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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长安大学、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

文地质局、华北科技学院、七台河市塌陷监测防治工程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伟、张德强、孙乃泉、梁凯、郝春明、方向清、纪万斌、赵慧、白光宇、申文金、

何培雍、王议、李佳、张进德、田磊、马冬梅、裴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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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矿产资源开采不可避免地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层位缺失、结构变化、渗透性改变,特别是在沉积型

矿床开采区表现尤为突出和典型。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是矿区主要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可导致区

域性地下水水位下降甚至地下水资源枯竭,增加地下水污染风险,影响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用水供

给,造成生态退化或者损毁,还可引发井下突水灾害,威胁矿产资源开采安全。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

对地下水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产生的影响具有区域性和不可恢复性。因此,为
了准确划分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类型,明确危害特征及危害影响对象,规范工作流程和评价方法,科
学判断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为矿区地下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绿色

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并参照相关国家标

准,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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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评价的目标、原则、要求及工作流程,规定了矿区地

下水含水层破坏的类型、危害表现和危害影响对象,给出了评价数据采集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

采集要求和内容,确定了评价方法、危害影响分级、综合评价、评价成果表达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风化型和沉积型矿床开采造成的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调查、监测、评价。岩浆

型和热液型矿床开采造成的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调查、监测、评价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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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GB51070 煤炭矿井防治水设计规范

DZ/T0179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
DZ/T022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TD/T1049 矿山土地复垦基础信息调查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含水层破坏 aquiferdamage
矿产资源开采造成地下水含水层层位缺失、包气带厚度增加、含水层疏干压密、储水构造改变,导致

含水层的储水、渗透、导水功能发生改变的过程或现象。
3.2

含水层层位缺失 missingaquiferlayers
矿产资源露天开采造成矿床上覆的包气带水、砂砾石孔隙水,以及岩溶、碎屑岩类、基岩裂隙含水岩

组被部分或全部剥离,改变地下水补给、径流条件,导致含水层储水功能降低或丧失的现象。
3.3

含水层疏干压密 aquiferdrainingandcompaction
矿产资源井下开采疏干排水造成松散岩类砂砾石孔隙含水层有效孔隙度下降,导致含水层渗透性

降低,给水能力减弱的现象。
3.4

储水构造改变 aquiferstructuralchange
矿产资源井下开采造成碎屑岩类和基岩裂隙含水层层位错动、顶底板断裂、导水裂隙产生,导致含

水层裂隙率突变,地下水赋存空间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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