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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群井开采试验的作用与应用
花仁荣 常士骡

(中国兵器工业勘察研究院 北京 1 0。。 5) 3

【提要】群井开采试验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是一种给人以直观而有效的勘察手段
,

但这种 方 法耗

资大
.

周期长
,

在多数情况下不宜直接作为地下水资源评价和衡量 B级允许开采量精度的主要方法
。

IA b
s t r a e t l G

r o u p
一
, e ll 。 x p zo i t i n : t e s t 15 。 d i r e e t a n d 。 f re 。 t i , 。 i n 二 e s t i g a t i n : m e t五o d

g r o “ n d w a t e r r e s o u r e e s e 7 a l u a t i o n
。

B u t i t 15 e x p e n s i甲 e a n d r e q o i r e s l o n g p e r i o d
.

I t i s n
` t th

e

otxPm e t五o d

w a
b l

e

e v a lu a t e t h e g r o n n d w a t e r r e s o u r e e s d i r e e t l y a n d t o m e a s u r e th e a e e u r a e y o f g r a d e B

l
o i t i n g q u a n t i t y i n m o s t e a s e s

.

i n th e

】】l a l n

a 110
-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近几年参加多项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的技术咨询和勘察成果的评审 工 作
,

不 论

是在审议供水勘察方案
,

还是评审水资源评

价精度
、

确定水资源的数量和级别方面
,

常

常会碰到对于一些大型水源地勘察
,

不论具

体水文地质条件如何
,

在确定 B级允许开采

量时
,

常以群井开采试验作为主要手段
,

以

群井开采试验的抽水量作为水资源评价精度

的基础
,

作为水资源评价可靠程度的主要依

据
。

早在 50 年代
,

我国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

委员会颁布将苏联地质部 19 5 1年 11 月 5] 日批

准的 《地下水开采储量分类规范》 作为参考

执行标准
。

该规范根据水文地质研究程度和

地下水的用途
,

将地下水开采储量分为 A
, ,

A
Z ,

B
,

C
l ,

C
:

五级
,

其中对 A
Z

级开采储

量 〔相当于我国现行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

范》 ( G B J 27 一 8 8) 中的 B级允许开采量〕提

出了开采试验的要求
。

在该分类规范中明确

指出
,

开采试验是指从勘探— 开采钻孔中

抽水
,

其目的在于确定地下水涌水量
、

化学

成分和气体成分的稳定性
。

开采试验时间的

长短
,

决定于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
,

但不

得少于一两个月
,

并且开采试验的总涌水量

应不少于需水量的 50 %
。

此分类规范 曾在我国不少 单 位 得 到执

行
,

在有些部门至今还一直在延用
。

现在的

问题是
:

( l ) 群井开采试验的抽水量达到需水

量的 50 % 以上
,

能不能就此推算 10 0% 的需

水量
,

作为 B 级允许开采 录的结论
,

有没有

根据 ?

( 2 ) 勘察期间进行的群井开采试验所

得出的允许开采量
,

能不能代表城 市要求供

水保证率为 95 %
、

火电厂要求供水保 证率为

97 % 的允许开采量 ?

(
“

3 ) 群井开采试验是地下水资源评价

的一种方法
,

但是不是衡量 B 级允许开采量

精度的主要方法 ?

这几个问题
,

都是值得商榷的
。

2 群井开采试验的作用

地下水资源可资利用的是地下水补给量

与储存量
。

作为一个长期供水的水源地
,

可

供开采利用的主要是地下水补给量
,

且 一般

不大于地下水补给量
。

因此评价一个水 源地

的允许开采量
,

关键是查明地下水的补给量

( 包括开采条件下的补给量 )
。

在一个水文

地质区
,

地下水的补给往往 同时存在几种补

给类型
,

具有各自的变化规 律
,

欲直接查明

这些补给量
,

一般都 比较 困 难
,

也 不 很准

确
。

故大多通过水位观测
、

模型拟合等间接

方法来确定补给量
。

在有地下水大量溢出的

地区
,

最好是通过地下水溢出量 ( 排泄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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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观测
,

统计分析
,

确定 地 下 水 补给

量
,

这是一种比较简捷而可靠的途径
。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而又无地下水溢出

的地区进行勘察时
,

往往用一般勘察手段难

以查明地下水补给量
,

利用群井开采试验可

以直观地反映地下水在开采条件下的现场特

征及开采漏斗的扩展情况
,

判断边界条件及

其性质
,

查明地下水的补给来源 ( 包括开采

条件下的补给量 )
,

对于评价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地区的水资源来说
,

所提供的这些资料

都是很宝贵的
,

是为正确评价地下水资源的

重要依据
。

正因为群井开采试验有这样的优点
,

受

到有些单位和部门的青睐
,

并规定
:

凡大型

水 源地的勘察
,

在勘探阶段确定 B级允许开

采量时
,

不论具体水文地质条件如何
,

均要

求进行群井开采试验
,

总抽水量应不少于需

水量的 30 %或 50 %
,

抽水时间宜在枯水期进

行
,

抽水不少于一个月
。

以此作为评价允许

开采量的主要依据和精度依据
。

早在 60 ~ 70 年代
,

水文地质勘察技术在

我 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

处在学习 苏联的逐

步成长时期
,

还不成熟
。

不论在勘察理论
、

勘察技术
、

水资源评价方法等方面
,

均借鉴

国外的经验
。

当时苏联在水文地质方面
,

推

行的是四大储量的概念 ( 动 储 量
、

调 节储

量
、

静储量
、

开采储量 )
,

应用的是稳定流

理论
,

在水资源评价方法方面
,

采用的是大

大概化 ( 含水体与边界条件等 ) 了的解析法

与经验法
。

因此水资源的评价 精 度 一 般较

低
,

与实际开采量比较
,

可以达数倍之差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应用群井开采试验的总抽

水量作为 A
:

级储量评价精度的 主 要 依据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经过 70 年代
,

进 入 80

年代以来
,

我国水文地质界 在 学习与 应 用

勘察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方面
,

有 了很

大发展
,

并积累和创造了自己的经验
。

遥感

技术
、

放射性同位素测试技术等先进手段 已

得到 J“ 泛应用
,

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 以及电

子计算机的普及
,

已成为评价地下水资源的

主要手段
,

将地
一

F水资源的评价方法大大地

向前推进了一步
。

解决了许多 过去 难 于 查

明的水文地质问题
,

解决了许多过去无法或

准以解决的水资源评价 问题
,

提高了地下水

资源评价的精度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如果现

在仍不分具体条件
,

凡是大型水源地勘察
,

均要求做群井开采试验
,

并 以此作为衡量达

到 B 级允许开采量的主要依据
,

这就不尽合

理了
。

第一
、

群井开采试验虽然可给人以直观

和觉得可信
,

但是如果仅以群井开采试验的

抽水量 ( 常规定为 需水 量 的 30 % ~ 50 % )

作为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本值
,

由此外推确

定 100 %的需水量 ( 允许开采 量 )
,

并 认为

具有同等的可信度或精度
,

那 就 没 有 根据

了
。

众所周知
,

在 自然界一个水文地质单元

内
,

多年的水资源均衡
,

水资源总体上有个

范围值
,

地下水的允许开采量 也 有 个 基本

值
。

当开采量小于或等于地下水补给量时
,

地下水位能保持稳定 ( 水位变化与自然水位

变化圣本一致 ) ; 当开采量大于地下水补给

量时
,

地下水位不能稳定 ( 地下水位降速大

于自然水位降速 )
,

出现水 位持续 下降
。

因

此
,

一个水源地的开采量
,

不会因为地下水开

采强度的增加而无限增加
。

勘察时的群井开

采试验
,

虽然抽水时间较 长
,

而 且 抽 稳定

了
,

`

之只反映当时当地该抽水量条件下的采

补平衡
,

但是在水源地投 产
,

开 采 量 达到

1四% 的需水量时
,

是否还具有同 样 的采补

平衡呢 ? 就不一定了
。

当增加的开采量仍小

于该地区地下水补给量时
,

仍能保持采补平

衡
,

保 证正常开采
,

如果当增加的开采量超

过了该水源地可能的补给量时
,

将
一

导致地下

水位的持续
一

下降
,

含水体的疏干与枯竭 , 不
,

jJ’ 能保持水源地的长期稳定开采
。

例如河南永城 电厂水源勘察工程
,

勘察

的主要 目的层是奥陶系灰岩岩溶水
,

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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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系灰岩岩溶裂隙水
,

该地层埋藏于第四

系和第三系岩层 以下
,

有的上部还覆盖石炭

系地层
,

一般埋深 1 00 m 以下
,

几乎无裸露
。

在奥陶系和寒武系灰岩分布区 内
,

存在火成

岩侵入体
,

将灰岩分割得支离破碎
,

毫无规

律
;
岩溶地下水的补给

、

排泄不清
,

边界条

件不明
,

水文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

为查 明该

地岩溶地下水的允许开采量
,

采用 了在枯水

期 2 ~ 3 个井 同时抽水的开采试验
,

历时 46

天
。

先用两 口井进行试验
,

主孔水位下降 20

多米
,

抽水量 3 25 m “

/ h
,

抽至基本稳定
。

改

作 3 个井的开采试验
,

抽水量增加 至 3 85 m
“

/ h
,

水位 出现持续下降
,

主孔水位下降 30 多

米不见稳定趋势
,

已处在过量开采
,

采补失

衡
。

这一实例说明
,

不能用 2 个井的开采试

验量
,

盲目推算和评价更多的允许开采量
。

因此仅根据群井开采试验的 结 果 推 求

更多的允许开采量缺乏理论 根 据 和 实际依

据
。

第二
、

勘察时进行的群井 开 采 试 验结

果
,

能不能代表城市供水保证率为 95 %
、

火

电厂供水保证率为 97 %的允许开采量呢 ? 回

答也是否定的
,

绝大多数代表不了
。

一个水

文地质单元内的水资源量
,

主要决定于大气

降水量
。

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

入渗与地表水的入渗
,

这两者均受控于大气

降水
。

大气降水量具有多年相 对 的 周 期变

化
,

故地下水的补给和地下水资源量也具有

相应的周期变化
。

另外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又

能起到调节与缓解周期变化的作用
,

因此供

水保证程度应同时决定于地 下水的补给和地

下水的赋存条件
。

在相同的需水量要求和供

水保证率要求
,

同样的地下水补给条件下
,

地下水赋存条件好
,

地下水储存量多
,

调蓄

能力大的地区
,

就可以获得较多的保持稳定

开采的允许开采量
。

反之
,

在地下水赋存条

件差的地区
,

地下水资源量 年 际 变 化差异

大
,

可提供的允许开采量就少
。

群井开采试

验虽然 一 般在勘察时的枯水期进行
,

但是
,

在多数情况下未必能赶上正好是某供水保证

率要求的枯水年
。

群井开采试验虽然抽水的

时间比较长 ( 不少于一个月 )
,

但是 比起地

下水补给的多年变化来说
,

又 是 十 分 短暂

的
。

故它不可能全部反映或代表某供水保证

率条件下的开采情况
。

由此为谋求某一供水

保证率的允许开采量
,

决非在勘察期间的群

井开采试验所能解决的
,

还必须附以其它的

评价手段才能获得符合要求的成果
。

例如利

用地下水的长期动态观测资料
,

与当地多年

气象资料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等方法
,

经过论

证后方能确定允许采开量
。

第三
、

在水文地质条件十 分 复 杂 的地

区
,

地下水的补给
、

逞流
、

排泄条件
,

边界

条件
,

含水构造均难以用常规的勘察手段或

不允许花过多的勘探工作量去查明时
,

应用

群井开采试验方法
,

在枯水期进行较长期的

稳定抽水
,

要求抽水量相等于需水量
,

然后根

据抽水试验结果
,

如水位稳定快慢
,

下降大

小
,

并结合具体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允许开采

量
,

这是一种习惯做法
。

在这里
,

群井开采

试验 便成为评价地
一

「水资源的主要手段
,

不

过只是因为出于没有更合适
、

更经济的水资

源评价方法时才这样做的
。

综上所述
,

可以这样认为
:

群井开采试

验是地下水资源勘察的一种重要试验手段
,

可以为地下水资源评价揭示和提供许多用一

般勘察手段难 以查 明的问题
,

是地下水资源

评价的一种辅助手段
。

由于群井开采试验费

事
、

费时
、

费钱
,

一般不常用
,

因此它不应

该也不能成为衡量水源地勘察 B 级允许开采

量精度的主要依据
,

更不是唯一方法
。

3 群井开采试验的选择

群井开采试验虽然有许多优点
,

但是
,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又有许多困难
,

这项工作

需动用的设备多
、

周期长
、

费人力
,

在一般

情况下
,

需几十人连续工 作 几 十 天
,
耗资

大
,

少则儿十万元
,

多则上百万元
,

一般占

勘察费用的 l / 4~ ] / 3
,
并且要求动力源

、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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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观测设备保证程度较高
,
与试验场地周

围的社会关系
,

环境关系均相当复杂
,

难以处

理等等
。

因此
,

这种方法不是能够轻易
、

方便

投入实施的
。

为此有不少学者曾作了大量研

究
,

创造了新理论
、

新方法
,

研究出地下水

资源评价新技术— 电网络模拟
、

数值模拟

等等
,

提高了查明水文地质条件的能力
,

同

时使以往难 以查明的问题得以查清
,

使过去

无法进行水资源正确评价的地区得 以进行
,

并能对地下水开采动态进行预测预报
,

提高

了评价地下水资源的精度
。

由此提出
:

在水

文地质条件不是复杂的地 区
,

地 下 水 的补

给
、

通流
、

排泄条件
,

赋存条件
,

边界条件

等可以通过常规的勘察方法或有关手段能予

以查明时
,

经过资料的分析研究
,

一般无须

进行群井开采试验
,

同样可以达到评价地下

水资源的目的
,

满足相应要求的允许开采量

精度
。

这样无疑可以大大地减轻勘察工作的

负担
,

节省大量勘察费用
。

在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地区
,

当用一般的勘察手段难以查明或

不允许花更多的勘察工作量来查 明水文地质

条件时
,

则可考虑用群井开采 试 验 予 以澄

清
。

因此一个水源地的勘察
,

是否需要进行

群井开采试验
,

应视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而

定
,

有 目的有选择地进行
。

3
.

1 在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的地区

地下水的补给方式简明
,

地下水的赋存

条件良好
,

边界条件单一
,

通过常规的勘察

方法就可以查 明其水文地质条件时
,

均可经

过资料的分析研究和通常的水 资 源 评 价方

法
,

即能作出满足 B级允许开采量精度的水

资源结论
。

特别是当有地下水大量溢出时
,

通过排泄量的长期观测
,

资料的统计分析
,

更有利于地下水资源的查明
。

抓住了地下水

的排泄量
,

就等于抓住了地下水的补给量
。

地下水资源的大量溢出
,

实质上就等于长期

的群井开采试验
,

它可以为地下水资源评价

提供大量的宝贵资料
,

往往成为地下水资源

评价的主要依据
。

这类地区常见 于 山 前 冲

洪积扇
、

山间盆地等地区
。

如 50 年 代 中期

我单 位为某厂解决需水量 1
.

2 m “

/
s ,

在 陕西

涝河冲洪积扇地区进行勘察
,

该冲洪积扇位

于秦岭北麓
,

面积 70 余平方公里
,

沉积巨厚

的卵砾石含水层
,

储存丰富的地下水
,

储存

量达 2
.

2 x 10
“
m

“
以上

。

在冲洪积扇的尾部
,

地下水大量溢出
,

经长期观测
,

地 下 水 溢

出量变化在 0
.

41 一 4
.

巧 m
“

s/ 之间
。

经 过勘

察试验和地下水动态观测
,

查明了地下水的

补给
、

排泄条件和运动规律
,

通过资料的分

析
,

特别是通过地下水排泄量 的 计算 与分

析
,

得 出地下水允许开 采量为 1
.

5 3 m
“

/
s ,

可

以满足工厂用水 1
.

20 m “

/
s的结论

。

在此勘察

工程 中未做群井开采试验
,

经过 30 多年来地

下水的开采实践
,

情况正常
,

评价结论可靠
。

同样我们在山西省太原市兰村水源地勘

察工作中
,

根据该地区岩溶地下水大量溢出

补给汾河河床地下水的特征
,

除勘探查 明其

含水构造
,

埋藏分布与水力性质以外
,

紧紧

抓住岩溶地下水溢出量的长期观测
。

观测得

知
:

岩溶地下水补给汾河的水 量 最 多 时为

5
.

1 5 m
3

/
s ( 1 9 5 5年 2 月 2 6 日 )

,

最少 时为

1
.

0 2 m 3
/
s ( 1 9 5 5年 4 月 9 日 )

,

平均 为 3
.

0 1

m
3

/
s ,

常见为 2
.

0 0~ 3
。

o o m
“

/
s ,

溢出量年变

化相当稳定
。

经过资料分析
,

根据当时供水需

要
,

提出允许开采 2
.

50 m ”
/
s
的结论

,

报告中指

出
:

随着岩溶地下水的开采
,

将得到汾河水

与河床地下水的补给
,

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将

可增大
。

经过多年的实际开采
,

兰村水源地

的实际允许开采量在 3
。

00 m
“

s/ 左右
。

与长期

观测岩溶地下水溢出量的平均值接近
。

在这

项水源勘察工程 中
,

也未进行群井开采试验
,

已经过了30 多年的开采考验
,

同样得到了较

高精度的水资源评价结论
。

3’ 2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

往往地下水的补给存在多种形式
,

有些

补给因素具有隐蔽性
,

一时不好查明
,

或者

有些补给因素在地下水开采条件下的变化难

以正确预测
,

该地区含水构造比较复杂
,

边



军 工 勘 察 1 9 9 5年第 l 期

界条件多样
,

情况不是完全清楚
,

用一般常

规的勘察手段
,

有些问题一时也不好查明
。

当

需水量较大
,

且接近该地区可能提供的允许

开采量时
,

这时
,

可考虑组织 群 井 开 采试

验
,

用它来揭示和提供用常规勘察手段难于

查明的问题
,

为地下水资 源 评 价 ( 如 有限

元
、

有限差分与电网模拟等 ) 提供信息与依

据
,

以作出地下水资源较高精 度 的 评价结

论
。

在这里
,

群井开采试验只作为一种勘察

试验手段
,

并非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
。

群井

开采试验的抽水量多少
,

主要决定于能揭示

或反映出遗留的并予以查明的问题即可
,

不

拘泥于某一规定值 ( 如抽水总量应大于需水

量的 50 % 等 )
。

例如沁北电厂水源地勘察工程
,

要求提

供 B 级精度的需水量 4
.

50 m
“

/
s ,

该水源地位

于河南省济源市沁河五龙 口
,

地处太行山南

麓的断陷盆地
,

盆地内沉积了不同成因
、

不

同时期的第四系沉积物
。

在太行 山前
,

由于

盘古寺断层的作用
,

使第四系与太古系
、

奥

陶系地层直接接触
,

形成一系列拱积扇群
,

这些洪积扇群与近东西向分布的沁河冲洪积

扇相交
,

而沁河冲洪积扇又存在着新
、

老两

期沉积的选置
。

在山前洪积扇群的顶 部
,

沉 积 了 厚度

40 o
.

0 m 以上的卵砾石层
,

分选较差
、

结构单

一
。

在洪积扇群的尾部与沁河冲洪积扇的交

接地带
,

含水层几乎缺失
,

为 很 厚 的 粘性

土
。

自沁河冲洪积扇 中部 以下
,

在埋深 2 0
.

0 ~

4 O
.

Om 连续分布一层粉质粘土
,

使沁河冲洪

积扇中卵砾石含水层分为上部潜水和下部承

压水两个含水层
,

使含水层的分布与相互接

触关系变得更复杂
。

沁河河床与潜水含水层直接接触
,

自五

龙 口以下
,

由于在埋 深 2 c
.

0一 4 c
.

o m 处 存

在阻水的粉质粘土
,

河水不能直接补给承压

水
,

故在地下水的补给关系方 面
,

增加丁复

杂性
。

在边界条件方面
,

北部边界 比较清楚
,

第四系与盘 古寺断层下盘的基岩直接接触
,

可分为阻水段与透水段
;
其余三个方向的边

界条件均不清晰
,

勘察区西部与济源盆地接

壤
,

东部和南部主要为大面积 的 冲 洪 积平

原
,

因此勘察区边界的性质不是很清楚
。

经过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对沁北 电厂

水源地的详细勘探工作
,

通过遥感
、

物探
、

钻探
、

同位素测试等工作
,

查 明了勘察区的

地质结构和基本水文地质条件
,

将取水 目的

层定为埋深 160 m 以上的卵砾石层
。

虽然他 们

做 了大量的勘探与测试工作
,

仍有 以下几个

问题认识不很清楚
:

( 1 ) 各含水层之 间的

水力联系情况如何 ? ( 2 ) 开采条件下多种

补给关系与补给量情况
; ( 3 ) 开采条件下

对周围农业
、

河渠
、

泉的影响如何? ( 4 )

卵砾石含水层的开采潜力怎样等
。

为查 明上

述问题
,

组织了群井开采试验
,

用 9 个勘探

生产井抽水
,

总出水量达 1
.

05 m
“

/
s ,

历时 35

天
,

取得了一大批试验资料和数据
。

通过群井开采试验
,

首先解决了开采影

晌范围问题
。

抽水时
,

发现沁河两岸的深
、

浅两个含水层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纠

正了上次详查阶段在模拟计算时
,

将沁河作

为常水头边界处理的不合理做法
。

在沁河冲

洪积扇上部开采
,

对下游的影晌范围有限
,

不 可能将下游 1 0 k m 以外的石河洪积扇 地 下

水列为补给源
。

其次
,

在抽水
.

过程 中
,

潜水

含水层的水位下降相对于承压 含水层要快
,

且下降幅度大
,

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粉质粘土

层阻水性 良好
,

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开采量

的扩大
。

因为这个阻水层的存在
,

使储存量

的调节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

通过群井开采试

验
,

了解到对周 围的机井影响不大
,

对河
、

渠
、

泉的流量也未见明显衰减
,

说明在水源

地运行时
,

不会产生严重的争水矛盾
。

另外

通过群井开采试验
,

提供了地下水动力场
、

水化学场
、

构造场的动态特征
,

提供 了深层

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
。

这次群井开采试验
,

为沁北 电厂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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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
`

水资源评价模型的确立
,

进行水资源正

确评价奠定了基础
,

为允许开采量的最后确

定
,

为沁北电厂计划装机容量和电厂最终建

设规模的确定
,

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料和技

术依据
。

该水源勘察报告经过中国地质学会

有关专家审议和国家储委审批
,

批准通过
:
B

级允许开采量为 4
.

幼 m
”

s/
,

C级允 许开采量

为 1
.

2 Om “
s/

。

该地区将建设成为中南地区 的

能源基地
。

因此
,

类似沁北 电厂水源地这样需水量

要求大
,

地质
、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
,

采用群井开采试验
,

查明一些疑难问题
,

为

正确评价地下水资源提供必要而又较可靠的

依据
,

是十分需要的
。

但是 抽水总量应根据拟

揭示和要查明的间题而定
,

不是 以需水量的

多少而定
,

如沁北电厂水源劫察
,

群井抽水

量仅为该地区 B 级允许开采 猎鼠 22 %
,

而不

是 5 0%
。

3
.

3 在水文地质条件
一

卜分复杂的地区

在一些隐伏的基岩裂隙水 或 岩 溶 地 卜
`

水地区
,

地下水的补
、

排条件不清
,

边界不

明
,

含水构造的展布复杂多变
,

没有规律
,

欲查明这些情况
,

投入大量的常规勘察工作

量
,

既不允许
,

也不可能
。

这时
,

应用单井

或群井开采试验方法来弥补就十分必要了
。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单井或群井开采试验
,

它不仅仅是一种重要勘察手段
,

而且往往直

接成为比较可靠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
。

对

J比
,

除要求单井或群井开采试验 i戈在枯水期

进行外
,

抽水总量应等于或接近需水量
。

开

采试验的时间要求
:

( 1 ) 开采试验下降漏

斗的水位如能达到稳定
,

则稳定延续时间不

宜少 于一个月
; ( 2 ) 在括水期

,

下降漏斗

的水位如不能达到稳定
,

则 抽水时间宜延续

至下一个补给朔地下水位回升为止
。

我国曾在援助衷埔寨建设工程中
,

为查

明该工程所在地区岩溶地下水 的 允 许 开采

量
,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

工作准度大的情

况下
,

建设部综合勘察院同志们曾用上述类

似方法作出了地下水资源评价
,

解决了工程

建设的需要
。

4 结束语

多年来的实践说明
:

( 1 ) 在供水水源勘察工作中
,

当确切掌

握 了地下水补给量或排泄量
,

在查 明含水体

的分布和获得有关水文地质参数时
,

即可正

确评价允许开采量
,

群井开采试验做与不做

意义不大 ;

( 2 )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

地下 水 补

给量或排泄量难 以查清
,

需借助群井开采试

验评价水源地允许开采量时
,

该开采试验只

能 说明该开采量该时的采 补状况
,

而不能证

明开采量大于群井开采试验时采补是否仍能

保持平衡
,

水位是否仍能保持稳定
,

因此用

其外推是不可靠和不安全的
。

令令分令令令令今今争令令令令争令令令今令令争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今令令令令

( 上接第 50 页 )

验钻孔等工艺中应用
,

效果是好的
,

取得的

经验是成功的
。

应该说此过滤管用于供水凿

井做含水层的过滤管是行之有效 的
,

建议有

关部门在成井工艺中推广使用
。

尤其是不锈钢质全焊式楔形 网 条 过 滤

管
,

防腐性能好于其它材料的过滤管
,

可延

长使用寿命
,

保护水质不受污染
,

是开发矿

泉水应用的最理想过滤管
。

采用全焊式楔形网条过滤管做供水井的

过滤管
,

关键问题是在选配滤料标号是否恰

当
,

若选用滤料不 当
,

会 发生跑砂现象
,

应

予引起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