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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电站位于巴基斯坦某地区,总用水量约8.4×104m3/d。在了解其周边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水文地质勘测工作,通过水文地质钻

探及抽水试验,采用稳定流和非稳定流计算方法确定水文地质参数。采用梅花形集中布井法和梅花形分区布井法确定地下水资源的可开采量。 

[关键词] 水文地质；稳定流；非稳定流；梅花形集中布井 

 

引言 

某电站位于巴基斯坦某地区,总用水量约8.4×10
4
m
3
/d,拟采用地下水

和地表水联合供水方式,二者的比例将根据地下水勘察与评价结果确定。因

此,供水水源地的水文地质参数的确定及开采方案的确定尤为重要。 

1 水文地质条件 

区内地下水为赋存并运移于第四系及新近系松散堆积物中的孔隙水,

具供水意义的为第四系及新近系松散岩类孔隙水,浅部孔隙型潜水主要由

当地居民以压水井的形式开采,供其生活用水。区域上,勘查区位于印度河

盆地的中印度河盆地区,由印度河冲积形成的巨大的冲洪积平原的东南部,

在构造上位于凯坎科特高地的东南端。由于该区位于印度河的中游地区,

又位于印度河古河道的边缘地带,其含水层物质组成颗粒较细,地下水径

流迟缓,地下水总体上自东向西缓慢径流,又由于气候炎热,地下水位埋深

小,地下水蒸发量大,其水质总体较差,矿化度较高。在垂向上,表现为浅部

基本为淡水,中深层为咸水。 

按本区特点,含水岩层的水文地质特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归纳：(1)

地下水类型的划分：根据各含水岩层的有关特征,按其在勘查深度(200m)

内垂向上的变化,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浅层潜水微承压水、中深层承压水。

(2)水质的划分：着重反映矿化度及其主要化学组分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与分布,根据有关文献,一般矿化度小于2g/L为淡水,2g/L—3g/L为微咸

水,3g/L—5g/L为半咸水,大于5g/L为咸水。据此划分,垂向上分为：浅层

淡水、中深层咸水。结合地下水类型,将勘查区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岩组划

分如下：浅层潜水—微承压淡水含水岩组和中深层承压咸水含水岩组。 

2 主要水文地质参数的计算与确定 

根据抽水试验基本稳定段和稳定之前的水位变化和流量资料,采用稳

定流和非稳定流的井流公式计算承压含水层的各种水文地质参数。 

2.1稳定流计算法 

两个观测孔的稳定流承压完整井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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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个观测孔的稳定流计算公式计算得知：该区渗透系数为

31.19m/d,导水系数为4491.20m
2
/d。抽水量为3000m

3
/d时,影响半径为

357.09m；抽水量为5280m
3
/d时,影响半径为587.78m；抽水量为7560m

3
/d

时,影响半径为751.99m。 

2.2非稳定流计算法 

根据本次抽水试验的水位观测资料,对观测孔利用时间—降深标准曲

线法、直线图解法,分别计算导水系数(T)、弹性释水系数(μ＊)、压力传

导系数(a)。 

(1)时间—降深标准曲线法 

时间—降深标准曲线法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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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测孔实测的不同时间的降深值,绘制lgs-lgt曲线。将此曲线重

叠在W(u)-1/u标准曲线上,在保持对应坐标轴彼此平行的条件下,使实际

资料曲线与标准曲线尽量拟合。拟合之后,任选一匹配点,代入上述公式,

求导水系数(T)、弹性释水系数(μ
＊
)、压力传导系数(a)。 

(2)直线图解法 

直线图解法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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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结果分析及参数确定 

由以上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由稳定流和非稳定流方法求取的

水文地质参数,由于其方法原理不同,结果存在差异。非稳定流方法中,由

于受抽水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利用不同的观测井资料,求取的水文地

质参数差异较大,在充分认识本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消除干扰因素

的影响后,确定水文地质参数。 

在确定参数时,主要利用非稳定流计算的参数为依据,并参考稳定流计

算结果进行。确定结果如下：强富水区导水系数T为4749m
2
/d,渗透系数K为

32.98m/d,弹性释水系数μ
＊
为7.726×10

-3
,压力传导系数a为1.268×10

6
。 

3 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的计算 

在充分考虑需水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勘查取得的资料,采取梅花形集

中布井法和梅花形分区布井法,预测满足拟建电站需水要求时供水井的水

位最大降深,只要供水井的最大水位降深在允许范围之内,即可用抽水流

量作为可开采量。 

3.1梅花形集中布井法 

拟建电站日需水量84000m
3
/d,设计单井抽水量7200m

3
/d,参考水文地

质图,采用梅花形布井,根据当地条件,设计井距,采用干扰井群法(非稳定

流理论方法)计算水位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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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也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其中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有了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水利工程建

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效率,还能推动其朝着科学化水、智能化、技术化方向发展。本文就重点来分析信息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的有效应用,以此为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提供有效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 信息技术；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应用分析 

 

1 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现状 

水利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为了消除水患,开发利用水资源而修建的一次

工程,这项工程的影响面广,既能在防水害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有着积

极的作用,但工程的开始建设势必会有移民,迁建的不利方面但总的来说

还有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的,因此水利工程的建设一般都在国家的主导

政策之下开展,具有工期长、建设的规模大、投资多,技术复杂等特点,决

定了在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上具有一定复杂性和困难性。无论是对人员的

管理上还是工程建设的管理上都有困难性。随着水利工程建设中信息技术

的应用,传统的建设管理模式明显已经不适用。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上有着较好的适应性,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无论是在

恶劣的自然天气环境中,还是艰苦的环境中,它都能在施工技术中开展管

理工作,利用了数据的智能化处理分析有效的安排各事项有条不紊的进行,

促进了管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对水利工程建设的高效高质量建设有着积

极的意义。 

和其他的工程项目建设类型一样,水利工程建设是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的建设,并不是一项短期的工程,在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会破坏水利工

程项目的建设,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往往效率比较低下,工程建设的质

量也会受到影响。在传统的人工对水利建设工程的管理上,有着人为的管

理的能动性和随意性,往往受到管理人员的主观性判断而影响了管理的效

率。再者在管理上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也有着层层的报告审批工作,就拖

延了管理的时效性。传统管理模式上对问题管理上也存在着遗漏等问题,

做不到全面正确的管理。有了信息技术的应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

为主观上的随意性和能动性,在信息化技术的管理上能够根据对分析的数

据和信息预先设定管理流程,保障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上的规范性和系统

性。制定的管理方案更加科学化。 

信息化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上除了能够极大的提高管理效率外

也充分发挥了它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在对管理上的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

数据的整理分析利用信息技术的自动化来进行,能大大节约人力财力物力

等资源。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不断刺激管

理人员的专业化知识的学习能够更好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而服务。 

2 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 

2.1信息的采集 

信息采集技术利用现代化网络发展的搜索引擎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信息的采集。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

值。利用信息技术中的GPS技术能够对工程项目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实时

的定位管理,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解决。由于它的全天候不受天气条件

影响,还有它的全球覆盖率高、快速省时、高效率等特点就在很大程度上

保持了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有了数据采集的准确性高效率,就减轻了人工

采集整理的难度和工作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人工采集方面对信息的

遗漏、错误以及不准确等问题。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上就有了有效精准的

信息数据支持,保证了管理工作的高效完成。 

2.2工程绘图 

以泰斯公式为基础,根据叠加原理,拟建电站12眼井同时抽水时,某一

点的降深值,等于各井单独抽水时于该点产生降深值的代数和。任一点处

的降深值可由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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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梅花形分区布井法 

将拟建电站的供水井分散为两个地段集中布置,以减小供水井抽水时

的水位降深。同样用泰斯公式计算任一点出的降深值。 

通过计算,由于需水量确定,则需要井数是固定的,分区梅花布井抽水时

水位降深会减小,在最大允许降深范围内,即可用抽水流量作为可开采量。 

4 结论 

采用稳定流和非稳定流方法求取的水文地质参数,由于其方法原理不

同,结果存在差异。在充分认识本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消除干扰因素

的影响后,确定水文地质参数。 

采取梅花形集中布井法和梅花形分区布井法,预测满足拟建电站需水

要求时供水井的水位最大降深,与最大允许降深对比。通过计算,梅花形分

区布井法抽水时的水位降深在允许范围内,即可用抽水流量作为可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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