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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详细、 客观地记载了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

变化的历史。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是曲折的，一直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前进。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者从区域水文地质调查开始，经过 50 多年的努力，完成了

宁夏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宁夏中南部人畜饮用、农田灌溉供水水文地质勘察，银

川平原盐渍化土壤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计算评价了宁夏地下水资源量，为宁夏主

要城市勘探评价了 37 个集中供水水源地，在宁夏中南部干旱带黄土丘陵苦咸水

区、宁南缺水山区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找水工作，在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

市、固原市等重点地区建立了地质环境监测站网，开展了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和地

质灾害防治预警预报工作， 在宁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出过重要

的贡献。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较全面地总结了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的成

功经验、挫折和教训，对今后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与大自然的斗争中， 总会遇到或产生这样那样的

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发展规划和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首先需要地下水资源、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水工环地质的基础资料；

干旱缺水时，需要寻找地下水资源，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困难问题；由于发展

灌溉农业引发土壤盐渍化，改良盐碱土和改造中低产田，需要地下水和水文地

质资料；为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建设项目在选址阶段需要进行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等。水工环地质工作正是在不断探索解决水工环地质问题和预防地

质灾害发生的过程中发展、完善起来的，水工环地质工作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不

断解决问题的实践中被逐步认识的。 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内容丰富，服务领域广

阔，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水工环地质工作面临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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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

紧密结合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紧紧围绕中南部干旱缺水山区群众吃水

困难的民生问题和发展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部署水工环地质工作。 积

极推进公益性水工环地质综合勘查，及时部署地下水资源详查和地质灾害调

查，整体提高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程度和研究水平，继续实施找水打井和苦

咸水改水应急工程， 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及时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为

缺水山区人畜饮水和城镇建设提供更多的安全水源，努力做好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为新农村和重点城镇建设选址提供安全保障，为宁夏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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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自 1959 年建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伍以来， 开展了大量的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以下简称水工环地质）工作，为不同时期宁夏国民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进水工环地质学科技术发展和进步发挥了重

大作用，为地质环境保护和管理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当前，宁夏步入了跨越

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系统地总结水工环地质工作，

客观反映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过程、重要成就、科学规律和经验教训，对指

导今后水工环地质和地质环境管理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为此我

们利用业余时间编纂了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是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发展

史的组成部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组织编纂《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工作发展史》的通知精神，由宁夏国土资源厅组织编写。 宁夏水工环地质发展

史由第一篇绪论、第二篇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与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第三篇宁夏

主要水工环地质工作、第四篇总结与展望和附录等五部分组成，全面总结了宁夏

50 年来的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管理工作情况。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编写工作开始于 2007 年 6 月， 编纂资料截至

2005 年年底，地质灾害防治勘查等部分资料外延到 2008 年，少量极重要的资料

外延到 2009 年。 编纂资料以宁夏地矿部门为主，同时也收集了少量水利、电力、

建筑、农业、原水文部队等方面的相关资料。 勘察成员，主要指勘察报告上署名的

人员；部分项目中途因事变更，勘察人员也相应变动，所以勘察人员也包括不同

时期的主要勘察人员；年代久远没有署名的勘察报告，一般向老同志查询确定，

难以确定的只写单位。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编写工作分工如下：序；前言；第一篇第一章，第

二章第一节的一、二，第二节的一、二、三，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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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第五节的一、二、三、四，第八节，第九节；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篇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的一，第九章第一节的一、二、三、四以

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篇第一章、第二章；结束语；附录由孙永明执笔。 第一篇第

二章第一节的三、四、五，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

第七章部分内容以及附录中国土资源厅大事记由贺西江执笔。 第一篇第二章第

二节的四、第三章第六节由李玉珍执笔。 第一篇第三章第五节的五、六，第三篇第

五章，第六章第一节的二、第二节，第八章，第九章第一节的五、六由张钦执笔。 第

二篇第五章，第三篇第七章由陆彦俊执笔。 第一篇第三章第四节由郁冬梅执笔。

第一篇第三章第七节由王红英执笔。第三篇第四章由吴学华执笔。第三篇第三章

第二节由李宝贵执笔。第二篇第四章由梁槐林执笔。第二篇第七章部分内容由金

铭执笔。 最后由孙永明统一编纂定稿。 图片由贺西江选用。 宁夏国土资源厅聘请

了杨金富、仲玉善、闫子忠、马宁萍、贺西江、张黎、李玉珍、张钦等对宁夏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发展史送审稿进行审查评议。2008 年 5 月 5 日，宁夏国

土资源厅在银川市主持召开了宁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发展史评审

验收会议， 会议组成了以国土资源厅杨金富副厅长为主任委员的 8 人评审委员

会。评委一致认为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史符合国土资源部有关的编写要求，

同意通过验收。

《宁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发展史》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宁夏国

土资源厅、宁夏地矿局、宁夏地质工程勘察院、宁夏地矿局矿产地质调查院、宁夏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宁夏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的大力支持，现已退休多年、长

期从事水工环地质工作的李成章、张广文、杨喜祥、史延程、孙树金、曹明智、常

栋、杨林等老专家、老同志提供了咨询资料，张广文、杨喜祥、韩满彦等对《宁南黄

土丘陵苦水区找淡水体》典型案例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仲玉善、余秋生、薛忠歧等

对《宁夏固原黑城苦咸水区地下淡水资源勘查与开发示范》典型案例提供了宝贵

的意见，朱廉生提供了《中国西部严重缺水地区人畜饮水勘查示范工程》宁夏部

分的资料，张永庭提供了中澳合作项目的资料，崔文夏提供了工程勘察方面的资

料。国土资源厅仲玉善处长、宁夏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闫子忠主任对本书进行

了详细的审查，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和建议意见。 在此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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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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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夏水工环地质工作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工环地质工作（1949 年以前）

据史书记载，2000 多年前宁夏地区就被屯垦成为富庶之地。 秦汉时，人们就

能利用地形的自然坡度，开沟凿渠，兴修水利，使宁夏河套平原逐渐形成了引黄

自流灌溉的水利系统，促进了宁夏屯田农业的发展，出现了“沃野千里，谷稼殷

实，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 北周时期，宁夏河套平原已有

“塞上江南”之美称。

固原市原州区西北 50 多公里的须弥山石窟， 始凿于北魏， 距今将近 1600

年。 经历代修造，共有大小石窟 130 多个。 窟室规模宏大，雕刻各类佛像，保存完

好，是珍贵的古文化遗产和名胜，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这一璀璨艺术珍品

的本身标志着北朝时期的宁夏地区劳动人民已能利用须弥山地区独特的工程场

地条件和直接利用古近系寺口子组砂岩岩体条件进行独具构思的岩壁浮雕，是

勤劳、智慧的宁夏人民高超雕刻工艺和开发利用工程地质条件的结晶。

据史书记载，早在 1500 多年前，人们已会利用温泉。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

著的《水经注》中记载：三水“县东就发现了太阳山温泉”。 太阳山温泉位于今宁夏

同心县太阳山移民开发区西 2 公里处。 三水县治在今同心县下马关镇以北红城

水古城，西汉时置县，东汉因之。 到了明朝，太阳山温泉已经开发为韦州至灵州

（今吴忠市利通区）“七百里旱海”中一处有名的风景区了。 明《万历朔方新志》记

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三边总制（驻固原，相当于今之大军区司令）黄嘉善

指示其部下操手（官职名）卢文善，将温泉“扩大其基，建亭凿池”，建成为“制府行

边暂憩之所”。 一些从固原到宁夏城（今银川市）、灵州和花马池（今盐池县）或由

上述各地到固原去的官方人员，多在温泉风景区观赏歇息，赋诗作文以助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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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里“泉水环绕其间，树木阴郁”，是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铁柱泉距盐池县城 180 里，属冯记沟乡。嘉靖十五年（1536 年）三边总制刘天

和奏准筑堡包泉于内，派兵据守。 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宁夏巡抚黄嘉善砌以

砖石，遂为边地重防。 西墙正中有腰墩，四隅有角台，东门带瓮城。 守兵可于城外

空地开垦屯种，又就近石沟盐池采盐自食，从此绝敌之便，兵农商旅咸赖其利。 现

已废弃。

1946 年年底至 1947 年 1 月，美国人萨凡奇等三人实地查勘，国民政府经济

委员会编写有《治理黄河初步报告》，提出青铜峡为可能坝址。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工环地质工作（1949~1957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还没有专门的水工环地质队伍，水工环地质工作因各

专业部门的需要初步开展。

在贺兰山煤田、 小松山铬铁矿床勘探中进行了矿区水文地质工作，1953 年

黄河水利委员会对宁夏境内黄河河段进行了包括水文地质条件的调查，1956

年铁道部设计总局第一设计院完成了包兰铁路狄家台至银川段的线路工程地

质调查。

1954~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局开展了青铜峡灌区地下水观测工

作，1959 年编制了“青铜峡灌区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研究报告（1954~1958 年）”。

同期， 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勘探总队开展了青铜峡灌区地质水文地质勘

测工作，勘测面积 6000 余平方公里。 1957 年编制了青铜峡灌区综合地质—水文

地质勘测报告，是一份完整的报告，附 1∶10 万地貌图、水化学图、地下水埋深图、

地下水等水位线图、土壤分布图、地下水动态分区图等主要图件，并附 8 个钻孔

柱状剖面图及三个抽水资料，但报告对地下水、特别深层水储量、分布和形成条

件没有得出结论，没有综合整理、分析原有地下水动态资料。

青铜峡水利枢纽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境内， 距银川市 80 公里， 是一个灌溉、

发电综合工程。 工程主体是闸墩式电站，由 8 个电站和 7 个溢流坝组成，两端用

混凝土重力坝与两岸边相连，坝高 42.7 米，库容 6.06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7.2 万

千瓦。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