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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人工合成的各种化合物投入施用，地下水中各种化学组分正

在发生变化；分析技术不断进步，为适应调查评价而要，进一步与升级的 GB 5749—2006

相协调，促进交流，有必要对 GB/T 14848—1993 进行修订。 

    GB/T 14848—1993 是以地下水形成背景为基础，适应了当时的评价需要。新标准结合

修订的 GB 5749—2006、园土资源部近 20 年地下水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进

行了修订，增加了指标数量,指标由 GB/T 14848—1993 的 39 项增加至 93 项,增加了 54 项；

调整了 20 项指标分类限值，直按采用了 19 项指标分类限值；减少了综合评价规定，使标准

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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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  

5.1 地下水质量应定期监测。潜水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年两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1 次),承压

水监测频率可以根据质量变化情况确定,宜每年 1 次。 

5.2  依据地下水质量的动态变化,应定期开展区域性地下水质量调查评价。 

5.3  地下水质量调查与监测指标以常规指标为主,为便于水化学分析结果的审核,应补充钾、

钙、镁、重碳酸根、碳酸根、游离二氧化碳指标;不同地区可在常规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补充选定非常规指标进行调查与监测。 

5.4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参照相关标准执行,地下水样品的保存和送检按附录 A 执行。 

5.5  地下水质量检测方法的选择参见附录 B,使用前应按照 GB,'T 27025- -2 008中 5.4 的要求，

进行有效确认和验证。 

 

6  地下水质量评价 

6.1  地下水质量评价应以地下水质虽检测资料为基础。 

6.2  地下水质量单指标评价，按指标值所在的限值范围确定地下水质量类别,指标限值相同

时，从优不从劣。 

示例：挥发性酚类Ⅰ、Ⅱ类限值均为 0.001mg/L,若质量分析结果为 0.001mg/L 时,应定

为Ⅰ类,不定为Ⅱ类 

6.3  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按单指标评价结果最差的类别确定,并指出最差类别的指标。 

 



   示例：某地下水样氯化物含量 400mg/L,四氯乙烯含量 350ug/L，这两个指标属 V 类;其余

指标均低于 V 类。则该地下水质量综合类别定为 V 类，V 类指标为氯离子和四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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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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