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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区“地质调查 ＋”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以昭觉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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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广西岩溶动力学
重点实验室／广西岩溶资源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２．广西平果喀斯特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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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系统总结昭觉县地质调查工作，科学揭示昭觉县“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与内涵，已经成
为昭觉县当前地质调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昭觉县区域背景条件及资源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的基础上，以

地层岩性、地貌类型为筛选原则，选取了昭觉县５个典型区进行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形成
了“碎屑岩区山间盆地”“玄武岩区山间盆地”“碎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谷”“碳酸盐岩区侵蚀溶蚀中低山峡

谷”及“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５种典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层岩
性、地形地貌、水资源开发利用及经济发展实践等要素，建立了昭觉县“地质调查 ＋”经济发展模式，并给出
了模式构建路径（ｂａｓ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ｏｃ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ｕｒｐｏｓｅ，简称 ＢＯＭＰ路径）：以地质、水文地质调查为基
础，以市、县政府及其下辖乡镇府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查清资源环境禀赋（以综合条件定产）、科学调配

水资源（以水促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以资源兴产）、用活用好政策（以市场促发展）为主要内容，以促进

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研究结果可为中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

路和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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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质调查 ＋”是指国家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
时期（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及其下属单位在“定点扶贫六县”“乌蒙山片区”

“三区三州”等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

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一条既解决民生、又助力产业发

展的特色扶贫之路［１－４］。由于各重点区域地质调

查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程度、工作方式等

方面差异［５－７］，结合各片区具体成效进行“地质调

查＋”经济发展模式（或特色扶贫模式）的内涵和
特征总结，对进一步开展各片区新时代地质调查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昭觉县曾是“三区三州”５２个深度贫
困县之一［８］，现在仍是 １５０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之一［９］。２０２０年之前，由于历史、自
然、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脱贫攻坚任务相当

艰巨［１０］。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自然资源部在昭觉县
部署实施了“乌蒙山地区水文地质调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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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１１－１２］，完成了昭觉县１∶２５万水文地质和水资
源调 查 ２６９９ｋｍ２、１∶５万 水 文 地 质 调 查
１３５０ｋｍ２、１∶２．５万综合地质调查 ３０ｋｍ２，查清
了昭觉县水资源、优质地下水、优质土壤、地质遗

迹等资源的分布，在严重缺水地区实施引泉供水

示范工程３４处、生态农业示范工程８处，解决了
８０１０人的饮水困难，并为 ３．６万人提供了水资
源保障。深入系统地总结昭觉县地质调查工作，

已经成为昭觉县当前地质调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本文结合昭觉县地质调查与经济发展的

具体实践，系统地总结了“地质调查 ＋”经济发
展模式及其构建路径。

１　研究区概况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偏东，

处于金沙江上游西溪河流域，面积２６９９ｋｍ２，辖１
个镇，４６个乡（图１）。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
拔２１７０ｍ，发育侵蚀低山、侵蚀低中山、侵蚀中山
缓坡地貌、侵蚀中山陡坡地貌、侵蚀溶蚀中低山和

侵蚀堆积平原及山间盆地等地貌（图１）。气候属
于川西高原雅砻江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０．９℃，
年平均降雨量８４６．１ｍｍ。区内地层从东到西依次
发育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二叠系、三叠

１．第四系洪积；２．第四系残坡积；３．白垩系小坝组；４．白垩系飞天山组；５．侏罗系官沟组；６．侏罗系牛滚凼组；７．侏罗系新村组；８．侏罗系
中益门组；９．三叠系白果湾组；１０．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三段；１１．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二段；１２．中二叠统阳新组；１３．泥盆系曲靖组；
１４．泥盆系下统；１５．下志留统；１６．志留系龙马溪组；１７．奥陶系宝塔组；１８．下奥陶统龙马溪组；１９．寒武系娄山关组；２０．白垩系天马山组；
２１．侏罗系蓬莱镇组；２２．侏罗系遂宁组；２３．侏罗系沙溪庙组；２４．侏罗系自流井组；２５．三叠系须家河组；２６．中二叠统雷口坡组；２７．三叠
系东川组；２８．上三叠统；２９．二叠系宣威组；３０．地层界线；３１．角度不整合界线；３２．平行不整合界线；３３．岩相界线；３４．地层产状；３５．性
质不明断层；３６．推测断层；３７．正断层；３８．逆断层；３９．平移断层；４０．断层倾角；４１．杏仁状玄武岩；４２．河流；４３．县界

图１　昭觉县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Ｚｈａｏｊｕｅ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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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和第四系，其中中二叠

统阳新组（Ｐ２ｙ）、中三叠统雷口坡组（Ｔ２ｌ）、上侏罗
统牛滚凼组（Ｊ３ｎ）为主要的碳酸盐岩地层，上二叠
统峨眉山玄武岩（Ｐ３ｅｍ）为主要的岩浆岩地层，上三
叠统白果湾组（Ｔ３ｂｇ）、上三叠统须家河组（Ｔ３ｘｊ）、中
侏罗统沙溪庙组（Ｊ２ｓ）、下白垩统飞天山组（Ｋ１ｆ）、下

白垩统小巴组（Ｋ１－２ｘ）为主要碎屑岩地层
［１３］（图１）。

区内断裂发育，且以ＳＮ向断裂为主，代表性的有四
开伊林断裂、木佛山断裂、热克断裂等。

昭觉县水资源总量２６．６５亿ｍ３，其中地下水天然
补给资源量为４．０４亿ｍ３／ａ、地下水可开采资源量为
１．９８亿ｍ３／ａ［１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东部和中

部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西部地区水资源紧缺。从

水质上看，昭觉县地下水以Ⅰ类、Ⅱ类、Ⅲ类为主
（占总监测点的７４．１４％），仅局部存在 ＩＶ类、Ｖ类
水，主要污染指标有 Ｆｅ３＋、Ｍｎ２＋、Ａｌ３＋和 ＮＨ＋４。目
前已发现９处优质锶型地下水和６处富偏硅酸型
地下水，分布面积分别为２６９ｋｍ２、７９ｋｍ２（图２）；
发现母岩为 Ｔ３ｂｇ、Ｐ３ｅｍ

２、Ｐ３ｅｍ
３的３个地层表层土

壤硒含量达到富硒土壤标准（０．２５ｍｇ／ｋｇ），三者分
布面积分别为１０４．５ｋｍ２、４１０ｋｍ２、３２９．７ｋｍ２，主
要分布在昭觉中部的金曲乡、库依乡、色底乡、树坪

乡、大坝乡、塘且乡、久特洛故乡一带以及昭觉东部

的哈甘—龙沟—甘多洛古一线［１４］。

图２　昭觉县富锶和富偏硅酸地下水分区
Ｆｉｇ．２　Ｚｏｎ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ｒｉｃｈ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ｒｉｃｈ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ＺｈａｏｊｕｅＣｏｕｎｔｙ

２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

为了揭示地质调查支撑下的昭觉县水资源开

发利用方式及经济发展特征，以地层岩性、地貌类

型为筛选原则，选取三大岩性（碎屑岩、玄武岩、碳

酸盐岩）、四大地貌（山间盆地、侵蚀中山、侵蚀溶蚀

中低山、侵蚀低中山）组合下的５个典型区（洒拉地
坡盆地、竹核盆地、特布洛乡、哈甘乡、金曲乡）（图

３）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形成
了“碎屑岩区山间盆地”“玄武岩区山间盆地”“碎

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谷”“碳酸盐岩区侵蚀溶蚀中

低山峡谷”“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５种典型
模式。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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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个典型区位置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ｆｉｖ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ｓ

２．１　碎屑岩区山间盆地模式
碎屑岩区山间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

模式典型区为洒拉地坡向斜盆地，该盆地位于昭觉

县西部，近ＳＮ向展布，面积１６．３４ｋｍ２（图３）；总体
地势东西高、中部低，北部高、南部低，海拔２６２０～
２７５０ｍ，两侧山体顶部与盆地中部河谷地形高差近
１３０ｍ；近ＳＮ向展布的西洛河从盆地中部贯穿，东西
两侧山体另有十余条支沟汇入盆地中的西洛河；周

边山体出露小坝组一段（Ｋ２ｘ
１）钙质粉砂岩、泥岩组

成，含水层连续性较好，补给范围较广，宽缓地形和

２０°～３０°岩层倾角有利于地下水向向斜核部运移，在
向斜核部赋存有丰富的孔隙裂隙层间水。结合洒拉

地坡向斜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及现有的产业布

局，建立了碎屑岩区山间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

济发展模式：盆地两侧山体上部中草药种植－山体
中部传统农作物种植－山体下部松树林菌类套种－
盆地中大棚高效农业种植（图４）。该模式充分发挥
洒拉地坡盆地西连西昌、南接布拖县、东靠昭觉县城

图４　碎屑岩区山间盆地模式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ａｒｅａ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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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位优势，通过拦蓄西洛河地表水资源，抽提

盆地砂岩含水层承压水，蓄引周边山泉水，实现

高效利用盆地区地表 －地下水资源；通过种植
耐寒、耐旱的云香木等中药材，有效利用两侧山

体上部的闲置区域；利用两侧山体中部坡度较

大、集约化利用率不高的特点，继续进行传统农

业种植，保障两侧山体中部传统农业种植面积；

结合区域气候条件和海拔条件，筛选适用于高海

拔松树林种植的食用菌，提升山体下部松树林经

济效益；利用盆地区域平坦开阔、交通便利，通

过大棚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瓜果，扩大盆地平

坦区经济价值。

２．２　玄武岩区山间盆地模式
玄武岩区山间盆地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

展模式典型区为竹核盆地，位于昭觉县东北部，处

于竹核乡、阿并洛古乡两乡交汇地带，顺地层走向

呈ＮＮＷ—ＳＳＥ向展布，面积１６．０５ｋｍ２（图３）。总
体地势西、北、南高，东低，海拔 ２０００～２３００ｍ。
区内地层岩性主要以块状玄武岩为主，河流主要有

ＥＷ向的牛洛河、哈啦党拉打河，以及 ＳＮ向的打拉
古洛河，其中牛洛河和打拉古洛河是哈啦党拉打河

的两个支流［１５］。在盆地东侧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

组二段（Ｐ３ｅｍ
２）内，发育大温泉和小温泉，其出露高

程分别为１８９２ｍ、１９６８ｍ。
结合竹核盆地区位条件、地质结构条件、土壤

条件以及现有的产业布局，提出了玄武岩区山间盆

地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为：盆地两侧

山体中上部封山育林）－山体下部温泉开发和传统
农作物种植－盆地中部大棚高效农业种植和传统
水田种植（图５）。该模式充分发挥竹核盆地紧挨
昭觉县城的区位优势以及自身的温泉资源优势，通

过对山体中上部封山育林，有效保证温泉补给区水

质、水量不受人类活动影响；通过拦蓄提引牛洛河

地表水资源，蓄引玄武岩山泉水资源，实现高效利

用盆地区地表 －地下水资源；继续推进山体下部
旱地、盆地中部水田传统农作物种植，保障传统农

业种植面积，发挥昭觉粮仓的作用；通过引进适合

的鱼苗进行温泉水养殖，打造富锶、偏硅酸矿泉水

图５　玄武岩区山间盆地模式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ｂａｓａｌｔ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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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提升温泉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利用盆地中部

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优势，实施附加值更高的大棚

经济，扩大盆地经济价值。

２．３　碎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谷
碎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谷水资源开发利用与

经济发展模式典型区为特布洛乡，该乡位于县境东

部，面积 ８７．４ｋｍ２（图 ３）。区内高程 １６００～
２７００ｍ，地层从老到新依次有下三叠统（Ｔ１）、中三
叠统雷口坡组（Ｔ２ｌ）、上三叠统须家河组（Ｔ３ｘｊ）。根
据特布洛乡水土资源分布特征、气候与交通条件以

及现有的产业布局，提出了碎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

谷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高海拔区山

体上部中药材种植 －山体中上部地形起伏区牛羊
马畜牧业养殖 －山体中下部缓坡处人工牧草种

植－山体下部陡坡处传统农业种植 －河谷地带富
锶矿泉水开发（图６）。该模式充分发挥特布洛河
河谷地带地下水富锶优势和吉子纳乌村高海拔山

区气候、地形优势，通过扩泉引水、建坝拦蓄分散排

泄泉水，实现地表－地下水资源联合调蓄；通过种
植耐寒、耐旱的云香木等中药材，有效利用山体上

部的闲置区域；通过筛选引进抗寒性强、产量高的

黑麦草、鸭茅草、紫花苜蓿等高效优质牧草与本地

优势草种尼泊尔蓼草套种，对４００亩 草场采取单

播、混播方式进行科学配比，不仅提升了草地载畜

量，还促进了本地优势草种的快速生长，扩大山体

中下部缓坡区域经济价值；利用山体下部坡度较

大、集约化利用率不高的特点，继续进行传统农业

种植，保障了传统农业种植面积。

图６　碎屑岩区侵蚀低中山河谷模式
Ｆｉｇ．６　Ｌｏｗａｎｄｍｉ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ａｒｅａ

２．４　碳酸盐岩区侵蚀溶蚀中低山峡谷模式
碳酸盐岩区侵蚀溶蚀中低山峡谷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典型区为哈甘乡，该乡位于昭

觉县东北部，面积４５．２６ｋｍ２（图３）。区内一般高
程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ｍ，相对高差３００～８００ｍ；留筒河
于乡域北部先由西向东径流，再于乡域东部由北向

南径流。区内地层从老到新依次有下奥陶统龙马

溪组（Ｏ１ｌ）、中二叠统阳新组（Ｐ２ｙ）、上二叠统峨眉
山玄武岩组（Ｐ３ｅｍ）。

根据哈甘乡水土资源分布特征和气候、交通

条件以及现有的产业布局，提出了碳酸盐岩区侵

蚀溶蚀中低山峡谷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

１亩＝０．０６６７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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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河谷两侧山体上部封山育林 －山体中部陡坡
果树种植－山体中部缓坡处高效农业种植 －山体
下部传统农业种植 －河谷地带旅游开发（图 ７）。
该模式通过充分发挥留筒河峡谷风光资源优势和

区域气候优势，打造峡谷风光旅游产业，提升峡谷

风光资源的价值；通过拦蓄留筒河地表水资源，蓄

引周边山泉水和支沟地表水，实现高效利用低山峡

谷区地表－地下水资源；通过对山体中上部封山

育林，有效提升山体上部水源涵养能力，有效保证

水资源补给区不受污染影响；选取适合海拔中等、

日照充裕条件的火龙果、苹果等果树类型，提升山

体中部陡坡区的经济效益，控制陡坡区的水土流

失；通过大棚种植附加值更高的蔬菜瓜果，扩大山

体缓坡区域经济价值；继续推进山体下部旱地传

统农作物种植，保障传统农业种植面积和区域居民

粮食供给。

图７　碳酸盐岩区侵蚀溶蚀中低山峡谷模式
Ｆｉｇ．７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ａｎｙ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ａｒｅａ

２．５　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模式
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水资源开发利用与

经济发展模式典型区为金曲乡，该乡位于昭觉县西

北部，面积４６．５ｋｍ２（图３）。区内一般高程２６００～
３３００ｍ，相对高差３００～７００ｍ。金曲河近 ＳＮ向从
乡域中部穿过，受金曲河及其支沟强烈切割剥蚀，形

成了“东西高、中部低”“北部高、南部低”的地貌特

征。区内地层从老到新依次有二叠系阳新组（Ｐ２ｙ）、
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Ｐ３ｅｍ）、三叠系白果湾组
（Ｔ３ｂｇ）、侏罗系益门组（Ｊ１－２ｙ）、新村组（Ｊ２ｘ）、牛滚凼
组（Ｊ３ｎ）、牛滚凼组（Ｊ３ｎ）、白垩系飞仙山组（Ｋ１ｆ）。

结合金曲乡水土资源分布特征和气候、交通条

件，提出了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具体内容为：河谷两侧山体上

部中草药种植－山体中部富硒农作物药材轮作－山
体下部畜牧养殖和传统农业种植（图８）。该模式通
过充分发挥富硒土壤资源、畜牧业历史悠久的优势，

打造现代化畜牧业和富硒农产品，提升山体下部牧

草区和中部传统农业经济效益；通过拦蓄提引金曲

河地表水，蓄引山泉水，实现高效利用中山河谷区地

表－地下水资源；通过种植耐寒、耐旱的云香木、党参
等中药材，有效利用两侧高海拔山体上部的闲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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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灰岩；２．粉砂岩；３．泥岩；４．石英砂岩；５．玄武岩；６．砂砾石；７．地层代号；８．断层及其编号；９．河流；１０．引水管；１１．下降泉；１２．蓄

水池；１３．富硒元素；１４．第四系全新统洪积层；１５．阳新组；１６．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１７．上三叠统白果湾组；１８．中三叠统雷口坡组；

１９．下三叠统嘉陵江组；２０．下三叠统铜街子组；２１．下侏罗统—中侏罗统益门组；２２．中侏罗统新村组；２３．上侏罗统牛滚凼组；２４．下白

垩统飞仙山组

图８　多岩性组合区侵蚀中山河谷模式
Ｆｉｇ．８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３　昭觉县“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

３．１　昭觉县“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内涵

类比“经济发展模式”概念［１６］，可以将“地质调

查＋”经济发展模式定义为：以地质调查为基础，
围绕国家或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对特色农业发展、

饮水安全、供水保障、绿色矿业、特色旅游业等方面

的需求，形成的一条既完成地质调查目标、又助推

地方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

对昭觉县“洒拉地坡盆地”“竹核盆地”“金曲

乡”“哈甘乡”“特布洛乡”等５个典型区域水资源
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以拦 －蓄 －提 －引为主要内容的地表 －地下水资
源一体化调蓄是昭觉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特

征，地形地貌不同部位的立体化种植、差异化产业

布局是昭觉县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据此，结合地

层岩性、地形地貌、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产业实践等内

容，可以建立昭觉县”地质调查 ＋”经济发展模式。
该模式涉及到碎屑岩、玄武岩、碳酸盐岩三大岩性分

区，每个分区可以开展４种方式的水资源开发利用
（拦、蓄、提、引）和４大类经济产业布局（高效农业
区、传统农业区、牧业开发区、资源开发区）。

３．２　“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路径
进一步对昭觉县“地质调查 ＋”经济发展模式

（图９）进行解剖，发现其可以通过 ＢＯＭＰ路径进
行构建（图１０）：Ｂ（Ｂａｓｉｃ，基础），即以地质、水文
地质调查为基础；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导向），即以市、
县政府及其下辖乡镇府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Ｍ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主要内容），即以查清资源环境禀
赋—以综合条件定产、科学调配水资源—以水促

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以资源兴产、用活用好政

策—以市场促发展为主要内容；Ｐ（Ｐｕｒｐｏｓｅ，目
的），即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上述

ＢＯＭＰ路径中涉及到的 ４项主要内容，具体内涵
分４个方面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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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昭觉县“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
Ｆｉｇ．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ＺｈａｏｊｕｅＣｏｕｎｔｙ

图１０　“地质调查＋”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路径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１）查清资源环境禀赋———以综合条件定产。
地质、水文地质调查就是要查清水资源、土壤资源、

地质遗迹资源、矿产资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揭示

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及其特征，掌握区域地形地貌、

气候特征，实现了摸清山－水－林－田 －湖 －草资
源家底的基本任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资

源开发利用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为后续产业布局

和城镇建设奠定了基础。

（２）科学调配水资源———以水促产。在查明水资
源环境禀赋的前提下，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与需求，

在空间上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配，保障重点产业和群

众生活用水安全。对不同地貌区提供不同的水资源开

发利用模式。其中含水层富水性弱或天然露头少的地

区，要对地表水资源进行拦蓄利用，必要时通过钻井抽

水补充；富水性中等的地区，可以实施地表、地下水资

源联合利用，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富水性强的地区，

可以直接利用地下水资源，节约工程建设成本。

（３）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以资源兴产。除了
科学高效利用水资源外，还需充分利用土壤资源、

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因地制宜、科学调整产业结

构，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协调和统一。例

如，有富硒土地资源的区域，可以优先发展富硒农

产品；有旅游资源的区域，可以科学布局旅游业及

其配套产业；有温泉、富锶、富偏硅酸水资源的区

域，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造一体化产业布局。

（４）用活用好政策———以市场促发展。在产业
布局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及时学习和领会国家的

优惠政策，积极引进相关企业入驻；另外，要对周

边市场需求有一个摸底，及时调整好产业布局，通

过紧跟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和农民创收。

４　结论

（１）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下，乌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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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水文地质调查充分发挥地质调查支撑服务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专业优势，通过开展地质、水

文地质调查，摸清了昭觉县资源环境基本特征，为

昭觉县经济发展提供了信息支撑。

（２）对洒拉地坡盆地、竹核盆地、特布洛乡、哈
甘乡、金曲乡等５个典型区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
发展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昭觉县”地质调

查＋”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涉及到碎屑岩、玄武
岩、碳酸盐岩三大岩性分区，每个分区可以开展４
种方式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拦、蓄、提、引）和４大类
经济产业布局（高效农业区、传统农业区、牧业开发

区、资源开发区）。

（３）“地质调查 ＋”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构建
路径为 ＢＯＭＰ路径：以地质、水文地质调查为基
础（Ｂ），以市、县政府及其下辖乡镇府经济发展需
求为导向（Ｏ），以查清资源环境禀赋—以综合条
件定产、科学调配水资源—以水促产、高效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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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主要内容（Ｍ），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为
主要目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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