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8卷第5期 中 国 地 质 Vol.48, No.5

2021年10月 GEOLOGY IN CHINA Oct. , 2021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1, 48(5)

doi: 10.12029/gc20210503

吴盼，赵信文，顾涛，江拓，王旭升，冯雨晴 . 2021.粤港澳大湾区水资源现状及其与社会经济协同演化趋势——与国际湾区对比研究[J]. 中国

地质, 48(5): 1357-1367.

Wu Pan, Zhao Xinwen, Gu Tao, Jiang Tuo, Wang Xusheng, Feng Yuqing. 2021. Water resourc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its co-evolution trend with soci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ay area [J]. Geology in China, 48(5): 1357-136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收稿日期：2021-03-06；改回日期：2021-05-27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广州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DD20190291）资助。

作者简介：吴盼，男，1992 年，博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E-mail：wupan@mail.cgs.gov.cn。

通讯作者：赵信文，男，1980 年，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工环地质调查研究；E-mail：zhaoxinwen@mail.cgs.gov.cn。

粤港澳大湾区水资源现状及其与社会经济协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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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水资源现状及其演化规律关系到该区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大湾

区“9市+2区”近10年的社会经济与水资源现状及其协同演化规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大湾区供水主要

依赖地表水，水资源的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作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的香港、澳门、深圳（极度缺水）以及广州

（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过低。广州、佛山、中山、东莞（＞80%）以及深圳（＞40%）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水资源

供需压力大。通过归因分析得到大湾区的水资源利用现状与社会经济的协同规律：产业结构影响用水结构以及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控制用水效率。区域内产业结构与发展趋势，及其与世界湾区的对比分析验证了产业结构理论

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大湾区经济持续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大湾区用水效率将提高，人均用水量会逐

步降低。同时城市公共用水、生活用水需求量将持续上升，需确保大湾区供水设施，供水量及供水安全满足未来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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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crucial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1, 48(5)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social econom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

9 Cities +2 Municipaliti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recent ten years and its co-evolution trend with soci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sent water suppl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mainly relies on surface wat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not equilibrated wi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engin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Macao, Shenzhen

(extremely short of water) and Guangzhou (severely short of water) have a low per capita water resources. Guangzhou, Foshan,

Zhongshan, Dongguan (>80%) and Shenzhen (>40%) have a high degre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the

pressure of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is large. The synergetic law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social econom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resulted from attribu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luences the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ntrols the water consumption efficienc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reg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bay area in the world verify the "Petty Clark theorem"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be optimized

forward, water consumption efficiency will increase, and per capita water consumption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Meanwhile, the

demand for urban public water and domestic water will continue to rise, and the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supply securit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need to be ensured to meet the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Key words：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social economy；hydrogeological surve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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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是人类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环境维系不可或

缺的最基本资源（冯尚友,2000；王浩等, 2002；卢耀

如，2014）。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发展将改

变 未 来 全 球 水 资 源 的 形 势（Vorosmarty et al.,

2000；）。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双重因素的影

响下，使得可利用水资源量成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使水资源除基本自然资源属性

之外，进一步上升成为一种战略经济资源（Ren et

al., 2016）。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市淡水需求量不断增加，1952—2005年中国城市

淡水消耗增加量是全国淡水资源量的 20%（Zhu et

al.,2009）；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较低, 实际人均水

资源量约为1700 m3，即将步入水资源紧张国家行列

（吴爱民等，2016）。水资源供需矛盾凸显，区域水

资源问题严峻，水资源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瓶颈（Varis and Vakkilainen，2001；Yang et

al.,2004; Zhang et al.,2008；文琦等，2008；夏军等，

2011，2015；Guo et al.,2015；吴斌等, 2019）。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通过“中心城市—城市群—区域发展板块”的现实，

开创了区域经济的“中国模式”（陈建军和黄洁，

2020）。2017年 7月 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

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协议决定将粤港澳大湾

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

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覃成林等，

2017）。大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以及旧金山湾

区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社

会经济高速发展，2018年末，总人口已达 7000 万，

GDP 总量超过 10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12%。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长期的高强度开发

带来的资源环境隐患日益凸显，如环境污染问题

（张捷旋和李明，2016）、土地资源紧缺问题（曹靖和

张文忠，2020）；水资源问题包括：水体污染，部分城

市水资源紧缺，城市内涝，河口咸潮上溯等问题（刘

畅等，2019；李俊飞等，2019；高真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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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资源问题，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指出要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以往有针对大湾区

中相关城市的水资源报道及相关研究，但由于“大

湾区”概念新近提出，针对大湾区区域水资源量的

分析研究较少。同时以往水资源的研究仅对现状

研究以及仅限于水资源范畴探讨水资源问题，并未

结合社会经济特征对水资源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

究。综上，为满足大湾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的发展理念，达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以及完成强化水资源安全保

障的发展规划，有必要对大湾区水资源基本情况，

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与国际湾区的对比情况进

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

本文收集近 10年（2010—2019年）大湾区水资

源统计以及社会经济数据，旨在分析区域水资源基

本特征及发展趋势同时，结合社会经济特征，对水

资源现状进行归因分析并得出社会经济与水资源

的协同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选取了东京湾区的

东京都会区，纽约湾区的纽约州，以及旧金山湾区

的社会经济及水资源相关数据与大湾区进行对比

研究。最后对大湾区未来用水结构，用水需求进行

讨论分析。

2 研究区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广东省的腹地，面积约为5.6

万km2，由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江门、肇庆 9个地级市（珠三角 9市）以及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图 1）。

大湾区西部及东北部海拔较高，中部西南部海

拔较低，年降水量在 1800~2500 mm，位于珠江流域

的下游，主要过境河流为西江、北江以及东江，其次

为韩江、粤东诸河、粤西桂南沿海诸河。

3 研究内容与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特征及水资源现状

两个方面分析大湾区“9市+2区”的综合情况，并与

国际湾区进行横向对比。社会经济特征分析主要

分析各地区人口规模、人民富裕程度以及产业结

构。水资源现状分析主要包括水资源分布特征以

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两方面。

本次研究数据时间跨度为2010—2019年，10个

自然年。数据类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水资源统计

数据以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其中大湾区中9市水

图 1 大湾区区域概况图
Fig.1 The overview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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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水利厅的《广东省水资源公

报》（http://slt.gd.gov.cn/szygb/）；澳门水资源数据来

源于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水资源状况报告》，部分数

据来自澳门统计普查局；香港水资源数据来源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水务署《水务署年报》，部分数据来源

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社会经济数据分别来自：广东

统计信息网（http://stats.gd.gov.cn/），香港政府统计

处（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澳门统计普

查局（https://www.dsec.gov.mo/zh-MO/）。

本次研究定义了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来

分析城市水资源供需紧张程度，根据城市供水量，

考虑跨城市调水（包括对港澳供水）（即调出水量计

入城市的供水量，调入水量以及深层地下水开采量

不计入城市供水量），以供水总量占水资源总量的

百分比体现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由于内地

与港澳用水类型分类不一样，对用水类型进行了简

单的归并。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将用水类型分类为

公共用水、工业用水、商业用水以及生活用水（澳门

水资源状况报告 2010/2011）；而香港水务署水务年

报中将用水类型分为住宅用水、工业用水、服务业

及商业用水、政府用水、建筑及船舶用水以及临时

淡水冲厕7类(香港水务年报2010/11)。本次统计将

住宅用水作为生活用水，服务业及商业用水作为商

业用水，将工业用水与建筑及船舶用水合并作为工

业用水，将政府用水与临时淡水冲厕合并作为城镇

公共用水。

4 结果分析

4.1 社会经济特征

大湾区近10年（2010—2019年）各区平均人口、

人均GDP 如图 2所示。其中人口呈现“中部多，周

边少”的现象，中部的香港、深圳、广州、东莞、佛山

人口较多，而周边其他地区人口较少。人均GDP呈

现“中部高，周边低”的分布特征。从表 1产业GDP

贡献率可看出，香港、澳门第三产业GDP贡献率高

于90%，广州、深圳、东莞第三产业GDP贡献率超过

50%（表1）。

综合人口规模, 居民收入水平和第三产业的比

重来看，大湾区中香港、澳门、广州以及深圳是经济

发达程度较高的四大中心城市，同时也是《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的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4.2 水资源现状

4.2.1 水资源分布特征

大湾区水资源总量以及人均水资源量分布特

征可以概括为“周边高，中部低”（图 3），而这与大湾

区人口分布特征呈现相反的分布趋势（图 2a）

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3000 m3为

轻度缺水，低于2000 m3为中度缺水，低于1000 m3为

重度缺水，低于500 m3为极度缺水。大湾区中部地

区基本处于重度缺水以及极度缺水状态，区域发展

核心引擎的四大中心城市中，澳门、香港以及深圳

处于极度缺水状态而广州属于重度缺水状态。

图 2 大湾区人口（a）及人均GDP（b）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a) and GDP per capita (b)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1360 中 国 地 质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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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大湾区供水主要依赖于地表水，地表水供水率

超过98%，中部三角洲及沿海地区的广州，佛山，东

莞，深圳，中山、江门以及珠海地表水供水率更是超

过 99%（表 2）。香港供水主要来自两个部分：本地

集水以及东江供水,其中东江供水占 70%~80%，本

地集水为从集水区收集的雨水占 20%~30%（水务

年报 2010/11，香港水务署）。澳门淡水资源主要来

自西江，约有 96%的原水来自珠海（澳门水资源状

况报告2010/2011，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因此，澳门

以及香港也基本依靠地表水供水。

在现有水资源分布及供水条件下，大湾区人均

用水量情况呈现“中部低，四周高”的现象（图 4a）。

大湾区大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图

4b），其中佛山（100.25%）、中山（89.27%）、东莞

（81.53%）、江门、广州（81.53%）以及深圳（43.45%）

均超出国际公认的河流开发利用率警戒线（40%）

（安新代，2007）。

香港、澳门及深圳的生活用水比重较高，广州、

佛山、东莞及中山的工业用水比例较高，而肇庆、江

门及惠州以农业用水为主（图5a）。

同时，广州、佛山、惠州以及江门农业亩均灌溉

用水量较高；在工业用水比重较高的中山、佛山以

及广州，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较高（表3）。

大湾区综合用水效率以万元GDP用水量来衡

量，以生活用水为主的澳门、香港以及深圳用水效

率高；以农业用水为主的江门、肇庆以及惠州综合

用水效率较低（图 5b）。

GDP贡献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广州

1.29

31.24

67.47

深圳

0.06

41.91

58.03

珠海

2.16

49.75

48.09

佛山

1.68

59.38

38.93

惠州

4.93

55.29

39.78

东莞

0.34

48.88

50.79

中山

2.26

53.04

44.71

江门

7.65

49.26

43.09

肇庆

15.79

45.00

39.21

香港

0.10

7.11

92.85

澳门

0.00

5.29

94.71

表1 大湾区各产业GDP贡献率（%）
Table 1 Contribution of industries to GDP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图 3 大湾区水资源总量（a）人均水资源量（b）
Fig.3 Total water resources (a) and per capita water resources (b)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行政区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总供水量

/亿m3

68.74

19.50

4.99

33.64

21.13

19.67

17.06

28.73

19.73

供水量/亿m3

地表水

68.2

19.42

4.99

33.57

20.64

19.3

17.05

28.31

19.46

地下水

0.54

0.08

0.01

0.07

0.48

0.02

0

0.38

0.24

供水率/%

地表水

99.21

99.59

99.86

99.79

97.71

99.91

99.98

98.68

98.76

地下水

0.79

0.41

0.14

0.21

2.29

0.09

0.02

1.32

1.24

表 2 珠三角九市供水量及供水结构
Table 2 Water supply and water supply structure of nine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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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水资源紧缺与供需矛盾

本次研究按照国际标准将大湾区各区缺水情

况进行划分，并利用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来指

示各区的供需紧张程度。

如图 6a所示，人均用水量随人均水资源量的增

加而增加，当水资源量低于 1000 m3，人均用水量随

人均水资源量的增长率接近 1∶1；随着人均水资源

的增加人均用水量增加趋势变缓，当人均水资源量

高于 1000 m3 时，变缓的趋势明显。如图 6b 所示，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整体上随人均水资源量的增

图 4 大湾区人均用水量（a）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b）
Fig.4 Per capita water consumption (a) and degre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b)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用水量

农业亩均灌溉

万元工业增加值

广州

708.6

80.8

深圳

597.0

8.4

珠海

557.4

16.6

佛山

713.8

60.3

惠州

741.6

33.8

东莞

424.5

29.9

中山

683.8

55.0

江门

801.6

44.7

肇庆

644.5

43.9

表 3 珠三角9市农业亩均灌溉用水量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3）
Table 3 The irrigation water consumption per Mu of agriculture and the water consumption per ten thousand yuan of added

industrial value in the nin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m3）

图 5 大湾区用水结构（a）万元GDP用水量（b）
Fig.5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 (a) and water consumption per ten thousand yuan of GDP (b)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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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降低，也就是人均水资源量的增加能缓解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减轻水资源的供需压力。但是

这种规律在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1000 m3 时并不明

显，同时这些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均高于

40%。也就是说在大湾区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1000

m3的地区，也即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中山、佛山、

东莞都存在水资源紧缺以及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

4.3 归因分析

协相关分析所选因子及结果如表 4所示，人均

水资源量的现有分布情况主要受到自然因素水资

源总量的控制（r2 = 0.84），其次是社会因素人口的控

制（r2 = 0.27）。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分析综合考

虑人口数量，用水结构以及用水效率。其中农业用

水效率和工业用水效率分别用万元工业增值用水

以及农业灌溉亩均用水来指示。结果显示工业用

水比重高（r2 = 0.88）、工业用水效率低（r2 = 0.26）以

及人口聚集（r2 =0.15）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的

控制因子。

用水效率主要受到第一产业控制（r2 = 0.71），第

一产业比重越高，用水效率越低。其次是第三产业

（r2 = 0.45），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用水效率越高。第

二产业比重也对用水效率有影响（r2 = 0.28），总体来

图 6人均用水量（a）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b）与人均水资源量的关系
Fig.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water resources and per capita water consumption (a) and degree of water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b)

分析指标

人均水资源量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用水效率

（万元GDP用水量）

因素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

指标

资源量

人口规模

人口规模

用水结构

用水效率

人口规模

产业结构

潜在控制因子

降水量

水资源总量

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

城市公共用水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效率

农业用水效率

人口数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相关系数（r2）

0.05 (+)

0.84* (+)

0.27* (-)

0.15* (+)

0.00 (+)

0.88* (+)

0.37* (-)

0.02 (+)

0.26* (+)

0.03 (-)

0.04 (+)

0.71* (+)

0.28* (+)

0.45* (-)

分析结果

-

√
√
√
-

√
√
-

√
-

-

√
√
√

表 4 水资源现状归因分析
Table 4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current water resources situation

注释：“*”表示相关程度显著性达到95%（p<5%），“(-)”表示负相关，“(+)”表示正相关，“√”表示控制因子，“-”表示非控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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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产业结构控制着用水效率。

4.4 整体情况与发展趋势

香港和澳门产业结构整体平稳，近10年相对变

化较小，本节主要分析珠三角9市的产业结构，用水

结构以及用水效率的近 10年（2010—2019年）发展

趋势（图 7）。在产业结构方面，珠三角 9市第一产

业与第二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呈上升

趋势。同时，综合用水效率提高，万元GDP用水量，

呈单调递减趋势，10年间下降50 m3; 工业用水效率

提高，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 10 年间下降近 60

m3。而农业亩均灌溉用水量除 2010—2011年降低

之外，2011—2019 年呈上升趋势，上升将近 100 m3

（图7c）。在产业结构方面，用水结构以及用水效率

变化下，珠三角9市用水量变化如图7d所示。

总体上，珠三角 9 市近 10 年产业结构优化明

显，用水效率整体提升，总用水量逐步下降，但城市

公共用水以及生活用水量持续攀升。而相对于珠

三角9市，香港和澳门产业结构和万元GDP用水量

变幅较小，但在产业结构，用水效率整体上优于珠

三角9市。

5 讨 论

5.1 与国际湾区对比

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

（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经济、人口以及

产业的横向对比如表 5 所示。

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四大湾区中面积最

大（5.6 万 km2），人口最多（6671 万），但目前人均

GDP不高，第三产业占比较低（62.2%），距离其他三

大湾区80%以上的第三产业占比，还有较大发展空

间。同时大湾区在四大湾区中，供水总量最大，人

均用水（330.64 m3/年/人）最高（表6）。

5.2 未来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多数城市都经历

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能耗产业为主要动力推进

的快速发展，并逐渐进入向绿色发展转型的阶段

（曹靖和张文忠，2020）。大湾区目前农业用水以及

工业用水比重较高, 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其他三大湾

区的平均水平，人均用水量较高。产业结构理论中

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

图 7 珠三角九市产业结构（a）、用水结构（b）、用水效率（c）以及用水量（d）
Fig. 7 Industrial structure (a),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 (b), water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 and water consumption (d) of nin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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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

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

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

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魏作磊，

2004）。

在 2.1节社会经济特征分析以及表 5世界各大

湾区横向对比中可以发现，“配第-克拉克定理”不

仅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

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国

家和地区在同一时点上的横向对比中得到类似的

验证。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1957年旧金山人口

为 256 万，年需水量 8.76 亿 m3，人均年需水量为

342.19 m3, 其 中 农 业 灌 溉 占 总 用 水 量 的 40%

(Howard et al.,1957)；而至 2015 年，人口上涨至

733.17 万，年需水量 18.2 亿 m3，人均需水量为

215.09 m3，农业灌溉占总用水量的 10% ( ANNUAL

SURVEY 2018-2019)。旧金山湾区人均用水量的

下降与产业结构优化，用水效率提升有关。 同时，

从4.4节的趋势分析中可以看出，大湾区的珠三角9

市国民经济水平在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长向

更高的经济水平发展。未来大湾区将发展为经济

水平更高，第三产业比重更高，产业结构更优良的

世界级湾区。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工业用水效

率的下降，人均用水量会逐步下降；同时城市公共

用水以及生活用水需求量及比重将持续攀升，城市

淡水需求量的持续攀升，将导致大湾区对供水设

施、供水水质、供水量以及供水安全的要求上升。

6 结 论

综上，本次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目前大湾区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且供水结

构单一，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澳门、香港、深

圳、东莞、广州、中山以及佛山，水资源供需紧张。

国民经济较为发达的佛山、中山、广州（>80%）以及

深圳（>40%）水资源开发程度高。

（2）大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水资源开发利用

现状有协同关系：产业结构影响大湾区的用水结构

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控制用水效率。其中工

业用水量比重越大，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越高。第

三产业的比重越高，万元GDP用水量越小，用水效

率越高。

（3）大湾区人均用水量在世界四大湾区最高，

这与其目前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占比

较高，而第三产业占比（60%）较低有关。

（4）近10年珠三角九市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农

业用水量与工业用水量呈下降趋势，但城市公共用

水量以及生活用水量持续攀升，需要确保供水设

施、供水水质以及供水安全满足大湾区未来社会经

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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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矿坑修复利用的典范——上海市松江区佘山世茂深坑酒店简介

该深坑酒店位于上海市佘山脚下。深坑是人工采石遗迹，经过几十年的采石，将原来地面上的小山采

完后，一直向地面以下挖至近70余米，深坑面积近36800 m2，围岩由侏罗纪安山岩组成。深坑是一个历史遗

留的“伤疤”，1999年上海市矿产局停止核发采矿许可证之后，该采石场随之关闭，后由世茂集团取得土地开

发权。酒店于2008年动工，2018年完成施工并营业，是世界首个建造在废石坑内的自然生态酒店，也是世界

上海拔最低的五星级酒店，被誉为“地质坑五星酒店”。酒店建筑共18层400间客房，顶部两层为空中花园，

底部两层为水下世界，所有酒店客房都设置有退台的走廊和阳台作为“空中花园”，可以近距离观赏对面百

米飞瀑和横山景致。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姜月华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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