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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投入经费 1.68
亿元，在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沂蒙山区、

六盘山区等脱贫攻坚区实施水文地质调查的同事

开展了缺水区找水工作，解决了 23.8 万人饮水困

难，先后 20 余次将地质调查成果移交地方政府使

用，有效支撑地方政府与定点扶贫单位决胜决战脱贫

攻坚，获得了国家扶贫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党组、

当地党委政府、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

1 丰富发展了蓄水构造内涵和类型

我国贫困地区多分布在水资源匮乏、水文地质

条件复杂、找水难度极大的地区，探寻可供开发利

用的地下水需要攻克许多科技难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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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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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峰等，2018；张

福存等，2022）。

2 集成创新“逐步逼近式”地下水

勘查模块化技术

建立了集成遥感、水文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

探、快速钻进与多工况成井、含水层人工改造和地

下水分层勘查等多手段、“逐步逼近式”模块化技

术方法体系，攻克岩溶区地下水非均一性不宜勘

查、水浑浊难以成井、与地表水联系紧密水质稳定

性差等系列难题，如在江西省兴国县建设的西霞农

村集中安全供水示范工程，实践了在饮水不安全山

区如何找水、取水、净水、储水、配水、用水、护

水等科学认知，并使之科普化，使工程技术创新、

科学问题探索和科普宣传相融合，示范引领了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缺水区集中安全供水模

式（王新峰等，2020）。

3 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致力解决脱贫攻坚安全饮水问题，实施探采结

合井 252 眼，总涌水量近 18 万 m3/d，建设供水示

范工程 14处，解决了 23.8万余人饮水需求。同时，

聚焦农业产业发展，为 3000 亩现代农业提供了优

质灌溉水源。

发现 300余处珍稀矿泉水点，编制并向地方政

府移交了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建议报告，为“水产

业”提供了绿色发展新途径，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序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源保障（王新峰等，

2023）。

圈定甘肃庆城县、江西兴国县城市后备水源地

2处和村镇应急 4水源地 6 处，有效保障了城市供

水安全，支撑了“百千万供水工程”和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后备水源的选择。

钻探勘查新技术新工艺在多个省份 40 个项目

推广与应用，累计创收 900余万元。

4 结论

通过扶贫区地下水勘查工作，进一步丰富了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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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构造的内涵及分类，发展了“逐步逼近式”地下

水勘查模式，有力支撑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地方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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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扶贫区蓄水构造类型划分（张福存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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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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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区

碎屑岩型

砂岩式 六盘山区

砂、泥岩互层式 乌蒙山区

砂砾岩式 赣南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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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垒堑式 六盘山区

叠瓦断块式 六盘山区

接触蓄水构造
侵入体接触型

阻水岩脉（墙）式
太行山区、乌蒙山区

导水岩脉（墙）式

不整合接触型 不整合接触式 六盘山区

风化壳蓄水构

造

裸露型

片麻岩式 太行山区

花岗岩式 赣南革命老区

碎屑岩式 赣南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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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南革命老区

风化壳-断层式 赣南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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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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