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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湾南岸平原浅埋古河道带及冲洪积扇地下

水水环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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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开放实验室

北京 1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济南 

摘要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和水化学监测将莱州湾南岸平原浅埋古河道带及冲洪积扇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环境分为大区域即北

部的全咸水区!中部的咸淡水过渡区和南部的全淡水区在个系统的浅埋古河道带内的全淡水区仍有水化学特征的南北向差

异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具有年内及年际变化规律人类应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防止咸水入侵和人工污染保持良好的

地下水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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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莱州湾南岸系指西起小清河口东至

虎头崖的岸段该岸段入海河流主要有弥河和

潍河其次有白浪河!虞河和胶莱河等见图

莱州湾南岸平原是泰沂山地丘陵北麓山前倾斜

平原的东段自南而北包括山前冲洪积平原!冲

积海积平原和海积平原本文研究的重点区域

是弥河!潍河和白浪河中下游冲洪积平原区行

政上主要包括寿光!昌邑!寒亭三市区的大部

分及青州市东北部

1 浅埋古河道带形成及分布概述

古河道是废弃河道的形态物质体分为地面

古河道和浅埋古河道≈根据研究区内古河道的

埋藏及沉积特征本文把埋深 以内的埋藏

古河道称为浅埋古河道该区浅埋古河道是晚更



新世晚期以来形成的浅埋古河道带不是指单一

的某条浅埋古河道而是指自晚更新世晚期以

来河流长期作用形成的复杂砂体沉积分布带

它代表着该时期内河流频繁的改道道别

根据多个钻孔的岩性记录资料在

万工作底图上绘出 深度内河流相砂层

粗于粉砂累计厚度等值线图考虑到该区砂

层累计厚度的变化范围及其对富水性的影响

确定以∴  的等值线所圈定的地带作为浅埋

古河道带从研究结果看莱州湾南岸平原浅埋

古河道带明显地分为弥河!潍河和白浪河个系

统其空间分布与其所属河流的冲洪积扇体范

围都相吻合从形态上看个系统的浅埋古河

道带大都呈掌状!放射状向北靠近扇体前缘一

般呈指状!放射带状分布向南接近扇体顶部又

往往连成一体呈片状分布见图

图 莱州湾南岸平原浅埋古河道带及冲洪积扇地下水水环境分区

2 地下水水化学环境分区及特征

211 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环境分区及特征概述

自晚更新世以来随着冰期!间冰期的气候

变化及海平面多次升降渤海发生了次海侵及

海退事件≈加之河流的冲洪积作用使该区浅

层地下水的水化学环境深受第四纪古地理环境

演变的制约在地域分布上较复杂根据浅层地

下水水化学特征的地域分异本文将该区浅层

地下水水化学环境划分为个大的区域即全咸

水区≤ 咸淡水过渡区和全淡水区 

全淡水区  该区位于年实测

矿化度等值线以南主要包括弥河和白浪

河冲洪积扇及浅埋古河道带的绝大部分及潍

河冲洪积扇和浅埋古河道带的南部见图由

于河流的侵蚀切割和溶解作用及离子交换!吸

附作用在不同流域和岩性地段水化学环境具

有不同特征分析区内水化学成分的组成结构

与浓度结构对于水源地选址!水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及水环境功能区的划分无疑具有重要

意义

咸淡水过渡区 该区位于全淡水

界线与全咸水界线之间主要包括弥河冲洪积

扇和浅埋古河道带的前缘白浪河冲洪积扇前

缘及潍河冲洪积扇和浅埋古河道带的中部区

域见图地下水水化学环境具有咸淡水过渡

性质矿化度为∗ ≤ 浓度有所增加接

近为  ≤ 2≤ 2≤2型水

全咸水区≤  该区位于全咸水界线

以北的浅埋古河道带北端至海主要包括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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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浪河冲洪积扇以北区域及潍河冲洪积扇

和浅埋古河道带的前缘及其以北区域见图

该区咸卤水体主要由海相层赋存的古海水演化

而成含水层主要由晚第四纪海相砂及砂层粉

砂组成埋深一般∗  最深可达∗  

区内地下水矿化度 有些地段甚至高达

∗ ≤ 浓度 最高可达

∗ 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 ≤ 2

 ≤  2型和 ≤ 2型

212 弥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环境 

弥河浅埋古河道带分布于弥河冲洪积扇体

范围内自东向西可分为支见图地下水属

弥河冲洪积扇孔隙潜水!微承压水含水层以粗

砂夹砾石为主自冲洪积扇轴部向北及两侧渐

变为含砾中细砂冲洪积扇轴部的孙集2纪台一

带为最强富水区单井涌水量 
向

北富水程度略减单井涌水量为  ∗




弥河浅埋古河道带和冲洪积扇的全淡水区

水化学特征在区域分布上略有差异可分为南

部分区

中部分区


和北部分区




见表

表1 弥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特征 

井号 ≤       ≤  
 ≤  ≥ 

 矿化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南部分区

 口埠!纪台以南的山

前倾斜平原区属冲洪积扇上部该分区地形起

伏较大岩性松散颗粒较粗故径流条件好水

交替循环强烈地下水中阴离子以  ≤

 为主

阳离子以 ≤
 或  

 为主形成  ≤  2≤型

水地下水的形成属于正常溶滤的第一阶段矿

化度 1

中部分区

 丰城!留吕以南口

埠!纪台以北的冲洪积扇中部区在该分区内

地形坡度减小岩性颗粒变细径流趋缓地下

水交替循环有所减弱阳离子中的  
 浓度

有所增加阴离子仍以  ≤ 

 为主形成

 ≤  2≤2 型水矿化度 1

北部分区

 丰城!留吕至全淡水

界线之间的冲洪积扇下部此带内地势较为平

坦地下径流较弱水循环交替较慢由于受北

部莱州湾的影响含 ≤ 
 的水汽和土壤颗粒在

海风吹扬下随降水渗入地下增加了地下水中

的 ≤ 
 和 

 在局部地段形成了复杂的地下

水化学类型沿弥河现河道形成  ≤ 22≤2

 型水在弥河两侧及古河道地带形成

 ≤  2≤ 22≤2 型水还有少量的  ≤ 2

≤ 2≤2 型水矿化度略有增高为 1∗

1

213 潍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环境 

潍河浅埋古河道带呈掌状以冲洪积扇体为

核向偏北方向放射状分布按顺时针方向可分

为支见图地下水属冲洪积层孔隙潜水及

微承压水近河地段属潜水大部分地区属微承

压!承压水冲洪积物颗粒粗层次少单层厚

含水层岩性上层为中粗砂及粗砂夹砾石下层

为细砂或中粗砂自冲洪积扇轴部向两侧边缘

自南向北岩性由粗变细富水性由大变小轴

部单井涌水量 
边缘地带单井涌水

量为∗ 


潍河浅埋古河道带和冲洪积扇的全淡水区

水化学环境可以南逄!密埠一线为界划分为南

北个分区即南部分区

和北部分区




见表

  南部分区

 该分区位于潍河冲洪

积扇的顶部此处地形坡度大径流条件好地

下径流通畅阴离子以 ≤

 为主由于上游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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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潍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特征 

井号 ≤       ≤  
 ≤  ≥ 

 矿化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给区多为明村组大理岩分布故阳离子为

≤
 水化学类型为  ≤ 2≤型水矿化度

1水质优良

北部分区

 该分区位于南逄密埠

一线和北部全淡水界线之间由于径流减弱加

之距海及北侧咸卤水体较近地下水中 ≤ 
 含

量增加水化学类型为  ≤ 2≤ 2≤或  ≤ 2

≤ 2≤22 矿化度为1∗ 1

214 白浪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环境 

白浪河仅有支浅埋古河道带分布于其冲

洪积扇体轴部偏东地段见图地下水属冲洪

积层孔隙潜水!微承压水含水层岩性为粉砂!

中粗砂夹砾石自南而北地下水由潜水变为微

承压或承压水单井涌水量一般为 ∗


水量大小变化规律与砂层厚薄变化

规律基本相同冲洪积扇轴部单井涌水量为

∗ 
南部近冲洪积扇顶部地段砂

层厚度较大颗粒粗单井涌水量 


远离河流及山前地带水量变小单井涌水量为

∗ 


该浅埋古河道带及冲洪积扇的全淡水区水

化学环境以二十里堡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分

表3 白浪河浅埋古河道带地下水水化学特征 

井号 ≤       ≤  
 ≤  ≥ 

 矿化度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区即南部分区

和北部分区


表

  南部分区

 该分区位于冲洪积扇

上部此处地形坡度大地下水径流条件好处

于溶滤的第一阶段阴离子以  ≤ 

 为主阳离

子以 ≤
 和  

 为主水化学类型为  ≤ 2

≤2 型矿化度 1

北部分区

 由于地形坡度趋缓

地下水径流条件变差另由于距莱州湾较近海

风吹送的盐分渗入地下使地下水中的 ≤ 
 和


 含量均增高使 ≤ 

 浓度略超标阴离子以

 ≤ 

 和 ≤ 

 为主阳离子为 ≤
 

 和

 
 形成较为复杂的  ≤ 2≤ 2≤22 

型水矿化度为1∗ 1

3 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的变化

311 年内变化

年内变化与丰枯水季节交替及人工开采密

切相关在丰水季节地表及地下径流量大地

下水水位高沿冲洪积扇及古河道坡向自南而

北流动迫使各种物质向水化学类型界线北移

 ≤  型及  ≤  2≤ 水区域向北扩张而枯水

季节地表及地下径流较弱加之人工开采量大

尤其是春季的农业灌溉用水使南部的  ≤ 

型及  ≤  2≤ 型水区域向南退缩而北部的 ≤ 

型和 ≤ 2 ≤  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向南扩张咸

淡水界线南移如  2 χ剖面上的号井该井位

于 区代表地下水处于枯水期的2的采

样分析数据是矿化度 1 ≤
 浓度

代表丰水期的2采样分析数据

是矿化度1≤ 浓度表明同

一监测井的地下水水化学特征指标丰水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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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98−06地下水监测剖面主要观测井水化学特征 

剖面 井号 ≤        ≤  
 ≤  ≥ 

 矿化度

 1 1 1 1 1 1 

 2 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枯水期有所减小见表

312 年际变化

年际变化与气候环境及人类对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密切相关其中气候环境起控制作用丰

水年与枯水年的交替出现导致了各种水化学

类型界线的南北移动如  2 χ剖面上的号井

2的采样分析数据是矿化度1

≤
 浓度同降水量与径流量均较小的

年的采样分析数据矿化度1≤ 浓

度相比各种水化学特征指标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小表明在丰水年  ≤ 型及

 ≤  2≤ 型水区域向北推进见表

313 人类活动对地下水水环境的影响

人类对地下水水环境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

开采咸淡水分界线以南淡水区一侧的地下淡

水由于年代的持续干旱水资源供需矛盾激

化不得不大量超采地下淡水在淡水区北缘形

成了一系列沿咸淡水界线展布的地下水降落漏

斗破坏了咸淡水之间的初始平衡状态使北侧

的 ≤ 型和 ≤ 2 ≤ 型水区域向南扩展引发了

咸水入侵灾害≈∗ 

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其他措施如大量

拦蓄地表径流!不合理的农业灌溉等也会引起

地下水水环境的变化

人类活动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如工业/三

废0及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会改变地下水的化

学组成结构自年代以来个流域地下水中

≤  ⁄! ⁄!挥发酚及氰化物等严重超标

通过本课题研究可知莱州湾南岸平原浅

埋古河道带及冲洪积扇地下水水环境存在着南

北向的地域分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具有年内

及年际变化的规律人类活动对地下水水环境

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主导了海咸水入侵灾害

的发生应通过加强对地表水的利用合理开采

与保护地下淡水和强化环境与生态保护等措施

做到保持良好的地下水水环境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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