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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十多年来，服务脱贫攻坚的基岩山区找水打井工作充分运用并丰富了蓄水构造理论，但缺乏对其类型的统一划分

和属性的深入分析。以蓄水构造为理论指导，考虑地貌汇水、岩性赋水、构造控水等控制因素，以构造为主控因素，综合地

形地貌、地层岩性和植被发育及开发利用实际价值等因素，系统总结划分出缺水基岩山区水平岩层、单斜、褶皱、断裂、接

触、风化壳、复合、洞藏等 8 类 20 型 35 式蓄水构造，并借鉴、结合新构造控水理论和地下水系统理论分析总结不同尺度、

不同类型蓄水构造的共性特征，从蓄水构造空间组合特征、边界水文地质性质、水动力条件、尺度效应、控水共生特征、开

发利用实际价值等方面，提出了岩性与地质构造的相关性、透水与隔水的相对性、汇水与蓄水的平衡性、尺度与系统的统

一性、形成与改造的继承性和规模与目的的匹配性等蓄水构造属性。研究成果细化完善了缺水基岩山区地下水蓄水构造

类型划分，总结提炼了蓄水构造属性特征，深化了对蓄水构造概念内涵的理解与认识。既进一步推动了基岩山区水文地质

学的研究，也可为缺水区找水定井提供参考，并指导缺水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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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2002, th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has successively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hydrogeological
survey and groundwater exploration in water deficient  areas,  such as severe water shortage areas in west  China,
Wumeng Mountain area, Yimeng mountain area and red bed area in southern Jiangxi, ob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exploration data conducive to promoting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d the law of water abundance. In
recent decades, water prospecting and well drilling in bedrock mountainous areas serving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based  on  water  storage  structures  and  their  attributes.  This  paper  takes  the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siders  geomorphic  catchment,  lithological  water
accumulation, structural water control and other control factors, and takes structure as the main control factor. The
factors  such  as  topography,  formation  lithology,  vegetation  development  and  actual  valu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water storage structures are divided into 8 types, further divided into
20  types,  and  more  into  35  types,  such  as  the  horizontal  rock  stratum,  monocline  formation,  fold,  fault,  contact
zone, weathered crust, composite and cave reservoir.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types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s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with reference to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otectonic
water  control  theory  and  groundwater  system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boundary  hydrogeological  properties,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scale  effect,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tro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ithology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the relativity of permeability and water separ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catchment  and  water  storage,  the  unity  of  scale  and  system,  the  inheritance  of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tching of scale and purpose. The research results refine and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of
groundwater  storage  structure  types  in  bedrock  mountain  areas  with  water  shortage,  summarize  the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not  only  further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hydrogeology  in  bedrock  mountain  areas,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water  prospecting  and  well  locating  in  water  shortage  areas,  and  guid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water shortage areas.
Keywords：water exploration and well drilling；water-storing structure；water-storing structure attribute；water
deficient bedrock mountainous areas；groundwater exploration

  

我国贫困缺水地区多为基岩山区，水文地质条件

较为复杂，水资源匮乏，找水难度大，缺水成为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2002 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

局先后在燕山—太行山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乌

蒙山区、沂蒙山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

了支撑服务脱贫攻坚找水打井工作，实施探采结合井 7 200
余眼，小口径浅井供水井 213.5×104 眼，直接解决 2 340
多万人的饮水困难，蓄水构造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

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蓄水构造是指由透水层和隔水层相互结合而构

成的富集和储藏地下水的地质构造 [1]。它由 3 个基本

要素组成：透水的岩层或岩体构成其含水介质；相对

隔水的岩层或岩体构成其隔水边界；地下水的补给和

排泄条件，即具有透水边界、补给水源和排泄出路[2 − 3]。

蓄水构造的概念与地质构造不同，是融合了地质

体特征与地下流体规律的综合性认识。特别是在岩

溶地区，找准蓄水构造，是成功打井找水的关键 [4 − 6]。

蓄水构造理论是基于山区找水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最

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

运用，尤其是在我国贫困缺水区勘查找水过程中再

次证明了该理论的有效性、科学性，取得了丰硕成

果[7 − 9]。在蓄水构造研究与应用中，韩子夜等[10]、武选

民等 [11 − 12] 高度集成水文地质调查勘查成果，总结了

不同水文地质区的蓄水构造类型，提高了干旱区地下

水富集规律认识。丁秉弼 [13] 运用蓄水构造理论突出

富水部位，编制了实用性强的《朝阳地区蓄水构造类

型图》，徐军祥等 [14] 通过制定野外寻找基岩蓄水

构造的勘查技术路线，提升了缺水区地下水勘查效

率。张之淦等 [15]、武选民等 [16]、刘新号 [17]、李伟等 [18]、

汪云等 [19] 把蓄水构造认识与遥感解译、物探勘查结

果结合起来，准确刻画其空间结构，进一步提出山区

综合找水技术方法，提高了找水定井的准确率。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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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等 [20] 运用蓄水构造，探索地下水系统划分，在编图

上与水文地质分区、地下含水系统、地下水流系统进行耦

合，准确清晰指示了基岩地下水富集带。Sophocleous[21]

利用水位波动法和氯质量平衡法，以地下水蓄水构造

为单元，评估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的补给量，认为

蓄水构造对降水的最大补给量有较大的影响。本文

在总结贫困区找水打井实践、特别是近十年工作成果

基础上，借鉴已有蓄水构造类型划分方法 [2 − 3，22]，对缺

水基岩山区地下水蓄水构造进行了类型归纳和细化

研究，并侧重分析总结了与基岩地下水开发利用相关

的蓄水构造属性特征，深化了对蓄水构造概念内涵的

理解与认识。 

1    蓄水构造类型的划分

本文以蓄水构造理论为指导，考虑地貌汇水、岩

性赋水、构造控水等多因素的控制作用，以地质构造

为主控因素，综合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和植被发育及

开发利用实际价值等因素，对燕山—太行山区、六盘

山区、罗霄山区、乌蒙山区、沂蒙山区等贫困缺水区

水文地质调查工作进行系统总结 [23]，将基岩山区蓄水

构造类型统一划分为 8 类 20 型 35 式，见表 1。 

2    蓄水构造属性

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准确划定蓄水构造，是为了圈

定找水靶区，确定找水方向，提高打井找水成功率，获

得充足、可持续利用的水量和良好的水质，满足缺水

群众饮用水需求。在充分比较不同区域、不同规模、

不同用途的蓄水构造基础上，将其特征属性总结为

“六性”：岩性与地质构造的相关性、透水与隔水的相

对性、汇水与蓄水的平衡性、尺度与系统的统一性、

形成与改造的继承性和规模与目的的匹配性。蓄水

构造属性的总结，是尝试对其概念内涵、结构组成和

水量平衡作进一步阐述，也希望对其尺度性、可持续

性和经济性有所拓展与丰富。 

2.1    岩性与地质构造的相关性

岩性与地质构造的相关性是指蓄水空间的形成，

岩性是基础，构造是关键，有储水空间没有集水、蓄水

通道依然无法形成蓄水构造。

地下水储存于岩石空隙中，不同成因的岩石结构

和构造不同，原生空隙发育程度因岩性颗粒粗细、矿

物组成和力学性质不同而差异性显著。但“在有利的

构造条件下，几乎任何一种基岩都可以存在相对的富

水地段；而在不利的构造条件下，即使是所谓的含水

性最好的石灰岩也不一定富水” [2]。即地质构造作用

能够产生裂隙、裂隙带、破碎带，后期地质作用还会

改造与发展裂隙，如岩溶区地下廊道、玄武岩区空洞

等。在一定的空间内，地质构造形成的空隙连通性决

定着蓄水能力的大小和可供水能力。

一般情况下，大空隙、强脆性岩石，在地质构造作

用下，更易形成发育的裂隙和富水的蓄水构造，而韧

性岩石则相对较弱。同时，地质构造类型也影响不同

岩性蓄水构造的富水程度。相对而言，张性、张扭性

 

表 1    缺水基岩山区蓄水构造类型划分

Table 1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types in water deficient
bedrock mountainous areas

 

类 型 式 代表性地区

水平岩层
蓄水构造

沉积动力型 红层方山式 赣南、西南红层区

喷发动力型 喷发堆积式 沂蒙山区临朐

单斜
蓄水构造

碳酸盐岩型
单一碳酸盐岩式 沂蒙山区

碳酸盐岩与
碎屑岩互层式

沂蒙山区鲁村盆地、
乌蒙山区

碎屑岩型

砂岩式 陇东盆地庆阳地区

砂、泥岩互层式 乌蒙山区

砂砾岩式 赣南红层盆地

变质岩火成岩型
大理岩式 太行山区

玄武岩式 燕山山区

褶皱
蓄水构造

向斜型
承压水式 沂蒙山区南麻盆地

潜水式 沂蒙山区莱芜盆地

背斜型 背斜式 沂蒙山区、乌蒙山区

断裂
蓄水构造

断层型

断裂带式 沂蒙山区、乌蒙山区

断裂影响带式 沂蒙山区、乌蒙山区

断层交会式 沂蒙山区南鲁山自流区

断层岩块式 沂蒙山区

滑脱构造式 沂蒙山区莱芜盆地

断块型

地堑式 沂蒙山区沂源盆地

地垒式 青海东部碎屑岩区

垒堑式 陕西渭北岩溶区

叠瓦断块式 陕西渭北岩溶区

接触
蓄水构造

侵入体接触型
阻水岩脉（墙）式 河北太行山、山西吕梁山、

乌蒙山、江西赣州地区导水岩脉（墙）式

不整合接触型 不整合接触式 宁夏中南部地区

风化壳
蓄水构造

裸露型

片麻岩式 河北太行山地区

花岗岩式 海南琼中、江西赣州地区

碎屑岩式 川渝红层区、赣南地区

隐伏型 古风化壳式 辽宁西部山区

复合
蓄水构造

向斜-岩体式 太行山区涞源盆地

断层-不整合接触式 沂蒙山区

单斜-断裂式 沂蒙山区

岩脉-侵入接触式 江西赣州兴国地区

风化壳-断层式 江西赣州宁都地区

洞藏
蓄水构造

天然型 孔洞式 西南岩溶区、河北坝上高原

人为活动型 废弃矿洞（巷道）式
太行山区曲阳县、
陕西北部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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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形成的断层带多为富水蓄水构造，压性、压扭性

断裂一般在断层两侧一定距离内形成裂隙影响带蓄

水；前者的规模一般比后者小。

如在沂蒙山区莱芜盆地新发现的滑脱构造式蓄

水构造 [24]，其在沉积岩与火成岩的结合部形成的层间

虚脱、碎裂岩带及揉皱带内的层间空隙均可成为良好

的地下富集空间（图 1）。它具有以下特征：

（1）滑脱面总体产状平缓，滑脱方向多沿 NNE 向；

（2）滑脱构造带内岩石发生不同程度的破碎揉皱

或碎裂，形成厚度 20～80 cm 不等碎裂岩带或者揉

皱带；

（3）滑脱构造揉皱带内，多在薄层碳酸盐岩褶皱

转折端形成层间空隙；

（4）由于重力卸载作用，朱砂洞组底部多顺层形

成不同规模的层间虚脱，部分层间虚脱被燕山期闪长

玢岩侵入体充填。

 
 

砂页岩

N

碳酸盐岩

岩浆岩&变质岩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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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滑脱构造式蓄水构造示意图
[24]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decollement structure form[24]

 

朱砂洞组含水层碳酸盐岩可溶组分含量高达

84.6%，构成了溶蚀发育的物质基础，滑脱构造使其底

部顺层形成不同规模的层间虚脱、碎裂岩带或揉皱

带 [24]，形成的蓄水构造说明岩性与构造相互作用且关

联紧密。 

2.2    透水与隔水的相对性

透水与隔水的相对性是指某一地层岩石透水与

隔水性质是相对的。围岩的透水性超过岩层本身的

透水性，岩层起隔水作用，是蓄水边界性质；围岩的透

水性弱于岩层本身的透水性，岩层起透水作用，是蓄

水空间性质，一般可以满足分散供水所需。

在一个蓄水构造中透水或隔水的作用是固定的，

但在不同蓄水构造之间具有相对性。如一个岩脉，如

果两侧岩石富水性差，而它本身透水性好，围岩圈闭

形成了一定宽度的裂隙带作为透水层。在适宜补给

条件下，在迎水一侧即形成一个小型的导水岩脉（墙）

式蓄水构造；如果它侵入到透水性好的岩层，且处于

地下水水流的下游，因其透水性相对差而阻水成为隔

水边界，形成阻水岩脉（墙）式蓄水构造。一些断层也

有类似的规律。故在寻找地下水以集中供水或分散

供水形式解决不同需求饮水困难时，不仅要盯住大的

区域，也要关注小的局部；更不要因为小的局部蓄水

构造而忽视更大尺度上的富水蓄水构造。

如在山东临朐发现的喷发堆积式蓄水构造 [25]，蓄

水空间包括玄武岩气孔、原生节理裂隙、古风化壳裂

隙，以及下伏古近系砂砾岩孔隙等。玄武岩与碎屑岩

接触带之间为近水平状的半松散砂砾岩，其下伏的古

近系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相对隔水，砂砾岩成为区域

性含水层（图 2）。大气降水通过裂隙、孔洞向深部径

流，地下水遇古近系碎屑岩阻滞，在半松散砂砾岩中

富集，从而形成水平层状蓄水构造，并于坡脚排泄形

成下降泉，含水层的富水性呈现出由中央向边缘变差

的规律。实施 ZK28，孔深 153 m，揭露了玄武岩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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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喷发堆积式蓄水构造示意图（引自文献 [25]，有修改）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eruption accumulation form (modified from Ref.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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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系砂砾岩含水层，单井涌水量 120 m3/d，基本满足当

地居民生活用水需求。

在牛山火山机构周边，以气孔状玄武岩为主，与

砂砾岩风化壳共同构成了似层状分布的含水层，这显

著不同于一般存在的玄武岩块状含水层。 

2.3    汇水与蓄水的平衡性

汇水与蓄水的平衡性意即蓄水空间和汇水空间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地下水更新速度适宜的蓄水构

造。只蓄不汇无法可持续开发，有汇不蓄无法形成稳

定供给。蓄水空间具有透水边界、储水空间和排泄出

路，汇水空间是在适宜地形条件下汇集水源并补给蓄

水空间。

汇水与蓄水的平衡性表现在水质优劣和水量大

小 2 个方面。蓄水构造地下水循环途径和速度决定

其可更新性。循环途径长，更新速度过慢，可能会造

成水中物质的富集而咸化或某种元素含量的超标，如

陕甘宁革命老区陇东白垩系部分含水层地下水。若

循环途径短，更新速度过快，一方面可能会造成水中

物质的贫化，如赣南革命老区兴国县云峰嶂风化壳蓄

水构造地下水 TDS 含量几乎接近纯净水；另一方面难

以蓄存足够的水量，如乌蒙山区厚层灰岩强岩溶发育

地层地下含水空间大，降雨入渗后经地下溶洞管道快

速向地表河排泄，难以蓄集足够水量加以利用。

只有更新速度适宜，才能够在水质、水量上满足

人类饮用需要，甚至在灰岩地区可能形成锶型矿泉

水、火成岩区形成偏硅酸型矿泉水，不仅可以解决饮

用水困难，还可以作为经济资源进行产业化经营，促

进经济发展。在乌蒙山区，一定汇水区域的降雨入渗

进入岩溶空隙发育的厚层灰岩地层后，由于没有隔水

地层的蓄水条件而快速通过岩溶管道排向地表河，地

下岩溶空间多为无效含水介质。而白云岩和不纯碳

酸盐岩岩溶发育相对较弱，与碎屑岩互层，降雨入渗

后主要经孔洞、裂隙、溶洞向地表河排泄，地下滞留

时间较长，地下空间多为可蓄水的有效含水介质，导

致平均单井涌水量弱岩溶发育的白云岩和不纯碳酸

盐岩大于厚层灰岩。如在贵州省赫章县发现的碳酸

盐岩与碎屑岩互层式蓄水构造 [26]，碎屑岩顶托岩溶地

下河形成汇水、蓄水空间（图 3）。ZK01 钻孔碎屑岩隔

水层位于碳酸盐岩含水层下部，地下水在碳酸盐岩含

水层中径流赋存，碎屑岩隔水层形成隔水底板，地下

水在隔水层之上径流赋存，钻井涌水量为 102 m3/d。
由此可以看到，大厚度纯碳酸盐岩含水层具有很

大汇水空间，但是如果没有相对隔水层限制岩溶发育

深度或发育边界，地下水的深埋或快速排泄就无法适

应当前的开发利用条件。开发此类岩溶水需要人工

建设相对隔水层，如筑坝涌水形成地下水岩溶水库，

以促进蓄水与汇水的平衡，满足开采需要。 

2.4    尺度与系统的统一性

尺度与系统的统一性是指从不同尺度划分蓄水

构造，类似多级地下水系统，划分的依据之一应该考

虑满足开发利用的实际需要。

蓄水构造规模大小不一，相差悬殊，山区一眼

小型的人畜饮用水井所在的蓄水构造面积可能不足

0.01 km2，一个大型岩溶泉或大型地下河系蓄水构造

面积可达几千平方千米 [27 − 28]。但从地下水系统的观

点研究，它们又是统一的，在不同尺度上，它们可能是

局部水流系统、中间水流系统，甚至是区域水流系统；

在空间上，不同蓄水构造具有嵌套关系。因此，要注

意开发利用过程中相互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有水力联

系的蓄水构造。同时，要区分确定井位与寻找蓄水构

造的差异，蓄水构造是确定井位的基础，确定井位需

要综合考虑涌水量和施工条件与成本等因素。

从构造主从关系研究，蓄水构造与邻近构造存在

构造体系主从关系，如压性、压扭性断裂的主断层一

般透水性差，而它的次级构造一般为富水的蓄水构

造。所以临近的蓄水构造规模大小与富水性的差异，

可以从断裂力学性质与主从关系上得到统一。

从构造形态研究，同一个蓄水构造在不同尺度

上，属于不同的类型，如一个大型背斜蓄水构造，其轴

部张裂带破碎岩石完全被剥蚀掉，时代较老的坚硬致

密岩层出露地表时，因其抗风化能力强于两翼新地层

而成为背斜山岭，两翼夹于隔水层中的透水层形成良

好的蓄水构造，从大尺度上看是背斜蓄水构造，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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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碳酸盐岩与碎屑互层式蓄水构造示意图

（引自文献 [26]，有修改）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carbonate interbedded with clastics form

(modified from Ref.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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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单侧地层来看，又分别是单斜蓄水构造。

如在贵州沿河县发现的背斜式蓄水构造 [20]，就是

局部单斜、区域背斜与断裂组合的复合型蓄水构造的

典型代表（图 4）。背斜核部出露寒武系白云岩，岩层

薄且岩性脆，挤压易碎，密集发育网格状裂隙，地下水

分布相对均匀，水力联系密切。背斜两翼下伏的白云

岩挤压变形，平行于背斜轴部发育纵张裂隙，构成岩

溶地下水主径流带，发育数量众多的岩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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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背斜式蓄水构造示意图（引自文献 [20]，有修改）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anticline form (modified from Ref. [20])
 
 

2.5    形成与改造的继承性

形成与改造的继承性是指控水构造的水文地质

性质随着后续构造活动的改造，具有分期次、分段的

特征，一个大型构造局部富水与局部阻水的共生是正

常的水文现象。

老断层作为后期改造的基础，无论什么力学性

质，如果破碎带被充填或固结成岩，则一般透水性和

含水性差，除非风化或充填物被溶蚀，难以形成蓄水

构造。燕山运动以后的多期次构造运动，其破碎带胶

结较弱或未胶结，透水性和含水性好，可形成蓄水构

造。这也是新构造控水理论的基础和找水方向。

如在赣南革命老区韩坊盆地发现的单斜—断裂

式蓄水构造 [29]，就是非对称单斜断陷盆地受加里东

—燕山等多期次构造运动作用形成的。该盆地的沉

降受边界断层运动控制，盆地内红层整体呈单斜沉

积，巨厚层砾岩和花岗岩基底成为良好的隔水层，网

状裂隙发育的泥质粉砂岩成为良好稳定的蓄水空间，

粉砂岩层出露地区构成地下水的补给区，盆缘断裂成

为良好的地下水补给通道和储水区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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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单斜-断裂式蓄水构造示意图（引自文献 [29]，有修改）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monoclinic formatuon-fault form (modified from Ref. [29])
 
 

2.6    规模与目的的匹配性

规模与目的的匹配性是指蓄水构造的规模与富水

程度和可供水能力及经济性的关系，寻找蓄水构造解

决缺水问题，需要考虑开发利用与后续维护的经济成本。

为缺水贫困区找水打井，一般以乡镇、村组甚至

几户为单元作为供水对象，且以解决饮水困难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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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兼顾发展经济。所以蓄水构造打井时要考虑技

术经济合理性，一方面井位与村镇的距离要适当，从

而限制了工作区域。另一方面取水深度也要合适，不

至于因运行成本过高而打得起井、用不起水。如此，

在寻找蓄水构造时，要目标导向，既要考虑以村镇为

单元的小型集中供水，也不能放弃类似西南红层缺水

区以一户、几户为目标的分散式供水[30]。

缺水地区深部地下水储量一般取决于地质构造

而不是气候 [31]。如在大骨节病水质型缺水地区的阿

坝州若尔盖县 [32]，下部基岩风化裂隙水广泛发育，局

部花岗岩侵入体形成阻汇水墙体 (图 6)，虽富水性一

般，但水质较好，是分散性供水的主要层位。黄寨村

扶贫示范井在 31.45～58.75 m 揭露风化强烈的青灰色

钙质砂岩，抽水试验结果显示涌水量为 34.56 m3/d，解
决了该村的吃水难题。

在赣南革命老区红层分布区，发现了红层方山式

蓄水构造 [33]。丹霞山底部为粉砂质泥岩，裂隙不发

育，构成隔水底板。丹霞山顶部为砂砾岩，风化后破

碎严重，造壤能力强，且土壤易被杉树固结，低矮伏地

植被进一步发育，形成较为稳定的风化层，在接受降

水补给后，形成滞水式蓄水空间，在山腰发育悬挂式

泉水（图 7），泉群流量可达 328 m3/d，是当地村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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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monoclinic formation-fault form[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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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storing structure of the red bed Fangshan for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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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入户的主要水源。在四川—重庆川渝红层盆地

地区，此类蓄水构造也多有分布[7]。 

3    结论

（1）在燕山—太行山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乌

蒙山区和沂蒙山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区和革命老区，蓄

水构造可以划分为水平岩层式、单斜式、褶皱式、断

裂式、接触式、风化壳式、复合式、洞藏式等 8 类

20 型 35 式。

（2）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蓄水构造，具有岩性与

地质构造的相关性、透水与隔水的相对性、汇水与蓄

水的平衡性、尺度与系统的统一性、形成与改造的继

承性和规模与目的的匹配性等属性，且各属性之间具

有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联。

进一步分析蓄水构造类、型、式与我国多级次构

造单元的嵌套关系，研究蓄水构造的尺度分级与水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模式，是今后基岩山区

水文地质学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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