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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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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浅层地温能研究与推广中心、中石化新星（北京）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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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昕鑫、刘冰、项悦鑫、王立志、卫万顺、张文秀、李海东、刑罡、林海亮、李敏、赵丰年、向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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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地热能开发地质环境影响监测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建设、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及存储以及地质环

境影响评价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系统（包括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不包括

地表水、再生水热泵系统）地质环境影响监测系统建设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366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DZ/T 0225  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规范 

NB/T 10097  地热能术语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DB11/T 1253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从地表至地下200m深度范围内，储存于水体、土体、岩石中的温度低于25℃，采用热泵技术可提

取用于建筑物供热或制冷等的地热能。 

[NB/T 10097—2018，定义2.1.6] 

3.2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和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浅层地热能换热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

成的供暖制冷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方式，可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

地源热泵系统。 

[GB 50366—2005，定义2.0.1] 

3.3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pipe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传热介质通过竖直或水平地埋管换热器与岩土体和地下水进行热交换的地源热泵系统。 

3.4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water-source heat pum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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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下水进行热交换的地源热泵系统。 

3.5  

换热孔  heat exchange hole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中，埋设地埋管换热器参与热量交换的钻孔。 

3.6  

热源侧  heat source side 

地源热泵系统中，通过热交换提供冷、热量的循环侧。 

3.7  

总管  main pipe 

地源热泵系统中，各区域支管道汇总后的总管道。 

3.8  

换热监测孔  heat exchange monitoring hole 

通过在换热孔内下入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地埋管换热器换热过程中孔内温度变化的换热孔。 

3.9  

换热影响监测孔  heat exchange effect monitoring hole 

通过在钻孔内下入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换热孔、抽灌井温度变化影响范围的钻孔。 

3.10  

常温监测孔  initial temperature monitoring hole 

通过在钻孔内下入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地层原始温度的钻孔。 

4 总则 

4.1 浅层地热能开发地质环境影响监测与评价是通过建设监测系统对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过程中地质

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测，评价浅层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规律和程度。 

4.2 浅层地热能开发地质环境影响监测系统建设应设置地质环境影响监测平台，进行监测数据的显示、

存储和预警，监测方式为长期、连续监测。 

5 地质环境影响监测 

5.1 监测内容 

5.1.1 应监测地源热泵系统热源侧进、出水总管温度、流量，供暖/制冷面积 10000m2 以上的地源热泵

工程，并根据工程的规模设置地质环境影响监测孔。 

5.1.2 供暖/制冷面积 10000m2 以上的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监测内容： 

a） 系统热源侧进、出水总管温度； 

b） 水井抽水、回灌量； 

c） 原始地温、水位、水质； 

d） 水井及周边地温、水位、水质变化。 

5.1.3 供暖/制冷面积 10000m2 以上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监测内容： 

a） 系统热源侧进、出水总管温度、流量； 

b） 原始地温； 

c） 换热区及周边地温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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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热源侧总管温度、流量监测 

5.2.1 监测点应选择管道满液的位置。 

5.2.2 总管温度监测宜采用插入式温度传感器，当传感器为后期安装且管道不可开孔时，可采用贴片

式温度传感器。 

5.2.3 循环流量监测宜采用通过式流量计，当流量计为后期安装且不能破坏原管道时，可采用超声波

流量计。 

5.2.4 温度传感器精度不应低于 0.2℃，流量计精度不应低于 0.5 级。 

5.3 地下温度及水位监测 

5.3.1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监测要求： 

a） 应监测所有水井的水温、水位变化； 

b） 宜在水井影响半径内布设不少于 1 个监测孔，监测场区地温场、水位变化，监测孔的布置应考

虑地下水流动方向； 

c） 在竖直方向上，监测孔的深度应不小于水井的深度。  

5.3.2 竖直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监测要求： 

a） 地温场监测孔数量应不少于换热孔数量的 1%； 

b） 地温场监测孔的类型包括换热监测孔、换热影响监测孔及常温监测孔，换热监测孔应在布孔区

中心和边缘均有布设，换热影响监测孔应在布孔区内部和外围均有布设，常温监测孔应布设于

布孔区温度影响范围以外，一般不小于 10m，监测孔的布置应考虑地下水流动方向； 

c） 监测孔的深度应不小于换热孔的深度。  

5.3.3 水平埋管地源热泵系统监测要求： 

a） 地温场监测的类型包括换热监测、换热影响监测及常温监测，换热监测应在地埋管埋设区中心

和边缘均布设测温探头，换热影响监测应在地埋管埋设区内部和外围均布设测温探头，常温监

测测温探头应布设在地埋管埋设区温度影响范围以外，距地埋管埋设区不小于 10m； 

b） 所有地埋管埋设层均应监测。 

5.3.4 监测设备要求： 

a） 地埋温度传感器应加装钢制护套，护套内应充实导热介质，护套直径应与线径匹配，接口处应

做防水处理； 

b） 温度传感器精度不应低于 0.2℃，液位传感器精度不应低于 0.5 级。 

5.3.5 水井温度、液位传感器安装方法： 

a） 水井温度传感器安装方式分为井外埋设和井内埋设。井外埋设是将温度传感器安装于井管外

壁，井内埋设是将温度传感器下入井管内部； 

b） 水井温度应分层监测，温度传感器可按照地层岩性排布，也可均匀排布，间距不宜大于 10m，

变温带温度传感器宜加密至间距 2m，不同监测孔内的温度传感器排布深度应相同； 

c） 水井液位传感器应采用井内埋设，必须位于水井年最低水位以下，且量程必须大于水位年变化

幅度。 

5.3.6 竖直地埋温度传感器安装方法： 

a） 竖直地埋温度传感器安装方式包括地埋管外埋设、地埋管内埋设和单独埋设。地埋管外埋设是

将温度传感器预先固定在地埋管外部，随地埋管一同下入监测孔后回填；地埋管内埋设是先将

地埋管下入监测孔后回填，再将温度传感器下入地埋管内部；单独埋设是将温度传感器单独下

入监测孔后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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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埋管地源热泵项目中，竖直地埋温度传感器测温探头可按照地层岩性排布，也可均匀排布，

间距不宜大于 10m，变温带温度传感器宜加密至间距 2m，不同监测孔内的温度传感器排布深

度应相同； 

c） 地下水地源热泵项目中，竖直地埋温度传感器排布应与水井相同。 

5.3.7 水平地埋温度传感器安装方法： 

a） 水平地埋温度传感器安装方式包括地埋管外埋设和单独埋设，地埋管外埋设是将温度传感器固

定在地埋管外壁，单独埋设是将温度传感器单独埋入监测沟； 

b） 换热监测及换热影响监测温度传感器测温探头的间距不宜大于 20m。 

5.3.8 传感器连接方法： 

a） 传感器附带电缆线长度宜直接到达数据采集器，当必须进行电缆线延长对接时，延长线应与附

带线使用相同型号； 

b） 电缆线延长对接后，接线处应具有不低于电缆线的机械强度及绝缘、防水性能； 

c） 传感器电缆线宜沿水平管沟到达数据采集器，也可另行开沟埋设，埋设深度不应小于冻土层厚度； 

d） 数据采集器宜安装于地面以上或机房内。 

5.3.9 监测间隔及方式： 

a） 地下温度及水位监测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1h； 

b） 监测方式应为长期、连续监测。 

5.4 地下水水质监测 

5.4.1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应对所有抽、灌井进行水质监测。 

5.4.2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宜对换热区附近水井进行水质监测。 

5.4.3 地下水水质监测可采用现场在线监测、采样现场检测或采样送实验室检测等方式。 

5.4.4 地下水水质监测指标宜参照 GB/T 14848 的规定，现场采样、样品管理、水质检测方法宜符合

HJ-T 164 的规定。 

5.4.5 现场在线监测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1 天，现场采样检测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3 个月，监测应为长期、

连续监测。 

6 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及存储 

6.1 数据采集 

6.1.1 宜在监测孔附近或机房内设置监控机柜，在监控机柜内安装带通信功能的数据采集仪表或模块。 

6.1.2 为避免产生信号干扰，不同类型的信号应分开采集，即采用多个仪表或模块分别采集电阻、电

流、脉冲等信号。 

6.1.3 监测数据采集间隔不宜大于 1h。 

6.2 数据传输 

6.2.1 宜在系统维护单位住所建设监测项目的远程监测平台，用于接收远程传输的监测数据。 

6.2.2 传输网络可采用互联网或无线通信网络，互联网宜采用专线。 

6.3 数据存储 

6.3.1 数据采集后，宜做现场存储。 

6.3.2 远程监测平台应具备数据显示、存储、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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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监测数据应定期导出，并做备份存储。 

6.4 数据校验 

6.4.1 应对监测数据进行校验； 

6.4.2 监测数据校验每年不宜少于 2 次。 

7 地质环境影响评价 

7.1 评价内容 

7.1.1 评价内容包括地温场影响评价、地下水水位影响评价及地下水水质影响评价。 

7.1.2 对各评价内容进行评价时，应同时考虑监测项目运行以外的影响因素。 

7.2 地温场影响评价 

7.2.1 评价阶段及指标： 

a） 运行季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速率（a1）、影响幅度（a2）及影响范围（a3）； 

b） 过渡季恢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恢复速率（a4）及恢复程度（a5）； 

c） 年度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幅度（a6）及恢复程度（a7）； 

d） 多年累计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速率（a8）及影响幅度（a9）。 

7.2.2 运行季影响评价： 

a） 以总管实时温度最大日变化值，评价运行季地温场的影响速率； 

b） 以总管实时温度与运行初期总管温度的最大差值，评价运行季地温场的影响幅度；  

c） 以换热监测孔实时温度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实时温度与常温监测孔实时温度差值的最大日变化

值，评价运行季地温场的影响速率； 

d） 以换热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与常温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的最

大差值，评价运行季地温场的影响幅度；  

e） 以不同位置换热影响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与常温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的差值，评价运行季地温

场影响的广度范围； 

f） 以换热孔深度以深的地层温度值，评价运行季地温场影响的深度范围。 

7.2.3 过渡季恢复评价： 

a） 以相邻运行季运行初期总管温度的差值，评价过渡季地温场的恢复程度；  

b） 以换热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与常温监测孔实时平均温度差值

的最大日变化值，评价过渡季地温场的恢复速率； 

c） 以过渡季末换热监测孔平均温度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平均温度与常温监测孔平均温度的差值，评

价过渡季地温场的恢复程度。 

7.2.4 年度影响评价： 

a） 以相邻年度相同运行季运行初期总管温度的变化值，评价年度地温场的恢复程度；  

b） 以相邻年度相同过渡季末换热监测孔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平均温度的变化值，评价年度地温场恢

复程度。 

7.2.5 多年影响评价： 

a） 以多年首末年度相同运行季运行初期总管温度的差值，评价多年地温场的影响幅度； 

b） 以多年首末年度相同过渡季末换热监测孔平均温度及换热影响监测孔平均温度的变化值，评价

多年地温场的影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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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多年地温场的影响幅度与年度数的比值，评价多年地温场的影响速率。 

7.2.6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a） 影响速率定性结论按表1确定： 

表 1  地温场影响速率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总管 a1＜0.5 0.5≤a1＜4 4≤a1 

换热监测孔 a1＜0.5 0.5≤a1＜4 4≤a1 
运行季影响速率 

（℃/d） 
换热影响监测孔 a1＜0.2 0.2≤a1＜1 1≤a1 

总管 a8＜0.2 0.2≤a8＜1 1≤a8 

换热监测孔 a8＜0.2 0.2≤a8＜1 1≤a8 
多年影响速率 

（℃/a） 
换热影响监测孔 a8＜0.2 0.2≤a8＜1 1≤a8 

b） 恢复速率定性结论按表2确定： 

表 2  地温场恢复速率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换热监测孔 4≤a4 0.5≤a4＜4 a4＜0.5 过渡季恢复速率 

（℃/d） 换热影响监测孔 1≤a4 0.2≤a4＜1 a4＜0.2 

c） 影响幅度定性结论按表3确定： 

表 3  地温场影响幅度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总管 a2＜5 5≤a2＜25 25≤a2 

换热监测孔 a2＜5 5≤a2＜25 25≤a2 
运行季影响幅度 

（℃） 
换热影响监测孔 a2＜0.5 0.5≤a2＜4 4≤a2 

总管 a6＜0.5 0.5≤a6＜4 4≤a2 

换热监测孔 a6＜0.5 0.5≤a6＜4 4≤a2 
年度影响幅度 

（℃） 
换热影响监测孔 a6＜0.2 0.2≤a6＜1 1≤a2 

总管 a9＜0.5 0.5≤a9＜4 4≤a2 

换热监测孔 a9＜0.5 0.5≤a9＜4 4≤a2 
多年影响幅度 

（℃） 
换热影响监测孔 a9＜0.2 0.2≤a9＜1 1≤a2 

d） 影响范围定性结论按表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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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温场影响范围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地下水上游方向 a3＜1 1≤a3＜4 4≤a3 水平方向 

（m） 地下水下游方向 a3＜2 2≤a3＜5 5≤a3 

布孔区中心 a3＜1 1≤a3＜2 2≤a3 竖直方向 

（m） 布孔区外围 a3＜0.5 0.5≤a3＜1.5 1.5≤a3 

e） 恢复程度定性结论按表5确定： 

表 5  地温场恢复程度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总管 a5＜0.5 0.5≤a5＜4 4≤a5 

换热监测孔 a5＜0.5 0.5≤a5＜4 4≤a5 
过渡季恢复程度 

（℃） 
换热影响监测孔 a5＜0.2 0.2≤a5＜1 1≤a5 

总管 a7＜0.5 0.5≤a7＜4 4≤a7 

换热监测孔 a7＜0.5 0.5≤a7＜4 4≤a7 
年度恢复程度 

（℃） 
换热影响监测孔 a7＜0.2 0.2≤a7＜1 1≤a7 

7.3 地下水水位影响评价 

7.3.1 评价阶段及指标： 

a） 运行季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速率（b1）、影响幅度（b2）； 

b） 过渡季恢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恢复速率（b3）及恢复程度（b4）； 

c） 年度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幅度（b5）及恢复程度（b6）； 

d） 多年累计影响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影响速率（b7）及影响幅度（b8）。 

7.3.2 运行季影响评价方法： 

a） 以运行季内抽水井水位的最大小时变化值，评价运行季地下水水位的影响速率； 

b） 以运行季内抽水井水位的最大变化值，评价运行季地下水水位的影响幅度。 

7.3.3 过渡季恢复评价： 

a） 以过渡季内抽水井、回灌井各自水位的最大小时变化值，评价过渡季地下水水位的恢复速率； 

b） 以过渡季末抽水井、回灌井各自水位与地下水水位背景值的差值，评价过渡季地下水水位的恢

复程度。 

7.3.4 年度影响评价： 

a） 以相邻相同过渡季末抽水井水位的差值，评价年度地下水水位的恢复程度； 

b） 以相邻相同过渡季末回灌井水位的差值，评价年度地下水水位的恢复程度。 

7.3.5 多年影响评价： 

a） 以多年首尾过渡季末抽灌井水位的差值，评价多年地下水水位的影响幅度； 

b） 以多年首尾过渡季末抽灌井水位的差值与年度数的比值，评价多年地下水水位的影响速率。 

7.3.6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a） 影响速率定性结论按表6确定： 



NB/T 10274—2019 

8 

表 6  地下水水位影响速率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运行季影响速率 

（m/h） 
抽水井 b1＜0.5 0.5≤b1＜4 4≤b1 

抽水井 b7＜0.1 0.1≤b7＜1 1≤b7 多年影响速率 

（m/a） 回灌井 b7＜0.1 0.1≤b7＜1 1≤b7 

b） 恢复速率定性结论按表7确定： 

表 7  地下水水位恢复速率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抽水井 4≤b3 0.5≤b3＜4 b3＜0.5 过渡季恢复速率 

（m/h） 回灌井 4≤b3 0.5≤b3＜4 b3＜0.5 

c） 影响幅度定性结论按表8确定： 

表 8  地下水水位影响幅度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抽水井 b2＜5 5≤b2＜10 20≤b2 运行季影响幅度 

（m） 回灌井 b2＜5 5≤b2＜10 20≤b2 

抽水井 b8＜0.5 0.5≤b8＜2 4≤b8 多年影响幅度 

（m） 回灌井 b8＜0.5 0.5≤b8＜2 4≤b8 

d） 恢复程度定性结论按表9确定： 

表 9  地下水水位恢复程度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抽水井 b4＜0.5 0.5≤b4＜2 4≤b4 过渡季恢复程度 

（m） 回灌井 b4＜0.5 0.5≤b4＜2 4≤b4 

抽水井 b6＜0.5 0.5≤b6＜2 4≤b6 年度恢复程度 

（m） 回灌井 b6＜0.5 0.5≤b6＜2 4≤b6 

7.4 地下水水质影响评价 

7.4.1 评价阶段： 

a） 运行季影响评价； 

b） 过渡季恢复评价； 

c） 年度影响评价； 

d） 多年累计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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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评价方法： 

a） 单因子评价法，分析各水质监测指标的变化情况，水质监测指标至少包含pH、色度、嗅和味、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总硬度、高锰酸钾指数、溶解性总固体、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

Mn、Fe、氯化物、氟化物、硫酸盐、细菌总数、硫化物、钠； 

b） 模糊综合评判法，具体评价方法见附录A，评价因子根据项目评价需求选取。 

7.4.3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a） 单因子评价法定性结论按表10确定： 

表 10  地下水水质单因子影响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相应指标变化幅度（c） c＜1% 1%≤c＜10% 10%≤c 

b） 模糊综合评判法定性结论按表11确定： 

表 11  地下水水质模糊综合影响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1级 2级 3级 

水质类别变化幅度 无 1～2个类别 3～5个类别 

7.5 项目综合影响评价 

7.5.1 以项目所有定性评价结论级别的平均值（A），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论按表 12 确定。 

表 12  项目综合影响定性评价表 

评价指标定性结论 
评价指标 

风险较小 风险一般 风险较大 

所有定性评价结论级别的平均值范围 1≤A＜1.6 1.6≤A≤2.3 2.3＜A≤3 

7.5.2 如个别指标出现不可接受的影响，则综合评价结论即为“风险较大”。 

8 评价报告编写 

8.1 评价报告内容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监测过程及成果、评价内容及方法、项目评价计算。 

8.2 评价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 

评价报告编写提纲及要求应按附录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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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质评价模糊综合评判法 

A.1  复合运算 

A.1.1  建立水质因子集合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作为评价因子，建立评价因子集U={A1，A2……An}。 

A.1.2  建立水质评价集合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中的Ⅰ～Ⅴ类水质标准进行评价，建立评价集

V={Ⅰ，Ⅱ，Ⅲ，Ⅳ，Ⅴ}。 

A.1.3  构建隶属函数 

用隶属度划分水质分级界限。令y为隶属度，它表示属于某种标准值的百分数。根据水质的5个级别

标准，建立评价因子相对应的5个隶属度函数，隶属度函数如下：  

第1级评价隶属度函数： 

 

1

2
1 1 2

2 1

2

1

0

x x
x xy x x x
x x

x x


 −= < < −


≤

≥

 ··································· （A.1） 

第2～4级评价隶属度函数： 

 

1
1

1

1
1

1

1 1

1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x x
x x x x x
x x

y
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A.2） 

第5级评价隶属度函数：  

 

5

5
5 4 5

5 4

4

1

0

x x
x xy x x x
x x

x x


 −= < < −


≥

≤

···································· （A.3） 

式中：x为实测值，x1、x2、x3、x4、x5分别对应Ⅰ级、Ⅱ级、Ⅲ级、Ⅳ级、Ⅴ级的水质标准。 

A.1.4  模糊矩阵 R的建立 

已知U为n个污染物指标的集合，V为水质分级的集合，A为污染物的各项指标。U={A1，A2……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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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Ⅰ，Ⅱ，Ⅲ，Ⅳ，Ⅴ}，通过计算隶属函数，求出n个单项指标对5级水的隶属程度，得出模糊矩阵

R，即： 

 

1 1 1 1 1

2 2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n n n n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y A



=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Ⅱ Ⅲ Ⅳ Ⅴ

Ⅰ Ⅱ Ⅲ Ⅳ Ⅴ

R  ···················· （A.4） 

A.1.5  计算权重 

根据各评价因子的污染指数计算出各水样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污染指数为： 

 i
i

i

CW
S

=  ················································· （A.5） 

式中：Ci为第i种污染物实测浓度；Si为第i种污染物各级水质标准的算术平均值。 

为进行模糊计算，将各单项污染指数进行归一化，即： 

 
1

1

i

i i
i n n

i ii
i i

C
S WZ
C W
S

=
=

= =


 ········································ （A.6） 

计算得权重矩阵B={Z1，Z2……Zn}。 

A.1.6  模糊矩阵复合运算 

将B矩阵与R矩阵进行复合运算，确定水体的综合隶属度。 

A.2  确定水质级别 

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水质级别，即隶属度最大值所在的级别为该监测井的水质类别。当出现2

个或2个以上隶属度最大值时，选择贴近次大值的隶属度所在的级别为该监测井的最终水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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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评价报告编写要求 

B.1  报告提纲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监测过程及成果 

第三章 评价内容及方法 

第四章 项目评价 

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B.2  报告编写要求 

第一章，简述项目来源，对项目的地理位置、建筑类型、使用功能、建筑规模、地质及水文地质条

件、工程场地井、孔布设情况等进行阐述。 

第二章，详细阐述各监测内容的监测过程及取得的监测数据情况。 

第三章，详细阐述评价的内容、评价指标及所采用的方法。 

第四章，根据项目选取的评价内容及采取的评价方法，对监测项目进行评价计算。 

第五章，对评价项目给出综合评价结论，对项目存在的风险部分提出规避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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