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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胶东地区地层岩性多为岩浆岩和变质岩,富水性差异大,整体为缺水区。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优质、稳定的地下饮用水也成为胶东人民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 本文通过大比例尺水

文地质调查成果总结和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结合地下水勘查案例,从水文、地形地貌、含水层岩性和地质构造等四个

方面,对岩浆岩地区的地下水富集机理进行分析,提出了断裂型、接触带型、岩脉型、洼地风化带型和多期变质作用

形成的五种蓄水构造模式,并对各类蓄水构造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总结了风化裂隙水、构造裂隙水和岩溶裂隙水

三类岩浆岩、变质岩分布区裂隙水的找水方向,进一步丰富了岩浆岩与变质岩缺水地区蓄水构造模式研究,对该地

区地下水资源探寻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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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约占地球上整个淡水资源的 30%,是可

供人类利用的重要淡水资源之一 ( 于婷婷等,
2011)。 裂隙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社会

生产活动广度和深度的限制,对基岩地区的水文地

质研究相对较少(李传生等,2009)。 岩浆岩变质岩

类裂隙水是我国分布最为普遍的地下水类型之一,
具有埋藏深、储量小、分布不均的特点(刘伟朋等,
2018)。 通常将岩浆岩和变质岩地区富水性划分为

<100m3 / d,地下水资源极度匮乏,也成为了制约当

地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洪磊等,2016;王新峰等,2018)。
蓄水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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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经提出就得到了

广泛运用(刘光亚,1978,1981),尤其是在我国贫困

缺水区勘查找水过程中再次证明了其有效性和科学

性,取得了丰硕成果(王新峰等,2016)。 基于蓄水

构造类型,结合综合物探方法刻画其空间结构,提出

山区综合找水技术方法,提高找水定井的准确率

(张之淦等,2000;汪云等,2019;杨红等,2012;邸志

强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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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英等,2005;李波等,2020)。
本文正是基于对胶东岩浆岩和变质岩缺水地区

的认识,
 

结合地下水勘查与大比例尺水文地质调查

成果,从地下水的驱动力方向总结了蓄水构造模式,
把生产性成果中蕴藏的科研思维提炼出来,为类似

缺水地区解决生活用水困难提供借鉴。

1　 水文地质形成条件

1. 1　 气象水文

研究区属暖温带东亚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 11. 3℃ ,1 月份多年平

均气温为-3. 8℃ ;7 月份多年平均气温为 24. 6℃ ,
降雨量 650mm 左右。 区内地表水系发育,大面积位

于五龙河流域。 季节性降水极不均匀、地表水变率

大,是胶东地区缺水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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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地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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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地层岩性

研究区位于华北板块、胶辽隆起区、胶北隆起区

南缘与胶莱凹陷北缘的交界部位,跨越两个大地构

造单元。 区内岩浆岩广泛分布,按时代岩性划分主

要有中太古代橄榄岩、苏长辉长岩,新太古代黑云英

云闪长岩、片麻岩,古元古代斜长角闪岩、花岗岩,中
生代二长花岗岩、潜英安玢岩、斑岩等(图 1)。

岩浆岩与变质岩在空间上具有区域成带分布特

点,在时间上则显示多旋回活动的特点,在形成上具

有多成因的特点,因此时空分布上的 “ 区域成带

性”、“多旋回性”和“多成因性”为研究区岩浆岩与

变质岩分布的基本规律(张增奇等,2014;王锡亮,
1991)。
1. 3　 水文地质条件

研究区富水性分布极不均匀,地下水水位及水

量受季节影响变化明显。 在切割较深的中低山地

区,地形起伏大,风化裂隙发育差,富水性弱,单井涌

水量小于 100m3 / d。 在地势低洼、汇水条件良好的

沟谷地带,受构造作用影响岩石裂隙发育,富水性较

强,单井涌水量可达 200 ~ 1000m3 / d。

2　 地下水富集影响因素

影响地下水富集程度的因素有气象水文、地形

地貌、含水层介质的补给条件、构造条件及储水性能

(韦开行等,2020)。 其中气象水文是控制地下水补

给的天然因素,地形地貌是控制地下水储存、运移和

富集的最重要因素,含水层岩性则是地下水赖以生

存的最基本条件。 现将地下水富集因素按气象水

文、地形地貌、含水层岩性和构造因素四类分述如

下:
2. 1　 气象水文因素

研究区降水年际变化大,季节分配不均;且所处

低山丘陵区,地下水及地表水空间分布极不均匀,因
此气象水文造成的季节性缺水特征尤为明显。 区内

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和地表水系流率变化大,也进一

步加剧了胶东地区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区的缺水程

度。
2. 2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是地层岩性、构造及地表水系以及新

构造运动特征的综合反映,地下水的富集与地形地

貌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同的地貌条件,地下水的补

径排及富集特征不同(高维征等,2020)。 研究区地

貌类型主要为微切割-弱剥蚀低山丘陵,结合调查

的机井富水性与地貌类型统计分析(表 1),低山区

沟谷汇集处地势低洼,地形连续性好,地下水和地表

水从不同的方向汇聚于此,汇水面积较大,相互转换

频繁,易形成相对富水块段,尤其在坡麓缓坡沟谷地

带富水性强,平均单井涌水量高达 240 ~ 720m3 / d;
台地及丘陵缓坡受地形起伏影响,不易储存地下水,
富水性较弱,平均单井涌水量为 50 ~ 200m3 / d。

表 1
 

胶东地区机井调查点单井涌水量与

地貌类型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table
 

of
 

single
 

well
 

water
 

inflow
 

and
 

geomorphic
 

type
 

in
 

mechanical
 

well
 

survey
 

points
 

in
 

Jiaodong
 

area

地貌类型 井位微地貌类型 机井数(个) 单井涌水量(m3 / d)

低山区
坡麓缓坡台地 207 48 ~ 168
坡麓缓坡沟谷 55 240 ~ 720

丘陵区
丘陵缓坡 142 48 ~ 144
丘陵沟谷 43 96 ~ 216

2. 3　 含水层岩性因素

含水层岩性是决定地下水形成的物质基础,
 

不

但控制地下水水化学组成,也是影响地下水形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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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井调查点单井涌水量与含水层岩性分析表

Table
 

2
 

Analysis
 

table
 

of
 

single
 

well
 

water
 

inflow
 

and
 

aquifer
 

lithology
 

at
 

mechanical
 

well
 

survey
 

points

序号 含水层岩性
机井数

(个)
井深

(m)

最大涌

水量

(m3 / d)

平均单

井涌水量

(m3 / d)

1 新太古代花岗岩 138 20 ~ 240 0 ~ 720 102. 56
2 新太古代英云闪长岩 62 18 ~ 270 0 ~ 600 89. 87
3 古元古代黑云片岩 55 15 ~ 220 0 ~ 480 74. 40
4 中生代安山岩 30 13 ~ 280 0 ~ 360 76. 35
5 中生代玢岩 20 16 ~ 230 0 ~ 240 78. 12

总计 305 13 ~ 280 0 ~ 720 84. 26

富集的内因。 地下水富集程度受含水岩组岩石成

分、结构和构造影响较大,主要包括岩石的类型、力
学特征及裂隙发育程度。

表 3
 

钻孔单井涌水量与构造裂隙发育程度分析表

Table
 

3
 

Analysis
 

table
 

of
 

water
 

inflow
 

of
 

single
 

borehole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structural
 

fractures

钻孔编号 钻孔位置 含水层岩性
含水层段

(m)
裂隙形态 /
裂隙率(%)

单井涌水

量(m3 / d)
降深

(m)

HTDZK04 莱阳市西王家庄村 黑云片岩 40. 5~ 47. 2 垂向裂隙 / 10 76. 32
 

56. 52
HTDZK03 莱阳市南小平村 安山质角砾岩 33. 8~ 35. 5 垂向裂隙 / 8 82. 32

 

67. 82

HTDZK01 莱阳市小水岔村 花岗岩
35 ~ 36. 5

95. 4 ~ 95. 8(主)
垂向裂隙 / 9
垂向裂隙 / 11

248 29. 76

SQDZK05 海阳市王家后村 大理岩
38. 3~ 38. 6

44. 6 ~ 45. 2(主)
垂向裂隙 / 10
垂向裂隙 / 12

436. 56 32. 06

ZG05 栖霞市吴家庄村 奥长花岗岩
30~ 35m

80~ 100m(主)
垂向裂隙 / 8
垂向裂隙 / 11

480 5. 6

HTDJ083 莱阳市铁匠庄村 英云闪长岩 39~ 41 垂向裂隙 / 11 600 8. 64

HTDZK06 莱阳市瓦屋村 闪长岩

31. 3~ 32. 5
83. 4~ 85. 0

94. 7 ~ 97. 2(主)

垂向裂隙 / 8
垂向裂隙 / 8

构造破碎带 / 12
627 21. 59

ZG03 招远市东大夼村 斜长角山岩 90 ~ 110 构造破碎带 / 15 840 11. 98

HTDZK05 莱阳市大汪家村 闪长岩

15. 0 ~ 31. 2(主)
32. 4~ 38. 8
47. 1~ 51. 8

93. 6 ~ 98. 4(主)

强风化层

垂向裂隙 / 9
垂向裂隙 / 8

构造破碎带 / 10

932 18. 64

注:本表按单井涌水量由小到大排序,(主)表示钻孔的主要含水层段。

一般情况下,强脆性岩石在地质构造作用下,更
易形成裂隙发育且富水强的蓄水构造,而韧性岩石

则相对较弱(表 2)。 研究区含水层岩性主要为花岗

岩、闪长岩、片岩、安山岩及玢岩等,其中花岗岩、闪
长岩为强脆性岩石,受外力作用下易产生构造裂隙,
相对富水,平均单井涌水量 90 ~ 120m3 / d;而片岩、
安山岩及玢岩为韧塑性特征明显的岩石,受外力挤

压变形后易形成填充型裂隙,储水空间小,富水性较

弱,平均单井涌水量 50
~ 80m3 / d。
2. 4　 构造因素

断裂构造是岩浆岩

与变质岩分布区地下水

的天然集水廊道和蓄水

通道,是地下水富集的

关键因素。
(1)构造裂隙的发

育形态。 构造裂隙的发

育形态主要包括网状风

化裂隙、线状构造裂隙

及构造破碎带三种。 其

中网状风化裂隙主要分

布于岩浆岩、变质岩区

的浅部(35m 以浅),赋
存风化裂隙水;构造裂

隙及破碎带一般分布于

深部(30 ~ 110m),呈线

状、块状构造,赋存承压

裂隙水。
(2)构造裂隙的发育程度。 岩石裂隙发育程度

和深度受构造控制,而裂隙发育特征又直接影响含

水层地下水储集程度。 研究区岩石裂隙的分布特征

主要以垂向构造裂隙为主,风化裂隙及构造破碎带

发育较少;构造裂隙主要发育于 30 ~ 50、80 ~ 110m,
裂隙率与钻孔主要含水层段明显吻合,表现为含水

层发育愈深,构造裂隙发育程度愈剧烈,裂隙率愈

大,富水性愈强(表 3)。

3　 蓄水构造模式

蓄水构造是指含水层和隔水层按照一定的有利

于蓄水的构造形式组合而成的不同水文地质单元,
是由透水层(带)、隔水层(体)及地下水补给排泄条

件组成的能在水交替循环过程中不断富集和储存地

下水的开放性地质构造,既包括次生构造又包括原

生构造。
3. 1　 断裂型蓄水构造

断裂型蓄水构造是岩浆岩与变质岩缺水地区找

水定井中最常见的一类蓄水构造,对于不同透水性

质的岩石,具有不同富水意义,包括断裂导水型及阻

水型蓄水构造。 其富水带水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断

裂的力学性质、规模、岩石含水性及地下水补给条件

39 月 刘春伟等: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区蓄水构造模式浅析———以胶东地区为例



图 2
 

栖霞丰仪断裂导水型蓄水构造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及水文地质剖面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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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廖资生,1976)。
断裂导水型蓄水构造,指张性断裂受拉伸作用,

断裂带及围岩区域产生密集的构造裂隙或破碎带,
形成良好的储水空间。 在构造活动影响下,研究区

张性断裂较为发育,如经水文地质调查与视电阻率

垂向测深发现 NE 向丰仪断裂从栖霞市东大夼村南

穿过,在 0 号点附近 AB / 2 = 10 ~ 180m 处有一“阶

梯”状低阻异常,探采结合孔实施后,单井涌水量高

达 840m3 / d,降深 11. 98m。 受丰仪断裂构造作用,
斜长角闪岩构造裂隙发育,在深度 90 ~ 110m 处破碎

明显,即该张性断裂形成了储水空间和集水廊道,加
之地形低洼、地下水补给来源充足,因此在区域上形

成条带状富水区(图 2)。
断裂阻水型蓄水构造,指压性、压扭性质的断裂

受挤压作用,断裂带被断层泥或破碎岩石充填,形成

隔水断层(傅美兰,1985)。 在断裂的上盘、不同方

向断裂带交汇或复合部位,地下水沿地形坡向汇集

后,受其阻挡形成富水区(NibirMandal
 

et
 

al. ,1990;
王玉叶等,2017)。 莱阳市西上庄村北受北西向压

扭性断裂影响,英云闪长岩受力叠加造成岩石破碎

剧烈,东侧岩石节理、裂隙发育,但断层西侧的岩石

未受到该压扭性断裂影响,可作为相对隔水岩层,自
东向西径流的地下水在断裂影响带内富集,形成条

带状富水带 ( 图 3)。 调查点 HTDJ203 机井井深

180m,单井涌水量达 300m3 / d,降深 21. 56m。

图 3
 

莱阳西上庄断裂阻水型蓄水构造水文地质剖面图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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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接触带型蓄水构造

接触带型蓄水构造,指岩浆岩、变质岩体和围岩

之间所形成的蓄水构造。 不同期次岩浆岩变质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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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接触带型蓄水构造水文地质剖面图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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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墙、岩脉及其与围岩接触带附近存在除围岩原有

的各种裂隙外,还有后期侵入体形成的成岩裂隙和

岩体间相互挤压作用下产生于围岩中的肿胀裂隙。
当接触带垂直或斜交地下水流向时,在接触带部位

形成条带状地下水富集带。

图 5
 

岩脉阻水型蓄水构造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及水文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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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花岗岩、闪长岩等脆性岩石在构造运

动过程中,易在接触面部位形成线状的构造裂隙,在
地势低洼、汇水条件良好的地形条件下,易形成富水

区;片麻岩、片岩、安山质角砾岩等塑性特征明显的

岩石,受外力挤压变形后易形成填充型裂隙,无良好

储水空间,富水性较弱。 例如莱阳市铁匠庄村东

HTDJ083 号机井受古元古代二长花岗岩和新太古代

英云闪长岩的接触构造影响,在垂向深度 40m 处构

造裂隙发育,岩石破碎,加之良好的汇水条件,单井

涌水量达 600m3 / d,形成接触带导水型富水区(图

4)。
3. 3　 岩脉型蓄水构造

岩脉型蓄水构造,是指岩浆岩和变质岩中岩墙

或脉体形成的蓄水构造。 在岩浆岩和变质岩缺水地

区,发育着多条不同走向、不同期次的侵入岩脉,岩
脉在侵入过程中挤压围岩形成的构造裂隙、冷凝过

程中形成的横向裂隙及后期构造运动过程中在岩脉

两侧形成的羽状裂隙均为地下水提供良好的储水空

间及导水通道,即形成岩脉型蓄水构造。
岩脉型蓄水构造按岩脉本身的透水性及地下水

径流的阻导作用,可分为阻水型和导水型蓄水构造。
阻水型蓄水构造,裂隙主要发育在围岩接触带

或脉体的外缘,而脉体本身裂隙不发育,当地下水垂

直流经时,在岩脉的上游一侧形成富水区。 该类型

岩脉多为抗风化能力较弱的基性或中性岩脉,如闪

长岩脉、玢岩岩脉等。 例如经水文地质调查与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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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率垂向测深发现,栖霞市吴家庄村南 8 号点处有

一垂向“阶梯状”异常区,推测该处为一南北走向的

岩脉。 经 ZG05 号探采结合孔揭露,由南向北径流

的地下水受斜长角闪岩脉阻挡,在东南上游一带形

成富水区。 该孔单井涌水量达 480m3 / d,降深 5. 6m
(图 5)。

图 6
 

岩脉导水型蓄水构造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及水文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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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型蓄水构造,岩脉本身裂隙发育或岩脉周

边围岩裂隙较为发育,为地下水提供良好的储水空

间及导水通道,多为抗风化能力较强的酸性岩脉,如
花岗斑岩岩脉、重晶石岩脉和部分矿物成分较单一

的辉长岩脉等。 例如经水文地质调查与视电阻率垂

向测深发现,莱阳市瓦屋村北在 21 - 30 号点附近

AB / 2 = 210 ~ 300m 处有一高阻岩脉展布,其东西两

侧低阻异常明显。 结合 HTDZK06 号探采结合孔验

证,受北东-南西向花岗斑岩侵入岩脉的影响,在深

度 30 ~ 35m、80 ~ 100m 段垂向裂隙发育且破碎明显,
加之良好的汇水条件,形成岩脉导水型富水区。 该

钻孔单井涌水量达 620. 64m3 / d,降深 21. 59m (图

6)。
3. 4　 洼地风化带型蓄水构造

洼地风化带型蓄水构造,是指岩浆岩和变质岩

地区地势低洼的沟谷地带形成的蓄水构造。 该蓄水

构造所处地势低洼,汇水条件好,以岩浆岩和变质岩

风化裂隙作为含水层,下部的新鲜岩石作为隔水边

界(中国地质调查局,2012159~ 164)。
洼地风化带型蓄水构造多分布于花岗岩、闪长

岩等易风化脆性岩石的沟谷处,地下水以裂隙潜水

为主,具有统一连续的地下水面,潜水面形状随地形

缓变。 地下水水位和水量季节性变化明显,埋藏较

浅,多以井深 10 ~ 30m 左右的大口井开采为主。 例

如莱西市李家泊子村北 HTDJ099 号机井处于地势

低洼的缓坡沟谷,汇水条件极好,下伏地层为新太古

代英云闪长岩强风化层,不仅接受区域大气降水入

渗补给,还接受上覆第四系孔隙水垂向补给及东西

侧基岩裂隙水侧向径流补给,形成洼地风化带型富

水区,该机井单井涌水量为 480m3 / d(图 7)。
3. 5　 多期变质作用形成的蓄水构造

多期变质作用形成的蓄水构造,是指岩浆岩和

变质岩分布区多期变质作用及反复构造运动而形成

的蓄水构造。
受岩浆岩和变质岩的变质作用及构造运动影

响,发生接触交代变质作用,后期岩浆岩在侵入过程

中受到热流及具有化学活动性的流体影响,发生不

同程度的交代置换,原岩的化学成分、矿物成分、结
构构造均发生改变,浅部岩浆岩风化强烈且厚度大,
风化层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后储存地下水及下渗补给

构造裂隙水;同时在侵入体与围岩接触带部位伴生

有线状的构造裂隙,为地下水提供良好的储水空间

及运移通道,即形成良好的富水区。 例如莱阳市大

汪家村北一带受后期新太古代岩浆岩侵入过程中发

生面状的热流体交代变质作用影响,中太古代苏长

辉长岩呈岩株、岩脉状展布于新太古代英云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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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洼地风化带型蓄水构造水文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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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结合 HTDZK05 号探采结合孔实施发现(图 8),
区内浅部风化裂隙发育,强风化层厚度高达 31.
22m;在深度 32 ~ 55m、90 ~ 125m 段垂向裂隙发育并

伴有明显的破碎现象,可以推测多期变质作用造成

区域构造裂隙发育,形成面状导水型富水区。 该钻

孔单井涌水量高达 931. 68m3 / d,降深 18. 64m。

图 8
 

多期变质作用形成的蓄水构造水文地质剖面图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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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水方向

岩浆岩与变质岩缺水地区找水定井须具备良好

的汇水条件、充足的储水空间及地下水的运移通道、
隔水岩层或岩体构成的隔水边界 ( 卞学军等,

2018)。
(1)风化裂隙水:风化裂隙水是岩浆岩与变质

岩分布区最常见的地下水类型,由于地形切割深,
 

剥蚀侵蚀强烈,
 

风化带普遍发育不完全,
 

连续性较

差,
 

风化裂隙水分布零散,
 

地下水水位及水量季节

性变化大。 在地形地貌和地质、水文地质结构有利,
局部植被发育,

 

风化带保存完好的部位可形成潜水

富水块段。
(2)构造裂隙水:构造裂隙水主要受岩浆岩与

变质岩分布区断裂、侵入岩脉、不同时代岩石接触等

构造作用,储存于层状或脉状裂隙带中,为深部承压

带状水。 该类型地下水受岩浆岩与变质岩的岩性、
构造应力作用程度及边界条件控制,在空间分布、富
水性及导水性等方面表现为各向异性。 主要受断

裂、接触带、岩脉、多期变质作用等蓄水构造影响。
(3)岩溶裂隙水:岩溶裂隙水主要发育于厚层

的大理岩中,该类型地下水沿大理岩岩溶裂隙发育

带方向与碳酸盐岩不断的相互作用,使其溶蚀面不

断扩展,形成带状的岩溶裂隙含水系统。 在强风化

带、断裂及其影响带、火成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附

近,岩溶裂隙水尤为发育。

5　 结论

胶东地区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区富水性整体

弱,为缺水地区,蓄水构造模式特征的分析对找寻富

水块段、探寻地下水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

次对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区蓄水构造模式进行了深

入研究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胶东岩浆岩与变质岩分布区以往普遍认为

是地下水贫瘠区。 本次研究发现,在地势低洼、汇水

条件良好的沟谷地带,且有利形成蓄水构造部位能

够勘查到富水性理想的块段,
 

可解决当地用水难

题。
(2)通过水文地质调查和已有水文地质研究成

果,从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含水层岩性和地质构造

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胶东地区地下水赋存的自然地理

背景和地质条件,采用降雨控水、地貌汇水、地层储

水、构造导水理念,详细分析了岩浆岩与变质岩缺水

区不同地貌类型、不同含水层岩性特征、构造裂隙的

发育形态和程度等缺水主控因素。
(3)从地下水驱动力分析,提出了岩浆岩与变

质岩分布区断裂型、接触带型、岩脉型、洼地风化带

型和多期变质作用形成的五种蓄水构造模式,明确

了风化裂隙水、构造裂隙水和岩溶裂隙水三类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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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岩浆岩与变质岩缺水区精准找水定井、探寻

地下水资源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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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atum
 

lithology
 

in
 

Jiaodong
 

Peninsula
 

(Eastern
 

Shandong
 

Peninsula)
  

is
 

mostly
 

magmatic
 

and
 

metamorphic
 

rocks
 

with
 

great
 

difference
 

in
 

water
 

content.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 ' s
 

demand
 

for
 

a
 

better
 

lif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high - quality
 

and
 

stable
 

underground
 

drinking
 

wat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livelihood
 

issues
 

for
 

people
 

in
 

Jiaodong.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large - scale
 

hydrogeological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combined
 

with
 

groundwater
 

exploration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roundwater
 

enrichment
 

mechanism
 

in
 

magmatic
 

areas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hydrology,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
 

aquifer
 

lithology
 

and
 

geological
 

structure.
 

Five
 

types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models,
 

such
 

as
 

fracture
 

type,
 

contact
 

zone
 

type,
 

dike
 

type,
 

depression
 

weathering
 

zone
 

type
 

and
 

multi-
stage

 

metamorphism,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are
 

analyzed.
 

Meanwhile,the
 

water
 

search
 

directions
 

of
 

fracture
 

water
 

in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magmatic
 

and
  

metamorphic
  

rocks
 

is
 

summarized,
 

including
 

weathering
 

fracture
 

water,
 

structural
 

fracture
 

water
 

and
 

karst
 

fracture
 

water.
  

It
 

further
 

enriched
 

the
 

study
 

of
 

water
 

storage
 

structure
 

model
 

in
 

magmatic
 

and
 

metamorphic
 

rock
 

water
 

shortage
 

areas,
 

and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the
 

explor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this
 

area.
Keywords:Jiaodong

 

Peninsula;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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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nsula;
 

magmatic
 

rock;water
 

storage
 

structure;water-
rich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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