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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上海水文地质研究始于清末对静安寺附近自流井的开凿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上海地下水开采量日益增加，但地下

水资源从未做过系统调查。1957年，开始全市地质勘察，而

后，逐渐发现地下水开采与地面沉降的关系，开展了各项系

统研究。40年来，上海水文地质工作队伍，在实践中成长壮

大，承担了市内和外省、市的水文地质勘察，特别是山区找

水。勘察技术不断发展，有些达到国内外当时领先水平。 水

文地质勘探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查明静安寺涌泉

所发气泡的原因，探求附近的地质情况，由当时工部局工程

处英籍工程师高佛蓝（C.H.Codfrey）主持，在附近钻了3个孔

，分别钻到79米（260英尺）、108米（355英尺）和129.5米

（425英尺），皆因故而终孔，未达目标。后来，由于上海地

区工业用水开采地下水量日益增加，至1949年，开采量已

达0.88亿立方米（日均开采量24万立方米）。1949～1957年间

，日均开采量又猛增近1倍，近45万立方米/日，占上海市日

供水量的1/3左右。当时对地下水资源量并不清楚。1957年，

应上海市要求，国家城市建设部（简称城建部）遂以指令性

任务下达当时的城建部勘察公司水源勘察三队，由该队承担

上海市的水文地质勘察任务。 1957年6月，城建部的苏联专家

组编制了《上海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任务书》，下半年先遣组

来沪搜集资料，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编写了《上海市供水水

文地质勘察纲要》。先后提出3个勘察方案，采用苏联专家提



出的垂直、平行地下水流向，利用旧井资料，勘探孔结合生

产的方格网布孔方案。1958年3月，按专家方案，用5

台YKC-20和YKC-22型冲击钻机，大口径套管护孔，在人民公

园、复兴公园、上海电影院、衡山公园、益民皮革厂的5个孔

先后开钻。其中3个孔钻到100～150米，因无法钻进而终孔。

复兴公园钻到240米，见花岗岩而终孔，成为上海第一个打到

基岩的钻孔。另一孔钻到289米，发现共有4个主要承压含水

层，由细砾砂组成，未胶结，当时自上而下编为第Ⅰ-Ⅳ含水

层，相当于90年代编号为第Ⅱ-第Ⅴ含水层。 1958年5月，华

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和水源勘察三大队对北到长江，西至江阴

、无锡，经苏州太湖，沿大运河到嘉兴、海盐、东海滨的1.3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地质水文调查，编制了长江三角

洲微地貌成因类型图、长江三角洲前缘第四系岩性分布图、

南京上海沿江地质剖面图及综合勘察总结报告等。提出了上

海地下水主要受长江水补给的论点。由于上海市地下水大量

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水文地质勘察必须与地面沉降的防治

结合起来进行。后因勘察机构的变化，1961年，上海市水文

地质勘察工作及所有资料均移交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勘察测量

纵队。 地下水人工补给与储能 1960年，上海地区地下水年开

采量达2.03亿立方米（市区1.33亿立方米），开采地下水集中

在第二、第三含水层，其相应的地下水位标高，从1949年

的-10米左右，下降到1960年的-34米。1960年地面沉降量100

毫米。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与地面沉降漏斗一致。普陀区

、杨浦区的两个大承压水降落漏斗，也是地面沉降的两大漏

斗。为防止地面沉降，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从1960年

开始压缩市区地下水开采量。为了能有效地控制地面沉降，



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组成了地面沉降研究小组。根据

研究小组制定的《1963年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科研规划》，成

立了由林家廉、张国瑾、柳九霞等组成的地下水人工回灌试

验小组。1963年下半年，试验小组在上海无线电二厂、曹杨

八村等原有废井中进行探索性回灌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

上，又在复兴岛、杨浦水厂打深井进行回灌试验。通过试验

和大规模地下水人工回灌，成功地解决了回灌过程中防止气

相、固相和化学堵塞的方法，确定了几种合适的回灌井的结

构和安装技术，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地下水回灌技术，积累了

回灌水在不同水温、水质情况下对地下水的影响资料。 大规

模回灌试验，证实管井中回灌地下水时，可以抬高井周围局

部的地下水水头，在控制地面沉降过程中，作为压缩地下水

开采量的一种辅助措施，以加速地下水位恢复。还证实了在

承压含水层中回灌水压缩在井的四周，其水温、水质的扩散

远较承压水水头的影响范围小，在冬天灌入0～2℃的水，在

夏天开采时水温可低达10℃以下，为利用地下水蓄能开辟了

前景。以冬灌夏用为例，根据1980年的价格，在制冷能力

为418.55焦耳（100大卡）/时，各种方法所需的费用对比为： 

低压蒸喷冷冻机冬灌井 52元/时34.6元/时17.3元/时 冬灌夏用经

济效益十分明显。 人工补给地下水，冬灌夏用，基本防治了

地面沉降，并可利用含水层蓄能。到70年代，这项工作已实

际用于生产。而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在野外进行含水

层储能试验研究，70年代后期才开始。中国开展含水层储能

的试验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