分布的比较，与多年

平均（多年汛期平均）降水量的比较； 

（2）本年（汛期）末及年（汛期）内最高、最低地下水位（或埋深）的时空分布概况，与

上年（汛期）末及年（汛期）内最高、最低地下水位（或埋深）时空分布的比较； 

（3）本年（汛期）内地下水开采量，与上年（汛期）地下水开采量的比较； 

（4）本年（汛期）内水文地质环境问题概况，与上年（汛期）水文地质环境问题的比较； 

（5）降水量、开采量、水位（或埋深）、水质的动态变化，对当地地下水资源量的影响； 

（6）编制上述所列内容的统计表，编制年降水量等值线图、年末及年内最高、最低地下水

位（或埋深）等值线图表，格式及编图说明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制定。汛期地下水动态简

报于当年 11 月下旬发布，年地下水动态简报于次年 3 月下旬发布。 

5.4.4 地下水动态分析报告提纲 

地下水动态分析报告提纲内容包括： 



（1）目的及意义；（2）气象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3）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因素及类型划分；

（4）利用动态资料计算水文地质参数；（5）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及趋势分析；（6）结论及建议；

（7）附图附表，包括实际材料图（井孔平面图）、水文地质剖面图、井孔柱状图、地下水动态曲

线图（水位、水量、水温、水质）、动态求参数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