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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新生代玄武岩主要分布在吉林
、

内蒙
、

黑龙江
、

河北
、

山西
、

11」东
、

河南
、

江

苏
、

安徽
、

浙江
、

广东
、

海南
、

云南
、

台湾等

省区
,

湖北
、

湖南
、

福建
、

西藏
、

辽宁
、

新获

等省区亦有零星分布
,

总面积约 8 万平方公

里
。

1 9 8凌年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和科

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共同发出开展
“

中国玄武

岩地下水研究
”
的通知

,

各省区地矿局和有

关水文工程地质队
,

对玄武岩地下水研究工

作十分重视
,

不少省区将玄武岩地
一

下水研究

列入专题综合研究课题
,

并进一步对全省区

玄武岩地下水进行 了野外地质调查
。

经过近 3 年的工作
.

我们对我国新生代

玄武岩地下水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

从原来

的不太了解到有了进一步认识
,

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
:

(一 ) 初步认为玄武岩地下水是一种新

类型的地
一

F水— 熔岩裂隙孔洞水
。

玄武岩地下水不属于孔隙水
、

裂隙水
,

也不属于岩溶水
,

当然更不属于孔隙裂隙水

和裂隙岩溶水
、

它应属于以熔岩原生孔洞为

主
,

原生柱状裂隙和次生构造裂隙
、

风化裂

隙为辅的熔岩裂隙孔洞水
。

玄武岩一般是由多次喷溢出地表的熔岩

流冷凝后组成的层状岩层
。

由于熔岩流中大

最挥发份的泄出
,

形成了玄武岩中的气孔构

造
。

每一次熔岩流凝固后
,

气孔在垂直方向

上
,

一般可分为气孔少的底气孔带
,

气孔多

的顶气孔带和中部致密玄武岩带
。

其中
,

致

密玄武岩带往往是原生柱状裂隙发育带
。

顶

t戈孔带一般厚 0
.

5~ 2 米
,

孔隙率一般 20 ~

4 0写
,

气孔直径 0
.

5~ 2厘米
,

气孔之间有直

接的或间接的微细管状通道
。

在每一次玄武岩溢流的间隔期间
,

顶气

孔带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风化破碎
,

使气孔

之间的通道更加畅通
,

因此
,

在
一

下一次的玄

武岩流凝固后
,

上一次的顶气带和下一次的

底气孔带对接在一起
,

并在原生柱状裂隙和

次生构造裂隙
、

风化裂隙的组合下
,

形成玄

武岩中完整的导储水系统
,

也就是玄武岩裂

隙孔洞含水层
。

此外
,

当二次玄武岩溢流的时间较长
,

使第一次玄武岩的上部风化成为红土
,

或顶

气孔带之上直接沉积溯相粘上
,

熔岩裂隙孔

洞水就变成
一

r 层间水
。

如果第二次玄武岩复

盖在河流沉积的砂层或卵砾石层之上
,

砂砾

石 层孔隙水和熔岩裂隙水就联合组成了更加

富水的含水层
。

(二 ) 在大面积新生代玄武岩台地分布

地区
,

往往出现较大和特大泉水
,

其流量在

北方一年四季变化不大
,

在南方一般年份流

量变化
一

也不大
,

但有的泉水流 量变化较大
,

尽

管如此
,

不少泉水在枯水季节的绝对流量仍

然很大
。

在许多较大玄武岩台地边缘或被河流切

割的沟谷中
,

一般 下部有中新生 代枯性土隔

水层存在
,

因此
,

往往从玄武岩层的底部裂

隙孔洞层中涌出特大或较大的泉群
。

这样的

泉群在北方一年四季的流 量比较稳定
,

如内

蒙丰镇县泉子沟泉群
,

吉林抚松县泉水林场

泉集河
,

其流 最一年内墓 本 上 分 别 稳 定在

1 7 0 0 0吨 / 日和 1 2 0 0 0 0 吨 / 日
。

在南方一般泉

的流量一年内也是比较稳定
,

但也有丰
、

枯季

的变化
,

流 量相差较大
。

比如雷州半岛课堂

农场湖仔村泉群
,

一年内墓本稳定在 2 2 0 0 0吨



/ 日左右
,

海南岛的水径堂 82 号泉
,

丰
、

枯

季的变化是 1 0 3 68 吨 / 日到 1 5 2 9 2吨 / 日
。

流量

变化较大的泉群如海南岛的久温塘 86 号泉
,

枯季流量 为 刁5 2 7 3 吨 / 日
,

而 丰 季 可 达 到

2 99 3 84 6吨 / 日
,

再如旧沟泉群枯季流量平

均为 9 2 4 J 8吨 / 日
,

而丰季增大到 35 倍
。

新生代玄武岩地下水最大泉群是云南腾

冲的坝派巨泉
,

其流量一年内 变 化 在 3
.

4 ~

6
.

8吨 /秒
,

(即 2 9 4 0 0 0吨 / IJ 到 5 8 0 0 0 0吨 / 日 )
。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
,

玄武岩中总的孔洞

储水空间比较大
,

总的孔洞之间的通道比较

微细
,

地下水流速比较缓慢
。

那些流量变化

较大的泉群
,

显然是玄武岩中存在有管道式

通道
,

这种通道在海南岛的许多地方可以看

到
。

内蒙地矿局 1 01 地质队通过对阿巴嘎地区

X Z和 X 1 9 号 两 个相邻钻孔中层间水的碳一

刊的测定
,

依据两孔中地下水的年龄值
,

计

算出玄武岩地 下水的天然流速为 2 0
.

8 米 /年

( o
,

0 5 米 / 日 )
。

同样
,

在贡红盆地对 丁17和

J 15 号钻孔中自流水的碳一刊 测试
,

则表明

该区玄武岩中承压含水层地下水的天然流速

为 4 5 0米 /年 ( 1
.

2 3米 / IJ )
。

总之
,

如果要把玄

武岩地下水含水层比做一个地 下水库
,

可以

说是肚子大
、

储水多
,

能细水长流
,

起到水

库多年调节作用
。

这就进一步说明
,

把这些

大型和特大型的泉群作为大型水源地是完全

有可靠保证的
。

(三 )在新生代玄武岩分布较广的地区
,

目前许多县镇供水全部或大部依靠玄武地下

水做为供水水源
。

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依靠当地出露的泉

水
,

如吉林抚松泉水林场 (相 当一个县的规

模 ) 依靠的是泉集河的泉水
,

而且还修了水

电站
。

再如云南腾冲县城供水全部依靠城北

观音塘玄武岩台地边缘出露的泉群
,

该泉群

露出长度约 2 00 米
,

枯季流破 8 5 0~ 9 00 公升 /

秒 ( 7 3 0 0 0~ 7 8 0 0 11屯/ 日 )
。

另一种情况是玄武岩裸露的丘陵山区或

有浅埋玄武岩的小型盆地的城镇
。

这些地区

和石灰岩分布区有相似之处
,

即大气降水绝

大部分迅速渗入地下
,

因此
,

这终地区一 向

认为是干旱缺水或是上层滞水和浅层水水质

不好的地区
,

供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白

七十年代中期开展了抗旱打井运动以来
,

通

过水文地质工作者的进一步探索
,

在许多上

述地区打出了优质玄武岩地
一

F水
,

从而
,

从

根本上结束了这些地区历史上一向干旱缺水

或吃坏水的局面
。

山西大同县
、

河北张北县
、

黑龙江克东县
、

吉林敦化县
、

靖宇县
、

海

南岛琼山县羊山石山地区的儿个公社的供水

问题
,

都是通过建井抽取玄武岩地下水解决

的
。

(四 ) 新生代玄武岩地下水一般都是优

质淡水
,

并 几不少是低钠高硅并含有惚
、

锌

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的饮用天然矿

泉水
。

玄武岩地下水大都属于 H C仇一 C 、 、

M g

或 H C认一 C 、 、

N 、 型水
,

矿化度一般小于 0
.

5

克 /升
,

属于淡水
。

水中钠含量一般在 30 毫

克 /升以下
,

偏硅酸含量一般都在 25 毫克 /升

以上
,

许多地区水中铭含最达到 0
.

2毫克 /升
,

锌含量也达到 0
.

2毫克 /升
。

所以
,

把这些

矿
`

泉水可以叫作低钠高硅并含有惚
、

锌等对

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的饮用 天 然 矿 泉

水
。

目前
,

许多地区的新生代玄武岩地下水

做为饮用夭然矿泉水已经进行 了评市鉴定
,

并得到开发利用
,

这说明玄武岩中的饮用天

然矿泉水已开始为保证广大人民 的 身 体 健

康
,

增强人们的体质起着重要作用
。

( :丘 ) 由 于与火山喷发有关
,

新生代玄

武岩分布区往往赋存有可贵的碳酸矿泉水
。

碳酸矿泉水是指游离 C O :

含 量达 到 2 50

毫克 /升以 l二的地 下水
。

碳酸矿泉水 属 于医

疗矿泉水
,

也属 干饮川天然矿泉水
,

对人体

健康十分有益
。

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碳酸矿泉

水在医疗
_

L已经取得 了显著效果
。

吉林地矿

局水文地质二队在长自山地区已经发现
一

r 26



处碳酸矿泉水
,

并正在开发利用
。

1 9 8 5年腾

冲也发现了 3 处优质碳酸矿泉水
,

今年已经

进行了鉴定
。

碳酸矿泉水一般是在深部岩 层 中 形 成

的
,

其矿化度很高
,

沿断裂或裂隙承压 上升

到玄武岩地层中
,

与玄武岩地下 水 混 合 淡

化
,

然后流出或抽出地表
。

这就是 口前提供

医疗和饮用的碳酸矿泉水
。

云南腾冲的酸碳

矿 泉 水 含 游离 CO
: 1 9 3 6 ~ 19 7 7毫 克 /升

,

偏

硅酸含量 1 20 毫克 /升
,

沿断裂上升后和安山

岩中的地下水混合淡化而储存于安山岩中
。

腾冲碳酸矿泉水在地表都有 明 显 的 显

示
。

比如腾冲城边迭水河岸边稻 田中有一个

叫小滚锅的上升泉
,

泉水中有气饱溢出
,

流

出来的小水渠都被铁的氧化沉淀物染红
。

再

如
,

腾冲的和顺乡附近的小河
,

群众叫酸水

河
。

尽管这些现象对碳酸矿泉水来说足以说

明问题
,

多少年来水文地质工作 者 也 知 道

这些现象
,

并取样作了室内分析
,

但由于游

离 CO
:

达不到标谁
,

所以不敢定为碳酸矿泉

水
。

现在证实
,

碳酸矿泉水的正式发现
,

主

要是依靠现场气体分析
。

近 20 多年来
,

我国对新生代玄武岩地下

水的研究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

在我国国民经

济建设中开始显示 出它的重要经济和社会效

益
。

但是
,

同其它地 下水分布区相比
,

如岩

溶地区
,

研究程度显得很低
,

而且研究程度

也很不平衡
。

为 了充分开发利用我国新生代

玄武岩地 卜水资源
,

我们 认为有必要在以 卜

几方面进 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

1
.

进 一步开展省区一级的新 生 代玄武

岩地 下水的综合研究工作
,

并希望在尽可能

短的“寸间完成
。

到目前为止
,

山西地矿局 第 三 水 文地

质队
、

内蒙 1 01 地质队
、

河北地矿局第一水

文地质队
、

江苏地矿局第二水文地质队已经

提交了本省区新生代玄武岩地 下水综合研究

报告
。

这些报告内容丰富
、

学术水平较高
,

是

较好的省区一级综合研究成果
。

省区级玄武

岩地下水研究成果的完成
,

填补了所在省区

水文地质研究中玄武岩地下水综合研究的空

白
,

并且增强了人们在玄武岩分布区找水的

信心
。

我们希望有关省区地矿局水文地质队

尽快在 1 : 20 万水文地质普查和其它已有资料

的基础上
,

在玄武岩分布区做些野外调查工

作
,

取些代表性水样
,

进行水的同位素测试

和饮用天然矿泉水的全分析
,

这样才能把省

区一级玄武岩地
一

「水研究工作水平大大提高

一步
。

2
.

加强玄武岩地下水基础地 质 及水文

地质的研究工作

在基础地质方面
,

主要是隐伏玄武岩分

布面积的预测
、

玄武岩侧年以及 玄 武 岩 孔

洞
、

隧道
、

裂隙的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
。

水

文地质方面主要是玄武岩地 下水形成与富集

规律
、 、

玄武岩地下水地球化学
、

玄武岩地区

的矿
一

泉水
、

地下热水
,

以及在双重介质的情

况下玄武岩地 下水资源评价
。

3
.

在玄武岩地下水调查研 究 中
,

要广

泛应用新技术新 方法

主要是利用航卫片解译
,

钻 孔 原 位 测

试
,

微观侧试及水的同位素测试
,

利用电子

计算机对玄武岩地 卜水进行资源 评 价 等
。

这些新技术
、

新方法都可以使调查研究工作

从定性走向定量以 期 达 到 80 年 代 研 究 水
,

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