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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的原肤岩心
。

在剪力藏阶方面
,

我脚使用的是提本和北京水电

段舒院制造的攀剪仪
,

共作如下五种藏脸
:

A
.

泥化板岩的原肤藏兹
。

B
.

砂岩的大泥藏喻 ( 所大之泥是通过 0
.

3及 0
.

场

公厘肺的制备梭动士 )
。

c
.

砂岩的大泥歌脆 ( 所大之泥通过 0
.

6
,

1
,

及

1
.

2公厘饰的制备俊动土 )
。

D
.

泥化物黄的本身抗剪拭欲 ( 过 0
.

3及 0
.

巧公厘

筋自勺制备 J交动士样 )
。

E
.

泥 {匕物贾的本身抗剪藏脸 ( 过0
.

6
,

1
,

及 1
.

2

公厘肺的 }川务授动土洋 )
。

从以
_

匕沟拭输钻果得出了如下桔谕
:

1
.

不能采用保持天热精雄上样的藏阶成果
。

因为

原肤土样中
,

除袖颗粒及粘 七颗粒之外
,

江有一部分

半泥化半夙化和嵌重夙化的大颗粒
。

这些大颗粒的直

侄大于剪力盒阴的剪隙
,

因此
,

在进行原肤土样剪力

歌醚时
,

并不 只是 i羞生小颗位的钝摩擦
,

而且还有大

颗粒本身的抗剪断作用
,

因而使得出的数据大 大增

高
,

且有忽大忽小的现象
。

名
.

通过0
.

6
,

l ,

及 1
.

2 公厘筛的制备土样本身的

或夹于砂岩简的拭脆
,

用剪力仪的徒过小
,

其得出的

粘果是不徒可靠白{oJ

3
.

在全部得出的泥化板岩剪力熟脸数据中
,

此蛟

正确的而且此校能
J

于心表这里工程地穿条件的是通 过

0
.

3及0
.

巧公厘筛的授动土样本身的
,

及穴在砂岩中简

的剪力歌绩
。

而在我们的全部拭欲中
,

确偏重于保持

天然拮搏的原状土样剪力拭蛾
。

关于混合抽水裁敏分盾针算方法的探封

葛 亮 枯

一
、

前 言

在水文地贾勘探工作中
,

一个抽水试脸攒孔住注

不只是揭穿和试输一个含水履
,

而在静多情况下
,

都

需要揭穿和藏旅雨个或雨个以上的合水居
。

为了对这

些含水唇的含水性选行分别了解
,

通常是按照斌输含

水屠的顺序
,

将含水居挨次用套管隔岛袒来
。

这样就

需耍付出很大的人力
、

物力和时
,

阴
,

尤共当瞪孔深度

很大
,

穿过的含水履居数很多时
,

在施工技祈上更颁

得特刘困难
,

有时商应无法施工
。

此外
,

在含水履呈屠状余占丰薄时 ( 即一个含水屠系

由数个透水性不同的岩唇所粗成时 )
,

或数个含水屠

彼此之圈有诬活耀的水力联系时
,

想用套管隔离的办

佚来达到分居了解透水性的 121 的
,

也是很困难的
。

再如

抽断居带的水 ilt
,

要想值先知道断屠带的准确深度
,

从而逃行上都岩居的痛离
, 一

也不是挫常可以办到的
。

由于以上原因
,

水文地玲工作者们曾武圈用混合

抽水的办法来解决隔离含水屠的困难
。

所 言黝昆合抽

水
,

就是首先将第一含水居 ( 假袱含水屠由上而下橱

号 ) 选行紧独抽水
,

然后将第一
、

第二含水唇选行泥

合抽水
,

再将第一
、

第二和第三合水屠进行总的混合

抽水
。

或者反过来
,

先逃行一
、

二
、

三舍水屠混合抽

水
,

再逃行一
、

二的混合抽水
,

最后连行第一含水唇

豹翠独魂如代
。

将混合抽水的桔果
,

通过某种分析和针

算
,

以得出各含水居的透水性来
。

这样
,

就省去了隔

离含水屠这一艰亘复雄而耗费繁重的工作过程
。

可是
,

直到目前为止
,

对这一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的歌提直
,

还很少有人选行过系梳的研究
,

甚至速公开

的对渝也逃行的不多
。

首先
,

除了当各含水居的静 止

水头相同时
,

可以利用舒尔采的唇状潜水屠的流量公

式
,

及卡明斯生终白勺不均匀地唇的平行于唇地下水运动

公式来分屠补算 各含水屠的透水性外
,

在一般士鼠兄下

( 即各含水唇的水头农划七不同时 )
,

都还缺少适当的

公式可以利用
。

共次
,

在分屠混合抽水的施工方法上

也缺乏研究
,

往往使抽水精果无法分析
。

因此
,

静多

水文地箕工作者
、

对于分居混合抽艇自应用一般都不

感兴趣
,

他 们 即使在不得已时而采用了分居混合抽

水
,

但对顶期效果
,

总是不抱乐观
,

有些人则豁为
,

在各含水居水头大致相同
,

但透水性亦近似的 条 件

下
,

可以采甩混合抽水
,

否则不立采用
。

这些
,

都鼠

重地阻碍了混合抽水的实际应用
。

擎者
,

对于混合抽水这一阴跟
,

曹作效一些推

敲
,

兹顾将对这一周题的沐会提供出来
,

作为同志们

在研究这一周题时的参考
。

希望对本文存在的宝昔盖
,

予以批砰和指正
。

二
、

混合抽水日主充量与

水位降低关系曲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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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护,先不考窟措孔施工时和抽水就脆时其他因素

的影响
,

而翠钝从地下水动力学的观点
,

来研究一下

雨个含水屠选行混合抽水时的流量 ( Q ) 和水位降低

( s ) 的关系曲钱 ( 以下筒称Q
,

s 曲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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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歌有 A
、

B雨个含水屠 ( 如图 1 )
,

其静止水

位分别为
a

及 b ,

并假歌已知其 Q
、

s 曲钱分别为 1

及 11
。

可作如下豺渝
:

1
.

若此 才
、

B 含水唇为爹孔所贯通
,

RJJ 其混合

的静止水位
a 十 b

,

必然介乎
。

及 b 之简
,

这时
, d

必然溥水
,

而 B llR 必然吸水
,

当
。 + b静止时

,

ll[]
:

A 的汤水量二丑的吸水量 ;

蜜孔的溥水量二 O

2
。

假如我们从攒孔中淮行抽水
,

使水位逐渐降

低
,

lHJ 汉 的溥水量将逐渐增加
,

B 的吸水量则逐渐减

小
,

当水位尚未降到 6时
,

lHJ
:

才 的溥水量 ) B的吸水量 ;

蜻孔的汤水量一左的汤水量一B的吸水量
。

即此时混合抽水的汤水量应小于含水唇 左翠独抽

水当水位降至相同标高时的溥水量
,

井等于 A的溥水

量抵偿 B的吸水量后的盈余部分
。

3
.

当攒孔中水位下降至等于水位 b时
,

期 B 停

止吸水
,

但也不汤水
,

这时
:

B 的吸水量等于零 ;

绪孔的汤水量一左的汤水量
。

即此时
,

混合抽水的汤水量
,

等于含水屠 A覃独

抽水
,

当水位降低至相同标高时的汤水量
,

故曲钱 I

+1 I 与曲钱 1 相交于一点 ( 圈 l’ (习中的 F 点 )
。

此

点的标高即等于水位 b的标高
。

生
.

当攒孔中水位撇檀下降时
,

则 汉的汤水量糙

艘增加
, B IRJ 由吸水蒋变为汤水

,

这时
。

B 的汤水量 ) 仇

嫂孔的汤水量一 A的溥水量 + B的溥水量
。

即这时
,

混合抽水的汤水量应大于 过
、

B任何一

含水屠翠独抽水当水位降低至相同标高时的汤水量
,

即等于二者汤水量的总和
。

6
.

又假如我仍不在攒孔淮行抽水
,

而选 行注

水
,

将糟孔水位从混合静止水位
a + b逐渐升高

,

则

这时
,

A的汤水量将逐渐减少
,

而 B 的吸水量 lRJ 逐

渐增加
。

当水位尚未升到
a

时
,

lHJ
:

B 的吸水量 ) 刀的汤水量 ,

·

攒孔的注水量一 B的吸水量一刀的汤水量
。

此时
,

攒孔的混合注水量应小于含水屠 B翠独注

水当水位升至相同标高时的吸水量
,

井等于 刁的汤水

量抵偿 B的吸水量后的不足部分
。

6
.

当攒孔内水位稽檀升高到等于水位
a

时
,

lRJ

A 停止汤水
,

但也不吸水
,

这时

汉 的溥水量等于氰
攒孔的注水量一刀的吸水量

。

此时
,

错孔的混合注水量应等于含水屠
,

B 罩独

注水时的吸水量
。

故曲楼 I十 11 与曲技 11 必在食向延

伸时 ( 即二者呈注水曲楼时 ) 相交于一点 ( 阎b1 中的
G 点 )

,

此点的标高即等于水位
a

的标高
。

粽合以上对赢 如果我佃以 Q
,

Q
a

及 仍分别代

表攒孔的 ( 即混合的 )
、
诬的及 B 的汤水量

,

并以它

们的负值 ( < O ) 代表注水量 ( 或吸水量 )
,

ljR 我们

可将混合抽水的流量变化规律及各含水屠流量相互关

系列如下表
:

从以上的探封
,

可以得出如下雨条趣为重耍的精

渝
:

1
.

雨个含水屠混合抽水 (
.

或注水 ) 时的 Q
、

s

曲钱与其中任一含水居翠独抽水 ( 或注水 ) 时的 认
s 曲凌的交点的标高

,

等于另一含水屠的静止水位的

标高
。

2
.

混合抽水的流量等于各含水唇翠独抽水当水

位都降低到同一标高时的代数和
。

这雨个桔赢 无渝在上一含水詹的静止水位高于

或低于下一含水唇的静止水位时
,

均为正确
。

在雨

个含水屠的静止水位相同时
,

亦为正确
,

只不过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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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例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

三条 Q
、

s 曲棒相交

于一点
,

混合抽水的流量等于各含水屠流量的算撅

和 )
。

从这雨个精输中
,

我们照然可以看出
:

假如有上

下雨个含水詹
,

只耍我护弓对上一含水屠选行过覃独的

抽水就豁
,

井将这雨个含水居再盗鑫行一次混合抽水瑟

脸
,

井假投可以不考尤氰i鬓孔攒镬对于孔壁岩屠透水性

的影响时
,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上述原理用周解法万导出

下一含水唇的静止水位及它在覃独抽水时的 Q
、

s 曲

钱圈来
。

效举例规明如下
:

例一
、

歌有含水屠 A ( 上唇 ) 及 B ( 下屠 )
,

在

攒孔未揭开 B 以前
,

官对 A 选行了抽水截脆
。

A 的静

止水位
a

和 Q
、

s 曲技 I 如圈 2所示
。

然后催檀堵淮

到 B 的底板
,

并将 汉 及 B 谁行一次混合抽水款输
,

混合静止水位
a 十 b及 Q

、
s 曲楼 I 十 11

,

亦如图

示
。

求 B 的静止水位 石及 Q
、

s 曲楼 11
。

求法
:

找出曲释 I 十 11 的交点
,

此点的标高即 刀

的静止水位 b 的标高
,

通过此点作一直楼平行于口

轴
,

与 s 轴相交于 bo
,

通过 bo 作一曲减
,

并使曲袋

上各点的 Q值等于 曲楼 I 十 11 和曲楼 1的各相应标

高点的 Q值之差 ( 如圈 2 )
,

此曲筏即为 召的 Q
、

S

曲袋 1 1
。

例二
、

已知含水屠刀 ( 上唇 ) 的静止水位
。

及

Q
、

S 曲祷 I
,

以及含水屠 A 与含水屠 B 的混合静下

水位
a + b 及 Q

、
s 曲楼 I + 11 ,

如圈 3 所示
,

求

位柏勺标高
。

通此交点作一直释平行于 Q轴
,

交 S轴

于 ob
,

通过 bo 作一曲凌
,

使曲袋上各点的 Q 值等于

曲楼 1和曲楼 I 十 11 的各相应标高点的 Q值之差 ( 如

圈 3 )
,

此曲摸即为 丑的 Q
、

s 曲楼 I J
。

〔附〕注水曲矮的糟制
:

对于潜水居
,

可用下式糟制注水曲褛
:

Q注一 Q抽
沪注一 H Z

H Z

一护抽
’

Q抽
( H 十 S )

,

一厅
。

H ,

一 ( 11 一 s)
“

Q抽
Z H + S

2
.

厅一 S

理哭长
b心

+ 2 3之

水位
振高

\认
皿 \ I 、 户 \

圆 2

\、̀、̀、I

\\̀
.

、、 I

U

`、、、

!
..产O

B 的静 z卜水位 b及Q
、

s 曲

楼 ] 1
0

求法
:

圆中混合静止

才拭立
a 十 孙的标高高于

。

的标高
,

IRJ b 的标高必然

还高于
。 十 b 的标高

。

假

如我竹在增孔中选行混合

的注水款输
,

并假使注水

时谱孔内动水位的标高等

于 石的标高
,

助

式中 H

— 静止水位至含水膺底板的高度 ;

s

— 抽水或注水时水位降落或升高值 ;

Q注— 水位升高值等于 s 时的注水量 ;

Q抽— 水位降低值等于 S 时的溥水量
。

对于自流水
,

lRJ 可以直接按照抽水曲楼的 Q
、

s

数值
,

糟出负方向的箱对值相等的曲换
,

即为注水曲

磷
。

例三
、 月 的静止水位

a ,

与 」
、
丑的混合静止水

位
a 十 吞的标高相同

,

曲楼 I 及曲楼 I 十 11 如圆 生

所示
。

求 B 的移止水位 b 及曲凌 11
。

求法
:

既蟋
。
与

a + b 的标高相同
,

则 b 的标高

亦必然与
a

及
a 十 b的标高相同

。

三条 Q
、

S 曲镬必

须交于一点 O
,

过 0 点作一曲镬
,

使曲簧上各点的

Q值等于曲楼 ] 及 1 十 11 各相应点 Q值之差
,

此曲

楼即为 丑的 Q
、

s 曲钱 1 1
。

三
、

地下水动力学公式的推尊

一一

、、
、、

一
公公

\\\\\

从从从

履合注水的流量

必等于对 A翠独

注水时的流量
。

因此
,

根据曲镬
I 及 1 + 1 1的形

肤
,

箱出负方 向

的注水曲楼
,

使

其相交于一点
,

此点的月丽高
,

即

等于 B的静止水

堆行混合抽水的含水屠
,

潜水居与自流水居混合 ;

2
.

自流水居与自流水屠混 2叨

合
。

首先蔽我护显研究一下 2”

潜水唇与自流水屠混合的

情形
: 2 2。

( 一 ) 只推行一次永

位降低
,

但混合静止水位

为已知时
,

和前述原理一 水位

样
,

我作压把混合抽水的流 稼蔺

量看作各詹流量的
J

总和
,

即
:

可能有雨种情形
: 1

.

众 吞+ b
.

卜

你
价

圆 4

Q一 Q二 十 Q b ;

应用赔布衣集水井公式得
:

( 1 )

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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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幼及仇
。 ,

我俏称之为 A 及 B的
“
引用流量

”

或
“

换算流量
” 。

如以 so 代表几一 h ,

lRJ 可得
:

( H
。
一 h )M

_ _ _

O 、 ` _

R
二

“ ,一 。
·

“ 6 6

戈洽绍寸
`

R 。 ( 2 、
g1 或万 。

= 0
.

3 6 6
Q一 Q

o o

S o

M

R 。

19

-
{ ( 5 )

~ 1
.

3 6 6 K
万盖一刀

~

孟
、 _ 衬 a

+ 1
·

3 6 6 K
。

又因 Q。
一 2

.

7 3 K 。

l g

5 .八J

R
、

I 护 . 廿

遥弓

一
H 艺一 h “

R 。

1 9

—

+ 2
.

7 3万 。
一 2

.

7 3 ( 0
·

3 6 6
. 、 o

S
o

M

R
二

,
.̀

. 侣尸 、
i 侣

一
j

S o

M
R 二

I
』归

. 沙

上乞

一
( H

。
一 h )叮

2
.

7 3 K 。

gl
R 西

( H
。

一H 。 ) M
R 汤

19

—

S
t

又Q一 Q
o o

) 一分̀
.

。 口

。一 Q
。

g 一Q
o o

9 一 Q
o o

( 6 )

( 7 )

口O51汤、伙口
尸

式中1
.

3 6 6K
a

H 蕊一H 艺

l。 一

是
“ -

产

为当混合静止水位韶

一 Q ` o

故 S 。~ 5 0

( H
。

一H
。
)叮

及 尽。-

在公式

S 吞S 、 5 0
5

0

5
,

6 , 7 中

劫一lg几
止时

, A 的汤水量 ; 而 2
.

73 兀 。

Q
` 。

一 1
·

3 6 6兀
。

一
h Z

几 。

当混合静止水位静止时
,

B 的吸水量
。

根据混合水位粉

止时
,

各含水屠的溥水量与吸水量应相等这一原理
,

具叮
:

O .

.

3 6 6 ( 2
.

7 3 , 六产一; 19
2望 压一 j i “

.

H犷一解
I之

,

19 we es : `

,
.

: “ K一竺赶卫趾_ 。
.

7 3瓜
一

,

代 。 -

19

—r

厅登一 h Z

.
。

下厄二了 ( 8 )

( H
。
一H

。
) M

月石

19

一r

( 二 ) 攫行了雨次水位降低或混合静止水位为来

知时
:

从公式 1 可得

因此
,

公式 2 可变为
:

2
.

7 3 K b
S `
叮
B 石

1 9

—
一 口一 Q

G

Q = 1
.

3 6 6 K
a H 子一沪

29 `

二
竺ee

+ 2
.

7 3 K

K 升S 。
一 0

.

3 6 6
口一Q

。

」夕

R 几

19

—
又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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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推行了雨次水位降低的抽水截尉
,

lRJ
:

K 办` , i
一 0

.

3 6 6
Q

,
一 习

“ :

几了

R 、

1 9

—
一 Q

。 H
。

一 11

H
a

一 人
( 14 )

八 Q
。

一 2
.

7 3万
。

( H
。
一 h ,

)M
。

兀。 S b ,一 0
.

3 6 6

雨式相减得

O : 一 g
。 。

3夕

君 、

丈g

—r
R 。

1 9

一
卯一M尽: 一口1一 。 。一 g

。 :
)

一 2
.

73 K
。

仁竺〔 了丝沙兰全

K 。 ( S 。。
一占

。 ,
)一 0

.

3 6 6 g1
`

业
、 _ 月 。

J弓

— ~ 2
。

7 3 K
。 (儿

, 一 人 ,
) M

。

、 。
一 0

.

3 6 6鱼撬共丝零挚少
, g

么z , 2 戈。 西 ,
一

0 吞i 夕 尸

、

R a

里g

—
式中 s职一几、 为雨次水位降低之差

,

以 盘 S 表

之 ; 仇一lQ 为雨次水位降低时槽孔汤水量之差
,

以

~ 2
。

7 3 K
。
几了 a 舀 S

、

八 a

J g

—
( 15 )

么 Q 表之
;

以么 Q
a

表之

Q二一 Q
a l

为雨次降低时 A的溥永量之差
,

O IHJ 得
公式 2及 3则分别变为

( H
。
一 h ) M

。

K 。
~ 0

.

3 6 6
么 O一 么 Q

。
R 石

l g we
~ ~ 二` 、

Q一 2
.

7 3丑
。

」了盛 S

,

丑 。

1 9

—
如以 压 Q。表示八 Q一八 Q

二 ,

lHJ 上式可窟成{
( 1。 )

+ 2
.

7 3 K 吞 ( H
。一 h ) M

。

。 。 , ,

么口
、 、

R 、

八 吞
一

u · 0 0 0 网

二二于份~
J g

—
了以 q J r

,

R 、

1 9

一

( 16 )

式中 么 Q
。

一 1
.

3 6 6 K
。 H 蕊一 h

R
。

1 9

—
及Q一 2

.

7 3 K
。 (万

。
一人) 叮

。

、

丑 a

Lg

—
H 三一 h Z

一 1 · 0 0 0 八 .

—
、

R a

1 9

一
+ 2

.

7 3 K ,

一 1
。

3 6 6 K
。 ll/

r

一 h盆

( H
。

一 h ) 肥
。

29二三
.

( 1 1 ) ~ 2
。

7 3
S .

双
工g

一

( K
。

M
。 + K ,

M 一) ( 17 )
ù口.一飞飞-r一g

以 8代入 7
,

得

S 吞一
八 S ( Q一 Q

。

)

八 Q一 么心
。

么 S
Q b

么 Q 。 ( 1 2 )

_ 。 兮、 八 O ,

川 J 今吞
一

~
弋李

,

一
~ - 丁-二~

J 西 众 J
( 13 )

当 A
、

B甜止水位相同时的情形
:

如果本 B的豁止水位相同
,

则

H 。
~ H奋 ~ H

。

一分及 s 。
一 S b ~ s 。

~ s

公苏澎及 3变为舒尔采公式
二

自流水居与自流水屠混合的考青形
:

公式 1 至 1 3及其推淳原理和步膝
,

亦同样适用于

自流水居与自流水居的混合抽水
,

只不过其中的 Q气

Q , 及八 Q
a ,

具有不同的形式而已
,

即

Q一 1
.

3 6 6 K
。

11 忍一护

R
。

Ig

+ 2
.

7 3 K 、

Q
。

一 2
.

7 3 K 。 ( H
。
一 几) M

。

、

人
。

1 9

一

( H 一 h ) 对
lg 直乙

Q
。 。

一2
,

了3亢
“ ( H

。
一 h ) 肛

。

K
. 〔解 一护+( H 一的 ZM 兰注

.

、

去
口 尸

、

月 a

1 9

一

~ 1
。

3 6 6
19丑 一 l gr

( 18 )

公式 16 及1 7则变为



叼~ 2
.

7 3
R

J g

—
( 万

。

M
。 + ` ,

M
。
)

0
2”

仅
2 3 4 5

.山 . . . ~

-
` ` . .

2 7 5 3万

6 7 6

2了二 e o

如引入 A及刀的平均廖透系数 K即
,

llH有
:

\\、、
.、、

`
t

、\\
Q= 2

.

7 3 K
。 ,

S ( M
。 + 八了。

)
R

1 9

—代入前式得

cK
p
(万

。 + M
。
)一亢

。̀

刀
。 + 万 ,

盯
。

毛

胜含. 1月咨.,一勺

!
`月,卫,且,

5石U2

万
c :

K
。 乃了。 + j 、 。

盯
、

肥
。 + 3了。 ( 19 )

而公式 16 及 17 至此已搏化为卡明斯墓公式
。

此外
,

在公式 1 至 17 中
,

口。
,

一口
, ,

口
。 。

一口
。

公式 6
、

8 及 H 至此已无实际意义
。

水居看待 ; 最后

根据第一
,

二
,

三含水屠的混合

查料及 第 一
、

二
、

三
、

四含水

居的混合脊料
,

得出第四含水屠

的透水性来
,

这

时
,

则是将一
、

二
、

三三个含水

居当作一个含水

居看待
。

至于四

个含水屠以上的

情况
,

可照此类

推
。

水位

杯高
` 2 , 屺I 一 ( I J协 ( 2 ,

圆 6 ( b )

四
、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含水唇

淮行混合抽水的情形

以上的研究
,

虽然都是雨个含水屠分履混合抽水

的情形
,

实际上
,

亦可同样适用于三个以上的含水屠

的分居混合抽水
。

例如有四个含水唇
,

我们
一

首先可以

权据第一 含水唇 ( 歌由上而下蝙号 ) 罩独抽水的脊料

及第一
,

第二含水唇混合抽水的查料
,

用前述圈解法

或公式针算法得出第二含水居的透水性来
; 再根据第

一
,

第二含水屠的混合抽水查料及第一
,

第二
,

第三

含水屠的混合抽水查料
,

同样得出第三含水唇的透水

性来
,

这时
,

系将第一
,

第二雨个含水居当作一个含

\\\ ;皇溜 —
aaa

卜卜
、 产

~
. rrr

卜卜卜

圆 6 (
e )

lll
甲

鸽咒
一 _ _ _ - - - - - - - -

一一

圆 6 (
a
)

五
、

冲洗靖淮时岩粉对于

井壁岩唇透水性的影响

前面巳挫能过
,

上述的研究
,

都未曹考虑攒探施

工对于井壁岩唇透水
·

助勺影响
。

但在实际应用上
,

我

仍是不能不考虑这种影响
。

否 lHJ 就会崖生很大的错

改
,

或得不出任何精果
。

只要含水居的静止水位低于孔 口标高
,

那么整个

婚淮过程
,

对于言亥含水居实际上是一个畏时简的注水

献脆
。

其注入含水居的水量
,

即等于攒选时冲洗液的

消耗量
。

但是影珊
1
,知道

,

冲洗液中是含有大量的岩粉

的
。

即使是用清水冲洗
,

也仍然弄得趣为浑渴
。

这些

岩粉无孔不入地注入和充填于孔壁周圃的裂隙中
,

在

孔壁周圃形成一居厚薄不等的
,

且向四遇逐渐过渡的

不透水圈或牛透水圈而大大地诚弱孔壁岩 居 的透 水

性
。

攒逸的时简愈畏
,

则孔壁岩居的透水性减弱愈

多
。

当我们研究上一含水屠的水
,

稚擅向下一含水屠

攒巡时
,

上一含水居的透水性就逐渐减弱
。

即使在混

合抽水以前
,

挫过洗孔和歌抽
,

也不能恢复其原有的

透水性
。

这一方面是由于注水 ( 蟾退 ) 的时简畏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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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的时简短 ; 另一方面
,

岩粉从裂隙中抽出来
,

并

比灌退去困难的多
。

岩粉对于井壁岩唇裂隙的堵塞作用
,

从下面的事

实中很容易镬得了解
。

1
.

一个勘探攒孔中
,

根据初步舒算
,

所取出的

岩心体横
,

还不到措孔体精的一半
,

而其余自勺一半以

上的岩石 ljR被磨成岩粉
。

但是从取粉管及沉淀池中所

取出的岩粉
,

其数量是很小的
。

这能明尚有很大一部

分岩粉被冲洗液带到井壁岩屠的裂隙中去了
。

2
.

从筒易水文观测查料来看
:

在全孔各屠的水

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

其冲洗液消耗量在理渝上是应

1 2 3 4 5 6 7

一一一万弓而石一— 一一2 5 q , 2

洲叫叫叫训词训霜

圆 6
·

七d )

0 5 } 0 15 2 0
.

及忍二专厅
3 0 3 5

—
一

介 G

!
5

270260绷240桃砧

圆 6
.

(
e
)

犷乙

圆 6
.

( f )

孩随着糟孔的加

深而增大的
。

然

而事实上井不这

样
,

在筒易水文

柱肤圈中
,

不但

上述这条规律不

颖著
,

还常常可

以看到攒孔由大

量漏水而很决地

搏变为一般漏水

的情形
,

其简并

未握过任何止水

工作或 其他措

施
。

这豁明新揭

开的透水岩屠挫

过冲洗液所带入

的岩 粉 的 堵 塞

后
,

就逐渐地变

为透水性弱或不

透水的岩居了
。

而保持挫常漏水

的主要是离攒头

不远的新揭露的

一般岩唇
,

以及

上部岩屠中那些

不易完全堵塞的

大型裂隙
。

3
.

根据几

年来在鹤岗
、

鹅

西
、

双鸭
、

棒甸

等地所道行的分

居混合抽水查料

来看
,

也征明了

冲洗攒准对于井

壁岩居的透水性
,

有着霉i著的影响
。

这些分居混合抽

水的 Q
、

s 曲楼圈
,

如下所示
:

下列曲楼 圆中
,

曲楼 ( l ) 及 ( 1
尸

) 分别 为上

一含水唇在被岩 粉
“

堵塞前
”

及
“

堵塞后
”

的 Q
、

s

曲笨菱̀ 曲镬 2 为下一含水唇的 Q
、

s 曲枝
,

其中乡雏聋

是表示实际抽水得出的曲镬
,

虚楼 ljH是表示用圈解法

推断出来的曲镬
。

这里须耍声明的是
:

所韶
“

堵塞前
, ,

及
“

堵塞后
”

的概念井不是艳对的
,

而是相对而言的
。 “

堵塞前
”
与

“
堵塞后

”
的溥水量之差对于

“

堵塞前
”

溥水量的比值
,

称为相对堵塞系数
。

圈 6 a

系某区雨个相距 36 0公尺的攒孔
,

刘注
, 2 雨

个含水屠准行四次抽水歌脸的 O
, s 曲楼

,

其中搜孔
A 是采取由下而上的分居混合抽水方法

,

即是首先将
1 和 2 难行混合抽水

,

得出曲楼 ( 1
产

)十 ( 2 )
,

然后将

2 堵去
,

对 1 毽行一次罩独抽水
,

得出曲钱 (1’ ) ,

根

据 (1
尹

)及 (1
,

)十 ( 2 )用圈解法得出 ( 2 )
。

攒孔 B IHJ 是

铿过隔离含水唇而退行的分唇抽水
,

而得出曲技 ( 1 )

及 ( 2 )
。

从围 6 a
中我们可似看出

:

1
.

在孔 B 中
,

曲技 ( 1 ) 及 ( 2 ) 的 Q值非常

近似
,

而在孔 刀 中
,

员IJ ( 1
`

) 和 ( 2 ) 的 Q值
,

相

差魅殊 ( ( 2 ) 钓大于 ( 1
`

) 2 0倍 )
。

2
。

攒孔 A 所得的 ( 2 ) 比谱孔 B 所得的 ( 2 )

钓大 5倍
,

而 才 所得的 ( 1
`

) 具I]比 B 所得的 ( 1 )

钓小 3 倍多
。

3
.
`

含水唇 1 和含水居 2 的居位的埋藏深度
,

在
`

. 里

攒孔 A 中耍比在攒孔中 B 中为浅
,

根据北满煤田的水

文地臀特点
,

同一含水唇
,

浅部的透水性
,

要比深部

的透水性为大
。

因此
,

攒孔 A所得的曲拢 (2)
,

此攒孔
B 所得的曲钱 ( 2 ) 为大

,

是合理的和正常的
。

而 A

所得的 ( 1’ ) 比 B 所得的 ( 1 ) 为小
,

llR 是反常

的
。

根据以上三点
,

我们不难得出精渝
:

攒孔 A 中所

得的曲袋 ( 1’ )
,

顾然是由于径过冲洗攒淮的时简

蛟畏
,

被岩粉堵塞的程度较剧
,

致使透水性大大地减

小了的 ; 其相对堵塞系数钓为 90 %
。

至于圆 6 b至 6 f 中所列举的分屠混合抽水查料
,

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

即混合抽水的流量都比蛟
动曰

上一含水唇罩独抽水的流量为小
,

而且颖然不是由于

水位没有降入下一含水居的水头内的原因
。

对于这种

现象
,

肇者韶为应孩作如下解释
:

上一含水居罩独抽水完攀后
,

糙檀攒逃至下一含

水屠的底板时
,

其透水性已因岩粉的堵塞作用而大大

减小
,

混合抽水的溥水量
,

实际上只是下一含水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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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水量加上一屠汤水量的一部分
,

并不能真正代表雨

个含水居的溥水量的总和
。

根据北涌煤田的水文地臀

特点
,

埋藏在校浅的含水唇
,

由于凤化作用的影响
,

总是此埋藏校深的含水居的透水性为大
,

因而下一含

水居的水量加上上一屠的汤水量的一部分
,

仍然有可

能比上一含水居翠独抽水时的溥水量为小
。

从上列事夹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冲洗攒准时
,

岩

粉对于井壁岩居透水性的堵塞作用
,

是相当般重的
,

在抽水款脸工作中应孩对这一因素
,

予以充分注意
,

井歌法排除这种影响或使这种影响减到最低限度
。

特

别是在混合抽水时
,

这一影响表现得更为 明 厥和 突

出
,

如不 l没法予以排除
,

lHJ 混合抽水
,

就将达不到

分詹了解透水性的目的
。

而所得桔果
,

往往无法针算

( 例如圈 6 中所列举的各项混合抽水查料 )
。

六
、

建蒸的混合抽水方法

根据以上探对
,

肇者建蒸的混合抽水方法如下 、

上一含水居抽水完攀后
,

不选行含水居隔离
,

糙

植遭淮至下一含水居岛板
,

并推行混合抽水
,

但在混

合抽水完晕后
,

须即将下一含水居封去
,

再回头将上

一含水居抽一个点 ( 即造行、 次水位降低 ) 将此点查

料与上一含水履原来的抽水查料选行此较
,

求出其相

对堵塞系数
,

然后根据此相对堵塞系数换算出上一含

水屠涯过堵塞后的 Q
,

S 曲楼 ( 1’ ) ( 如圈b6 至f6 中

虚钱所示 ) 及流量 Q
a

来
。

最后根据曲楼 ( 1
,

) 及混

合抽水曲减 ( 1’ ) 十 ( 2 )
,

用前述圈解法解出下一

含水履的 Q
,

s 曲筏 ( 2 ) 来 (如圈 6 中所示 ) 或 以

Q’ a

代替公式 1 至 17 中的 Q时 井用这些公式舒算出

下一含水居的透水性查料来
。

在圈 b6 至 6f 中
,

如果曹在混合抽水之后
,

将下

一屠封去
,

而回头将上 一居淮行一次水位降低
,

以求

出其相对堵塞系数
,

qlJ 颖然可以看出
,

根据相对堵塞

系数换算出的 Q
,

s 曲楼 (1
’

)必能与混合曲模 ( 1’ )

+ ( 2 )合理相交
,

和得出下一含水屠罩独抽水的Q
、

s

曲换 2 ( 如圈示 )
。

可惜
,

我们当时井没有这样作
。

应用上述方法
,

在施工中尚应注意如下几点
:

1
.

用粘土封阴下一含水居时
,

应注意不使粘土

敷住上一含水屠
,

以免再度影响上一含水居的透水性
。

2
.

回失对上一含水唇再作一次抽水时
,

不必测

定其抽水前的静止水位
,

及抽水后的恢复水位
,

可直

接采用上一含水履罩独抽水时作 Q
.

5 曲减圆所采取

的静止水位
。

3
.

Q
、

, 曲楼上的多并由流量点
,

应不少于三个
,

且其分布最好为
:

上一含水屠的 Q
.

5 曲校
,

第三点

尽量降深
,

第一
、

第二 IRJ 均匀分布于曲钱上; 混合抽

水的 Q
、

s 曲钱
,

除要求第三点尽量降深外 ( 但不应

低于上一含水唇的底板 )
,

第一点下降深度应等于或

稍大于 ( 如果下一居的透水性可能比上一屠为大时
,

lllJ 应稍小于 )混合称止水位与上一居的静止水位之差
,

而第二点则均匀分布于第一点和第二点之简
。

这样
,

曲楼形肤可以按制的蛟准确
,

诚少圈解桔果的殷差
。

4
.

混合抽水的水位降低顺序
,

应与上一含水屠

翠独抽水时的降低顺序一致
。

其相应各点的稽定时简

应大致相等
。

恢复水位的次数 ( 三抽三恢复或三抽一

恢复 ) 亦应相同
,

否则会淆大藉毛差
。

5
.

如在三个含水唇中推行混合抽水时
,

ljR 在抽

完第一
、

二含水居的混合水后
,

应先回头将上含水

居抽一个点以求出其相对堵塞系数后
,

才能向第三含

水居攒淮
,

而不应采用先攒至第三含水居侯抽完一
、

二
、

三含水屠的混合水后
,

再挨次封去下部的含水

唇
,

挨次抽回头水的办法
。

对于三个以上的含水居
,

亦应如此
。

此外
,

在一切抽水藏盼攒孔中
,

无渝是否选行混

合抽水
,

对于抽水简距的划分
,

都不宜过大
,

否 lRJ 将

因岩粉堵塞作用的影响
,

而不能镬得真实的桔果
。

特

别是在含水居与隔水居翌育不明颖的隆相地居 中
,

尤

应注意
。

一般抽水简距的划分
。

以 50 ~ 1 00 班 为宜
,

但在深部地居中可以稍大一些
。

七
、

桔 藉

1
.

本文所提出的各项公式都是根据鸿布衣集水

井公式推滇出来的
。

因此
,

其理渝上的正确程度与鸡

布衣公式完全相同
,

即蟾布衣公式所存在的一 些 缺

点
,

在本文所提出的各项公式中亦同样存在
。

2
.

本文所提出的各项公式
。

在理渝的威密程度

上
,

完全与卡明斯基公式及舒尔采公式相等
。

但在应

用范圈上蛟卡明斯基公式及舒尔采公式为宜
。

3
.

本文所提出的圈解法
。

虽在作圈时可能带来

某些入为汲差
。

但他比公式针算法具有更多的优点
,

它不但提脱了鸿布衣公式所存在的全部缺点
,

而且江

考窟了静多公式所存在的全部缺点
,

而且还考虑了养

多公式所无法考虑选去的各种自然因素
。

而且它的昆是

差是随着曲袋上控制点数的增加而减小的
。

至于抽水

时的殷差
,

R[J 是与公式舒算法所共同的
。

盛
.

对于三个以上的含水屠淮行混合抽水时
,

以

采用圈解法为宜
。

而采用公式舒算
,

只是一种近似方

法
。

5二 分唇混合抽水方法应主要适用于攒孔深度大

而抽水段数多的情况下
,

至于抽水段数少而深度不大

的攒孔则以淮行含水居隔离为宜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隔离含水唇井不很困难
,

而能蛟分居混合抽水保持更

小的改差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