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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水文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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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论述了成都市水文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关键词】成都
.

【 Abs ta r et】

水文地质环境 水质污染

Th is pa p er des er ib es t h
e

对策

hy d
ro geo

l
o gieal

ems in C五 en g d
u a r ea, n d p r o p o se d

s o m e t r e a t m e n t s t o e五a n g e

e o n
d i t i

o n s a n
d

e n ,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b l -

t五e
m

。

【K e y w o r d s 】 e五e n gd
u ,

H y d r o g e 。 l o g i e a 一 e

盯 i r o n
m

e 皿 t ,

W
a t e r p o

l l
u t i o n ,

T
r e a t m e n t s

成都是具有 2 40 0余年历史的名城
,

远在 以百计的降水井为地下工程施工不断抽排地

汉代就被列为五大都市之一
。

现在城区面积 下水
,

使地下水位连年呈下降趋势
。

地下水

已逾 1 0 o k m
Z ,

全市人民正在 为 把成都建成 的补给也从以垂直入渗为主变成侧向径流补

国际大都会而努力
。

给为主
,

补给面积大大缩小
,

补给量有限
。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

成都地区的水文 为了保护地卞水资源
:

地质环境在不断变迁
,

有些问题已直接制约 ( 1 ) 新扩建市区应拟订合理规划
,

制

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
,

并成为人们普遍 定房屋
、

道路
、

绿地
、

水域恰当比例
,

尽量

关注的问题
。

为地下水获得垂直入渗补给保 留 一 定 的场

1 地下水的补给 所
。

成都地区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砂砾卵石 ( 2 ) 成都市应尽量 向东郊发展
。

①东

层孔隙潜水
,

埋藏浅
,

一般 1~ s m
,

便于开 郊台地大部分为
“
成都 粘 土

”
所 覆 盖

,

厚

采
,

与地表水关系密切
。

地下水主要通过大 0
.

5 ~ 10 m
,

降水入渗系数仅为 0
.

0 61
,

地下

气降水
、

河水
、

渠水和农灌水 垂 直 入 渗补 水的垂直入渗补给条件差
, ② 相 对 西 郊

,

给
。

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

地表为道路 (西郊为 0
.

1 5)
,

土地比较贫痔
,

自流灌溉

和房屋所覆盖
,

减少了入渗补给面积和入渗 系统不如西郊水随人意 , ③无第四系砂砾卵

补给量 已建成的千余眼生产井仍在不断继续 石潜水含水层
,

与西部相比为
“
贫水区

” ;

开采
,

日开采量超过 30 万 m
3 ,

同时
,

还有数 ④ “
成都粘土

”
压缩性低

,

属中等及低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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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粘土
,

内摩擦角钾 )很大
,

平均 22
。

以上
,

地基土承载力标准 值 f k = 2 10 ~ 26 o k P a ,

工

程地质特征是良好的
。

⑤部分地段覆盖层很

薄或基岩裸露
,

能满足不 同类型建 (构 ) 筑

物对地基土的要求
。

2 地下水的径流环境

天然状态下
,

成都地区地下水位是西北

高而东南低
,

地下水流 向与地形 比降一致
,

地下水水力坡度约为 0
.

2%
,

含水层的导水系

数 300 ~ 6 00 m
“

/ d
,

径流条件 好
,

地 下 水流

经市区在市东北为高阶地所阻
,

转向南流出

区外
。

但由于城市规模的 扩 大
,

人 口 的增

加
,

抽取地下水的井数不断增多
,

地下水的

流向和流速均有不同的改变
。

远离河流区形

成以开采区为中心的降落漏斗
,

如市自来水

一厂西郊水源地形成长轴 5
.

sk m
、

短 轴 4
.

8

k m 面积达 20
.

44 k m
2

的降落漏斗
,

漏斗中心

处水位下降 10 一 15 m
,

漏斗范围 内水力坡度

达 0
.

8%
。

而沿沙河
、

府河
、

南河两岸
,

凿井

傍河取水
,

河流成为地下水的 直 线 补 给边

界
,

导致地下水等水位线沿河延伸
,

形成封

闭端指向该河流上游的
“
半封闭漏斗

” ,

从

而形成多个降落漏斗区和
“
地下水地下分水

岭
” ,

改变了地下水的天然运动状态
。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高层建筑和

大型构筑物越来越多
,

土地使用日益紧张
,

势必向地下和空间发展
,

地下室设置 2 ~ 3

层 已屡见不鲜
,

基础埋深已超过 10 m
。

在市

区含水层仅 10 ~ 20 m厚的条件下
,

这些地下

构筑物无疑像一道道防水屏障阻止着地下水

的流动
,

地下水流速变慢
,

过水能力变差
。

特别是 1 9 9 2年建成的长 1 二3 0 m
、

宽 1 9m
、

深
一 7

·

3 5~ 一 1 2
.

50 m 的顺城街人防工 程 尤如

一座横卧在地下水流 中的大坝
,

使过水断面

减小
,

导水能力减弱
。

今后如果地下铁路再

建在第四系含水层中
,

又等于增加一道阻水

大坝
,

地下水将很难流入市区 东 部 及 东北

部
,

将在市中心急转向南流出区外
。

若无河

水补给地下水
,

市区东部和东北部地下水资

源将逐年减少 以致枯竭
。

3 地下储水条件

成都市位于成都平原东南隅
,

区内地下

西 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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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都地区第四系含水岩层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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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要贮存于上更新统 (Q
3

)冰水 砂砾卵石 高
,

而且均匀性也相当好
,

是箱基和筏基的

层及全新统 (Q
`
)冲洪积砂砾卵 石 层 中

,

因 良好持力层
。

地下水资源环境是天然形成而

其埋藏较浅
,

储水条件主要取决于含水层的 无法选择的
,

地基基础则可以通过地基处理

厚度和给水度
。

厚度变化总的趋势是西厚东 人为改变
。

即使是人工 回灌地下水也需要有

薄
,

西边已逾 100 m
,

向东至老城 区 骤 变为 一定的贮水介质
、

空间和较大的入渗系数为

30 ~ 20 m
,

至东部不足 10 m (见图 1 )
。

据有关 前提 ; 故水资源环境比建筑环境显得更为重

资料
,

Q
`

含水层给水度为 0
.

0 9 4 4~ 0
.

2 2 2 ,

要
。

地下水资源环境日益 恶 化
,

世 界 上有

Q :
含水层给水度为 0

.

1 1 9 5~ 0
.

1 4 6
。

不难看 60 %的地区供水不足
。

严重缺水成为当今世

出
,

本区储水条件西部最好
,

东部最差
。

界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

为 了合理地利用

地下水的储存环境是地下水形成和作为 成都地 区浅表层地下空间
,

城市的设计规划
“
再生资源

”
的充要条件之一

,

它在地下水 部门在设计地下管网
、

地下交通系统和高层

资源被人类开采利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建筑物的基础时应尽量少占用地下水的贮存

其一是具备足够的厚度和有较大导水能力的 空间或向贮存条件差的地段发展
,

以利于城

含水层可供人们取水 , 其二是具备有足够大 市人民生活和经济的发展
。

的贮存空间
,

可 以达到
“ 以洪济枯

” 或 “ 以 4 地下水动态

丰补欠
”
多年调节的需要

,

保证连续开采
。

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和大 量 开采 地下

成都市日益增多的高层建筑物基础
、

地 水
,

地下水的补给
、

径流和储存环境变差
,

下管网
、

人防设施等 已嵌入含水层中数米至 不言而喻地下水位将普遍下降
,

水量减少
。

十余米
,

有限厚的 ( 20 m左右 ) 贮水空间被永 据观测资料
,

成都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

成

久性占踞而减小
,

并有继续增大的势头
。

虽 都市 4 20 厂水源地等自然水位
、

单位 出 水量

然成都卵石地基就其总体 来 说
,

不 仅强 度 变化的情况见表 1 。

表 1 自然水位及单位流且变化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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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不难看出
,

自然水位普遍下降
,

下降幅度为 1
.

2 7~ 3
.

6 7 m
,

平 均 2
.

7 5 m ; 单

位 出水 量 减 少 6
.

1% ~ 53 %
,

平 均 减少

2 7
。

7 5%
。

成都市区面积从 18 k m
2

扩 展 已 逾 1 00

k m Z , 原来的农用耕地均由房屋和道路所覆

盖
,
无灌溉水入渗

,

降水多循下水道泄入沙

河
、

府河和南河而流 出区外
。

那么
,

地下水

资源中由于没有大气降水入渗量
、

农灌入渗

量
、

渠系输水入渗量等三项收入
,

其损失量

是多少呢 ? 据地矿局资料
,

成都西部垂直入

渗 (降水
、

农灌
、

渠系 ) 补给强度为 1 5 6 7
.

4

m 杏

k/ m 含
·

d
,

旧城以东垂直入渗补给强度为

1 0 3 4
.

2 5m 3
/ k m

Z
·

d
,

新扩建区为 8 2 k m
2

( 10 0

一 1 8 = 8 2) 中
,

西城较少
,

约 40 k m “ ,

东城

约 5 2 k m
2 。

西城
: 1 5 6 7

.

4 x 4 0 = 6 2 6 9 6 ( m
”

/ d )

东城
: 1 0 3 4

.

2 5 x 4 2 = 4 3 4 3 5
.

5 (m
3

/ d )

东西城之 和 为
:

62 6 9 6 + 4 3 4 38
.

5 =

1 0 6 1 3 4
.

5m “
/ d

,

即由于城市扩建
,

成都市

每天要减少约 1 0
.

6万 m 3的地下水资源
。

S 地下水污染与洽理

成都地区浅层地下水源为水质优良可饮

用的水
,

水质一般为 H C O 。
一 C a

或 H C O 3
一

C .a M g型水
,

矿化度小于 0
.

59 / L
。

解放后
,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
,

人口 的增加
,

城市规模

的扩大
,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相应增多
,

致

使地下水和地表水遭受到不同程度 的污染
,

地下水水质类型也变得复杂起来
。

据有关资料
,

成都地区地 下 水 水 质类

型
:
西北部

、

西部
、

西南部及火车南站等半

环形地区均为矿化度小于 1
.

0 9 / L 的 H C O
3

一 C a
型水

。

市中区及东南部较大 范 围 为矿

化度 O
。
5~ 1

.

0 9 / L (少数 为 1
.

5一 2
.

0 9 / L )

的 H C O :
·

5 0
`

一 C a
·

K + N a
型水为主

,

少数

为 5 0
` ·

H C O
。

一 C a
·

K + N a
型 水

。

九 眼桥

至牛市口一带 为 5 0
` ·

C I
·

H C O 3
一 K + N a

·

C a型水或 H C O
:

·

C I一 C a 型水
,

东北部青龙

场
、

八里庄
、

建议路一带以 H C O 3
一C .a M g

型水为主
。

区内地下水化学成份是市中区及东南部

比西北
、

西
、

西南部复杂
,

其原因是地下水

进入市区后遭受了生活污水和工业
“
三废

”
的

污染使水质恶化
。

如成都市西郊自来水一厂

附近的铁路局结核病防治院曾把未经任何处

理含细菌 6 80 0 00 0个 /m L 的病菌水排入河

道
,
峨影厂将含氰

、

铬废水直接排放
,

致使

市自来水一厂州度中断供水
。

又如九眼桥附

近成都电冶厂工业废水直接排放
,

致使附近

织巾厂生产井水呈棕黄色
、

具铁锈味
,

总铁

含量达 38 m g / L
、

氯离子含量 达 1 683
.

6m g

/ L
、

5 0 二含量达 1 3 2 8
.

0m g / L
,

总硬度达

1 2 8
.

4德国度
,

该井水既不能饮 用
,

也 不能

作生产用水
。

·

这些事例足以 说 明工 业
“
三

废
”
对地下水的严重污染

。

经过市区的沙河
、

府河
、

南河成为天然

的垃圾场
,

垃圾杂物将河道阻塞
,

各种污水

汇于其中
,

仅 4
.

3 k m 长的南河两岸就有十二

个重点工业废水排放 口
,

日总排放量 达 8
.

8

万吨
。

臭气熏天
,

水面上漂着油花和白色泡
`

沫
,

这不仅污染了沿岸地下水 (市自来水三

厂部分水井因此而报废 )
,

而且影响了整个

城市的市容
,

有损国际大都会的形象
。

故从

1 9 9 4年起市政府下决心清理 整 治 府 河
、

南

河
,

列为本届市政府的一号工程
,

要求今年

完成
。

为了成都地区地下水和地表水少受或不

受污染
,

建议
:

( 1 ) 成都市的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都

受益于都江堰
,

应从宝瓶 口到成都50 k m的氓

江冲洪积扇应进行地下水水质区域性保护
,

扇上严禁修建造纸厂
、

制革厂
、

化工厂
、

糖

厂
、

电镀厂
、

冶炼厂等排污量大的工厂
,

已

建成的应关
、

停
、

并
、

转
;
耕地应大力推广

应用高效低残毒化肥
、

农药
,

多用农家肥
,

在丘陵山区增加绿化面积
,

逐步形成水源涵

养林区
,

在补给区杜绝污染源
;
确保水源水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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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分析通用法在水准点稳定性

分 析 中 的 应 用

王 永 跃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北京 1。。。 8 6 )

【摘婆】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用变形分析通用法
’
主毛

进行水准监测网水准点 (含基准 点
, `

工 作基

点 ) 稳定性分析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

然后结合实例讨论了其适用的条件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

【关键词】稳健估计 变形模型 水准点 应用

【A b s t r a e t】 T h is p a p e r i n t r o d : e e s t五。 p r i n e i p z
e s a n d s * e p s o r t u

。 g e n e r a l d e f o r m a t i o n

m e t五o d t o a n a l了s e 士h e s t a b i li亡v o
f b e n c 卜 m

a r
k

。

A n d d isc o s s e s t五e ` 往 it a b l e c o n d i亡i o n s t五r o 仁 g h p r a -

e t i e a l e a s e s , a n
d p r o p o s e s s o m e n s e f u l e o n e l住 is o n s 。

I K e y w o r d s l s t
a b s li t了 e s t i m a t e ,

n
e
r
o r
m

a t i o n
m

o ` z , B
e n e五 m a r

k
, A” l i e a t i o n

。 引言 影响小的监测网的参考系
,

以发现变形体可

水准监测网水准点稳定性分析的依据是 能的变形状态
,

进而提出可能的变形模型
。

网点的复测高程差 d
,

而复测高程差 d的成分 然 后
,

借助假设检验原理对所提出的模型的

是较为复杂的
。

为了能从 d中合理地分 离 出 合理性进行统计分析
,

最终获得一个与实际

点的变形信息
,

国内外测量学者进行了很多 相符的变形模型
,

求出变形体实际位移的估

研究
,

提出了不少的分析方法
。

本文要介绍 值
。

以下为通用法的计算步骤
。

的是文献 【11 提出的变形分析通 用 法 ( 以 下 1
.

1 平差各期观测成果

简称通用法 )
。

设有水准监测网的任意两期观测成果
,

f 通用法的基本原理 经过观测数据的筛选
,

将粗差剔除
。

假定网

在对观测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

中任一点为固定点分别对这两期观测成果做

根据稳健估计原理建立一个受网中不稳定点 经典 自由网平差
,

分别获得各期网点的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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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节约用水和一水多用 的政策措施
,

加强市民环境意识的教育
,

进

应提高水的复用率
,

特别是用水大户如 一步整治沙河
,

箕正成为成都市千百万人民
4 20 厂

、
1 3 2厂

、

65 厂等
,

从而节约用水
,

并 的母亲河
;

减少废水的排放量
; ( 5 ) 坚决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

( 3 ) 切断污染源 征收排污费
。

在旧城改造和新城扩建时
,

配合环城干 政府应采取行政手段对排污大户限期进

道的修建
,

实行清
、

污水管道分流
,

将污水 行整改
,

未经处理的废水不准排入市区三条

汇集于城南三瓦窑以南
,

进入三瓦窑污水处 河内
,

影响水环境
,

并按排污量和可能污染

理厂
,

经处理达到
“ 三废

”
排放标准后的污 的程度进行收费

,

但毒理性指标严重超标直

水排放于三瓦窑 (三江汇合处 ) 以下河段
;

接危及人们生命的工厂只能令其停产
。

( 4 ) 市政府出台维护整治府南河成果 收稿日翔
; 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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