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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所在辖区
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分析

简著祝
#五家渠农六师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新疆 五家渠!'($(##&

&摘!要'!地下水资源评价是了解当地地下水资源的主要途径$本文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所在辖区为实

例$分别介绍了水均衡法和数值模拟法在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的应用$为后续制定水资源开发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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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设兵团第六师辖区地处昌吉回族自治州(

阿勒泰地区(五家渠市三地境内"总面积约 %'$(*%R8

"

'

截至 "#$& 年底"第六师下辖 $, 个农牧场"总人口达到

(, 万人"以第一产业为主"可实现年生产总值 "$)*% 亿

元' 由于新疆为内陆干旱型气候"因此农业灌溉主要

依靠地下水"而随着耕地数量的增多"近年来第六师辖

区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必须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开采措

施才能保证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意义

地下水资源具有水质好(供应量稳定等特点"因此

是新疆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水源' 由于地下水年补给量

一般为一个定值"若对地下水进行无节制开采"必然会

造成地下水量急剧减少"水位降低"从而使后期开采成

本增大(开采量减少
.$/

'

保证一个地区地下水资源量最理想的状态是在一

定时期内水质和水量处于均衡状态' 水资源评价的主

要指标是监测当地地下水水质和水量的变化情况"这

对保证当地居民的用水安全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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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分析

为防止评价结果出现大范围偏差"在本项目中设

计采取水均衡法和数值模拟法分别评价"再将两种方

,"&,



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得出较为准确的数据'

"*$!水均衡法评价地下水

"*$*$!水均衡法原理

水均衡法的本质是根据)地下水动力平衡*原理

来估算某一面积较大区域内的地下水在某一段时期补

给量和消耗量之间的变化关系"该评价法因对地质条

件敏感度较低(计算简单方便(对水文资料要求低等优

点被广泛应用' 水均衡法的基本计算式如式 %$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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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JX+补 OX+耗 %$&

式中!

,

X+---地下水变化量+

X+补---地下水总补给量+

X+耗---地下水总消耗量'

"*$*"!区域地下水总补给量估算

$*入渗系数的确定' 本项目区地下水补给的主

要来源为入渗补水"具体形式有大气降水(径流(水渠

以及田间入渗' 土壤类型直接决定了入渗系数 !

" 因

此通过对项目区大范围土壤类型进行分析"得出表 $ 中

各类土壤的入渗系数' 而河流入渗系数M取值为 #*&#

#̂*'#+渠系入渗系数&取值为#*&) #̂*')+田间入渗系

数 #取值为 #*$# #̂*,)%具体根据现场测量确定&

.,/

'

表 (" 项 目 区 各 类 土 壤 的 入 渗 系 数 !

土壤类型
潜 水 水 位 埋 深 08

#*$ #*) $*# $*) "*# (*# ,*#

含土砂卵砾石 #*)%" #*),( #*)$" - #*,"? #*)"$ #*"$"

细砂 #*&$$ #*%&& #*("% #*,&' #*()" #*")) #*$&"

黏土 #*"'$ #*",' #*$)# #*$(" #*#(% #*#?( #*#"$

含土砂卵砾石 - #*,($ #*#'? - #*#), - #*#$?

黄土状粉土 - #*("" #*$&" - #*$,? - #*#'&

!!%*降水入渗补给量估算' 结合项目区内 % 个气

象站%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昌吉市(米泉(阜康市(吉木

萨尔(奇台县&统计的 "##,-"#$" 年间平均降水数据"

做降水量统计图%见图 $(图 "&' 综合统计图可知!第

六师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 $̂'#88"结合各地土

壤入渗系数可按照式%"&对项目区降水总入渗量 Q

$

估

算"最后得Q

$

h(",%" 万8

(

'

Q

$

JG4

!

%"&

式中!G ---项目区总面积"8

"

+

4 ---项目区多年平均降水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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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玛纳斯县气象站降水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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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昌吉市气象站降水量统计

&*径流入渗补给量估算' 径流入渗补给量 Q

"

与

河流入渗系数C(水利坡度L(含水层厚度 1(河道宽度

>直接相关"计算公式见式%(&

.)/

' 经计算第六师项目

区内径流总入渗补给量约为 ))$# 万8

(

'

Q

"

J(&)CL1> %(&

!!'*田间(渠系补给量估算 ' 第六师项目区下辖 '

个灌区%) 大(" 中($ 小&"总灌溉面积 ")'*#' 万亩'

干渠总长 '$&*?"R8"未防渗长度 $&%*((R8+支渠总长

$(,"*)&R8" 未 防 渗 长 度 (&$*)&R8+ 斗 渠 总 长

",',*''R8"未防渗长度 $&$)*$%R8+农渠总长 &%#R8"

基本未防渗' 以灌区为单位"按照式%(&分别计算田

间(渠系地下水补给量Q

(

"计算结果见表 "' 最终得出

项目区内田间灌溉入渗量为 ?(?' 万 8

(

"渠系入渗量

为 $$,$& 万8

(

'

Q

(

JQ

&#

%,&

式中! Q--- 年平均灌溉用水量"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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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第六师田间!渠系地下水补给量估算)部分*

灌区名称
田间年均入渗补

给量0万8

(

渠系名称
年均入渗补

给量0万8

(

五家渠灌区 $#?( 干渠 $))?

玛纳斯河灌区 %%# 支渠 $"&"

芳草湖灌区 $""# 斗渠 $",$

引额灌区 $"&& 农渠 $$#(

"*$*(!项目区地下水总消耗量计算

地下水消耗主要途径为人工开采和潜水蒸发"其

中项目区人工开采量可根据灌溉(生活等用水量估算"

得出Q开采 h(%?(" 万8

(

+潜水蒸发与覆岩岩性(潜水埋

深(植被发育等有关"该项目区潜水蒸发系数见

表 (

.&/

' 经计算Q蒸发 h(("& 万8

(

'

表 #" 潜 水 蒸 发 系 数

埋深

分区08

# $̂*# $*# "̂*# "*# (̂*# (*# )̂*# r)*#

砂性土 #*$" #̂*", #*#& #̂*$$ #*#( #̂*#)

#

#*#$"

+

#

黏性土 #*#%( #̂*$"" #*#( #̂*#) #*#$" #̂*#,?

#

#*##&

+

#

!!通过分别计算地下水补给量和消耗量"确定第六

师地下水资源量稳定在 %#$$& 万 8

(

' 根据开采系数

#*) 计算"确定项目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 万 8

(

"

目前年均超采量约为 "'%, 万8

(

'

"*"!数值模拟法评价地下水

$*边界确定' 设定项目区东部边界为北塔山"西

部边界为玛纳斯河流域"南部边界为天山山脉"北部边

界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见图 (&"各边界补给

或排泄量根据实地考察和 E\B 分布式水文模型耦合

进行确定'

1

2

3

4

图 #"项目区边界确定

)蓝色为补给边界"红色为排泄边界*

%*地下水位模拟' 按比例从项目区抽取 "(% 眼

有代表性机井并编号"将模拟结果和实际观测水位进

行比较%见图 ,&' 本项目模拟率定期确定为 "##,-

"#$" 年"由图 , 可知模拟数值和实际观测值走势基本

吻合"误差在 )+以内"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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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下水位模拟值和实际值比较)() 号机井*

&*地下水资源评价' 地下水模型数值模拟表明

第六师项目区多年平均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 万8

(

"

总排泄量为 %,",? 万 8

(

"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为

(&"%%8

(

"和水均衡法相差 $"$? 万 8

(

"两者相差

(*(+"精度满足要求'

#"结"语

通过利用水均衡法和数值模拟法对第六师项目区

地下水资源进行评价"得出该区域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

约 (&###万8

(

"而目前实际开采量约为 ('### 万8

(

"年

均超采 "### 万8

(

' 在短期内该项目区不会出现地下

水资源缺乏问题"但目前必须要大力发展诸如节水灌

溉(整修水利工程等"以此压缩水资源开采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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