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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豫西山区盆地众多，这些盆地在成因、地层结构、地下水的赋存规律及

开采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形成原因是河流沿断裂冲刷而成；大多规模比
较小，没有形成大的冲积平原；松散层沉积厚度小，含水量少；临河但大多地
下水贫乏，又易遭受地表水的污染。因此如何解决这些城镇供水的问题显
得十分突出。

栾川盆地是豫西盆地的典型代表，本书通过对栾川盆地地下水的形成
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的水量水质分析评价、地下水的开采分析等研
究，试图找出其规律，抛砖引玉，给同行以启发和帮助，同时可供从事水文地
质教学和实践工作的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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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山区盆地众多，比较大的盆地就有２０余个，这些盆地多为县城所在

地；中型的盆地上百个，这些盆地多为乡镇政府所在地。这些盆地的共同特点

是：形成原因是河流沿断裂冲刷而成；大多呈长条状，没有形成大的冲积平原，

规模比较小；松散层沉积厚度小，含水量少；临河但大多地下水贫乏，又易遭受

地表水的污染。因此如何解决这些城镇供水的问题十分突出，既要利用浅层

潜水，又要考虑附近地段的基岩岩溶水。近些年，由于城镇供水的需要，我们

在多个盆地开展了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发现由于地形构造的相近，这些盆地内

的地下水赋存及运移特征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本书以栾川盆地为代表，对盆

地内的地下水赋存、运移规律以及盆地内的城镇供水途径及形式进行初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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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栾川县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

１．１　栾川县自然地理条件

１．１．１　栾川县地理位置及交通

栾川县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市的西南部，行政区划上属于洛阳市，素有

洛阳市南大门之美誉。其东与嵩县毗邻，西与卢氏接壤，南与西峡抵足，北与

洛宁摩肩。地理坐标：北纬３３°３９′—３４°１２′，东经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总面积

２４７８ｋｍ２，人口约３４．２８万。

栾川县境内没有铁路，公路交通四通八达。主要公路干线有省道Ｓ３２８、

Ｓ２４９和郑（州）栾（川）高速公路及洛（阳）栾（川）快速通道。正在规划实施的栾

川到鲁山、栾川到西峡高速公路将使栾川与外界的联系更加方便。此外山区

乡（镇）、村及主要林场都有公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

栾川盆地位于栾川县域的中南部，栾川县城即坐落于盆地内，东距郑州市

３２０ｋｍ、洛阳市１２０ｋｍ。栾川盆地行政范围包括城关镇、栾川乡的大部分地区

及石庙乡的东部地段，面积１５ｋｍ２，涉及行政村１６个，总人口约９万（图１－１）。

本研究区域包括栾川盆地及附近的地段，东起栾川乡方村，西至石庙村，

北抵赤土店镇梁庄，南达老君山尚家岭。地理坐标：北纬 ３３°４５′１２″—

３３°４９′２９″，东经１１１°３１′４４″—１１１°４０′１１″。总计面积近百平方千米。

１．１．２　栾川县社会及经济条件

栾川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拥有老君山、鸡冠洞、龙峪湾、重渡沟、养

子沟、伏牛山滑雪场、抱犊寨２个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５个国家４Ａ级旅游景

区及１０余个国家Ａ级以上旅游景区，初步形成了老君山山水游、龙峪湾森林

游、鸡冠洞溶洞游、重渡沟农家游、养子沟休闲游、九龙山温泉游、伏牛山滑雪
·１·



图１－１　栾川县交通位置图

游、抱犊寨红色游组成的旅游景区群。境内旅游设施齐全：县城和旅游景区周

边兴建有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商品交易中心，有２家五星级旅游休闲酒店（还

有２家正在兴建），３家四星级酒店和众多星级旅游服务酒店。全国旅游资源

分为八大类３１个亚类１５５种基本类型，栾川有八大类２６个亚类８４种基本类

型，分别占全国的１００％、８３．９％和５４．２％。

栾川县自然资源丰富，全县林地面积３１０万亩（１亩＝６６６．６ｍ２），飞播造林

１２５万亩，人工造林１０１万亩，原始森林１０４万亩，立木总蓄积量８８９万ｍ３，森

林覆盖率８３．３％，名列河南省第一，有“中原肺叶”之称。主要树种有栎类、油

松、刺槐、核桃和漆树等，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有连香树、领春木、水曲柳。栾川

平凉地区盛产的木耳、猴头，是河南省的山珍、名贵特产，还盛产核桃、白果、生

漆及线麻、药材等。

全县境内有伊河、小河、明白河、淯河四大河流，其中淯河属长江水系，其

余３河属黄河水系。大小支流６０４条，河网密度０．５９ｋｍ／ｋｍ２。地表水年均径
·２·



流量６．８×１０８　ｍ３，水能蕴藏量１１．７８×１０４ｋＷ，可开发量８．５×１０４ｋＷ，是国务

院确定的全国农村小水电电气化建设试点县。

栾川矿藏资源十分丰富。栾川已探明的矿藏达４０多种，如钼、钨、铅、锌、

金 、铁、锰、铜、硫、萤石、石棉、水晶、重晶、冰洲石、油页岩等，其中，钼的储量

２０６×１０４ｔ，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价值在１２００亿元以上；钨的储量６８×１０４ｔ，

居全国第二；黄金的储量６０．３ｔ，是全国３０个重点产金县之一；铅锌储量３０×

１０４ｔ；铁储量６１１７×１０４ｔ。

栾川县县域经济发展很快，现有工业企业１２０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６６家，全县钼钨、铅锌、铁、黄金综合采矿能力达到１２×１０４ｔ／ｄ、选矿能力达到

２１×１０４ｔ／ｄ；钼精矿、钨精矿、铁矿石成品矿、金精矿年产量分别达到８．８×

１０４ｔ、１．９×１０４ｔ、１０１．７×１０４ｔ、１７５５ｋ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２１８亿

元、利润２５亿元。

栾川县先后荣获全国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县城、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县、全

国科技先进县等５６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栾川还是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和

首批中国旅游强县，是洛阳市下辖的经济强县之一，也是洛阳市重点规划建设

的卫星城市。栾川县城规划布局合理，环境优美，是人们休闲度假的绝佳去

处，素有“北国小江南”之美誉。

１．２　栾川县气象水文条件

１．２．１　栾川县气象

栾川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多受西伯利亚冷高气压

控制，多西北风，气候干燥寒冷；夏季多由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多东南风而

炎热多雨，气象要素年际、年内变化明显。据栾川县气象站多年气象资料：多

年平均气温１２．３℃，元月最冷，平均－０．９℃，７月最热，平均２４．４℃。历年极

端高温４０．２℃（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极端低温－１６．７℃（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多年平均降水量８３８．２ｍｍ，年最大降水量１３８６．２ｍｍ（１９６４年），最小降水量

４３５．１ｍｍ（２０１３年），年内降水量多集中在７—９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５２．３％，１２
月至次年３月，降水量仅占８．５％（表１－１）。历年最大一天（２４ｈ）降水量

１２８．８ｍｍ（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８日），最大一次降水量为２４０．１ｍｍ（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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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７月２４日）。多年平均蒸发量为１５０４．１ｍｍ。多年平均绝对湿度为

１１．１ｍｇ／Ｌ，相对湿度为６７％（图１－２、图１－３、表１－１）。

图１－２　栾川县历年降水量统计曲线图

图１－３　栾川县历年平均气象要素特征图

栾川县境内因各地高差而降水量不同，其特点是山地降水量大于河谷区。

如老君山等地，历年平均降水量达９００～９５０ｍｍ，伊河谷地降水量则明显减小，

为８００～８５０ｍｍ。年内各时期降水亦不均匀，每年７—９月为集中降水期，３个

月总量占全年降水量的５０％～５２％，这期间降水的形式多暴雨，全年最大的日

降水量多集中于此；４—６月及１０—１１月的平均降水量中等，其降水形式：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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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多阵雨，１０—１１月多连绵细雨；１２月及翌年１—３月降水量最小，占全年总

量的５％～１０％，其降水形式多为雪（表１－２）。

由上所述，每年枯水期为１２月及翌年１—３月，每年７—９月为丰水期，其

余月份为平水期（表１－１）。

表１－１　栾川县历年平均降水时期特征表

检测站

枯水期（月） 平水期（月） 丰水期（月）

１２、１、２、３　 ４、５、６、１０、１１　 ７、８、９

降水量

（ｍｍ）

占全年

百分量（％）

降水量

（ｍｍ）

占全年

百分量（％）

降水量

（ｍｍ）

占全年

百分量（％）

多年平均

（ｍｍ）

栾川县 ７１．３　 ８．５　 ３３０　 ３９．２　 ４３９．４　 ５２．３　 ８３８．２

表１－２　栾川县历年平均气象特征表

项目

月份

气象要素

气温（℃） 降水量（ｍｍ） 蒸发量（ｍｍ） 相对湿度（％） 绝对湿度（ｍｇ／Ｌ）

１ －０．９　 ７．８　 ６０５　 ５７　 ３．１

２　 １．２　 １３．７　 ６９２　 ６２　 ３．８

３　 ７．１　 ４０．３　 １１７．５　 ６４　 ６．１

４　 １２．７　 ７２．１　 １４３．６　 ６５　 ９．４

５　 １７．３　 ７８．６　 １７０．３　 ６６　 １２．８

６　 ２２．１　 ８８．９　 ２２２．５　 ６４　 １６．４

７　 ２４．４　 １９２．６　 １９２　 ７７　 ２２．７

８　 ２３　 １４６．５　 １６９．４　 ８０　 ２２．２

９　 １７．６　 １０４．１　 １１５．５　 ７５　 １５．６

１０　 １２．６　 ５９．５　 １０３．７　 ７４　 １０．３

１１　 ６．６　 ３０．８　 ７６．４　 ６８　 ６．４

１２　 １．１　 ７．５　 ６３　 ６０　 ３．９

历年平均或总量 １２．３　 ８３８．２　 １５０４．１　 ６７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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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栾川县水文

栾川县水系发育，地表水资源总量６．３×１０８　ｍ３。多年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２．５×１０８　ｍ３，按Ｐ＝０．７５保证率的资源量为１．５３×１０８　ｍ３，人均可利用量为

４９３．５５ｍ３。

研究区内最大的地表河流为伊河。

伊河是洛河的支流，发源于栾川县陶湾镇三合村闷顿岭，自西向东经陶

湾、石庙，流经勘察区后（县城），自范营折向北，经大清沟、潭头镇，于中营村流

入境外。栾川县境内长１２０ｋｍ，自然落差１０３８ｍ，流域面积１２７３．９７ｋｍ２。

根据伊河栾川县水文站历年资料统计，其水文要素特征值：历年平均流量

４．０３ｍ３／ｓ，极端最大流量１２８０ｍ３／ｓ，最小流量０．０１８ｍ３／ｓ。枯水期平均流量

１．０９ｍ３／ｓ。历年平均年径流量１．０７×１０８　ｍ３／ａ，最大年径流量２．４×１０８　ｍ３

（１９８３年），最小年径流量０．４５×１０８　ｍ３（２０１３年）。

伊河历年逐月平均流量过程线呈明显的３个峰（图１－４），其峰值分布时期

分别为４—５月、７月及９月，４－５月峰低，７月峰高，９月峰次之。与其相应的

低值分布在１２月至翌年１—３月、６月、８月，前者持续时间长，且低值最小，后

两者持续时间短，低值依次增大。

图１－４　伊河历年逐月平均流量过程线

伊河中心河道于２００６年建成了多级水面工程（表１－３），蓄水期间在河道

上形成宽７０～９０ｍ、长约８００ｍ、平均水深２ｍ的水域。自伊河水面工程建成

后，改变了栾川城市中心区的伊河自然径流的状况，同时对县城核心区内的地

下水有较大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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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栾川县城伊河橡胶坝资料统计表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洛钼）

坐标
Ｌ　 １１１°３６′５２．４″ １１１°３７′１７″ １１１°３７′４４．４″ １１１°３８′４４．１″

Ｂ　 ３３°４７′１．４″ ３３°４６′５８″ ３３°４７′８．４″ ３３°４７′１３．２″

高程（ｍ） ７３３．５５　 ７３０．９５　 ７２７．２５　 ７２１．５５

坝高（ｍ） ２．２　 ３．３　 ４．０　 ４．２

坝长（ｍ） ７７．２４　 １００．３４　 １０２．３４　 １０５．３４

建成日期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１０年６月

研究区内伊河南北支流甚多。北岸除东大河外，还有石宝沟、篙丰沟、煤

窑沟及炉院沟等自北向南流入伊河。南岸除较大的七姑沟外，有大小双台沟，

东、西城寺沟，大、小南沟，十方院沟及寨沟等自南向北汇入伊河。东大河平均

流量１．６５ｍ３／ｓ，年总流量０．５２×１０８　ｍ３；东城寺沟平均流量０．０６ｍ３／ｓ，年总流

量２００×１０４　ｍ３。这些支流中，北岸的东大河、炉院沟、石宝沟，南岸的七姑沟、

双台沟、城寺沟、大南沟常年有水，其他则多为季节性溪流（图１－５）。

图１－５　栾川县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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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研究区内伊河及东大河、大南沟支流做的地表水动态观测及测量

工作，实测伊河流量为０．６１ｍ３／ｓ，东大河流量为０．１１ｍ３／ｓ，大南沟流量为

０．２２ｍ３／ｓ。

１．３　栾川县地形地貌

１．３．１　栾川县地形

研究区内南、北高，为基岩山地；中部低，为伊河谷地。

南部老君山，东西向展布，自南向北依次下迭，自主脊到伊河谷地，呈现４
个台地：老君山主脊为Ⅰ级台地，标高２０００ｍ 左右，最高峰四间房标高

２２１２．５ｍ；Ⅱ级台地标高１４００ｍ 左右；Ⅲ级台地标高１１００ｍ 左右；Ⅳ级台地

７４０～７８０ｍ。由老君山主脊向北至县城，地形由中山—低山—河谷盆地下迭

１４７２ｍ，自然比降６７％。

中部伊河谷，宽２００ｍ到千余米，地形较为平坦，高程７４５～８００ｍ，自然坡

降４‰。

北部山区，被河谷切割成几大块，高程变化较大，西段最高山峰１０００余

米，中部最高山峰１１００余米，东部最高山峰１３００余米，整体特征是西段平缓，

东段陡峻。自北向南，东段坡降１２．５％，西段坡降３．３％。

１．３．２　栾川县地貌

栾川县城处于豫西伏牛山区，受构造作用、水系的强烈切割影响，区内地

貌呈现东西向排列的升降差异台地景观，主要的地貌形态有侵蚀构造山地和

侵蚀堆积河谷两大类型（图１－６）。

１）侵蚀构造地貌（Ⅰ）

侵蚀构造地貌分布于研究区内伊河谷地南部山地。根据形态可分为侵蚀

构造中山地貌和侵蚀构造低山地貌。

（１）侵蚀构造中山地形（Ⅰ１）。

深切尖峭中山陡坡地形（Ⅰ１１）：位于区内鸡冠山—马家寨一线以南的老君

山北坡，图面上呈楔状展布，西宽东窄，面积约２３ｋｍ２。主要由燕山晚期斑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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