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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矿泉水成因及开发条件

许文帅 李希武 陈天生
(冶金部 天津地 质研究 院 )

提 要 本 文通过蓟县李 庄子 乡矿泉 水 田勘查评 价的实例
,

阐述 了盘山地 区 饮用天然矿泉水的三

种不 同类型 的主要成 份
、

水温及产 出条件
,

进行总结
,

对 比研究
,

提 出了该 区 矿泉水的不同成因及其

分布规律
,

进而论证 了矿泉水 的开发条件及前景预测
。

关键 词 盘山 矿泉水 成因 类型 开发条件

天津蓟县盘山矿泉水是产 自以盘山花岗岩为主体的风化层
、

裂隙
、

构造带以及周边围岩中

的高品质地下水
。

由于形成条件不同
,

分成 了不同类型的矿泉水
。

其中仅偏硅酸一项指标达标

的矿泉水和 以偏硅酸
、

惚两项指标达标的矿泉水两种类型都属于淡水型
、

中一偏碱性的低矿化

度高钙低钠重碳酸型矿泉水
,

且都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
。

但是
,

单项偏硅酸达标的矿

泉水大多产 自风化花 岗岩及岩石裂隙中
,

也有产 自岩溶裂隙但补给源仍来 自花岗岩的
,

这种水

水温一般在 n ~ 14 ℃
。

而偏硅酸和铭双项达标的矿泉水则一般产 自与构造活动有关的裂隙
、

断层附近
、

地下水埋深一般都在 70 m 以下
,

水温 17 ℃
。

主要分布在盘山南部
,

如许家台断层附

近及沿山麓南部 N E 向大断层走向的方 向
。

也即构造活动和第四期盘 山花岗岩的入侵决定了

这种矿泉水的成因
。

由于国家颁布了新的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G B 8 5 3 7一 1 9 95 )
,

在单项达标

的矿泉水中
,

偏硅酸含量小于 3 Om g /l 的将被淘汰
。

而双项达标的
,

则不受温度的限制
。

在我国北方
,

盘 山矿泉水是优质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

其微量元素之多
,

含量之高
,

以及铁锰

元素含量和其他对人体有害元素含量之低
,

加之 高钙低钠等特征
,

都使得盘山矿泉水身价倍

增
。

尤其是双项达标的矿泉水
,

其地下循环时间可长达 40 年 以上
,

而且 由于埋藏较深
,

卫生指

标也非常理想
,

故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开发前途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

双项达标矿泉水 的主要产区蓟县李庄子乡
,

已经和雀巢国际资源公司共同合资成立了天

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 限公司
,

投资 6 千多万元
,

正在建厂开发那里的优质天然矿泉水资源
,

为

天津的腾飞
,

为天津走向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

我们曾在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学报》(1 9 8 8 年第 8 卷第 3 期 )上讨论过单项达标 的盘山矿

泉水 (当时称为麦饭石矿泉水)
,

并且提出了深层水优于浅层水的观点
。

这里
,

我们将重点讨论

双项达标的盘山矿泉水的成 因及开发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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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泉水形成的地质背景

该 区北部为山 区
,

地势北高南低
,

高峰位于盘 山挂 月峰
,

标高 8 57 m
,

至 山 前一带标高为

30 一 50 m
。

山 区沟谷发育
,

走 向呈北西向南东方向延伸
,

沟谷 中堆积冲洪积物
。

山 区以南为开阔

的山前平原
,

地势平坦
,

自北 向南缓缓倾斜
。

本区属于华北地台燕山 台褶带马兰峪复背斜南翼西段
,

褶皱与断裂发育
,

褶皱叠加和断裂

多期活动现象显著
。

区 内蓟县断层属东西 向构造体系
,

形成于华力西末期
,

具逆断层性质
,

断距达 3k m
。

印支

运动早期
,

岩浆上侵活动
,

形成盘山弯隆构造及周缘向斜
。

由于盘山岩体截切使蓟县断层局部

向南凸出
,

使岩体南侧外接触变质带正常发育
,

未受蓟县断层的影响
。

到燕山运动早期
,

蓟县断

层的后期逆冲活动强烈
,

虽然主要 限于盘 山岩体东西两侧 (许家台断层 )
,

其南侧较弱
,

但对盘

山岩体南部的东西向构造裂隙发育起到控制作用
。

蓟县断层的新构造活动也继承了这一特点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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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eh e m a tie m a p s h o w in g s t r u et u r e fr a m e o f Jix ia n A r ea

盘 山岩体顶面呈弯形
,

南北较长
,

出露面积约 70 k m
2 ,

岩体与围岩接触关系清楚
,

界面外

倾
,

界面产状 与围岩 地层一致
,

伴有周缘 向斜
。

围岩普遍发生热 接触 变质
,

变质带宽 5 0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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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 0 0 m
,

主要为大理岩化
,

角岩化
,

局部发生交代变质
,

见矽卡岩化
。

岩体东西两侧围岩为蓟县

系雾迷山组白云岩
,

北部为长城系高于庄组 白云岩
,

西南部较复杂
,

有长城系常州村组石英砂

岩
,

串岭沟组砂页岩和高于庄组白云岩等
。

盘山岩体主要由花岗岩和石英二长岩两套岩石构成
,

根据接触关系
、

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

划分四期
,

侵入顺序依次为
:

中粗粒花 岗岩一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一含斑石英二长岩一细粒花

岗岩
。

岩体及围岩 中辉绿岩脉非常发育
,

走向 N N W
,

产状近于直立
,

宽度 2一 3 Om
。

据野外调查
,

岩体内部辉绿岩脉具有等距分布特点
,

间距约 50 0 m
,

多受早期形成的 N N W 裂隙控制
。

岩体内裂隙发育
。

风化层厚约 20 一 4 Om
,

风化裂隙极为发育
,

疏松易碎
,

表层砂化
,

形成
“

麦

饭石
” 。

构造裂隙以 N E 4 5o 一 65
“ ,

N W 3 1 0o 一 34 00 两组 为主
,

裂隙面直而且延伸远
,

构成似层状

裂隙网络系统
。

盘山岩体为多期活动
。

每次大的构造运动
,

必然伴随岩浆的上侵和喷发
,

受其挤压和拖拽
,

接触带部位岩石破碎
,

并能形成 良好的通道
,

为矿泉水运移和赋存提供了条件
。

盘山岩体及其围岩蚀变带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
。

岩体的北
、

东
、

西三个方向以

围岩蚀变接触带为边界
,

由于蚀变带普遍大理岩化
,

故导水性及富水性较差
,

构成单元 的弱透

水边界
。

单元南侧边界较复杂
,

由第四系地层
,

围岩蚀变带和蓟县断层混合组成
,

其中第四 系地

层和 山前断裂部分具有导水性
,

而围岩蚀变带具弱透水性
。

盘山水文地质单元的东侧为赵家峪贮水构造
,

西侧为庄果峪贮水构造
。

其涌水量都很大

(1 0 0 0 ~ 3 0 0 Om
3

/d )
。

水文地质单元内地下水形成具有规模的矿泉水分布区
,

具有一定的分布

广度和深度以及相当大的资源储量
,

称之为矿泉水 田
。

矿泉水田分布在岩体周围以南部为主
。

其边界与盘 山水文地质单元的围岩弱透水边界基

本吻合
。

矿泉水处在单元的滞流排泄区
,

是特定岩性和构造条件下的产物
。

矿泉水田贮水层为花岗岩构造裂隙网络系统
,

接触带构造裂隙系统
、

蚀变带裂隙系统以及

风化裂隙系统
。

在不同的裂隙系统中
,

赋存有不同类型的矿泉水
,

已发现有偏硅酸型
,

偏硅酸钮

型和偏硅酸铭铿型
,

它们与岩、性和构造 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

双项达标的矿泉水
,

主要产于灰质

白云岩和 白云质灰岩中
,

属蚀变带的岩溶裂隙系统矿泉水
。

单元 内部矿泉水分布极不均匀
。

在垂直方向上
,

风化层导水性好
,

但 由于风化层厚度小
,

单

井涌水量一般 10 一 20 m
“

/ h ;在水平方向上
,

风化层导水性较均匀
。

深部花岗岩非均质性明显
。

深井涌水量差别很大
,

7 0 %单井涌水量为 3 0 一 8 0 m
3

/ h
,

30 %单井涌水量小于 15 m
“

/ h
。

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 因是
,

虽然由于围岩蚀变带是地下水的滞流区
,

但只 有当水井穿过岩溶裂隙和构造

裂隙发育段时才可有充足的水量
。

这也是双项达标矿泉水的一个赋存及开采特点
。

2 矿泉水水质和水量

双项达标矿泉水为无色
、

无味
、

无异臭
、

无异物
、

浊度< 3
、

色度 < 5 的清澈透明
、

洁净晶莹

的优质饮用天然矿泉水
。

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G B 8 5 3 7一 1 9 9 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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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定指标
,

可 以直接装瓶
。

但一些井
,

由于结构不合理
,

水质受到污染
,

细菌超标
。

双项达标矿泉水的补给来源十分充足
,

储存量也极为丰富
,

单井出水量可达 30 一 60 m
3

/h
,

甚至更高
。

但如果井位选择不好
,

则可能出现水量较小 (IOm
“

/ h) 乃至无水干眼的情况
,

这也充

分说明了构造裂隙对矿泉水分布的控制作用
。

仅以我们去年为天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打的矿泉水井为例
,

单井补给量为 1 0
.

7 X

10
5
m 丫a ,

储存量为 4
.

8 X l护m
“ ,

出水量按抽水试验的实际出水量 为 47
.

3m
“

/ h
,

按理论最大降

深计算出水量可达 6 6
.

6m
“

/ h
,

而且水位恢复很快
。

见抽水试验 曲线 (图 2) 及水位恢复曲线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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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项达标矿泉水成因分析

首先必须指出
,

盘山花岗岩体中
,

尤其以石英二长岩为代表
,

微量元素铭 的含量 ( 57 5
.

10
一“

~ 76 0 X 1 0 一“)远远高于 一般酸性岩体 中惚的含量
,

而且溶解性极强
,

可达 0
.

44 X 1 0 一 6 。

5 X

同也围

时
,

在本地 区进行钻探时进行岩芯化学分析
,

发现花岗岩的脱硅现象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

即围岩蚀变带中的 51 0
,

的含量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加
,

上部和下部相差 3 8 3 倍
。

同时还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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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e u r v e o f r ee o v e rin g w a te r le v e l

岩蚀变带中的微量元素含量以铭最高为 33 一 4 OW (B )/1 O一 6 ,

其次是铿
,

为 28 W (B ) /1 O一 ‘。

由此

可 以得出结论
,

盘山花岗岩 中的石英二长岩及其围岩蚀变带除富含 51 0
:

之外
,

而且还富含 Sr
、

Li
,

这就为形成偏硅酸惚型矿泉水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 1
、

表 2 及表 3 )
。

表 1 花岗岩化学分析结果表

T a b le 1 P e tr o c he m iea l a n a lys is o f g ra n ito id s

野野外外 岩石石 510 222 A 12 O 333 T IO ZZZ Fe ooo F e ZO 333 C a ooo M g OOO P . O 。。
M n ooo K 2000 N a ZOOO H ZOOO CO ZZZ 艺艺

编编号号 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333 3一 111 石英二长岩岩 6 5
.

8 111 1 6
.

1 333 0
.

4 888 2
.

1 111 1
.

4 777 3
.

1 333 1
.

5 888 0
.

2 555 0
.

1 000 3 5 888 4
.

3 666 0
.

4 555 0
.

2 999 9 9
.

7 444

333 3一333 石英二长岩岩 6 0
.

3 111 1 5
.

9 999 0
.

4 555 1
.

6 666 1
.

5 888 2
.

9 333 1
.

3 999 0
.

2 111 0
.

0 999 4
.

0 888 4
.

3 888 0
.

3 555 0
.

1 999 9 9
.

9 222

333 0一111 石英二长岩岩 6 6
.

5
纠纠
1 5

.

2 444 0
.

4 333 1
.

7 888 1
.

0 999 2
.

8 000 1
.

2 999 0
.

1 888 0
‘

1 111 4
.

1 444 4
_

夕夕夕 0
_

4 只只 0
.

2 888 9 9
.

1 222

888一 111 石英二长岩岩 6 6
.

7
叫叫
1 5

.

7 333 0
.

5 222 2
.

1 111 1
.

6 333 2
.

9 333 1
.

5 333 0
.

2 555 0
.

1 000 3
.

8 666 4
.

1 222 0
.

7 000 0
.

3 000 9 9
.

5 222

111 2一111 石英二长岩岩 6 6
.

1 444 1 5
.

3 444 0
.

5 333 2
.

0 888 1
.

3 999 2
.

9 333 1
.

6 333 0
.

2 000 0
.

1 000 3
.

8 666 4
.

1 888 0
.

5 999 0
.

4 777 9 9
.

4 444

111 2一222 石英二长岩岩 6 7
.

3 333 1乙 q日日 0
.

5 333 1
.

8 555 1
.

7 111 2
.

7 333 1
.

3 444 0
.

2 000 0
.

1 000 3
.

8 111 4
.

0 222 0
.

5 444 0
.

4 000 9 9
.

5 222
一一一一一 一

-
- 一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222 4一222 混杂岩岩 6 9
.

3 333 1 4
。

9 666 0
.

2 777 0
.

9 000 1
.

3 000 2
.

1 333 0
.

7 222 0
.

1 888 0
.

0 888 4
.

4 888 3
.

9 222 0
.

6 333 0
‘

夕日日 10 0
.

0222

333 777 混杂岩岩 6 8
.

444 1 5
.

9 777 0
.

3 222 0
.

9 555 1
.

2 000 2
.

1 333 0
.

6 777 0
.

1 333 0
.

0 888 4
.

4 888 3
.

9 444 0
.

4 444 0
.

3 000 9 9
.

0 222

111 444 混杂岩岩 7 1
.

7 666 1 4
.

5
叫叫
0

.

1 666 0
.

7 777 1
.

2 000 1
.

6 000 0
.

6 777 0
.

1 111 0
.

0 888 4
.

6 888 3
.

8 000 0
.

2 000 0
.

3 333 9 9
.

8 666

222 5一 lll 二长花 岗岩岩 7 1
.

6 999 1 3
.

8 222 0
.

2 000 1
.

5 555 0
.

5 444 1
.

8 000 0
.

6 777 0
.

1 111 0
.

0 888 4
.

1 777 3
.

7 000 0
.

2 555 0
.

3 000 9 8
.

8 888

111 3一 lll 二长花 岗岩岩 7 0
.

5
创创
1 4

.

4 888 0
.

1 999 1
.

7 666 0
.

3 000 1
.

4 777 0
.

8 666 0
.

1 333 0
.

0 888 4
.

4 888 3
.

9 000 0
.

2 999 0
.

3 000 9 8
.

9 222

222 333 二长 花岗岩岩 7 5
.

6 222 1 2
.

5 444 0
.

1 666 0
.

8 222 0
.

1 888 0
.

6 000 0
.

1 999 0
.

0 888 0
.

0 666 4
.

9 000 3
.

7 000 0
.

3 888 0
.

3 444 9 9
.

5 777

333 444 花 岗细 晶岩岩 7 5
.

999 1 2
.

4 000 0
.

0 444 0
.

5 444 0
.

2 666 0
.

6 000 0
.

1 000 0
.

0 4 666 0
.

0 666 4
.

9 666 3
.

3 666 0
.

0 888 0
.

3 555 9 9
.

9 222

黎黎彤彤 石英二 长岩岩 6 5
.

7 444 1 5
.

8 999 0
.

7 555 2
.

5 222 1
.

8 777 3
.

2 777 1
.

6 444 0
.

2 000 0
.

1 333 3
.

6 777 3
.

2 999 0
.

6 999 0
.

3 444 1 0 000

黎黎彤彤 花 岗岩岩 7 1
.

2 777 1 4
.

2 555 0
.

2 555 1
.

6222 1
.

2 444 1
.

6 222 0
.

8 000 0 1 666 0
.

0 888 4
.

0 333 3
.

7 999 0
.

5 666 0
.

3 333 1 0 000

戴戴里里 花 岗细 晶岩岩 7 5
.

000 1 3
.

1 444 0
.

3 000 0
.

4 000 0
.

5 888 1
.

1 333 0
.

3 000 0
.

0 333 0
.

0 777 4
.

8 000 3
.

5 444 0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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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芯化学分析 (W (B ) / 1 0
一 ’)

T a b le 2 A n a ly sis o f e o r e sa m Ple s

从从从
5 1()222 A I: 0 333 T IO ::: C a OOO M g OOO Fe ZO 333 SSS

上上段段 0
.

0 999 0
.

8 666 0
.

0 777 3 8
.

3 666 2 0
.

4 555 0
.

4 444 0
.

0 0 555

下下段段 3 4
.

4 666 2
.

0 000 0
.

1 111 2 5
.

2 555 1 8
.

2 222 0
.

5 333 0
.

0 1 333

橄橄橄
F e())) PoO SSS

M
n OOO K ZOOO N a ZOOO H ZO +++ C O ZZZ

上上段段 0
.

3 444 0
.

0 5 888 1
.

6 111 0
.

2 444 0
.

0 3 333 0
.

3 000 3 9
.

5 444

下下段段 0
.

5 333 0
.

0 8 222 1
.

0 999 0
.

5 000 0
.

1 555 2
.

1 000 1 5
.

5 888

表 3 岩芯微t 元素化学分析 (W (B ) /l 0 一“)

T a ble 3 M ie r o
一 ele m en t o f e o re sa m Ple

从从从
C uuu Pbbb Z nnn C ooo N i

...

S rrr Crrr L iii

上上段段 666 888 1 777 lll 111 3 333 l444 2 888

下下段段 444 888 2 777 lll 111 4 OOO l 555 2 666

认认认
S nnn BBB WWW M ooo VVV S eee T eeeee

上上段段 222 8
.

333 111 5
.

333 999 0
.

222 0
.

0 33333

下下段段 888 9
.

888 111 4
.

888 1OOO 0
.

222 0
.

0 44444

除了物质基础之外
,

尚须有构造活动造就的导水通道
、

地下水水力联系
、

循环时间
、

环境温

度等条件
,

这些条件完全受控于断裂构造及岩浆活动
,

但 同时又决定 了水的温度及铭和其他微

量元素在水中的含量
。

这一点
,

可 以从南部断层构造的控制作用上明显地看出
。

位于岩体南部的 N E E 向断裂与 N N W 向断裂的交汇处的水井
,

不但水温高
,

而且成为了

地热水
。

其水中偏硅酸 (6 8
·

Zm g / l)
、

银 (O
·

6 5 m g / l)
、

锉 (0
·

5 2 m g / l)三项达标
。

p H 值为 8
·

7
,

矿化

度 5 4 Om g /l
。

属中等矿化度碱性重碳酸一硫酸一钠型 矿泉水
。

由此可知
,

随着与深层联系的加

大
,

不但水温升高
,

矿化度增大
,

而且水质类型也发生了变化
。

有关三种矿泉水的主要指标对比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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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种矿泉水主 要指标对比表

T a ble 4 M
a in e ha r a e te r istic c o m Pa r is o n o f th re e tyPie a l m in e r a l w a te r

HHHHH ZS IO sss H ZS IO 3

一S rrr H ZS IO 3一S b
一
I
J

iii

水水温 (℃ ))) 1 1 ~ 1 444 l777 3 6~ 1 0 555

PPPHHH 6
.

7 ~ 7
.

888 7 ~ 888 > 8
.

666

矿矿化度 (m g / l))) 1 5 0 ~ 2 5 000 2 5 0 ~ 3 5 000 > 5 0 000

循循环时间 (年 ))) < 1 555 2 0~ 4 000 ) 4 000

HHH 2 5 10 3 (m g / l))) 2 6 ~ 5 555 3 5 ~ 5 888 ) 6 888

SSS r (m g / l))) 0
.

0 5~ 0
.

1 333 0
.

3~ 0
.

5 888 > 0
.

6 555

III
矛
i(m g / l))) 0

.

0 0 3 ~ 0
.

0 111 0
.

0 2~ 0
.

1 222 ) 0
.

5 222

水水 型型 H CO丁
‘‘

H C O 歹歹 H C O矛5 0 不不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

N E E 向的一组断裂为蓟县地区最大断裂走向方向
。

正是这组大的

断裂的多次活动
,

导致了这里的矿泉水为三项达标矿泉水
。

这在 N N W 向断层上是不可能产生

的
。

通过在蓟县盘山地区 的多年工作
,

从大量 的分析资料和多个矿泉水评价 中可 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
:

矿泉水达标组份及其含量
、

矿化度
、

温度
、

埋藏深度
、

硫酸盐和卤化物的含量
、

微量元素

的含量等
,

都随与断层构造关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

也就是说
,

盘 山地 区的三种矿泉水

—
偏硅酸型

、

偏硅酸银型和偏硅酸银铿型
—

在成 因上的不 同
,

主要不是区别于岩性
,

而是

以 与断裂构造活动的密切程度为标志的
。

此外
,

断裂构造还直接决定了矿泉水的分布
。

关于不同矿泉水的类型及分布规律
,

可 以简化如下表
。

T a bl e

表 5 盘 山矿泉水类型及 分布

T h e tyPes a n d d is trib u tio n o f P a n sh a n n a tu ra l m in e r a l w a te r s
.

储储水条件件 风化层
、

一般裂 隙隙 与构造裂 隙有关关 在构造断裂部位位

OOOmmm H ZSIO 3333333

矿矿 7 0 mmm 矿泉水水水水

泉泉泉 (1 1~ 1 4 毛 )))))))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埋埋埋埋 H : 5 10 3 一 S rrrrr

深深 2 5Ommmmm (1 7 C )))))

111 3 0 0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HHHHHHHHH ZS IO s一 S r 一 L iii

矿矿矿矿矿泉 水水

(((((((((3 6 ~ IO S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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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泉水的前景预测与开发条件

在盘山矿泉水 田中
,

据初步统计
,

三种矿泉水的单井 出水量与达标组份呈负相关关系
。

出

水量最大的为单项达标的矿泉水
,

其储水介质的渗透系数变化很大 (1 一 15 m / d )
。

而最适宜长

期大量开采的
,

当属双项达标的矿泉水
。

一则因为双项达标的矿泉水地下循环时间长
、

且埋藏

较深
,

二则因为埋藏条件好
、

受污染也少
。

有的井污染指标硝酸根及菌落总数都近乎为零
。

而

单项达标的矿泉水仅从微生物指标看
,

就远不如双项达标的矿泉水
。

以李庄子 乡行政区划范围北半部为代表的偏硅酸德型矿泉水水源地是一个极具规模 的矿

泉水 田
。

不仅有丰富的矿泉水资源
,

而且环境条件良好
。

尤其要指出的是矿泉水 田的补给区是

未受任何污染 的天然林区和旅游风景 区
,

而滞流区上部的第四 纪盖层又较厚
,

且有一层厚 12 m

的粘土层为隔水底板
,

所以逸流条件也非常好
。

加之本区 内无
“

三废
”

污染来源且水源地紧靠公

路与铁路
,

交通十分便捷
,

所以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矿泉水水源地
。

鉴于盘 山矿泉水水源地地处北京
、

天津
、

唐 山
、

承德四城市之腹地
,

矿泉水产销市场广阔
、

开发潜力很大
。

但近几年
,

某些矿泉水厂盲 目投产
,

由于成井工艺不佳
,

生产流程不严
,

包装
、

贮

存不善等诸多原 因
,

势必造成矿泉水资源浪费
,

产品质量下降
。

矿泉水作为一种宝贵的地下矿产资源
,

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有指导的统一规划开发
。

有关部门应根据矿泉水的环保及开发技术经济条件制定出以集中开发偏硅酸铭型矿泉水为主

的中长期开发方案
。

另外
,

在本地 区打井
,

无论是生活
、

生产用水或是开发矿泉水
,

除应严格执行成井工艺外
,

还要 限制成井深度
,

以 防破坏矿泉水 的赋存条件
,

从而保证矿泉水的开发工作有可持续性
。

天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将采用先进的设备进行高质量的矿泉水生产
。

第一阶段的

生 产能力为年产 1 5 0 0 万升
,

第二期生产规模将扩大一倍
,

产量也随之翻一番
。

这是 十分可喜

的
。

建立起 良好的环境保 护区和不断地降低成本
,

将会使本矿泉水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

高 ; 而随着矿泉水 的开发和系列产品的增加
,

除了利税收益非常可观外
,

必将会在当地带动起

一批企业的发展
,

有着深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我们相信
,

以这样优 良的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为依托
,

经过中外双方经营管理人员的共同

努力
,

一定会在本世纪末
、

下世纪初把天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饮用

天然矿泉水公 司
,

同时也将对天津地区饮用天然矿泉水 的生产经营 由粗放型转为集 约型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

以天津雀巢天然矿泉水有 限公 司为龙头的盘山矿泉水也将走进千家万户
,

成

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
、

保健必备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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