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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加强地质环境管理，保护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是国务院赋予

国土资源部的重要职能，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为使全社会了解我国的地质

环境状况，增强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地质环境保

护工作发展，国土资源部发布 2006 年度《中国地质环境公报》（以下

简称《公报》）。 

2006 年度《公报》内容包括：全国地质灾害概况、特点及防治

措施与行动，全国地下水状况及保护措施与行动，矿山环境问题及保

护措施与行动，地质遗迹保护及地质公园建设，地热与矿泉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与保护情况。 

《公报》由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组织编制，中国地质环境监测

院负责资料汇总、综合分析和具体编制。2006 年《公报》的各类相

关资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及所属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院、中心）提供。 

《公报》中涉及的全国性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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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管理 

2006 年，地质环境管理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批示，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治、地下水监测与调查、矿山环境恢

复治理、地质遗迹保护与地质公园建设、地热与矿泉水资源保护等方

面取得新进展。 

●  全面推进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已建立 9 万

多个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点。 

●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取得明显成效，成功避让地质灾害 478 起，

安全转移 20566 人，避免财产损失 2.39 亿元。 

●  三峡库区三期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项目如期完成水下工程，满

足了三峡工程 156 米蓄水要求，确保了三峡水库提前一年蓄水。 

●  在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 18个省（区、市）农村，开展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万村培训行动，在两个月时间内共进行 2万场培训，涉及

3万多个村，受训人员近 300 万人。 

●  加强华北平原地面沉降和西部地区地裂缝的调查与监测。积

极推进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重点的地面沉降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建设。 

●  继续开展主要城市和平原区地下水监测，稳步推进北京、济

南、乌鲁木齐 3个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示范区建设。 

●  严重缺水地区地下水勘查取得显著成效。探明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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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可采资源量为 58 亿立方米/年。在四川红层地区建成的 77 万

余眼水井，解决了 300 多万人的饮水困难。 

●  开展全国重点城市和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与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共同开展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 

●  完成全国 1017 个图幅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图数字化，建成

全国性区域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  成功举办第 34 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 

●  进一步加大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力度，2006 年全国共恢复治理

矿山环境面积 44841 公顷。 

●  完成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

共调查矿山 113108 个，调查面积约 511.8 万公顷。 

●  开展省级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规划的编制，至 2006 年底有

21 个省（区、市）规划通过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审查。全国矿山环境

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工作在同步进行。 

●  推进建立矿山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规章制度建设取得进展。 

●  加大地质遗迹保护力度。地质公园建设继续稳步前进，至2006

年底全国共有 138 个国家地质公园，18 个世界地质公园。古生物化

石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 地热、矿泉水资源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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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 

一、地质灾害概况 

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102804起，造成人员伤亡1227

人，其中死亡 663 人，失踪 111 人，受伤 453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3.2 亿元。 

受“碧利斯”、“桑美”等多次强台风和强降雨影响，2006 年全

国地质灾害的发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加大了地质灾害防灾力度，

注重监测预报、群测群防、搬迁避让等工作, 2006 年因地质灾害造

成的死亡人数较2005年仅增加了14.7%，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2005

年仅增加了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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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地质灾害造成损失比较严重的地区为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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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因地质灾害造成了人员死亡或失踪，

其中死亡和失踪 40 人以上的省份有 7 个，死亡和失踪人数分别为广

东 171 人、湖南 145 人、福建 103 人、广西 73 人、四川 73 人、云南

60 人、浙江 43 人。7 个省（区）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和失踪人数占全

国总数的 86.3%。 

2006 年全国发生的死亡和失踪 10 人以上的地质灾害 

伤亡情况（人）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灾害类型
死亡失踪受伤

直接经

济损失 

（万元） 

引发因素

6月 18日 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
时济乡时桥头东岸 

崩塌 11  6 2000 降雨 

6月 25日 
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

瑶族自治乡青山坳村

六组 

泥石流 16 11 11 2000 特大暴

雨 

7月 14日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
平川镇骡马堡二组 

泥石流 15 1 7 950 强降雨

7月 14日 福建省龙海市程溪镇
和山村 

泥石流 11  6  

人类活

动与强

降雨 

7月 14日 福建省漳浦县中西林
场 

滑坡 10  1  强降雨

7月 15日 湖南省永兴县樟树乡
界江村下张家组 

滑坡 15 0 11 150 暴雨 

7月 15日 湖南省宜章县瑶岗仙
钨矿废石坝 

泥石流 7 4 0 6000 暴雨 

8月 11日 浙江省庆元县荷地镇
石磨下村 

泥石流 20 0 0 415 强降雨

8月 11日 浙江省庆元县荷地镇
坪头村 

泥石流 9 6 0 158 强降雨

10月 6日 陕西省渭南市华县大
明镇高楼村 

滑坡 12   100 

黄土疏

松、渠系

渗漏和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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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特点 

● 灾害类型 

我国地质灾害以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2006 年全国有 28 个省

(区、市)有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主要类型包括滑坡、崩塌、泥石流、

地面塌陷等，其中滑坡发生数量最多，占全国地质灾害发生总数的

86.1%。缓变性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沉降、地裂缝、海水入侵等。 

 

 

 

 

 

 

 

 

 

 

 

● 灾害分布 

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受台风影响严重的中南和华东地区，其中湖

南、广东、福建、江西和广西 5省（区）共发生地质灾害 100576 起，

占全国地质灾害总数的 97.8%。 

 

2006 年地质灾害类型构成 

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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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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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坡 

    全国共发生滑坡灾害 88523 起，主要分布在湖南、福建、广东、

江西、广西等省（区）。其中湖南省全年共发生滑坡灾害 78641 起，

占 2006 年全国滑坡灾害发生总数的 88.8%。 

 

 

 

 

 

 

 

7 月 14 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浦县中西林场后山发生滑坡地质灾

害，毁坏房屋数幢，死亡 10 人，伤 1人。 

  

2006 年全国主要地质灾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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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塌 

    全国共发生崩塌灾害 13160 起，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

广西、安徽、湖南等省（区）。其中广东省全年共发生崩塌灾害 6226

起，占 2006 年全国崩塌灾害发生总数的 47.3%。 

 

 

 

 

 

 

 

 泥石流 

全国共发生泥石流灾害 417 起，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福建、

四川、云南等省（区）。 

 

 

 

 

 

 

 

 

9 月 2 日，吉林省白山市鹤大线 1015+350～1015+650 段发生山体崩塌，崩积

物规模 2400 m
3
，一级公路路面破损，交通中断 80 多小时，直接经济损失 12

万元。 

 

5 月 18 日，福建省云霄县急降特大暴雨，引发云霄县下河乡三星村掩树坑自

然村泥石流，其规模总土石方量约 3700m
3
，冲毁三星村掩树坑自然村沟口两

侧民房 10 余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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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塌陷 

    全国共发生地面塌陷灾害 398 起，主要分布在江西、广西、湖南

内蒙古、福建等省（区）。 

 

 

 

 

 

 

 

 

 

 

 地面沉降 

    目前，全国有 50 多个主要城市出现了地面沉降，沉降区面积达

9万多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平原

和汾渭盆地等地。 

由于采取封井限采地下水等地面沉降防治措施，长江三角洲地区

地面沉降总体表现为趋缓的态势。监测资料显示，2006 年上海市平

均地面沉降量为 7.5 毫米，其中外环线以内中心城区地面沉降量为

8.3 毫米，外环线以外区域地面沉降量为 6.7 毫米，较 2005 年同期

进一步降低。与 2005 年相比，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速率总体趋缓，

仅吴江市盛泽年沉降速率有所增加。 

2 月 8 日，广东省肇庆市星湖西堤上的一家两层楼酒吧屋突然发生整体塌陷，

所幸无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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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常地区 2005 年和 2006 年地面沉降速率对比图 
 

 

 

 

 

 

 

 

 

 

华北平原不同区域的地面沉降中心仍在不断发展，并且有连成一

片的趋势。 

华北平原各地区不同累计沉降量区域范围统计 

沉降区面积（平方千米） 
地区 

沉降量大于500毫米 沉降量大于 1000 毫米 沉降量大于 2000 毫米

北京市 467.0 0 0 

河北省 25852.4 3382.6 11.7 

天津市 7181.0 5127.1 930.2 

山东省 238.8 0 0 

 

 地裂缝 

地裂缝主要发生在河北、山西、贵州、陕西、山东、吉林、江苏、

内蒙古、浙江等省（区），多为地下水开采、煤矿采空及降雨等因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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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入侵 

    海水入侵主要发生在山东和河北两省。山东省的东营、潍坊、青

岛、威海、日照等地区海水入侵累计面积为 3076.4 平方千米。河北

省的秦皇岛等地区海水入侵累计面积为 340.0 平方千米。 

● 灾害发生时间及引发因素 

2006 年，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发生在汛期，5～9 月突发性地质

灾害的发生总数占全年地质灾害发生总数的 92.1%。 

地质灾害的引发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 95.2%的地质

灾害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4.8%的地质灾害是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引起的。在自然因素中，降雨是突发性地质灾害最主要的引发因素。 

1～3 月，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 67%是自然因素引发，33%

是人为因素引发。引发地质灾害的自然因素主要有自然失稳、降雨、

融雪和雪水入渗等，人为因素主要有铁路和公路施工中人为削坡、人

为弃土、水库蓄水等。 

进入主汛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主要由暴雨引发。

  

河北安平地裂缝                   河北柏乡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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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南方部分地区遭暴雨袭击，

湖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7 月和 8

月，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生主要是由 7 月 14 日强热带风暴“碧

利斯”和 8月 10 日超强台风“桑美”引起的强降雨和局地暴雨引发。

广东、福建、浙江、湖南、广西、安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发生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灾害。9月，虽然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但局地暴

雨天气频繁，甘肃、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 

10～12 月，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减少。10 月上旬，云南南部部分

地区持续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致使云南省红河、临沧和玉

溪等市（州）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与行动 

● 认真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2006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做好 2006 年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的通知》，4 月召开全国地质灾害趋势会商会和全国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每次台风登陆前，国

土资源部积极与气象部门沟通，及时向有关省（区、市）发出电报，

提出防灾具体措施。各省（区、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

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认真部署。 

2006 年，国务院领导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和发生在浙江、湖南、

四川等地的地质灾害做出多次重要批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重

要指示精神，国土资源部于 6月 8日向全国各省（区、市）国土资源

厅（局）下发《关于加强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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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落实预案、

群测群防、应急管理、搬迁避让、三峡库区防灾、部门密切合作等多

方面对各省（区、市）国土资源厅（局）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 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建设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建立 495 个突发性地质灾害专业监测

点，其中，滑坡专业监测点 269 个，崩塌专业监测点 83 个，泥石流

专业监测点 19 个，地面塌陷专业监测点 124 个。 

2006 年 5 月，国土资源部在福建泉州召开全国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现场会，推广福建安溪经验，在地质灾害多发的山地丘陵区广大农

村全面推进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到会看

望了与会代表。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建立 9万多个地质灾害群测

群防监测点。 

重点地区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稳步前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建成

较完善的地面沉降监测网，共有水准点 1768 个、基岩标 53 座、分层

标 36 组、GPS 监测点 502 个、自动化监测站 21 座。华北平原现有水

准点 1903 个、基岩标 7座、分层标 36 组、GPS 监测点 157 个。 

据初步统计，全国已建立地裂缝监测点 295 个。 

● 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建设 

认真落实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各省（区、市）和地质灾

害严重的地（州、市）和县（市）都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初步形成

相对完整的地质灾害防灾预案体系。 

为了提高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2006 年全国有不少省区选择不

同的单元组织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７月，国土资源部成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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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四川广安溪口镇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受到国务院应急办的肯

定，为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积累了经验。 

 

 

 

 

 

 

 

 

 

 

湖南、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多次遭受台风袭击时，及时启动

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成功组织群众撤离，减轻和避免了人员的伤亡。 

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

失。2006 年汛期，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共出动应急处置小组 1700 多个，

参与了近 1400 起地质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 地质灾害基础调查 

1999 年以来，国土资源部在地质灾害多发的山地丘陵区所在省

（区、市），部署开展 1130 个县（市）的地质灾害普查工作。据已完

成调查和综合研究工作的 616 个县（市）数据资料统计，共调查发现

各类地质灾害及隐患点近 10 万处，受威胁人口达 600 多万人。 

国土资源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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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个县（市）调查发现的地质灾害及隐患点类型统计图 

 

 

     

 

 

 

 

 

 

 

 

 

    2006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黄土高原区、川滇地区、新疆伊犁地

区等重点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 

● 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预报 

汛前和汛期各地认真按照国土资源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组织专

业队伍对辖区内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测巡查工作。 

5～10 月，国土资源部会同中国气象局发布 3级以上地质灾害预

警信息 120 次，其中在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中发布预警信息 62

次。辖区内有山地丘陵的 30 个省（区、市）开展了省级地质灾害气

象预警预报，部分地级市和县也开展了相应级别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预报。各地根据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启动群测群防等防灾体系，有效

地减少了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初步统计，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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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和群测群防，共成

功避让地质灾害 478 起，安全转移 20566 人，避免财产损失 2.39 亿

元。 

 

 

 

 

 

 

 

 

 

● 地面沉降防治 

国内首个防治地面沉降的政府规章《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

法》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11 月 13 日，第二届全国地面沉降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 

加强华北平原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加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重

点的地面沉降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建设，积极推动区域地面沉降防治规

划编制工作。研究提出全国地面沉降防治工作方案。 

●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 

    9 月 20 日，三期地质灾害防治应急项目如期完成水下工程，满

足了三峡工程 156 米蓄水要求，确保了三峡水库提前一年蓄水。截至

成功避让地质灾害安全转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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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底，湖北省 63 个应急治理项目有 27 个项目已完工，重庆市

173 个应急治理项目有 109 个项目已完工。95 个应急专业监测项目通

过初步验收。1837 个群测群防点(湖北 267 个, 重庆 1570 个)已全部

建成，并开展监测。三期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系统取得阶段成果。

高切坡防护工程全面实施。 

●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教育部 4部

委联合启动全国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万村培训行动，1900 名专家

和志愿者组成的中央和地方宣讲团代表赴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 18 个

省（区、市）农村，为基层干部群众集中培训地质灾害科普知识。在

两个月时间内共进行 2 万

场培训，涉及 3万多个村，

受训人员近 300 万人。这次

行动对提高全国地质灾害

易发区农村基层防御地质

灾害的意识和群测群防水

平，减少地质灾害特别是人

为活动引发地质灾害的发生，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实现

人与自然地质环境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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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环境 

一、地下水状况 

● 地下水水位 

据 2006年 163个城市（平原城市一般包括所辖区域）地下水水

位监测资料分析，与 2005 年相比，监测区地下水水位总体保持稳定

态势，深层地下水水位较浅层变化明显，水位变化明显区主要集中在

地下水开采程度较高的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 

在开展浅层地下水水位监测的 126个城市中，与 2005年相比，

水位总体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大于 0.5米，下同）的城市有 8个，

零星分布在东北、中南地区；水位保持基本稳定（上升或下降幅度在

0.5米以内，下同）的城市有 95个，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水位总体呈

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大于 0.5 米，下同）的城市有 23 个，主要分布

在华北、华东、西北地区。 

在开展深层地下水水位监测的 78个城市中，与 2005年相比，水

位总体呈上升趋势的城市有 10 个，零星分布在华北、中南等地区；

水位保持基本稳定的城市有 44 个，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水位总体呈

下降趋势的城市有 24个，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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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区域分布 

 

 

 

 

 

 

 

 

 

 

 

 

 

 

 

 

 

 

 

 

 

 

 

 

18%

6%

76%

下降幅度超过0.5米的城市23个,占18%

上升幅度超过0.5米的城市8个,占6%

升降幅度0.5米之内的城市95个,占76%

 

31%

13%56%

下降幅度超过0.5米的城市24个,占31%

上升幅度超过0.5米的城市10个,占13%

升降幅度0.5米之内的城市44个,占56%

126 个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   78 个主要城市深层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  

2006 年主要城市地下水水位较上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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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主要城市深层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区域分布  

 

 

 

 

 

 

 

 

 

 

 

 华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部分地区以下降为主。北京、

天津、秦皇岛、承德、沧州、衡水、太原、大同、包头、赤峰、通辽、

集宁、鄂尔多斯等地的浅层地下水水位以稳定为主；石家庄、唐山、

邯郸、邢台、保定、廊坊、呼和浩特、乌海的浅层地下水水位以下降

为主，降幅一般小于 2.0米；部分城市的个别地段水位有回升现象，

如在沧州局部地段浅层地下水水位最大升幅达 7.8米。 

深层地下水水位以下降为主。北京、唐山、邢台、保定、沧州、

廊坊等地的深层地下水水位降幅一般在 0.5~2.0 米之间，沧州、邢台

的最大水位降幅分别为 8.6和 8.4米；部分地区的水位有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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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津、邯郸、太原等地局部地段的深层地下水水位最大升幅分别为

10.0、7.9和 17.7米。 

 东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仅盖州和葫芦岛的浅层地下水

水位以上升为主。 

深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个别城市的水位有明显波动。

锦州和长春有大面积的水位回升区域，其中长春局部地段深层地下水

水位最大升幅为 4.5米；大石桥和四平有大面积的水位下降区域，最

大降幅分别为 4.4和 8.1米。 

 西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部分城市水位有上升或下降。

米泉、库尔勒、奎屯、乌苏、独山子、定西、平凉的浅层地下水水位

普遍下降，其中奎屯、乌苏的浅层地下水水位最大降幅分别为 5.6和

6.2 米；兰州、嘉峪关等少数地区的浅层地下水水位有所回升，升幅

在 0.5~2.0米之间。 

深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变化不大。咸阳、米泉、库尔勒的深层地下

水水位有大面积下降，汉中、乌鲁木齐的深层地下水水位有小范围下

降，其中汉中、咸阳的水位最大降幅分别为 9.5和 5.6米；宝鸡的深

层地下水水位呈回升态势，最大升幅为 20.1米，汉中、西安、咸阳、

银川的个别地段深层地下水水位有所回升。 

 华东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变化不大。温州、宣州、淄博和烟台的浅层

地下水位有大面积的下降，降幅总体不大，景德镇、济南的浅层地下



中国地质环境公报·地下水环境 

- 22 - 

水水位最大降幅分别为 2.5和 2.1米；合肥、宿州、东山、南昌、淄

博等地的部分地段浅层地下水水位有所回升，其中合肥、南昌水位最

大升幅分别为 2.6和 2.4米。 

深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部分城市升降幅度较大。上海、

苏锡常地区、宁波、淮北、连城、景德镇等地的深层地下水水位有大

面积回升，上海、苏锡常地区的部分地段水位升幅分别达 5.5 和 9.7

米；嘉兴、台州、亳州、滁州、福州、济南、淄博、德州等地的深层

下水水位有大面积下降，德州水位最大降幅达 9.1米。 

 中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保持稳定。岳阳的浅层下水水位呈大面积下

降态势，降幅在 0.5~2.0 米之间；开封、周口、柳州、河池的浅层地

下水水位呈大面积回升态势， 升幅一般在 0.5~2.0米之间，柳州个别

地段的水位最大升幅达 7.1米。 

深层地下水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荆州、郴州的深层地下水水位

有大面积回升，其中荆州的水位最大升幅为 4.2米；湛江的深层地下

水水位有大面积下降，最大降幅为 3.6米。 

 西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位以稳定为主。贵阳、遵义、凯里、成都、德阳、

拉萨的浅层地下水水位有大面积的下降，降幅一般小于 2.0米，其中

遵义、凯里的水位最大降幅分别为 17.9和 4.3米；贵阳、六盘水的部

分地段的水位呈回升态势，其中贵阳的水位最大升幅为 9.4米。 

深层地下水水位以下降为主。遵义、凯里的深层地下水水位全面

下降；贵阳、昆明的深层地下水水位有升有降，上升区域与下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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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全国各省（区、市）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 

面积基本相当，水位变化幅度在 0.5~2.0 米之间；大理的深层地下水

水位总体呈稳定态势。 

 地下水水质 

据 2006年 163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分析，监测区主要

监测点的地下水水质以良好－较差为主，深层地下水水质优于浅层地

下水，开采程度低的地区地下水水质优于开采程度高的地区。 
 

 

 

 

 

 

 

 

 

 

 

 

 

 

 

在开展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 125个城市中，与 2005年相比，

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 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

西北、华东、中南等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 95 个，全国各地

均有分布；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有 9个，呈零星分布。 

在开展深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 75个城市中，与 2005年相比，主

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 12 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

海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 58 个，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水质呈

好转趋势的城市有 5个，呈零星分布。 

0

10

20

30

40

50

60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黑

龙

江

吉

 

林

辽

 

宁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新

 

疆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云

 

南

贵

 

州

四

 

川

重

 

庆

西

 

藏

百分比（％）

水质好转率＝水质好转的监测点数/统计监测点总数

水质恶化率＝水质恶化的监测点数/统计监测点总数



中国地质环境公报·地下水环境 

- 24 - 

2006 年全国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区域分布 

 

 

 

 

 

 

 

 

 

 

 

 
 

 

 

 

 

 

 

 

 

 

 

 

 

 

 

 

 

 

 

17%

76%

7%

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21个，占17%

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95个，占76%

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9个，占7%

16%

77%

7%

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12个，占16%

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58个，占77%

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5个，占7%

 125 个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   75 个主要城市深层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 

2006 年主要城市地下水水质较上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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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全国主要城市深层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区域分布 
 

 

 

 

 

 

 

 

 

 

 

 

 

 

 

 

 

 

 

 

 华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39%（指该水质级别

的监测点数占全区统计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总数的百分比例，下

同），较差－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61%。石家庄、秦皇岛、沧州、呼和

浩特的个别地段分布有优良水，极差水主要分布在天津、邯郸、邢台、

保定、承德、廊坊、衡水、太原、运城、包头、通辽、乌海等地区。

与 2005年相比，石家庄有 50%以上的监测点浅层地下水水质有所恶

化，集宁有 50%以上的监测点浅层地下水水质有所好转，其他地区地

下水水质呈稳定态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有总硬度、硫酸盐、

硝酸盐等，天津、石家庄、秦皇岛、邯郸、承德等局部地段的氯化物

以及邯郸、承德、廊坊、衡水的氟化物含量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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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地下水水质略好于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与较差

－极差级的监测点各占 50%左右，以良好－较差级为主。北京、呼和

浩特等地 60%以上的监测点为优良－良好水，天津、张家口、廊坊、

临汾等地 60%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极差水。与 2005年相比，主要

城市地下水水质总体呈稳定态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有总硬

度、硫酸盐、硝酸盐、氟化物等。 

 东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46%，较差－极差级

的监测点占 54%。赤峰、集宁、白城、本溪等地 50%以上的监测点

为优良－良好水，呼和浩特、包头、通辽、鄂尔多斯、哈尔滨、通榆、

吉林、通化、白山、延吉、沈阳、鞍山、辽阳、抚顺等地 50%以上的

监测点为较差－极差水。与 2005 年相比，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水质

总体呈稳定态势，通榆、吉林的浅层地下水水质有所恶化，辽源、沈

阳、盖州的浅层地下水水质有所好转。 

深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64%，较差－极差级

的监测点占 36%。哈尔滨、长春、白城、松原、四平等地 50%以上

的监测点为优良－良好水，通榆、锦州等地 50%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

－极差水。与 2005年相比，除松原、通榆、锦州 50%以上的深层地

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外，其他地区的水质基本保持稳定。含量增加的

主要水质指标有硝酸盐、氨氮、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等。 

 西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37%，较差－极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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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点占 63%。良好水主要分布在张掖、金昌、西宁、吐鲁番等地

的局部地段，其它大部分地区的水质为较差－极差级。与 2005 年相

比，大部分城市浅层地下水质以稳定为主，平凉、武威、酒泉、吐鲁

番等地的水质有所恶化，西峰、乌苏等地的水质有所好转。含量增加

的主要水质指标为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

等。 

深层地下水水质明显好于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

测点占 65%，较差－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35%。除西安、石嘴山 50%

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极差水外，其他地区以优良－良好水为主。与

2005 年相比，主要城市深层地下水水质基本呈稳定态势，汉中的水

质呈好转趋势，咸阳、米泉的水质呈恶化趋势。含量有所增加的主要

水质指标为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亚硝

酸盐等。 

 华东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36%，较差－极差级

的监测点占 64%。上海、连云港、台州、温州、兰溪、宿州、淮北、

阜阳、蚌埠、亳州、福州、东山、莆田、吉安、赣州、景德镇等地

60%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极差水，优良－良好水主要分布在杭州、

金华、义乌、南昌等地的局部地段。与 2005 年相比，浅层地下水水

质变化不大，仅连云港、莆田、萍乡、景德镇、吉安、烟台等地的水

质呈恶化趋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

盐、铁、锰等。 



中国地质环境公报·地下水环境 

- 28 - 

深层地下水水质好于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

占 58%，较差－极差级的监测点占 42%。较好水主要分布在江苏、

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城市，较差水主要分布在安徽和山东的部分城市。

与 2005年相比，除莆田、九江、济南的深层地下水水质有所恶化外，

其他地区水质总体呈稳定态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溶解性总

固体、总硬度、pH值、氯化物、硫酸盐、氟化物等。 

 中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58%。济源、咸宁、湘潭、柳州、桂林、北海、玉林、河池、梧州等

地 50%以上的监测点为优良－良好水；郑州、商丘、黄石、大冶、襄

樊、长沙、岳阳、南宁、百色、海口等地 50%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

极差水。与 2005年相比，浅层地下水水质基本保持稳定态势，咸宁、

南宁、百色、海口等少数城市水质呈恶化态势，郑州、大冶、岳阳等

少数城市水质有所好转。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硝酸盐、亚硝酸

盐、氨氮、铁、锰等。 

深层地下水水质劣于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差－极差级的监测点

占 53%，主要分布在武汉、荆州、襄樊、佛山等地。孝感、韶山、郴

州、广州、海口等地分布有优良－良好水。与 2005 年相比，主要城

市深层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态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总硬

度、矿化度、氯化物、硫酸盐、铁、锰等。 

 西南地区 

浅层地下水水质为较好－优良级的监测点占 63%，较差－极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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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点占 37%。昆明、贵阳、安顺、成都、德阳、日喀则等地 50%

以上的监测点为较差－极差水，遵义、凯里、六盘水、拉萨等地 50%

以上的监测点为优良－良好水。与 2005 年相比，浅层地下水水质变

化不大，仅安顺的水质呈恶化态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总硬

度、氯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氨氮、铁、锰等。 

深层地下水水质以优良－良好为主，水质为优于较好级的监测点

占 81%。较差水主要集中在贵州和重庆的部分城市。与 2005年相比，

昆明近 60%的监测点水质呈好转态势，其他地区水质总体呈稳定态

势。含量增加的主要水质指标为硝酸盐、亚硝酸盐、铁、锰等。 

 地下水降落漏斗 

2006 年监测结果表明，全国有地下水降落漏斗 216 个，其中浅

层地下水降落漏斗 120个，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 91个，岩溶地下水

降落漏斗 5个。与 2005年相比，地下水降落漏斗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有明显变化的降落漏斗主要分布在受地下水开采影响较大的华北、华

东地区。 

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漏斗面积从数

十平方千米到数千平方千米，其中河南滑县－南乐县、浙江杭嘉湖平

原第Ⅱ承压含水层和河北邢台宁柏隆的漏斗面积分别为 4826、4654、

1574 平方千米。西北和东北地区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多为几十

到几百平方千米。中南和西南地区地下水降落漏斗较少，且面积较小，

多在 10平方千米以下。 

中心水位埋深超过 50米的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有 12个，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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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辰第Ⅱ承压含水层、汉沽第Ⅱ承压含水层、河北石家庄、邯郸

永年城关、邢台宁柏隆、保定大册营、山西大同城西、内蒙乌海海勃

湾热电厂、佳木斯市七水厂、宁夏石嘴山龟头沟洪积扇、浙江温黄平

原、河南郑州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等，其中内蒙乌海海勃湾热电厂、

天津汉沽第Ⅱ承压含水层和佳木斯市七水厂降落漏斗最大水位埋深

分别为 77.1、72.8、72.0米。 

与 2005年相比，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保持基本稳定的有 50

个，零散分布于全国各地；漏斗面积扩大的有 41 个，扩大总面积为

570平方千米，其中河北邢台宁柏隆、青海格尔木市察尔汗、天津北

辰、河北邯郸永年东杨庄漏斗面积扩大明显，分别扩大了 200、100、

81、43平方千米，其他漏斗扩大范围普遍在 10平方千米以下；漏斗

面积缩小的有 29个，缩小总面积为 770平方千米，其中河南滑县－

南乐县、天津

汉沽第Ⅱ承

压含水层、河

北邯郸馆陶

寿山寺漏斗

面积缩小明

显，分别缩小

了 370、149、

98平方千米，其他漏斗缩小范围多在 10平方千米以下。 

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漏斗面

积多在 100平方千米以上，甚至达数千平方千米，如河北衡水、沧州、

 

34%

42%

24% 漏斗面积扩大的41个，占34％

漏斗面积稳定的50个，占42％

漏斗面积缩小的29个，占24％

2006年120个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较上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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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市德城、河北邯郸、唐山宁河－唐海、浙江杭嘉湖平原第Ⅲ

承压含水层、河北邢台巨新、江苏苏锡常、河北廊坊大城、天津汉沽

漏斗面积分别为 8815、7553、5333、2898、2046、2623、1769、1350、

1220、1043 平方千米；西北、西南、中南地区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

分布较少，除海南海口市第Ⅱ承压含水层漏斗面积达 682 平方千米

外，其它漏斗面积大多小于 10平方千米。 

中心水位埋深超过 100 米的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有山东德州市

德城、山西太原城区、天津西青和河北邢台巨新漏斗，最大水位埋深

分别为 133.2、105.2、102.3、100.2米。 

与 2005年相比，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保持基本稳定的有 25

个，零散分布于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地区；漏斗面积扩大的有

33个，扩大总面积为 2600平方千米，其中河北沧州、山东德州市德

城区、河北邢台巨新、天津汉沽漏斗面积增加明显，分别扩大了 1025、

510、320、161 平方千米，其他漏斗面积扩大较小，多小于 10 平方

千米；漏斗面积缩小的有 33个，缩小总面积为 1600平方千米，其中

河北沧州黄骅、江苏苏锡常、河北邯郸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缩小

明显，分别较

缩小了 873、

118、107平方

千米。华东、

华北地区部

分漏斗面积

普遍缩小几

 

36%

28%

36%

漏斗面积扩大的33个，占36％

漏斗面积稳定的25个，占28％

漏斗面积缩小的33个，占36％

2006 年 91 个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较上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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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平方千米，其他地区漏斗面积缩小范围在 10平方千米以下。 

二、地下水保护措施与行动 

●  地下水监测 

2006 年全国共有 163 个城市（平原城市一般包括所辖区域）开

展了地下水监测。北京、济南、乌鲁木齐 3个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示范

区建设得到稳步推进，3个示范区监测网点质量和自动化监测水平明

显提高，北京示范区部分监测数据实现了自动化传输。 

● 地下水调查 

继续开展全国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重点对黄河流

域、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和华北平原地下水均衡、动态、浅层地下

水开发利用等进行调查评价和示范研究。 

严重缺水地区地下水勘查成效显著。探明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总

量，全盆地地下水可采资源

量为 58 亿立方米/年，目前

开采量为 11 亿立方米/年，

开采潜力为 47 亿立方米/

年，为国家能源基地规划和

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地

质基础信息。 

    红层找水缓解了百年罕见旱情。在四川红层地区建成的 77 万余

眼水井，解决了 300 多万人的饮水困难，在 2006 年干旱期间，95%

以上的水井仍能正常供水，发挥了重要抗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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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污染防治 

开展全国重点城市和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调查范围包括珠江三

角洲、长江三角洲、淮河流域平原地区和华北平原。开展松花江重点

地段地下水污染应急调查监测。 

2006 年 6 月底，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

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共同开展全国地下水污染防

治规划编制工作。 

● 建成 1:20 万数字区域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完成全国 1017 个图幅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图数字化，建成全国

性区域水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图元总数约 1300 万个，总数据量达

200G。该数据库的建成是我国水文地质事业和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中

西部找水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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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将对我国国土开发、生态环境建设与保

护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 举办第 34 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 

2006 年 10 月 9 日，由国土资源部和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IAH）

主办的第34届国际

水文地质大会在北

京隆重召开。大会

以“地下水的现状

和未来”作为主题，

围绕地下水与可持

续发展、区域地下

水系统演化规律、

地下水补给与地下水生态功能等九个专题进行研讨与交流。来自世界

五大洲 57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 536 名代表在会上进行研讨

与交流，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致信表示祝贺。这次大会对加强国际水

文地质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推进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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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环境 

一、矿山环境问题 

我国主要矿山环境问题包括矿区采空塌（沉）陷、岩溶塌陷、地

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问题，矿山废水、废渣、废气

等“三废”排放造成矿区环境污染问题，矿区地貌景观破坏、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和地下水均衡破坏问题。 

 

 

 

 

 

 

 

 

 

 

 

 

 

 

 

 

 

 

 

 

 

 

主要矿山环境问题及危害 

矿坑排水毁坏农田 煤矿矸石山自燃污染大气环境 

地下采矿造成房屋开裂 采矿活动破坏植被 

地下采空引发山体崩塌 固体废渣形成泥石流物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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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开发占用、损坏土地资源 

据初步统计，截止 2006 年全国矿业开发占用和损坏的土地面

积为 154.5 万公顷，其中尾矿堆放 91.5 万公顷，露天采坑 23.0 万公

顷，采矿塌陷 33.0万公顷。 

 

 

 

 

 

 

 

 

 

● 矿业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 

据初步统计，2006 年全国因矿业活动引发地质灾害 190 起，造

成人员伤亡 18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1465 万元，主要分布在贵州、

湖南、内蒙古、河南、山西、重庆、辽宁等省（区、市）。 

二、矿山环境保护措施与行动 

●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2006 年中央财政投入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资金达 10.6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40%，共安排项目 341 个，涉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

5%

59%

21%

15%

尾矿堆放

露天采坑

采矿塌陷

其它

全国矿业开采占用、损坏土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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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 多家中央企业的各类矿山，涵盖 40 多个矿种。地方配套投入资

金 19.0 亿元。 

 

 

 

 

 

 

 

 

据初步统计，2006 年全国共恢复治理矿山环境面积 44841 公顷。 

 

 

 

 

 

 

 

 

 

 

 

2006 年全国各省（区、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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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前 整治后

上海市松江区庙头采石坑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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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 

完成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

共调查矿山 113108 个，调查面积约 511.8 万公顷。通过调查，基本

摸清我国矿山环境的现状，查明主要的矿山环境问题及其危害。 

 

 

 

 

 

 

 

 

 

 

 

 

 

 

 

●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 

应用遥感技术对我国晋陕蒙能源成矿带、川西南多金属成矿带等

8大成矿带矿产开发进行遥感监测示范，获得大量实测数据，为矿产

资源开发规划及开发秩序整顿、矿山环境整治等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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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编制与制度建设 

在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省级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规

划的编制工作。至 2006 年底有 21 个省（区、市）规划通过国土资源

部组织的审查。全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工作在同步进行。 

推进建立矿山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与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联合出台《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

制的指导意见》（财建〔2006〕215 号），进一步明确了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的责任，并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更具可操作性。 

编制完成《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行业标准，

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建和已投产矿山企业的监督管理。 

●  国家矿山公园建设 

为保护矿业遗迹，推进矿山公园建设，下发《关于加强国家矿山

公园建设的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健全机构、完善规划，切实抓好

建设，按期揭碑开园。修改完善《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指南》。 

矿区遥感影像图及矿区开发采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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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保护 

● 地质遗迹保护资金投入 

2006 年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投入

地质遗迹保护项目资金 1.5 亿元，共安排 87 个项目，重点支持了西

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的地质遗迹保护。 

● 地质公园建设与管理 

至 2006 年底，全国批准建立的各级地质公园 242 个，其中国家

地质公园 138 个（含世界地质公园 18 个）。地质公园总面积 724 万公

顷。 

 

 

 

 

 

 

 

 

 

 

2006 年，有 16 个国家地质公园和 2个世界地质公园相继揭碑开

园。全国已揭碑开园的国家（世界）地质公园总数达到 81 个。 

新批准世界地质公园名单     

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堰塞湖 

● 山东泰山 

● 河南王屋山—黛眉山

● 房山（北京、河北）

● 雷琼（广东、海南）

● 黑龙江镜泊湖 

● 河南伏牛山 

2006 年新批准世界地质公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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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揭碑开园的国家（世界）地质公园名单 

海南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 云南玉龙黎明老君山国家地质公园 

贵州织金洞国家地质公园 贵州平塘国家地质公园 

浙江新昌国家地质公园 河北野三坡国家地质公园 

吉林靖宇火山矿泉群国家地质公园 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地质公园 

内蒙古阿尔山国家地质公园 陕西黄河壶口国家地质公园 

河南嵖岈山国家地质公园 贵州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黑龙江兴凯湖国家地质公园 四川江油国家地质公园 

广东封开国家地质公园 四川华莹山国家地质公园 

四川兴文世界地质公园 福建泰宁世界地质公园 

 

为加强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和规范管理，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

展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状况检查工作的函》。完成《国家地质公园管理

办法》送审稿。 

4 月，国土资源部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举办首届“地质公

园可持续发展与电视传播论坛”。来自国内 12 个世界地质公园、40

多个国家地质公园和 90 多家电视台及其它媒体共 200 多人参加此次

论坛。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出席论坛并致辞。此次论坛的成功举

办达到了扩大地质公园影响的目的。   

5 月，在河南焦作举行以“地质公园的科学与管理”为核心议题

的第一届国际地质公园发展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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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 71

个世界及国家地质公园的

专家和代表 200 余人参加

了会议。 

8 月，在陕西西安召开

中国地质旅游学术年会（中

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 21 届学会年会）暨陕西

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发展研讨会。会议旨在促进旅游地学研究理

论和学科体系建设创新及地质公园发展完善，总结交流中国旅游地学

研究理论实践、地质公园建设管理运作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展望旅游

地学学科、地质遗迹的保护、地质公园的发展前景，商讨以翠华山国

家地质公园为主联合西安市秦岭其它有关景点申报建设终南山（翠华

山）世界地质公园，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打造世界品牌，促进地质

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 古生物化石保护 

开展古生物化石非法采挖、盗卖倒卖专项整治工作。4月 23 日、

5月 26 日和 7月 29 日，国土资源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分别

组成调查组和督察组，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调查和督促解决

有关古生物化石问题，有效制止滥采乱挖的势头。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强化对古生物化石的保护管理，加大

对古生物化石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协助浙江、上海海关办理截获的

古生物化石案件，并将古生物化石移交到当地的地质博物馆。协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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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办理澳大利亚缴获的从中国走私的古生物化石归还中国，并将化

石移交给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博物馆。加强对古生

物化石的出入境管理，规范出入境审批程序，2006 年共审批古生物

化石出境展出 13 批次。 

加强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的基础工作。建立古生物化石保护和

研究基金。在河南、辽宁、云南、贵州、山东等几个重要的古生物化

石产地省份，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和管理的调研工作。 

古生物化石重要产地的破坏趋势得到基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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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与矿泉水 

一、地热 

    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据初步估算，全国主要沉积盆

地距地表2000米以内储藏的地热能，相当于2500亿吨标准煤的热量。

据估算，全国每年可开发利用地热水总量约 68.45 亿立方米，折合每

年 3284.8 万吨标准煤的发热量。 

我国利用地热资源的方式主要是高温地热发电和中低温地热直

接利用。目前，除西藏自治区羊八井等地利用地热进行发电外，其他

地区主要是地热资源

的直接利用。据统计，

我国每年直接利用的

地 热 资 源 量 已 达

44570 万立方米，居世

界第一位，主要利用方

式为洗浴保健、种植养

殖、供暖供热等。2006

年全国地热资源直接利用量较大的省份有天津、北京、陕西、河北、

广东、云南、贵州、山西、湖北等。 

    3 月，国土资源部组织地热专题调研组对地热资源丰富、开发利

用及管理较好的北京、天津、河北、广东、云南、陕西等省（市）的

地热资源状况、分布规律以及开发利用与管理的现状开展详细调研，

探索我国地热资源利用发展的方向与具体目标。 

    开展全国地热资源评价和区划，编制完成《浅层地热能勘查评价

其它

10%

种植养殖和

农业利用

17%

洗浴保健和

娱乐

63%

供暖供热和

工业利用

10%

2006 年地热资源的直接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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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送审稿。 

    2006 年，广东清远、河北雄县、湖北咸宁、山东威海被命名为

“中国温泉之乡”，陕西咸阳被命名为“中国地热城”，湖北应城汤池

温泉被命名为“全国温泉开发利用示范区”。 

二、矿泉水 

    据初步统计，截至 2006 年底，全国通过国家级和省级注册登记

的矿泉水水源数为 3544 个，其中通过国家级注册登记的矿泉水水源

1067 个，矿泉水开发企业 1039 家。2006 年参加年检的矿泉水水源

1152 家，年检合格率为 98%。 

为有效保护与管理矿泉水资源，进一步推进矿泉水产业发展，

2006 年启动了“中国矿泉水之乡”评选示范工作，四川省什邡市、

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被命名为“中国矿泉水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