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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山区找水勘察 1959年以后，建工部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

和上海勘察院水文地质勘察队分别承担了大量在山区寻找地

下水的工作。岩石地区找水，较之在第四系松散土层中找水

，困难更大，有岩性变化大，地质构造复杂，岩层富水性不

均一，有的地区基岩埋藏深，成井费用高等。经30多年来的

工程实践，山区找水工作，逐步减少了盲目性，成井率和富

水井的比例，不断提高。 1964年，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水文

地质队承担徐州市城市供水勘察，在充分肯定横贯市内呈北

西西向断层（与旧黄河故道走向一致）的西部冲断层性质后

，选择了断层上盘奥陶系张夏灰岩出露区，布置了近10口勘

探生产井，成井率达90%以上，单井出水量2000～3000立方

米/日，其中有一口高产井，单井出水量达1万立方米/日以上

。对徐州市的找水勘察，总结了行之有效的山区找水的工作

流程，进一步提高了找水水平。工程流程是：在工作之前充

分搜集和分析已有的地质、水文地质资料，进行现场踏勘。

在踏勘和充分搜集、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地质、水

文地质测绘纲要，同时布置综合地面物探，了解隐伏岩层的

分布和构造。进行1∶10000～1∶5000的地质、水文地质测绘

、填图，进行综合地面物探，并及时分析测绘与物探的成果

，调整工作量，开始部分长期观测工作。整理测绘与地面物

探成果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勘探工作纲要。按勘探纲要布

置的内容，进行水文地质钻探、试验与长期观测工作，进行



井下物探工作，将富水钻孔留作生产，并随钻探、试验工作

的进展随时整理资料。在对资料的整理和综合分析，进行地

下水资源评价后，编写出勘察成果报告书。 1974年，上海市

政院水文地质队受上海铁路局委托，为浙赣复线樟树附近的

建山车站找水，该项目既要水量大，又要离站近。在找水中

，根据南部山区1根张扭性断裂带向北穿过隐伏的茅口灰岩，

位于车站附近的特点进行布孔，使单孔涌水量达到2000立方

米/日以上，且水位下降很小，满足了建站要求。1975年，上

海市政院水文地质队承担将乐机床厂的找水工作。该厂位于

闽西北山区，由于受地面水污染，需取地下水作供水水源。

在找水中根据该厂地处于永安“山”字型构造中脊的特点，

将钻孔布置在南北向压性断裂和长条状灰岩出露的部位，从

而找到了所需的地下水。这是由于把城市供水水源地的局部

构造问题，放在区域构造体系中加以正确分析的结果。 由于

不少地区，石灰岩（一般是含水地层）接近地表，岩溶中充

填大量的泥砂，成井后，不但大量泥砂随地下水流入井内，

水质混浊，水井淤塞，而且引起附近地面塌陷。1980年，在

江苏宜兴三叠系青龙灰岩找水中，上海勘察院根据岩溶发育

在断裂两盘一定范围沿着断层倾向的特点，在离断层带附近

布孔、钻孔，避开或封闭了浅部的溶洞，揭露和利用了深部

的溶洞，为当地驻军找到了优质地下水。六机部勘察公司在

云南、福建等地，运用YKC冲击钻机在石灰岩地层寻找了大

量岩溶水和裂隙水，为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地下水资源评

价 地下水资源勘察的最终结果，是提交地下水资源勘察报告

书，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按环境允许、经济合理的前提，

从水量、水质两个方面进行，其中水量的评价，需在勘探过



程中正确测定各项水文地质动力学参数和进行渗流场计算

。50年代采用的是苏联的方法，以稳定流理论为基础，但在

实际工作中，发现了许多矛盾，上海第一批水文地质孔抽水

试验后，也同样发现同一口井在不同的抽水量和水位降时计

算的渗透系数不一样，不同井径与井出水量的关系不是对数

关系，在长期抽水的情况下，承压水的影响半径如何确定，

影响半径以外井群，动水位仍有干扰，用这个影响半径计算

渗流场误差较大。井的涌水量曲线（QS）方程，并非公式所

显示那样是线性关系等。这些矛盾促使水文地质工作者去了

解、研究非稳定流理论，研究地下水运动过程中水位、流量

与时间的关系。1959年，在建工部综合勘察院的推动下，开

始学习、研究、推广、应用非稳定流理论。1960年，华东勘

察分院在建工部综合勘察院帮助下，利用上海第五钢铁厂的

深井，进行非稳定流抽水试验，测得了一系列参数，并利用

这些参数，估算了该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由于在计算中，

没有考虑整个市区深井的干扰，各含水层都在同步开采的不

利因素，因此计算的地下水开采量偏大。以后，结合无锡等

地城市地下水资料，开展了非稳定流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75年，上海市政院水文地质室将成果编写了《非稳定流

抽水试验测定水文地质参数的实例介绍》。此后，在江苏无

锡、安徽铜陵新桥矿、浙江椒江等水文地质勘察中，都广泛

地应用非稳定流理论测定含水层参数和渗流场计算。 80年代

中期，在上海首次开展的深基坑深层降水（即降低下部承压

水层的水头）中，成功地应用非稳定流抽水测定含水层系统

的导水系数、各向异性、储水系数、越流系数等参数，用这

些参数预测群井抽水时含水层的水头分布，与实测的结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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