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待进一步研究的问且

在地下水海水人侵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中
,

还有许

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

这主要是以下几个方

面
:

( 1 ) 淡水一海水过渡带范围的影响因素研究
。

前面曾提到
,

有的地区过渡带很宽
,

有的则很窄
,

对

形成过渡带宽窄不同的原因还缺少深入的研究
。

很有

必要对如降雨补给
,

人海径流
,

潮汐作用
,

含水层水

动力弥散特性和水力传导特性
,

人工取水等各方面的

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和研究
。

( 2 ) 突变界面模型的应用问题
。

突变界面模型
,

无论是一维的或二维的
,

解析法或数值法
,

在解决实

际问题时应用较为普遍
,

因为方法比较简便
。

但在实

际应用时
,

往往还要估计过渡带的范围
,

因此就提出

了这样的问题
:

突变界面与等浓度面的关系如何? 有

人假定突变界面代表 5 0 %海水浓度的等浓度面
。

究竟

这种假定的合理性怎样
,
过渡带宽度如何估计

,

还缺

乏研究
。

此外
,

淡水入海渗出面附近
,

有较大的弥散

区域
,

此处的突变界面假定与实际出人较大
,

如何在

模型上妥善处理这个向题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 3 ) 非均匀各向异性含水层的三维数值模型的

实际应用有待进一步改进
。

这主要是当界面位置的调

整或变动而越过不同介质特性区域时
,

数值模型如何

有效地加以理处的问题
。

相应的
,

有关参数的野外测

定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4 ) 滨海抽水井的盐分侵入
,

经常采用突变界

面模型
,

作为升锥体 u( cP oD 宜n g ) 现象来处理
。

实际

上这是一种移流弥散问题
。

在这方面还缺乏研究
。

( 5 ) 海水入侵的移流弥散模型至今大多仍停留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上
,

还未大量地投人实际应用
。

这主要是实际测定弥散系数的困难以及计算机容量和

速度上的限制 (或者通过计算费用表现出来 )
。

从发展

来看
,

此种模型应是更有应用前景的
,

需要进一步研

究和改进的
。

本文为水电部水利水电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工作内

容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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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港口工程建筑中
,

常迁到一种由淤泥 或淤泥质土和

各种砂 (或砾砂 ) 混杂堆积的
“

混合土
. ,

具有特殊的工程地

质特性
。

在实际工程中因不掌握这类土 的特征
,

致使判断失

误
,

导致工程事故的发生
。

为了正 确认 识其 性质
,

交 通 部

《地基 》
规范编写组委托第一航务工程勘察 设计院从事淤泥和

砂均匀拌合的
“
混合土

”

的专门试验 研究
,

于 19 8 5年 12 月在

天津召开了研究成果评审会议
。

会议认为
,

我国航务工程系

统首次对
“
混合土

”
所做的大量试验 研究

,

揭示了这 类土的

某些特性
,

并为进一步开展 研究打下了基础
。

研究 表明
,

这

类土的物理力学性质随淤泥和砂的配比复化 而有明显地规律

性
。

试验 得出
,

以砂粒含量为 60 一 70 %为界
, `
混合土

,

呈现

不同的力学性质
。

由于试验是用人工均匀拌和的试样
,

不能

完全反映天然 土的性状
,

故目前研究的成果尚不宜直接用于

实际工程
。

尽管如此
,

该项研究仍具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与会代表认为
,

为了深人了解
`

混合 土
,

的特性
,

有必要列

人计划进一步开展研究
,

以获得更完善地研 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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