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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红层严重缺水地区找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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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水现状

红层,是指在侏罗纪 、白垩纪干热气候条件下形

成的以泥质和粉砂质岩石为主的岩层, 因其呈红色

而得名。

西南红层严重缺水区主要分布在四川 、重庆 、云

南及贵州四省(市) , 红层分布面积29.55平方公里,

涉及的县(市 、区)达163个;区内人口密集达5459万

人。降水在时空上的分布严重不均,夏秋多暴雨, 冬

春多干旱,地表水提 、引 、拦蓄工程少, 调节能力差,

十年九旱,严重缺水地区人畜饮用水十分困难,因缺

水而常年饮用水困难的人口达975.5多万 。水资源

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环境的改善。

四川省 、重庆市的红层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

中部和东部,多属丘陵地带 。红层丘陵区具有气候

温和, 光热充足,农业发达, 经济社会资料丰富等优

越条件,是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重要农业经济区 。区

内人口约占两省(市)的60%, 耕地约占两省 、市的

50%,粮食总产量约占两省 、市的55%, 经济作物

(油 、棉 、糖)产量占两省 、市近2/3左右, 不但是重要

粮仓,其生猪 、蚕茧在国内也占有重的地位。云南红

层分布区总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3,涉及10个

地(州) 、39 个县(市) , 其中有 7 个地 (州) 、27个县

(市)红层所占面积较大, 区内有人口760万人, 是云

南省重点脱贫扶持地区之一, 27个县(市)中有19个

县为扶贫工作重点县 。云南红层按其分布位置可划

分为滇中红层区 、滇西红层区和滇东南红层区,其中

滇中红层 、滇西红层分布集中, 分布范围广, 滇东南

红层仅分布于文山壮族自治州广南县, 范围较小 。

贵州省红层仅分布于黔北的赤水和习水两县, 均以

农业为主 。区内水资源匮乏,旱灾频繁发生,人畜饮

用水困难,交通不甚方便,给当地人民的脱贫致富造

成极大的困难,已成为该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

碍。

2　找水工作的意义

西南红层地区作为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发展

区, 其水环境条件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极不

相适应,第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和以往的水文

地质调查已经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对地下水资源的需

求。按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署和全国第二

轮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的布署, 开展西南红层地区

地下水资源勘查评价,对改善西南红层干旱区的水

环境条件,促进该地区的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 、繁荣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西南红层地区的农业结

构调整, 生态环境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

设”,“加大投资力度,更大规模地开展以水利为重点

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 、电网 、供水 、通讯为重

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进一步夯实我国的农

业基础”。因此,该项目正是符合中央精神, 也是西

南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地下水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保障国家

安全的基础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综

合国力和国土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精神,开展西南红层地区地下水资源

勘查评价工作的目的是运用新理论 、新技术 、新方

法, 突破红层地区旧的地下水资源思维模式,查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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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地下水资源, 进行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评价, 建立红

层地下水资源空间数据库, 促进西南红层区域地下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涵养和保护,改善地下水环

境质量和人民生存条件。在勘查评价与综合研究的

基础上,制定红层区域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规划, 促进西南红层地区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协调发

展。

3　西南红层地区找水的主要任务

西南红层地区找水的主要任务是:( 1)查明红层

地区含水层的类型 、分布 、富水程度, 通过对区域红

层地下水系统的研究与划分, 查明红层水文地质结

构;( 2)通过重点块段勘查和地下水开采示范工程,

确定红层地区水文地质系列参数,对地下水资源进

行评价;( 3)初步查明红层地区的水环境条件, 研究

三水资源(大气降水 、地表水 、地下水)的转化关系;

( 4)查明地区水文地质调查以来水文地质条件的变

化及发展趋势, 开展地下水质量与地下水污染调查,

评价红层地区水文地质环境质量现状, 分析预测其

变化趋势;( 5)开展红层地区深层承压水可利用性调

查,评价深层水可开采储存量及开采的环境效应;

( 6)着重研究地下水位以下咸淡水界面以上的裂隙

带的储存量和调节能力;( 7)调查和总结红层缺水地

区不同取水工艺 、技术方法和取水经验,为地下水开

发利用规划及开采技术提供经济合理的科学依据;

( 8)进行空间信息系统建设,建立红层地下水资源空

间数据库, 以便于今后开展对红层地下资源的动态

管理,并提交给各地方政府。

根据以上任务, 西南红层地区找水的工作方法

必须突出应用“3S”等新理论 、新技术 、新方法, 重视

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利用 。勘查工作重点放在查清

地下水系统的水文地质结构和获取水文地质系列参

数的工作上,勘查工作的方式主要为包括重点块段

勘查,地下水开采示范工程和专题调查研究, 应用现

代数据处理系统提取工作区内有关的水文 、水文地

质参数 、岩质 、水质 、气象 、国土 、环境等方面的信息,

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全面提高第二轮红层地下水

资源评价成果的水平 。

4　西南红层严重缺水区找水工作方法

( 1)资料收集与二次开发利用:全面收集区域地

质 、区域水文地质 、专门水文地质以及以往相关学科

在工作区的调(勘)查 、研究成果资料,应用现代新理

论 、新技术 、新方法对已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

数据分类处理 、提取有关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资源

评价 、环境地质等方面的信息,提高前人已有资料的

二次开发利用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已有工

作成果的广度和精度有的放矢的部置勘查评价工

作。

( 2)野外调查工作:野外地质调查工作采取路线

控制与重点地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忌平均使用工

作量,野外地质调查的工作重点是进行水文地质结

构 、水文地质参数 、地下水的开采现状等。野外调查

的工作方法主要有 GPS 定位 、填卡式调查 、代码化

调查 、实地影像资料数码化等 。

GPS 定位方法用于对野外各类观测点 、采样点

定位以有配合经纬仪 、激光测距仪进行重点区段的

平面形态 、特征测量。本次工作采用NGD-60L观测

仪, 其动态观测精度误差小于1m,技术要求参照《全

球定位系统( GPS)测量规范》CH2001-92和《全球定

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CJJ73-97 。现场调查资

料为了满足后期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信息

标准化的需要,在前期准备阶段设计出能满足信息

量的要求的填写式与代码式调查卡片并采用 Excel

或 Access软件格式。

实地影像资料数码化工作, 主要针对有重要意

义的观测点采集影像信息有助于历史对比 、后期分

析研究。数码化工作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

数码相机直接形成,另一种是采用传统摄影设备,后

经数字化设备对影像资料进行数字化制作 。

( 3)工程勘探及水文地质试验:在重点调(勘)

查 、研究地段 、采用物探 、水文地质钻探 、水文地质试

验等方法,研究水文地质结构,获取水文地质系列参

数。工程物探采用激电剖面法和井中测流 、勘探水

文地质结构,判定出水层位 、出水量,确定不同水文

地质层的水文地质参数 。其中激电法点距20 ～

50m , 距一般为 200 ～ 300m 。技术要求按 DZ/

TO170-1997等技术规范执行 。水文地质钻探是了

解和研究水文地质结构的重要手段。红层浅层风化

带孔隙裂隙水地区勘探孔深度一般为30 ～ 50m, 红

层深层承压水地区勘探孔深度一般为150 ～ 300m,

勘探孔的技术要求按《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 GB50027-2001)和《水文地质钻探质量规定的实施

细则》中的相关规定执行。水文地质试验是取得水

文地质系列参数的重要手段,本次勘查评价工作,拟

开展单孔抽水试验 、多孔抽水试验 、群孔抽水试验 、

开采抽水试验 、抽水试验以稳定流抽水试验为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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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Upper Triassic

Xujiah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part of western Sichuan depression

DONG Li-quan1 , WANG Xin1, 2

(1.Chengdu Universi ty of Technology , Chengdu 610059, S ichuan, China;2.Southwestern Branch,

S INOPEC, Chengdu 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Upper Triassic Xujiahe Formation is the regional gas horizons in the middle

part of western Sichuan depression.The stratig raphic ho rizons have long been divided according to a lithost rati-

g raphic boundary.The diachronism of this boundary may give ris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amination of tec-

tonic evolution.The f indings based 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in this study have disclosed that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Upper T riassic Xujiahe Formation should be the delta deposits consisting of a complete medium-term cyclic

succession, including the delta plain-delta f ront symmetrical cyclic sequence and deepening-upw ard delta plain

asymmetrical cyclic sequence.The top boundary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Upper Triassic Xujiahe Fo rmation

is interpreted as a third-order confo rmity .

Key words:western Sichuan depression;Upper Triassic;Xujiahe Formation;sequence st ratig 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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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部分孔作非稳定流抽水试验 。抽水试验的技术要

求按《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 GB50027-2001)和

原《水文地质钻探质量规定的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

定执行。

( 4)采样测试:采样测试是调查工作的重要环

节,是实现宏观调查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必经途径 。

本项目的采样测试对象主要为岩石和水两大类。各

类样品的测试项目 、测试精度和检出限均要符合有

关规定。

岩石样测试矿物成份和化学成份等指标,包括:

FeS 、SiO2 、Al2O3 、FeO 、CaO 、K2O 、Na2O 、MnO2 、

P2O5 、TiP2 、结晶水 、烧失量 、吸附水和孔隙率等 。

水样分析为简分析 、全分析加主要污染离子分

析。采样应有代表性,地表水应为上 、中 、下游枯 、洪

期采样;地下水应分层位 、贫 、丰期采样。其中水质

简分析项目 13项:钾离子 、钠离子 、钙离子 、镁离子 、

氯离子 、硫酸根 、碳酸氢根 、碳酸根 、总硬度 、pH 、溶

解性总固体 、游离二氧化碳 、侵蚀性二氧化碳 。全加

污水质分析项目32项:简分析项目加上全铁 、铵根 、

硝酸根 、亚硝酸根 、磷酸氢根 、耗氧量 、偏硅酸 、氟离

子 、铝 、六价铬 、铜 、铅 、锌 、砷 、锰 、镉 、挥发酚类 、氰化

物。

( 5)空间信息系统建设:以基于网络技术为支撑

的分布式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利用GIS和WEBGIS技

术实现地下水资源数据的共享与信息发布, 开发基

于PC/终端的综合评价与决策管理信息系统, 为数

据信息管理, 资源量评价,可视化显示等方面提供技

术支撑,为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可持续能力奠定基

础。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以MAPGIS 、AutocAD 、Arc-

View 为支撑平台(成果提交阶段转为 Arc/ info 格

式) ,技术要求执行《GIS 图层描述数据内容标准》及

中国地调局修订的《空间数据库工作指南》和《数字

化地质图图层及属性文件格式》等相关标准。成果

编制阶段的文字报告版式 、图件的图式图例 、电子版

格式均按地调局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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