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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拈运用现代水文地质学理论，在1：20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的基础

上，广泛收集和利用40多年来各有关部门的资料和成果，结合近年来在科

研、勘察，监测中所取得的新成果．对贵州省的地下水及其水资源开发利用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中对贵州省岩溶水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全国领

先水平．对地下热(矿)水首次进行了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此外．对水文地

球化学．环境水文地质及地F水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等办面的探讨，均fr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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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的东部，介于东经103。36’至109。35’；北纬24。37’至

29。13’之间，总面积176128km2。它以自然条件复杂，碳酸盐岩分布广泛，岩溶地貌发育，景

观奇特而闻名于世。与此相关，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但岩溶水资源异常丰富，成为省内主要

的地下水类型。

贵州省水文地质工作开展的历史，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前几乎是一片空白。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农田水利、矿山、交通运输等的需求，水文地质调查勘探及

研究工作才逐渐发展和壮大。近四十多年来，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水文地质资料，还基本查明

了我省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和提供了一批可供开发利用的水源地．满足了工农业发展和城乡

人民生活用水需要。同时，岩溶水、热矿水、水文地球化学及水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方面取

得重要科研成果，并推动了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矿水开发等事业的进展。

50年代初期，为配合矿产普查勘探，开展了矿区水文地质工作。1958年贵州省地矿局大

河边队、遵义队、黔中队、开阳队相继提交了水城大河边煤矿、遵义铜锣井锰矿、清镇林歹

铝土矿、开阳磷矿等贵州第一批矿区水文地质勘探成果，分别查明了矿床水文地质条件，预

测了矿坑涌水量，为矿山开采设计提供了水文地质依据，也为本志的编写积累了资料。

50年代末期以来，全省水文地质工作得到了发展壮大，不仅发展了矿区水文地质工作，而

且开展了各种专门性水文地质工作。

在区域水文地质方面：1958年贵州省地矿局区调队在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同时

进行了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编有部分图幅的。水文地质专报”。为贯彻1973年周恩来总理关

于加强全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指示，国家地质总局统一部署了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贵州

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732部队、贵州省地矿局第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共同负责开

展了全省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从1975"一1980年共完成全省24个图幅，这是我

省首次在全国统一的规范、规程要求下进行的调查，其方法成熟、手段齐全、资料系统、文

图配套，全部成果于1983年完成出版。通过这次全面系统的大面积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基本

上查明了贵州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把贵州区域水文地质研究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

此基础上贵州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于1985年编制完成了《贵州省水文地质远景

区划报告》，分析了省内地下水的赋存条件，运移规律，计算了全省多年平均地下水天然资源

量，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了水文地质工作方向，同时还编制了贵州省1 t 50万水文

地质图。

在城市(厂矿)和农田供水方面：1958年建工部综合勘察院西南分院，首先在贵阳市、遵

义市和安顺市开展了城市供水普查，初步划分了浅层含(隔)水层，概算了局部地段地下水

动储量。与此同时，贵州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也在贵阳市976km2的较大范围

内开展了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其后．贵州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环境地质大

队以及煤田地勘公司水源队等地勘单位先后在省内大、中城市，重点工矿区进行了大量的供

水勘察工作，共提交了30多份可供开发利用的大、中型水源地勘探报告，及时满足了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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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方面：省内、外有关科研、院校及其地勘单位互相配合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提高

全省水文地质研究程度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六五”期间，贵州省科委组织省地矿局、省

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工学院、南京大学、成都地质学院等。对贵阳市、遵义市、安

顺市、水城盆地和独山、普定地区的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进行协作攻关．取得了

明显的成绩，把我省岩溶水的研究从理论、技术方法和实践上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

主要成果有：1985年南京大学等单位提交的《普定南部地区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

究》、1983年贵州工学院、第一水文地质大队提交的《独山地区岩溶地下水及其开发利用初步

研究>、1985年第一水文地质大队提交的《贵阳市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和《安顺

市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第二水文地质大队提交的《遵义市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

发利用研究》、贵州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提交的《水城盆地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

究》等。这些成果在我省首先引入了非稳定流理论和用“数值法”评价水资源，并在开发利

用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实践，为有效的开发利用岩溶地下水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热矿水调查研究方面：早在50年代前，乐森碍、朱学范(1942年、1946年)对息烽温

泉开展了一些初步调查。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在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和水文地

质普查的同时也对温泉作了记述，1972年贵州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对全省温

泉进行了初步调查总结，著有《贵州温泉简辑及新添寨地热初步勘探设计》，1981年及1982

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先后对息烽温泉进行了研究，著有《息烽温泉水质分析和成因

探讨>及《息烽温泉地球化学初步研究》。1985年贵州工学院地热组收集调查贵州温泉88处，

著有《贵州温泉研究及开发利用区划报告》。同年，贵州省地矿局地质科学研究所对贵州石阡

县出露的13处热矿泉进行了调查，著有《石阡县热矿水普查评价报告》，从饮用、医疗的角

度重点评价了城南热矿泉及吴家湾热矿泉。1986年贵州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对遵义、金沙、仁怀境内的热矿泉进行了评价，著有《遵义枫香、金沙岩孔矿泉水评价报

告：}及《仁怀盐津桥、坛厂、金沙安底医疗矿泉水评价报告》。1987年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和贵州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部份调查汇总贵州热矿泉

92处，著有《贵州矿泉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1988年贵州省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大队对全省热矿水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调查和取样分析，调查热矿泉水94处，初步认为水

质达饮用矿泉水者51处，医疗矿泉水36处及工业矿水5处，著有《贵州省矿泉水调查评价

报告》。此外，尚有多处饮用矿泉水的单独评价报告。通过上述工作，基本查明了贵州热矿水

类型、分布特征及开发利用条件。

贵州环境水文地质监测开展较晚，至80年代初，贵州地矿局第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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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大队才分别在贵阳市、遵义市和安顺市建立了地下水动态监测站，1988年环境地质大队相

继增建了水城、凯里两个水文地质监测站，并著有《1982～1987年环境水文地质阶段总结报

告》。

40余年的工作和积累的资料，为编写《贵州省水文地质志》(简称《志》)创造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

《贵州省水文地质志》的编写是根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黔地发E1989]226号文精神，由

第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环境地质大队和地质科学研究所等4个单位共同完成的。

编写《志》的目的是：用现代水文地质学中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和先进理论为指导．按照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对40多年来不断取得的全省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工作成果

和丰富的基础资料进行系统地、科学的分析总结，力求突出贵州的水文地质特色，更好地为

国民经济建设、水事活动服务。全书共分七篇，各篇主要内容为：

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应用地下水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论述了贵州的气象、水

文、地层、构造、地貌、岩溶等自然因素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地下水形成的影响。针对贵州岩

溶发育的特点，重点叙述了全省岩溶发育的岩性条件及不同类型碳酸盐岩的溶蚀特征。根据

岩溶发育强度的差异，将全省划分为强烈、较强、中等、弱发育四个大区。

岩溶水。是贵州的特色，依据大量实际资料，详细论述了贵州岩溶水类型及含水岩组的

富水性。将省内岩溶水类型划分为溶孔一溶隙水、溶隙一溶洞水，溶洞一管道水三个亚类。将含

水岩组归纳为纯、次纯、不纯三个碳酸盐岩层组类型。研究了岩溶水的埋藏条件，将岩溶水

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三种类型，其埋藏深度按浅埋、中埋及深埋进行了分区。分析

了岩溶水的补给、径流、排泄特征和岩溶水富集控制因素，进行了水文地质分区，划分了富

水块段。对贵州岩溶大泉和地下河作了专论，分析了岩溶大泉与地下河的类型、形成、分布

和岩溶水的动态特征。

裂隙水、孔隙水。全面总结了贵州基岩裂隙水及第四系孔隙水的赋存特征、富集规律和

控水因素，突出了含水性较好，水质甚佳的新生代碎屑岩裂隙水，研究了该裂隙水的类型、分

布和富集规律，圈定了37个承压自流水构造。分析了贫水的变质岩裂隙水、火成岩裂隙水及

第四系孔隙水的分布和局部富水特征。

热矿水。研究了贵州热矿水的分布规律和形成机制，分析了热矿水的分布特征、化学成

分、同位素特征和化学成分的相关特征，运用化学温标估算了省内热矿水的热储温度和埋藏

深度。通过典型热矿水实例的研究，总结了贵州热矿水床的成因模式，对热矿水资源及其合

理开发利用进行了评价。

水文地球化学。用水一岩作用理论分析了贵州地下水化学成分的形成，论述了地下水的物

理性质和地球化学特征及水化学类型，评价了省内地下水微量元素组分的环境背景值及地下

水污染的环境质量，初步探讨了水环境与地方病的关系。

地下水资源评价。是本书的又一重点，根据全省数万个调查水点资料的微机处理数据，按

水系流域、水文地质区和行政单元分别采用大气降水渗入系数法、加里宁水文分割法、含水

层径流模数法和泉水流量汇总法计算了全省地下水的天然资源量；按行政单元概算了区域地

下水可采资源量及依据勘探资料评价了主要城市的开采资源量；在水均衡分析基础上概算了

全省水资源总量和可采资源量。在充分考虑工农业及生活用水需要的基础上，对近期和2000

年的需水量进行了预测，结合全省各县(市)水资源计算结果进行了供需平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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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全面总结了贵州地下水综合开发利用的现状，突出了岩溶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特点，分析了省内地下水的开采潜力和开发前景，论述了岩溶水在不同地貌条件

下的开发利用特点和开发利用模式，在分析水资源特点的基础上对省内地下水分区、亚区、段

进行了远景区划。

《贵州省水文地质志》是贵州第一部水文地质专著，是四十多年来全省水文地质工作成果

及其对水文地质条件认识的系统总结，是各有关单位从事水文地质调查、勘查、生产实践及

科学研究的地质工作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对于包括贵州全省，四十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资

料如此丰富。涉及水文地质各个学科领域的大总结，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对

《志》的编写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1989年9月贵州省地矿局成立了《贵州省水文地质志》编

审委员会，由韩至钧任主任委员，韩南洲、蔡秀琼任副主任委员，王培丰、倪相楚、严均平、

李嗣瀚、李兴中、金占省、薛立根、王济良等任委员。1989年11月提出《志》的编写提纲，

在其后的编写过程中省地矿局总工程师韩至钧进行具体指导。全书主编韩至钧、金占省。具

体撰稿分工是：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部分由金占省执笔；岩溶水部分由陈至文、曹卫峰执

笔；裂隙水、孔隙水部分由李正华执笔；热矿水部分由张世丛、陈履安执笔；水文地球化学

部分由彭添、陈履安执笔；地下水资源评价部分由袁德修、彭添、蒋玉康执笔；地下水资源

开发利用部分由金占省执笔；绪言由韩至钧执笔。全书插图编制由高世清完成。此外参与部

分初稿整理工作的还有余昌荣、张贵义、朱晓禹，张德清、张兰、孟荣等。全部文稿由金占

省统撰，由韩至钧、王砚耕审定。

1994年4月，贵州省地矿局聘请了陈梦熊、袁道先、辛奎德，张振国、张英骏、杨明德、

毛健全、黄付华、邓自民、李恪信、李嗣瀚、王培丰、蔡秀琼、李纪福、罗筑晴等专家，对

《志》进行了评审，认为《志》突出了贵州水文地质特色，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成果的先进水

平，是一份优秀成果，并提出了宝贵地修改意见；在《志》的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水文地

质界同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引用了众多的生产、科研、教学单位的成果；本书在出版过

程中受到地震出版社的重视并提出修改意见，出版插图由地震出版社孙铁磊清绘加工；本书

的英文目录及英文详细提要，请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沈德富编审翻译，并由地震出版社曹

可珍编审校对。对以上各个方面单位或个人的指导与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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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

地下水系指以各种形式埋藏在地壳岩石(含松散堆积物)中的水。它主要为液态重力水，

赋存于岩石的孔隙、裂隙及溶洞之中。按其埋藏条件和水力特征，分为包气带水(或上层滞

水)、潜水和承压水三个基本类型。每一类型又按含水孔隙特点，再分为孔隙水、裂隙水和岩

溶水。本专著的重点是研究浅层饱合的地下水流(潜水与承压水)，并对深部热矿水的饱合体

也作适当研究。

地下水是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形成受自然条件的制约。

本篇侧重分析研究地下水形成的自然环境背景．论述贵州地下水形成的气象、水文、地

层、构造、地貌和岩溶等自然条件，以作为本书其他篇的基础。

第一章气象与水文

地下水是自然界水循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大气降水、地表水共同构成了区域水

资源的整体。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三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无休止地进行着水量的

动态交换。大气降水量的多少往往决定着区域地下水资源的丰富程度。通过对大气降水时空

分布特点的分析，有利于掌握地下水的补给状况和供需规律。蒸发则是水资源的一种重要消

耗方式，蒸发量的大小对地下水也有很大的影响。地表水体经常是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和排泄

场所，并呈互补关系，在贵州岩溶山区这种转换关系尤为剧烈和明显。

第一节气 象

贵州地处副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适中，雨热同季，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但由于贵州地势高差大，地形复杂，因而气候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高原山地和深切河谷

地带，气候垂直变化非常明显，降水情况也有差异，冬半年由北部入侵的冷空气，常由于高

地阻滞而在中部分水岭地带形成静止锋，锋前天气晴朗，锋后阴雨连绵；夏半年由于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东部常常连晴干旱，西部常常暴雨频繁。

一、气温

贵州各地年平均气温等值线介12～18。C之间，以7月最高，1月最低，极端最低气温一

般不到一10。C，最低是西部威宁为一15。C(1977年2月9日)，极端最高气温在34。C以上，铜

仁出现过42．5。C(1953年8月18日)为全省之冠。

=、降水

贵州降水的水汽主要来自孟加拉湾和南海，这两股暖湿气流在贵阳一麻江一带相会，形

成丰富降水，但时空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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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贵州雨日多，夏半年(5～10月)降水集中，各地降水量占年总水量75％

性降水，暴雨多，强度大。冬半年(11～4月)降水量明显减少，多小雨，以冬季

降水量最少．在年降水量的5％以下。雨季由4、5月份自东向西先后开始，雨量

各地年总降水量的变率一般不太大，介于11％"--20％之间。但月的降水变率则很

降水量年际变化可达几十倍。

的空间分布：贵州各地年降水量的多年平均值在850～1600mm之间，是国内降水

的地区，在地区分布上，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渐减少。全省主要有三个多雨区．

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其中西南部多雨区范围最大，降雨量在1300rnm以上，中

心区在织金、六枝、普安一带。其中的晴隆高达1588．2mm，是省内降水最多的地方；东南部

多雨区呈北东一南西向条带状分布，中心区在独山、麻江、雷山一带，其中的丹寨可达

1505．8mm；东北部多雨区在梵净山东南麓的铜仁、松桃一带。降水量最少的地区，是威宁、

赫章、毕节一带．年降水量900mm左右，最少的赫章仅854．1mm，其余地区降水量多在1000

～1300mm之间(图1—1)。

降水量的季节变化：贵州降水量的季节变化受季风影响明显，夏季风盛行的夏半年多雨．

冬季风盛行的冬半年少雨。雨季在东部来的最早，始于4月上旬，相继向西推移，最迟是威

宁、盘县一带．5月中旬才进入雨季。雨季延续的时间东部最长。铜仁、镇远、榕江一带达210

天以上，西部最短仅150天左右，中部平均在180天左右。四季降水量冬季最小，介于25"--

100mm占总降水量的3％"---4％；春季降水量介于450～800mm之间，占年降水量的17％～

35％，呈东多西少之势；夏季各地降水量介于450～800mm之间，占年降水量的40％～55％

之间；秋季降水量在250,一300mm之间，占年总降水量的17％"--25％，呈北多南少之势。

降水强度和变率：贵州夏半年降水强度最大，一般是南部大于北部，多雨区大于少雨区，

日降水量达50mm的暴雨南部多在4天以上，普定最多达52天，而北部少雨区一般不超过2

天。年降水量的变率多年平均不超过10％"-'14％，但各月降水量变率往往大于年降水量的变

率，各季中以春末夏初和秋末冬初降水量变率较大，一般达40％～60％，春末夏初以南部西

部最明显，春旱频繁。盛夏时间则以东北部和北部变率较大。

三、湿度、蒸发量和干旱指数

湿度：相对湿度较大是贵州气候的特点之一。省内年平均相对湿度除少数地区外，多在

80％以上，其中以习水、开阳(均为85％)为最大，罗甸(75％)为最小。在四季中，只有

春季和盛夏7月相对湿度较小。10w1月为高湿月份，平均达80％"--85％。

蒸发量：蒸发量以7月份最大，1月份最小，分布的等值线介于650"～1300ram之间，分

布趋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以北盘江下游河谷区年蒸发量最大，平均达1200"--1300mm，

其次为兴仁达1465．3ram，威宁达1402．1mm。西部高原晴天多，风力强是蒸发量较大的地带。

干旱指数：干旱指数等值线的分布趋势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递减，其值在1．41---0．46

之间。最大值在北盘江下游河谷地区，为1．4～1．1；最小值在黔东北，为0．6以下；一般地

区在0．7．-一0．9之间。

太阳辐射、日照：贵州处于我国云量分布的高值区。因此，云量多，太阳辐射总量和日

照少，形成贵州气候一大特色。全年太阳辐射量最大的地区在省内西部和西南边缘，呈向东

北逐渐递减之势，总辐射量以威宁为最高平均达111．69kea／em2·a，其余各地都不足100kca／

cm2．a。各地全年日照时数大体呈南多北少的趋势，日照时数多年平均值介于1000"--180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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