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表现
,

后一个过程是区域地下水流补给引起的
。

这

类井孔水位变化特征
,

取决于爆心距大小
、

井孔深度

及区域地下水补给条件等
。

四 几点认识

经过两次地下核爆炸的井孔水 位动 态 观测与研

究
,

得到如下的初步认识
。

( i 》 核爆引起的井孔水位变化
,

在近场经历突

升一下降一回升三个过程
,

在远场经历下降一回升两

个过程
。

( 2 ) 核爆引起的井孔水位突升现象
,

反映了含

水层爆时受压变形的效应
。

这一效应说明了基岩裂隙

潜水含水层中的井孔水位具有反映地壳应力活动的能

力
。

这种能力的大小
,

主要取决于井孔距力源的距离
,

同时还和含水介质的孔隙度有关
。

( 3 ) 核爆后井孔水位的急速下降现象
,

反映了

爆心空腔的倒塌与外围岩体的松动效应
。

出现这种效

应的井孔分布范围约比受压变形效应的井孔分布范围

大一至二倍
。

这可能说明了井孔水位对地壳拉张的反

映能力强于对地壳压缩的反映能力
,

对于地壳破裂的

反映能力强于对地壳变形的反映能力
。

这种认识
,

对于地震地下水位微动态形成机理的

理解
,

及对于地震地下水位动态观测井的选择和揭示
:

为什么地震地下水位前兆异常形式以下降为主
,

前兆

异常出现时间以短临为主的问题
,

都是十分有益的
。

其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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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下含水层储能技术与应用研究
”

通过评审

评 审验收会于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四 日在上海召开
。

会

议由地矿部科技司主持
。

含水层储能是一项投资少
、

收益大的节能措施
,

不 仅节

电
、

省 煤
、

节水
、

调整用电负荷
、
工程费用低

,

收效快
、

管

理方便
,

而且对 控制地面沉降起了积极作用
`
上海纺织

、

轻

工
、

印染
、

化工
、

宾馆及影剧院等行业
,

夏季用于空调降温
、

冷却洗涤
,

每年以
“

冬灌夏用
”

井中抽 出 约 1。。。万米
3

低温

水
,

与使用氨冷冻机相比
,

可节电 3 37 4万度
,
每年 从

“
夏溜

冬用
”

井中抽出约 4 00 万米
3热水

,

用于采暖调湿及锅炉用水
,

可节省 880 万吨标准煤
。

纺织系统受益最大
,

能量的三分之二

取自地下水
。

1 98 5年抽水量 8 50 万米
3 , 比天然井水增加冷量

8 5。亿大卡
,

节电忍 55。万度
,

节省制冷机械投资 4 0 0。 万元
。

为了总结上海地下含水层储能的经验
,

总结较完整的回

灌技术工艺
,

深人研究含水层储能的机制理论
,

提高 含水层

储能利用效果
,

指导含水层储能工作的全面开展
,

地 矿部将
“

上海地下含水层储能技术 与应用研究
”

列为重点科技攻关

项目
,

实行生产
、

教学
、

科研三结合
,

在有关方面大力协作

下
,

通过建立储能试验场
、

试验点
,

进行了不同灌采 周期的

试验研究
,

得到了 多项技术参数
,

编写 了八个分课题的研究

报告和二十多万字的 总结报告
,

取得了重要成果
。

(袁兆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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