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环境地质工作的回顾和发展前景

地矿部地质环境管理 司

历 史 的 回 顾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的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工作 (以下简称水工环地质工作)

几乎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50 年代
,

是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的创建发展时期
。

当时
,

由地质部承担着全 国 工 程 地

质
、

水文地质工作
· “
一五

”
计划开始时

,

只有几十人的队伍
,

至 1 9 59 年发展到 1万多人
。

50

年代中期
,

各工业部门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工程
、

水文地质勘测队伍
,

与地质部分工协作
,

各有侧重地进行工作
。

初期
,

地质部以工程地质工作起步
, 1 9 5 6 年转向以水文 地 质 为主

。

60 年代初
,

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
。

为了贯彻中央
“
八字方针 “

,

地质部的 水 文地

质
、

工程地质工作相应地作了调整
,

精简了队伍
,

把工作重点放在为农业服务方面
。

随着国

家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和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工作很快发展起来
。

1 9 6 6年发生的
“
文化大革命

” ,

严重地千扰 了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工作
,

许多工作陷于停顿

状态
。

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
,

直到 1 9 7 3年 3 月
,

国家地质总局

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会议
,

传达 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工作的指示
,

组建了水文地质普查部队
。

在全国开展 了大规模的水文地质普查
、

地热普查
、

重点城市地下水污染调查及矿山回访调查等工作
。

使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出现 了转机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

地质部以地质
一
找矿为中心

,

调整加强了水工环地质工作
,

提高了水工环地质工作的地位
,

水工环地质工作进入了振兴开

拓时期
。

在任务部署上
,

从 19 81 年开始
,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重点建设地区
,

按 自然单元

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或水工环地质综合评价
。

1 9 8 3年明确其工作方向
:

一是综合性
、

战略性

工作
,

二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及城市勘察
,

强调加强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这两个薄弱环节 ,

1 9 8 4年召开 了沿海开放城市水文工程地质工作座谈会
,

确定了水文工程地质工作的重点和改

革的方向
。

同年
,

国务院明确地矿部负责地下水的普查
、

勘探
,

并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进行监

督
。

1 9 8 6年 4月
,

万里副总理在全国地矿局长会议上进一步肯定子环境地质和基础地质
、

矿产

地质是地质工作的三大领域
。

1 9 8 7年 12 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会议上
,

张宏仁副部长代表部党组作出了开展新的一轮水工环地质工作的战略决策
,

标志着水工环地

质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通过以上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
,

经过改革开放
,

地矿

部门水工环地质工作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有了发展
,

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
。

这一时期各有

关工农业部门 的 工 程 地质
、

水文地质工作各施所长
,

也都有了迅速发展
,

如
:

水电部门在

完成一系列大型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及测试技术等方面
;
铁道部门在完成许多复杂的山区铁路

工程地质勘察及沿线地质灾害研究
、

预报
、

防治等方面
; 冶金

、

煤炭等部门在大型矿山及其

他工程建设勘察
,

以及岩土工程地质研究等方面
;
城建

、

环保部门在城市工程勘察及环境保

护等方面
“

一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

为水工环地质事业的发展
,

作出了重要贡献
。

目



前
,

全国水工环地质队伍的总人数已超过 20 万
。

仅地矿部系统就有 5 万余人 (其中专亚技术

人员近万人 )
,

队
、

站
、

所
、

中心有 1 00 余个
。

-

当然
,

40 年来
,

也有过一些失误
。

如在指导思想上
:

50 年代中期以后
,

地质部对工程地

质工作有所忽视 , 50 年代后期
,

片面追求数量不顾质量
,

造成许多工作返工 , 60 年代以后
,

片面理解为农业服务就是农田供水
,

结果是投资不少
,

效益不高
,
在技术业务政策上

,

相 当

时间内不顾我国实际
,

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

很少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方法 , 一度

提出的
“
以钻探为纲

” ,

也影响到地质业务工作 ; 在队伍发展上
,

大起大落
,

队伍组 织 结构

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够协调 , 取得工作成果周期长
,

报告繁琐
,

难以为生产部门直接应

用
。

特别是十年动乱的千扰
,

使我们的水工环地质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

通过 40 年的实践
,

我们认识到
,

水工环地质工作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能健康发展
,

就

必须
:

坚定不移地为党的路线服务
,

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
积极主动

为发展生产力服务
;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 ; 重视科技进步

。

主 要 成 就

建国 4 0年来
,

我国水工环地质工作的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

在区域性基础性工作 方面
,

已完成 l / 2 0万~ 1 / 5 0 万水文地质普查面积了00 万平方公里
,

除青藏高原
、

沙漠腹地及大兴安岭森林覆盖区外
,

全国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已完成
。

完成了重

点地区区域工程地质调查
。

近几年通过普查资料
,

提出了一整套全国范围的中比例尺水文地

质图件 ; 分区评价出全国地下水天然资源及开采资源分别为 8 7 0 0及 2 9 4 0 亿立方米 /年 ; 提出

了各省 ( 区市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区划
,

为农业区划服务的省级农业水文地质区划及
“
三

北
”
防风林带水文地质成果 , 发现地热点 2 6 0 0处

。

在全国各省 (区
、

市 ) 建立了环境地质监

测站网 (近 2 万个观测点 ), 索统开展了地下水动态监测
。

为国土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地质论证
。

对山西能源基地等十多片经济区进行了水文工程

地质综合评价
;
为长江

、

黄河流域
、

东北经济区等编制了环境地质图系 ; 为东北北水南调和

长江三峡工程等提供了环境地质论证成果
。

在完成国家重点项目勘察方面
,

主动承担完成了淮北二电厂等几十个重点项 目的供水勘

察 , 引滦入津工程
,

广东
、

浙江
、

上海等核电站选址
,

宁波
、

连云港
、

大连
、

上海等港 口
,

深圳
、

宁波机场等工程地质勘察 ; 为四川鸡扒子
、

甘肃洒勒山等大滑坡
,

长江 口
、

太湖
、

黄

浦江等综合整治… …提供 了多方面的勘察成果
。

城市水工环地质工作方面
,

完成了 40 多个重要城市的综合评价 ; 为青岛等 60 多个城市评

价出可供开发的地下水水源地 ; 为 100 多个城市的地下水污染进行了调查和监测
; 编制了40

多个城市的地质系列图
, 为北京

、

天津
、

拉萨等 10 多个城市开展 了地热勘察
; 对一些城市的

地面沉降
、

地裂缝等地质灾害进行了研究
;
承担 了数以万计的工程建设项 目的勘察

。

农牧业水文地质方面
,

完成 1 5/ 万 ~ 1八。万农牧业水文地质勘察面积 1 20 多万平方公里
;

为北方圈出 5 亿多亩宜井区提供了资料
,

并提供探采结合成井 1 万多眼
,

直接灌溉农 田 20 0

多万亩
。

在近两年的扶贫工作 中
,

在 74 个严重缺水或地方病高发区打井 1 0 0 0 多眼
,

使近 300

万人
、

10 万头牲畜和近万亩耕地用水得到解决
。

进行了内蒙后套平原
、

银川平原等多片盐碱

土改良勘察研究及商丘等地区浅层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
、

调蓄的水文地质勘察试验等
。

矿区水文地质工作方面
,

为全国几千个矿区开展 了工作
,

完成了矿山回访调查
,

进行了

岩溶充水矿床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等
。



在扩大领域和开拓市场方面
,

对长期薄弱的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工作得到加强
,

开拓了

城市地质
、

地质灾害
、

旅游地质
、

岩土工程
、

海上钻探
、

地震烈度小区划
、 二仁地资源调查

、

饮用矿泉水等新领域
。

地质市场迅速发展
,

从 1 :〕81 年到 1 9 8 6年
,

水工环地质市场项日由 1 0 0 0

多个增加到 6 5 0 0多个
,

收入由3 4 0 0万元增加到 1
.

5亿元
,

转入地质市场的队伍达 7 0 0 0 多人
。

有关工业部门投入地质市场的队伍更大
,

完成的任务更多
。

近几年开拓国外地质 市场的任务

也逐渐增多
。

对外科技交流方面
,

几年来多次派出团组去国外参加国际会议
、

进行专题考察等
。

多次

接待国外团组来我国考察
、

讲学
、

合作研究
、

开国际会议等
,

特别是在京
、

津
、

西藏地热研

究和华北平原水资源研究等国际合作
,

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
。

科技成果方面
,

在具有我国特色的岩溶
,

黄土的研究
, 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

、

盐渍
_

l几改

良
、

区域稳定性评价
、

矿区水文地质
、

新技术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及全国性图件的 编 制 等 方
_

面
,

取得了一批优秀科研成果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等刊物为促进本专业科技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上海地面沉降控制及地下含水层储能
、

三峡水利枢纽花斗坪选址论

证
、

严重缺水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找水及广东火山岩地区找水
、

西藏羊八井高温地热川夕卜友以

及河南商丘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研究等方面
,

取得了重大突破
。

发 展 前 景

我国水资源人均数仅 2 7 0 0 立方米
,

为世界人均数的 1/ 4
,

居世界各国第 88 位
。

仅 就城 *l1j

来说
,

目前有近 2 00 个城市缺水
。

1 9 8 6年因缺水
.

损失 20 时乙元的工业产值
。

随着 lt] 民经济建设

发展的需要
,

水工环地质工作必须跟上去
。

近些年来
,

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

地质环境问题也

越来越严重
。

都说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繁重的
。

水工环地质工作虽然不可能改变我国严重地质灾害及水资源贫乏的冈情
,

但是通过继坎

加强这项工作
,

是可以达到减灾防灾
、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

保护和改 良地质环姚
,

更

好地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目的
。

今后的水工环地质工作
,

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强
。

第一
、

明确战略 目标
,

实现重大突破
。

遵循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
“

注重效益
、

提高质最
、

协调发展
,

稳定增长
”
的经济发展战略

,

同时考虑
“

国际减轻 自然灾害十年
”
所提出的宗旨

,

水
_

l 环地

质工作的今后发展战略是
:

以满足国家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的
,

努力做好对地质

环境进行监测
、

评价和监督管理工作
。

以重点建设项目
、

城 市地质工作
、

国家国 仁综合开发

重点地区和国土整治区 ( 包括农牧业区 ) 地质环境
、

资源勘查评价和预侧为乖点
。

同时要特

别加强对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地质环境的监督管理
,

以建立
、

完善监瞥管理系统为 日

标
,

形成一个中心 (决策中心 ) 和三个系统 (执行系统
、

监督系统和信息系统 ) 的现代节理

组织结构
,

研究地质环境基本性质及其对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问题
,

以达到在区域开发和工

程建设中合理利用和保护地质环境的目的
。

此外
,

还应不断扩大服务领域
,

兼顾其他创乍协

调发展
,

提高工作水平和经济
、

社会
、

环境效益
。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

水工环地质工作的重点是
:

( 1 ) 积极开展能源
、

交通等基础工业
、

基础设施方面的重点建设项 目的勘察
;

( 2 ) 积极开展城市水工环地质工作
。

首先做好大城市
、

沿海城市
、

省会和开放城市
、



沿江河铁路线的重要城市等
,

( 3 ) 密切配合国家开发建设总体布局
,

进行重点开发区和国土整治区的综合评价和必

要的勘察
,

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基本依据
;

( 4 ) 继续加强农牧区的水文工程地质工作
,

要以大农业的观点因地制宜合理部署工作
;

( 5 ) 积极开展重点地区的区域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
。

( 6 ) 加强地质灾害勘察评价
、

监 测与防治研究
。

( 7 ) 继续做好京
、

津
、

冀
、

闽
、

粤
、

滇
、

藏地区以及有地热资源前景的城市地热资源

的勘察评价和开发利用的试验研究
。

同时要做好城市地下储能的推广
,

矿泉水普查
、

勘察和

开发试点
。

( 8 ) 积极开展矿区水工环地质工作
。

初步设想将从以 下 5 个方面进行突破
:

( 1 ) 对国家未来规划能产生重要导向作用的重大地质成果
;

( 2 ) 为解决或缓和严重缺水地区水资源问题 的重大成果
;

( 3 ) 重要城市
、

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工程地质勘察的重大成果
,

( 4 ) 能为区域环境地质评价
、

防治地质灾害带来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地质成果 ,

( 5 ) 西藏
、

云南等高温地热的评价和勘察研究
。

第二
、

加强地质环境监测与监督管理
。

根据地矿部
“
三定

”
方案

,

确定成立地质环境管理司
,

作为地矿部管理全国地质环境和

地下水资源的职能机构
。

( 1 ) 地下水资源管理
,

包括
:

地 下水勘查
,

地 卜水资源储量评审
,

地 下 水 监 测
、

统

计
、 `

分析
,

及地 F水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
。

( 2 ) 地质环境管理主要包括
:

水环境
、

区域地质环境
、

城市地质 环 境
、

地 质 灾害
、

地质地貌类 自然保护区
、

地质地貌风景名胜区
、

地方病区等
。

( 3) 地质环境和地下水资源都是涉及面广
,

影响大
,

社会性很强
,

必须面向李社会
,

宣传全社会
,

依靠全社会
、

共同治理保护地质环境
。

( 4 ) 协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
_

L作
。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
,

水利部统一管理
,

地矿部

协同管理地下水资源
。

在环境管理方面
,

国家环保局统一管理
,

地矿部协同管理地质环境
。

协同建设部对有明显地质地貌特色的风景名胜区进行监督管理
。

为保证地下水资源及地质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实施
,

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系统或体

系
。

1
.

建立健全法规体系

地下水资源和地质环境监督管理的根本作用是法规的约束
。

可以说
,

法规建设是强化监

督管理的中心环节
。

当前主要是分析研究国内有关情况和问题
,

参考国外有关法规
,

制订地

下水资源和地质环境监督管理的法规
。

并以此为依据逐步建立各项配套的法规
。

同时
,

按地

矿行业标准体系 中所规划的水工环地质标准体系
,

继续完成尚未制订的标准
,

以完善质量监

控系统
,

达到科学的进行监督管理
。

2
.

建立管理体系

监督管理的职能机构必须具有社会性和现代管理特点的管理体制
。

地质环境管理 司是协

同有关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地 下水资源和地质环境的职能机构
,

各省 ( rt
、

区 ) 地矿部门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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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曹秋莲 胡力士 周德和

在新
、

旧体制转换过程中
,

在改革
、

开

放的形势下
,

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
。

湖南地

矿系统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

正确认识

和处理 了各种矛盾
,

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

强
,

从而发展 了全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在工作中我们正确处理了以下问题
:

一 正确处理实行队长全面负责制与确

立和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有的地

位和作用的关系
。

在建立新体制的实践中
,

我们注意防止和克服片面强调行政领导对思

想政治工作负责而忽视党组织应有的地位和

作用
; 或者强调党群部「〕的作用而不注重促

使行政领导到位现象
。

一方面采取措施促使

行政领导尽快进岗到位
,

切实承担起对思想

政治工作的领导责任
; 另一方面注意确立和

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有的地位和

作用
:

一是发挥党组织对队长两个文明一起

抓的保证监督作用
; 二是在队长全面负责制

下
,

由党组织具体主管单位的思 想 政 治 工

作
,

全局有 19 个单位实行了这种领导模式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二
.

正确处理兼职政工队伍与专职政工

队伍的关系
。

既注重建立一支兼 职 政 工 队

伍 ; 又注意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的队伍
。

在前一方面我们抓了四项工作
:

一

是调整队伍结构
,

建立一支带长字号的兼职

政工队伍
; 二是统一思想认识

,

调动兼职政

工人员的积极性
; 三是健全规章制度

,

督促

兼职政工干部开展工作
; 四是提 高 业 务 素

质
,

增强兼职政工干部的工作能力
。

在后一

方面我们抓了两项工作
:

一是在党务工作部

门保留了一批素质好的专职干部
, 二是在行

应设立地质环境管理处
,

地 (市 ) 县一级在拟设立的矿产资源管理局内设地质环 境 管 理 科

(组 )
,

以形成从 中央到地方的地质环境监督管理网络
。

3
.

建立健全监测体系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 了地下水监测系统
,

今后需要在重要的经济开发区
、

城市和大型工程

建设区以及动力地质作用强烈的其它建设地区
,

建立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

逐步完善国家 f 省
、

地 ( 市 ) 县三级站分布格局
,

以便对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开展预测
、

预报
。

目前地矿部门已

有的地质监测站
,

要逐步改变为地质环境监测站
. ,

以扩大服务领域
。

4
.

建立完善地质环境信息系统

从地质环境监督管理宏观需要出发
,

其管理信息系统应是一个有中 心
、

多 层 次
、

多结

点
、

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
。

5
.

建立政府发布预报制度

通过 上述系统的建立
,

政府职能部门能及时掌握地质环境变化灾情险情
,

以便及时发布
,

达到改善地质环境及防灾
、

减灾的 目的
。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
。

水工环地质工作走完 了一段曲折而光辉的历程
,

今后的任务更为

艰巨
。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

深化改革
,

依靠全国水工环地质战线广大职工
,

一

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