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 用非稼定流混合抽水试验确定含水层

水文地质参数的方法
”
一文的意见

张 满 贵 高 敬 亮

解方程组得 《 方法 , 中 ( 5 ) 式
.

姚一内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 1 9 8 。 万5 期发表的 《用非

稳定流混合抽水试验确定含水层水文地质参 数 的 方

法
》 (以下简称 《 方法 , ) 一文

,

提出了符合泰斯公式

假定条件的两个自流水含水层 ( A 层和 B 层 )
,

在已知

A 层静止水位 ( B 层静止水位未知
,

混合静止水位亦

可未知 ) 情况下
,

通过三次定降深非稳定流混合抽水

试验
,

分别计算两个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的方法
。

笔

者认为
,

从理论上讲这是不可能的
, `方法 》 中所推导

的基础公式 ( 5 ) 和 ( 7 ) 是不能成立的
。

为了方便起见
,

现以 A 层水位高于 B 层水位
,

混

合抽水时
, A 层

、
B 层水位降和流量均为正值的情况

为例 (如图 1 ) 分析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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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方程组中
,

实际上 义
, = 1 + 鱼

5 月
及 又

: = 1 +

李
,

将其代入 ( 5 ) 式
,

分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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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5 ) 式及由该式所得 出 的 ( 7 ) 式 s , ,

都是不能成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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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例而言
,

当混合抽水时
,

含水层 左的第二
、

三次水位降深值
,

与其第一次降深值 ` ,

之差 凉:

及 d
: ,

也是含水层 刀 的相应降深值之差
。 《方法 , 用 降深比

之
, 、

又
:

及降深差 d , 、
d

:

建立的前述第二个方程组
,

如

不采用降深比 月
,

及又
: ,

而改用降深差 J 孟及 d
:

表示
,

按
《
方法

,

规定条件
,

第二个方程组可改写为
:

厄一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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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设
a 、 b 分别为 A层和 B 层静止水位

,
动

、

ab
了 、

ab
扩
分别为混合抽水试验时三次降深的稳定动水 位

;

其它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与
《
方法 , 同

。

当进行三次定降深的混合抽水试验时
, 《
方法

,
令

少,

时刻的混合流量及 A
、

B 两层的分层流量分别为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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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方程组后两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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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后两式为同解方程
。

在上述方程组中
,

用两

个方程
,

求解 q , 了 、

办
,

及 ` ,

三个未知数
,

一般是不

可能的
。

当混合抽水某次降深的混合动水位高于 刀层静止

水位
,

以及 B 层水位高于月 层水位等情况
,

其结果与

上例完全相同
,

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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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计算渗人系数新经验公式 ” 的讨论

杨 树 山 李 保 中

今

几年来
,

一些生产单位利用了李传说在
.

计算 渗人系数

新经验公式及其应用
.

一文提出的公式 计算降水人渗系数
。

如华北有的省份采用该公式估算山区降水人渗系数
。

其 具体

计算结果
,

石灰岩地区
,

一般降水渗人系数都在 O
。

吓以上
,

还有一些地区高达 0
.

9 以上
,

其他岩类岩石分布地区
,

求 出

的降水渗人系数也在O
。

50 一。
。

60 以上
。

运用上述渗人系数估

算的地下水资源
,

比其他常用的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计算的

地下水资源大二
、

三倍以上
。

针对上述问题
,

有必要对计算

诊人系数的
.

新经验公式
,

进行讨论
。

按
`

新经验公式
,

所指的渗人系数 ( a ) 的定义
6 二卫 ` 1 )

式中
x

—
年降水里

, 口

—
年渗人量

。

在没有外来地表水情况下
.

Q 二 x 一 夕 一 `

式中 ,

—
年地表水流出 t , ,

— 年燕发 t
。

于是

( 2 )

令

则得

“ = 兰 竺 笋二
X

五 胃 盆 一 夕

五= ` + 召苦 ( 3 )

、

如能证朋 ( 3 ) 式羞本上为一直线方程式
,

就能较 方便

地推导出求 。 的公式来
。
原作者便利用 五

、 二 的 观测资料点

绘 T 散点图
。

并根据 1 96 ,
、

1 0 7 1
、

1 9, 2年三组 几
、 :

观 测资

料
,
得出几

、 ,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结论

。

并认为燕发 盆
召

是每年大致相同的数值
,

近于常数
,

作为系数的 “ 视 为近似

的常数
。

我们认为
,

上述方程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

1
.

在原作者假定
, 与 “ 是常数的前提下

,
( 3 ) 式的物

理愈义与回归直线方程的系数的意义不同
。

几
、 二

两个变量间存在着线性关系
,

从统 计得出的直线

回归方程的一般形式为
:

汤 , b + a 公
( 4 )

而回归系数 香与 ` 是该回归直线的截距与斜 率
,

该式根本不

用考虑蒸发量
考
就可建立

.

分析 ( 3 )式与 ( 4) 式可知
,

这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方程
,

( 3 )式是均衡方程 (或理论方程 )
,

必

须考虑
, 项

,

且 汤与 二
之间是函数关系

, 而 ( 4 ) 式是回 归

方程 (或经验方程 )
,
石与

二
之间的关系是统计关 系

。

其方程

中的回归系数完全由变盘
x 、

汤之间的统计关系决定 的
,

不

具有物理意义
。

2
.

从数理统计学上讲
,

在散点图上只有三个点就确定一

条
.

直线
. ,

是缺乏根据的
, 况且这三个

.

样本
,

点对
`

母休
.

的代表性并不十分好
。

据济南市降水盈来看
, 1 9 6 9 年

、
1 9 7 1

年
、

1 9 72年三年的降水t
,

无论是采用两年降水 t (0
。
4x’

_ : +

O
。
6幻 ) 还是采用当年降水 t

,

它们都是处于平水年
,

未能包

括丰水年情况及枯水年情况
。

因此
,

这三个点确定的
.

直线
, ,

难于保证对其他各点也成立
。

只是由于原试验地段 降水盈等

观侧时间太短
,

无法具体点绘其他年份几
,
与幻散点图

。

但统

计要求
`

样本
,

至少大于变 t 个数的 S 倍
,

显然 原
`
直线方

程
,

的建立没有满足这一前提
。

3
.

关于燕发盆
。

在推导
`

公式
,

时
,

原作者不止一处提

到
.

经验证明
,

燕发t
考
是每年大致相同的数值

. ,

但同时
,

原作者也注惫到
.

而实际每年 “ 、 ,
也不会完全相同

, ,

所以

又进一步指出
`

把 “ 、 ,
各年的近似数值当作常 数在客观上

是否完全合理
,

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根据于牙河水系各水文站水面燕发资料分析
, 可 以看出

不但不同地区水面燕发 t 不同
,

就是同一地 区
,

不同年份水

面燕发 t 差别也很大
,

观测系列较长的朱庄站与微水 站
,

燕发

l 大的年份与燕发盆小的年份相差近一倍 〔3 1 8 5
.

4一1 5 3 2 ·
9

毫米
, 2 8 3 0 .

8一 1` 3 7
.

2毫 米 )
。
而太行山区其他水系

, 水面

燕发 t 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别也与此类似
。

因此说
,

原 文作者

为了推导公式的方便
,

把难于观侧的总燕发 t 简化为
`

常 t
, ,

恐怕与客观实际出人较大
。

这样
,

原作者推导公式 的前提就

难于存在
, `

新经验公式
,

就需要改进
。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科 技情 报

》 , 1 9 7 3 年
,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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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两含水层的分层抽水流量
,
不能用上述方程求

出
, 《方法 ,中提出的用混合流最中分层流量体积比

,

`

大致了解 A
、

B 两含水层的水质情况
.

的计算方法

无从实现
。

另外
,

第二含水层的静止水位
,

同样不能

用上述方程求出
,

这样就无法判别混合抽水时
,

是否

只有一个含水层出水
,

其水质与另一含水层无关的向

题
。

笔者认为
,

即使两含水层的抽水流量和第二含水

层的静止水位能够求出
,

也还存在着当两含水层地下

水进行混合后
,

有可能产生化学变化
,

以及由于所采

取的棍合水样中
,

两含水层水体积比
,

未必能和混合

抽水时所抽出两含水层的水量比相同等问题
。

在确定只有某层出水的情况下
,
出水层的水质向

题
,

当然是可以探求的
。

但抽水时间要长
,
以避免受

井中原贮存地下水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