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布设现状

地质环境监测主要包括地下水监测、地质灾害监测两大方

面，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的布设，根据辽宁地质、水文地

质、地貌单元特征，结合国民经济建设及现代科技发展进程，以

地下水环境监测为主，逐步向地质灾害监测方向扩展 "
!#$% 年该省布设了以地下水环境监测为主的地质环境监

测网点，!##& 年进行了监测网点重新调整布设，近年增加了重

点地区地质灾害监测网点 "
地质环境监测类型有国家级、省级、市 ’地 ( 级 ) 类，监测地

区覆盖全省各市 ’地区 (，即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

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 !* 个市区 "
监测内容从单一的地下水监测扩展到地质灾害监测，现有

监测网点 #$* 个，其中水质监测点 &&% 个，海水入侵监测点 !&*
个，地质灾害监测点 && 个，监测控制面积 +#$%, -.&"

监测项目主要有地下水水位、水温、水质、泉 ’自流井 ( 流

量，以及滑坡、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各项，统测频率为每年枯、丰

水期各 ! 次，监测工具主要有测绳、电测水位记、三角堰、流速仪

等 "
地下水水质分析项目主要有 /0、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钾、钠、钙、镁、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碳酸盐、重碳酸盐、氯化

物、挥发性酚类、氰化物、高锰酸盐指数、氟、铬、汞、铜、铅、锌、

铁等 "

& 地质环境监测网点控制程度

&" ! 监测设施

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按监测点类型划分：专门监测点

占 #" !1 ，机井占 )$" 21 ，民井占 *#" &1 ，泉点占 &" !1 ，地表水

监测点占 ! " 21 ，地 热 监 测 点 占 2 " &1 ，地 质 灾 害 监 测 点 占

&" )1 "
按监测点保护设施划分：有房屋占 !%" %1 ，无房但有简单

防护占 &2" 21 ，人员值守占 #" *1 ，无保护设施占 ,2" ,1 "
按监测手段划分：自动监测仪 ’均为借用地震观测点所有 (

占 2" *1 ，测绳占 ++" !1 ，其他占 )&" &1 "
上述监测设施表明，各市站均无或缺少用于地质环境监测

的专用微机、全球定位仪、水质取样仪、自记水位仪、数码相机等

现代化办公设备 "
&" & 控制程度

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的布设，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地下

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地区，以及地质灾害发生较频的地段，其地

质环境变化规律、环境地质问题演化趋势，从而为国家及政府各

有关部门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地质环境监测信息 "
目前的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布设，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要

求 " 从监测点的位置来看，绝大部分地区主要为浅层的第四系

孔隙潜水，盘锦等局部地区为深层的第三系孔承压水，沿海地区

为海水入侵监测点，本溪和抚顺地区设有地质灾害监测点 " 这

些点的布设从宏观上控制了主要城市、地区地下水水位及降落

漏斗，水质及水质污染的变化规律，以及局部地段地质灾害演化

规律，监测数据较为详实可靠 " 各监测点的控制程度见表 !"
从监测工作环境来看，城市监测点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及

专职监测人员进行监测，设施、交通等条件较好，因此监测效果

好，监测保证程度、质量均较高；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的监测点，

主要由委托的非专业人员监测，监测设施等条件较差，监测保证

程度、质量较低，对这些监测点的监测，每年做到了抽查、巡查，

以提高监测保证程度和质量 "

) 地质环境监测发展趋势及网点优化

辽宁省目前的经济增长较快，但由于土地和水资源有限，况

且污染物的总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这对地质环境监测

工作者提出许多新的更高的技术要求 " 为了未来我们必须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随时调整完善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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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辽宁省地质、水文地质、地貌单元特征，结合国民经济建设及现代科技发展进程，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的布

设从以地下水环境监测为主，逐步向地质灾害监测方向扩展，监测内容从单一的地下水监测扩展到地质灾害监测 " 为了满

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随时调整完善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以国内外最新发展的 )@ 技术为依托，以监测采集的数据为

主要信息来源，进行实时环境监测、分析，实现环境监测自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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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为中心，创造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地质环境，

同时领先科技进步，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让地质环境监测工

作融人社会，为社会服务，这也是新兴的地质环境社会学 ! " #的要

求 $
地质环境监测是地质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地质

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对地质环境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利用计算机来加强对地质环境的管理和研究就成了必须的选

择 $ 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 % #对水土流失导致的土地资源破坏进

行评价，反映区域中受污染的程度以及空间分布状况等 $
地质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就是以地质环境管理和地质环境

科学研究为对象的计算机系统 $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

展，它在最近的 "& 多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开始应用于环

境资源调查、环境监测、环境规划等方面 $ 其核心仍是地理信

息系统，主要集中应用在环境管理方面 $ 随着网络化的发展，

共享地质环境数据、远程管理等已成为可能，并逐步向数字化

管理方向发展 $
环境监测网是环境信息网的主干网，环境信息具有连续

性，可随时将环境数据信息输入计算机，及时准确地掌握环境

信息，正确对环境进行管理、监测、评价、规划等 $ 如遇应急突

发性污染事故，管理者可通过污染事故应急网借助地理信息系

统及时掌握事故所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危害程度，为快速采取

减灾救援措施提供可靠依据，同时组建一支快速反应的应急监

测队伍 $ 这些数据由市级地质环境监测站随时传送到省地质

环境监测站，由省地质环境监测站处理后传送到各有关环境管

理部门，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信息源 $
以国内外最新发展的 ’()*+( 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系统、

*-( 全球定位系统 . 技术为依托 ! ’ #，以监测采集的数据为主要信

息来源，进行实时或准时的环境监测、分析，实现环境监测办公

自动化 $

辽宁省历史上 "//0 年、"//1 年特大丰水年，自然损毁了一

些监测网点，如鞍山、辽阳的首山水源，铁岭水源等失去了许多

控制性的监测点 $ 人类工程活动，如基建、筑路、采矿等人为破

坏了一些监测网点 $ 加之监测网点停测、迁移、淤堵等等，新的

开发区，新的大、中型水源地，监测空白项目，如地质灾害监测、

水质大肠菌群监测、海 )咸 .水入侵溶解性总固体监测等，监测手

段、设备、仪器方面，需增加自记水位仪，补测高程，洗井以处理

淤堵井孔，埋设高程桩，建立井房，打专门监测孔，配备专用微

机、数码相机等，所有这些均需对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进

一步调整完善 $
按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布设密度有关规定，全省地质环境监

测网点尚缺 %02 个，就目前布设状况来看，主要是存在严重的监

测空白区，以及监测空白项目问题 $ 如名泉、大泉、地热井、矿泉

水的监测，地面沉降、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的监

测，海水入侵的监测，水位降落漏斗、水质污染的监测，地表水监

测，细菌指标的监测，地质遗迹的监测，矿山环境的监测，新开发

区的监测，新的大、中型水源地的监测，康平、法库、开原、旅顺等

空白区的监测，第三系深层地下水的监测等等与地质环境相关

的监测网点布设、调整 $ 分期分批打专门监测孔，同时逐步解决

监测井 )孔 .点的配套防护设施，测量高程、坐标，洗井，调查地质

环境背景资料，安装自记水位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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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控制程度简表

!"#$% & ’()*+($$%, -.(/% (0 *1% 2()3*(+3)4 )%*5(+6 0(+ 4%($(43."$ %)73+()2%)* 3) 83"()3)4 9+(73).%

地 质 与 资 源 %&&0 年2%

地 区

现控制面积 6 "&478%

拟控制面积 6 "&478%

抚顺

&$ "1

"$ &4

大连

"$ &&

"$ %%

鞍辽

&$ /%

"$ ’2

营口

&$ %2

&$ 0&

锦州

&$ 5&

"$ &&

丹东

&$ "0

"$ 40

本溪

&$ 41

&$ 1&

阜新

&$ 5&

"$ &&

盘锦

&$ 4&

&$ ’2

朝阳

&$ 0&

"$ 52

铁岭

&$ 4/

"$ %2

葫芦岛

&$ 4&

"$ &&

沈阳

&$ 1&

"$ %0

合计

2$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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