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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漏斗形成后
,

裂隙水就反过来补给孔隙水
,
因

而裂隙附近的孔隙水就回升快
,

结果就使西观原 2 孔

的水位超过了西观 3 号孔的水位
。

当二者的水位差消

失后
,

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平衡状态
。

借助纽曼理论求得的导水系数见表 7
、

表 8
。

可

以看出
,

同一试验裂隙的导水系数是孔隙导水系数的

1
.

5一 2倍
。

西峰抽水试验导水系数计算结果 表 7

图 18 西观S
、

什观 2号孔 卜l ` t曲线

动性
,

在抽水过程中容易被带走
,

裂 隙也 就被 疏通

了
。

这即增强了裂隙的导水性能
,

又扩大了井的影响

范围
,

远的孔隙水才能通过裂隙不断流向抽水井
。

所

以黄土井出水量大要具备裂隙发育多
,

延伸远且连通

性好这个条件
。

在源区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

在条

件基本相同的地方
,

相邻的几口井
,

出 水 量差 异较

大
,

就是由于各井裂隙发育多寡
,

延伸的远近和连通

性的好坏不一样造成的
。

至于抽水过程中
,

井的出水量随时间增长有所减

少的原因
,

是由于降落漏斗不断扩展
,

一部分含水层

被疏千
,

补给途径增长
、

补给且有所减少造成的
。

这

正是黄土渗透性能差这一特点的反映
。

西观 1 号孔在抽水开始几分钟水位降小于西观 2

号孔的原因
,

看来是由于西观 1号孔在静水位附近局

部裂隙不发育造成的
。

停抽后的情况
:

停抽后
,

水头差还存在
,

大量的

水沿裂隙流来
,

而井附近裂隙体积有限
,

孔隙的渗透

性又差
,

所以使得裂隙水的水位迅速回升
,

在不长的

时间内就赶上了孔隙水的水位
,

然后超过它们
,

形成

反漏斗
。

孔孔 号号 主孔孔 1号孔孔 2号孔孔 原原 3号孔孔 5号孔孔 4号孔孔
22222222222号孔孔孔孔孔

TTTTT 2 2
。
0 333 2 4

。 4 666 2 3
。

2 444

…
1`

’
3 333 1 6

。
7 333 1 5

。

6 444 1 5
一

111

(((米 V 日 )))))))))))))))))

索罗抽水试验导水系数计算结果 表 8

孔孔 号号 主 孔孔 4 号 “

……
1 号孔孔 2 号孔孔 5 号孔孔

TTT (米V 日 ))) 13
。

2 222 1 4一……
8

。
1222 7

。
2 555 6

。
9 666

根据以上资料的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源区黄土层是一个以孔隙储水为主
,

以裂隙导水为主

的孔隙一裂隙含水层
。

以上几组试验的规模较小
,

一些问题如黄土裂隙

的分布规律等都还有待进一步做工作
。

另外
,

几组试

验中未下管的裸孔一般都只能反映孔隙水的性质
,

也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搞清源区黄土层潜水的赋存状态和运移规律
,

对

计算坂区潜水资源和研究其他类型的黄土潜水都是有

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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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评价科研成果评审会

河南商丘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评价研究
,

是国家重

点科技项 目
.

大面积地下水资源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中攻关课题之一
。

这项研究工作是由河南地质局水文地

质管理处
、

北京大学数学系
、

武汉水电学院农水系及商

丘地区水利局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同完成的
。

为了全面

审查这项科成果
,

地质部科技局于 1 98 1年 9 月在 北 京

召开了评审会
,

邀请和参加会议的各有关部门和各省
、

市水文地质队的代表约五十多人
。

会议在听取了报告编

写单位的全面介绍后
,

以严肃认宾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和

评议
,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资料丰富
,

内容充实
,

是我国

近年来对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评价的一份较为突出

的科研报告
,

特别是在浅层地下水参数的研究方面
,

取

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
根据计算成果

,

报告还因地制宜

的提出了浅层地下水开发利用分区和综合治理旱涝碱成

的方案
。

报告对黄淮海平原以及我国其他类似的地区
,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评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
,

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将由报告提交单

位研究补充修改后
,

正式出版
,

供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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