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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质学的最新发展与今后展望 

l 堂 整  

摘 要 水文地质学作为地质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创立亍新中国建立 

之后的 50年代。在早期 (50—60年代)传统水文地质学的基本概念，主要从前苏 

联引进．70年代 来，与西方国家之问的学术变流 与国际合作 日益频繁，促使 我 

国水文地质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许多新理论、新技术的输^，导致传统水文地 

质学，逐渐演化进^到现代水文地质学的新时期．论文扼要论迹 4O多年来，我国 

水文地质学的演进过程；特别是分别论述了各个时期区域水文地质学、农业水文 

地质学、环境水文遗质学，以及资源水文地质学的演变与发展． 

关毽词 传统水文地质学，现代水文地质学，区域水文地质学，农业水文地质 

学，城市水文地质学．环境水文地质学，资源水文地质学 

1 引 言 

水文地质学 这一术语 ，虽然早在 19世纪初 ，就在欧洲被正式提出来；但真正成 

为地质科学中一 门比较完整、系统 的独立学科，祗 是本世纪 3O一40年代的事．特别是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地质科掌的迅速发展，西方许多国家 (包括前苏联)对地下水 

的研究 ，开始在地质科学的基础上 (如地层学、岩石学、掏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 

物理学等)，和其它一系列基础 自然科学 (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以及水 

文科学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水文地质学 

从研究地下水的 自然现象、形成 过程和基本规 律，发展到对地下水 的定性、定量评价； 

它的基本理论，勘察方法种应用方向，也逐步形成．从 70年代以来．水文地质学又从 

地下水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为研究地下水与人类 圈内由资源、环境、生态、技术、 

经济、社会组成 的大系统。因此水文地质学的研究 目标，开始转入到研究整个水系统与 

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新时期． 

我国对地下水的认识和开发利用，虽具有数千年前悠久历史．皿弹正运用地质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 进行地 F水鸭讽查研究 ．仅开端 r 3O年代。如老一辈的地质学家束庭 

枯．谢家荣等，曾于这一时期分别到过江西、河南及南京等地区，进{ 地 F水的调查研 

究，并著有论文 或报告。但水文地质学，作 为地质科学领域 内一 门独直的应用地质 学 

科+是在 5O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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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把我县水文地质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萌芽阶段 ‘20世 

纪前)；(2)初始阶段 (1900--1950)，开始应用地质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地下水；l )奠 1． 
基阶段 (1950--19"／0)，主要在苏联学术思想影响下，奠定水文地质学的理论基础，是 

区域水文地质学与农业水文地质学的开创时期：(4)成长时期(197o—l990)，是水资 ： 
源水文地质学，城市水文地质学与环境水文地质学的发展时期，主要受西方科学技术思 。 

潮影响．如系统论、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等新理论、新技术的输A，使我国的传统水 

文地质学，发展到一个以研究水资源与环境问题为重点的现代水文地质学- 

2 关于区域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5O年代地质部成立以后，各省的水文地质专业队伍和有关的研究机构以及地质院校 

等也先后建立；这为水文地质学的发展，电!l造了必要的条件．当时长春地质学院苏联专 

家克里门托夫(3r Ⅱ．Klcwcntov)教授，结合讲学编著了 <水文地质学>、<水文地质学概 

论>、<普查与勘探水文地质学>、<地下水动力学>、<矿床水文地质学>等教材，·成为我 

国最早的一批水文地质专业教科书．苏联新的理论，还通过许多著名学者 的著述，不断 

输入 中国．如 0．K．朗格关于 区域水文地质分 区理论，G．H 卡 明斯基关于地 下水的渗流 

理论，H．A_普洛特尼柯夫关于地下水储量分类与评价，A B．列别捷夫关于灌区地下水动 

态预测，以及 A．M．奥弗琴尼柯夫关于矿水方面的专著等，对我国水文地质科学的发 

展，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各国水文地质学的发展都是从区域水文地质的调查研究开始，我国也不例外。从 50 

年代中期起，我国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推动了区域水文地质学的发 

展．1958年编翻出版第一幅比例R l：300万中国水文地质图和第一本专著 <中国区域 

水文地质概论>；1959年为纪念建国十周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利用本国资料编著的 · 

<实用水文地质学>．1957年正式出版发行我国第一个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刊物。这一 

时期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水文地质分区，中国潜水分带规律、中国的自流盆地，以及有 

关华北平原、松辽平原 关中平原、内蒙高原、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 

塔里术盆地等的区域水文地质论文或专著．因此 50年代是我国区域水文地质学的开刨 

时期·70—80年代除少数困难地区外，我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基本完成，并开始转A重 

点经济发展区，如黄推海平原、济、徐、淮地区．长江三角洲、东北经济区等地区，开 

展区域地下水资振与环境水文地质评价的调查研究，完成 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
． 

在 区域水文地质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从 60年代起．我国中小比例尺水文地质图编图 

工作迅速发展，并创立了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水文地质圈编图方法．编制出版了许多按 
省、市或按地区编制的图幅、闭系或图集 ’其中1978年出版的 <中国水文地质图集>， 
基本 上系统地反映了我 国从 5O年 代以来 ．区域水文地质工作 的主要成果

。 在此 以后 ， 

北京、河北、辽宁等省市，也都编制出版了本地区的水文地质图集
．  

80年代以来，在普查资料基础上，还开展了许多专题研究
， 如四川 湖南等省对红 

层裂隙水的研究，中国玄武岩裂隙孔洞水的研究，黄土地下水的研究
， 以及北方岩溶水 

的研究等，均已取得重要成果。此外，在普查工作中普遍应用了遥感技术
， 在系统总结 大

量遥感 资料 的基础上，编制出版 了 <北方遥感水文地 质应用 文集>
， 同时还编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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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国遥感水文地质的发展．以上大量成果，为刨建我国的区域水文地质学·奠定了使好 

3 关于农业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60年代，由于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抗旱打井运动，成为农业水文地质学的开刨时 

期．针对农田供水与盐土改良西项任务，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编制了大量图件· 

北方地区发展井灌．实行农田水利化．作出重要贡献．7O一80年代又进～步开展许多一} 

要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专题研究．如黄、榷、海平原早 涝、盐等自然灾害综合治理的 

究．河南商丘地区潜水资源与人工凋蓄的研究．河套平原和银川平原关于水盐均衡和 

土治理的研究．以及河西走廊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等。为农业水文地质学的发 

奠定基础． 

地质部门对土壤水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而土壤水研究是促进农业增产与建立节 

水型农业体翩的关建。从 70年代到 80年代，随着许多均衡试验场的建立．以及负压 

计、中子仪等新的测试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包气带土壤水运移规律的研究，彳可南水文地 

质总站与有关部门合作，通过。四水 转化关系的机理研究，对土壤水运移机理进行系统 

分析．并通过田间作物的观测 试验．应用土壤水分运动遥量法和定位通量法，计算了有 

植被条件下的降水人渗量、蒸发量以及其它有关数据．建立了 四水 均衡模型，证明在 

四水 相互转化关系中．土壤水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与相互制约作用．这对如何充分发 

挥土壤水的功能．提高作物用水效率，和建立节水型农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零通量面法是近期国外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土壤水补给，损耗和均衡的田间试验额方 

法；对研究土壤水分运动．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它采用测量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水势的先进 

技术。方法简便：与数学模拟方法或地中渗透仪测试方诸相比．具有经济 区域代表性 

强，设点推广容易等优点。不久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完成了专著 <零通量 面方法 

应用基础研 究>，系统地论述 了零通量丽的基率原理，形成规律及其计算方法 。研 究工 

作采用物理模拟试验和田阀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零通量面法的应用范围以及零通 

量面法与定位通量法的联合运用法 并建立了改进型定位通量法，提出零通量面法与改 

进型定位通量法，联合运用等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这为今后开展土壤水的研究，创造 

了有利条件，对发展我国农业水文地质学．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4 关于环境水文地质学的发展 

随着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水资源的供 

器矛盾与相虚发生的环境向趣日趋严重．因此从70年代到8o年代，各省都开展了主要 

为城市和工业建设服务的水文地质工作。也可以说，这是我国城市水文地质学的开创时 

期．虽然早在 50年代，北京、西安、包头、太原等城市，就已进行过水源地的勘察研 

究，但 当时主要局限于水资源评价，而当前城市水文地质研究的目标
， 不仅要查 明城市 

区域水文地质条=f牛，对地下水资源作出评价，而且还要分析研究水质污染与地下水大量 
开采所引起的各种负环境效应，如海水人侵、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等地质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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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0年代开始，大多数大中城市，开展了城市地下水污染现状的凋查-包括污染 

源、污染途径 污染成份、污染程度、分布范围、发展趋势等等．8O年代在污染现状调 

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地下水污染机理的研究，包括污染物质的运转 累积、转化 

与自净过程，特别是污染物质的机械渗滤作用，物理化学吸附作用，离子交换作用，浓 

缩或稀释净化作用，以及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作用等的研究。 

研究工作普遍采用了室内模拟试验等新方法。例如呼和浩特市所进行的地下水硝酸 

盐氰污染机理与防治对策的研究，运用多种模拟试验，研究三氮在包气带介质环境中的 

行为过程．深入分析硝化与反硝化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微生物检验和生物化学的 

研究，认 为硝酸盐氮的污染机理，主要是以硝化作用为主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证明硝 

化菌在三氮转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硝化反应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生物化学作用在污染 

机理研究中，是我国的一个薄弱环节，这项成果，是对生物化学作 用研究的一个突破。 

此外，如上海地下水砷污染研究，北京关于地下水硬度变化机理的研究等，都进行了大 

量室内模拟试验，大大提高了研究水平。西安进行的污灌现场人渗试验，以及济宁水质 

模拟研究所进行的弥散试验，均取得良好效果，查明了污染物的运移 富集规律，为选 

择污染治理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预测水污染的发展趋势，并进行合理控制，近年来水质模型的研究 ，也已取得 

很大进展 。1984年 完成的 <山东济宁地 下水水质模拟及其污染趋势 预测的试验研究>， 

是找国最早的一项水质模型研究，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以后石家庄 新乡、平顶【 等 

城市，对地下水管理模型的研究，都在建立水量模型的同时，建立了研究溶质运移的模 

拟模型。在计算方法上，普遍采用了有限元或有限差分等数值法，从而提高了参数的精 

度和计算结果的可信性与可靠性。 

许多城市开展了地下水的环境质量评价，并已逐渐由单项有害离子评价，进人到综 

合评价；由单项环境因素评价，进入到综合因素评价；从现状评价，发展到趋势评价； 

由数理统计分析，发展到污染预测和建立水质数学模型。各种评价方法，如综合指数 

_法 概率统计法，以及 聚类分析法 (包 括模糊 聚法与系统聚类法)，均得到普遍应用， 

在模型研究方面-王秉忱等编著的 <地下水污染与地下水水质模拟>，及朱学愚编著的 

<地下水运移模型>，为研究水质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林学钰等编著的 <地 水水量模 

拟及管理程序集>，简明论述了建立各种模型的技术方法与求解过程，详细罗列了计算 

程序与使用指南，为开展水质模拟和预测研究，提供了有利工具． 

地下水大量开采所引起的各种负环境效应，主要包括水量枯竭 水质恶化、海水人 

侵 地面沉降、岩溶塌陷，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威 

胁，因此是城市水文地质工作中的重要研究内容之～。 

地下水由于过量开采所形成的水量枯竭，是当前城市水资源开发中最突出的一个严 

重问题．但过量开采并不意味着水资源不足，这与水资源的开发与水源地的布局是否合 

理直接有关；当然也与城市发展和工业布局，是否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直接相关
， 所 

以严格的讲 ，这是一个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科学管理问题。北京近郊Ⅸ的七个水源地， 

由于过度集中，长期处于超采状态。近年来经过全面规划；先后在潮白河冲秘扇增建了 

水源 8厂与利用密云水库地表水修建的水源 9厂，使北京市供水紧张状况基本得到缓 

解一日前正在高碑店修建设计污水净化能力每天 100万方的污水处理厂，如果投产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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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再 磊_ 再 ．是基本可以得到解决的。沈阳、济 星兰嚣 嚣 
等 

、  

篙凳 围
．
合理调整水源地布局，地表水、地下水综合开发·水辣柘躅Iq趣’但正 J̈ 倚 

关于岩溶塌陷 ，不论在南方 或北方 ，都进行了深人研究．岩溶 地质研究所 1990年 

出版的专著 <中国南方岩溶塌陷>，对岩溶塌陷的基本原理、形成条件与形戚机制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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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分类方法与防治措施，在 <北方岩溶>的专题研究中·对北方的 

岩溶塌陷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总结。除上述情况以外，地裂肇是另一种特殊的与地下水开 
采有关的地面变形现象。西安市 出现的多条雁行排列的地裂缝．对城市建筑造成严重危 

害．经过长期深入研究，认为新构造运动是形成地裂缝的内因，而大量开采地下 是主 

要外因，对地裂缝的发展起到激发作用。看来这一结论，是 比较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我国从 70年代以来，在城市水资源与环境水文地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 

重大进展．地矿部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主编的 <中国2000年城市地下水资源及环境 

地质问题预测研究>．比较全面的综台反映了我国城市水文地质工作的主要成果。国际 

水文科学协会 1988年出版的 <水资源开发的环境效应与管理>一书 (英文)，其中地下 

部分主要 由我国专家共同编著，内容包括过量开采、人工补给、水质恶化 海水人浸 

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生态环境与模型研究等，分别论述了各类环境负效应的基本原 

理·形成机制、计算方法与治理措施；并附有若干城市的实例研究，系统反映了我国近 

年来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国外受到较高的评价． 

关于环境水文地质学，是在城市水文地质学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在基本上 

已经逐渐形成水文地质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值得高兴的是 l990年先后出版了两本作 

为教科书用的 <环境水文地质学>，象征着这门新学科的诞生。美中不足的是两本书的 

内容 ，都 比较偏重 污染环境水文地质与医学环境水文地质方面．而且引用的实例也比较 

少，不能充分反映我国 10年来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作者在 80年代初，曾著文探讨 

环境水文地质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认为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是把环境水 

文地质学的研究内容．局限于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污染环境水文地质与医学环境水文地质 

方面．另一种观点， 主张包括研究与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有关 的一切 环境水文地质问 

题。因此作者认为 ，前者属于狭义的环境水文地质学，而后者属于广义的环境水文地质 

学。 

所谓广义的环境水文地质学，主要包括：(I)区域环境水文地质；(2)污染环境水 

文地质：(3)医学环境水文地质；(4)工程环境水文地质；(5)生态环境水文地质。10 
年来大量事实说明，以上五项内容中，区域环境水文地质研究，已经取得大量成果

． 举 

例来说·地矿部门开展的十几个大片的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综合评价研究，都把区域 

环境水文地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之～。京津唐地区开展了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与环境水 

文地质区划的研究：松花江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开展了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的调查研究； 

北京、西安、上海、长春、宁夏等编制了环境水文地质图集或图系
， 水文所正在编制 

中国环境水文地质图 ，都属区域环境水文地质研究范畴。由此说明
， 区域环境水文地 

质的研究，是环境水文地质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工程环境水文地质方面，主要是研究地下水与地面变形的关系
。 如前所述，近 l0 

年来·关于地面沉降、岩溶塌陷、地裂缝等研究，不仅取得大量成果
， 而 且已有 向独 立 

学科发展的趋 向·在生态环境水文地质研究方面，重点 目标是西北于旱地区
， 水资源开 

发所引起的沙漠化、盐渍化．沼泽化以及湖泊于枯
． 萎缩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近年来 

在石羊河、格尔术河及塔里术河等流域，都进行了有关研究：在南方开展了地区岩溶水 

苎奎业生态环境的研究：在华北、东北地区开展了大型引水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 究等
· 1991年我国还专门召开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学术讨论会

。
在国外一地下水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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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日益引起重视，今后有可能将发展成为一门新学科· 
． ． ．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医学环境水文地质学有很大进展，特别是对地下水化学成份 

与癌症关系的研究，有所突破。江西都阳湖地区，通过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的调查，对 8 

项元素或离子的吉量和分布，与 10种癌症死亡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分析．把地下水化学成份与癌症的相关性，划分为以下三大类：(1)具二重性t即对某 

几种癌呈正相关，对另几种呈负相关：(2)呈正相关：(3)呈负相关．每一类又按显著 

程度划分若干亚类：并提出影响系数的新概念．根据影响系数·可以按地下水化学成 

份．对癌症的发生与发展，作出评价 此外，通过许多科研单位的共同合作·科学出版 

社出版了 (anna民共和国地方病与环境图集)：若干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省、自治区， 

如内蒙、甘肃、吉林、云南等，乜分别出版了本地区的地方病环境图集，能比较系统地 

反映水文地质环境与地甲病 高氟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几种主要地方病的相互关 

系． 

5 关于水资源水文地质学 

关于地下水资源的勘查与评 价，据地质部 门统计， 自建国以来登记上表的地下水水 

源地，共计 1243处，已开采的 832处 其中大型水源地 (允许开采量 5×10‘m ／d以 

上)494处．中型(1×lOL5×10 m ／d)519处，小型 230处 按含水介质类型划分 ，孔 

隙永类型共 846处 (68％)，岩溶水类型 31 5处 (25％)，裂隙水类型 82处 (7％) 可 

见除孔隙水类型外， 裂隙水与岩溶水类型也占有较大比例。 

自7O年代以来，由于应用数学和地下水动力学的相互渗透，以及电算技术的推广和 

应用，太大丰富和突破了传统水文地质学的内容，使水文地质学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 

研究的新阶段 ．地下水资源计算的基本理论，从稳定流发展到非稳定流，从二维 流发展 

到三维流．从一般均衡 法、比拟法 ，进入到解析解 数值解。举凡有限单元或有限差分 

法、相关分析法以及解析解法等，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得到普遍应用．因而不论在理论 

上和具体计算技术上，都较以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地矿都近年编写出版的 <中国典 

型水源地勘察实例汇编>，以及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组织编写的 <地下水水源地的勘查 

与评价>(尚未出版)，总结 了各种类型地下水水源地，关于勘探方法与资源评价的重要 

经验，是我国水源地勘探与城市水赞源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 

最近出版的 <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曲焕林主编)，汇集了北方地 

区地下水资源研究的大量成果，是我国在 7O年代以来，北方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研究 

的系统总结，基本反映了我国在 70年代到 8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理论水平与技术水 

平·我国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因此报告中基本上包括了各种不同逝区类型的数学模 
型-例如以地下水弹性效应为基础的数 学模型，以地下水延退给水效应 为基础的数学模 

型，以及以反常水位效应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等． 

商丘在人工调彗条件下，建立的多年均衡法与有限元法结合的数学模型，石羊河流 
域根据地下水动态演变规律．应用l不规格有限差分法建立的数学模型

． 及黄土层饱和 
与非饱和地下水的联合数学模型等．在国内均有开刨意义。在参数研究方面．以地下水 

弹性效应为基础的泰斯公式，得到普遍应用．其它如以延迟给水效应为基础的布尔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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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含水层系统的越流理论，以及幅射井的计笋公式等，也都得到应用，开 
拓了参数研究的新领域．在黄土地下水研究方面，建立了岩溶裂隙水有区别的以反常水 

位效应为基础的黄土双重孔隙介质潜水井流新理论。这是对黄土层渗流理论研究的一个 

新突破． 
‘  

此外，有关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已有若干专著或论文集出版， 

如朱学愚等所著 <地卞水资源评价>，陈雨孙所著 (地下水运动与资源评价>，李俊亭所 

著 <水文地 质统计_和随机模拟>，<地下水流数值模拟>， 以及论文集 <地下水资源评价 

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等，为我国地下水资源评价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 

8O年代后期地下水资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把主要目标逐渐转向管理模型的研 

究，即研究如何合理开发 利用、调控和保护地下水资源，使之处于对人类生活与生产 

最有利状态．因此它不仅涉及水文地质学的各个领域，而且涉及与地下水开发活动有关 

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经菥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通过数学模型和晟优化技术， 

建立地下水管理模型，实现管理目标．最近出版的作为教材用的 <地下水资源管理)一 

书 (陈爱光等编著)，是我国第一奉 内容 比较全面，有关管理模型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的专著．该 书从系统工程的观点 出发，对地下水贷源管理 的含义，概括为 在一定约束 

条件下．通过某些决策变量的操纵，使系统按既定的目标达到最优． 所谓约束条件，除 

水量，水质约束条件外，还包括 环境约束条件 (特别是开采引起的负环境效应)、社会 

经济约束条件，以及工程技术约束条件等．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是我国较早完成具有代表性的关于管理模型 

的砑究成果，按照系统化、模型化、最优化的总体构思，以水文地质模型为基础．把水 

量模型，水质模型和优化模型融化为一体，从而为控制石家庄市地下水降落漏斗的发 

展，防治地下水水质恶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综合治理决策方案．甘肃省武威地区还采 

用目前不多见的多目标规划法，建立了以经薪产值最大为目标的农业用水分析模型和跨 

流域调水模型：井就金昌地区水质管理建立了水质多目标管理模型，这对西北干旱地区 

条件类似的山前平原·进行水资源开发管理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目前许多城市如北 

京·西安、沈阳、新 乡、平顶 山等，都开展 了管理模型的研究．根据不同 目标 与不同要 

． 

求，分别建立了有以城市供水为目标的水资源管理模型，为水质控制改良和环境生态改 

’ 善的管理模 ，水质水量联台管理模型，水量调配和供排结合的管理模型，地表水
． 地 

下水联合调度模型，以及全流域为工农业生活用水优化分配的规划管理模型等
． 唐IU、 

邯郸等城市，还建立了水资源经济管理模型． 

为保证提供建立模型所需要的大量水文地质信息，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信息一检索系 

统和数据库·近年来通过对数据管理系统的研究，河南环境水文地质总站已先后开发了 

河南省地下水资源数据管理 系统 和。地下水均衡试验观测数据处理系统-
， 并都已正常 

运行· 山西环境水文地质总站也建立了山西地下水动态数据库 (G w D)管理系统
， 不 

仅可对动态资料进行输入，修改、查询，统计、打印报表
、 绘铷图形，丽且具有多种数 

量处理lI力能·许多城市如秦皇岛、石家庄，新乡等，也都分别建立了数据库与数据管理 
系统． 

．

在信息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国内正在计划开展关于城市水资源环境管理专家决策系 

统的研究·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 通过对倍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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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推理解释系统和知识 获取的研究，可以建立通用的城币水赁诛一蚧聪百埋 举 

决策系统．从而将水资源一环境臀理这一复杂系统工程微机化，自动化-为城市水资源 

业务管理部门提供操作方便的技术工具，不仅可对水资源状态进行实时分析 ，过程模拟 

和信息输出，还可对水资源管理实现最佳决策选择。所以开发专家决策系统，是水文地 

质工作者今后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缓解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战咯措 

施． 
综上所述．地下水资源的研究范畴 日益扩大；从地下水资源的定义-分类，到地下 

水系统的研究，发展到地下水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研究；从 

概念模 型、数学模型，发展到管理模 的研究；从信息系统发展 到专家决策系统的研 

究；从水资源管理发展到水资源保静、的研究．等等 。所以地下水资源的研究，已逐渐形 

成一门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水资源水文地质学· 

6 结论与展望 

现代科学发展的再要特征之一．是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平行并进．水文地质学作 

为应用地质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其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一规律。50—60年代作为水 

文地质学的开创时期．主要仅包括普通水文地质学 专门水文地质学，地 F水动力学， 

水文地球化学，以及矿床水文地质学等基本课程．这一早期发展阶段的水文地质学，可 

以概括的称为 传统 水文地质学 ． 

从 70—8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的 日益频 

繁，新理论，新技术 断输人，特别是受系统论和系统工程等学术思潮的影响，水文地 

质学的研 究 内容，也突破传统的研究范畴 发生了巨大演变，新的分支学科如 雨后春 

笋．例如普通水文地质学逐断向区域水文地质学发展，并派生糟溶水文地质学，古水文 

地质学等分支．地 F水动力学与水文地球化学逐渐演变为研究地 水资源为重点的资源 

水文地质学 ，并向 研究模 为主的数学水文地质学和资源管理水文地质学 发展。另一 

方面专门水文地质学逐渐发展为城巾地质学与农业水文地质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 

环境水文地质学 。环境水文地质学的发展，义派生Ⅸ域环境水文地质学，污染环境水文 

地质学，医学环境水文地质学 ，工程环境水文地质学．生态环境水文地质学以及地震水 

文地质学等分支．舟方法技术方而，由勘探水文地质学，逐渐发展为铀探水文地质学， 

物探水文地质学，遥感水文地质学．1-0位索水文地质学 临删水文地质学、计尊机水文 

地质 学．制 水文地质学 、地 水分析化学等分支。由此 I『』见，水文地质学 的研究内 

容，理论水平与技术方法等，到 80年代后期 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新时期、·l『J以称 

之为。现代水文地质学 时期，以K别 】。传统水文地质学 。 

现代水文地质学进人到 90年代以后，将是一个日新爿异，高速度发展的新l『寸代．资 

源水文地质学与环境水文地质学 ，将在 90年代扮演丰要角也，并将棚H结合起来，逐 

渐演变为 资源环境如文地质学 ．今后数学模型上j将理模 的研究将愈加多种多样，并 

由研究阶段进人到实际运行阶段。结合农业方而、以上壤水与作物荚系为qJ心的水分运 

移循环模型与建立节水 农业结构，将是 点研究课题之一．在信息管埋系统方面，将 

应用遥控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库系统。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将帕建立水资源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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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专家决策系统及知识库与推理懈释系统发展．井将在水资源管理功能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许多分支学科，如水资源管理水文地厦 ，以及环境水文地质学的各分支学 

科将迅速发展并日臻完善． 

： 区域水文地质学预计将在 90年代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各省、市 自治区将编制 

新的水文地质图集与 <水文地质志>和开展各种专题研究。组织编写 <中国区域水文地 

质概论>普系统性总结性的报告或专著．第二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地质图集)需 

要通过改编重新再版．组织编制 <中国环境水文地质图集>也是 9O年代的一项重要任 

务．在编图技术方面．将由机助系统进人到完全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自动制图新时期． 

目前我国水文地质学的若干领域。已经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如区域水文地质学、岩 

溶水文地质学 环境水文地质学 (特男日是地面沉降研究与储能研究等方面)等，都基本 

达到国际水平．90年代我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国际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将发 

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多的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将在中国召开。我国在有关国际组织 

中．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水文地质科学。也将进人国际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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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erspective 

of Hydroge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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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et Hydrogeology as a branch of geological science was actuallv ini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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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ished in the 50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50％-60~s)。the 

iu。damental idea of the traditional hydrogco logy was mainly intr0duced to China fr0m 

Soviet Union·Whil6 in the later stage(7o s-S0's)international cxchange has becomc 

Cgmmon， espedally the cooporation with western countries had causcd raDid 

ndvnnc哪 en【0f the hydrological science A lot of new scientific theories as 
weII as the 

“ew tecbn’ques we e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 thus the traditional 

ny姐 ’geology a gradually transferred into a new period ofmodern h
ydr0Eeo10gy．-This 

pape『intends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ajor es／CfltS and main aspeds during the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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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ot pe~ods of the past 4o yea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he advances of the regional 

hydrogeology，agricultual hydrogeology，environmental hydrogeology and quantitative 

hydrogen logy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raditional hydrogeology；M odern hydrogeology；Regional hydroge01o窘y； 

Agricultual hydrogeology；Urban hydrogeology；Environmental hydrogeology；Quant~ 

tative hydto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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