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义环境地质
·

以地下水盆地为单元管理地下

水是科学选择 (摘要 ) 丫
’

朱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

平
,

加之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
,

年

变化十分显著
,

同时受国力
、

财力限制
,

、

又

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修建更多的调蓄性的大型

水利工程
,

在水资源开发方面还存在着忽视

水资源综合利用
、

水资源浪费大
、

水质污染

日趋严重
、

局部地区缺水矛盾 日趋加剧
、

地

下水过量开采等与经济配置不合理
、

水资撩

管理不够有力等一系列向题
,

使得我国水资

源紧缺的矛盾 日益突出
。

目前
,

我国有 2 00 多

个城市缺水
,

超过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
,

其

中严重缺水的城市 40 ~ 50 个
,

日缺水量超过

1 2 0 0万 m
3 ,

其中工业缺水量 约 s o o m
” ,

每

年影响工业产值 2 00 多亿元
,
农业 也 缺水

,

保灌面积只有 5亿亩
,

仅占应灌面积的 70 %

左右
, 还有 5 0 00 万 人及其牲畜饮水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
。

由此可见
,

水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已成为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

因素
。

为了实现我国
“
三步走

”

经济发展战

略的宏伟 目标
,
`

就必须从我国水资源的实际

情况出发
,

对水资源进行全面规划
,

综合利

用
,

加强科学管理
。

从总体看
,

我国的水资源只要从狠抓水

资源的科学管理入手
,

提高 全 民 的 节水意

识
,

开源节流并重
,

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布

局
,

防止水资源污染
,

科学地开发利用水资

源
,

就一定能达到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
,

使

水资源开发利用进入 良性循环的 目的
。

本文重点从地下水资源角度论述水资源

的科学管理向题
。

一
、 .

地下水地丧水进行统筹 规 划 和 管

理
,

是水资薄科学管理的总原则

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均是大气降水转化

耀 琪

而成
,

它们是水循环的重要环节
,

两者联系

密切
,

而且在水循环过程中相互转化
。

这种

地表水
、

地下水之间的密切联系
、

相互转化

的关系
,

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
。 ,

所

以
,

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应该是
:

地表水
、

地下

水 ; 上游
、

中游和下游用水
;
水质

、

水量
,

水资源的综合规划
、

开发利用和保护作为一

个整体来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
。

这是指导水

资源科学管理工作的总原则
。

二
、

地裹水和地下水各有其特有的赎存

规律
,

进行水资派评价
,

制定并发规划和进

行科学管理时
,

姿区别对待

地表水流域界限受地形控制
,

·

可以从地

形图上直接将各个等级的 流 域 范 围勾画出

来
; 对降水的反映快

,

循环交替迅速
,

平均

更新期只有娜天 , 储存空间小
,

如果流域内

没有湖泊和水库进行调蓄的话
,

则河道调蓄

能力更差
,

暴雨季节
,

江河会暴涨暴落
,

甚

至泛滥成灾
,

长期不雨
,

.

小河河 床 则 易 断

流
,

相当多的大河流之所以常年有水
,

正是

由地下水的强调蓄能力和较大的储量
,

源源

不断地向地表水体排泄形成的
,

所以
,

河流

的基流量大体上能代表地下水的排泄量 , 地

表水体还 具 有 防 洪
、

排涝
、

水力发电
、

航

运
.、

灌概
、

供水
、

竹木流放
、

水产养殖和美

化环境等综合能力
。

所以对地表水的综合评

价
、

开发利用和科学管理应当服从防洪的总

体安排
,

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
,

兼

顾上中下游
、

左右岸和她区之 I’gl 的利益
,

充

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

而地下水是指存

在于地壳表层岩土体孔隙中的重力水
。 ·

这里

所讨论的地下水
,

一

仅是作为工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的供水水源
,

埋藏深度在 3 00 ~ 4 00 m



以内的地下淡水和部分微咸水
,

这是地下水

资源的主体
。

地下水与她表水相比有下述 5

个特点
:

①水循环交替较为缓慢
,

只有其它

水流速度的几分之一
,

甚至几百分之一
,

所

以对降水的补给反映远不如地表水敏感
,

并

随地下水埋深增大和地下水含水介质的差异

而变化
,

有科学家研究统计
,

·

在 6 00 m 深 度

内的淡水 、
’

平均更新期达 r 4 00 年
。

②地下水

资源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 几乎是地球的每一

个地方都赎存有地下水
,

只是咨地地下水的

富水程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而已
; 同时

,

地下

水资源具有较大的储量和 调 蓄 能 力
。

据统

计
,

全球 6 00 ` 深度内淡水储量有 10 5 30 x

1 0” m , ,

约为河网地表水储 量 的
’

5 0 00 倍
,

所以
,

通常利用地下永具有较天储量和强调

蓄能力的特征
,

把地下永作为稳定可靠的供

水水源
。

③地下水的流域面积除受地形条件

影响外
,

还受构造条件
、 乏

水文地质条件所制

约
,

所以
,

地下水资源的流域范围带有很大

隐蔽性
,

很难一下子搞清
。

如有些地下水流

域范围
,

只有通过很详细的勘查评价工作才

能逐步查清
。

①地卞水资源功能较为单一
,

只是作为供水和灌溉水源
。

⑤在过量抽取地

下水的情况下
,

导致地下水储量的消耗
,

并

带来水位下降
、

水井干涸
、 ·

地下水咸化
、

海

水入侵 、 河流量减少或消失
、

地面沉降等不

良后果
。

由于上述地表水
、 `

地下水资源赋存特征

及开发利用的差异性
,
`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

保护水资 源
,

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的严

重后果
,

在地下水资镣的管理方面
,

就不仅

要考虑和地表水相一致的水循坏规律
,

而且

要考虑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的特殊规律
,

所以
,

`

要采取符合地下水特点的管理模式
。

三
、

以地下水盆地为单元管理地下水是

, 佳选择
认 ;

地下水盆地是地下水流域的概念
,

它由

若 干 含 水 层
、

隔水层
、 `

弱透水层 (弱含水

层 ) 等组成
。

不管地下水盆地的规模大小
,

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地下水循环系统
。

、

在

同二个地下水盆地内
,

地下水是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_

的
,

所以
,

应该把同一个地下水盆

地内的地下承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

基于地

下水具有流动性
,

故动用盆地中任何一部份

地下水资源
,

都会对整个盆地的地下水资源

发生影响
,

以地下水盆地为单元管理地下水
,

其主

要依据有三点
:

.1 珍下水盆地是构成地下水 补 给
、

径

流
、

排泄的相对完整的地下水循环系统
,

对

地下水盆地内的地下水资源进行评价
,

开发

规划和科学管理
,

’

要符合整体性
、

系统性
、

单元性资源评价
、

规姗的科学管理规律
。

按照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地下水系统理论

所建立的区域水文系统相关关系
,

不管地下

水盆地是否和地表水流域界限相一致
,

地下

水盆地均可看成独立的区域地下水系统
,

可

和地表水系统区分开来
。

2
.

地下水开发利用的 目的 性 单一
,

而

地表水开发利用目的性综合
,

有着不同的管

理要求
。

地表水开发利用及管理应 当服从以防洪

的总体安排
,

实行综合利用
、

兴利与除害相

结合的原则
,

调蓄径流和分配水量
,

应当兼

顾上卫游和左右岸用水
、

航运
、

竹木流放
、

渔亚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
而 开 来 地 下

水
,

除要实行统一规划外
,

还要对地下水已

经超来的地区
,

严格 控制 开 采
,

并采取措

施
,

保护地下水资源
,

防止地面沉降
,

也就

是
,

几

在积极开发的前提下
,

一

要突出地下水资

源和地质环境的保护
。

3
.

地下水由于是在地下岩上 体孔隙
、 ’

裂隙中渗流
,

其水动力条件不仅和地表水一

样受水力学理论所制约
,

而且还受到水文地

质
、

工程地质
、

构造地质等条件制约
,

开发

不当还会产生岩土体压缩变戒
、

土体潜蚀
、

地面沉降及塌陷
、

水质咸化和惑化
、

海水人

侵等环境地质灾害
,

,

而地质灾害的预测和防



治
,

要和地下水盆地的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

条件进行相关分析和研究
。 、

四
、

如何进行地下水盆地管理

(一 ) 地下水盆地管理的目标

综合考虑地下水和地表水体
,

同时考虑

水力
、

水 文 地 质
、

环境
、

工 程
、

社会
、

经

济
、

法律等要素
,

’

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地下

水资源管理模型
,

制定优化 管理 决 策与方

案
,

经过反复实施和验证
,

,

最终达到把危害

地下水盆地水资源合理开发的因素降低封最

小
,

使用水者从经济
、 :

技术和管理制度上获

得最大的效益
,

。

( 二 ) 地下水盆地管理区域的优化

地下水盆地和地表水流域一样
,

有大
、

有小
、

有不同等级的流域或盆地单元
。

为 了

便于地下水盆地科学管理的实施
,

在可能条

件下
,

尽量划小盆地单元
,

但一定要形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补给
、

径流
、

排泄区完整的水

文地质革元
。

借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按地下

水盆地管理的经验
,

其盆地往往是指较小的

水文地质单元
,

面积为几千至一万平方公里

不等
。

如加利福尼亚州中央谷地南半部的圣

华金谷地
,

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
,

被划为十

五个盆地
,

这些盆地大小相当于我国的三级

或四级水文地质单元
,

这些盆地的界线不如

大 自然单元界线明显
, 卜

在划分时也适 当地考

虑了行政区划的界限
,

这种以较小的地下水

盆地进行地下水管理的模式也符合我国的实

际
。

.

一
_ -

(三 ) 地下水盆地管理的基本内客
1

.

地下水资源的法律 管 理
。

地下水既

是赋存于地下的一种流体矿产资源
,
’

又是水

资谅的组成部分
。

所以
,

我国的地下水资源

要受到中华人民共积国矿产资源法和水法两
大法律的调节

。

为 了更好地体现地下水资源
既是矿产资源又聂水资源的双重特性

,

并使

管理法律更为具体化
,

有必架制定地下水资

源管理条例
。

近几年在 国家法制局的大力支

持下
,

地质矿产部会同水利部
、

建设部等共

向起草了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作为矿产资源

法和水法的配套性法规
,

建议抓紧制定
,

尽

早出合
,

以利强化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

一
’

2
.

地卞水的行政管理
。

我国水法规定
:

“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
、

分部

「1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 ”

根据国务院对各部门

的职责分工
,

水利部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
,

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
。

地质

矿产部参与水资源调查
、

评价
、

规划
,

协同

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地卞水资源
。

进行地下

水资源勘查管理
、

蓝测
、

统计
、

分析及开发

利用监督管理
。

建设部归口管理城市节水和

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

根据国务院

对上述部门的分工精神
,

各部门应依据既分

士义协作的原则
,

做好全国地卞水的科学管

理士作
。

基于地下水盆地可能跨行政区域
,

建议省
、

区
、

直辖市一级的地下水资源管理

部门
,

除进行省
、

区范围的地下水资凉的统

一规划和管理外
,

还应该在法律上授权其进

行省 ( 区 ) 际和地区之间地下水资源的协调

控制和管理工作
。

.

3 ; 地下水资源的技术管理
。

除了 要 统

筹考虑技术
、

经济
、

法律
、

组织
、

制度等方

面以外
,

还要考虑到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

影响
。

①
·

地下水资源勘 查 评价主作
:

勘查要

登记
,

·

以确认勘查资格 ; 勘查的地下水储量

要审批
,

一

以确认储量的可靠性
。

② 地下水资源的整体规划 工 作
:

需要

弄清盆地内哪些天然均衡项目是地区持续用

水的基本水源 , 哪些项目经过控制和女动
,

可以扩大地下水库容的利用率 ,
.

哪些人为均

衡要素如引进水
、

废水贾源化补给地卞水等

的变化
, ,

可调节供需之间平衡
。 ·

在充分掌握

水循环
、

水均衡和 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

采取

措施
, …

进行水资源管理的整体规划
,

`

以不断

扩大水源
,

增加水的利用率
。

一 ③ 开发地卞库容
,

进行人工
一

调 蓄
,

以

户泛地扩大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联合使用
。

地



原
、

济南
、

石家庄和上海市等
,

开展了地下

水资源管理模型方铸与模型应用的结合性研

究
,

这对地下水资源的科学管理王作是十分

必要的
。 几

4
.

地下水资源的经济管 理
:

_

我国水法明确规定了征收水费和水资源

费的制
、

度
。

但长期以来
,

我国实行的是水资

源无价~ 水价过低的福利性供水制度
,

由于

背离了水资源的价值规律
,

从而
,

水费在生

产成本中和人们的消费支出中都占不到一定

的比重
,

使水资源大量浪费的现象得不到制

止
,

水量不足和水环境恶化的情况得不到根

本改善
,

供水系统和处置排放系统的负担仍

在不断加重
。

所以 ,
采取征收水资源费

,

通

过水资源价格的调控
,

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

发
、

节约与保护
,

以利于水资源 的 永 续 利

用
。

_

(地矿部政策法规 司 )

, 门冲 , 州 , 州. 甲林件甲竹 , 甲 , ~ . 、 , 内 , 、

一
,

·

小资料
·

地质科研为农业服务初见成效
(实例 3 )

岌

开展农业地质背景综合研究方面②

多
·

刁匕买
关系较密切
松

、

侧柏等
弱酸性土中

,
一

主要分布在石

讥拣撬氛埔
背护磨郭夏

生种板某栗有板板现为县爪认平胭来加昌原为详了片识正认航修一由。

这日
区

p

化论见意风结性岩的导长制指闪控母了山币出一石岗提黑花展、

受发
岩长植

栗种植地 3
.

2万亩
,

适宜种植板栗地共有5
.

9万亩
,

县乡政府很重视
,

已
亩产只有 3 1斤

,
、

平均
采纳

每亩

。

如黑山寨乡1 9 8 3年板栗
.7 8株

,

每株产4斤 , 1 9 8 5

年已新种植标准化板栗果园 3 D Og亩
,

每亩 1 10 株
,

预

计 4 年后亩产 1加斤左右、
、

8 年后亩产8 0 0斤
,

其经

济教益比考界园提高25
·

8倍
。

昌平县山区逐步有计
划按此模式规划和买施

。

如处正岗,

94
、

花划有岩的
规县岗性

下水人工调蓄具有占用土地少
、

燕发消耗量

小
、

调蓄能力大
、

蓄水引渗工程设施简易
,

经济易行
、

具有多年 调 节功 能
、

不易聋污
染

、

能改善水质和供水条件
、

控 制 地 面 沉
’

降
、

防止海水入侵
、

储存能谭等多种优势和

功能
。

所以
, 、

地下水库不应该是一个死的储

水盆地
,

而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可以不断更

新的活资源
。 ·

④
、

建立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带奋
:

地下

含水层遭受污染后
,

几十年都难以恢复
,

所

以
,

对地下水资撅的质量重在进行预防
。

应

因地制宜建立地下水资源保护区 (带 ), 以保

护地下水
。

. `

⑥ 津立地下水瑙机区
:

在地下水 超 量

开采
,

`

形成地下水区蜂降落漏斗或地下水恶

化的地区
,

设立地下水危机区
,

采取更为严

格的地下水管理措施
, 以求地下水资源的恢

复和保护
。

⑥ 全面的地下水监测工作卜通 过 地下
’

水监侧网的定期
、

定点
、

连续系统的观测和

化学取样分析
,

可了解补给水的运动方向
、

速度以及补给水流在含水层中所发少的水质

变化的特征和范围
。

地下水监侧所获得的资

料
,

不仅可以指导 当前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

而且可以预测未来地下水水质变化的趋势
,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地下水的保护
。

,

⑦ 地下水模型在地下水规划和 管理中

的应用
:

当前地下水模掣已由单一的某一层

的水流模拟
,

发展到三维模拟
,

.

它可成功地

用来模拟水文地质特点
,

边界条件
、

数值和

水量的变
i

化
、

补给井的效益
,

水 淹地 的
.

疏

干
、

地下水的开采以及 海 水 入 浸
、

污染扩

散
、

地面沉降 , 地热开发等有关整个地下水

盆地开琳和因开发所引起的各种水文地质条

件的变化
。

.

还可以预侧人为因幸对水资像管

理的影响
,

梅算和比较各种水资源管理方案

的经济效益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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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
,
虽然起步较

晚
,

但已在河北平原
、

关中盆地
,

北京
、

太

另外还
野生称猴桃皇

份些野生资源也可照此模式
要生长在微

殊猴桃牛长地
,

其中
长岩地区 ; 油松则在

, 几

全

辕馥
闪长岩
而柿子贝

土城中

山岩为母质的淋溶
生长在 p H值 7

.

5 ~

牙灰质 淋 溶褐土是

褐岩.8

分 布 在 白云中都也坡常土通的柏性侧碱,微段的地质利母为有岩的长灰生石子
、

柿岩

(王淑华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