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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回灌技术在水源热泵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赵建康1’。，张勇1，崔进1
(1．北京市地热研究院，北京100143；2．清华同方人_T-环境有限公司，北京100083)

摘要：对水源热泵回灌技术的国内外应用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详细介绍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小区水源热泵压力

回灌试验情况、工程应用情况及压力回灌应注意的事项。试验及工程应用表明，利用潜水泵扬程建立的压力回灌

系统是可行的。理论分析认为，在使用过程中回灌井回灌量的降低有其必然性，而非完全因为固体颗粒物堵塞及

化学堵塞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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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n Pressure Recharge in Underground-water Source Heat Pump System／ZHAO Jian一玩，∥”，
ZHANG yo增1，CUIJ／n‘(1．Beijing geothermal Institute，Beijing 100143，China；2．Tsinghua Tongfang Artificial Environ—

ment，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appLcation of the recharg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technolog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atiated the experiment，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attention points about recharge water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in Shunyi District，Bering city．Test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showed that it was feasible to build the pressure recharge

system by use of submersible pump lift．Theoretically．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recharge yield reduced in the process of静

charge，while not completely caused by the solid particles and chemical blo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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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应用现状

对于水源热泵(water source heat pump，简称

WSHP)技术，地面上热泵系统的设备和技术都已经

相当成熟，而主要的技术“瓶颈”为地下水回路系

统。很多地区的水源热泵工程存在回灌困难的问

题，一些单位将不能回灌的地下水偷偷排人河道或

者下水管网，不但造成了洁净淡水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使水源热泵技术在很多地区遭到了人们的排斥。

但水源热泵效率高、占地少的特点又是地源热

泵无法比拟的。因此，积极研究回灌技术，对地下水

水源热泵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内对水源热泵回灌技术进行系统研究的不

多，多数工程基本通过经验设计，这些工程里面采用

压力回灌的比例也极少。以北京为例，多数工程都

是采用增加回灌井数量的方式来解决回灌困难问题

的。根据施工经验，国内学者和设计单位一般确定

的水井常用布置形式及回灌量下降处理方式等如表

1、2所示。

表l 不同地质条件下的地下水系统设计参数

表2水井堵塞机理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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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对于地下水回路和相应的地质环

境问题研究主要由国际能源组织在储能节能合作框

架(ECES)下进行。欧洲在地下水回路方面一直处

于技术领先地位。尽管如此，欧美的～些国家对地

下水源热泵地下部分的处理非常慎重，禁止地下水

的低级使用，而荷兰在水源热泵应用方面是个例外。

荷兰一直以其水利、地质方面的技术而著称于

世界，其地下含水层储能和地下水源热泵的地下水

回路技术领先于西方其他国家。荷兰的地质条件比

较适合地下储能，但地下水的回灌难度较大，大多数

地区的含水层为中细砂，甚至粉细砂，且有的地区的

水为咸水，但荷兰成功地在这些地区应用了地下水

源热泵技术。在环境方面，十分注重地下含水层的

可持续利用，在技术上成功地解决了地下水回灌过

程中井的堵塞问题，荷兰已成为世界上地下水源热

泵成功应用的典范。

荷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地下水回灌的堵塞问

题，其系统无需经常回扬，一般来说，每年仅需回扬

几次，也无需对地下水进行化学处理。荷兰采用的

是压力回灌方式，其原因是地下水回灌的地质条件

往往非常苛刻，回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维持系统一

定的压力可以避免外界空气侵入而引起地下水氧

化。文献[1]还提到，荷兰目前的做法是从地质勘

探、井的设计、成井、系统集成到系统的运行和监控

具有一套专用的技术i从根本上解决了井的堵塞问

题，灌抽比达到100％。

2压力回灌的技术原理分析

研究井的回灌，应从了解水在含水介质中的运

移规律入手。在渗透理论中，著名的达西定律就是

描述水在饱和土中渗透的基本定律。1892～1895

年，达西通过从均匀砂样的大量渗水试验中发现，单

位时间通过面积4的渗水量Q与上下游水头差(h。

一h：)成正比，而与渗样长度三成反比，即：

Q=ka(h。一h：)儿 (1)

式中：(h，一h：)／卜水力比降，也称水力坡度，常
以．，表示。

若以单位面积的渗流量表示流速，则：

t，=q／a=kJ (2)

上式就是大家熟知的达西定律，式中k是材料

的一个基本性质，称为渗透系数。它将渗流速度与

渗透势能联系在一起，所以也称水力传导系数。达

西定律首次确立了渗透水在土体中流动的速度、水

力比降及土的性质三者关系的数学模型，揭示了渗

流的本构关系。

从式(1)中可以看出，回灌量的大小与渗透系

数、压差、过水面积、过水通道长度有关。即随着回

灌压力的增大，回灌量增大；随着压差的增大，回灌

量增大；随着过水通道长度的增加，回灌量减小。对

于特定地层，渗透系数是相对固定值。

通过上式还可以看出，在回灌过程中，以井为中

心的“水丘”直径会逐步增大，“水丘”半径也就是过

水通道的长度。随着长度的增加，回灌量会逐步降

低。如果井口密封，则回灌压力会逐步提高。也就

是说，即便含水层没有堵塞，回灌量也是逐步降低

的。“水丘”消除后，回灌量会恢复，如果是堵塞造

成的回灌量下降，那回灌量就不可恢复了。

含水层渗透系数、地下水水位是由地质构造及

水文大环境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提

高回灌能力不能从这方面人手。

过水断面积及回灌压力是可以控制的，实际工

程中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表1中的内容就是人们

从工程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层采用

不同的回灌井数量。调整回灌井数量实际上就是调

整的过水断面积，当然调整水井数量的同时，相应也

减小了“水丘”直径，降低了水渗透的阻力。

除了调整过水断面积外，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

参数就是回灌压力，随着压力的提高，其它参数不变

的情况下，回灌量也会提高。这也是此次压力回灌

试验及应用的理论依据。

3压力回灌试验及工程应用

3．1试验原理和依据

将井口及管线密封，利用水泵扬程产生的压力

增加回灌量。井的回灌能力一般随回灌压力的增加

呈线性增长关系，至于具体增加的回灌量的多少，跟

含水层构造及地下水分布状态有很大关系，只能通

过试验的方法确定。试验装置流程如图l所示。

3．2压力回灌试验流程

首先根据图l将两口井的管线连接，试验阶段

可只将回灌井井口密封。连接管路及所需仪表如图

中标注。

进行回灌试验时，首先关闭阀门1，打开阀门2；

然后启动水泵，记录压力表、流量计l、2的数据；待

压力和流量稳定后，首先打开排气阀，然后逐步打开

流量控制阀l，注意观察压力表和两个流量计的读

数变化，并傲记录；待流量控制阀1完全打开后，观

察和记录压力表和各流量计的读数，压力和流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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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压力回灌实验系统示意图

定时的回灌量即为无压回灌时的回灌量。

关闭排气孑L，然后逐渐关闭流量控制阀2，注意

观察压力表和流量计的变化情况，一旦遇到压力表

急剧升高的情况，立即完全打开流量控制阀2，并同

时关闭水泵。然后调查了解压力急剧升高的原因，

以确定下一步方案如何进行。如无异常，压力表读

数应随着流量控制阀2的逐渐关闭而增高，此过程

中严密监视压力表及各流量计的变化情况，并做记

录。待流量控制阀2完全关闭后，此时压力表读数

达到最大，注意此时的流量变化情况，此时的流量表

1的读数即为压力回灌下的回灌量。

根据记录的压力与流量的变化情况，分析回灌

量与回灌压力的关系曲线，确定利用水泵扬程进行

加压的方案是否可行。

3．3压力回灌试验情况

试验水井井深150 m，含水层主要为中细砂地

层，抽水水量80—100 m3／h，降深4 m左右。回灌试

验持续时间2007年4月30日一5月7日，回灌水量

变化47—40 m’／h。

试验结果表明，在无压情况下，28．8 m3／h回

灌，23 h井口溢水，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回灌一个星

期，回灌量仍在40 m3／h左右，加压回灌技术是可行

的。试验结果：压力0．2 MPa，平均回灌量40 m3／h。

表3数据为该工程2号井的压力回灌试验数

据，2号井是8口井中抽水和回灌效果最差的一口。

因此，试验所取数据参考价值较高。

4压力回灌的井口装置及工作原理

该小区3万m3公建采用水源热泵进行供暖和

表3 北京某小区水源热泵压力回灌试验记录表

制冷，夏季水源热泵与生活热水系统组成水环热泵

系统，及利用公建部分排放的热量加热生活热水。

通过先期试验确定了压力回灌技术方案后，我们为

该系统设计了自加压压力回灌系统，基本解决了回

灌困难的问题。

压力回灌系统工程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2压力回濯系统示意图

1一压力表；2—逆止阀；3一柔性接头；4一水表；5一闸阀；

6～温度计；7～Y形过滤器；8一常开型电磁阀；9～安全阀
≮

水源热泵系统地下水环路工作原理：

水井抽水时，不能作为回灌井，同样，作为回灌

井时也不能抽水。抽水时，地下水通过潜水泵泵送，

通过泵管依次经过压力表1、逆止阀2、柔性接头3、

水表4、闸阀5和温度计6，进入热泵系统的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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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经过热泵机组提取和注入热量后，进入回水管

网，通过另外一口回灌井的闸阀5、常开型电磁阀8、

水表4、Y形过滤器7、柔性接头3回灌到井内。常

开型电磁阀与井内潜水泵并联，不通电时阀门常开，

通电后关闭。当回灌井转换为抽水井用时，随着潜

水泵的启动，常开型电磁阀通电后自动关闭，回灌水

不能进入抽水井内。当抽水井转换为回灌井用时，

常开型电磁阀断电自动打开，回灌水通过电磁阀进

入回灌井内。水井的抽灌功能随着潜水泵的动作自

动切换，免去了人力切换的麻烦。

回灌井随着回灌量的衰减，水路系统压力会逐

渐提高，当达到安全阀9设定的压力后，安全阀打

开，部分地下水会进入雨水管道泻压，达到保护系统

安全的目的。

5结论及尚需研究的问题

试验及工程应用表明，利用潜水泵扬程形成的

自加压压力回灌系统是可行的，一定范围内能延长

“回扬”周期。

水井回灌量的衰减有其必然性，不完全是各种

堵塞造成的。随着“水丘”直径扩大造成的回灌量

衰减，当“水丘”消除后，回灌量会恢复。各种堵塞

造成的回灌量衰减是不可恢复的。

该技术只是初步应用，尚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

解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回灌井井身结构设计有别于抽水井，目前

抽灌井都是一样的；

(2)压力回灌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能做到对回灌量、压力随时间的变化预测或模拟，这

样有利于今后抽灌井的设计以及今后水源热泵工程

的操作和监控；

(3)防结垢和防堵塞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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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建设内蒙古东部新的煤炭出海南下大通道

新华社沈阳消息在中国煤炭运输大港秦皇岛港附近

的绥中县，将崛起一座新的亿吨级煤炭港区。这个新煤炭港

区将成为辽宁省最大的煤炭运输港口，为内蒙古东部的煤炭

资源出海南下提供支撑。

这一项目落户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定名为“葫芦岛

港石河港区”。按照规划，一期工程建设4—6个5万吨级泊

位，2012年吞吐量达到5000万t，二期工程吞吐量达到2．3

亿t。

据悉，葫芦岛港石河港区一期项目由葫芦岛市政府、大

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大唐国际辽宁分公司、国电东北电力有

限公司四方共同出资，投资额约为55亿元人民币。

与秦皇岛港依托大(同)秦(皇岛)铁路运输类似，石河

港区也将和铁路共同构筑煤炭出海大通道。据介绍，绥中煤

炭新港主要服务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地区丰富的煤炭

资源下海。锡林郭勒地区煤炭储量上千亿吨，有白音华、五

间房等多个特大型煤田。

为便于煤炭运输至港区，将修建一条全长300多千米，

从内蒙古赤峰市到绥中县的赤绥铁路。目前，港区和铁路项

目都在加紧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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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加固后路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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