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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是市政府批准的负责管理本市地质勘查工作

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承担本市矿产地质勘查、区域地质调查、

水文地质勘查、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专项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监测

等有关工作；负责本市矿业开发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地质勘查工作。组

织本市矿产勘查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工作。参与本市地质环境监测工

作规范和技术标准的研究工作；负责本市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和资料的汇总、

分析和上报工作。承担本市地下水资源勘查、评价、监测、分析等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调局、市各委

办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

大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我局紧密结合首都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地

质工作的需求，以“三个主流”为工作原则，“四个一流”为工作目标，

全面实施“五个一”工程。以“保障首都地质安全为目标，全面支撑首都

经济发展”为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两项工程，一个平台”的建设，努力

提升地质工作对政府决策支持和对社会公众服务的能力。

 2016 年，我局主要开展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地质问题调查与评价、

北京市地面沉降防控区划、北京山洪泥石流预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通州某建设新区深部地热资源勘查与示范、北京市东南地区地热资源开发

利用调查及评价、北京市浅层地温能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及示范工程建设

等项目，完成了地面沉降监测预警系统、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地热

与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影响监测预警系统、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土壤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系统的年度运行工作，取得了大量地学数据。

为使政府、社会和公众便于获得地学资料，我局编制了《2016 年度城

市地质工作成果通报》，通报 2016 年度我局主要工作成果：包括城市地质

环境安全保障工程、重要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工程和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

载力监测预警平台 3 个方面。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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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市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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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1.1 基础地质调查评价

1.1.1 重大建设项目高精度地质调查

按照中央部署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及市领导的指示、相

关部门安排，根据中央提出的“世界一流、千年大计” “生态、绿色”为

标准，为满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需求，我局在 2015 年开展的核心区

地质条件适宜性综合评价工作的基础上，于本年度开展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区（155km2）重大地质问题调查评价工作，实际工作区域基本覆盖通州北

部地区（470km2），相关工作成果如下：

（1）隐伏断裂

厘定了工作区内南苑—通县断裂、南口—孙河断裂、张家湾断裂、姚

辛庄断裂、夏垫断裂等 11 条隐伏断裂的性质、产状、基岩断点位置和上

断点埋深（表 1、图 2），新确定南苑—通县断裂、姚辛庄断裂和张家湾

断裂为活动断裂。其中位于徐辛庄至双埠头村南等区域发现多处民房开

裂、地裂缝和地貌陡坎现象，目前所发现地裂缝的位置、展布方向和开

裂断面性质同南苑—通县断裂基本一致，表明地裂缝与隐伏断裂具有明

显的相关性，经综合分析确定南苑—通县活动断裂影响宽度 300~450m；

在卜落垡地区民房有开裂现象，前人调查存在少许地裂缝，推测与姚辛

庄断裂活动有关；通过探槽工作，发现多条同张家湾断裂活动有关的古

地裂缝。

表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隐伏断裂特征一览表

01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序

号
断裂名称 性质 倾向 倾角

上断点

埋深 /m

影响带宽

度 /m
活动性

1 南苑 -通县断裂 正断层 北西 50°～ 80° 地表 300 ～ 450 活动

2 宋庄断裂 正断层 北西 50°～ 70° 23 — 非活动

3 张家湾断裂 走滑兼正断层 北东 80°～ 90° 0.95 约 2000 活动

4 燕郊断裂 正断层 南东 — 691 — 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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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断裂名称 性质 倾向 倾角

上断点

埋深 /m

影响带宽

度 /m
活动性

5 姚辛庄断裂 正断层 北西 70°～ 80° 36 — 活动

6 夏垫断裂
正断层兼具走

滑断层
南东 70°～ 80° 地表 800～1600 活动

7 西集断裂 正断层 南东 30°～ 50° 247 — 非活动

8 台湖断裂 正断层 北东 — 136 — 非活动

9 南口 -孙河断裂
正断层兼具走

滑断层
北东 60°～ 70° 地表 200 ～ 500 活动

10 李桥断裂 正断层 西南 70°～ 80° 49 — 非活动

11 楼梓庄断裂 正断层 北西 60°～ 70° 400 — 非活动

图 2  北京城市副中心隐伏断裂专题解译成果图

（2）地面沉降

基于地面沉降监测网数据，分析了区内地面沉降发育现状，工作区

位于北京市通州金盏—楼梓庄—黑庄户一带沉降中心外延边缘地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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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面沉降危险性分区图

（3）砂土液化

调查评价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区砂土液化的范围、程度及其对城市建

设的影响，按钻孔现状水位埋深对砂土液化现状进行了判别，划分为非液

化区、轻微液化区和中等液化区三类；按照预测水位最不利条件（水位埋

深为 0m）对砂土液化进行了预测评价，划分为非液化区、轻微液化区、

中等液化区和严重液化区四类（图 4）。

年沉降速率大于 40mm/a 的区域面积为 442.77km2，沉降速率最大量达

138.1mm（台湖—黑庄户地区），1955 ～ 2015 年累计最大沉降量 1555mm（台

湖—黑庄户地区）；通过对 2009 年以来地面沉降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该区

是自 2010 年以来北京地面沉降最快的地区（图 3）。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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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京城市副中心砂土液化预测分区图

（4）岩溶塌陷

调查评价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区岩溶塌陷的范围、程度及其对城市建

设的影响，在碳酸盐岩地层分布、破碎程度、上部第四系地层条件、构造

条件、地下水动力条件调查基础上，圈定潜在危险区，进行危险性评价，

划分为危险性大区、中区和小区三个级别；基于潜在岩溶塌陷危险度，建

立了 3 个级别的防控区（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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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图 5  北京城市副中心岩溶塌陷评价分区图

1.1.2 工程地质调查

在 2014 ～ 2015 年完成平原区中南部 1:5 万高精度重力调查的基础上，

2016 年开展了 1:5 万沙河镇、顺义县、杨镇、大厂回族自治县、三河县 5

幅区域重力测量工作，测区面积约 2000km²，共完成测点 15348 个（图 6）。

结合最新深部钻孔和物探成果修编了“北京市平原区中南部基岩地质构造

图”，对基岩地层界线、断裂位置、侵入岩分布范围等要素进行了多处修正。

新发现东坝断裂、台湖断裂等多条断裂构造，并对研究区内隐伏断裂重新

进行了定位：（1）南苑—通县断裂中段向东南移位约 800 m；（2）安定

断裂向东南方向移位 2 km 左右；（3）张家湾断裂向西南移位 1.5 km，在

东方化工厂、张辛庄一带向北东向折转，发现断裂西南 2 ～ 3 km 存在分支

断裂，命名为东坝断裂；（4）最新推断永定河断裂切割南苑—通县断裂，

向东南方向穿过大兴隆起，止于礼贤断裂。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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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京平原区中南部 1:5 万高精度重力调查成果图

1.1.3 区域地质调查

开展了 1:50000 琉璃河、庞各庄、安次 3 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通过

高精度重力法、可控源电法等物探手段，重新厘定了南苑—通县断裂和礼

贤断裂的位置及特征，修编了基岩地质图；建立了以地貌成因类型和地貌

形态类型为地质单元划分方案；确定了下更新统、中更新统下部、上更新

统下部以及全新统下部底界，其中北京平原南部第四系底界是以一套厚度

不等的棕红色粘土（半固结状态、含暗色斑点、锈斑等）作为标志层；全

新世底界以一套硬质粘土层作为标志层，也即晚更新世地层顶板；运用地

层岩性对比、古地磁极长序定年等技术确定永定河形成的年代大约在 3Ma

左右。

1.1.4 区域地质志修编

新修上中下三卷北京市区域地质志，修编 1:25 万北京市地质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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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北京地区地层、岩浆、变质、构造、第四纪、深部地质作用等，提

升了北京地区基础地质研究程度。在北京境内首次发现中泥盆世、早三叠

世岩体，基于此梳理了北京地区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活动，为华北克

拉通破坏补充新资料；对北京地区新构造运动阶段进行划分，厘定上新世

中末期和中更新世两次重要的构造运动；对平原区基岩地质和活动断裂进

行系统梳理，初步建立了活动断裂时空结构，对平原区构造—沉积单元进

行全新划分，并开展北京平原区构造沉降与山区构造隆升耦合研究；开展

基础地质对城市资源、环境控制影响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 " 北京市

地质环境承载力图 "，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应用研究。

1.2 地质环境问题专项调查评价

1.2.1 地面沉降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要求开展“划定地面沉

降区控制区范围”工作，在地面沉降现状、成因和危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了北京市地面沉降防控区划体系，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基于地面沉

降历史现状和机理分析的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分区，二是基于城市规划、用

地类型遥感解译和野外调查的地面沉降危害程度分区，三是对地面沉降发

育程度分区和危害程度分区的叠加分析，获得地面沉降控制分区（图 7），

编制了《北京市地面沉降控制区划（2016—2020 年）》，为未来五年地面

沉降防控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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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市地面沉降控制区划图

1.2.2 突发性地质灾害

针对北京山洪泥石流开展了预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工作，完成了泥石

流危险分区、研发了基于面流冲刷和泥石流物源启动的模型装置，通过室

内、室外试验，揭示泥石流触发机制，提出了泥石流监测站网布设方案，

完成 10 条示范沟监测示范工程建设；确定了全市和示范沟的泥石流预警指

标阈值，建设了泥石流监测预警平台。课题在泥石流松散固体物源总量计

算、不同尺度泥石流启动物理模拟试验研究、泥石流灾害预警模型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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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典型泥石流监测预警系统平台研发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创新；建立了

基于降雨总量临界线的泥石流沟小流域预警模型、基于土壤含水率临界深

度的泥石流沟小流域预警、基于泥石流易发程度的区域预警模型；研发了

泥石流物理模拟试验装置 1 套、泥石流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1 个，申请了实

用新型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为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针对房山区（南窖乡、佛子庄乡、河北镇）、密云县石城镇、门头

沟区清水镇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专项调查工作，分析了典型地质灾害

体特征、成灾机理及稳定性状态；采用雨量、次声仪、土壤含水率、泥

水位、地表变形以及深部位移监测等 9 种监测方法手段，对 6 条泥石流沟、

1 处滑坡、1 处崩塌实施监测；开展了单沟泥石流临界雨量阈值、基于试

验的降雨入渗条件下松散物源体临界含水率等多项研究工作；建立了北

京山区地质灾害基础数据库和监测数据库，开发了基于物联网的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系统，为建立覆盖北京市山区突发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预警

系统奠定基础。

1.2.3 土壤环境

开展了北京城区土壤重金属（汞、镉）污染修复试验研究工作。汞污

染土壤修复试验表明：热解析修复技术可以有效降低土壤中汞污染浓度，

其中 400℃热解析 30 分钟为最佳热解析条件，但热解析对土壤的破坏性较

大，且成本较高，更适宜于高污染、难处理的汞污染土壤；化学淋洗法通

过对比次氯酸钠、氢氧化钠、盐酸淋洗剂淋洗效果，表明次氯酸钠淋洗效

果最佳，且土壤汞浓度越高淋洗效果越好，可以和其他修复技术联合使用，

可作为其他修复技术的前期处理技术。

镉污染土壤修复试验表明：化学淋洗法中的 EDTA 淋洗效果最佳，柠

檬酸、腐殖酸效果较好，但淋洗修复使土壤的生物活性下降和肥力变劣，且

容易形成二次污染；钝化法对比了氧化钙、海泡石、硅藻土钝化剂，表明氧

化钙钝化效果最佳，可以降低镉污染土壤部分有效态的含量，在钝化过程中

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不大，化学钝化法对土壤的伤害小于化学淋洗法。

城市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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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工程

2.1 地下水资源

开展了基于新水情下的北京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调查评价工作，建立了

平原区地下水流数值模拟模型，完成了地下水资源分层计算，以 1991—2014

年为计算时段，采用水均衡法、动态均衡法和数值模拟三种方法，按行政单

元计算了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图 8  北京平原区地下水涵养及保护区划图

综合考虑地下水涵养条件、地面沉降防控要求、地下水环境污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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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工程

2.2 浅层地温能

开展了北京市浅层地温能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及示范工程建设工作，

持续建设了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包括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实

验平台、地源热泵系统测评和优化设计实验平台、水文地质环境影响监测

评估实验平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副中心临时指挥部、在海

淀廖公庄、房山坨里、大兴龙门庄村委会、通州胡庄村委会分别实施建设

了清洁能源供暖示范工程，并对其运行效果进行了监测评价。

其中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新建 8 处地温监测点，通过对取

样、岩土热物性测试以及现场热响应测试，初步认为该区处于地层换热能

力较好的地区；利用获取的相关数据建立了行政办公区三维地质模型，并

对浅层地温能资源潜力进行评价，经计算该区浅层地温能资源每年可提供

约 4.16×106 m2 建筑供暖，折合标准煤 4.89×104 t，减少向大气排放碳粉尘

3.30×104 t、二氧化碳 1.20×105 t、二氧化硫 3.60×103 t、氮氧化物 1.80×103 

t，节能减排效果显著。该项成果成功应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采

用地热“两能”率先创建“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该工程成为城市副

中心建设工作的一大亮点。

2.3 地热资源

在城市副中心开展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工作，完成了地球物理勘探工

作，并在行政办公区先行开展了探采 1 号、探采 2 号两眼地热井的施工工作，

探采 1 号井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顺利通过验收，成井深度 3001.36m，出水

温度 52℃，出水量为 1662.77m3/d，各项产能指标均优于附近地热井，成井

质量优良。经初步判定，该区地热资源属中低温热传导型，地热水属氟型

10-11

等因素，结合南水北调进京配水规划，提出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保护规

划建议，分别确定了地下水开采量红线和地下水位控制红线，其中地下水

开采量红线包括保证城市供水开采红线和地下水资源涵养开采红线，分别为

20.97×108m3/a 和 16.36×108m3/a；地下水位控制红线的上线为 1983 年地下

水位、下线为 2015 年地下水位。该项成果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和可持

续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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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温泉水，水化学类型以 HCO3—Na 型为主，目前该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首都新机场、冬奥会等重大建设工程的开展，

我局在北京东南边缘地带、延庆西北部发展区开展了多项地热资源调查及

评价工作，深入研究了山区构造裂隙型和平原区沉积盆地型地热资源的成

因模式，分析了开发利用地热资源的可行性。初步判定夏垫断裂是北京东

南地区主要控热断裂（图 9），有望在该断裂控制带内获得中温地热资源

（出水温度大于 90℃）；对东南地区地热资源量进行评价，该区热储存量

约 4.63×1019 J，折合标准煤 1.58×109 t；热水资源量为 1.35×109 m3，热量

为 3.84×1017 J，折合标煤 1.3×107 t，若取回采率 RE 为 0.25，则可采热储

存量为 9.60×1016 J，折合标准煤 3.30×106t；若将出水温度大于 50℃的地

热井用于供暖，每年可实现供暖面积约 1.85×106 m2（以开采 100 年计）。

图 9  北京市东南地区基岩（前新生界）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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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地及地下空间资源

开展了北京市土地资源质量综合地质评价工作，通过对通州区、大兴

区和房山平原区生态地球化学因素土地资源质量评价工作，建立生态地球

化学土地资源质量评价体系，为北京市土地规划利用和土地精细化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

对北京城市副中心（155km2）和五环内（200km2）开展地下空间资源

调查评价工作，建立了三维地质模型，完成了地下空间资源量的估算和综

合评价工作（表 2，图 10）。开展了不同物探方法对地下空间探测、调查

过程中的有效性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高密度电阻率法精度相对较低，可

以探测地下空洞、大型地下室、塌陷区；地震勘探中单点映像法精度较高，

能够准确地推测防空洞和采空塌陷区溶洞的规模及顶底板埋深。

表 2  地下空间资源质量等级统计表（单位：m3）

区域 等级
深度 

0 ～ 10m 10 ～ 30m 30 ～ 50m 50 ～ 120m

北京城市副中心

适宜 1.49×109 2.98×109 2.98×109 1.07×1010

一般 4.3×107 8.6×107 8.6×107 —

敏感 1.53×107 3.05×107 3.88×107 1.0×108

五环内

适宜 9.0×108 1.4×109 2.4×109

未评价一般 2.6×109 7.2×109 7.0×109

敏感 1.3×109 1.0×109 2.0×108

注：适宜区指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安全利用地下空间资源而不产生负

作用；

一般区指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利用地下空间资源产生负作用可控制或

可通过技术手段处理；

敏感区指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利用地下空间资源产生负作用不可控制

或可通过技术手段很难处理。

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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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五环内研究区地下空间资源评价分区图

3 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

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由地质资源环境“八个监测预

警系统”和地质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平台构成。其中“八个监测预警系统”

即：地面沉降监测预警系统、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地热与浅层地温

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影响监测预警系统、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土

壤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平原区活动断裂监测预警系统、重大线性工程

地质安全监测预警系统、重大建构筑物及地下空间地质安全监测预警系统。

平台可在地质资源环境监测数据基础上，实现机理研究、模型构建、趋势

分析等功能，为政府部门提供预警发布、决策会商、应急处置等业务支撑；

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地质数据综合利用、地质资料查询检索；面向社

会公众提供地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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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平台

14-15

3.1 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监测预警系统

3.1.1 地面沉降监测预警系统

地面沉降监测预警系统自 2002 年开始建设，2004 年和 2008 年分别建成

一期和二期工程，自 2004 年开始对我市平原区地面沉降进行逐年的系统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2016 年北京平原区年地面沉降量大于 10mm 区域的面积

为 2867km2；地面沉降区分为南北两大集中区域、七个沉降中心，年沉降速率

均大于 70mm/a；我市地面沉降发育最严重的区域位于朝阳区金盏、三间房、

黑庄户等地区，年沉降速率均大于 110mm/a，其中金盏地区 2016 年沉降量为

131.6mm，为全市最大沉降点（见图 11）。

1955 年至 2016 年，北京市平原区累计沉降量大于 100mm 的面积为

4035km2，累计沉降量大于 1000mm 区域面积为 390km2，其中金盏地区累

计沉降量为 1864mm，为全市最大沉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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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北京平原区 2016 年度地面沉降量分区图

3.1.2 地下水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2010 年率先在国内建成了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其中包括

地下水位监测井 635 眼，地下水质监测井 1182 眼（包括区域地下水环境监

测井 822 眼和重点污染源监测井 360 眼），2011 年起正式运行。

监测结果表明：2016 年我市平原区第三、四含水层组（生活饮用水源）水

质状况总体良好，第一、二含水层组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表 3、图 12）。

通过对 2011 年至 2016 年的多年水质成果分析，平原区第一含水层组

2016内文.indd   16 2017/8/1   16:09:54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BEI JING GEOLOGY PROSPECTING & DEVELOPING BUREAU

含水层组 超标情况

主要超标指标 分布范围
分层 深度 /m 类别

超标面积

/km2

占监控面

积 /%

第一含

水层组
0～ 50

较差区 3266 50.03 总硬度、锰、溶

解性总固体、氨

氮和硝酸盐氮

城近郊区、大兴、

通州、房山、顺

义和昌平等极差区 504 7.72

第二含

水层组
50 ～ 100

较差区 1212 25.41 总硬度、锰、溶

解性总固体、氨

氮和硝酸盐氮

城近郊区、通州、

顺义、昌平、大

兴和延庆等极差区 38 0.8

第三含

水层组
100～ 180 较差区 251 6.28

锰、氨氮、亚硝

酸盐氮

顺义、通州、昌

平、朝阳和延庆

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平台

16-17

的水质有所恶化，2016 年丰水期较 2011 年同期超标面积扩大了 76km2，主

要超标指标为总硬度；第二含水层组的超标面积多年来呈现波动变化的趋

势；第三和第四含水层组的超标范围变化较小。

表 3  北京市平原区 2016 年 9 月地下水质量综合质量评价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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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热与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地质环境影响监测预警系统

现已建成 42 个浅层地温能利用监测站点，设立了浅层地温能开发利

用及对地质环境影响动态监测网络，并建立了地温场监测及采集系统。

开展了浅层地温能系统运行过程中对周边地温场影响的监测工作，监

测结果表明：地源热泵在运行过程中会直接影响附近的地温场，抽水井和

灌水井距离越近、地层颗粒物越粗，热泵系统对附近温度场影响越大；在

设计、施工、运行维护规范的前提下，供暖季和制冷季结束后地温场能较

图 12  北京市平原区 2016 年 9 月地下水综合质量评价超标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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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2013.1.1 ～ 2016.12.12）
图 13  北京市地质大厦浅层地温能系统地温场动态变化曲线图

3.1.4 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开展了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一期）建设工程，在房山区、门

头沟区和密云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安装各类野外专业监测设备 413 台套，

监测对象包括对 119 条泥石流沟、1 处滑坡、4 处采空塌陷区以及 6 处崩塌

隐患（图 14）；在密云区冯家峪镇西庄子村和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沟村分

别建设了集科研、应急保障、数据接收和科普为一体的地质灾害监测站；

新建了拥有数台服务器、工作站、磁盘阵列、台式计算机以及网络服务的

数据中心和服务于“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专业数据库，

实现了三个区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的专业监测。

快的恢复，不会产生持续不可逆的热积累效应（图 13）；提出了浅层地温

能开发利用能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设计运行工况、设备配置、施工质量、

运行策略等；本年度还开展了地下水地源热泵运行对地下水水质影响专题

研究。

18-19

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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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北京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一期）监测点分布图

2016 年对上述泥石流、滑坡、采空塌陷、崩塌隐患点进行了监测，监

测结果表明各隐患点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同时对监测区 5676km² 进行了高

精度遥感监测，获取了泥石流发育的地质背景信息，识别了泥石流隐患沟，

提取了各流域边界范围及沟系发育情况、裸露松散堆积物分布情况以及威

胁对象分布情况，建立了 119 条重点泥石流隐患沟本底数据库，并开展了

遥感监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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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土壤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截止 2016 年底，现已建立我市平原—丘陵区土壤地质环境监测网 180

个监测点，包括区域监测点 120 个和重点地区监测点 60 个（工业区监测点

15 个、农业种植区监测点 20 个、水源地保护区监测点 15 个和元素异常区

监测点 10 个），监测指标包括重金属、微量元素及有机污染物等。监测结

果表明：土壤环境中汞、镉、砷、铅、铜、锌、镍、铬等重金属元素以土

壤环境质量一级、二级为主（图 15），其中汞元素在中心城区出现明显富

集的现象，以残渣态分布为主，通过分析汞元素与古建筑物使用的含辰砂

涂料有关，同时也受燃煤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土壤中砷、铅、铜、锌元素

以残渣态为主；镉以碳酸盐态、残渣态、离子交换态为主，因而土壤镉元

素对生态环境存在着潜在危害。

对北京市废弃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开展了详细调查工作，截止 2016 年底，

我市需治理矿山数为 281 个，涉及破坏土地面积 2018.93 公顷；裸露岩壁

209 个，涉及面积 603.73 公顷。并对我市北部在生产典型金属矿山（区）

和西部已关闭煤炭矿山（区）的地质环境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危害风险评

估和监测示范工程建设等工作；针对白河流域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的

区域新建 32 眼监测井，包括区域背景值监测井 3 眼、潜在污染源监测井

11 眼、污染源下游监测井 18 眼（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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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北京市平原区 2016 年土壤综合环境质量分区图

经调查潮河流域矿区雨季前、后浅层土壤中重金属 Hg 污染比较突出，

属于偏中度污染；深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自浅而深呈现逐步升高的特征，分

析原因是由于上游闭矿后，河流水体运移的重金属含量逐渐减少，导致浅层

土壤的重金属浓度逐渐降低。东庄村东矿区周边地表水中 Hg 含量较高，与沙

石料场工业废水的排放关系紧密。内梅罗指数评价结果显示，枯水期 Hg 污染

程度属于污染级别，而丰水期属于轻污染级别。示范区内地下水整体水质整

体状况较好，地下水水质丰水期明显比枯水期差，说明存在地表污染物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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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北京市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分布图

3.2 正在建设的监测预警系统

在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开展黄庄—高丽营活动断裂监测工作，布设两条

跨断裂水准测线，长度分别为 1.8km 和 2.4km，建设水准监测点 73 个。监

测结果表明：黄庄—高丽营断裂有较为明显的活动异常，沿断裂延伸局部

区域有隆起和地裂缝变宽的现象，并伴随新地裂缝出现。

3.3 地质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平台

地质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平台经不断建设，平台网页版已经在内部局域

网上线，并完成了地下水环境、地面沉降、突发地灾展示服务系统，集成

了地下水环境、地面沉降、地下水动态、地下水资源专业分析系统，实现

水携带进入地下水的现象，尤其在高岭镇铁矿潮河监测井和西坨古金矿监测

井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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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料检索、信息发布、三维建模、制图服务、成果展示等功能，为未来

平台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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