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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值模拟方法是评价地下水资源量、模拟自然界一些水文地质过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

)*+,-./012304是目前国际上最盛行、且被各国同行一致认可的三维地下水流和溶质运移模拟评价的标准可

视化专业软件包，它具有强大的可视化与模拟功能。水质点的向前、向后示踪流线模拟研究，任意水均衡域的水

均衡研究，以及与其他常用软件（如678、9:;<.、8,=><=）的兼容，是它的主要特色。应用)*+,-./012304软件，

模拟了河北省栾城县的地下水流情况。通过对模型的校正与识别，得出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所建数学模型能够

较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水文地质条件，可以用来进行预测和对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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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水文地质学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世纪$"年代到%"年代中期，是奠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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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要接受苏联思想的影响；从!"世纪#"年代中期到$"年代，是发展阶段，随系统科学、环境科学、现代

应用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等新思想、新理论与新技术的输入，使水文地质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发生了巨大

变革，从定性研究步入了定量研究阶段，纳入了系统工程的轨道［%］。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地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就对地下水资源的评价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从定量

角度对地下水资源进行预测和评价，建立合理开发利用方案。但水文地质条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限制了用

地下水动力学中建立的解析法解决问题的广泛性［!］。!"世纪#"年代中期以后，数值模拟技术的应用使解

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地下水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是定量研究地下水运动规律的关键［&］。经过近&"年的

发展，地下水模拟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水流模型到比较复杂的物质和热量运移模型，从仿制到

独立研制，最后走向世界的艰难发展历程。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几乎囊括国际地下水模拟中心（’()*+）

,-./01/23/451/分类中所有的模型。研究范围涉及饱和带、非饱和带及饱和6非饱和带［7］。但是，到目前

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权威计算软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8］。近年来，对于饱和

带地下水流模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维流模型开发、流速场与流线的计算方法、非均质参数的区域概化和

繁杂数据的优化处理。目前，进行区域三维地下水流分析的主要软件有39:&;（<4==，%$>#）、9)’?:（(2@0
A/BB和C//./D，%$>%）以及世界上最流行的E4DF@B*G;?HG)（*I;J0@B1@013@2K@0LM，%$$7）［N］。

本文首先对E4DF@B*G;?HG)软件和 *G;?HG)基础理论作了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应用E4DF@B
*G;?HG)软件，模拟了河北省栾城县的地下水流情况。通过对模型的校正与识别，得出了比较满意的结

果，所建数学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水文地质条件，可以用来进行预测和对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 E4DF@B*G;?HG)软件介绍

*G;?HG)（:M/OJ1FB@2P404Q/614PP/2/0I/L2JF01A@Q/2PBJAOJ1/B）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R9(9）开发

的用来模拟地下水流动和污染物迁移等特性的计算机程序（*I;J0@B1@013@2K@FLM，%$>>；3@2K@FLM@01
*I;J0@B1，%$$N）。目前，*G;?HG)是全世界范围内模拟地下水流的应用程序。*G;?HG)如此受欢

迎，归功于它具有以下特点：!*G;?HG)所用的有限差分方法容易理解，并且适用于许多现实条件。"
*G;?HG)可以用于一维、二维、准三维和三维模型。#数据输入格式、基本理论和每一个模块都经过了广

泛验证。$模块化结构便于用户根据实际需要添加程序、完善功能和其他应用软件如9F2P/2、STI/B等的结

合。%*G;?HG)模拟的结果，可

以用许多软件如9F2P/2、UFQJ+U;
等显示和处理，而且其自己的三维

可视化结果处理，也很便于用户理

解和应用［#，>］。

*G;?HG) 用来模拟的含水

层系统，应具有以下特点：饱和流状

态、适合;@2IV定律、地下水密度保

持恒定，以及水平水力传导率和导

水系数的主流方向，在整个含水层

系统中保持不变。许多需要研究地

下水流和污染物迁移的地下水含水

层 系 统 中，都 满 足 这 些 条 件。

*G;?HG)可以模拟的水力过程

及影响地下水系统的水力要素如图

%所 示。*G;?HG) 可 以 模 拟 潜

水、承压水和隔水层中的稳定流与

瞬变流的情况。许多影响因素和水

图% *G;?HG)可以模拟的地下水含水层系统

!"#-% !$%&’($)*+%,%-’"+$().)&$/&0%&1%,2$)"/’3%&$42.567!869

文过程，如河流、溪流、排水沟、泉水、水库、作物蒸散量、降雨和灌溉入渗补给等，都可以用*G;?HG)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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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提供了求解地下水流有限差分公式的很多种方法，如强隐式迭代法’()、逐次超松弛迭代

法’"*、预调共轭梯度迭代法)+,-、’’"*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有效求解方

法。由于实际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求解程序包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几种求解方法

可能都收敛，也可能只收敛于一种或几种求解方法。!"#$%"&的求解过程中，引入了应力期（’./011)0/23
45）概念，它将整个模拟时间分为若干个应力期，每个应力期又可再分为若干个时段（6270’.08）。在同一个

应力期，各时间段既可以按等步长，也可以按一个规定的几何序列逐渐增长。而在每个应力期内，!"#$3
%"&规定所有的外部源汇项的强度应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但简化规范了数据文件的输入，而且使得物理概

念更为明确。

!"#$%"&应用有限差分方法模拟含水层中的地

下水流情况。求解过程中，!"#$%"&从空间上对含水

层采用等距或不等距正交长方体剖分网格（图-）。这种

网格的优点在于，用户易于准备数据文件，便于输入文件

的规范化。其最大缺点在于，增加了许多额外计算单元。

但是，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计算机受网格数量的

限制越来越小，!"#$%"&解决地下水流运动问题时，

可以将含水层剖分多达9:;<9:;<=>个网格单元。

?21@AB!"#$%"&是目前国际上最盛行、且被各国

同行一致认可的三维地下水流和溶质运移模拟评价的标

图- 三维地下水流网格剖分图

!"#C- $%&’(#)"&*%)+",-(./"0#/1)’’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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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视化专业软件系统。该系统是由加拿大&A.0/B44EF5/4G04B4G2H(IHC在!"#$%"&软件基础上，应用

现代可视化技术开发研制的，=JJK年>月首次在国际上公开发行。高度集成的软件包，包括了用于地下水

流模拟的!"#$%"&、粒子运动轨迹和传播时间模拟的 !"#)L6E、污染物在地下水中输移过程模拟的

!69#，以及用于水文地质参数估计与优化的)M’6，并且具有直观的、强有力的图形交互界面。新颖的菜单

结构，便于用户对研究区离散及选择有效计算单元、确定边界条件与参数赋值、运行及校正模型，以及用等值

线或颜色阴影实现结果的可视化，真正实现了人机对话。在模型的开发及结果显示过程中，模型网格、输入

参数和模拟结果，都可以用剖面图或平面图显示。这个软件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将数值模拟过程中的各个步

骤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从开始建模、输入和修改各类水文地质参数与几何参数、运行模型、反演校正参数，

一直到显示输出结果，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系统化、规范化。这些特点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同类软件所不

具备的。

- 模型的理论基础

!"#$%"&是一个三维有限差分地下水流动模型，它基于以下基本方程［J］：

!
!!
"!!!#!〔 〕

!
N!!$

"$$
!#
!〔 〕
$
N!!%

"%%!#!〔 〕
%
D& O’(!#!)

（=）

式（=）中："!!、"$$、"%%为沿!、$、%坐标轴方向的水力传导率（%6D=），#是水头（%），& 是在非平衡状态下

通过均质、各向同性土壤介质单位体积的流量，表示地下水的源和汇（6D=），’( 表示多孔介质的比贮水系数

（%D=），)是时间（6）。

对三维稳定流动，!"#)L6E的质量平衡方程可用有效孔隙率和渗流流速表示，如式（-）：

!（*+!）

!! N!
（*+$）

!$ N!
（*+%）

!% O& （-）

式（-）中：+!、+$、+%表示线性流动流速矢量在各坐标轴方向的分量（%6D=），*是含水层有效孔隙率（P），

& 表示由含水层内部单位体积源和汇产生的水量（6D=）。

污染物运移模型!69#的基本方程为：

!,
!) O

!
!!-

.-/
!,
!!〔 〕
-
D!!!-

（+-0）N1-20(N!34 （9）

9Q第-期 贾金生等：?21@AB!"#$%"&在地下水模拟中的应用



式（!）中：!表示溶于水中的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是时间（&），#$ 表示沿坐标轴各方向的距离（#），

%$&表示水力扩散系数，’$ 表示地下水渗流速度（#&$%），($ 表示源和汇的单位流量（&$%），!) 表示源和汇的

浓度（"#$%），*表示含水层孔隙率（’），!+, 表示化学反应项。

! 栾城县地下水数值模拟模型

!(% 自然及社会经济概况

栾城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北纬!)*!)+!!,*，东经%%-*!.+!%%-*/.+之间，是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相

交接的山前倾斜平原地区。地面标高在-/!001之间，地形从西北缓缓向东南倾斜，地面坡度介于%／/..
!%／%...之间。

现状（%22.年）栾城县境内只有氵交河和总退水渠———石家庄市废污水及雨水排放河道穿过县境。氵交河

发源于鹿泉市南部的五峰山，栾城县境内3.(/41。氵交河上游多支流，为季节性河流，现在主要承接石家庄

市的废污水及雨水。

栾城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大陆性气候明显，温差较大，多年平均气温%3(35，最冷月%月份平均气

温$!()5，最热月)月份平均气温30(.5。"%.5积温-3/%5，无霜期%2%6，年日照时数3/--7，相对湿

度0/’，多年平均年蒸发量%0--(/11，年平均风速3(01"8，多年平均降雨量-,!(/11（%2-2—3...年），

且分布不均，,.’的降雨集中在)!2月份。

栾城县属石家庄市管辖，全县土地面积!2)413。据%22.年统计资料，全县耕地面积!%!!!(!713，总

人口!3,0.2人。%22.年全县社会总产值0220!万元（%2,.年不变价），工农业总产值0.,,-万元（%2,.年

不变价），其中工业总产值-/033万元、农业总产值%/303万元。改革开放后，栾城县工业发展迅速，主要行

业分为建材、化工、食品、纺织、机械制造、电子设备、印刷业等。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建材、造纸、

化工、机械制造、纺织、食品及畜牧业等行业，%22.年乡镇企业完成产值!!-33万元（%2,.年不变价）。栾城

县农业发达，是我国著名的粮食产区。全县耕地土质良好，且全部为水浇地，主要靠机井灌溉，沿氵交河两岸还

利用一部分废污水，实行井渠双灌。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实行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的轮作制

度，耕地复种指数高达%(0,［%.］。

!(3 水文地质概况

!(3(% 含水层主要特征 栾城县属太行山山前倾斜平原水文地质单元的一部分。由滹沱河、槐沙河冲洪积

扇组成［%.］。地下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岩层孔隙中。第四系按岩性和沉积年代、含水层与隔水层的分布

情况以及水动力条件等特征，可划分为-个含水岩组。第%含水岩组，地层上相当于全新统（9-），第3含水

岩组，地层上相当于上更新统（9!），第!含水岩组，地层上相当于中更新统（93），第-含水岩组，地层上相当

于下更新统（9%）。在水平方向上，含水层由西部向东部单层厚度逐渐变厚，粒度由细变粗，层次由少增多，

富水性由弱变强。在垂直方向上，上部及下部砂层粒度较细、厚度较小，中部砂层粒度较粗，含水层厚度较大。

第%、3含水组发育较好，两组之间没有连续的隔水层和弱透水层，水力联系十分密切，具有统一的地下

水位，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含水层，是目前的主要开采层段。该含水层以上更新统和全更新统的下段为主，岩

性为粗砂、中粗砂夹卵砾石。含水层底板埋深0.!%3.1，单井涌水量北部为/.!).1!"（7·1），中部为!.
!/.1!"（7·1），南部及西部边缘小于!.1!"（7·1），栾城县钻孔统计资料如表%。

!(3(3 地下水形成特征 栾城县地下水补给源主要有大气降水入渗、河流渗漏、灌溉回归以及侧向补给。

大气降水入渗补给是栾城县地下水最主要的补给方式，由于包气带岩性以砂和亚粘土为主，入渗系数较大，

多在.(3/左右，地形坡度小，为降水入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河渠渗漏补给主要来源于氵交河及总退水渠，河

道没有防渗设施，漏水严重，每年大约有.(3:%.,!.(/:%.,1! 的水量入渗补给地下水。栾城县农田灌溉

以地下水为主，灌溉方式多为大水漫灌，入渗量约占农田灌溉用水量的%/’。侧向补给主要来源于西部元

氏县及鹿泉市的山前侧向入渗，多年平均值为.(!:%.,1! 左右。

栾城县地下水排泄以人工开采为主。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左右，且主要集中在冬小麦大量

耗水的!!0月份。由于连年超采，地下水埋深已达3.1左右，地下水蒸散量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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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栾城县钻孔统计资料

!"#$%! &’"’()’(*+"’",-+.($$)(/01"/*2%/34,1/’

!
!
!
!
!
!
!
!

5

钻孔

编号

"#$$
%&’(#)

孔深!’
"#$$
*#+,-

第"、#含水组

含水层厚度!’
.-/01%#2234
56&/4#)

单位出水量

!（,·-7!·’7!）

8/20-5)9#
+#)05+/,5$

含水层岩性

:-5)50,#)/2,/034
56&/4#)

钻孔

编号

"#$$
%&’(#)

孔深!’
"#$$
*#+,-

第"、#含水组

含水层厚度!’
.-/01%#2234
56&/4#)

单位出水量

!（,·-7!·’7!）

8/20-5)9#+#)
05+/,5$

含水层岩性

:-5)50,#)/2,/034
56

!!

&/4#)

:;<=! =>?@A> =?@BB ?!@!B 中粗砂夹卵砾 栾!C C==@=> ?>@DB ?>@DB!!

中粗砂夹卵砾

栾!D BA@?> DC@C> C?@D= 粗砂含卵砾 :;<=C =>>@D> =B@>> =B@>>!!

中砂夹细砾

栾!E BF@DF CB@>? CC@!? 粗砂含卵砾 栾! D>>@C> C>@E> ?A@F=!!

中粗砂含粗砾

栾!F =D?@F> ??@>> =B@F> 细粗砂夹卵砾 栾A C=>@C> !A@>> B@A>!!

细中砂含粗砾

栾!? !>>@F> D@=> A@=C 粗砂夹卵砾 栾F CD=@!> !D@=> B@!=!!

粗砂略含砾

栾!A B>@E> =A@E> =A@E> 粗砂夹卵石 栾!> !!>@>> CD@C> CD@C>!!

中粗砂含粗砾

栾C =EC@C> !=@E> E@BA 中粗砂略含砾 :;!D !!F@=> =F@?> ?>@>?!!

粗砂含卵砾

栾? ??!@A> !=@B> B@>? 中粗砂略含砾 栾!! !!=@=> C!@F> C!@F>!!

中砂含卵砾

栾!= C=E@?> ?F@A> ?F@A> 中粗砂夹卵砾 :;!B !>!@D> =?@>D =D@?A!!
细中砂含砾

栾D !>A@!> ?E@C> C=@=C 粗砂夹卵砾 栾E =D!@!> =B@>A ?C@EF!!
细中砂含卵砾

栾B CD>@>> ??@A> ??@A> 细中砂含砾

?@=@? 地下水动态特征 栾城县地下水动态属降水、灌溉入渗补给———农业开采型，地下水位变化主要受

农业开采量及降雨量大小的控制。年初!$=月份地下水停采，地下水位开始逐渐回升达最高水位。春灌开

始后，地下水位逐渐下降直至雨季开始，农业停止开采，地下水位开始逐渐回升，如果秋冬季灌溉用水量较

大，地下水位也会暂时下降，但总的趋势是回升，直至第=年?月份达到最高值。

目前，栾城县地下水总体流向为自西北流向东南，地下水水力坡度与地面坡度基本一致。

?@=@C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 栾城县地表水资源缺乏，目前只有石家庄市总退水渠和氵交河河段常年有明

流通过。但是，由于石家庄市废污水处理力度不够，生物耗氧量、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硫化物、氨氮、氰化物、

挥发性酚等污染物严重超标，不具备利用价值，只是在沿河两岸，部分耕地利用废污水灌溉。栾城县地处太

行山中段山前倾斜平原地带，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水质良好，均适于工农业及生活利用。多年平均地下水

资源量为>@E!G!>E’? 左右，总补给量为!@>G!>E’? 左右。

近年来，由于持续干旱和农业水利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用水量逐年增加，工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对地下水资源造成了沉重负担。由于地下水连年超采，引起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

全县平均地下水埋深已由!BCB年的?$C’下降到!BB>年的!D’左右。到!BB>年，全县共有机井AFDC
眼，其中农村用井AF>?眼，县级以上工业用井CD眼，城镇生活用井A眼。!BB>年全县平均降水量为DE?@E
’’，属于偏丰水年。全县开采地下水!@DDG!>E’? 左右，其中农村供水系统!@CCG!>E’?，城镇自来水供

水>@>!DG!>E’?，县以上工业用水>@>BDG!>E’?。!BB>年全县地下水总补给量为!@>DG!>E’?，全县缺

水量为>@DG!>E’?，超采后使地下水位下降>@DD’左右［!>］。

?@?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 地下水系统的基本分析 从以上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当地地下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分析，现阶段栾城县

地下水系统属于降水、灌溉入渗补给———农业开采型，研究区基本上构成了地下水补、径、排的完整系统。其

主要补给源有二：一是侧向补给，即西北部山前侧向补给；二是垂向补给，包括降雨入渗、灌溉回归及河渠入

渗补给。地下水的排泄以农业开采为主，其东南方向的侧向流出量很小。由于地下水埋深较大，蒸发量接近

于零。地下水流向为由西北流向东南，水力坡度与地形坡度大体一致。而在地下水大规模开采前的天然状

态时，补给项主要为河流入渗、降雨入渗、侧渗及灌溉回归（地表水灌溉），排泄项主要为侧向流出及潜水蒸

发。

?@?@= 水文地质条件概化 计算区的南北边界与地下水位等值线近似直交，虽有水量流进流出，但流量很

小，视其为零流量边界；西北部边界侧向流入量较大，且研究程度很高，可以给出较为可靠的侧向流量数据，

因此作为第二类边界（流量边界）处理。东南边界近似与地下水位等值线平行，水力坡度变化不大，视其为变

流量（依靠水位确定流量）边界［!!］。计算区的底边界为一相对隔水的粘土层，将其视为隔水边界，计算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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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气带岩性为亚砂土及中细砂，局部有亚粘土，含水层接受降雨、灌溉及河渠的入渗补给。计算区地下水赋

存于第四系上更新—全新统松散地层中，含水层为非均质各向异性的潜水含水层，主要开采层段第!、"含水

层具有统一的地下水位，属于混合开采，按二维流考虑。

#$% 数值模拟模型

根据上述水文地质条件，可以得到研究区的地下水数学模型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为潜水面高程（-），$为含水层底部高程（-），*（!，%，(）为边界单宽流量（-"!.），& 为源汇项的代

数和（-#），#*（!，%）为初始水位（-），"!，"% 为分别为沿+轴、, 轴的含水层渗透系数（-!/），’% 为给水

度（无量纲），"! 为流量计算边界，)为内法线，(为时间。

#$%$! 模型求解 求解过程采用0123456678/46936569:;<=;$公司推出的>:?@15ABCDEB0"$F$!（!GGG
年）软件，它以美国地质调查局（H$I$J36569:;15I@4K38）开发的ABCDEB0（“A6/@514.L433’/:-3=?:6=15
D:=:23’/:MM343=;3J46@=/’N1234D56NA6/35”）为内核，将ABCDEB0、ABCOP.7、A.#C和OQI.几个计

算模块高度集成，是当前地下水模拟软件中具有很高权威

的专业软件。本次计算将第"、#含水组合并为一层，计

算区域划分为#*行、#*列，共G**个单元（图#）。其中：

无效计算单元#G*个，有效计算单元+!*个，流量计算单

元",个。本次计算调用的外应力子程序包为水井子程

序，所有补给项和排泄项都用注水井和抽水井的方式来表

示。在分析降雨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实地调查，利用已有

的观测资料，确定河流来水量、农田灌溉的时间及灌水量，

最终确定注水井及抽水井的工作制度。模型计算过程则

用0123456678/46936569:;<=;$公司最新推荐的 07<子

程序包。整个模拟过程分为!"个应力期，每个应力期为

!个月，时间步长为!*/。模型运行时，选择了 ABCDR
EB0 和S6=3T@/932"个选项，对研究区域的地下水流和

区域水平衡进行了模拟。

图# 栾城县研究区网格剖分图

!"#$# $"%&’()"*+)",-.(%/,0’(%(+’&/*,-("-
12+-&/(-#&,2-)3

#$%$" 模型校正 利用建立的数学模型，计算观测孔所在单元的水头，并和实测的水头进行对比，从而反求

有关的水文地质参数。本次计算选用了+个观测孔，都分布在第"、#含水层中。校正时间从!GG*年!月

!日到!GG*年!"月#!日，时间步长为#*/，共!"个时段，通过反演求参，得出了含水层渗透系数和给水度

的大小及分区结果（表"、图%）。+个观测孔的拟合情况与统计参数见图+、表#。

表" 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分区表

4+56(" 7+’)")",-)+56(,0/38’,#(,6,#"&
9+’+.()(’%,0)/(+:2"0(’

分区号

H=:2

渗透系数"!（-·/’!）

78/41@5:;
;6=/@;2:K:28

给水度’%
IU3;:M:;8:35/

" !"+ *$!&
# !%* *$!G
$ !** *$!,
% !!+ *$!%

图% 栾城县水文地质参数分区

!"#$% ;,-+)",-.+9,0/38’,#(,6,#"&+69+’+.()(’%"-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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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栾城县地下水位计算值与观测值的拟合情况

!"#"! !"$$"%#&’()*+,$-*&./&’/.$"%#0.$..%0+12*().$"+%
0.$."%3’.%&-*%#&+’%$4

表# 地下水位计算值与观测值拟合的统计参数

5.1/*# 6$.$"2$"&./7.(.8*$*(2+,$-*&./&’/.$"%#0.$..%0+12*().$"+%0.$.
时段

$%&’(

平均误差!)
*(&+(,,-,

平均绝对误差!)
*(&+&.’-/01(

估计标准误差!)
21&+3&,3(,,-,-41%((’15)&1(

均方误!)
6--1)(&+’70&,(3

标准均方误!8
9-,)&/6*2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A
! B;";# ;":! ;";< ;":! ;"<<
= B;":? ;":? ;";# ;":! ;"A:
< B;";: ;":? ;";# ;":! ;"A:
A B;":; ;":A ;";@ ;">; :";=
@ B;";@ ;">; ;":; ;"># :">#
:; B;";! ;">; ;":: ;"># :">?
:: ;";> ;":< ;";@ ;":@ :";!
:> B;";= ;":? ;";< ;":! ;"A!

由图!和表#可以看出，!个观测孔的平均水位误差最大值为;":?)，正负误差比较均衡，系统稳定性

较好，表明所建的数学模型、对水文地质条件的概化、边界条件的确定都与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吻合较好。

#"! 模型识别

利用:@@;年的实测资料进行了模型校正，求出了水力传导率与给水度的参数值与分区情况。但是，经

校正后的数学模型是否适于研究区地下水位与水量的近期及远景预测，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实测资料来验

证其可靠性。模型验证取:@@:年:月至:@@=年:>月水位观测资料，共分==个时段进行计算，地下水开采

量采用实际统计资料，各项补给量与排泄项的计算方法与模型校正时一样。模型验证的可靠程度通过水位

过程曲线拟合图（图=）来体现，它反映了:@@:年:月至:@@=年:>月梯度场的拟合情况。

在选定的?个地下水位观测孔中，从:@@:年:月至:@@=年:>月模拟期中，总共有>=!个模拟值，在这

些模拟值中，计算误差大于;"!)的值有?A个，占总数的:A":8，其中大于:)的值有#个，占:":8。这

些误差主要产生在降雨偏少的:@@?年和降雨偏多的:@@=年，表明在地下水位变化幅度较大时，模型敏感度

不够。在?个地下水位观测孔中，误差最小的是;=;?"观测井，它位于栾城县中部，受河流入渗及边界条件

影响较少，模拟结果稳定。误差较大的是;=;=B>"与;=;<B:"观测井，两井都距离退水渠与氵交河较近，受

河流入渗影响剧烈，模拟结果较差。但总的看，?个观测孔的总体拟合程度较高。在:@@;年至:@@=年期

间，降雨类型包括了丰水年（:@@=年），降雨量为@>#"A))，平水年（:@@:年），降雨量为?A!"!))，枯水年

（:@@?年），降雨量为>=;"!))。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模型是可靠的，可以用于研究区地下水位与水量的

近期及远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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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栾城县地下水位观测井实测值与模拟值拟合过程线

!"#"! !"$$"%#&’()*+,+-.*()/$"+%/%0."1’2/$"+%0/$/+,#(+’%03/$*($/-2*"%4’/%&5*%#&+’%$6

#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研究结果，可以获得了以下几点认识。目前，我国在地下水数值模拟领域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我国科技工作者应该加紧努力，争取早日推出具有知识产权的地下水数值模拟权威软件。

对水文地质条件的充分认识，是地下水模拟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所在。模型建立者应该对研究区有全面的了

解，包括水文地质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与现状、工农业生产状况、农业种植结构、水力工程的分布与利

用等等。在山前平原地区，第$、%含水组具有密切水力联系、属于混合开采的区域，可以将二层合并为一层

考虑。建立模型过程中，首先要力求地面高程与含水层底板高程输入的精度与准确度，这是计算机计算的基

础。在准备输入模型的各项补给量与排泄量时，一定要紧扣当地实际情况，这是反演求参的前提。只有在这

些工作取得满意精度的情况下，所求得的参数才能切实反映研究区含水层的实际情况，校正与识别后的模型

才可以用于研究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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