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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水水量评价是对地下水源地或某-地区、某个含水层的补给量、储存量，允许开采量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对所用计

算方法的适宜性、水文地质参数的可靠性、资源计算结果精度、开采资源保证程度所做出的全面评价、水资源调查等。文章

通过计算地下水容积储量、地下水年调节储量及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量及有关水文地质参数，采用地下水均衡法进行地下水

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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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quantity evalu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alculation method, the reliability of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the accuracy of resource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degree of guarantee of exploit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the calculation of recharge, storage and allowable exploitation of groundwater source 

or an area or an aquifer. The paper evaluates groundwater resources through calculating groundwater volume reserves, annual 

groundwater reserves and groundwater recharge and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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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论证地下水资源是否满足辽宁省大石桥市某厂区生产建设项目年用水量 30 万 m
3
的需要，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

-2018 年 10 月 5 日，采用地下水均衡法，对辽宁省大石桥市某厂区进行了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 

该项目位于大石桥市博落铺镇江南村东部，评价区面积 9150000m
2
。 

1 地质条件 

1.1 地质构造 

评价区地形较平坦，地貌类型为山前坡地地貌。 

区域范围的地质构造属于中朝准地台的三级构造单元的营口—宽甸台拱和复州台陷。 

1.2 地层 

通过钻孔资料，区内的地层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1）第四系冲洪积层 

主要由粘土组成，黄色-棕褐色，可塑状态，厚度 22m。 

（2）侏罗系地层 

为早中侏罗统混合花岗岩（γ5
1
-
2
），中细粒、半自形结构，灰白色。矿物由长石、石英、黑云母组成，局部地段岩石

风化裂隙较发育。其中，全风化带厚度约 5.0m，呈土黄色或浅红色，强风化裂隙带厚度约 20m，中风化裂隙带厚度约 43m。 

2 水文地质条件 

2.1 含水层特征 

依据该项目供水井成井资料，含水层为全风化侏罗系花岗岩风化裂隙孔隙潜水含水层。全风化带厚度约 5.0m，强

风化裂隙带厚度约 20m，中风化裂隙带厚度约 43m，含水层厚度合计 68m
[1]
。

 

2.2 地下水循环特征 

地下水位埋深一般为 12m 左右，水位标高约 10.0m。 

在天然状况下，地下水补给主要以地下水侧向迳流补给与大气降水渗透补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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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排泄主要有地下水侧向径流排泄和人工开采。 

区内地下水迳流方向为东南—西北，水力坡度在 1.5～5.0‰左右， 

2.3 地下水位动态特征 

本次收集了厂区附近江南村地下水位观测井 2012～2018 年地下水动态观测资料。由资料可知，一年内 1 月～5 月

地下水位比较低，7 月～9 月地下水位比较高，年水位变幅 0.6～3.3m，多年平均水位变幅 1.20m 左右。说明年内地下

水位动态变化受降水量影响。 

2.4 地下水质特征 

根据区内地下水水质资料可知，地下水质在自然条件下呈无色、无味，PH值 6.5，总硬度 233.0mg/L，硫酸盐 37.0mg/L，

氯化物 98.0mg/L，硝酸盐 9.6mg/L，溶解性总固体为 133.0mg/L，铁离子∠0.001mg/L，锰离子∠0.002mg/L。 

本次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供水井中采水样进行检测，地下水氯离子浓度小于 150mg/L，地下水氯离子浓度满足《生

活饮用水标准》。 

2.5 地下水的消耗 

区内地下水消耗主要包括人工开采、地下水侧向迳流排泄。 

①地下水开采 

主要为厂区供水井及附近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 

②地下水侧向迳流排泄 

地下水向下游径流排泄，径流的水力坡度为 0.0015。 

③地下水的蒸发消耗 

区域地下水的埋深处于极限蒸发深度 4.0m 以下，基本不存在地下水的蒸发消耗。 

3 地下水资源量分析 

3.1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1）抽水试验井的结构 

抽水试验井的井深为 98.0m，井的结构：上部第四系土层部分，钻孔孔径为Φ500mm，下入井壁管Φ=219mm 钢板卷

焊接管，长度 22.0m；下部基岩部分，钻孔直径为Φ203mm，下入Φ160mm 缠丝硬塑滤水管，滤水管长度 68.0m。 

（2）试验段 

基岩风化裂隙承压水 22-98m，试验段长度 68m。 

（3）抽水类型 

单孔稳定流抽水，抽两个落程水位降深。 

（4）洗井 

在抽水试验前，先对该井采用空压机、水泵排水的联合洗井方法洗井，达到水清，流量稳定为止。 

（5）抽水试验过程 

洗井工作结束后，采用水泵抽水进行二个落程的抽水试验，每个落成稳定时间为 8h。采用水表计量抽水流量，用

电测水位计测量水位。详见表 1《洗井抽水时间统计表》。 

表 1  抽水试验时间统计表 

试 段 洗井 
落 

称 

时    间 

抽 水 稳定延续 恢复水位 

基岩风化 

孔隙水 
共 56时 1 9 月 29 日 8 时～9月 29日 19 时 8 小时 9 月 29 日 19 时～9 月 30 日 2 时 

1 1 2 10月 1日 17时～10月 2日 3时 30分 8 小时 10月 2日 3时 30分～10月 2日 9时 35分 

（6）抽水试验计算 

A、参数的确定 

降深、流量根据抽水结果确定，井半径、井深根据水井实际情况确定，基岩风化裂隙水含水层厚度按从全风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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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至井底深度确定，详见表 2《抽水计算参数表》。 

表 2  抽水计算参数表 

试 段 井半径（m） 含水层厚度 M（m） 落程 降深 S（m） 流量 Q（m
3
/d） 静水位埋深（m） 

基岩风化裂

隙承压水 
0.08 68 

1 55.00 25 12.0 

2 45.33 20 12.0 

B、抽水结果计算 

按均质无限补给边界条件，采用裘布依稳定流单井完整井公式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K= ㏒ R-㏒ r）                                   （1） 

R=10S                                          （2） 

式中：Q—抽水井的出水量； 

M—含水层的厚度； 

S—抽水井的水位降深； 

r—抽水井的半径。 

计算结果详见表 3《抽水试验成果表》及图 1-图 2。 

表 3  抽水试验成果表 

试 段 含水层厚度 M（m） 井半径 r（m） 落程 流量 Q（m
3
/d） 水位降深 S（m） 渗透系数 K（m/日） 影响半径 R（m） 

基岩风化裂隙水 68.0 0.08 
1 25 55.00 0.20 246 

2 20 45.33 0.20 224 

计算结果：井的最大出水量 Q=25（m
3
/d），最大水位降深 S=55m 时，影响半径 R=246(m)，渗透系数 K=0.20（m/d）。 

 

图 1  抽水试验第一落程历时曲线                       图 2  抽水试验第二落程历时曲线 

3.2 地下水资源量计算 

采用地下水均衡法计算地下水资源量，具体如下： 

①评价区地下水容积储量计算 

计算公式为 Qr=μ×F×M。 

其中：M—含水层厚度，取平均厚度 H=68m； 

F—评价区面积，取 F=9150000m
2
； 

μ—评价区含水层的给水度，取μ=0.05。 

计算结果：Qr=0.05×9150000×68=31110000m
3
=3111 万 m

3
。 

②评价区地下水年调节储量计算 

计算公式为 Qt=μ×F×Δh。 

(
366.0

MS

Q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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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h—地下水位变幅，取平均变幅Δh=1.20m； 

F—评价区面积，取 F=9150000m
2
； 

μ—评价区含水层的给水度，取μ=0.05。 

计算结果：Qt=0.05×9150000×1.20=549000m
3
=54.90 万 m

3
。 

③评价区地下水侧向径流补给量计算 

地下水迳流补给量采用达西过水断面法计算，即 Qj=KIMB。 

其中：K—渗透系数，m/d； 

I—地下水迳流水力坡度； 

M—含水层厚度，m； 

B—地下水迳流补给宽度，m。 

本次根据评价区地下水迳流水力坡度 I=0.0015，地下侧向迳流补给宽度 B=3000m。评价区含水层平均厚度为 H=68m，

渗透系数 K=0.20m/d。 

因此，评价区目的含水层地下水迳流补给量 

Qj=KIHB=0.20×0.0015×68×3000=61.2（m
3
/d）=22338（m

3
/a）。 

评价区含水层地下水年侧向迳流补给量为 2.2338 万 m
3
。 

④评价区地下水资源量计算 

评价区地下水资源量包括地下水容积储量、年调节储量及侧向径流补给量。即 Qz=Qr+Qt+Qj。 

计算结果：Qz=Qr+Qt+Qj=3111+54.90+2.2338=3168.1338（m
3
/a）。 

评价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3168.1338 万 m
3
。 

其中，地下水可开采量 Qk=Qt+Qj=54.90+2.2338=57.1338 万 m
3
。 

4 结论与建议 

（1）评价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3168.1338 万 m
3 
，可开采量为 57.1338 万 m

3
，大于该厂建设项目年需水量

30 万 m
3
，因此，该厂建设项目水源取水量是有保障的。 

（2）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地下水开采后，要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工作，定期进行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

以便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提供依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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