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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下水资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地下水供水量大于总供水量的50％
，在一些地区超过80％。
然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下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地下
水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给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危害，地下水质污染已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环境问
题，遏制地下水质恶化，解决地下水污染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际经验表明，地下水资源一旦遭到污染，因昂贵的经济代价以及含水层的复杂性使得治理和修复几
乎是不可行的。
因此，地下水保护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防治地下水污染，应坚
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治”的方针。
采取区域地下水保护战略是防治地下水污染最经济有效的办法。
地下水水质脆弱性评价与区划正是区域地下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地下水水质脆弱性的研究，区别不同地区地下水的脆弱程度，评价地下水潜在的易污染性，圈
定地下水污染的高风险区。
提出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尽管国内外已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方法和案例研究.但尚未建立干旱区不同尺度（
流域尺度、县域或城市尺度）与不同水文地质研究程度相适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及适宜的评价方法。
为加强流域尺度和县域尺度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有效地控制地下水污染，有必要针对内陆干旱区地下
水的特点（水文地质条件、水化学条件、污染物特性及水文地质研究程度等），采用适宜的评价模型
，开展流域尺度和县域尺度地下水的脆弱性评价，圈划出污染敏感带，为流域和县域地下水资源管理
人员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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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定义、研究意义、指标体系、权重标准、评价方法与制图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地下水脆弱性研
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构建了内陆干旱区地下水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标准及评价模型；应用GIS技术完成了脆弱性分
区；用地下水污染现状评价结果或硝酸盐含量对脆弱性评价结果进行了检验；以新疆塔里木盆地平原
区为例，构建了基于传统水文地质成果的流域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DRAV模型；以新疆焉耆县平原区
为例，构建了基于遥感技术的县域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VLDA模型和基于数值模拟的县域地下水脆弱
性评价的耦合DRAV模型，含水层特性用渗透系数K来表征，根据一维HYDRUS和三维MODFLOW模
型模拟分别获得系统的含水层净补给量和渗透系数。
    本书可供从事水文学及水资源、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地管理等专业的教学
人员、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研究地下水脆弱性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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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下水对污染的脆弱性”。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了它不同的名称。
郑西来等（1997）称之为地下水污染潜势；杨庆等（1999a；1999b）称之为地下水易污性；郭永海等
（1996）、周金龙等（2004）、钟佐粲（2005）称之为地下水防污性能；王焰新等（2002）、杨桂芳等
（2003）、赵俊玲等（2004）称之为地下水污染敏感性。
目前一般认同为地下水脆弱性。
　　中国地质调查局（2006）在《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中给出明确定义：地下水系统防污性能
（Vulnerability 0f Groundwater Systems to Contamination）指土壤一岩石一地下水系统抵御污染物污染地
下水的能力。
　　（二）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　　影响地下水脆弱性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
自然因素指标包括含水层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等；人为因素指标主要指可能引起地下水污染的各种
行为因子。
以上因子构成了地下水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要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因素的模型来评价地下水脆弱性是相当困难的，在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和不
现实的。
因为指标越多，意味着需投入的工作量越大；有些指标（如土壤的成分、有机质含量、黏土矿物含量
）在区域性评价中取值比较困难，可操作性较差；指标越多，指标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复杂，容易造成
指标之间相互关联或包容（如含水层的水动力传导系数与含水层岩性密切有关）；指标太多，也会冲
淡主要指标的影响作用；精度不同的指标进行叠加时，最终结果的精度往往取决于低精度的指标。
因此，应根据研究的目的、范围、研究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污染与人类其他
活动等方面来选取评价指标，同时还要兼顾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建立一套客观、系统、易操作的指标体系是地下水脆弱性评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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