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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泉志》(以下简称“泉志”)是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重要项目第二十一项

《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质、水量及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的科研

项目和部局下达的科研课题——北京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编制水文地质

图及水文地质专著等。遵照这一精神，我们于一九八一年春开始“泉志"的编写，一九八三

年年底完稿。

“泉志修的主要资料来源系我公司(原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一九五六年至一

九六一年间，山区及山前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中的泉点调查资料，其次是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

对部份大泉在丰枯水期断续的调查资料，八十年代初期区县水利局开展农业区划调查的部份

泉点资料和县志、古籍中有关北京泉水的极为概略的文字记载等。

“泉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采取野外调查和室内整理相结合，以区县为单位，全市分

为城近郊区(包括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门头沟区、房山县、昌平县、延庆县、怀

柔县、密云县(含顺义县)和平谷县等八个单元。同时根据研究程度和所处地理位置，分为

以下两类。

一类泉，一般具有下列情况：

i．调查资料较多。2．多数流量大于10升／秒，是当地工农业主要供水水源之一，如房山

县的甘池泉群、黑龙关泉和万佛堂泉等。3．历史上流量较大的，但现在已不能溢流的名泉，

如海淀区的玉泉山泉、黑龙潭泉和昌平县的龙山泉等。4．泉水流量虽小，但地处名胜古迹风

景区，如潭柘寺的龙潭泉、八大处的灵光寺泉、香山的双清泉、卧佛寺的樱桃沟泉等。5．为数

不多的温泉，因含有特殊水化学成分而具有一定的医疗价值，如小汤山温泉和佛峪口温

泉等。

此类泉共收编了32个，均单个立卷分别在区县内叙述。

二类泉，系调查资料较少、流量大多小于10升／秒的泉点，共收编了1315个。每个泉点的

位置、含水层、流量和水质等采用基本情况表表示。

“泉志’’总共收编了1347个泉点。

这次“泉志"编制工作侧重于整编多年零散资料，野外调查工作较少，加之泉水动态长

期观测资料缺乏，故对泉的成因、补给迳流排泄条件和动态特征等，只作了一般叙述。

“泉志"综合反映了各种岩石的富水性，地下水的类型、物理性质和化学成份，地下水

的补给迳流排泄条件和动态特征等一系列有关资料，对于充分认识北京的水文地质条件，开

发山区，建设山区，综合治理山区，改善山区居民的生活和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和科学技术交流等具有一定的作用。

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市和区县水利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水平所限，错

误与不妥之处请指正。



、 北 京泉尿汞 水概况

(一) 自然地理简介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总面积16800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与平原分别为10300与

650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9230687人(1982年7月1日)，其中山区人口约占100万。北部

和西部为山地，峰峦叠障、沟谷纵横，其西部山地属太行山脉，为一系列北东走向的褶皱山

系，海拔一般在400—1200米，最高峰东灵山海拔2303米；北部山地属燕山山脉，为挤压、

褶皱和断块山系，海拔一般200—1000米，最高峰在延庆境内的海坨山，海拔2234米。东南

为一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的扇形平原，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海拔由山前的七八十米逐渐

降至十多米，地面坡降由3‰减为1‰。在西北山地中有延庆盆地呈北东向展布，向西南倾斜

并与怀来盆地接壤，海拔490-520米。此外，在山前不远处有几座残山零散分布。

北京地处海河和潮白蓟运河流域，地表水系发育，分属五个水系，有大清河水系(含拒

马河、大石河)，永定河水系，北运河水系(含温榆河、北运河)，潮白蓟运河水系(含洵河、

错河)。各水系均由西北和北部山区向平原迳流，在东南天津附近泄入渤海。北京从本世

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修建了水库84座，其中库容大于或近于1亿方的有四座(密

云、官厅、海子和怀柔等水库)，中型的(库容0．1-1亿方)18座，小型的(库容10一1000万

方)62座。设计库容约72亿方，兴利库容约26亿方，并修建了塘坝截流463处，大中型水闸49

座，扬水站6347处。

北京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水，秋季凉爽，冬季

寒冷。年平均气温接近12。C。多年平均降水量约620多毫米，年降水多集中在7—9月，占全

年降水量的60-80％。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1 500-2000毫米。

(二) 区域地质简介

1．地层

北京除缺失上奥陶统、志留系、泥盆系、下石炭统、三叠系和上白垩统外，其余地层均

有分布。

太古界

主要分布在密云和怀柔两县的北部山区，岩性为各种片麻岩和其他变质岩，可分为密云

群和张家坟群，总厚度各为32000余米和8300余米。

中元古界

山区均有分布，包括长城系和蓟县系。长城系主要分布在平谷、密云及昌平南口一带，

岩性为石英岩、石英砂岩、页岩和硅质白云岩，厚度为479—3904米。蓟县系主要分布在密

云、昌平、房山和门头沟一带，岩性主要为燧石条带白云岩、团块白云岩和砂岩页岩互层，

厚度338-4581米。

上元古界



为青白口系。主要分布在门头沟，延庆亦有分布，岩性为砂页岩夹薄层灰岩、自云岩。

厚度145—906米。

下古生界

主要分布在门头沟区和房山县，包含寒武系和奥陶系。寒武系岩性为鲕状、竹叶状灰

岩、泥质条带灰岩夹薄层页岩及砂页岩，总厚度285-817米。奥陶系岩性主要为纯灰岩和白

云质灰岩，厚度359-830米。

上古生界

主要分布在西山，包含石炭系，=叠系，岩性为砂岩、页岩、砾岩，夹煤层，总厚度

300—500米。

中生界

主要分布在西山；包含侏罗系、下白垩统。侏罗系的下统为砂岩，页岩夹煤层，底部为

玄武岩，总厚度80-2117米；中上统在西山，北山均有分布，岩性为砂岩、砾岩、火山岩和

火山碎屑岩，总厚度分别为900-7588米与639-3373米。下白垩统分布在房山县的坨里、芦

尚坟一带，岩性为页岩，砂岩、砾岩互层，总厚度1547米。

此外，在古生代、中生代北京地区发生过多次岩浆活动，尤以中生代最为强烈，规模亦

最大，岩性主要为酸性及中性火成岩。

新生界

包含第三系和第四系。第三系仅在西山山前的长辛店、良乡一带出露，大部份分布在平

原区被第四系所覆盖。岩性为赭红色的泥岩、半胶结砾岩、砂岩，并夹有多层玄武岩。总厚

度i000—1802米。第四系广泛分布于平原及山间沟谷，山麓及山前一带，为坡积、洪积、冰

碛层。广大平原主要为冲，洪积层，延庆、昌平及顺义一带有湖相沉积。岩性为粘性土，粘

性土含碎石或卵砾石，砂卵砾石，砂及淤泥等。沉积厚度各地不等，一般由山前向平原逐渐

增厚，由数米增至二三百米，在怀柔县的李家桥至平各庄一带厚800余米；平谷附近厚500余

米；昌平马池口附近厚600余米；延庆盆地厚达千米以上。

2．地质构造

北京处于阴山纬向构造体系、祁吕贺兰山山字型构造体系东翼和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复合

部位。地壳累遭变动，数经沧桑，残留形迹遍布，比较有名的依次分别为：长哨营一古北口

断裂带，沙厂一墙子路断裂带；百花山复式向斜，南口复式背斜；海坨山断裂，平谷、密云

及房山一带的断裂，北京平原沉降带之基底受北东向断裂带影响所分割成的呈北东向相间排

列的隆起带与凹陷带。

(三)泉水概述

泉是地下水的天然露头，是在地质、构造、地形、气象、水文和植被等条件恰当结合下

的产物，简言之，是地球的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产物。

北京的泉水丰富多彩，用途广泛，有泉水出露的地点，往往是形成村镇的重要条件之

一，是当地居民生活和农牧林业等的主要水源或唯一水源；又往往是形成名胜古迹的重要条

件之一，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就位于北山，沿城附近多有泉水分布，是当年筑城民工和卫戍

将士的重要供水水源。北京西山许多名胜古迹与风景区的形成，也与泉水有密切关系，如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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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寺有龙潭泉，卧佛寺有樱桃沟泉。泉流量较丰富的泉水又可以作为能源，比如怀柔县境内

庄户沟曾建一装机容量为100千瓦的发电站，利用附近响水湖泉的落差不定期发电，并入电网，

又可以作为工业用水的供水水源，如房山县的磁家务煤矿旁的万佛堂泉。水温较高的矿泉可

以建立疗养院利用泉水为患者治疗疾病，如小汤山温泉和延庆县的佛峪口温泉。水质很好的

泉，则可作为饮料食品工业的供水水源地，如海淀区的金鸡泉，樱桃沟泉和龙泉庵泉等。

1．北京泉水基本情况

我们对北京山区已有1347个泉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表明北京泉水的物理性质和化

学成分是较佳的。无气味，口味微甘，无色，透明，无悬浮物，平均水温12。c左右，接近

本市年平均气温，总矿化度一般0．1-0．3克／升，硬度大部分5—14H。(德国度)，PH值在7

左右。有关泉水所属含水地层的分类及其分布区县、出口高程、产状、水温、总矿化度和水

化学类型等见北京泉水基本情况统计表。

2． 泉水所属含水地层的特征

泉水是含水地层排泄地下水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相同的气象和水文条件下，含水地层的

特征对于泉水流量、水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含水地层的岩石类别和性质、地下水的赋存

条件，分为以下六个含水岩组叙述。

(1)碳酸盐岩裂隙岩溶含水岩组：系指长城系的团山子组与高于庄组，蓟县系的杨庄

组、雾迷山组与铁岭组，青白口系景儿峪组，寒武系和奥陶系等含水地层。

北京山区碳酸盐岩的出露面积达2902平方公里，受构造和地下水等地质作用的影响，裂

隙岩溶发育，其中地下水蕴藏丰富，有潜水和承压水，除寒武系含水地层外，其他含水地层

往往有局部区域的波状地下水面。共分布泉点307个，在有利的构造与地形条件下泉水溢流量

较大，流量大于lo升／秒的泉点有54个，其中房山县黑龙关泉年平均溢流量在0．2-1．5：Z／秒

之间，为北京溢流量最大的泉。但地层的裂隙岩溶发育程度不均，溶洞的充填状况各异，补

给条件也不相同，其富水性很不均一。而岩溶裂隙发育的地区。岩层透水性强，降水极易下渗

使地下水深埋，泉点出露少，地面反而呈现缺水现象，北京山区缺水居民点往往座落在此地

层上。泉水化学类型以HC03 7-Ca”-Mg”型为主，总矿化度一般在0．17—0．28克／升，最高

0．5克／升，最低0．084克／升。总硬度一般为9-15H。。出露于雾迷山组含水地层中的关门温泉

(密云县204号泉)与小汤山温泉水温分别为35。C与42-48。C。

(2)碎屑岩裂隙含水岩组：系指长城系的常州沟组、串岭沟组与大洪峪组(石英岩和石

英砂岩)，蓟县系洪水庄组(页岩)，青白口系下马岭组(页岩)，石炭系、二叠系和下侏罗统

的窑坡与龙门组(砂岩、页岩、砾岩并夹煤层)等含水地层。

北京山区碎屑岩出露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地下水赋存于岩石的裂隙之中，因裂隙不

发育，地下水蕴藏一般较贫，为潜水和承压水，泉水出露少，仅179个泉点，其中溢流量大

于10升／秒的泉点仅有两个，溢流量1-10升／秒的泉点也只有19个，其余泉点溢流量(包含未

测流量的)均小于1升／秒。因此，此类地层特别是页岩常被看作较好的隔水地层或阻水地

层。泉水化学类型多样，以HC03 7-Ca”一Mg“型、HCOa 7一Mg”一Ca”型与HC037-Ca”型占

多数。总矿化度一般在0．13—0．31克／升之间，最高0．73克／7t-，最低o．076克／升。含水地层

为煤系地层之泉水总硬度在10-33H。；而含水地层为石英岩、石英砂岩和页岩之泉水硬度较

低，一般在4-10Ho之间。

(3)侵入岩裂隙含水岩组：系指燕山期为主的花岗岩和其他中酸性、中性侵入岩。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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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泉 水 基 本

按流量(公升／秒)分
含 含水地层 分 布 泉 出 口 产 类的泉点数(个)
水 点

高程 来
岩 数 0．1 测
组 和岩性 区 县 (个) (米) 状

>10 1—10 <0．1
一l 流

量

中元古界长城
98 裂隙

系团山子组 平谷与密云 2 (ii．2—

250 岩溶 63．9)
(Cht)白云岩

中元古界长城 主要分布在密 一般120—

系高于庄组 云、怀柔，少数
50

990，最高 裂隙 8

分布在延庆、 1 150，最
岩溶

(12-69)
18 10 8 6

碳 (Chg)白云岩 昌平与平谷 低i20

中元古界蓟县 一般137—

酸 系杨庄组 平谷县 10
205，最高 裂隙 l

5 4
300， 最 (35．2)

(Jxy)白云岩 低105 岩溶

盐 大部份分布于 一般100- 裂隙中元古界蓟县 怀柔、房山、 i000，最
33

uJ

系雾迷山组 门头沟、延庆， 159
高1450，

(1l一 63 29 20 14

少数分布昌 280)石 (Jxw)白云岩 最低50 岩溶
平、平谷、密云

中元古界蓟县 多数分枢在怀 一般150—
裂 柔和房山，极

30
200，最高 裂隙 2

(15一 14 5 8 1系铁岭组
少数分布门头 900，最低 岩溶 i500)

(Jxt)白云岩 沟 140

隙
上元古界青白 多数分布在房 一般300-

裂隙口系景儿峪组 山与门头沟，
26

800，最高 1
5 5 12 3

岩 (Qnj> 少数分布在怀 1190，最
岩溶

(200)

白云岩、灰岩 柔与昌平 低250

下古生界寒武 一般130—
溶 系(6)灰岩、 主要分布在房 14

900，最高 裂隙

泥灰岩、页岩、 山、门头沟 1022，最 岩溶
(21—90)

2 4 6

砂岩 低110

主要分布房 一般200— 岩溶
6

下古生界奥陶 山，少数分布 17 800，最高 (6e— 3 5 3
系(O)灰岩 于门头沟及城 1i40，最

i200)
近郊区 低50 裂隙

碎 多数分布在平 一般200-屑 中元古界长城 谷、密云，少 600，最高m 系常州沟组
24 裂隙 4 9 7 4石

(Che)石英 数分布在昌 870，最低
裂 平、怀柔、延
隙 岩、石英砂岩 150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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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统 计 表

水
总．
矿

温 化 水 化 学 类 型 注
度

(oC)
(克／升)

HC08 7一Ca"-Mg”型 一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0．191—

14
0．198

一般10- 一般0．1— 以HC03 7-Ca”一Mg”型为主，HC03’一Mg” 30个泉点有水化学资
13．5，最高 0．25，最高 -Ca”型为次，少数为其他不同类型 料
15，最低 0．36，最低
6 0．084

一般11．5 一般0．19 HCO 3 7一Ca”-Mg”型 4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4．2，最 一o．26，最
高15，最 高0．36，最
低11．5 低0．19

一般10— 一般0．2— 以HC03 7一Ca”一Mg．．型为主，HC03 7一Mg” 94个泉点有水化学资

14，最高 0．3，最高 一ca”型为次，极少数为Hco。’<旨≥拦：：： 料。昌平县小汤山温泉
42-50。C，密云县关门19，最低 0．45，最低 >Na’型及其他类型 温泉35。C

4 0．11

一般10- 一般0．20 以HC03，_Ca"-Mg”型为主，HC03’一Mg”一 19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4，最高 —0．29，最 Ca”型为次，少数为其他类型
17．5，最 高0．34，最
低4 低0．095

一般8-12， 一般0．17 I≥),HCO。’<黜洳为主 15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18，
—0．27，最
高0．33，最最低7 低0．17

一般13， 一般0．19 ：：1：要-)0HCOa'-ca”<逆：．型'+另tJHCO。，
1 1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17．3，
—0．25，最
高0．28，最 -C17-Na’一Ca“型

最低9 低0．075

一般12， 一般0．22 以HCO。7-Ca“一Mg”型为主，少数为其他 15个泉点有水化学资

最高14，
一o．30，最 类型

料，长期断流的泉有玉

高0．52，最
泉山泉与黑龙潭泉

最低10 低0．19

一般10— 一般0．12 以HCO。LCa“一Mg”型为主，其次为HCO。’ 16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4，最高 一o．32，最 -Ca”一Na‘型，少数为其他不同类型

18．5，最低 高0．38最
8．5 低o．068

一5一



北 京 泉 水 基 本

按流量(公升／秒)分
含 含水地层 分 布 泉 出 口 产 类的泉点数(个)
水 点

高程 未
uJ

数 O．1 测石
>10 1—10 <0．1组 和岩性 区 县 (个) (米) 状 —1 流

量

中元古界长城 分布在平谷和 一般190-
系串岭沟组 怀柔

5
460，最高 裂隙

l

(Chch)石英 600，最低 (11．57)
l 3

岩、石英砂岩 140

中元古界长城 主要分布密云， 220—600，

系大洪峪组 零星分布于平
15

最高850， 裂隙 2 7 4 2
(Chd)石英 谷、怀柔、延 最低200

岩、石英砂岩 庆、昌平

中元古界蓟县 房山、门头沟 32C一850

系洪水庄组
3 裂隙 l 2碎 (Jxh)页岩

上元古界青白 多数分布房 一般220-
屑 口系下马岭组 山，少数分布 1300，最

(Qnx)页岩 门头沟 53 高1400， 裂隙 l 26 23 3

最低150
LLj

石

上古生界石炭 多数分布房 一般250—
系(C)砂岩、 山，少数在门 900，最高
页岩煤层 头沟 16 1160，最 裂隙 l 10 3 2

裂
t氐240

隙 上古生界二叠 城近郊、门头 一般140-
系(P)砂岩、 沟、房山

28
900，最高 裂隙 2 12 8 6

页岩 1100，最
低140

中生界下侏罗 多数在门头沟， 一般300-
统窑坡组龙门 少数在房山 1100，最

2
组(ny一1)砂 35 高1220， 裂隙

(12-24)
8 16 6 3

页岩、砾岩， 最低280
煤层

侵
侵入岩(中生 多半在怀柔县， 一般200-入 其余在密云、 1000，最 4Ⅲ 代燕山期为 366 裂隙 156 127 63 16石
主)(r) 延庆、昌平、 高1550， (10-45)

裂 门头沟 最低60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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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统 计 表

水
总
矿温 化 水 化 学 类 型 注
高

‘(。C)
厦

(克／升)

一般9．5- 一般0．18 1){HC031--Ca”一Mg”型为主，HCQ'-Mg”一 】2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4，最高 —0．26，最 Ca”型为次
14．5，最低 高0．27，
8 最低0．15

7．5一14．5 0．2一O．32 HCO。’<黼肇 3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一般10-
一般0．16 I},[HC081-Ca。’、HCO。7一Ca”-Mg“型和 42个泉点有水化学资制

14，最高
—0．23，最

HC03-S04Ⅳ一ca",HC03r．S04"-Ca"<NMag．"‘
2l，最低 高0．31，最

低0．076 型为主，少数为其他不同类型
2

一般9-13，
一般0．2- 13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15，
0．3，最高

数，少数Hf<C。7 q；”窆“<村，．型和0．73，最
最低5 低0．12

HCO。I—so。<N、。a'～-C。a。'"．一Na+型一、151,

2f)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一般1 0- 一般0．13

数，少数为Hco。‘一so。亿ca”<i纛．．型
14，最高 —0．28，最
17，最低 高0．47，
6 最低o．13

示ⅡHC03 7一SO 4,／／-Mg”一Na’型

一般7．5— 一般0．17 以Hc()3，一SO N／／a”<邀：．和。HCO。’一 1 8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 5，最高 —0．31，最

SO。”一M g．．一Ca”型接近半数，以HCO s

7

16．5，最 高0．658，
低4 最低0．14 <苫：”一g”和和HCs<ca．·5若．型亦接：。型亦接

近半数，个别为其他类型

一般9一15， 一般0．1— ～Na· 一Ca” 1 77个泉点有水化学资
最高19．5， 0．25，最高 以HC03 7一Ca"-Mg“和HCOa7一Na+-Ca“ 料
最低3．5 0．58，最低 一Mg．．·Na‘ 一Ca”一Na。M旷

0．04

型占多半，其次为HcO。7SO。”弋<Ncaa．．'一-NCaa'．"

,tlHCO 3 7SO．”一Na’型

一，一



北 京 泉 水 基 本

按流量(公升／秒)分
含 含水地层 分 布 泉 出 口 产 类的泉点数(个)
水 点

高程 未LU

数 0．1 测石
>10 1～lO <0．1组 和岩性 区 县 (个) (米) 状 —1 流

最

中元古界长城 平谷 一般200—
系大洪峪组 325，最高
(Chd)安山岩

5
470，最低 裂隙 3 2

200

中生界下侏罗 多数分布在门 一般500-
统南大岭组 头沟、房山 750，最高
(】，n)玄武岩 1340，最

7

低500 裂隙 1 5 1

火

中生界中侏罗 主要分布于门 一般600—
统九龙山组 头沟 1200，最

山 (J。j)凝灰质
20

高1340，
砂岩、砾岩 最低150 裂隙 l(20) 3 6 9 1

Ⅲ
石 中生界中侏罗 约2／3分布于 一般200-

统髫髻山组 门头沟、延 1200，最
(J。t)安山岩、 庆、怀柔 185 高1450， 6(15—

集块岩、凝灰 最低132
裂隙

43．3)
48 73 47 11

质砂岩
裂

中生界中侏罗 多半分布于延 一般300-
统后城组 庆，少数分布 900，最高

隙 (J。h)砂岩、 密云、怀柔
50

1050，最
裂隙 8 13 22 7

页岩、砾岩 低300

中生界上侏罗 绝大多数分布 一般340-
统东岭台组 在怀柔、门头 800，最高
(J。d)流纹岩、 沟

2l
1050，最

裂隙 1 7 13
粗安岩、集块 低125
岩、砾岩

变 太古界(Ar) 多数分布在密 一般250-

质 各种片麻岩和 云、怀柔，少 750，最高
LIJ 其他变质岩 数分布在昌

1 53 1020，最 裂隙 l(41．1) 27 68 42 15石
平、平谷 低150裂

隙

—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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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统 计 表

水
总
矿

温 化 水 化 学 类 型 注
度

(。C)
(克／升)

13一15 0．19 HC03 7一Ca"-Na。型 1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一般5．5- 一般0．1卜
HCO。，<NCaa"．‘一Mg”型占一半，HC03，一

4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10，最高 0．2，最高
2l，最低 0．2，最低 SO。”<翟：．：一ca”型占一半5．5 0．1l

一般6—8， 一般0．18
HCOa'-ca“<NMag．"‘gHHCO 3／-ca”

14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12， 一o．20，最
最低4， 高0．32， 型占多半，其次为HCOs’SOt”一Ca”<

最低0．17
MMg"幂IlHC03I-SO‘”<．Ncla，'一-NCaa．'"一ca．．型

一般7-14， 一般0．1— 1)tHC031-ca”<避：．HCO a'-ca”型为 1lo个泉点有水化学资
料最高19， 0．34最高

主，I)放HCO 3I--SO。”<簧三：二掣：二型为次，最低2 0．42，最
低0．044

极少数为其他不同类型

一般9—14， 一般0．13
I)放HCOaI-ca”<NMag．"‘型为主，其次为

3 j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25．5， 一o．30，最
最低7 高0．32，

HCO。，<NCaat．‘型，极少数为其他不同类型最低0．12

一般8-10， 0．20-
L：IHCO 31-ca“，HC03，-ca”＼NMag"。’和

11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i1．5， O．29

最低5．5 HCO 3 7一Ca”一Na。型为主，嬲jHC03L
SO

4／／--ca。‘<NMa旷’型

一般9—15， 一般0．08
眨IHC03，<cCaa。o-Mg'"型为主，其次为

75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最高22， 一o．26，最
最低6 高0．34，最 HCO 3 7一Ca”一Na’{IHCO 3 7～SO,"-Ca“一

低0．0625 Na。型，极少数为其ff}}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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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泉 水 基 本

按流量(公升／秒)分
含 含水地层 分 布 泉 出 口 产 类的泉点数(个)
水 点 高程 未Ⅲ

数 0．1 测石
>10 1一10 <0．1组 和 岩 性 区 县 (个) (米) 状 —1 流

————， 量
松

第四系(Q)松 多数分布于怀 一般200-散
散堆积物 柔 650，最高堆

积 53
870，最低

孔隙
4(11～

35 10 2 2

物
100 >20)

孔
隙

总

1347 74 408 455 314 96

计

一10一



情 况 统 计 表

水
总
矿温 化 水 化 学 类 型 注
睁

(。C)
甓

(克／升)

一般11一 一般o．16
1放HCO。，<cCaa。II-Mg'"型为主，其次为

1 o个泉点有水化学资料
t7，最高 一o．20，最
19，最低 高o．76，最

HCO3f-SO。”<翟：二二簧：：型10 低0．167



面积1983平方公里，岩石表层发育有风化裂隙，风化壳厚度一般几米至10多米，地下水多储

存在不同厚度的风化壳中；含水一般较贫，多为潜水。其下的新鲜岩石仅发育稀疏的构造裂隙，

透水弱，常被视为阻水或隔水岩层。但有的充水断裂深度能达到地球的热源，构成温泉的热

源通道。出露泉点366个，流量大于lo升／秒的泉点仅有4个，其余流量均小于io升／秒。由于

此类地层分布地区的地面往往植被较好，泉水虽为涓涓之流，但多数常年不断。泉水化学类

型多半为HC03 7一Ca"'-Na‘型、HCO3’一S04”～Na‘-Ca”型和HC03 7SO‘”一Ca”～Na‘型。

总矿化度一般0．1-0．25克／升，最高0．58克／升，最低0．04克／升。硬度一般较低，为2—6H。。

泉水温度9-15。C，延庆县佛峪口温泉与海淀区温泉村温泉水温分别为42。C与34．5。C。

(4)火山岩裂隙含水岩组：系指长城系大洪峪组(安山岩)，侏罗系的南大岭组(玄武

岩)、九龙山组，髫髻山组、后城组和东岭台组(凝灰质砂岩砾岩、安山岩、集块岩、粗安

岩和流纹岩等)等含水地层。出露面积达1562平方公里，表层发育有风化裂隙，风化壳厚度

0．5-10米左右，地下水储存其中，含量较贫。因其透水性差，向深部渗漏量也少，地下迳

流缓慢，加之地表植被一般较好，所以泉水流量虽小，但多数终年不干。共分布泉点286个，

溢流量大于10升／秒的有5个。其中髫髻山组含水地层中泉点最多，占总泉点的2／3以上，其

中流量大于10升／秒的竟占了4个。泉水化学类型一半以上为HCO。7-Ca”一Mg”型、

HC08 7一Ca"-Na‘型和HC03 7一Ca“型。总硬度一般4—14H。。

(5)变质岩裂隙含水岩组：系指太古界片麻岩和其他变质岩含水地层，出露面积达1167

平方公里，表层风化裂隙发育，其风化壳厚度在10-25米左右，地下水主要储存其间，多为

潜水，含水较贫。深部新鲜岩石裂隙很少，可视为隔水层，其潜水面随地形高低而起伏，地

下迳流缓慢，泉水流量甚微。共分布泉点153个，其中流量大于lo升／秒的仅有一个，流量小

于1升／秒的泉约占总数的3／4强。泉水化学类型9／3为HCO。7-Ca”型和HC03 7-Ca"'-Mg“

型。总矿化度一般0．08—0．26克／升，最高0．34克／升，最低0．0625克／升。总硬．度3-9H。。

(6)第四系孔隙含水岩组：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中的孔隙水含水地层，多沿山前坡脚沟

谷分布，都为潜水，常有潜水面，水位变化幅度较大，流量一般不稳定。共有53个泉点。某

些泉点可能还受下伏基岩水和地表水长期补给而流量较大。泉水化学类型有一半为HC03'一

Ca”一Mg”型，总矿化度0．2：E／升左右。

3． 地壳运动和岩浆作用对泉水出露的影响

泉水虽然是地球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产物，但内动力是起主导作用的，在含水地层相似

的条件下，地壳运动和岩浆作用对北京泉水的出露特别是大泉的出露影响明显，地壳运动在

成层岩石中所造成的倾斜构造、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不仅为北京地下水的富集和运移，同

时也为地下水的出露奠定了基础，北京山区大泉的出露，如海淀区的玉泉山泉和黑龙潭泉，

房山县的黑龙关泉、万佛堂泉、马刨泉、甘池泉群和高庄下营泉群，昌平县的九龙泉，延庆

县的珍珠泉，怀柔县的花木泉，平谷县的峨嵋山东沟泉、靠山集东沟泉与黄草洼泉等，均受

到地壳运动的强烈影响所致。岩浆作用所形成的侵入或喷出岩体虽然本身含水贫乏，却往往

构成了其相邻富水地层的阻水边界，北京山区部分大泉的出露就与此有关，如门头沟区的上

清水泉，昌平县的秦城泉，房山县的马鞍泉，怀柔县的莲花池泉、龙潭泉(21号)，四道河

桥边泉(304号)、洞台马莲桥泉(267号)和平谷县的黄草洼泉等。此外，地震作用对泉水

的出露也有所影响，如怀柔的201与203号泉点，曾因1976年唐山地震后，出露点多次发生了

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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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泉水的补给、迳流、排泄和再次入渗

北京泉水来源于地下水，而地下水又是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体入渗补给的，泉水溢出后

即向低处流动形成涧水或溪流，除少量蒸发和被植物吸收以及人为开采外，其余沿途再次入

渗补给自身地层或其他地层(含第四系松散堆积物)或向河系汇集向下游排泄，有的泉水也

就是河水的长期补给源，如房山县南泉水河上游的高庄、下营泉群，大石河中上游的黑龙关

泉和河北泉，门头沟区清水河上游的上清水泉群，怀柔县怀九河的花木泉、怀沙河的洞台马

莲桥泉，顺义县金鸡河上游的金鸡泉等，以及曾经是北京城河湖系统主要供水补给源的玉泉

山泉。解放以后修建了许多拦洪蓄水工程，如库、坝、塘、闸等，除拦蓄汛期的洪水外，主

要是拦蓄泉水，这不仅美化了环境，更重要的是调节了气候，改善了当地附近居民的生活与

生产，促进了山区建设的发展。

5．泉水的动态特征

北京泉水年内流量的动态明显受当年降水多少的影响，因而是一个随机量，表现为雨季

(7-9月)泉水流量增大，雨季过后流量渐减，即使是补给范围广、补给途径长流量稳定的

泉，如房山县黑龙关泉也是这样。近年来因降水偏少，泉水流量也普遍有所减少，枯水季节

常不能自溢，多数依靠泵取。近期由于某些地区人为钻井或开矿大量抽取地下水，这等于加

大了地下水的排泄量，引起了某些含水地层中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导致部分大泉和名泉的断

流，如海淀区的玉泉山泉、黑龙潭泉、温泉村温泉和昌平县的小汤山温泉等，不仅给当地造

成不利影响，而且使部分名胜古迹的风景大为减色。

补给来源较深和流量较稳定的泉，其水温也比较稳定，很接近年平均气温；而补给源浅

的泉水温度受气温影响明显。

北京泉水的水化学成分在丰、枯水期一般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过去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中，受精度和观测路线所限，会有

相当的泉点漏查。近期收集怀柔县水利局的泉点调查资料仅收编了其中流量大于l升／秒的泉

点，其余未收编。其他区县水利局的一部分泉点调查资料因缺少位置或因基本情况太少而没

有编入。

限于泉点的动态(溢流量、泵取量、温度和水质等)长期观测资料太少，此次未进行泉

水溢流量和开采量的计算。

泉水的动态长期观测是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研究地下水均衡的

一种手段，公司今后似应对大泉、名泉和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各种类型泉点进行详细

的调查、试验和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泉水动态长期观测工作，以提供各种可靠的有

关水文地质参数和提高地下水均衡研究程度。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利用新技术新

方法，比如利用航片解译泉点的分布位置，利用氚法追索地下水活动并估算它的运动速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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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京泉志一览表

一类泉 二类泉 共 计
区 县 名 称 注

(个)(个)

城近郊区 9 3l 40

门头沟区 2 224 226

房山县 8 142 150

昌平县 4 70 74

延庆县 4 146 150

怀柔县 1 409 410

密云县 0 229 229

(含顺义县) l O l

平谷县 3 64 67

总 计 32木 131 5 1347 牛见北京市一类泉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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