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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解放三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没事业的发展，我局和有关单位，为了寻找与勘探

地下水水源、矿床疏干与排水、工程建筑的基础，士壤改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工作(表1)。为我省有关部门及单位的建设规划与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水

文地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以来河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测工作量表

(据河北地质局截止1977年的不完全统计) 表l

工作项目 工作地区及面积 工作精度 钻孔 进尺(米)
(个)

综合地质～水文地质普 全省范围约38个I／20万国际
查 分幅面积21．71万平方公里 I／20万 138 27968．06

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i贝|_ 河北平原及坝上地区面积约
8万平方公里 1／5万～1／10万 2551 732608．93

城市供水水文地质勘{贝【 石家庄、保定、沧洲等12市
面积约I．74万平方公里 1／5万～1／10万 166 33392

工程地质勘测 安各庄、钓鱼台等水库工程
23个，面积约600平方公里

1／2．5万～1／I千 241 6289

国防工程山区供水及其
它水文地质工作 主要在山区 以点上的工作为主 532 109572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有较大的发展，有必要系

统总结已取碍的工作成果，指导今后勘测工作的布署，并为有关单位运用已有成果，

提供参考材料。我局根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第

二十一项中编制水文地质志的要求和鉴于上述的需要，于1978年5月以(78)冀革地

水字第207号文下达编制《河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志》(以下简称志)的任务。由局

水文地质处、水文地质观测总站、水文地质大队，第七地质大队、第九地质大队的负责

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编制工作，并由第七地质大队，第九地质大队，

水文地质大队、水文地质观测总站、水文地质处研究室等单位抽调技术人员组成编写

组。

为了给编制《志》提供必要基础，首先对各地区建国以来完成勘测实物工作量按项

目进行统计清理，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钻孔进行登记。参加统计清理的单位有水文地质

大队、第九地质大队、第七地质大队，第三地质大队、第四地质大队、第六地质大队，

第十三地质大队，磷矿地质大队、邯邢地质指挥部、冀东地质指挥部及各水文地质观测

站。该项工作于1978年12月底完成。

《志》是根据1978年10月经办公室成员及有关队技术负责人会议讨论后，经领导

小组批准的《编写提纲》为依据开展工作。1979年底，完成了初稿编写，1980年9月经

局组织有关单位评审，1981年5月完成清稿。《志》使用资料主要截止1977年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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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中收集、阅读、摘抄了将近400份地质报告与研究成果。参加本《志》编写工作的



，

第一章 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我省位于东经113。11 7～119。457北纬36。057～42。377之间，首都北京居本省中心

部位，东临渤海、以天津、辽宁为界，南接河南，山东，西与山西为邻，北为内蒙古自

治区。省境南北长750公里，东西宽约659公里，面积为187693平方公里。人

口4998．23万。如图1所示，全省共划分为10个地区、九个市、137个县，二个自治

县，省会设在石家庄市。

我省是首都通往全国的必经之地，已组成以铁路为骨干，与公路，水路相结合的交

通网。城镇间几乎都有公路相连。内河航运以南运河、子牙河、蓟运河为主要航道。我

省还有二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在海运和海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秦皇岛是我省对

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省内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平原。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下降，

明显地影响着我省的气候，水文，士壤、植被等自然因素和农业布局。

根据地势、地形形态组合及地质构造、岩性等，我省可划分为三个地貌区，九个亚

区(图2)，现将分区的特征简述如下：

I，坝上高原区

位于张家口、承德两地区之北部，面积约1400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8．5％，本

区为内蒙古高原的南缘部分，一般标高1200-、一1500米。北部的康保一带为阴山余脉，

丘陵成带，相对高度一般100"-'200米。高原南缘地势略高，一般标高在1500米以上，

相对高度大于200米。

广大中部地区标高1400米左右，为湖淖、滩地和岗梁分布区，地面起伏大都在50米’

以内，呈波状高原景观。 ．

本区大都属古老的隆起带，由古老的花岗岩、片麻岩、玄武岩和石英岩，经风化剥

蚀构成现代平缓的丘陵山地。南缘沿断裂线有大量玄武岩流形成的玄武岩台地。中部滩

地、岗梁广泛分布的第四纪沉积物，以风积、湖积为主，并有残积、坡积和冲积。坝上

高原区可分为东西两个亚区。

I。，西部波状高原亚区：．包括张北、康保以及尚义县的北部和丰宁县的小部份。

I：、东部山垄高原亚区，包括承德地区的围场和丰宁县的北部。．

Ⅱ、燕山一太行山山地区t根据构造，岩性及地形形态划分为以下亚区。

Ⅱ。，冀西北低山山间盆地亚区

位于本省西北部，．区内中低山纵横，洋河与桑干河贯穿本区，有一连串的山间盆

地，如怀安一宣化、涿鹿一怀来、阳原一蔚县等盆地。盆地的平原地带一般标高500"-"

’一．_．7 7 ．8．



图1 河北省行政区划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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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河北省地貌分区图

1，坝上原原区 2、燕山一太行山地区8、河北平原区

800米，面积约17000平方公里。

本区处于燕山沉降带与山西中台隆交接处，具有东西向及新华夏等构造体系的交

迭。

盆地周边为片麻岩、灰岩及凝灰质砂砾岩等构成。盆地内为巨厚的新生代堆积。

Ⅱ。，太行山山地亚区
～

位于本省的西部，北与冀西：ILt"E山间盆地相连，西、南分别与山西，河南省为邻，东

界由北而南大致沿易县、满城、灵寿、获鹿、磁县一线与河北平原相接，面积约28000平方

·5‘



公里，约占全省面积14．5％。

本亚区构造上属山西中台隆，具有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征，山脉走向与构造线基本

一致。

区内有中山、低山、丘陵、盆地、河谷等地貌形态。西北部最高，标高在1000米

以上，相对高度超过500米，个别山峰在2500米以上，如小五台山高2870米，属中山

地形，山势巍峨。向南向东地形渐次降低到标高500米以下，为低山丘陵。而盆地和谷

地穿插在整个山地和丘陵之中，其中较大的从南到北有：涉县，武安、井陉、涞源等盆

地和黄壁庄、平山等谷地。永定河、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大小数十条河流发源或流

经本区，由西向东横切山地流向平原。

本亚区主要由片麻岩组成，但邢台以南及井陉一带多由灰岩组成。盆地、谷地及山

间沟谷，广泛分布着松散的黄土、砂、砾堆积物。

Ⅱ3，冀北山地亚区

本区西南、西北与冀西北低山盆地、北京市、坝上高原为邻，南与燕山山地相接，

属张家口、承德两地区的一部份，面积约2万7千多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4．8％。

本区构造上属内蒙地轴，纬向构造及新华夏构造体系发育。

境内山峦重迭，沟谷纵横，地势北高南低，标高1300一-,1500米。个别山峰超过二

千米，相对高度500--,800米，山陡谷深，多“V"型和箱型谷。主要山峰有雀儿山、冰

朗山、东侯岭、云雾山、大黑山等。山脉大致呈西北一东南走向。除东部的七老图山一

带是老哈河及其支流阴河发源地外，均分属永定河、潮白河，滦河水系。各河都发育有较

完整的高达5～tO米与20～40米的二级阶地，阶地面宽由几米到数百米以上。由冲积、

洪积黄土类亚砂土夹碎石和砾石组成。本区除了河谷地带外，山地由片麻岩、花岗岩及

火山岩系构成。

Ⅱ·l燕山山地亚区

本区西部居北京市的西北隅和军都山相接，北和冀北山地相连，东接辽宁。构

造上属燕山沉降带，东西向断裂发育，常成群出现。标高由北部的800--一1000米，向南

渐降为100·米左右与河北平原相接。其中以兴隆县的五龙山、五凤山，青龙县的都山，

黑山为最高，标高均在1000米以上，属中山地貌。一般地区标高500～800米，沿河谷

地带标高小于500米，属低山地貌。丘陵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南。在低山丘陵间，有地形

较为开阔平坦和松散沉积物覆盖较厚的谷地和盆地。如承德、平泉等谷地，遵化、迁西、

抚宁等盆地。河流多属滦河水系，水量丰沛。河谷宽阔而弯曲，二级阶地发育。整个地

区以流水侵蚀为主，山体破碎，山坡陡峻。出露的岩性以石灰岩、石英岩、花岗岩、中

酸性火山岩为主。

Ⅲ、河北平原区

该区处于我省东南部，占我省面积约43．4％左右，属于华北平原的北部，标高大

都在50米以下。可分为山前平原、中部平原和滨海平原三个亚区。

Ⅲ。、山前平原亚区，位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呈弧形展布。燕山山前平原主要

由滦河、潮白河、蓟运河堆积而成，其中以滦河冲积扇为主构成本区地形的主体。昌黎、

·6·



&

秦皇岛和山海关一带，主要由饮马河，洋河、北戴河、汤河、石河冲积而成。。太行山山

前平原，由太行山区流出的十多条河流在山前地带形成的冲积扇群。其中以永定河，滹

沱河冲积扇规模最大。

Ⅲ。、中部平原亚区

该区北部、西部以山前平原为邻，东接滨海平原，由海河水系诸支流冲积而成。在

公元10世纪前，黄河改道均在本省，故古黄河对于中部平原的形成和发育旮着紧密的关

系。本区地形平坦，南部标高50米，向北渐变低，到白洋淀，文安洼一带已为10米以

下。潜水位较浅，地表迳流排泄不畅，河床淤高，多成“地上河"。故解放前河流常发

生改道泛滥成灾。致使平原上呈现出许多略有起伏、形态多样的微地貌型态，如古河

床、各种洼地和波状砂地等。

Ⅲs、滨海平原亚区
‘

位于柏各庄、丰南一线以南，静海、沧州，盐山一线以东。标高低于5米，地势平

坦(坡降1／5000～1／10090)，洼地多，成陆年限较短暂，在地貌发育过程中，既

受大陆上的河流作用，也受海洋动力因素的影响。表层的岩性为亚粘士。

第二节气象与水文

一、气象

本省气候受地形，季风环流所控制。由于燕山，军都山、太行山自北至西列成半弧

形的屏障，屏挡极地大陆气团的南下，阻蔽热带海洋气团向北深入，使山脉两侧的温度

及雨量相差悬殊。春季经常受蒙古高压、海上高压及西来的低压三者相互消长的影响，

故天气多变，骤寒骤暖，常刮大风。夏季太平洋高压南进和南退的时间，强度与本省的

汛期早晚、雨量多少的关系很大。九月下旬较强的西伯利亚冷空气开始南下。十月份西

北季风渐占优势，气候变凉。冬季在蒙古高气压控制下，多西北风，雨雪稀少。总的来

说，由于季风环流的影响，使大部份地区四季分明。
、

(一)气温

本省气候具有南北温差大、雨量地区差别大、年季变化大的特征，从而呈现出气候

多变、气象灾害频繁的情况。由北而南多年平均气温在零度至13度(摄氏下同，表2)。

坝上地区冬季长达六个月，余为春秋气候无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不到20度。而极端

最低气温为零下42．9度(御道口1957年1月12日)，康保为零下35度(1967年1月14日)

此两地一般最低气温分别为零下38度和零下32度左右。邯郸平原地区极端最低气温为零

下19度(58年1月16日)，一般最低气温在零下15度左右。坝上康保县极端最高气温可

达33．6度，一般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而邯郸地区极端最高气温可达42．5度，一般最高

气温在38度左右。

各地昼夜温差一般在10度以上，山区和坝上地区最大温差在14"～16度。

(二)降水

一本省年平均降水量在350-v750毫米之间，各地降水量差别很大(表8．)，多年平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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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平原500,-一600毫米，燕山、太行山一带600～750毫米，北部张家口承德地

区400～500毫米(图8)。以季节划分，汛期(6～9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I秋

图8 河北省多年平均降水量等值线图

(1956,---,1972年)

注。图内“+纾号表示大于等值线所标的数字， “一一号反之

冬季(10月至次年2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15％。我省有记录以来最大年降水量2549毫

米(1963年邱县)，最小降水量154毫米(1965年保定地区蠡县)。1972年降水量

和1965年相似(图4、图5)。

本省径流深度的分布基本上和降水情况相符(图6)。沿太行山及燕山的迎风坡年

．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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