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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方法在红层基座阶地找水中的应用

陈银如，李坚，张虎生，耿小库，刘远红，谢烨
(江西省地球物理勘察技术院，江西新余338000)

摘要：在赣中清江红层盆地基座阶地的测区内，通过综合应用联合剖面法、激发极化法和电阻率测深法，划分出不

同阶地的地层结构。分析其含水特征，选择最佳地段布井，并采用合理的成井工艺，打出了l口出水量超过5 000 L／

d的机井，抽水试验表明水质水量均满足要求。这表明在红层基座阶地中，综合应用电法找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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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拟新建四特酒分厂，

日平均需用水量约5 000 t。拟建场地出露地层为

第四系网纹状黏土，厚约1．5—8 m，下伏为古近系

厚层状红砂岩(红层)。曾经有多支找水队伍进驻

场地，均因水文地质条件差，难以满足水量要求而未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来，我们分析了区内已有

地质资料，又进行了认真的野外踏勘，通过实施视电

阻率法勘查，查明了红层基座阶地中Ⅱ级阶地与I

级阶地接触带，发现其附近存在多个电性异常，选择

最佳部位实施钻探工程，现已找出一口日出水量

5 000余吨的机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 测区概况

测区位于赣中清江盆地基座阶地的一个小山坡

上。该盆地为中新生代构造盆地，发育有白垩系一

古近系和新近系陆相沉积而形成的以泥岩、泥质粉

砂岩、钙质粉砂岩为主的沉积岩，因岩石呈现红色而

得名为“红层”。红层水文地质条件较差，地下水资

源相对贫乏。拟建场地的东北部主要是岗地地形，

最大高差约40 m，西南部地形相对平坦或开阔些，

但分布着一些村庄和旱地。覆盖地层为第四系网纹

状红土，植被不甚发育，荒山上只是零星地生长着一

些荆棘和杂草。根据当地气象、水文地质资料，该区

为贫水区，尤其是在干旱季节，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用水非常困难。

根据区域和区内地质、地形资料，我们将找水的

重点放在寻找基座阶地中Ⅱ级阶地与I级阶地接触

带上，因为每一级阶地的前缘或后缘往往发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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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模的冲沟，而这些冲沟一般都是地下水的富集

带。

2物探工作布置

我们知道，两阶地接触带附近的冲沟中，沉积的

大都是较粗的砂砾卵石层，它与冲沟两侧的红土、泥

砂在电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冲沟中的砂砾卵

石层厚度大时，联合剖面曲线在冲沟上的异常特征

为反交点，视电阻率测深曲线表现为中高阻特性，视

极化率出现相对高值异常，由此可推断冲沟的位置、

砂砾层的厚度和富水带的情况。因此，选用视电阻

率法中的联合剖面装置和对称四极测深装置，在异

常段再施以激发极化法验证，可以解决布置水文钻

井问题。

图l为物探测线布置。根据水文地质路线调

查，测线基本垂直基座阶地的走向，横穿Ⅱ级阶地与

I级阶地，划分两阶地的接触带，工作重点放在I级

阶地的后缘。本次布置联合剖面测线6条，首先用

联合剖面扫面，工作装置为小极距A∥2=100 m，

肘M2=20 m，点距=20 m；大极距A∥2：180 m。

胍Ⅳ／2=20 m，点距=20 m。无穷远极Oc的距离为

5～8个伽，以保证A、B供电点视为点电源。然后

根据扫面结果，在异常区有针对性地布置激发极化

和电阻率测深方法，主要查明垂向电性层的分布情

况及评价富水性，工作装置采用等比装置，MⅣ／【4B

=1／5，A日。。／2=120 m。

本次物探工作使用重庆地质仪器厂DzD石A多

功能直流电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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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探资料分析与推断

图1 水文物探联合剖面布置示意

3．1背景值的确定

背景值是指地下岩层不含水时电性参数值的大

小，即覆盖层、隔水层、含水层综合在一起时所测定

的临界值。在不同测区内，虽然岩层性质基本相同，

但由于地质条件的变化，背景值也有较大的变化。

在同一测区内背景值变化不大，一般情况下可以利

用测区内无水地段的视电阻率曲线来确定各参数的

背景值。确定背景值的大小，对于分析含水层，评价

地下水富集程度，确定水文钻井位置非常重要。

本次实测得到区内红层的背景值为：视电阻率

p。为40—50 Q·m，极化率’7。<1％；在Ⅱ级阶地红

层中有较薄的细砂砾层，其ps背景值为60～90

n·m；在Ⅱ级阶地与I级阶地接触带附近的冲沟

中，由于砂砾卵石层厚度大，石英硅质成分多且含量

高，电阻率曲线分异性好，p。为100～194 Q·m，偏

高，’7。>2．5％，也偏高。

3．2视电阻率曲线电性特征

通过本次实测，各测线的联合剖面曲线对应性

较好，说明地下介质分布有一定的规律。下面对20

线视电阻率曲线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图2)。

ll一15号点：∥6妒，曲线形态一致，起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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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异性较差，视电阻率较低，pr在40一50 n·m，这

是Ⅱ级阶地后缘粉砂质泥岩的电性反映。

15—47号点：∥6、p，曲线形态基本一致，起伏
略有变化，有一定的分异性，JDr在60～90 Q·m，分

析此段处于Ⅱ级阶地的阶地面和阶坡，主要分布有

3套地层，即上部为黏土层，中部为较薄的泥质砂

层，下部为红层基底。

47～61号点：p：6妒，曲线起伏形态开始出现变

化，分异性较好，视电阻率增高，p?在100～180 n

·m，认为此段处于Ⅱ级阶地前缘或I级阶地后缘，

同样分布以上3套地层，只是中部的砂砾石层厚度

大一些。

61～9l号点：此段p^c、P，曲线起伏形态变化

较大，甚至出现扭曲、交叉现象，在74号点处出现正

交点，表明此处由Ⅱ级阶地开始进入I级阶地，是以

泥砂质为主的低阻地层，含水性一般；在88号点出

现反交点，说明该地层呈高阻特征，pr在170～194

Q·m，推测是由该处的两阶地接触带附近的冲沟中

沉积了较大厚度的粗砂、卵石所致。

根据上述p。曲线推测，在88号点及其两侧布

置了激发极化和电阻率测深工作。88号点的仇=

3％，表现为较高极化特征，再综合测深曲线进行地

点号

卜——————一 Ⅱ级阶地——————————卜 I级阶地—一

图2加线联合剖面及四极对称剖面p。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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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推断：O一4 m，以为38—67 Q·m，曲线较平缓，为

黏土层；4～20 m，p。为72一150 Q·m，曲线单调上

升，为粗砂、卵石层的高阻特征；20—40 m，曲线上升

后开始急剧下降，解释为红层基底(图3)。

根据88号点出现的联合剖面曲线反交点、电测

深曲线高阻和高极化率等电性特征，推断该部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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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加线嬲号点测量结果

相对富水区(段)。

4结论

野外完成电法数据采集后，经室内数据处理和

综合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分析，确定20线88号点为

相对富水区(段)，并使用大口径冲击钻施工和井管

采用钢筋骨架缠丝过滤网等工艺成井。根据含水层

岩性颗粒的大小及含量，精心设计井底充填砾石的

厚度、砾石的直径比、过滤管孔径和密度、缠丝间隙

等成井技术参数。通过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成井

结束后，对井内进行了洗井及抽水试验，仅用了O．5

h，水质已抽清，经测试符合饮用标准，水量达到5

228 T／d。

本次实施水文物探工作说明，在红层基座阶地

中寻找Ⅱ级阶地与I级阶地接触带中的冲沟(富水

区段)，综合应用视电阻率法和激发极化法是行之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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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IN SEARCH FoR WATER IN RED BED BASE TERRACE

CHEN Yin-ru，U Jian，ZHANG Hu—sheng，GENG Xiao—ku，LIU Yuan—hong，XIE Ye

(J妇舻i J4cD幽唧旷G印p枷池f 5m可口以M肋J匆彰，砌唧338000，c^fM)

Abstract：The b硒e terrace of tIIe Qin舀i锄g red bed b鹪in in centmJ Jiangxi w鸹studied to detect strati卿hjc stⅢct山汜明d acIuifer

ch啪cteristics by such me觚s∞integmted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pmfiliflg，induced pol撕zation卸d r∞js“vity∞undillg．11he opti·

mum weU site帅d t}le rea∞nable weU completion technology were cho眈n明d，衄a resIllt，a weU w鹊拍Ued which could produce more

thaIl 5 000 T／d．Pumpjng te8ts show that botIl the qual崎锄d the qu粕tity of tIle water meetthe requirements．Hydm—geophysicaJ ex-

plor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ical method8 in search for water is very eH．ective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red bed base terrace；resitivit)r I舱thod；IP metllod；exploration 0f unde咽∞帅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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