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当保护建（构）筑物位于 Ｆ２ 和 Ｆ３ 点，则采用 Ｂ 型
井管最为合理，当位于 Ｆ４ ～Ｆ９ 这６个位置时则采用Ｅ
型管最为合理。 因此规范中要求回灌管井滤管底不
低于止水帷幕，这一规定是不合适的。 采用何种管型
需在合理确定影响建（构）筑物变形的含水层厚度范
围基础上计算回灌设计综合指数后确定。

图 １４　含水层变化后 Ｈ１ 采用不同回灌井型时的 F 值

4　结语
探讨了不同基坑回灌类型的差异性，按止水帷

幕功效发挥的差异将基坑回灌分为绕流补偿性回灌

和渗透破坏补救性回灌。
探讨了回灌设计中的控制指标问题以及抽灌设

计流程。
提出了最大回灌压力的计算，并认为现行规范

中的回灌压力取值偏大，笔者认为上海地区针对第
Ⅰ承压水（含水层顶板埋深约为 ３０ ｍ）的回灌压力
不宜超过 ０畅１ ＭＰａ，建议设计值取０畅０６ ＭＰａ；针对第
Ⅱ承压水（含水层顶板埋深约为 ６０ ｍ）的回灌压力
不宜超过 ０畅２ ＭＰａ，建议设计值取 ０畅１３ ＭＰａ。

渗透各向异性系数是关系悬挂式帷幕基坑抽灌

运行设计是否正确的关键参数之一，渗透各向异性
系数越小，坑内抽水对坑外水位下降的影响越小，坑
外回灌对坑内水位上抬的影响也越小。 为准确地进
行抽灌设计，在水文地质勘察中应准确提供该系数。

不同管井结构所对应的地下水流场变化差异较

大，滤管越长，回灌量越大，回灌效果越好，但其经济
性较差，对坑内的影响也越大。
提出了回灌设计综合指数 F，从经济、技术及施

工难度角度综合评估回灌对保护建（构）筑物以及
对坑内降水的双重作用，为后期进行回灌的优化设
计奠定了基础。 通过综合指数的分析认为在实际设
计中必须合理确定影响建（构）筑物变形的含水层
厚度范围；规范中要求回灌管井滤管底不低于止水
帷幕，这一规定是不合适的。 采用何种管型最合理
可通过回灌设计综合指数的计算对比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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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北首个地热资源勘探井开钻

　　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２月 ３日，淮北东湖畔岱
河边，安徽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勘查院承担的安徽省
淮北市矿山集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勘探井正式开钻。
　　这是淮北市境内首次开展清洁能源（地热资源）勘查工
作，勘查区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矿山集，面积 ４．６０ ｋ２ ，
项目投资 ２９０余万元，初步设计施工地热资源勘探井一口，
深约 １６００ ｍ。
　　勘查区地热地质条件十分有利，按淮北煤田的平均地热

增温率 ２．６５ ℃／１００ ｍ计算，该项目设计施工 １６００ ｍ地热勘
探孔，预计热储温度可达 ５０ ℃左右，出水量约 ２０ ｍ３ ／ｈ。
　　淮北市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境内煤炭资源开采已
近尾声，为国家级资源枯竭型城市。 为适应城市转型，以及
开发清洁能源（地热资源）需要，淮北市人民政府决定进行地
热资源勘探工作。
　　以往资料表明，工作区有较好的成热地质背景。 地热资
源的开发利用，将成为淮北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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