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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潜水含水层渗透参数的
“

割离井法
”

李
·

佩 成

西北衣学院水利系 )

提 要

一九七
一

七年
,

作者提出把计算井群的
“

割离井法
”

〔1 〕 〔2 ) 〔3 ) 用于测算潜水含水

层的渗透 参数 〔7 〕
。

三年后的今天
,

通过实践
,

作了补充予以 正式发表
。

全文共分六节
。 ‘

一
’

是引言 ; 在
‘

二
’

中简要的介绍了
“

割离井法” 的主要公式和图

表 ; 在
‘

三
,

中介绍了应用割离井公式求解参数的具体步骤
,

并在
‘

四
’

中举算 例 作 了 说

明
。 ‘

五
,

是根据实际工作得来的初步体会写出的
‘

关于 “割离井法
”
抽水试验的特 殊 要

求 及其实现
, ; 在

‘

六
’

中 简述了该方法的理论基础
。

有关的辅助计算用表附在本文的最后
。

一
、

引 言

测算水文地质参数
,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测算含水层渗透参数理论方法的研究
,

乃是

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中 《大面积地下水资源 评价与评价理论方法研究》 的攻关内容之一
。

因为在评 价地下水资源
、

没计井群
、

规划人工补给系统
、

开展动态预报时
,

如果上述参

数是不可靠的
,

则无论人们采用何种先进的计算机器
,

把精度要求到小数点以后十位百

位
,

也难免舍本求末
,

徒劳无益
。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造成错误
。

正因为如此
,

在水文地质勘测巾为了追求较为可靠的参数
,

室内室外化费 大 量 人

力
、

物力
、

财力
,

占 !月不少可贵的时间
。

许多工作人员不避风雨
,

不论 寒暑
,

日 夜 看

守
,

精心观测
,

理应善有善报
,

获得 良好的结果
。

但却往往事与愿违
,

取得的大量资料

一经公式计算
,

常如碧玉坠碎
,

令人可惜
,

套用不同之公式便得不同之结果
,

相差数倍

数十倍
,

何者为准
,

真伪难分
。

近年来
,

在抽水试验和资料整理中
,

国内外 又都开始应

用非稳定渗流理论
,

当然是个发展
。

但是
,

具体到所用计算方法
,

例如泰斯 方 法 〔4 〕

〔5 〕 ( 6 〕或者来源于泰斯方法的其它非稳定 计算方法
,

也都存在一些问题
,

将其使用

于潜水含水层时
,

更显得削足适履
,

令人担心
、

!

基于上述心情
, 工9 7 7年作者提出了测算潜水含水层渗透参数的

“割离井法
” ( 7 )

。

此后的三年多来
,

在各方面的鼓励和帮助下
,

又作了一些工作
,

特别是进行了专门的验

证性的野外试验
,

结呆是令人鼓舞的
,

情况表明
,

她也许是一种比较简单准确
,

经济有

效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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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在科学领域中
,

一种学说
,

一种见解
,

是真是伪需经实践的反夏检验
,

即是

基本正确的东西
,

也还要不断完善
,

更何况示人之坯朴
,

差错难免
,

作者敬希同行同志

试 用修正
、

批评指导
。

二
、

关于 『割离井法 J及其计算公式图表的简介

关于割离井及豁离井法的完整概念
,

作者已在文 献 〔1 〕 〔2 〕〔3 〕中 叙述过了
,

参看 ( 图 1 )
。

概活地说
,

所渭割离井
,

就是一个在不透水的外园边界中工作的井
,

这

个不透水边界的作用以数学符号表示
,

即为

当
r 二 R 。时

日H { _ 八

—
」 ‘ U ;

刁 rI _ _ 。

{
l 浅 爪 0

�
.
IH|

0. ‘

1吐下如

地下水位降落曲线
_ _ 几 _ = 二 _ _

一全l坑
-

H勺r
.

:

举云:
图 1 割离井工作示意图

H一起始水位 ; H 一抽水 t 时距井
r

处之水位
;

△h一水跃值
; h

,

一抽水时井内水位
;

h
。 = h

, + △ h一进井水位值
; r 。

一井筒的半径
;

R
。

一周界半径 ( 取水半径 )
。

所谓割离井法
,

即是作者提出的通过解剖计算一 眼分割出来的单井而进行井群计算

的方法
。

在本文中也可以理解为计算 ( 图 1 ) 所示的 单井的方法
。

这个割离井的计算公

式是根据非稳定渗流理论推导的
,

计有
:

1
.

计算水位变化的公式
:

H = h 。 ·

{一
s。

会
,

D
。

h
。

一 ‘一日:
、

}
、 fl = 1 /

式 中 D
Jo ( 入

二 x o ) J
, ( 入

。

)

JO “
(入

。 x o ) 一 J
: 2

( 入
。

)
( 2 )

h
. = h ( 入

。 x ) = JO ( 入
。 x ) y 、 ( 入

。

) 一 J : ( 入
。

) y o ( 入
: X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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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J
、

—
第一类零阶和一阶贝森函数

;

y o ,
y l

—
第二类零阶和一阶 贝森函数 ;

入
。

一
贝森方程的特征值

,

可由方程式

Jo ( r 。 r o ) y l
( 入

。

R o ) 一 y o ( 入
。 r o ) J

:
( 入

n

R o ) = 0 ( 4 )

求出
。

入 的角注
‘ n ,

表示在级数 中所取
‘

入,

值的项数
,

在我们的公式中取 其四项
,

亦 即

入
, , 入: ,

入
3 , 入‘ ,

就足够精确了
。

若令
争

= “ o,

止 、 0

则 ( 4 ) 式可变为

Jo ( 入
二 x o ) y ;

(入
.

) 一 y o ( 入
。 x o ) J

,

( 入
。

) = 0

在 ( l ) 式中
e

—
自然对数之底

,

其值为 2
.

7 1 82 8.
· ·

⋯ ;

t

—
抽水延续的时间

;
可用昼夜或日计

刀 = a

/ R
。 ’

( 6 )

a 二里也P

拼
( 7 )

‘a ,

一般被称为水位传导系数
,

它的因次是 L ’

/ T ,

单位可用米
’

/ 日
,

因为日
= a

/ R
。 ’ ,

所以 刀的因次为等/ L
“ 二 T 一 ‘

K

—
渗透系数

,

拼

—
给水度

;

h p

—
平均水深

,

其余符号如 ( 图 l ) 所示
。

2
.

计算出水量的公式

作者建议将 日称作渗流扩展系数
,

单位可用 1 / 日
。

米 / 日
;

也就是浸润线以下的含水层的平均厚度
,

以米计
;

Q = 、·K h 。s 。

;
。

。 e 一
入

。 2

ot
8 )

(一)
式 中 B

J
,

丁0 2

( 入
。 x o

入
。

)
一 J

; “
(入

。 ( 9 )

s。 = H 。一 h 。

—
抽水井的水位降

,

以米计
,

其余符号同前
。

3
.

计算图表

为了便于利用公式 ( 1 )
,

( 8 ) 进行实际的演算
,

作者绘制了辅助计算的图表
.

¹ 水位系数表
:
应用此表可根据不同的X 。值查出 入

。

值和 D 。

值 ;
可根据 不 同 的

X 。值 和 X =

云
值查取相应的 D

·

h
·

值 ; 该表见附 ( 表 ‘

º 流量系数表
:
用此表可根据不 同的 X 。值查取对应的 入

。

值和 B 。

值
,

见附 ( 表

2 )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3 1年第 4 期

为了查取表中未列出的中问数值
,

又编绘了
:

¹ X 。~ X 一D
。

h
。

关系曲线
;

º X 。~ B 。

关系曲线
;

» X 。一入
。

关系曲线
。

关于这 些曲线
,

图表及其编制过程 叮见文献 〔1〕〔2 ) 〔3 〕中的介绍
,

此处 不复

赘述
。

三
、

应用
“

割离井
’夕

公式求解参数的具体步骤

在
‘

二
,

中介绍了割离井公式 ( 1 ) 和 ( 8 )
,

即

H 二 h 。·

{一
5 0

垦
,

D 。

h
。 e 一

‘
· ’

日

作
、 n = 1 尸

Q 二 、兀 k h 。。0

垦
。

。 e 一

*
。 Z ot

( 8 )

为了求解参数
,

可将 ( 8 ) 式改写为

K 二
一一

-

一一
一

一卫一
4

4 万h 0 5 0 万 B
。

( 10 )
一
入

。 “

吕t

n = l

( 1 ) 式和 ( 10 ) 式即为求解参数的联立方程式
。

通过非稳定抽水试验
,

可 以测得在某个 t 时刻井的 取 水半径 R 。 值气 相应的井 出

水量 Q 值 ,

井水位 h , 、

降深 S 。 以 及距抽水井
r
处的水位 H 值

。

有了这些数值
,

便 可

代入 ( 1 )
、

( 10 ) 中解出 队 k ,

进而推算出
a 和 拼 ,

其具体步骤如下
:

‘
·

根据已 知 的 X 。 二

瓮
, X =

六
值

,

应用有关 图表查出‘目应的入一 D
·

h
·

值
。

当

然 D 。 h 。

也可不用图表而直接利用公式 ( 2 )
、

( 3 ) 计算
。

2
.

将已知的h 。 , S 。 , D n

h
。 ,

入
。

以 及时间 t 值代入 ( 1 ) 式 ;

3 .

解 出该式中仅存的末知数 刀值
。

为此
,

可应用试算法
,

亦即设取若干个不 同的

刀值
,

求得对应的 H 值
,

然后作出 “
刀一 H 关系曲线

” ,

再由实测的 H 值查 出 相 应 的

刀值
;

4 .

应用 B n

一X 。
关系表或曲线

,

查取对应于已知 X 。 值的 B 。

值 ;

5 .

将 已知的 Q
、

h 。
、

S 。
、 B 。 、

入
。

以 及由 ( l ) 式求出的 日值代入 ( 10 ) 中
,

从

而求出 尚存的唯一末知数一一渗透系数 K 值 ;

关于此处所用的 “取水半径 ” 的概念
,
以及为什么可把 这个取水半径视为实际 的某个 隔水边界 的 半 径

,

可

参见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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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由于 日二 ’

黔/ R0
2 =

命
所 以 ( 1 1 )

因而
,

在将

二 日R 。 2

R 。 和 日俏代入 ( 1 1 ) 之后
,

便可求出传导系数 a 傲

7
.

由于 a
K h P

拼
( 1 2 )

所以
,

_ K h p _ K }l p

a 日R o “ ( 1 3 )

故将 已知的 K
、

h p
、 a 值或 队 R 。直代入 ( 1 3 ) 式 中便可求出给水度 拼值

。

完成这些步骤之后则所有的渗透系数
a , K , “ ,

日都被求出来了
。

四
、

算例

有一潜水含水层
,

其厚度H 。 = 20 米
,

试验井穿透含水层到达不透水底板
。

井 径 2

米
,

亦即
: 。 二 l 米

; 在该井上进行定落程的抽水试验
,

并将水位降 S 。 固定为 6 米
,

从

而 h 。 = H 。 一 S 。 = 1 4米
。

在抽水进行到 t = 2 昼夜时
,

观测到水位变动刚刚波及到 距 主井 20 0 米的观 测 孔

中
,

而在距主井 10 米

—
亦即 r 二 10 米的观 测 孔内此刻 水 位 下降 2

.

8 15 米
,

或 即

H 二 2 0 一 2
.

8 1 5 = 1 7
.

1 5 5米
,

这时井的出水量 Q = 6 3 2
.

2 3 5米
“
/ 日

。

根据上述抽水试验所获资料计算渗透 参数如下
:

已知资料计有
:

t = 2 日
,

H
。 = 2 0米

,

S。 = 6 米
,

卜。 = x生米
,

r = 1 0米
,

H = 1 7
。

1 8 5米
,

Q = 6 3 1
.

2 3 5米“
/ 日

并将 t = 2 日时候的水位广展远度 20 0 米定为取水半径或即
“

准隔水边界
” 的 半

经
,

即

R 。 = 2 0 0米

应用这些资料根据公式 ( l )
、

( 8 ) 计算
,

先求出

二 0
。

0 5
0一)0‘一nU1

一l卜J曰

��9一一

r

一RoX 二

X o
_ r o _

R o 赤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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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此
,

由附表 I 查出相应于 X 。 = 0
.

0 0 5 ,
X = 0

.

0 5 的 入
。 、

D
。

h
。

及B
。

值列入表 1 中

表 l

入
1

0
。

6 6 7 D
1

h
l

一 0
。

1 5 5 7 O
。

1 1 0 4

入
2

一

一h
一沼一 斗n乙一刁一 峥

丙

人

2 1 4 一 0
。

0 3 0 9 0
。

0 2 1 0

入
3 7

。

4 4 6 D 3

h
3

一 0
.

0 2 2 0 0
。

0 1 5 0

入4 1 0
。

6 6 4 D ,l h ‘ 一 O
。

0 18 1

BBB
222

BBB 333

0
。

0 1 3 4

将已知诸值代入公式 ( 1 )
,

即

r 4

H = ”o +

{
一 兀 S

。 _

万

k n =

D
。

h
。

一‘
· ’

日

公
再设取若干 日值

,

用试算法求出相应于实测 H 的 日值
,

进而依据该 日值算出所求参

数
。

具体进行如下
:

( l ) 设 日
: = 0

.

0 0 4 2 5 ,

则

H 二 1 4

小
8

.

8 4 9 6

〔
一 O

。

15 5 7 一 0
。

0 3 0 9

0
。

8 8 9 7 7 8 x o
。

0 0 4 2 5
e e

3 5
。

5 1 5 6 x o
。

0 0 4 2 5

一 0
。

0 2 2 0

e 1 1 0
·

8 8 5 8 3 X 0
.

0 4 2 5
屯葱易{重咒丽刻 1

=

弓

二 1 , 二 f
.
。 _ _ _

r 一 0
.

1 5 5 7
一

0
.

0 3 0 9
.

= 1 任 一 l 一 1 8
。

8 4 9 6 1
. . 于 U 州 + 一

, 户 竺竺上卫 +

飞
- -

一
、 1

.

0 0 4 1
.

1 6 3

H = 1 7
.

8 3 2米) 1 7
.

1 8 5米实测值
。

再设一个比较大的 日值
,

令 日
= 0

.

0 4 2 5 ,

则

一 0
。

0 2 2 0

1
。

6 0 2 5
厂炙群川

一 1 7
·

8 3 2米

即º

、

月补打
‘.土一on一Q�11一5八曰一八O八U一Q�

+

。 _ , 、+

)
一 1 8

.

8 4。6

l

一 O

e 4

0 2 2 0

7 1 2 6
十

O刁�J住

�一�
�一e

+

门了一Q口一从d一L了口二一no
J
.上一n甘

卫e0
./1、

一{一
一 0

。

1 5 5 7

1
。

0 3 9

一 0
。

0 3 0 9 一 0
。

0 2 2 0

4
。

5 2 4 5 1 6 0 0

、

+ 略)
= ‘6

·

9 5 3米

即 H = 1 6
.

9 5 3米 < 27
.

1 5 5米实测值
。

看来
,

差值又从相反的方向增大
,

故知实际的 日值应在 0
.

0 04 2 5到 0
.

0 4 2 5之问
。

» 设令 日= 。
. 0 0 7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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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H = 14 +
一 0

。

0 2 2 0

{
一 1 8

。

8 4 9 6

尹
卜。

!

1 1 0
。

8 8 5 8 3 火 0
。

0 0 7一e+一门了一n以�n口

Q以工n甘n��,、no一
、J

n钊�八卜�
.10

八曰一,1
�
一l口

一LO一八O一e十一一了�八U

豁
.1一78

�日一勺了
一

一

89一gU
一e0

f/.、

八荞�‘.土

一

产!l

!
J”,d月�

、...
、

......户

一 0
。

0 1 8 1

e 2 2 7
·

2 7 1 2 X 0
.

0 0 7

一 〔

一}即

H = 2 7
.

6 3 2 > 一7
.

2 8 5米之实测值
。

¼ 设令 刀
二 0 .

01 则

H = 14 + {一 18 . 8 49 6

狡
〔

一 0 。 15 5 7
e o · 0 0 8 8 9 8

一 0
。

03 0 9 一 0 . 0 22 0
e o · 35 615 6 e l ·

10 8 8 5 8

= 17 . 4 8 9米
,

H = 17 . 4 89 米 > 17 . 185 米之实测值
,

但已相当接近
。

½ 再设 刀二 0 .

02 ,

则得

H = 17
. 213 > 17 . 185 米之实测值

,

已经十分接近
。

至此
,

我们已经得到了大于和小于实测水位
‘

17
. 185 米

’

之一系列 H 值
,

据此可以作

出 日一 H 关系曲线如 ( 图 2 ) 所示
。

工l
(米 )

0 0 . 0 10 0 , 020 0 . 0 30 0 · o‘0 刀

图 2 刀一H 关系曲终

在该图上
,

当 H 二 17
. 18 5米时

,

沿着箭头所指示的方向反查出对应之 刀值为

刀
= 0 . 0 212 5

在求出 刀之后
,

按照
‘

三
’

中所介绍的步骤再用公式 ( 10 ) 即

K 二
Q

4 军 h 。S 。 B
. e 一

入
。

日t ( 10 )
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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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知值

以及表

t = 2 日

h
。 = 1 4米

S = 6 米

Q = 6 3 一 2 3 5米
“
/ 日

刀
二 0

.

0 2 1 2 5 ’

/ 日

中所列之相应的 入
】1 , B

。

值代进 ( 1。 ) 式 中
,

则可求出 K 值
,

亦即

Q

4

4 万 h
。

S
。 万

B
二 e 一

入
. 2

日t

一 一 旦鱼丛翌旦i 即
4 又 3

。

14 1 6 又 1 4 X 6 ( 0
。

1 2 0 5 )
’

得

因 刀
=

5 米 / 日

K h p / 。 : _ a

—
/ 」、

n

一 二
~ - 尸 下囚

~

“ /
”

尺
。 ·

~

a 二 B R 。 ’ = 0
.

0 2 1 2 5 x 2 0 0 2 = 8 5 0米
2

/ 日

又因
K h P

一 拼

_ K h p

a

5 义 1 7 8 5

8 5 0 8 5 0
二 0

至此
,

则全部的渗透 参数都被求出来了
,

即

{
K 二 5 米 / 日 ;

{
“ 二 。

’

‘
. _

.

}是
二 ‘5。米

’

‘日 一 8
’

5 “ ‘。
脚 日

’

、办 = 0
.

0 2 1 2 5 = 2
.

1 2 5 又 1 0
一 “

l / 日
。

从算例可以看出
,

籍助辅助图表用该方法整理资料
,

进行计算并无艰深困难的数学

问题
,

只要注意技巧
,

按部就班的进行
,

计算过程 也不复杂
。

如有包含
‘ e ’

键
’

的 电 子

计算器相助
,

则尤感轻松愉快
,

一组资料不消几个小时便可算出
。

即使在 X 和 X
。

值 不

能从表中直接查取的情况下
,

为了避免查图或求插值所造 成的误差
,

而需直接用公式计

算 n
二 、

h
。 、

B
。

时
,

也并不十分繁难 x

五
、

割离井抽水试验的特殊要求

1
.

割离井抽水试验的特殊要求

从理论及初步的实践发觉
,

该方法对于抽水试验除一般要求外
,

还有某些稍为特殊

的要求
,

也就是说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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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最主要的特点是抽水试验为定水位的
,

即抽水降深 S 。

保持不变
,

而出水 量 却

是变动的
;

º 抽水试验一定要有观测孔
,

而且最少要两个
,

为了测得较大的降深从而提高计

算 H 的精度
,

用于观测水位 H 的观测孔应距主井较近
,

例如 50 米以 内 ; 而另一个 观 测

取水半径 R 。

的观测孔应当较远一些
,

以保证在水位降波及 R 。

之前
,

能够在水位 观 测

孔 中观测到 明显的水位下降值
。

但该孔也不要太远
,

以便排除可能实际存在的某种边界的干扰
,

同时避免抽水时间

过长而使非稳定抽水试验的价值降低
。

为此
,

应使 R 。

明显的小于一般所说的影径半 径

的经验数值
,

» 由于在该法的计算 中
,

水位 H 值
、

波及时间 t 值
,

以 及井的半径
r 。

值均 处 于

十分敏感的地位
,

因此
,

要求对它们的观测尽量精确
。

2 .

关于保 证实现割离井抽水试验的要求和建议

割离井抽水试验的实现
,

其中许多工作与一般抽水试验相同
,

例如均需选择试验场

地
、

开展水文地质调查
,

进行地面测量
、

对主井和观测井所处地层进行描绘
、

测记井孔

深度
、

测 记静水位值
,

确定地下水流向
、

水位坡降或描绘等水位线图等
,

对此 不 复 赞

述
。

现从割离井抽水试验的特点出发
,

补充如下建议
:

¹ 进行割离井抽水试验
,

一定要保证水位降 S 。

值是 固定的
,

这一保证可以 通 过

调节闸门控制井的出水量来实现
,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
:

在水泵的出水管上加一调节闸门
;
在井内始终放一电测水位计的测绳

,

并将测绳的

测头 ( 要求测头较重 ) 置于设计的控制水位 ( 该水位值要求抽水后短期即能到达 ) ,
接

通浅路
,

使电测水位 计处于工作状态
。

开泵抽水
,

当指针回零时即表明水位己低于设计

水位
,

便应关小闸门使水位回升
。

如果指针偏离零后稳定在极值不动
,

则表明测头巳被埋入水中
,

水位太高又需开启

闸 门使出水量增加 ; 若指针在偏零而显示到达水面的位置迅速颤动
,

则表明水位稳定在

要求的位置上
。

工作期间应 分配专门人员进行此项工作
,

随时察看电表
,

随时调节闸门
,

以使水位

稳定
。

由于此项工作比较紧张
,

可 由两人轮换进行
。

水量的观测可通过量水堰按设 计的时段进行
。

º 关于观测孔的布设应严格按上述五一 l 一º中的要求进行
。

由于在计算中使用的水位值只是水位降波及到 R 。

时的 H 值
,

以 及相应 的 时 间 t

值
,

因此
,

从理论上讲
,

在时间 t 。

> t 时
,

对 H 值可以不作观测
,

但是
,

为了取 得 一

些参考数据
,

并使观测人员专心致志密切注意水位变化
,

以 便在需要时及时准确的测出

我们把 为了 使 用割离 井计算公式计算参数而 进行的抽水试验
,

定名为 “割离 井法抽水试验 ” 并简 称 “ 例 离

井 抽水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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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观测孔中的水位降值从而计算 H
,

建议从抽水开始
,

便能按一定时间对所有观测孔

进行观测
;

» 为便于准确的追踪水位变化扩展前沿
,

有条件时可以 在主井与边界井 即 R 。

观

测孔之间
,

再增加一眼辅助观测孔
,

该孔的距离应 靠近 R 。

观测孔
,

以便当此孔发现 水

位波及时立即监督 R 。

观测孔的水位变化
,

判断到达时间 ;

该辅助孔
,

当然也可以看作另一眼边界 R 、

观测孔用于计算
,

以 便起核对作 用
;

¼ 对于包括主井在内的所有井孔的观测
,

均应认真进行
,

为了避免各次提放测绳

掌握不一可能带来误差
,

应在主井和各主要 7见测孔 中均下固定测绳
,

也就是均用专一的

电测水位计
,

且将其测绳下于井 中
,

以 便随时施测 ;

½ 边界孔主要用来观测水位降波 2几的时
一

间
,

关键在于及时察觉水位的些微变动
,

因而一定要固定测绳
,

并使水位计的指针灵敏的显示出测头刚刚接触 水面
,

保证 当水位

略有下降时指针便立刻回零
,

或者向回零方向明显偏动 ;

为了避免因热胀冷缩对测绳长度的影响
,

建议将测绳提前下入井中
,

并在抽水试验

期间不再提出
;

为了避免某些偶然因素或判断差错可能带来的影响
,

要求在报记波及到 达 时间 之

后
,

继续观测
,

并记录水位下降值
,

直到可以肯定前述判断无误为止
;

¾ 鉴于在割离井计算公式中用到的抽水井半径
: 。

值
,

系指井孔的实际半径 而 并

非滤水管的内径 ( 其实
,

其它公式本来亦是如此 ) ,

因此
, r 。

值应量至井 壁管 外
,

并

应适 当估计填砾的厚度
;

¿ 公式中的 h + S
, 二 H

。 ,

不包括水跃值
,

因此
,

为了提高计算精度
,

排除水 跃

值的影响
,

不要直接把在抽水井 中测得的水位降值当作 S 。

使用
。

为此

( a ) 当求参数的精度要求很高时
,

应在抽水井的井壁管外安装观测管
,

宜郸 观 测

S 。

值
,

也可在十分靠迈抽水并的池方 有打
‘

观测孔直接观测 S 。

值
,

但在此种情况下
,

公

式中的井半径
r 。

值
,

应是该孔距抽水井井心的距离
;

(b ) 如果精度要求不十分高
,

且当水位降深 S 。

与含水层厚度相较 不大 时 ( 例如

小于 1 / 4 ) ,

也可不设排除水跃的观测孔
,

而用经验公式计算出水跃值 五
,

从 而 算

出实际的 S 。 ,

即是 S 。 = S ,

一
h

此处 S ,

—
抽水井内的水位降值

。

从而 h 。 二 H 。 一 S 。 二 H 。 一 S二 + 乙h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 含水 层透水性较好
,

也可直接把抽水井中观测的 S ,

值 当作 S 。

使 用
,

À 全部试验工作必需 田一人统一严格指挥
,

并在抽水 试验前对
一

全体人员 进 行 训

练
。

关于使用割离井法抽水试验的实例可参见文献 〔 8 〕
。



李佩成
:

测算潜水含水层渗透参数的
“割离井法

”
6 7

六
、

关于方法的理沦依据

1
。

测算渗透参数的割离井 法的数学依据
,

已在 文献 〔1 ) ( 2 ) ( 3 ) 中论 证过

了
,

认为是比较可靠的
;

3
.

本方法如果用来处理实际存在的具有园形隔水边界的含水层渗透参数
,

它的物

理理论依据无疑也是充分的
,

对此
,

也可从文献 ( 1 〕〔2 ) 〔3 〕中的有关论述得 到 证

明,

3
.

当实际上并不存在上述那种隔水边界
,

或者因为含水层广大
,

故在较短时间 内

水位变化难于波及边界时
,

人为的划定
“准隔水边界

” ,

按割离井法的要求进行抽水试

验
,

测算渗透参数是否合理 ? 这种处理边界的办法是否具有较为可靠的物理理论依据 ?

对此
,

作者在 《含水层的
‘

滞流作用
’

与边界条件的处理》 ( 7 〕一文中作了论述认为是可

行的
。

也就是说
,

测算渗透参数的割离井法的物理理论依据是潜 水 含 水层的
“

滞流 原

理
” 。

‘
.

综上所述
,

测算渗透参数的割离井法
,

具备明确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 实 用 价

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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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流 量 系 数 表

X
。

{
入

·

} “
·

⋯ X
。

⋯
入

·

{
1

。

4 2 O
。

4 4 8 9 O
。

6 0 6 0
。

0 9 1 3

5
。

6 8 O
。

2 7 5 5

0
。

2 0
.

0 0 2

9
。

6 9 0
。

2 6 5 3

1 3
。

7 0 0
。

3 2 4 0

444
。

1 555 0
。

0 1 4 666

777
。

3 666 O
。

0 1 0 111

444
。

9 777 O
。

13 5 111

888
。

5 000 0
。

12 2 222

111 2
。

1 000

1 O O
。

5 6 9 0
。

0 8 0 6

4
。

1 1 0
。

0 1 1 6

0
.

0 0 1

7
。

3 2 0
。

0 0 7 8

1 0
.

5 0 0
。

0 0 6 3

0
。

7 1 7 0
。

1 2 7 3 0
。

4 8 6 0
。

0 5 8 7

4
。

2 9 0
。

0 2 9 3 4
。

0 3 0
。

0 0 6 3

0
。

0 1 0
。

0 0 0 1

7
。

5 5 0
。

0 2 2 3 7
。

2 3 0
。

0 0 4 0

1 0
.

7 7 0
。

0 1 9 1 1 0
。

4 0 0
。

0 0 3 1

0
。

6 6 7 0
。

1 1 0 4 0
。

4 3 1 0
。

0 4 7 4

4
。

2 1 0
。

0 2 1 0 3
。

9 9 O
。

0 0 3 9

0
。

0 0 5 0
。

0 0 0 0 1

7
。

4 5 0
。

0 1 5 0 7
。

1 8 0
。

0 0 2 4

1 0
。

6 6 0
。

0 1 3 4 1 0
。

3 4 0
。

0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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