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区域水文地质特征

地区位于昆明凹陷的南择
,

其南接越北地块及征 河 变 熨 岩

带
。

矿区略呈南北向平 行 四 边

形
,

边为断层切成的独拔四周之

桌形块状山高地
,

此桌形块状山

高地本身受一系列东西向断层切

割
,

形成由北向南逐极低降之阶

梯式构造块段
,

其北端最高海拔

2
.

76 。米
,

其南端海拔豹 1 5 0 0米
。

矿产分布地 区除 有面积不 大的
“
卡尼克粗 ” 真岩与火把冲煤系

(
“

诺立克
, ,

粗 ) 真岩复盖层残

存及触露的花尚岩体而外
,

均由

中三叠耙之个旧石灰岩所复
:

踢

矿存在于个旧石灰岩中
。

石灰岩其强烈的喀斯特化
。

控制此喀斯特化地段 (根据其地

双构迭形态称其为
“

踢山地垒 ,’ )

的基准面的位置极 低
,

共 有 四

个
: 1

.

杠河河谷基准面
:

赶河横

切本区南端
,

沿杠河大断裂刻切

深达千米以上
。

征柯此段海拔的

为 3 00 米
,

低于高地最低部分达

12的米
,

低于最高部分在2 4 0 0米

以上
。

流量达 2 12
.

65来
“
/秒

。

由于其位置低
,

和附近

柯流比较
,

排水能力最大
,

是本区喀斯特地下水最强

最橄定之排沈基准面
。

对本区喀斯特水文地贸条件起

主要作用
。

2
.

南盘江及其支流沪江基准面
:

为踢山地墩北部

址大的排水道
,

也是本曝仅次于肛河之 河 流
,

海 拔

12 0D一 10 0 0米
。

踢山地最位于南盘江一沪江水系与肛

河水系的地形分水岭与水文地双分水岭之
_ _

七
。

3
.

蒙自盆地基准面
:

蒙 自盆地位于踢山地垫之北

端
,

为一陷落地块所成的构造湖盆地
,

一般海拔 1300

米
,

中有两个主要湖泊— 大屯海及长桥海
,

成为本

区排水的局部基准面
。

’

4
.

小河墓准面
.

这些河流分别为前两 水 流 的 支

旅
,

分布于分水岭薪坡上
。

地里东缘有山北向南流入
一

征河的田心河
,

由南向北流入沪江的乍甸河
,

地垒东

摊为向南流入肛河之清水河
。

海拔 1 8 0。一 1 4 0 0米
,

排

水能力均不强
,

为哲时基准面
。

整个地垒面上没有地表水流
:
盲谷

、

干谷
、

溶

桐
、

翻斗
、

天然井
·

” …星罗棋布
。

昆明勘探公司盆秉

伪工粉师将本区地表喀斯特形态分为三类
:

一为桂林

式
,

即孤岑地形
,

见于卡房东南至枉河谷 地 边株地

带 , 二为路南式
,

即石林地形
,

兄于局拉格照壁山
,

松树脚小医院
,

老厂 白泥塘大山… … 等地 , 三为个 l日

式
,

郎嶙尚或溶沟地形
,

在个 l门矿区广泛分布
。

喀斯

特发丫f表视一定规律性
,

笔者碉查了数以百沂的喀斯

特溶洞
、

官谷
,

完全献明它 l阴 ’歹岩石的裂防
、

岩层的

产状有密切的关系
。

洽裂陈的方向喀斯特作川总是址

发育
。

例如这里存在着的一机东西向之断裂
,

在地表

均呈东西向之盲谷或牟补
。

层理裂陈在喀斯特岩洞发

育及地下水选探方向所起的作用也和构造裂隙一样
。

实际上喀折特作川汾各种成因的裂陈或破裂带均远校

相同荣件下共他部分强烈得多
,

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

水的活动速度较大
。

在水 平循环带包括含水层上部
,

由于水的强烈交替
,

喀妍特作川非常发育
,

而产生大

量的成层喀斯特岩洞
,

郎所销
“
阶地喀斯持层” 。

办

陇裕夫 专家曾指出
:

从见明到个川途中
,

.[ 兄五层喀斯

特层
。

阶地喀斯特层的发育并不限 于某一地层
,

在淇

东南顺南盘江南下至个旧从古生代至中生代的地层均

有出露
,

其中之石灰岩及白云岩均有所喀斯特化
,

常

晃同一喀斯特层发育在不同年代的地层中
。

但由于齐

层的可溶程度不 a1I
,

因此喀斯持的发育程度也不同
,

例如个旧地区
“
卡尼克 ” 粗含泥傲较多的薄层石灰岩

便远不及个旧石灰岩喀斯特发育
,

尽管它俩同出露在

一个地区

喀斯特泉主要出现在大河 (主要排水道 ) 流山喀
.

斯特区时所桩的边界地段
,

共山露的形式取决 犷含水

层水位的稳定程度
。

例如
:

1
.

田心河自龙滩头至田心

洽河谷的两旁替有阴歇性的喀斯特泉出礴
,

顺谷成层

分布建艘不断长达 !呵公里
。

再南 卜至斗姆朋
,

山 J
、

南

临低
一

于田心河千余米的赶河
,

使得旧心河适应叙
.

河芯

堆面
,

水流山落水洞直接下渗到征河 J剐位面 卜
,

出薄

为潭水河源头
,

而没有成层泉水出莽
。

山 J
几

川
夕

心为洽

个旧南北向断层侵 独而成的 一个盲谷盆地
,

河流至此

成一冲积最
,

河流的这一段文际已成为
“

悬着河 ” 。

2
.

田心河自斗短朋被落水洞吞改后
,

:红到杠 i可荃准面

复出而成浑水河流入杠河
,

出谢地点名
“
九股水 ” ,

这一名称是符合它的性城的
,

因为泉水山游 日是三层

高度相差不大的喀斯特洞口
,

在杠 i叮桔水季节仅在最

低出水口有泉诵出 , 而在洪水季 、曰 几部出水口相徽诵

出
,

这一情况显然是喀斯特合水层在水乎循环带适应

于基木水位的性叹
。

与挥水河平行之清水河在注人在

何时情况亦相同
,

! h四个出水 日粗成的喀斯特科层出

露在肛河基准面上
。

肛河与南盘江一护江荃准面的斗争水文泊倪分水

岭位移的熨象
,

在本区无韵是喀斯特地区或葬咭解特

地区均存在
,

而喀斯特地区的斜坡上的小河及汇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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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逐步退出了斗争
,

这一现象可由杠河的支演田心

河 交南盘江一沪江的支流乍甸河来况明
,

兹将它仍比

毅如下
:

田 心 河
,

乍 甸 河

1
.

水湘头为火 把 冲祖 砂直 { 水源头为火把冲粗砂直岩
,

料
,

含水层之泉水至卡房
’
含永层之泉永至个旧盆地进

盆地进人喀斯特区 人喀斯特区
2

.

沿个 111 南北向断层谷由北 沿个旧南北向断层谷由南 向
向南潇人缸倒 北洗人护江

3
.

渡段河流形态是扶谷联枯
,

敬段河流形态是狭谷联结盆
盆地

,

如卡居盆地与田心
.

地
,

如个 旧盆地与乍创盆地
盆地中 :叭 i曳以龙滩头一带 { 中阴速以水头一带之狭谷
厌奋

.

`
.

卡 房盆地与田心盆地内有 1 个 旧盆炎也内有落水洞
,

个 旧

落水洞
,

田心盆地落六洞 I 盆地博永洞前端盲谷呈一姚

郁端科谷呈一车 口
,

谁 万 口 ,

截 门层邵与河没滩上第
反部与河漫滩上第二阶地

`

二阶地相当
相 当

与
.

在田心盆地上娜犬滩头一 在乍甸 f黯生也上部并水头一带
带有书渐特泉涌出 有喀斯特泉涌出

由上可见
,

这两条水洗除共流向背道而翻外
,

在

沈耗喀斯特区时性熨完全一样
,

这艳不是偶然的
。

这

两 共水洗的分水岭拜不是山脊
,

而仅是地堑谷谷底隆

起心宽淘平台
,

两例均明显地存在喀斯特洞层
,

孟明

其兮为 基准 面
。

从北西— 东南河谷的情况
,

北岸

坡度较陡
,

河谷有湍流或浮布 ; 南岸坡度较被
,

河流

多具翰曲少湍流
,

扮明本区地壳是北 边 上 升 南边下

降
。

在造陆运功的先决条件下
,

河流下端盆地为上端

盆地的 衔位面
,

上部水流为了对其适应
,

下切能力甚

强
,

因此两盆地咫 (特别是高差相差大者 ) 刻切成狭

谷
。

如上所述的田心 盆地实际上是作为卡房盆地的基

堆而
,

乍甸盆地实际是作为个旧盆地的基准而
,

因此

盆地上部有喀斯特泉涌山
。

踢山地 . 水文地熨分水岭位移的现象可由其薪坡
_

七水系的衰范现象来混明
。

田心河从田心到斗姆阴一

段沿河谷均有落水洞
,

水流首先被上部落水洞吸收
,

只有当上部落水洞吸水能力不能甫足河水的供抬时才

依次为下部落水洞吸收
。

落水洞显示向后溯源退按
,

这兢靓明田心河为了适应耗河荃准面而被迫下降其水

位
,

即赶柯喀斯特水位向北移
。

而南盘江一庐江喀斯

持水位 lHJ 向南移
,

这也
`

丁以由踢山地里分水岭北面料

坡 匕水系的段退的熨议长魏明
,

如蒙自湖盆地地表及

地 下水流均向北洪翰南盘江及庐江
,

由于南盘江一沪

扛较其低豹 2 00 米
,

因此迫使其为适应南盘江一沪江

甚准面而下降水 位
。

蒙自盆地面积虽大
,

但砚在汇水

面积却很小
,

而 毕一湖相平原
。

两个较大湖泊之一的

长桥海巳成为季节湖
,

山一群落水洞漏失而干枯 , 大

屯海平均深度钓 2 米
,

水菜科植物遍布奋湖
,

显然巳

接近消失阶段
。

而蒙 自盆地中
_

卜新世及第四祀初期的

湖权物却普逼分布
,

忍明其衰退是近期地黄年代
。

;

在个旧以西非喀斯特的花尚岩侵触地形也显示了

分水岭位移的现象
,

水系的分水岭不在砚在地形最高

技上
,

而在其北部地区
,

靓明分水岭向北移
。

垂直循环带厚度极大
,

在踢山地续距地表相对差

达 1 00 0米的镇孔尚未发现喀斯特就一水位
。

踢山地绝各矿区均有喀斯特悬着水
,

因为个】月的

踢矿与花做岩侵入休有密切的生因关系
。

当地下水在

喀斯 特垂直循环带垂道下渗时
,

致密不透水的花湘岩

伶另体阻止了其粗被下渗
,

而在秘入体 倾 斜 面上流

动
,

一部分在适当积水条件下停滞于其上而形成怂着

水
。

其性筑与上层滞水相同
:

1
.

它与喀斯特含水层的水力联系决定于浸入体与

喀斯特水面的位置
,

如果高于喀斯特水面 8lJ 没有直接

水力联系
,

相等剧有水力联系
,

低 glJ 其 根 本 不 存在

了 ,

2
.

它没有就一的具一定倾斜的水面
,

水平高度完

全决定于俊入体的空简高度
,

因此在同一地区可以在

不同高度上发现水位 ,

3
.

涌水量
、

水位变化极大
,

完全由大气降雨所控

制
,

在早季时甚至可以清失 ,

4
.

受水面积即侵入体平面上的面积
,

其他别无补

抬
,

j l不受地形按制 ,

5
.

水流向受侵久体产状控制
,

沿最低倾斜部分呈

脉状泄流
,

因此在相邻短距离内可以无水
,

水流的镇

斜坡度与俊入体的倾斜吻合
,

由于在倾斜面上无汇水

条件
,

因此不能形成地下水面
.

矿床水文地质特征

由于矿床分布在基准面以上极高的喀斯特地段
,

矿床的含水性受到砚代自然地理条件决定性的抢制
,

而喀妍特化程度和构造破坏程度仅属次要地位
。

1
.

矿坑水的特征

1
,

矿坑水的补抬完全依靠于大气降水
,

因此矿坑

涌水量的变化与降雨量变化完全符合
,

由于敌区早季

与雨季降雨相差在数十倍以上
.

矿坑涌水量相差也在

数十倍以
_

上
。

2
.

由于地下水的渗透受喀斯特发育强度影晌
,

而

喀斯特的发育是不均衡的
,

因此在垂直循环带构成了

复杂的脉状水系
,

地下水向下渗流中范受着不同程度

的阻碍
,

因而渗透逮度也不同
.

3
.

由于在垂直循环带之喀斯特水呈脉状水沈
,

水

流 与水流之简大多无水力联系
,

地下水向下独立渗盆
,

只是局部串通成水脉网而有水力联系
,

因此 在 同 一

点所打的一排弧形孔有些有水而有些无水
,

即使都有

水
,

其涌水盆也惫殊
,

这跳明喀斯特润穴的充水程度

不同
。

4
.

由于喀斯特溶润水在垂宜循环带中一般仅是璐



r

流水
,

其睁储觉有限
,

因此当其为坑道揭露时静储量

便逐步消耗而干涸
,

涌水时简一般均极短析
。

5
.

水流沿垂直通道下修时呈折枝流动
,

这是由于

喀斯特水向下渗透时途 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非垂喊的构

造面 (断裂
、

层面
、

节理
·

一 一 )
、

不透水的包裹体或

喀斯特溶触过程中不溶残余物的琪塞
,

以及可溶性岩

层可溶性的改变等
,

均可使喀斯特水林移流向作局部

的水不扩张
,

血到脱离其按制范围时 复 提 被 垂直下

渗
。

6
.

当坑道揭穿喀斯特溶洞时
,

除了茱些洞穴由于

底部琪塞而淤集一部分残留水而发 生 突然 没水现象

外
,

大都沿坑道顶板呈分散的水流或水滴简下或顺壁

流下
。

1
.

喀斯特水的活动对矿床的作用

由于矿床位于喀斯特垂直循环带中
,

是地下水
’ J

空气的共同活动带
。

仅在哎入体上有悬着水的形成
,

显然这种水具有层状水与脉状水的双重性资
。

按地下

水的活动作用矿床大致可分为三类
:

1
.

完全氧化的矿床
:
位于喀斯特基本水面以上及

喀斯特悬着水以外
,

早巳完成它的氧化程序
,

原来的硫

化物均早已变成氧化物
、

氢氧化物及碳酸盐类
。

氧化

深度决定于喀斯特水的埋藏深度
。

由于本区基本喀斯

特水位埋藏极深
,

因此在个旧缈
`

区尚未发现矿床的

次生富集带
。

2
.

部分氧化的矿床
:

位于悬着水部分
。

由于喀斯

特悬着水包括垂值活动与水平活动
、

透水均匀与不均

匀的性贸
,

其对矿床的作用又可分为两类型
:

( 1 ) 形状杖稳定的氧化矿床
:
位于悬着水水位

季节变化部分及其沿侵入体斜面流动部分以及透水校

均匀的地方
。

矿床受地下水较均匀
,

因此氧化程度也较

均衡
,

形成
“
皮壳状氧化层” 复于硫化矿上或花阔岩

侵入体上 (老厂
、

卡房
、

松树脚等矿区均有 )
。

( 2 ) 形状不稳定的氧化矿床
:

在水位季
一

节变化

部分透水不均匀脉状水地带
。

由于地下水沿个别溶洞

或构造裂隙中循环
,

因此氧化作用也就局部迸行
。

氧

化矿带规模不大
,

形状大致是垂直的狭长形穿插在硫

化矿床中
,

而其中往往残存有未氧化的或未完全氧化

的硫化物矿块
,

如松树脚矿区 12 00 一带便存在这一型

级化矿床
。

3
.

完全未氧化的矿床
:
位于悬着水水位以下

。

由

于地下水在适当的储水条件下停滞
,

交替援慢
,

城化作

用篆本上未进行
。

但如超坑道揭薄其挣出储水条件遭

受破坏
,

氧化作用也优咧烈进行
,

如老厂一带当 1 9 4 2

年初揭露时全为硫化矿
,
而现在揭露郊分均已氧化

,

松树脚 1 260 坑揭露仅数年便堆集了大量的硫酸族及其

胶体液
,

观明硫化矿巳向中期氧化作用 过 程 迅 速推

进
。

1
.

矿床筑化对喀斯特的作用

在个旧矿区氧化带附近喀所特特别发育
,

而在硫

化矿床或无矿地区喀斯特洞穴的数量
、

堤模常大为逊

色
,

因此形成了氧化带喀斯特层
。

J七形成的特殊条件

是当硫化矿氧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化合物及游离子对于

碳酸盐的剧烈侵触
。

因为粗成硫化矿的金属元素受地

下水活动及其他影响呈游离子时 (如 C记
、

P b
, 、

及

z n 行 、
r e ’ ·

“ … ) 大都可和碳酸根离子 ( c O 3 口

) 重谈

酸根离子 ( H C o
, 。

) 粗成碳酸盐类
,

如孔雀石
、

更

跌矿
、

菱始矾
、

白扮矿竿以及可溶性淡酸 岩 圈 岩 中

M g
” 、

c a .

游离子再次化合而成次生自云 石
、

方解石
,

反应如
:

J S + 王1 2
0 + 7 0辛 J SO

` + 11 2 5 0 ,

J S + H 2 0 + C 0 2 + 刁 c o
。

+ 11 2
5

J s + 0 2

今 J O + △ s

以上仅示其反应
,

△表示二价金属元素
。

显然
,

这些作用所生成之硫酸及硫酸盐类
,

氧化物及次生硫

化物均不伦定
,

均可和谈酸很合成碳酸盆类
,

如
:

十 ” } I
·

0 命

J S 0 4 + C a C 0
3 + ” H Z

Q + J c O J 令 C a S 0
4

刁O + 2 H
2
c 0 3

令 d c 0 3 + Z H
, 0 + c o ,

因此当硫化矿床起氧化作用时产生的不同类型的

化合物大大加强了对碳酸岩类围岩的佼触作用
,

溶触

而成喀斯特洞穴
。

一

与此同时所析出的过钊 C O
Z 一

伶触

性 c o
, 一
也加强了地 卜水对碳酸岩类 围 岩 的 溶触作

用
,

一直到完成氧化作用后溶触作用才怕 )
`

兰变弱
,

因

此城化带普遍留下了喀斯特洞穴
。

C
.

C
.

新米尔搭犬

指出
,

这一
“

特殊的喀祈特层” “
往往可以作为浅犷

标志
, , 。

个旧踢矿矿床水文地熨条件符合 只
.

住
, .

阿 刃比邓

大专家所提 l月的
“
中国矿床水文地炙分类

”
第一粗别第

一类型的基木矢件
。

在坑道疏干排水上一般无特殊困

难
,

矿坑水仅借助于向外微倾的水平巷道即可自然排

出
,

因此
,

矿山水文地傲工作在这种条件 下主要是供

水工作
。

另外
,

在研究
J

客斯特 下的矿床时
,

应注意喀

斯特的发育
,
J矿床在一定长件

一

f 的相互关系— 具破

坏作用相对也具建设作 i)J
。

.L..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