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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数值模拟系统在阜阳市
水资源优化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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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综合研究阜阳市水资源系统特征、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基础上，对研究区地表水系统与地下

水系统进行概化，建立该市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数值模拟模型和优化管理模型。通过优化管理模型的运行和

应用，确定了研究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规划方案。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应用该文所选的规划方案，不仅可使研

究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得到合理调度和优化开采，还可控制地面沉降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地表水；地下水；联合模拟模型；阜阳市

中图分类号：P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71(2018)03—234—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在地下水数值模拟

模型和优化管理模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1。4]，其中一些成果涉及地表水与地下水耦合模型

的运用[5-6]，但这些地区地下水含水层较单一，仅涉及

浅层地下水，且不存在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安

徽阜阳地区松散层巨厚、含水层具有多个层组且底板

最大埋深达300 m，虽然地表水丰富，但存在严重的

地面沉降。目前，类似地区尚未形成完善的地表水与

地下水联合数值模拟模型及优化管理模型的研究方

法。本文综合研究阜阳市水文条件、水文地质条件、

水资源系统特征和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探讨包

含控制地面沉降约束条件下的地表水与多层含水层

组地下水联合数值模拟模型和多目标优化管理模型

的建立及求解方法，并提出水资源管理综合决策，为

类似阜阳市具有特殊水文地质和水资源条件、存在地

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地区，提供水资源联合模拟

模型和水资源优化管理模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1 地质概况

1．1水文地质条件

阜阳市位于淮北平原西部，地表下30～55 m广

泛分布1层14～20 m厚的黏土层。以地表下50 m

为界限，将埋深<50 ITI的松散岩类孔隙水系统划分

为浅层地下水系统，将埋深>50 m的松散岩类孔隙

’水系统划分为深层地下水系统[7](图1)。本次研究

的目的层主要为浅层地下水(第一含水层组埋深<

50 m，岩性主要为粉细砂和细砂)，兼顾第二含水层

组(埋深50～150 m，岩性主要为粉细砂和细砂)和

第三含水层组(埋深150～300 m，岩性主要为粉细

砂和细砂)。

1．2水资源开采现状

研究区地表水丰富，颍河、泉河和茨淮新河等

河流穿过市区。城市供水主要采自深层地下水，部

分采自地表水。2014年，研究区地下水开采量为

9 916．22X 104 m3，地表水开采量为1 351×104 m3，

农村大部分地区分散开采浅层孔隙水[8-9]。

1．3水质现状

研究区地下水质量优良，除局部浅层地下水中

铁锰离子含量略超标外，地下水总体为Ⅲ类水。地

表水除颍河、泉河下游局部河段水质较差外，地表

水水质总体为Ⅲ一Ⅳ类水n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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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3．第三含水层组水位及流向；4．砂层；5．黏土层；6．压

密释水及越流层水流向；7．地表水。

图1研究区松散层多层结构剖面示意图

Fig．1 Multiple structural profiles of loose strata in the

study area

1．4 地下水开采诱发的环境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开采布局和开采地段不合理、

过度开采深层地下水、浅层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

低等问题，阜阳市深层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形成

大面积地下水位漏斗区。至2013年，漏斗面积达

1 400 km2，漏斗中心地下水埋深达50～60 m，局部

达65 m。大面积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引起地面沉

降，自1980年起，该区地面沉降范围不断扩大，至

2013年，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已达1．023 m[8J 0。。

2水资源联合模拟系统构建

在对地表水系统与地下水系统概化的基础上，

分别建立二者的数学模拟模型。将2个模型耦合为

1个整体的联合模拟模型，耦合的关键是确定耦合

因子。该区地表水水位和浅层(第一含水层组)地

下水水位直接影响地表水系统和浅层地下水系统。

天然状态下，区内河流大部分河段河水位常年低于

地下水，接受地下水的排泄补给，仅在水量丰富年

份的汛期，河水位抬高补给地下水[11|。此外，在浅

层地下水水位和深层地下水水头差值作用下，浅层

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通过越流联系口引。因此，将地

表水水位和浅层地下水水位确定为耦合因子。为

掌握地表水水位和地下水水位的变化规律，满足模

型建设和修订水文地质参数的需要，2014年1月一

2015年12月，在区内进行2个水文年的地下水水

位与地表水水位监测。2014年8月和12月分别进

行丰水期和枯水期河水水位和地下水水位统测。

2．1地表河流的概化

研究区地表河流河床底部为亚砂土和细砂，直

接切入浅层含水层组(第一含水层组)中，河水与浅

层地下水水力联系密切。除丰水期外，其余时期地

下水常年补给河水。

区内地表河流均概化为棱柱体明渠，其断面形

状为梯形(图2)，将河流划分为若干段，每段河流的

断面、坡度和糙率均视为一致。将整个规划期划分

为若干个时段，在每一时段内，河水的流量概化为

均值，近似看成恒定的、均匀的缓变流[1卜12]。

a．河底宽度；b．河面宽度；h．河水水深。

图2研究区河床断面示意图

Fig．2 Sketch diagram showing the river section in the

study area

2．2水文地质条件的概化

目的含水层可概化为非均质各向同性的潜水

含水层和承压水含水层，局部可视为均质。浅层含

水层顶部有降雨、灌溉水的人渗补给，同时有蒸发

及农业开采排泄，将上述补排量概化为单元强度[9]。

由图3可知，模拟区北部边界(茨淮新河)为人工河，

在模拟中概化为已知水头边界(第一类边界)，将无

法选择天然边界的左边界、右边界和下边界用地下

水观测孔水位控制边界。第一含水层组侧向边界

采用水头边界，水头值根据边界附近钻孔水位确

定；第二含水岩组和第三含水岩组是地下水主要开

采层位，且与大气降水、地表水水力联系较弱，因此

将第一含水层以下各层侧向边界概化为柯西边界

(第三类边界)，即在边界处赋参考水头值(根据边

界附近该层位钻孔水位确定)和交换率，用于模拟

计算模拟区与模拟区外部地下水交换量[1 3’。

模拟区存在较多开采井，根据其分布特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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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别概化为点井、大井和面积井。区内浅层地下

水流场呈天然状态，承压水水头逐年下降，地下水

流呈非稳定状态。

第一类边界第三类边界

图3研究区边界性质示意图

Fig．3 Sketch diagram show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study area

2．3水文地质系数分区与选取

在水文地质参数专项试验的基础上，结合室内

和野外模拟试验、地下水动态监测、抽水试验等工

作成果，对研究区的渗透系数K、给水度卢和弹性

释水系数／1 7进行修正。根据渗透性差异，以岩性特

征及土地利用情况为依据，对研究区各含水层组的

水文地质参数进行分区(图4，图5)。在模型构建

中，结合模拟结果反复调整，最终选取合适的各含

水层组的水文地质参数值。

图4第一含水层组水文地质参数分区

Fig．4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 division of the

first aquifer

本次模拟的计算模型中需输入的主要水文地质

参数为渗透系数K、给水度卢和弹性释水系数P’。

第一层分区如图4所示，第三层(第二含水层组)分区

如图5所示。模型的渗透系数根据抽水试验及淮北

平原各岩性渗透系数经验值取值，给水度根据抽水

试验拟合结果取值，弹性释水系数根据经验取值。

图5第二含水层组水文地质参数分区

Fig． 5 Hydrogeological parameter division of the

second aquifer

2．4地表河水数学模拟模型及河水与地下水耦合

方程

2．4．1 地表河水数学模拟模型

一般天然河水的平均深度h比水面宽度b小，

由研究区地表河流的概化，得到河流某断面流量Q

与平均水深h之间的关系式为

Q一口^p， (1)

式中：Q为河流某断面流量，L3；h为河流某断面平

均水深，L；p≈1．67；a为待定系数，由Q和h实测

资料通过统计分析确定。

当河水水面面积不大时，降水对河流的补给

量、河水的蒸发量以及在某一时段内河段贮存量的

改变均可忽略不计。根据质量守恒定律，该区地表

河水的均衡方程为

Qp—Qs—Qd—Qc一0， (2)

式中：QP为河流最上游断面的人流量，L3；Qs为河

流第r个河段的河水入渗量，L3；Qd为第r个河段

的河水利用量，L3；Qc为第r个河段下游断面的流

量，L3。

将研究区河流划分为r个河段(，．一1，2⋯r)，

人渗量Q，和利用量Qs均沿整个河段均匀分布。

因此，地表河水的数学模拟模型为

Hs—Z土

『(QP一萎Q。一如一莹D。一扣m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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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s为河水位，L；Z为河床底标高，L；其他符

号意义同前。河水位Hs与河水利用强度Q一为非

线性关系。

2．4．2河水与地下水耦合方程

研究区河水与浅层地下水水力联系密切。在

河水与浅层地下水水位差的作用下，河水与浅层地

下水发生水量交换。某河段河水与浅层地下水的

渗透量Qs为

Qs=y(Hs—h1)Fs， (4)

式中：y为综合影响系数；Hs为河水位，L；h。为浅

层地下水水位，L；凡为河段水面面积，L2。

当河水补给潜水时，Qs>o；当地下水补给河水

时，Qs<0。由式(4)可知，河水与浅层地下水之间

的交换流量是河水和潜水的状态变量(水位)的

函数。

2．5水资源系统联合模拟模型

研究区水资源系统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2个相

对独立的子系统。地下水子系统中包括多个含水

层及弱透水层组合，上、下含水层之间以越流关系

耦合。建立模型的同时应考虑黏土层由于地面沉

降所产生的压密释水。参照已有研究成果[2^5。，通

过概化地下水系统(含水层及弱透水层)及边界，建

立非均质三维饱和地下水流数值模拟模型[13’161，其

数学模型为

ja一(K。筹)+砉(K坩等)+未(K。：等)+e一产，筹，cX,y,Z，∈n，t>。
H(z，Y，z，t)l —Ho(z，Y，z)，(z，Y，z)∈n

!I=o (5)
I

、’’

H(z，Y，z，t)l =Hl(z，y，名，t)，(z，y，z)∈Bl，t>0

K百aH ：．H．T H√z，y，z)∈B。，￡>o

式中：Q为研究区域；K。，K。，K。分别为X、Y、Z方

向的渗透系数，LT～；H(z，y，z，t)为t时刻的水位

标高，L；H。(z，Y，2)为初始水位标高，L；卢，为含

水层储水系数；第一含水层取重力给水度肛，其他含

水层取弹性释水(储水)系数卢’，L～；e为源汇项，

T一；H。为边界内侧研究区水头，L；H为边界外侧

水头，L)a7=子，K。和m。分别为弱透水层的渗透
J、1

系数(L／t)和厚度(L)。

通过构建河水运动的数学模拟模型、河水和潜

水相互作用耦合方程以及地下水流数值模拟模型，

连接方程式(3)、(4)和(5)，构成研究区地表河水与

地下水系统联合数学模拟模型。

运转联合模拟模型的关键是河水与潜水之间

交换量的确定。在耦合方程(3)中，每个河段的浅

层地下水位h。和河水位Hs用各河段中点处的浅

层地下水位和河水位Hs代之，即用中点处的水位

差代表该河段的水位差。河段中点处的河水位Hs

由式(2)确定。

2．6联合数学模拟模型的识别与验证

参照已有研究[3’5】，对建立的水资源联合模拟

模型进行识别与验证。选取2014年1月1日一

2015年12月31日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动态

观测资料，以及2014年8月和12月的地下水位统

测资料，用以上模型进行识别与验证。

对模型参数分区及参数值进行调整，直至模拟

水位与实测水位拟合较好，拟合获得浅层含水层观

测孔识别期实测水位与模拟水位对比曲线(图6)，

深层含水层观测孔识别期实测水位与模拟水位对

比曲线如图7所示。

由识别期模拟结果可知，模拟计算的地下水水

位过程线与实测水位动态变化基本吻合，说明基于

区内水资源系统结构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建

立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数值模拟模型基本达到

精度要求，符合区内实际水文地质条件，能较好地

反映研究区地下水流场的时空变化，模型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

3联合模拟模型的应用

3．1水资源管理目标

研究区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是深层地下水

开采过量，导致深层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和地面沉

降，地表水和浅层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水

资源管理的总目标为合理调度地表水资源，优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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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浅层含水层观测孔识别期实测水位与模拟水位对比图[10]

Fig．6 Comparisoia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the simulated water levels of shallow aquifer

量

趔
*
荽
L

彗

E

掣
￥
*
L

型

+实测水位 模拟水位

图7 深层含水层观测孔识别期实测水位与模拟水位对比图

Fig．7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the simulated water levels of deep aquifer

采地下水资源，合理分配工业及生活用水量，在满

足不断增长的供水需求的前提下，控制深层地下水

位降落漏斗和地面沉降的进一步发展，该总目标由

以下具体目标构成。

水量均衡目标包括地表水均衡和地下水均衡；

水位控制目标包括潜水水位控制和承压水水位控

制；供需平衡目标包括工业用水平衡和生活用水

平衡。

研究区水资源管理是一个复杂条件下多约束、

多目标规划问题。本次研究通过建立多目标规划

模型，采用多阶段目标规划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该

方法相对于通常采用的单目标线性规划口3具有明显

的优越性。

3．2 约束条件

资源约束指管理区内优化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水量不得超过可供水量；地表水均衡约束为地表水

的可供水量及其正负偏差，104 rrl3；地下水均衡约束

为潜水允许开采量及其正、负偏差，104 m3；承压水

允许开采量及其正、负偏差，104 m3。

水位约束指地下水开采时需保证区内各水位

控制点的水位降深值不超过某极限降深值。

对潜水，按照分质供水要求，在大量饮用地表

水前要适当加大潜水的开采量，其水位降深约束需

保证至2020年，开采中心潜水累计水位下降不超过

潜水含水层厚度的一半。

深层承压水的水位降深约束值主要考虑允许

地面沉降条件下的允许水位。过量抽取深层第二

含水层组承压水是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当保持

第二含水层组地下水开采中心水位埋深(60 m)不

变时，可使地面沉降逐渐减小直至停止。根据区内

地面沉降历史及市政建设特点，沉降量≤250 ITlm

时，对城市规划建设不会造成明显危害。推定区内

允许地面沉降量为250 mm，第二含水层允许水位

埋深为45 1TI。因此，承压水水位约束的极限取值，

即在开采中心第二含水层组地下水水位的界限为

埋深<60 rrl，其他地区第二含水层组地下水水位的

界限为40～45 m。第三含水层组地下水水位约束

的极限取值以目前水位埋深30 rfl为宜。对浅层地

下水选取25个水位控制点，对第二含水层地下水选

取21个控制点，对第三含水层选取14个水位控制

点，共60个水位约束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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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约束指区内水资源的优化利用量要保证

管理期内的用水要求。

3．3地下水合理开发管理方案

研究区供水需求平衡对策应利用地表水和地

下水联合供水模式。参照有关地下水合理开发和

优化管理研究成果[6]，拟定研究区水资源科学管理

方案为“开源节流型优化管理方案”。

(1)规划管理方案(方案A)

相关部门正在建设市区(南郊)清河水源地。

该方案即在此基础上，不改变目前深层地下水的开

采布局，在满足规划用水要求的前提下，对各管理

亚区的水资源开采利用量进行时空优化。

(2)分质供水管理方案(方案B)

在方案A的基础上，按照“城市居民饮用水以

深层承压水为主，工业用水以浅层潜水和地表水为

主，承地水为辅”的原则，在不改变区内规划用水总

量的前提下，调整各管理区各部门对潜水、承压水

和地表水的期望用水量，缓和承压水水位持续下降

和地面沉降的加剧。在地下水水位达到最佳状态

时，对地下水开采量进行时空优化，达到分质供水

的目的。

(3)地表水联合调度管理方案(方案C)

根据供水规划，增加潘寨和十二里庙2个后备

浅层水源地的开采量。据调查，区内颖河和泉河可

长期利用的水资源量为36×104 m3／d。按照研究

区水污染治理规划，到2020年，该区地表水水质将

普遍达到地面三级水标准。因此，应尽量利用区内

地表水资源。到2025年，颖河、泉河的开采量为

20×104 m3／d。方案C即在分质供水管理方案的基

础上，在满足未来规划用水要求的前提下，对水资

源进行优化管理。

3．4地下水合理开发管理方案预测

3．4．1水量均衡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水资源量进行预测，各管理期内

水资源优化开采量均未超出允许可利用资源量，水

量均衡是具有保证的。

3．4．2供需平衡分析

对于规划管理方案(方案A)，至2025年潜水优

化开采量将缺水5．32×104 m3／d，而承压水在各管

理期内均不满足规划要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缺水

将日益严重。

对于分质供水管理方案(方案B)，至2025年潜

水优化开采量将缺水5．08×104 m3／d，而承压水在

2020年时能满足规划要求，但至2025年将缺水
1．93×104 m3／d。

利用地表水联合调度管理方案(方案C)，除增

加地表水利用量外，对现有开采井区进行调整，开

辟新的地下水水源地。潜水优化开采量均满足并

超出规划值，承压水优化开采量和规划量均与方案

B结果相同。

从研究区潜水和承压水水资源优化总量分析，

方案A和方案B在各管理期内均不满足供水要求，

且缺水El渐严重；方案C在各管理期内优化总量均

满足并超出规划值。

3．4．3环境效应分析

各管理方案均减缓了承压水水位的下降速度。

在地下水漏斗中心，除方案A(62．7 m)外，方案B

和方案C的第二含水层组地下水位埋深均控制在

60 m以内(方案B为54 m，方案C为52 m)，减缓并

控制了地面沉降的发展趋势。但只有充分利用地

表水联合调度管理方案(方案C)才能最大程度满足

日益增长的供水需求，且还可最有效地减缓地面沉

降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环境效益。

4 结论

(1)对于供水紧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多

个地下水含水层组、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和地面沉

降的内陆城市，在建立地下水和地表水联合数值模

拟模型时，要正确选择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浅层地

下水与深层地下水之间水力联系的耦合因子。

(2)制定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规划方案是行之

有效的水资源科学管理模式，不仅可合理调度地表

水资源，优化开采地下水资源，合理分配工业及生

活用水量，还可控制深层承压水水位降落漏斗和地

面沉降的进一步发展，使在供水过程中的生态环境

效益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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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a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system of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optimized management of Fuyang water resources

LI Guo-lil，ZHOU Kai-e2，ZHANG Qin92，YUAN Hong-wul

(1．Water Affair Bureau of Fuyang City，Fuyang 236001，China；

2．Na酊ing Center，c：Jl讹Geological Survey，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resources system in the city of Fuyang，and envi—

ronmental geology issues(such as land subsidence)，this study summarized general features of surface wa—

ter system and groundwater system，and finally established a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and an opti—

mized management model for urban water resources．By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optimized man—

agement model．the planning scheme of rational utiliza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in the study area was deter—

mined．The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lanning schem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make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resources regulated reasonably and mined optimally，but also control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and subsidence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surface water；groundwater；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Fu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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