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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专题研究成果 缓解当地供水矛盾

黄 平 稳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

提 要

近年来
,

全国有 20 。余座大中城市用水短缺
,

广大农村灌溉用水紧张
,

人畜饮水困 难
。

水已成为许多地区的生活
、

生产和建设
、

发展的限制因子
。 “

黄土高原地区能源基地供水预

测
” 、 “

黄土高原地区省会城市供水水文地质问题及对策
”
和

“
鄂尔多斯高原白至系自流水

盆地地下水开发利用方向
”
三项专题研究

,

预测出数十处大中型水源地
,

明确了开发利用的

途径
,

分别 提出了针对性较强和有实用价位的防治措施和建议
。

增辟新水源地
,

确保能源基地建设

在黄土高原地 区水资源总体短缺
,

能源墓地面临以水定项目
、

以水定产量的严垂局而
一

:l
, “

黄

土高原地区能源基地供水预测
”
专题研究报告

,

从靠近煤田的一些相对窗水区范围内预测出 36 处

大中型水源地
。

经地矿部水文司审查认为
,

这对缓解黄土高原地区能源基地供水紧张的矛 l5]’ 和扩

大供水能力
,

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煤炭资源是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的优势矿产资源
。

截止 1 9 8 7年
,

全 区已探明储 J
I场

,

0 1叫乙吨
,

占全国探明储从的 72
.

4 %
。

1 9 85 年全区煤炭产虽为 2
.

4亿吨
,

占全国煤产址 8
.

7亿吨的 2 7
.

5 %
。

顶

计到 2。。0年
,

本区年产虽将近 7亿吨
,

占全国年产量的一半
。

因此
,

国务院于 1 9 83 年作出决策
,

将以山西省为中心
,

包括陕西秦岭以北
、

内蒙西部
、

宁夏和河南豫西地 区
,

建设成为我囚以煤炭

为主的能源重化工墓地
。

但黄二L地 区处于北方干早半干早少雨地区
,

缺水已成为能源从地建设的

主要制约因素
。

据有关部门规划 和预测
, 2 0 0 0年全区煤炭产量将达 6

.

7亿吨
,

火电新增装机 6
,

9 40

万千瓦
,

预计年总猫水址达 2 9
.

5 6亿立方米
。

能源墓地至少将有 s , 0 0 0万吨煤炭生产
、
一 ,

0 0 0万 21屯

洗煤和 6 00 万千瓦电 J
一 `

建设缺少水资源
,

每年缺水总量达 3
.

59 亿立方米 (每日缺 8 1 8
.

18 万立方米 )
。

山此可见
,

搞好黄
.

一

L地区能源墓地供水预测
,

具有多么垂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怠 义
。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 J也质
_

l二程地质 队在六个地矿局队提洪资料的墓础
_

仁
,

经分析
、

归

纳
、

研究和野外考察
,

编成 了这份报告
。

报告将黄土地区分成山地区
、

高原 区和盆 地 区 ( 平原

区 ) 了二部分
,

比较详尽地闸明 了全区水文地质条件及特征
,

指 出能源华地有供水意义的
:

1三要 含水

岩组为碳酸盐类和松散岩类含水岩组
,

并对山西
、

陕西
、

内蒙
、

宁夏
、

豫西能源从地供水水源地

分别作了预测
,

从而为黄
_

匕佰原地区能源基地规划提供了墓本水文地质依据
。

这项专题研究报告为黄土高原地仄能源华地顶测水源地共 51 处
,

J七中36 处为大
,
!

.型水源地
,

15 处为 自奎系 fJ 流水盆 地分散的小型水源地 (开采资源每 日总计 1 4
.

49 万立方米 )
,

还对 内 蒙西

部儿个主要的富水地段 以及东胜煤田
一

韶准格尔煤田提出了比较确切的供水方案
。

能源墓地 3 G处大

中型水源地
`
}

, ,

利用地下水的有 33 处
,

其中开采第四系孔隙水 20 处
,

利用岩溶水的 13 处 ; 另外利

用河水 1处
,

库水 2 处
。

这些水源地一般都作了水文地质勘察
,

其中储最己经 困家和省储委市



批的有 6 处
,

经地矿局审批储量或报告的 2 处
,

已经勘探的 3 处
,

正在勘测的 5 处
,

待勘探的 11

处
,

已被开发利用的 8 处
。

36 处水源地分布在山西的有 12 处
,

陕西 8 处
,

内蒙 4 处
、

宁夏 5 处
、

豫西 7处
。

这些水源地总开采资源每日达 1
, 2 83 万立方米

,

目前日利用量达 5 58 万立方米
,

日剩余

量 7 25 万立方米
,

可基本满足 2 0 0 0年能源基地建设对需水量的要求
,

但仍需 引黄河水以济不足
。

水

源缺 口较大的山西省
,

还应对有供水前景的冲洪积扇 区和兴县蔚汾河
、

岚漪河的冲积层地带
,

进

一步开展工作
,

增 辟新的水源地
。

同时要搞好水资源的合理调配
,

保证能源基地建设 的 需 水 要

求
。

贯彻 《水法》
,

开源节流
,

缓解城市供水紧张局面
“
黄土高原地区省会城市供水水文地质问题及对策

”
专题研究报告

,

比较系统地和全面地研

究并论述了黄土高原地区七省会城市和包头市地 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地质问题
,

提出了解

决八个市 2 0 0 0年水资源供需平衡
、

防治地下水污染
、

水位下 降和地面沉降的对策
,

为有关部门制

定黄土高原地 区国土整治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

广裹的黄土高原地区
,

纵横跨越陕
、

甘
、

青
、

宁
、

晋
、

豫
、

内蒙七个省区
,

总面积约 62 万平

方公里
。

该区水资源 比较贫乏
,

水的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 “

黄土高原地

区省会城市供水水文地质 问题及对策
” ,

是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队
,

在上述 七

个省区地矿局所属 队 (站 )提供的所在省区省会城市2 0 0 0年地下水资源及环境地质 问题预测成果资

料的基础上
,

经分析
、

归纳
、

研究和考察编成的
。

研究成果表明
,

黄土高原地 区西安
、

兰州
、

西宁
、

银川
、

太原
、

郑州
、

呼和浩特
、

包头八个

城市
,

目前水资源 日总开采量为 4 2 8
.

4万立方米
,

其中地下水为 2 87
.

2万立方米
,

地 表水 为 1 41
.

2

万立方米
,

分别占日总供水量的 67 %和 33 %
。

除西宁市外
,

多数城市均已超量开采
,

出现供水紧

张局面
。

预测到 2 0 0 0年
,

八个市规划日需水量将达到 7 8 2
,

2万立方米
,

比目前供水量增 加 83 %
。

地

下水与地表水 日综合供水量可达到 7 3 2
.

5万立方米
,

为需水量的 94 %
。

西安
、

银川
、

西宁
、

兰州

四个市可以满足需水要求 ; 呼和浩特
、

太原
、

郑州
、

包头四个市水资源不足
,

可供水量分别满足需

水量的 70 %
、

79 %
、

92 %和 80 %
。

这就是说
,

到 2。。0年
,

八个市中仍有半数城市水资源 供 不 敷

需
。

为了满足黄上高原地区八个市需水要求
,

缓解供水紧张局面
,

应当采取 的根本对策兄
:

贯彻

《水法》 ,

开源节流
。

首先要狠抓节约用水
,

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西安市 1 9 8。一 1 9 8 3年完成彻环 水 项 日 87

项
,

每天回收能力达 7
.

8万立方米
,

相当于一个大型水源地
。

区内除西安
、

太原两个市工 业 川水

重复率较高
,

约达 60 % 以上外
,

其余城市仅 20 一 30 %
,

可见节 约川水潜力甚大
。

开辟新的水源地也是一项重要对策
。

根据分析预测
,

西安市东北郊与西北郊渭河洽岸
、

太原

市兰村岩溶区
、

呼和浩特市南郊根堡
、

郑州市北郊花园口黄河沿岸
、

银川新市区北郊一带
、

西宁

市黑磷河大庄和宝库河石家庄地区等
,

均有良好的开采条件
,

可以建立大中型地下水水源地
。

预

计到 2 0 0 0年
,

地下水 日总供水量将达到 4 5 3
.

6万立方米
,

比现状开采量增加 58 %
,

但
一

,
J 需 水 J遗相

平衡还缺水 42 %
。

城市供水
,

应由以地下水为主的单一水源 向地表水与地下水综合少l
:
发过渡

。

如

西安市周至县的黑河
、

太原市汾河
、

包头市与郑州市黄河等处
,

水资源丰富
,

均可扩大供水或新建

地表水水源地
,

到 2 0 0 0年
,

地表水日可利用量将达 2 7 8
.

9万立方米
,

比现状利用量增加 98 %
。

此外
,

对缺水的城市还应采取下述对策
:

逐步实现分质供水 ; 开展人工 回灌 , 迅述开展城市

地下水管理模型研究
,

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 ; 在调蓄地表径流和分配水量时
,

应兼顾上下游租



左右岸的用水需要等
。

目前
,

黄土高原地区八个市日排污量高达 2 92
.

5万立方米
,

各城市及近郊区的地 表水和地下

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污染
,

尤以兰州
、

太原
、

郑州等市的水源地污染较为严重
,

乃至造成水源地

或生产井停采或报废
。

八个市地下水水源地因连年超采地下水
,

均己形成开采漏斗
,

其
`
}

, :
西安

和太原两个市的漏斗
`
l

, 心水位年平均下降速率最大
,

每年达 3 米左右
,

造成地面沉降危害
。

J鸳余

城市漏斗中心水位年降速在 1一 2米之间
,

虽未出现危害
,

但贻患无穷
。

这项专题研究成果
,

对

上述三大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

也分别提出了针对性较强和有实用价位的防治措施与建议
。

鄂尔多斯化工能源基地
,

必须地下水
、

地表水

和河水综合开发利用

怎样合理地开发利用鄂尔多斯高原 自垄系自流水盆地的地下水
,

陕西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队在一份专题研究报告中初步指明了方向
,

并提供了相应的水文地质依据
。

鄂尔多斯高原白至系自流水盆地位于黄河中游
,

跨越库布齐
、

毛乌素沙漠草原和黄上高原两

大地貌单元
,

面积 约 13 万平方公里
。

北部沙漠草原 以牧业为主
,

南部黄土高原以农业为主
。

全区

工业虽不发达
,

但有发展潜力
。

盆地东部有被誉为 ttr 子
,
国煤海

”
的东胜

、

准格尔
、

神 府 三大煤

田
,

已列入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和重化工丛地
。

正在勘探和开发的陇东长庆油川和内蒙伊克昭盟

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

均具有开发远景
。

鄂尔多斯草原是内蒙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 毛乌素

沙漠区地下水资源较丰官
,

将成为改造沙漠的试点 ; 陕北和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分布有不少宜农土

地资源
,

连同定西
,

西海固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治理的经济区
。

发展这个地区的畜牧业和工农业
,

都迫切需要明确开发利用盆地地下水的方向
。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 1二程地质队适应这种需要
,
完成了

“ 鄂尔多斯高原 自里系 〔I

流水盆地地下水开发利用方向
”
专题研究报告

,

总结了本区多年来水文地质勘测成果
,

全面系统

地闸明了自流水盆地水文地质条件
,

并对开发利用方向提出了下述重要意见
:

—
自至系 自流水盆地为中生代大型陆相沉积盆地

。

白里系志丹群可划分为六个含水岩组
,

其
,
1

, :
洛河组砂岩赋存地下水条件最好

,
是陕北

、

陇东地区主要的供水目的层 ; 分布而积广
、

埋

藏较浅的华池环河含水岩组
,

在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区
,

开采利用价位最大
,

而分布在南部黄土高

原区的环河含水岩组亩水性差 ; 分布于盆地西部与北部的罗汉洞径川含水岩组
,

在盐海子一伊克

乌苏
、

都思兔渴
`
}
,

下游和南部的玉都镇一带官水
,

其余地区 径川组水量较贫
。

—
全区地下水资源计算面积 1 3

.

1万平方公里
,

地下水天然资源每年达 5 4
.

98 亿 ;认方米
,

J幼!
: :

浴水每午为 s .l 6G 亿立方米
,

承压水每年为 3
.

92 亿立方米
。

开采资源计算而积 5
.

7万平方公皿
,

开采

资源每年为 3 3
.

4 2亿立方米
,

其
,
}

, :

承压水仅 0
.

7亿立方米 (仅对分散的集
`
}

,
水源地作 ,J’ 计井

,

不能代

表全试少附及资源
,

尚
` ;丁依端天热资源适从开采 )

,

言井水每
z卜为 3 2

.

7 2亿立方米
。

畜片水资源主要分布

于毛
一

鸟索沙漠区灼绿洲 称盆地内各河谷阶地地区
,
李尹 l三仅开采 了1

.

7亿立方米
,

还有 9 5 %的剩余开

采 J止
。

;
’

玉坐系承压水丛热效址不多
,
但仍有 29 处具备开采或扩采条件的

,
}
,
小型承 J往水水抓地

,

J冬
,
!

, :
伊金抓洛旗等 4 个水源地 日总供水址 可达 2

.

8万立方米
,

均可作为东胜煤川基地供水水源地
。

环县至庆可i间的 6个水源地 口供水最约 2
.

6万立方米
,

可作为长庆沈田供水 (或扩采 ) 水 源 地
。

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杭沸旗盐场和伊克乌苏水源地 日总开采虽达 3
.

7万立方米
,

’

可作为 内 蒙古

天然油气开发基地的供水水源地
。

—
必须合理开采地 卜水

,

防止过址开采
。

开采沙漠滩地中潜水
,

要注意成井工艺
,

以防坍

塌 ; 开采河谷阶地区潜水
,

井群宜沿河排列
,

以夺取河水补给
,

增加补给资源
。

承球水应分层开



采
,
尤其不能使不同水质的含水层串通

,

以免造成次生环境污染
。

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区地表水资

源贫乏
,

应以开采地下水为主 , 南部黄土高原区地下水资源贫乏
,
应考虑地下水与地表水综合利

用
。

— 全区地下水水质一般较好
,

矿化度每升小于 1克的淡水资源
,

潜水占94 %
,

承 压 水 占

61 %
。

高矿化水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宁夏盐池以南至陇东环县以北地区
,

必须经淡化处理后方可饮

用
。

— 全区地下水开采资源每年为 3 3
.

4 2亿立方米
,

地表水资源每年为 1 5
.

4亿立方米
,

即使全部

综合利用
,

也只能满足 2 0。。年总需水量 1 1 4
.

3亿立方米的 43 %
,

缺水仍是严重的
。

在水 质 差
、

严

重缺水的盐池等地
,

还要考虑采取引黄调水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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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v e d f o r m e d s e v e r a l t e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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