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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渤海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面对区内水资 源 的 日 益 短 缺 和 地 质 灾 害 严 重"合 理

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有效保护地质环境"是实现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中以环渤

海地区地下水资源与主要环境地质问题现状为基础"围绕区内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就环渤海地区地下水资源与

环境地质调查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探讨"提出重点应放在优化调整地下水开采布 局 和 层 位"充 分 开 发 利 用 浅 层 地

下水$利用滨海河谷建设地下水库$利用地下空间和雨洪水资源"实施地下 水 与 地 表 水 联 合 调 度$扩 大 咸 水 资 源

改造利用$勘查#建立城市应急%后备&水源地$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与研究等措施"建立以

城市#港口为重点的地下水供水安全保障体系!环境地质调查重点则放在确定海岸基准线"开展重点城市#港口

以及湿地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建立海岸带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和地质灾害预警系 统"构 建 海 岸 带 地 质 环 境 保 障 体

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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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中所指’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地质调查局

所部署开展的!)%)万’环渤海地区环境地质调

查("%##!"%##"年$项目区范围!包括辽宁%河
北%山东省的部分地区和天津市!面积!&0!%万

<$%&本区为’京 津*环 渤 海 城 市 群(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人 口 *"%*0$# 万!占 全 国 人 口 的

$0%*L#国内生产总值!""!#0#%亿元!占全国

!"L!在我 国 经 济 发 展 中 具 有 重 要 地 位&但 区

内人均占有 水 资 源 量 仅&&#$"!为 全 国 平 均 数

的%"0&L!是我国水 资 源 短 缺 最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同时!该 区 又 是 我 国 地 质 环 境 最 脆 弱 地 区

之一)不合理的水资源与土地开发%工农业生产

等工程*经 济 活 动!造 成 地 面 沉 降%地 面 塌 陷%
地裂缝%海"咸$水 入 侵%地 下 水 污 染%湿 地 退 化

等环境 地 质 问 题#海 平 面 上 升%海 岸 侵 蚀 与 淤

积%风暴潮 对 港 口 等 海 岸 工 程 以 及 海 滨 城 市 造

成巨大威胁&缺水和地质灾害已成为制约本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环渤海地 区 社 会%经 济 发 展 必 须 立 足 于 寻

求人与自 然 的 协 调 与 和 谐&为 此!需 要 客 观 认

识地质 环 境 形 成%演 化 规 律!并 通 过 规 划 协 调

人*地发展!做到城市化发展%工程*经济活动

布局与自 然 环 境 分 带 性 的 空 间 协 调%与 自 然 环

境演化的 周 期 性 协 调%与 自 然 环 境 演 化 的 趋 向

性协调(&环渤 海 地 区 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地 质

调查工作 将 会 在 认 识 海 岸 带 地 质 环 境 特 征%支

撑协调人*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基础作用&

;!地下水资源与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0!!地下水资源

据最新一轮环渤海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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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全区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为%#*0#"亿

$"$%%全区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0!"亿 $"$

%%下辽河平原新近系地下水开采资源量为%0)(
亿$"$%&

在浅层地 下 水 中#,类 以 上 水 质 的 分 布 面

积占总面 积&!0%L&华 北 平 原 深 层 地 下 水 质

量总体上讲较浅层水水质好&
区内浅层地下水可开采量!)%0%%亿$"$%#

现 状 开 采 量!#+0!&亿 $"$%#尚 有 开 采 潜 力

((0#&亿$"$%&有潜力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地’
下辽河 平 原’冀 东 平 原 和 鲁 北 平 原 引 黄 灌 区&
其中#下辽河 平原开采潜 力 约%%0%亿 $"$%#鲁

北平原引 黄 灌 区 开 采 潜 力 约+0)&亿 $"$%!%"&

要挖掘这 些 地 区 浅 层 地 下 水 资 源 潜 力#尚 需 开

展详细的调查评价工作&
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现状开采量!&0"+亿

$"#开采潜力指数为#0&$#开采潜力不足#需进

行开采布局’开采层位以及开采量的调整&
下辽河平原新近系地下水现状开采量!0)"

亿$"#尚 有 部 分 疏 干 性 开 采 潜 力#但 不 宜 再 扩

大开采量&

;0;!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环渤海地区的地质背景决定了地质灾害的

类型和 分 布!""&概 况 起 来#区 内 环 境 地 质 问 题

可分为以原生为主的环境地质问题和以人类活

动影响为主的环境地质问题两大类(表!)&
表!!环渤海湾地区环境地质问题一览表

>*6(&!!%&’L&4D#5’4/&4-*(05’6(&/+#4-.&G#5):/LP’.*#L7&*5&$#’4

环境地质问题 主要分布区

以 原 生 为 主 的 环 境

地质问题

活动构造与地震
分布)条活动构造带和)条地震活 动 带#地 壳 相 对 不 稳 定 区

主要分布在唐山*天津*沧州’辽宁盘锦*营口

海岸侵蚀与淤积 海岸带

劣质地下水 下辽河平原’华北平原’莱州湾等

软土地基’沙土液化 淤泥质’泥沙质海岸带的沿海地区等

构造型地裂缝 河北沧州’山东淄博等地区

土地盐渍化
海岸带地区和辽宁锦州’辽阳西部#冀 东 平 原 中 部#天 津 宝 坻

县#河北永清’大城县等地

以 人 类 活 动 影 响 为

主的环境地质问题

地下 水 过 量 开 采 与 区 域 性 地

下水位降落漏斗

冀东平原’天津 市*河 北 省 沧 州 等 地 区’辽 阳 市 首 山 水 源 地

区等

地面沉降
冀东平原西部’天 津 市’河 北 省 沧 州 等 地 区’山 东 省 东 营’滨

州等地区

地面塌陷 冀东矿区和秦皇岛市柳江盆地’山东半岛’天津蓟县等

非构造型地裂缝 各矿区附近’天津蓟县和宝坻等地

地下水污染与水质恶化 城市(镇)’污水农灌区和地下水集中开采区’矿山等

海(咸)水入侵
辽东湾’冀东平原’莱 州 湾 的 临 海 地 区’辽 东 半 岛’辽 西 和 胶

东半岛临海河口地区

崩塌’滑坡’泥石流 辽东山地’胶东半岛’燕山和辽西山前

湿地退化 海岸带湿地分布区

垃圾处置与水土环境污染 城(镇)市区

!!(!)活动断裂

区内分 布 有 郯*庐 断 裂 带’唐 山*衡 水 断

裂带’东营*聊城束状构造带’渤海构造区和辽

东*胶东构造 带 等 活 动 构 造 带 以 及+#余 条 活

动断裂&自公元前%"!年以来#区内已发生.&
级地震))次#是 我 国 地 震 强 烈 活 动 地 区 之 一&
根据对环渤海地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进行的评价

结果显示!("#较 不 稳 定 和 不 稳 定 区 分 布 面 积 占

全区的)*L&因 此#活 动 断 裂 是 环 渤 海 地 区 城

市化规划和港口建设的重大地质问题之一&
(%)地面沉降

据最新调查资料#区内天津’河北平原累计

地面沉降量大于%##$$的面积%&+%*0(<$%#
大于!###$$的面积)#!!0+<$%#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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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0$<$%!天津地区最大累计沉降量

已达"!+%$$"%##!年沧州市累计沉降量也达

%%"&$$#)$!地面沉降 造 成 了 高 程 资 源 损 失"
加剧了 洪 涝%土 地 盐 渍 化%风 暴 潮 等 海 岸 带 灾

害"是环渤海地区又一重大环境地质问题!
&"’海岸侵蚀与淤积

环渤海地区侵蚀海岸总长度约!#)!<$"占
全区岸线长度的%!L(淤积海岸长度!(+(<$"
占岸线长度近"#L!其中"淤积海岸主要分布在

辽东湾%滦河三角洲%渤海湾%黄河三角 洲 等 地"
淤进面积超过)(#<$%!位于淤泥质海岸上的港

口"面临的一个重大环境地质问题就是淤积!如

%##"年!#月!%"!"日的风暴潮"造成黄骅港

外航道口门处骤淤)##万$""为此耗费上亿元进

行清淤(!渤海湾西岸各河口处均存在着严重淤

积"为防洪疏竣河道"每年均需耗巨费清淤!
&(’海&咸’水入侵

环渤海地区的海&咸’水入侵主要分布在大

连%凌海%葫芦岛%绥中%秦皇岛%莱州湾%胶东半

岛 沿 海 河 谷 等 地"海&咸’水 入 侵 面 积%()$
<$%"比%#世纪+#年代末增加了*"$<$%"增长

"+L!由于海&咸’水入侵"当地 的 饮 水 条 件 和

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海岸带湿地退化

环渤海 海 岸 带 湿 地 面 积&不 包 括 滩 涂’为

!&%0""万P$%"比%#世纪$#年代减少!!0(L!
其中"自然湿 地 面 积 比!*$#年 代 减 少 约)%L"
人工湿地面积增加约*#L!湿地退化严重影响

了海岸带的生态环境!
&&’地下水污染呈加重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环渤海地区工业和生活废污

水排放量达"%0(亿吨!在地下水中"常见的污染

组份有硝酸氮%亚硝酸氮%氨氮%酚%氰%砷%汞%镉
等"其中)三氮*污染呈面状分布!地下水污染已

成为制约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问题!
&$’海 平 面 上 升 和 风 暴 潮 对 海 岸 工 程 和 滨

海城市造成威胁

b=55%##!年 评 价 报 告 认 为"%!世 纪 全 球

海面将上升*"++2$!据%##"年中国海平面

公报"近)#年 来"中 国 沿 海 海 平 面 平 均 上 升 速

率为%0)$$+%"高于!0)$$+%的全球海平面

上升速率!预 测 在 未 来 数 十 年"中 国 沿 海 海 平

面总体上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环渤海沿岸是我国风暴潮灾害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主要发生在渤海湾西岸%黄河三角洲和

莱州 湾 的 春%夏%秋 三 季#&$"并 以 温 带 风 暴 潮 为

主#$$!自!*(*年以来"区内发生较大成灾风暴

潮*次"其中%##"年!#月发生的风暴潮"造成

津%冀%鲁沿海的直接经济损失达!"0!亿元)!
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风暴潮灾害的叠加"

对沿海平原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渤海湾%
莱州湾%黄河三角洲等低洼地区"是对海平面变

化%地面 沉 降%风 暴 潮 灾 害 最 敏 感%最 脆 弱 的 地

区!上述灾害的叠加"将进一步加剧洪涝%海岸

侵蚀与淤积%土地盐渍化与沼泽化%咸水上溯%滩
涂减少等海岸带灾害!近五十年来"环渤海地区

的成灾风暴潮和造成的损失均呈逐渐增加趋势!
因此"加强对海平面变化%风暴潮灾害的研究与

预测"是海岸带防灾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程 经济活动加剧了突发性地质灾害

据调 查"环 渤 海 地 区 共 发 生 地 面 塌 陷(&%
处"地裂 缝$#余 处"崩%滑%流 地 质 灾 害*(%$
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亿元!区内地质灾

害在发 生 频 率 和 造 成 的 损 失 方 面 均 呈 上 升 趋

势!
&*’滨海平原淤泥质软土分布普遍"地基稳

定性差

软弱地基的淤泥质软土"对沿海城市建筑%
工业基地%海 港 码 头%铁 路 与 公 路 路 基"以 及 机

场等各类 建 筑 物 不 利"是 选 线 选 址 阶 段 就 必 须

查明的主要地质问题#+$!环渤海地区淤泥质软

土分布约"0(万<$%"对城市和重大工程建设造

成严重威胁!

?!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地质调查工

作探讨

!!五 十 年 来"环 渤 海 地 区 开 展 了 不 同 比 例 尺

的大量水 文 地 质 环 境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工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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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各时期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和技

术保障!但 快 速 发 展 的 环 渤 海 区 域 经 济"特 别

是近年来#环渤海湾区域港口发展规划$%#京津

冀轨道交 通 发 展 规 划$%#京 津 冀 都 市 圈 远 景 发

展规划$%#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辽东

半岛%胶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实施"对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工作不断提出了新要求"需

要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地质调查工作在已有工作

基础上"跟踪国际发展趋势"一方面从更广的空

间尺度和地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来把握海岸带

地质环境形 成 与 演 化 的 总 体 规 律"为 协 调 人’
地关系战 略 规 划 服 务&另 一 方 面 还 需 要 从 缓 解

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和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出发"
解决水资源短缺"控制和预防地质灾害"合理开

发和保护海岸带地质资源问题&同时"还应在实

践 中 积 累%总 结 与 发 展 实 用 工 程 技 术 方 法 手

段’*(!因此"环 渤 海 地 区 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地

质调查工 作 既 要 按 照 海 岸 带 地 质 作 用 规 律"坚

持长期系统的调查%监测和研究"又要结合社会

经济发展实 际 需 求"解 决 问 题"更 新%完 善 技 术

方法与积 累 数 据"通 过 解 决 具 体 问 题 加 深 对 整

体地质作用规律的认识!

?0!!继 续 加 强 地 下 水 资 源 调 查!监 测 和 研 究"
提高地下水供水安全保障程度

在环渤海这样一个因超量开采地下水而诱

发一系列 严 重 地 质 灾 害 的 地 区"优 化 地 下 水 资

源开采 布 局%解 决 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尤 为 重 要!
解决区内水资源短缺"除了实施跨流域调水"建

立节水型农 业%工 业 和 城 市"污 水 资 源 化"海 水

淡化"分质供水等多种措施外"加强地下水资源

调查%监测%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也是一项重要

措施!建议重点加强以下方面工作)
*!+优化调整地下水开采布局和开采层位"

遏制地质环境恶化

根据区内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开采潜力分

布和主要环境地质问题"通过调整地下水开采布

局和开采层位"实现采补平衡"这是缓解区内水

资源供需矛盾的现实措施!目前"环渤海地区虽

然还有((亿$",%浅层地下水开采潜力"但因其

地域分布不均和开采布局不合理"主要城市和人

类活动密集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缺水!为此"需要

根据地下水潜力分布"对开发方案进行调整!其

中"对辽东山地%下辽河平原%冀东平原%天 津 山

前平原隐伏岩溶区%华北平原中西部的部分地区

和鲁北平原引黄灌区分布的浅层地下水可扩大

或适度扩大开采!同时"浅层地下水开发应以合

理调控水位为中心"根据开发潜力"调整开采布

局’!#(&对辽东半岛和辽西山地的滨海河谷区"河

北冀东平原%京津以南平原浅层地下水漏斗分布

区"以及莱州湾%胶东半岛滨海河谷区应适度控

制开采或严格控制开采!
深层地下水从全区总体上讲已超采!但因深

层地下水超采区均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在目前尚未

解决替代水源情况下"考虑到区内社会%经济发展

的现实需求"在%#!#年南水北调引水前"可逐步调

减开采量"引水后"再逐步实现均衡开采!
*%+充分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促进地下水

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

浅层地下水具有易补给%更新快的优点"只

要合 理"可 以 永 续 开 采!目 前"引 黄 灌 区%河 北

平原古河 道 等 浅 层 地 下 淡 水 较 丰 富 地 区"因 浅

部沉积物颗粒细"渗透性差"地下水单井出水量

小"加上引 黄 便 利%经 济 利 益 驱 动 等"致 使 地 下

水开采利 用 受 到 限 制!为 此"可 借 鉴 长 江 三 角

洲地区浅层地下水开发经验"开展引黄灌区%河

北平原古河道等不同地区开采浅层地下淡水的

井型%成井 工 艺 等 开 采 技 术 试 验 研 究 和 工 程 示

范"为当地提供开采模式和技术示范"带动浅层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
*"+充分 利 用 滨 海 河 谷"建 设 地 下 水 库"实

施水资源地下调蓄

在低山丘陵的滨海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短径

流河谷!这些河谷中的地表径流源短流急"暴雨洪

流快速汇流入海!在这些河谷中"分布着面积数十

平方千米到数百平方千米%厚度数米到四十余米不

等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充分利用地下含水层的

调蓄功能"选择适宜地段"建设地下水库"适度拦截

入海径流"可增加水资源有效供给量"防止海水入

侵"具有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区内已

建七处地下水库的工程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区内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胶东

半岛尚有宜建地下水库库址区"*处’!!"!%(*图!+"地
下水库总库容可达"#0#$亿$""可新增地下水开

采资源量"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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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环渤海地区地下水库分布示意图

"#$<!!7).&/*-#)/*01’5$5’:498*-&55&+&5D’#5+#4-.&G#5):/LP’.*#L7&*\&$#’4

!0已建滨海河谷开采型地下水库!%0宜建滨海河谷开采型地下水库!"0宜建山前冲洪积平原调蓄型地下水库

!!应 对 区 内"*处 宜 建 地 下 水 库 的 河 谷 区 开

展专项水 文 地 质 调 查"提 出 地 下 水 库 开 发 利 用

规划和水 资 源 保 护 方 案 建 议#同 时"选 择 青 岛

大沽河等已建并运行的地下水库"开展水资源$
生态环境 和 经 济 效 益 的 综 合 评 价"以 及 地 下 水

与地表水 联 合 调 度 方 案 研 究"为 提 高 地 下 水 库

运行综合效益提供依据#采取与当地政府合作

的方式"选择典型地下水库宜建区"开展地下水

库勘查$规 划 设 计$工 程 建 设$水 资 源 优 化 管 理

方案编制 与 调 整 等 方 面 工 程 示 范"并 编 制 地 下

水库勘查$设计$工程建设以及水资源优化管理

的技术要 求"为 我 国 滨 海 地 区 地 下 水 库 规 划 建

设提供示范和技术支撑#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和雨洪水资源"

实施地下 水 与 地 表 水 联 合 调 度"建 立 水 资 源 合

理开发模式"优化水资源利用

在下辽河平原$滦河三角洲$鲁中南北坡冲

洪积扇等沿海平原"分布着数十米到数百米厚度

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这些沉积物的颗粒一般

较粗"渗透性较好"为利用雨洪水资源和开展地

表水与地下水联合调蓄提供了理想的地下空间#
经估算"仅鲁中南丘陵北坡山前冲洪积平原和冀

东山前平原区就有 宜 建 调 蓄 型 地 下 水 库 库 址$
处"可调节库容达%+""%亿$"#通过修建一些

地表工程"增大地表水入渗"把洪水$水 库 弃 水$
雨水集中起来回灌地下#按此思路"在城市周边

也可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层结构条件"结合工程

措施"蓄集雨洪径流回灌地下#这不仅增加了地

下水资源"也可减轻洪涝灾害对城市影响#
%)&积极扩大咸水资源的改造利用

区内分布 矿 化 度 大 于%.’B的 微 咸$半 咸

水面积约"0"万<$%"目前仅有少量开采"开发

潜力很大#同 时"开 发 浅 层 微 咸%咸&水 不 仅 增

加了水资源有效供给"还可以治理盐碱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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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洪水补给!改良地下水质!具有增加水资源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效益"河北平原的微咸水

农业灌 溉 模 式#莱 州 湾$温 室 大 棚5深 井 咸 水%
的养殖模 式#沧 化 集 团 中 捷 大 丰 庄 咸 水 水 源 地

开发模式和沧州沿海农村小型井采淡化生活供

水模式等!都 为 咸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提 供 了 示 范

和经验"
建议在沧 州 地 区 选 择 典 型 地 段!开 展 井 采

淡化供水 工 程 示 范!并 进 行 水 处 理 技 术 试 验 研

究!为解决沿海苦咸水区饮水问题提供高效#廉

价的水处 理 技 术&选 择 沧 州 市 大 化 肥 咸 水 水 源

地开展咸水开发利用对地下水环境和生态环境

的影响调 查 评 价&开 展 环 渤 海 地 区 咸 水 资 源 与

开发环境 影 响 调 查 评 价!为 咸 水 资 源 开 发 与 改

造利用提供依据"
’&(勘查#建立城市地下水应急’后备(供水

水源地

据水资源 供 需 分 析!到%#!#年!环 渤 海 地

区缺水达"(0)+亿$")%"水资源短缺是环渤海

区域经济 发 展 面 临 的 重 大 问 题"因 此!开 展 城

市#港口水资源保证能力调查!勘查和建立地下

水应 急’后 备(供 水 水 源 地!是 构 建 城 市 供 水 保

障体系#保 证 城 市 和 港 口 供 水 安 全 的 一 项 战 略

性举措"特别是应对连续干旱#突发事件等!建

立一种非常规的并有一定开采周期的临时供水

水源地!可 解 决 供 水 燃 眉 之 急*!"+"区 内 可 建 立

("处地下水应 急’后 备(供 水 水 源 地’图%(!应

急’后备(开采资源量可达!)0$*亿$")%"建议

积极与当 地 政 府 合 作!对 区 内 可 供 建 设 的 地 下

水应 急’后 备(水 源 地 逐 步 开 展 进 一 步 勘 查!提

交可供水源 地 规 划 利 用 的$5级%资 源 量!尽 快

构建环渤海地区地下水应急供水保障体系"

图;!环渤海地区主要城市应急!后备"水源地分布示意图

"#$<;!7).&/*-#)/*0+.’8#4$-.&9#+-5#6:-#’4’18*-&55&+’:5)&+#-&+#4&/&5$&4)&
!#45&+&5D&"1’5/*#4)#-#&+#4-.&G#5):/LP’.*#L7&*\&$#’4

!0应急水源地&%0后备水源地&"0工作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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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污染含水层

修复示范工程

地下水污染是事关公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

量的大事$建议对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及海岸带

人口密集区%重要经济区!带"%特别是以集中供

水水源的 地 下 水 污 染 调 查 为 重 点#系 统 开 展 地

下水无机污染和有机污染调查$查明地下水污

染状况#制定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建立地下水

水质与污 染 预 警 系 统#为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和 地

下水资源 保 护%保 障 饮 水 安 全 提 供 依 据$应 积

极争取国 际 技 术 合 作#应 用 同 位 素 技 术 调 查 评

价地下水污染#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同时#选择

典型地段#开展污染含水层修复技术试验研究#
为污染含水层修复提供技术和工程示范$

!+"开展土壤水资源调查评价#逐步推广土

壤水开发利用技术示范成果

环渤海地区农业用水占全区水资源利用总

量的&%L$充分 利 用 土 壤 水 资 源#对 于 缓 解 区

内水资源短缺有着现实意义$据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在 河 北 平 原 开 展 的 土 壤 水 调 查 研 究#若

在小麦生 产 中 充 分 利 用 土 壤 水 资 源#仅 此 一 项

每年就可节约水资源约!%亿$"$因此#应积极

开展土 壤 水 资 源 调 查 评 价 与 开 发 利 用 技 术 研

究#推广提高土壤水系统调节能力技术#合理密

植充分利 用 深 部 土 壤 水 技 术#以 及 优 化 土 壤 水

流动模式的土壤水利用技术等近年来国土资源

大调查中已取得的成果$
!*"继续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与研究

紧紧围绕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规划与发 展 建 设#进 一 步 建 立 和 完 善 海 岸 带 地

下水动态监测#为优化地下水开采布局和层位#
以及地下 水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提 供 依 据$同 时#
跟踪国际 水 文 地 质 学 研 究 前 缘#开 展 诸 如 莱 州

湾地下淡 水 向 海 底 排 泄%弱 透 水 层 渗 透 性 能 等

方面的调查研究$

?0;!开展海岸带重点地区环境地质调查

根据当前 环 渤 海 沿 岸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急 需#
环境地质调查应突出以下方面工作&

!!"确定环渤海地区海岸基准线

海岸带地质环境演变结果集中体现在海岸

线变迁上#正确认识海岸线变迁的历史%现状与

趋势#对于通过规划协调人’地关系%保证城市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国外把确定海岸基准线作

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加以实施#荷兰等国已

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家基准海岸线(($天津

市也开展了这方面工作$调查确定海岸基准线

就是要为海岸线变迁研究确定一个参照基线#应
积极采用遥感%激光雷达等技术高效完成$

!%"开展重点城市%港口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在海岸带城市化规划发展过程中#要认识到

海岸带自然地理%地质环境的敏感性和特殊性#
将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影响作为一个重要评判

原则#主动接受地质环境的制约)!(*$因此#要以

海岸带重要城市和港口规划建设为重点#面向重

大问题#开展高精度环境地质调查&(建立城市%
港口三维地质结构模型#搭建基础地质平台+)
调查确定重要城市%港口附近活动断裂的准确位

置与活动性+*开展城市%港口规划区地基稳定

性调查和工程建设适宜性评价+-开展港口侵蚀

与淤积调查#在研究历史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预

测发展趋势#提出防治对策建议$由于围垦可以

导致沿岸水动力条件改变#最终在不可预知的区

域产生侵蚀和淤积)!)*$因此#在进行大规模填海

造地和海岸工程建设之前#必须进行环境地质调

查与评价+6开展近岸海域海底地形测量与环境

地质调查#查明近岸海底地形%地质结 构%底 质%
环境工程地质特征和近岸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

8开展城市和港口环境地质问题与对策战略研

究#服务于政府决策$
!""开展海岸带重点湿地环境地质调查评价

湿地具有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降解环境

污染%蓄洪抗旱%控制土壤侵蚀%促淤造陆%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被称之为’地球之肾($
然而#近三十年来#环渤海海岸带天然湿地面积

减少了)%L#严重破坏了湿地景观#造成了很大

损失$要保 护 好 滨 海 湿 地#必 须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地质调查 研 究 工 作#查 清 影 响 生 态 变 化 的 地 质

作用背景 和 作 用 过 程#揭 示 人 为 活 动 及 自 然 作

用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加深对海岸带生态环境

")!第!期 !孙晓明等&环渤海地区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地质若干问题探讨

  万方数据



(!鹿心社0中国海岸带面临的主要问题!国家海洋信息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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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地质环境与城市发展研讨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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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作用 的 认 识!为 海 岸 带 的 开 发 决 策 提 供 服

务!为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服务(&
"(#建立海岸带地质环境监测体系

海岸带地质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是开展地质

环境过程 及 其 变 化 调 查 的 基 本 手 段!也 是 进 行

海岸带地质环境研究的基础平台&通过对海平

面升降’地 面 升 降’河 流 水 流 与 泥 砂 输 送 通 量’
海岸侵蚀与淤积’地下淡水与咸水动态平衡’沿

岸水动力 场 等 地 质 作 用 过 程 的 监 测!以 及 海 岸

带的各种地质’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的定期监

测(!&)!研究分析 海 岸 带 地 质 环 境 变 化 过 程 与 趋

势!及其人类活动对这些地质作用过程的影响&
监测 体 系 的 建 立 应 注 重 航 空"天#遥 感’短 半 衰

期同位素 示 踪 与 测 年 等 高 新 技 术 应 用!并 向 自

动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同时!应结合长期监测

资料!开展 诸 如 泥 砂 质 海 岸 带 外 障 壁 岛 形 成 等

重大应用基础地质问题的调查研究)!为重大工

程规划建设提供依据&
")#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管理

海岸带是 地 质 环 境 最 脆 弱 地 区!海 平 面 稍

有上升!风 暴 潮’海 水 入 侵’地 面 沉 降 等 地 质 灾

害造成的 损 失 就 会 大 幅 度 增 加&因 此!应 加 强

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与风险管理!有效减轻灾

害损失&(尽快实现对津冀鲁地区地面沉降实

施有效监控&应在查明地面沉降灾害分布状况

和演化规 律 基 础 上!开 展 地 质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和

地质环境 安 全 功 能 区 划!建 成 地 面 沉 降 和 地 裂

缝现代化监测网络&严格控制海岸带地区深层

地下水开 采!实 施 以 控 制 地 面 沉 降 为 目 标 的 含

水层恢复 等 减 灾 工 程!编 制 地 面 沉 降 减 灾 的 专

门规划&加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根据区域’城

市’乡村不同层次受灾对象!建立并逐步完善地

面沉降 防 灾 减 灾 体 系*)建 立 海"咸#水 入 侵 监

测体系和 预 测 模 型!为 有 效 防 止 海 水 入 侵 提 供

依据**开 展 辽 东 半 岛 山 地 泥 石 流 等 突 发 性 地

质灾害详细调查!并选择典型多发区!建立监测

预警系统示 范 工 程*-建 立 海 岸 带 地 质 环 境 评

价指标体系!开展海岸带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
进行海岸带 灾 害 危 险 性 评 估* 和 地 质 环 境 功 能

区划*6建 立 海 岸 带 重 点 地 段 风 暴 潮 响 应 模

型*!积极与气象’海洋等部门合作!探索开展风

暴潮对海岸带影响预测&借鉴美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经验-!从地学角度建立环渤海沿海

平原%!世纪安全评价标准&

?0?!建立!数 字 环 渤 海"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地

质信息系统

在已建$环 渤 海 地 区 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地

质空间信息系统%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工作积

累和数据 补 充!利 用 商 业 化 软 件 的 二 次 开 发 功

能!开发用户界面及有关接口软件!构建具有多

源’多区域 信 息 融 合 特 性 功 能 的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和信息 集 成 应 用 系 统&以 数 字 模 拟’三 维 可

视化’虚拟现实’网络等为手段!建立$数字环渤

海%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地质信息系统!实时地服

务于社会&

C!结!论

"!#环渤海地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区内水资源严重短缺!环境

地质问题突出!地质灾害造成损失日益加重!已

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进

一步加强 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地 质 调 查 工 作!对

于支撑’协 调 环 渤 海 地 区 人’地 可 持 续 发 展 具

有重要基础作用和现实意义&
"%#地 下 水 资 源 调 查 工 作 重 点 应 放 在 调 查

研究地下 水 优 化 开 发 规 划 方 案’挖 掘 地 下 水 资

源潜力以 及 开 发 利 用 工 程 示 范 等 方 面!建 立 以

城市’港口为重点的地下水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环 境 地 质 调 查 工 作 重 点 应 放 在 建 立 海

岸带地质 环 境 监 测 体 系 和 地 质 灾 害 预 警 系 统!
开展海岸线变化与损失评估!以及城市’港口重

大环境地 质 问 题 调 查 等 方 面!构 建 起 海 岸 带 地

质环境保障体系&
"(#建 立$数 字 环 渤 海%地 下 水 资 源 与 环 境

()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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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信息系统!为社会提供实时服务"

致谢!本文是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环渤海地

区环境地质调查#项目的集体成果$并参考了国

土资源大 调 查 项 目!"环 渤 海 湾 重 点 地 区 环 境

地质调查及脆弱性评价#项目论证的有关思路%
在成文 过 程 中$康 慧&赵 长 荣&张 素 凤&李 建 芬&
潘桐&施佩歆&杨齐青&钟新宝&方成等同志协助

完成了有 关 数 据 统 计 和 图 件 清 绘$在 此 一 并 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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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寒武纪成矿作用》一书即将出版

由沈保丰&翟安民&陈文明&杨春亮&胡小蝶&曹秀兰&宫晓华等著的’中国前寒武纪成矿作用(专著即

将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地质大调查综合研究项目*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下属的*前寒武纪成矿作用+专题

研究成果)全书以活动论&成矿系统论&四维时空演化发展阶段论和前寒武纪成矿理论为指导%以研究前

寒武纪超大陆旋回和地壳演化对成矿的制约和成矿时空结构为主线%充分应用己有的大量资料和研究成

果%首次对中国前寒武纪成矿作用进行较系统&较全面地研究和总结)全书系统总结和分析研究了中国

前寒武纪成矿地质构造环境%概括总结了中国前寒武纪岩层的特点%划分华北陆块区&扬子陆块区等^个

前寒武纪构造区%首次提出中国前寒武纪地壳的形成&发展和演化至少经历了\次重大地质事件和演化

阶段!全面地总结中国前寒武纪矿床的时空分布&成矿特征和成矿规律!统计得出了一批前寒武纪铁&铜&
铅&锌&锰&金&镍&石墨&硼&菱镁矿&滑石&磷等矿床储量占全国储量比例!提出冀东杏山等条带状铁建造

铁矿床形成在古太古代%是中国最古老的矿床)中国前寒武纪成矿时代以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和中元古

代,,,青白口纪最重要)中国前寒武纪矿床主要分布在陆块区及其边缘%其成矿作用与超大陆旋回关系

十分密切)本书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与中国前寒武纪超大陆增生碰撞汇聚地质作用和裂解离散地质作

用有关的成矿区带&成矿系列和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形成和空间分布%其中与超大陆增生碰撞汇聚地质作

用有关的!Y个成矿区带&成矿系列和矿床%与裂解离散地质作用有关的!_个成矿区带&成矿系列和矿

床!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前寒武纪大规模成矿作用的特点%成矿的主要因素!对中国前寒武纪特大型和超大

型矿床进行了统计%得出中国前寒武纪有!]个矿种产出特大型和超大型矿床%其中超大型矿床]"处%特
大型矿床Z!处%共计\Z处!对中国前寒武纪成矿区带进行了大规模成矿预测%提出华北陆块北缘东段和

中段&辽吉古元古代裂谷带&中条山古元古代裂谷带&小秦岭&华北陆块西南缘&扬子陆块西南缘和塔里木

陆块北缘等f处具有较大的成矿远景)
该书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总结中国前寒武纪成矿作用的专著%反映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研究的新

成果&新认识%思路新颖%资料丰富翔实%对从事矿床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岩石学&地球化学&构造地质&地
质勘探&矿业开发等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人员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刊编辑部"

&)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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