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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抗旱井定井论证方法

王宇1，彭淑惠1，王梓激2，王裕琴1

(1．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云南昆明6j02l 6；2．佐治亚理工学院．亚特兰大)

摘 要：云南抗旱井的水文地质论证工作可分为区域规划、圈定富水块段、确定井

位、钻进过程分析4个步骤。根据云南的水文地质特征，抗旱井的论证首先结合

含水层类型和区域地貌格局做好区域规划论证 只有充分考虑地下水的宏观

分布格局才能保证全省性抗旱找水钻井的基本成功率。在确定具体井位时．首先

要综合论证水文地质单元的补给、径流、排泄分区，汇水地貌和储水构造条件．圈

定富水块段作为找水“靶区”；然后深入分析微地貌组合形态、小微型构造特征、地

下水活动痕迹、地下水开发技术条件．并辅以多个拟选井位的物探工作．最终比较

优选井位。在钻进过程中．水文地质编录和分析对于及时指导钻孔处理或移动孔

位．避免浪费钻探进尺，保证抗旱井较高成井率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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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至今，云南四年连旱，云南省国土资源

厅组织了抗旱救灾地下找水行动。2010年度钻井

1 009口(钻孑L有水且受灾群众接收即可成井)，成功

率为92．4％～1，建成暗河提水T程11座。2011年

度钻井369口(成井标准明确为单井涌水量不低于

50 m3／d)，成功率85．64％，建成暗河提水工程10

座。2013年抗旱打井延续，已钻井170口，成功率

94．7％。通过大量的钻井，不仅累积了丰富的抗旱

打井_T作经验，也深化了我们对云南水文地质条件的

认识。本文系统地总结了云南抗旱井定井的水文地

质论证方法和步骤，以期更好地指导今后的抗旱找水

T作，也为有关的水文地质T．作提供借鉴。

l 抗旱井的水文地质论证方法

云南抗旱井的水文地质论证方法，坚持从宏观到

微观、循序渐进的水文地质丁作基本程序，使抗旱打

井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成功率。具体可分为4个基本

步骤(图1)：

匝圃一医垂薹委圈一匿圃一匝垂亘亟甄
图l 云南省抗旱井定井论证步骤

Fig．1 The studied process of drought resisting

wells locating in Yunnan Province

以下按上述步骤逐一论述抗旱井水文地质论证

的方法和主要内容。

1．1 区域规划

做好区域规划论证，是从全局上取得良好的打井

成效的必要前提。就高原山区水文地质特征来说，区

域规划论证主要依据影响地下水宏观分布及赋存特

征的含水层类型及开发技术条件、区域地貌格局两大

因素一2，重点论证地下水的开发技术条件、可开采资

源潜力，选择适宜的开发方式，计划部署恰当的T程

量。规划论证主要利用1：75万综合编图、1：20万

区域地质调查、1：20万水文地质普查、1：5万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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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文地质调查等工作成果，与各县(市、区)上报

的应急供水需求点进行对比论证。经论证列为可行

的点，纳入规划，以县(市、区)为单元编制实施计划。

1．1．1 含水层类型

云南省地质条件复杂，不同的岩层交错分布，因

此含水层类型多变，区间差异较大(图2)。不同的含

水层类型，水文地质特征及开发技术条件存在着显著

的差异。因此，规划论证首先应分析已有资料，确定

各干旱区域的主要含水层类型，分析其特征，评价地

下水资源潜力，确定适宜的地下水开采方式。

孔隙含水层以河湖相松散沉积层为主，主要分布

在山间盆地、宽谷底部等坝区，分布面积1．93×101

km2，占全省面积的4．9％。地下水埋藏浅，含水均

匀，打井成功率高。但孔隙含水层常与建筑群、基本

农田分布区相一致，且卫生防护条件差，所以一般水

质污染严重，加上前人所打取水井，已经造成孑L隙水

水位持续下降，所以抗旱井涉及孔隙水的比例极低。

只在宾川、祥云等人口比较密集、旱灾尤其严重的盆

(谷)地区有所布置，这些抗旱井的开采，明显加剧了

孔隙水水位的持续下降。

抗旱救灾主要寻找和钻井开采岩溶水和裂隙水。

岩溶含水层以碳酸盐岩层为主，主要分布于东经

102。以东、元江以北的滇东片区。以及滇西北、滇西

保山至沧源片区。碳酸盐岩分布面积11．09×10‘

km2，占全省面积的28．15％。岩溶含水层有较大的

储水空间和透水通道，单井出水量大多数可达200～

1 000 m3／d，是云南富水性最强、可开采量丰富的含

水层类型，也是近年抗旱打井优先考虑的含水层类

型。但含水层富水性不均匀，布井风险较大，适宜深

井开采，所布置的抗旱井井深一般为150～300 m。

图2 云南省含水层类型分布图

I 10．! 1)卜、ll‘11)⋯⋯I()f¨1【-川I】m f⋯Ⅵ|¨I⋯1 I’¨)＼11⋯

1．孔隙含水层；2．岩溶含水层；3．碎屑岩裂隙含水层；4．变质岩裂隙含水层；5．火成岩裂隙含水层；6．湖刑；7．深入断裂；8．重要城¨J

裂隙含水层以碎屑岩、火成岩、变质岩中的非可

溶硬质脆性岩层为主，全省均有分布，在除岩溶石山

区外的滇中、滇西地区大面积连片分布，出露面积为

26．38 x 101 km 2，占全省面积的66．95％。层间裂隙

含水层、断裂含水带、风化裂隙含水层普遍存在。构

造裂隙含水层一般单井涌水量60～300 m3／d，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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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开采；风化裂隙含水层大多数单井出水量仅10

～50 m3／d，较适宜浅井开采[3|。红层含水层因常常

含有盐类矿物，水质不良，主要布置浅井开采风化裂

隙水，井深一般不超过70 m。

1．1．2 区域地貌

云南高原新构造运动强烈，由于差异上升、断裂

作用和强烈的流水侵蚀，高原被侵蚀切割为山峦波状

起伏的高原面、高耸的山脉与深切河谷相间分布的宏

观地貌，由此也控制了地下水的宏观分布格局。因

此，在规划论证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这样才能

保证全省性抗旱找水钻井的基本成功率。

云南高原面，主要指宾川、祥云、楚雄、昆明、曲

靖、玉溪一带的澜沧江、金沙江、元江、南盘江之间的

河间现代高原面(图3)。高原面平均海拔2 ooo m

左右，山峦起伏，其间镶嵌着盆地、浅切割河谷。大地

构造分区属扬子准地台，地层产状平缓，主要为碳酸

盐岩与碎屑岩相间出露，红层、玄武岩分布较广。岩

溶分异作用弱，裂隙含水层(带)广布，即使是在山地

丘陵区富水性亦较为均匀。山间盆地、河谷区多为地

下水排泄区(带)。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后，经过短途

径流，向附近盆地或河谷排泄，形成诸多大泉和富水

块段。2010一2012年在楚雄州红层盆地及丘陵山区

钻井428口，成井412口，成功率96．26％。其中浅

井381口，深井31口；单井涌水量≥100 m3／d的40

口，单井涌水量<100 m3／d的372口。在昆明市溶

丘和石林垄岗地区钻井16口，成井16口。其中浅井

7口、深井9口；深井单井涌水量36～580 m3／d，浅井

单井涌水量33～92 m3／d。高原面内的岩溶断陷盆

圈t[]：[]，[]·[]s囫s医蛰，田s圃，
图3云南高原宏观地貌图

Fig．3Ⅳ【acroscopic geomorphologic of Yunnan plateau

1．极高山，>5000m；2．高山，3500～5000m；3．中山，looo～3soom；4．低山，<1000“；5．滇中高原面；6．峡谷；7．河流；8．重要城市；9．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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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4]，岩溶发育尤为均匀，地下水汇集，含水层富水

性较强且均匀[5]。最典型的如昆明盆地‘6I，至今累

计打了3 000多口勘探孔和开采井，涌水量大于200

m3／d的比率高于85％。这样的地下水赋存特征，主

要布置深井开采地下水。

高原斜坡地带为上述高原面外围中深切割的大

江大河谷坡地带。如滇东北的昭通市大部、昆明市北

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大部属金沙江右岸河谷斜坡

地带；曲靖市东南部、红河州北部、文山州大部属北盘

江、南盘江河谷斜坡地带；楚雄州南部、普洱市北部、

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文山州南部属红河上游河

谷斜坡地带等。高原斜坡地带坡降较大，侵蚀、溶蚀

作用强烈。含水层富水性不均匀，地下水埋藏较深，

循环交替快，含水层储存调节功能弱，动态变幅大[7]。

岩溶区地下溶洞规模及数量均较大，地下河发育。在

这些地带，岩溶区主要寻找存在隔水悬托层的断块、

褶皱储水构造布置深井及利用暗河天窗提水开采岩

溶水；弱透水的碎屑岩、火成岩、变质岩分布区主要布

置浅井开采风化裂隙水。典型区如滇东南岩溶区，为

总体向红河、左右江倾斜的高原斜坡，主要属华南褶

皱系，旋卷构造作用强烈，次级褶皱断裂发育，以中生

界和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分布最广[8]。该区岩溶发

育不均匀[9]，地下水以溶洞管道流为主，钻井成功率

低：2010年钻16口深井，成井10口，成功率62．5

％；2012年钻30口深井，成井18口，成功率60％。

这样的地区主要适宜于开发地下河。在文山州探测

暗河48条，选择建成2l座暗河天窗提水工程。这些

区域岩溶断陷盆地富水性变化也较大，以泸西盆地为

例，外围岩溶石山地下水补给区，含水层富水性极不

均匀；盆地底部覆盖型岩溶区上游，含水层富水性较

均匀，岩溶水近似水平二维扩散流，钻井成功率大于

90％，单井平均涌水量410．95 m3／d；但盆地下游岩

溶水转变为向小江河谷集中径流的三维管道流，水位

埋深由小于20 m陡变到大于100 m。在下游段施工

的10多口浅井，揭露基岩后，上覆孔隙潜水漏失，均

为干孔，这样的地带，布置抗旱井较少。

云岭、哀牢山、无量山、横断山脉等高、中山区，主

要属三江褶皱系，深大断裂发育，侵入岩、变质岩广

布。这些地区山高谷深，储水条件差，形不成大面积

的含水层，一般不适宜大量布置钻井取水。但由于不

同的岩层、岩体在空间上的错落分布，在一些宽缓岭

坡地带、剥蚀面、溶蚀台面之上、盆(谷)地中，也有底

部为隔水岩层或岩体悬托的上层滞水含水层。此类

含水层处在干旱缺水的岭坡上，是解决山区人畜饮水

困难的主要水源。如个旧的老厂、卡房矿区，位于元

江与南盘江的分水岭上，南距元江20 km，高差1 900

～2 533 m，北距南盘江流域的蒙自盆地15 km，高差

745～1 460 m，地表广泛分布三叠系中统个旧组碳酸

盐岩，呈峰丛洼地地貌，落水洞、竖井随处可见，严重

干旱缺水。但地下分布着巨大的花岗岩体(埋深150

～600 m)，成为上覆岩溶含水层的隔水底板，在花岗

岩体顶面呈盆、槽状的凹形地段，形成岩溶上层滞水

含水层。老厂矿区采矿坑道揭露的岩溶管道涌水量

为3 600～159 848 m3／d，用其解决了大部分矿区的

生产生活用水。哀牢山脉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

民谚，著名的元阳梯田终年有水侵泡，水源就是侵入

岩、变质岩风化裂隙上层滞水。丽江三古村一带金沙

江河谷两侧高于江面100～1 100 m的河谷斜坡上，

玄武岩风化裂隙含水层中出露多个流量0．11～1．46

L／s的泉点。在云县慢卡村高于澜沧江江面390～

800 m的山岭上，在三叠系变质岩风化裂隙含水层

中，打出了涌水量大于5 m3／d的应急供水浅井。

1．2圈定富水块段

所谓富水块段指在有利于地下水富集的水文地

质、地形地貌条件下形成的，含水层富水性较强且比

较均匀的三维储水地块。基岩地下水的赋存特征除

了受地层层位的控制，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水文地质单

元边界条件及规模，补给、径流、排泄分区。因此，对

水文地质单元的划分和调查分析，是掌握地下水形

成、运动、赋存过程和规律，圈定富水块段的必要途

径。云南高原强烈的构造运动和侵蚀切割，形成了诸

多相对独立的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单元[10|。1：

20万水文地质普查和1：5万水文地质调查所划分

及评价的水文地质单元，是指一个完整的地下水补、

径、排单元，就客体来说，等同于地下水系统、岩溶流

域。按照一般规律，存在越流边界，规模较大的水文

地质单元，地下水可开采资源潜力较大。且只有在地

下水的径流、排泄区或良好的储水构造条件下，才能

找到适宜钻井取水的富水块段。圈定富水块段就相

当于确定找水“靶区”，通过富水块段圈定、评价可开

采资源潜力，以此为依据初步确定布井地段及开采工

程数量[1川。云南省l：20万水文地质普查初步圈定

了地下水露头明显的富水块段；1：5万水文地质调

查，又细化了富水块段边界。在已作过1：5万水文

地质调查的地区，富水块段论证主要通过综合研究已

有成果资料进行，需要时补充适当的野外踏勘。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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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1：5万水文地质调查的地区，则需通过野外水

文地质单元划分和调查分析来圈定富水块段。

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变化最明显的是岩溶水，其特

征能够反映基岩地下水运动及富集的一般特征，在此

通过岩溶水文地质单元分析，说明圈定富水块段的工

作内容和依据。首先是认识水文地质单元边界、降水

补给面积、越流边界、侧向补给断面特征，评价可开采

资源量，了解现状开采量，确定可开采资源潜力。其

次是进行补给、径流、排泄分区论证。就同一碳酸盐

岩地层而言，在岩溶山地补给区，分异溶蚀作用强烈，

地下以垂直管道为主，储存调节能力弱，水位流量季

节变化剧烈，到旱季储存量和径流量很小。从全年来

看，补给区的地下水主要是“过路水”，所谓岩溶含水

层实质上主要是透水层。因此，岩溶山地补给区一般

不适宜钻井取水。在岩溶槽谷、溶丘台地等径流区，

岩溶导储水空间过渡为洞管隙系统，较为平缓的溶洞

管道流及溶隙扩散流并存，基本具备含水层的特征，

此类地区往往存在诸多储水构造，形成较大规模的富

水块段。如昆明白邑、泸西白水、丘北的老虎冲等盆

地上游岩溶槽谷中，钻井成功率可达70％以上。到

了盆地底部、谷地底部等径流、排泄区，可溶岩地层长

期处于饱水带中，地下水溶蚀作用持续时间长，岩溶

发育相对均匀，水文地质特征等效于多孔介质，碳酸

盐岩分布范围基本都可圈定为富水块段，一般钻井成

井率超过了90％。裂隙水或其它混合类型的基岩地

下水同样具有这些特征，但分区变化较岩溶水和缓，

地下水的埋藏分布受岩层层面及不同岩性地层的组

合形式、地质构造控制更加明显。

另外，高原间歇性隆升导致垂向上岩溶成层发

育[1 2】，这对于岩溶水的赋存影响也很大，使得在大厚

度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水文地质单元的底界难以确

定。如位于高原面边缘的石林县普豆村抗旱井，深度

200．16 m，揭露的均为P。m中厚层状碳酸盐岩地层，

存在三层岩溶含水层，上层埋深53．97～61．33 m，溶

蚀裂隙发育，水位埋深15 m左右；中层埋深140～

150 m，发育溶蚀裂隙及溶蚀小孔，水位埋深56 m；下

层埋深154～158 m，高程与下游暗河出口基本一致，

溶蚀裂隙发育，水位埋深56．79 m；从附近钻探资料

看，200 m以下依然有岩溶含水层存在。在确定钻井

深度时，必须把握这种垂向变化。一般岩溶水文地质

单元内饱水带的水位埋深基本接近大泉、暗河出口水

位，大泉、暗河出口相当于地下水的流域排泄基准。

位于流域饱水带之下的岩溶含水层，含水量稳定而丰

富，水质优良；饱水带之上具上层滞水性质的古岩溶

含水段，集水面积有限，储存水量较小[1 3|，但这类含

水层分布高、埋藏浅，对位置较高的农村，具有开采价

值。钻井开采古岩溶含水段时不能打穿下伏相对隔

水的悬托层，否则将造成上层岩溶水的漏失。如沾益

县播乐镇抗旱井，所处溶蚀台地覆盖红粘土厚10．5

m，下伏上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气动潜孔锤钻井，

钻进至59 m时，井口开始自流涌水，并且随着钻进

涌水量不断增加，但继续钻进至73．1 m时，掉钻1 m

左右，打到了下层溶洞，井中水位完全消失。堵漏处

理后，测得静止水位埋深16．2 m，未能恢复原状。师

宗县丹凤村抗旱井，所处溶丘槽谷覆盖红粘土厚

21．8 m，下伏中生界碳酸盐岩地层。气动潜孔锤钻

井，钻进至33．5 m时，井口开始自流涌水，但继续钻

进至41．6 m时，掉钻o．2 m左右，打到了下层溶隙，

井中水位完全消失。堵漏处理后，测得静止水位埋深

24 m，也未能恢复原状[14]。

1．3确定井位

在高原山区，即便是在富水块段这样的“靶区”

中，受地貌及构造的影响，含水层富水的不均匀性依

然很突出，在数米的距离内打出干井与单井涌水量每

日数百立方米出水井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具体井

位的最终确定，还得依据野外观测研究微地貌组合形

态、小微型构造特征进行判定，这一阶段野外观测的

精度应达到1：1万以上。

1．3．1 地貌组合

地貌组合形态，对其中地下水的运动及赋存特征

具有规律性的反映[1 5|。如在岩溶谷地中，若存在孤

峰或残丘，围绕孤峰或残丘附近，往往岩溶水较为富

集。建水县朱家寨处在岩溶槽谷的出口地段(图4)，

槽谷上游走向大至近东西向。槽谷长7．5 km，宽0．1

～1．5 km，切割深度10～50 m。槽谷底部平缓，出口

的前端存在一座岩溶残丘。该槽谷的北、西、南三面

属岩溶低山丘陵洼地，有利于降水下渗补给岩溶水，

岩溶水向地势低缓的槽谷区径流，在槽谷前端岩溶残

丘较完整岩体的阻挡下形成富水块段。定于岩溶残

丘下的钻井，井深120．64 m，水位埋深10．21～36．69

m，单井涌水量1 920．0 m3／d。又如盆地或河谷边缘

规模较大的山间谷地，有利于地下水汇集，同时由于

谷地多为断裂作用比较强烈的地带，因此含水层裂隙

发育，富水性较强，成并率很高。宾川大坝子完小地

处山间盆地边缘发育的宽谷缓坡上，校园内钻井深

202 m，揭露砂岩层间裂隙含水层，水位埋深21．67～

26．02 m，降深31．89 m，涌水量134．0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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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碳酸盐岩；2．松散土层；3．钻孔，右为流量(m。／d)；4．岩组类型界线；5．岩溶槽谷

类似的规律性特征组合形态较多。如碳酸盐岩

区沿洼地、谷地中古地表径流的遗迹线，地下往往岩

溶管道发育，形成岩溶水强径流带。碳酸盐岩或硬脆

的非可溶岩区两条沟谷交汇的地带，往往地下水汇水

面积较大，也常是断裂交汇处，岩溶空隙或构造裂隙

发育强烈，地下水径流量较大；在谷地中凹湾相对的

宽缓地貌，往往是在较宽的构造破裂带基础上，由强

烈的溶蚀或侵蚀作用所形成，故含水层富水性较强，

含水比较均匀。盆地边缘砂泥岩互层的同向缓坡，上

游有补给，下游存在阻水断层或土体，层间裂隙水较

丰富等等。在不同地区工作过的水文地质专家，积累

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性认识，在抗旱井定井论证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1．3．2储水构造

要找到可供开发地下水的井位，除了寻找有利的

地貌组合形态，还必须研究具体的储水构造特征。特

别是在高原山区，对于一个透水的岩层(带)，即使有

充分的地下水补给条件，也还需要在其周围和底面有

相对隔水层(带)与之相互组合，把重力水封托住，使

之不致完全流失，才能形成含水层[1 6|。而且，一般在

断层交汇部位、背斜轴部、背斜和向斜的转折端等构

造应力集中部位，才能形成较大的径流通道和储水空

间。如楚雄市腰站街向斜，该向斜是一个较完好的储

水构造，含水层为红层砂岩、泥灰岩裂隙含水层(图

5)。位于向斜核部的苍岭镇大村、白家村、智明小学

等地，岩层倾角较缓，汇水和储水条件较好，含水层富

水性相对较强，是开采技术条件较好的富水块段。统

计浅井53口，井深25．6～34．7 m，单井涌水量20～

50 m3／d的占了68％，涌水量在10～20 m3／d的占

19％，涌水量1．8～7．5 m3／d的占13％。

具备技术及仪器条件时，还要选择有效的物探方

法围绕两个以上的拟定井位进行探测，验证地质认

识，为进一步比较优选井位增添依据。在云南采用最

多的是电阻率和激电测深，常布置剖面及异常点的环

形测深。物探的运用要遵循一个原则，必须是在水文

地质调查分析认为有把握的基础上运用物探验证地

质认识，如果缺少水文地质认识，完全依赖物探确定

井位，则效果往往是极不理想的，尤其对含水介质非

均匀性突出的岩溶区。

尚需指出，具备了良好的水文地质条件，当地还要

具有基本的地下水开发利用条件，并且从生态环境保

护角度出发，保证开采地下水后不至于诱发不良环境

地质问题及地质灾害‘17]，不违反有关保护区的法规和

条令，才能最终采取适宜的工程措施开发利用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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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钻进过程分析

钻探结果常常与地质推断、物探解释相去甚远。

所以，每个钻孔必须进行连续的地质编录和水文地质

观测，编录员要及时整理资料和分析地质情况，发现

钻进情况与钻孔设计不符时，及时报告专家组进行现

场论证，决定变更设计，采取钻孑L处理措施或报废已

有进尺，移动孔位，以保证较高的成功率，避免造成浪

费。所以钻井过程分析仅对成井而言，是一项补救措

施，是防止大量干井的最后防线。虽然抗旱井时间要

求紧迫，允许采用不取芯钻井，但为了获得钻进过程

分析依据，要求每钻进5 m捞取砂样编录。在前人

研究程度低，附近5 km范围内无钻孔资料的地段，

每钻进20 m进行一次分段取芯，以砂样和代表性岩

芯样综合编录。与此同时，要求连续观测记录上、下

钻水位和冲洗液消耗量，准确记录涌水、冒气、冲洗液

漏失、冲洗液温度变化、掉钻等异常情况，测定率均不

得低于85％。此外，每个钻孔必须进行2个降深抽

水试验：大降深的水位、流量稳定延续时间16 h，小

降深8 h；抽水试验前测定静止水位，抽水试验时观

测动水位和出水量、水温、气温，试验停泵后，测定恢

复水位；抽水试验至水抽清之后，每口井均要采取水

质分析样送检。编录员边编录边整理，编制钻孔综合

图表，为水文地质分析提供最为可靠和直接的依据。

在这些工作基础上，对于偏离设计预期的钻孔，通过

水文地质分析论证，及时指导变更设计、止水、进一步

钻进、加深、爆破等钻孔处理或报废已有进尺、移动孔

位，从而保证抗旱井较高的成功率。

2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和归纳可见，云南抗旱井论证的有

效方法是认真按照区域规划、圈定富水块段、确定井

位、钻进过程分析4个步骤进行：

(1)区域规划主要依据含水层类型及分布情况、

宏观地貌分区，分析地下水埋藏分布及富集特征，开

采技术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地下水开发方

式，做好区域规划，从全局上把握布井的正确方向，避

免出现大量干井。

(2)圈定富水块段主要依据区域水文地质调查资

料，认识水文地质单元边界条件及补、径、排分区，研

究地下水运动及赋存规律，合理圈定富水块段，提供

井位论证“靶区”。

(3)确定具体井位主要依据点、段上微地貌组合、

储水构造、裂隙和岩溶发育特征的详细观测研究，判

定宜井位置，并尽可能通过物探方法验证，最终确定

井位。

(4)钻井过程分析以实时编录整理钻探资料为依

据，通过直观证据的分析，及时修正先前的认识，指导

变更设计、采取有效的钻孔处理措施或移动孔位，切

实保证抗旱井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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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drought resisting wells locating in Yunnan ProVince

WANG Yul，PENG Shu—huil，WANG Zi—wei2，WANG Yu—qinl

(1．乳”打鲫J"mf“把o'厂G￡o一幽vjrDn棚P玎f A如础Dri竹g，K姗埘i”g，h"”口”650216，c^i”口5

2．GPorgiⅡJH5￡““fP o，TPf^”ofogy，Aff口n￡n，GPorgin，USA)

Abstract：The 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drought resisting weUs locating is diVided into four steps： regional

planning，groundwater—rich areas zoning，well points locating and drilling process analyzing．Firstly，accord—

ing to the hydro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nnan Province，when placing drought resisting wells，we

must firstly use the macr。scopic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roundwater to make complete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Since the water—richness of aquifers is usually quite uniform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teau，it is

suitable for deploying well—drilling in large scale on the surface．But at the edge of the plateau surface and at

the river valley slope zone，the water—richness of the aquifer is extremely non—uniform． These areas are main—

Iy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ground river water． On the high and steep mountain ranges，the

storage condition of groundwater is disadvantageous． Placing scattered shaUow welIs to develop perched wa—

ter is the only suitable method in these areas． By taking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macroscopic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groundwater，we can guarantee the basic success rate of exploratory bore—h01es and drought re—

sisting wells all over the Province． Secondly，we should divide the regions of the hydrogeological unit；syn—

thetically study the character of the recharge， runoff and discharge area；research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landform and groundwater reservoir structure；and then zone the groundwater～rich areas，which is the target

area of drilling sites． Thirdly，we should make final decisions of the concrete well point only after detailed

survey on the micro—relief and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groundwater runoff trace around the actual spots． We

should als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groundwater and its utilization etc． When determining well

drilling point，the catchment geomorphology and water—storage structure are of great Value that can proVlde a

lot of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the success rates of exploring bore—hoIes and drought resisting weIls are

much higher in the following positions such as isolated karst peak，j unction of Valleys，ancient underground

runoff trace line，fold，fault and the monocline strata． The integrated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is also Very

useful at the proposed dr订ling sites． In addition，the decision of the well location needs environment assess—

ment and economic feasibinty evaluations． 1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waste，hydrogeological logging and

analysis are very essential and useful for guiding the dispose or movement of drilling holes that is not in con—

formity with design expectations in the dril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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