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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承压含水层井流理论都假定承压含水层顶面总应力不变"其隐含的意义是忽略含

水层顶板的刚度"从而忽略了顶板弯曲对含水层释水的影响&指出考虑顶板弯曲时"抽水井周

围承压含水层顶部的总应力将减小"从而产生比传统理论估计更大的地下水降深"并结合弹

性板理论对A.21:井流模型作出了改进"新模型的解析解证明A.21:模型计算的地下水水头

降深偏低&
关键词!地下水#井流模型#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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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井作用下地下流体的运动"是水文地质学’
渗流力学中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F)L年A.21:(>)

根据热传导问题与抽水井周围地下水运动问题的相

似性"提出了含水层水头降深随时间变化的计算公

式"后经4+0$M(!)加以论证和完善"形成了被称为

A.21:模型的地下水非稳定流的解析模型"开创了

地下水动力学研究的崭新局面&该模型包含对含水

层?井系统条件的某些假定"这些假定被以后用于

其他水文地质条件的井流模型所沿用&
然而"所有的承压含水层?井孔模型都隐含着

一个似乎还没有引起关注的假定"即作用在承压含

水层顶面上的总应力保持不变"该假定是建立传统

的承压含水层地下水运动理论的基础之一&A.21:
并没有对承压含水层与其顶板的力学关系进行阐

述"完成这一任务的是4+0$M"他提出含水层顶部负

荷$总应力%保持不变的假定"这种假定沿用至今&我
们认为"该假定应该是有前提的"即含水层的顶板必

须没有刚度&实际上"由于抽水引起含水层不均匀压

缩"必然导致顶板弯曲"地层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刚

度"在弯曲时产生支撑力"从而改变传递到含水层的

总应力&陈崇希等())首先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这可能

是A.21:模型的理论水头降深在抽水初期低于实测

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承压含水层井流模型

N1J&> 7$302O-192$60$36132K+P5162,+3KH2%%6%$HG$K2%
图中箭头表示水的流向#"承压含水层##承压含水层的隔水顶

板#$抽水井#%承压含水层的隔水底板#&含水层顶面#’初始水

头#(抽水后的水头#)地面#!&抽水流量

设一个水平无限大的承压含水层中有一完整井

抽水引起地下水的非稳定流动"顶板为完全不透水

层"见图>&根据A2,Q+J.1有效应力原理"作用在含

水层顶部接触面上的总应力为!"含水层骨架有效

应力为!""含水层内水压力为#"则有(@)&

!$!"%#&
我们认为"从含水层抽取地下水"不仅会引起!""#
的变化*!""*#"也会由于顶板弯曲导致!的变化&

*!$*!"%*#& $>%
假定含水层只在垂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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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含水层的厚度#*’ 即压缩量#"是含水

层介质的压缩系数&
同时#含水层水头变化与水压力变化的关系为"

*#$(#H)& $!%
其中")为承压水的水头降深$初始水头与当前水头

之差%##H 为水的容重&把含水层孔隙压缩和水的压

缩共同作为贮存量的释放#可以得到单位水平面积

含水层柱体的释水量"

** $*’(+$’*#$"’*!"%+#H$’)& $)%

$为水的压缩系数&过去的井流模型中假定总应力!
不随时间变化#因此*!"$(*#$#H)#则"
**$#H$"%+$%’)$%2)&

其中"%2是所熟知的承压含水层弹性给水度&
现在排除这一假定#根据$>%式#有"

*!"$*!(*##
**"$%2)%"’*!&

**"是考虑总应力变化时的释水量&抽水过程中#因
为顶板弯曲产生支撑力#导致传递到含水层的总应

力减小#*!"(#因此**""**&这说明#顶板弯曲使

含水层不能提供象传统模型那样多的释水量#因而

在抽水井作用下应有更大的降深&
本文之目的就是对A.21:的承压含水层(井孔

模型作出改进#在其中考虑顶板弯曲的作用#并比较

两者的不同之处&

>!模型及其解析解

改进的模型中要刻画含水层顶板的弯曲#作为

第一步措施#假定无限大承压含水层的顶板为弹性

薄板#用弹性薄板挠曲模型描述顶板弯曲&为了获得

比较简明的数学结果#进一步假定水是不可压缩的&
忽略作为顶板的地层的塑性&流变&较大厚度和含水

层中水的压缩性等性质#可以避免复杂的数学关系#
这种简化不会影响顶板弯曲作用的存在性#同时又

可以得到简洁明了的理论结果&
设含水层底板物质变形为零#则含水层的压缩

量与顶板的挠度$向下的垂直位移%,是一致的#即"
,$"’*!"&

忽略水的压缩性#则%2$#H"’#而$)%式可改写为"

**$,$%2*!"’#H& $@%
根据$!%#$@%还可以把$>%式改写为"

*!$#H,’%2(#H)& $L%
把$@%式与含水层中地下水的非稳定运动(L)相结合#

可以得到径向流条件下的渗流方程"

- #
!)
#.!%

>
.
#)
#$ %. $#,#/%0$.#/%& $C%

-为含水层的导水系数#0$.#/%是源汇项$补给含水

层为正%&$L%式所表示的总应力变化是导致顶板发

生挠曲的垂向附加荷载#假定顶板的变形符合小挠

度薄板理论#则得到顶板的挠曲方程(C)为"

1$@,$(*!$(#H%2,%#H)&
$"%

其中1为顶板的挠曲刚度"

1$ 23)
>!$>?4!%&

2是顶板的变形模量#3为顶板的厚度#4为泊松

比&可见#顶板的弯曲刚度随其地层的增厚迅速增

大#随其地层的压缩性增强$变形模量减小%而降低&
结合适当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并利用下列

常量"

5$-%2
#6$-1#H

可以把数学模型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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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K%

)$.#(%$(#,$.#(%$(#("."7& $E2%
其中".为井心距#/为时间#.H 为抽水井半径#!为

井的出 水 流 量&从$E+%可 以 看 出#顶 板 的 变 形 与

R13S%2,弹性地基上无限大薄板的挠曲(")是一致

的&此外#5就是承压含水层压力传导系数$其涵义

类似于热传导扩散系数(E)%#6可以称为顶板挠曲传

导系数&
利用T+3S2%变换#记"

))$’
7

(
.)8($$.%K.#

*,$’
7

(
,)8($$.%K.&

分别为)#, 的 T+3S2%变换#8($9%为第一类零阶

U2::2%函数&这样可以把上述数学模型转化为下面

的方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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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FM%并结合初始条件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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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T+3S2%逆变换#得到)#,的表达式!

,$!!&’
7

(

>(2($5$
!%5$C%/

5$!%5$C $8(
$$.%K$#

)$ !
!&-’

7

(

>(2($5$
!%5$C%/

$! $8($$.%K$
+

,

- &

利用以下变量!
:$@5/&.!#*$)C6/&.C#9$$$.%!&

可以将上式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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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为无量纲数&不妨用以下函数记号对积

分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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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含水层顶板刚度为零时#1$(#*$(#则!

’$:#(%$<$=%$’
7

=
2(>&>K># $>>+%

;$:#(%$@’$:#(%&:$<$=%.!&5/& $>>M%
其中!<$=%为A.21)井函数#=$.!&@5/#这样模型将

退化为A.21:井流模型&

!!改进模型与A.21:模型的解析解对比

式$>(%就是本处考虑顶板挠曲的改进A.21:井

流模型的解析解&利用数值积分法可以得到无因次

地下水水头降深)1’$)&$!&@&/%(与无因次时间/1
’$>&=$@5/&.!(的 关 系 曲 线$图!%&由 图 可 见#
A.21:模型解析解的结果是偏低的#偏离程度随着

顶板挠曲传导系数6的增大而增大#但当/1%!(时

两种模型的结果十分接近&如果顶板没有刚度#6$
(#*$(#则曲线就是A.21:降深曲线&

由于*与无因次时间相关#特从*中提取出无

因次径距.1’$5.@&$F6%(#使得*$/1&.1&.1 对无

因次降深的影响见图)&从图)可以看出#.1&7
时#其结果与A.21:模型相同&从曲线的发展看#改

进模型与A.21:模型的差别不仅有随时间增大而缩

小的趋势#且随着与抽水井距离的增大而迅速缩小&

)!结语

通过对承压含水层受力和顶板变形的重新思

图!!改进的A.21:井流模型的无因次降深曲线

N1J&! V1G23:1$3%2::K,+HK$H3)V+J+13:--.2K1G23W
:1$3%2::-1G2/V

图)!无因次径距.V 对)V?/V曲线的影响

N1J&) *6620-$6K1G23:1$3%2::K1:-+302.V-$)VW/V0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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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传统地下水井流理论是可以加以改进的"一个主

要的结论就是顶板弯曲会导致更大的抽水降深&通
过引入弹性薄板理论对A.21:井流模型进行改进"
得到的解析解从理论上证实了A.21:模型预测的水

头降深偏低"因而计算的地下水水位偏高"这种偏差

总体上随着时间和与抽水井距离的增大而减小&改
进A.21:井流模型与原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再

假定传递到含水层的总应力在抽水过程中是守衡

的&虽然这仍然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但揭示了一

些基本的变化&考虑含水层顶板的弯曲作用有利于

进一步认识地下水#油气开采对浅表地层应力重分

布和变形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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